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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行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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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种商品和劳务都

有效用，效用的大小可以用

基数词（1，2，3，……）

来表示，可以计量，可以加

总求和。

一、基数效用论（Cardinal Utility）
                              的基本观点



在线开放课程二、基数效用论的分析方法

              ——边际效用分析法

（一）总效用、边际效用及其变动趋势

U1+U2+U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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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同一种商品来说，消费者所

消费或拥有的数量越多，他对于该商

品的欲望的迫切程度就越低。即每增

加一单位同种商品的消费给消费者带

来的效用是递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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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生理的或心理的原因：

    消费一种物品的数量越多，

生理上得到满足或心理上对重复

刺激的反应就递减了。

    

为什么边际效用会递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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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救命，解饥，吃饱，养猪，养鸟，……。

    B、边际效用递减是因为商品或劳务增加的
数量是按顺序用于其重要性相继减少的各个用途
上。
   设想每种物品都有几种用途，再假定消费者把用途按

重要性分成几个等级，当他只有一个单位的物品时，作为

有理性的人之理性的行为，他一定会将该物品用于满足最

重要的需要，当他可以支配使用的物品共有两个单位时，

其中之一会用在次要的用途上；如此等等。

   所以某种消费品之一定数量中的最后一个单位给消费

者提供的效用，一定小于前一单位提供的效用。



在线开放课程

    水的总效用比钻石大。如果水资源跟钻石一样稀少，

保命水的总效用和边际效用都将大大高于钻石。

    但是水资源比较充足，尽管最初几升保命水的边际效

用非常高，但是由于水较多，人们可以把它用于一些次要

的用途，因此，最后一单位水的边际效用极低。

    而钻石因为极其稀缺，只能在极少数最有价值的场合

使用，其边际效用很高。因为价格等于边际效用，所以在

正常情况下，水的交换价值（价格）自然远低于钻石。

    钻石用途极小而价格昂贵，生命必不

可少的水却非常便宜，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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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均衡(Consumer Equilibrium)

（一）消费者均衡理论的假设前提 

﹠消费者的偏好不变；

﹠消费者的收入既定；

﹠物品和劳务的价格既定；

﹠理智的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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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消费者收入和商品价格

既定的前提下，所购买的商品

组合使消费者能获得最大效用

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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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是一定的，消费者用这一定的货币来

购买各种商品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安排。

但一般的目标是要使他买进的各种商品

提供的总效用达到极大值。当他所要买

进的商品提供的总效用达到最大化的时

候，消费者就不再改变他的购买方式，

这也就是消费者的需求行为达于均衡状

态，即消费者均衡。



在线开放课程

（三）消费者均衡的实现条件

PxQx + PyQy = M（约束条件）

MUX
  PX

MUY
  PY= （实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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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单位货币支出的边际效用相等。
◆每单位货币支出的边际效用是从某种物
品最后一单位消费中得到边际效用除以该
物品的价格。
◆当消费者的全部收入用于支出，而且，
当消费者花费每一元钱所得到的各种商品
和劳务的边际效用都相等时，总效用达到
最大。

消费者均衡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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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X
  PX

MUY
  PY<

MUX
  PX

MUY
  PY>

X商品的边际效用大于Y商品的边际效用,消费者
会增加X商品的购买量，减少Y商品的购买量

Y商品的边际效用大于X商品的边际效用,消费者
会增加Y商品的购买量，减少X商品的购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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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X
  PX

MUY
  PY=

X商品的边际效用等于Y商品的边际效用,

消费者不再改变消费行为，实现了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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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基数效用论是19世纪40年代形成的运用边际

效用分析法研究消费者行为的理论； 

v应重点把握有关效用的概念、边际效用递减

规律以及消费者均衡的含义、结论。 

 

小结：

基数效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