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什么是需求（Demand）

          需求是指消费者在某一
特定时期内，在每一价格
水平下愿意而且能够购买
的商品和劳务的数量。

  



需求是人们的购
买欲望与支付能

力的统一

需求与需要的区别：

• 需要仅仅是一种愿望，而

需求不仅是一种愿望，并且

要有支付能力。

• 需要可以是无限的，但需

求一定是有限的。

区分：Demand and Want



需求应该具备两个条件：
   

（1）消费者要具有购买欲望；

（2）消费者要具有购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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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两种：互补关系与替代关系。









p需求函数：表示一种商品的需求数量和影响该需求数量的各

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函数。

p影响需求数量的各个因素是自变量，需求数量是因变量。

l将问题简化，假定其他因素保持不变，仅仅分析价格对

该商品需求量的影响，需求函数就可以用下式表示：

    Qd  =  f（P）
n P为商品的价格；Qd为商品的需求量。



是与价格P无关的自发性需求；

表明需求量与价格成反比例的关
系





需求定理例外

n原因：土豆涨价引起爱尔兰靠工资生活的低收

入者购买更多的土豆，而不是买得更少。



          由于这一现象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注意到，因此
被命名为凡勃伦效应（有些经济学家称它们为炫耀性商
品）。  

0

P价格

Q
量

D



价格变化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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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供给要具备两个条件：

§供给是生产者的出售欲望和出售能力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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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4 某种彩色电视机供给曲线

S
A

B

D
E

供给曲线：供给曲线是用来表示商品的供给量与
价格关系的曲线。向右上方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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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把影响供给的各种因素作为自变量，把供给作为因变量，可
以用函数关系来表示“影响供给的因素与供给之间的关系”
，即供给函数

n 假定其他因素均不发生变化，仅考虑价格变化对其供给量的

影响，供给函数就可以表示为线性函数：

n  Q s  = --a + bP



P

Q

S

0
图2-5供给曲线的例外   (a)



P

Q

S

0
图2-5供给曲线的例外   (b)



P

Q

S

0
图2-5供给曲线的例外（C)





          图 2-6供给量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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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变动对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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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需求变动对均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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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供给不变，需求增加使均衡价格上升，均衡数量增加。
当供给不变，需求减少时，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都出现了下降。 



2、供给变动对均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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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0  供给变动对均衡的影响

       我们能够观察到需求不变，供给增加使得均衡价格下降，均衡数量增加。需
求不变，供给减少，使得均衡价格上升，均衡数量下降。 



3、需求与供给同时变动
对均衡的影响

n 供给、需求同向变动

n  （1）供需同时增加。

n 供需同时增加肯定使均衡产量增加，均衡价格的变动
方向不能确定，它取决于两种情况下哪一个价格上升
或下降的幅度大些。

n    （2）供需同时减少。供需同时减少会使均衡产量减
少，均衡价格不定。

n     供给、需求反向变动

n    （1）供给增加，需求减少。新的均衡价格肯定下降，
但均衡产量变动方向则不一定，它取决于两种情况下
哪一个数量上升或下降的幅度更大些。

n  （2）供给减少，需求增加。此时均衡价格上升，均衡
产量变动不定。 



    需求与供给同时增加或减少会引起均衡产量同方向变动，
这时均衡价格却有提高、降低或保持不变三种可能。



n 1、支持价格【最低限价】：

n 政府为了扶植某一行业生产而规定的该行业产品的最低价格.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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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均衡价格理论
的应用



政府为限制某些生活必需品的物价上涨而规定
的最高价格。 

lOP0 ---- 均衡价格
lOQ0---- 均衡数量

pOP1 ---- 限制价格
pOP1< OP0

pOQ1 ---- 供给量
pOQ2 ---- 需求量
pOQ2 > OQ1
pQ1Q2---- 供给不足 措施：政府实行配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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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
u不利于刺激生产，产品短缺；
u不利于抑制需求，资源浪费；              
u社会风尚败坏，黑市交易。

v支持价格一定>均衡价格

v限制价格一定<均衡价格









n 需求的价格弹性又称需求弹性，它是指一种商
品价格变动的比率所引起的需求量变动的比率，
即需求量变动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

/Q Q PEd
Q

 
   

 
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 Q

价格变动的百分比 P/P P

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值可以是正，但一般情况是负。两

个变量的变动方向若是反方向变动，加负号，便于比

较。





n 例如：假定冰激淋的价格从2元

n 上升到2.2元，使你购买的冰激淋

n 从每月10杯减少为8杯，求冰激淋的需求价格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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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求 量 变 动 的 百 分 比

价 格 变 动 的 百 分 比

变 动 后 的 需 求 量 变 动 前 的 需 求 量

变 动 前 的 需 求 量
变 动 后 的 价 格 变 动 前 的 价 格

变 动 前 的 价 格 动 前 的 价 格





这种需求变化是价格以外的因素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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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有一个较大的变动，需求量有一个较小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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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有一个较小的变动，需求量有一个较大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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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商品使用的时间长短。使用寿命长的耐用品需求弹性大;而使
用寿命短的非耐用品的需求弹性小.

(6)人们对价格变动做出反应的时间长短. 如汽油.在短期内需求非常
缺乏弹性;在长期内弹性较大，可以购买小型节能型汽车、乘公
共汽车等消费方式，减少对汽油的需求。

          



4、需求价格弹性与总收益的关系 

TR = P × Q ＝价格×销售量



（1）.需求富有弹性 E > 1
n 例：电视机Ed=2，P1=500元/台，Q1=100台 ，  
n   如价格下调10%？试分析以下收益状况。

如价格下调10%，则数量增加20%，

            P2=500 –500*10%=450元/台，

            Q2=100+100*20%=120台

           TR2=P2×Q2=450×120=54000元
           TR1=50000
           TR2 –TR1=54000 –50000=4000元
   TR2 >TR1，表明价格下跌，总收益增加。



如果价格上调10%？

已知：电视Ed=2，P1=500元/台，Q1=100台 。

    需求是富有弹性的，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卖者
要想获得更多的收益，应该适当降低价格。

uTR3=P3×Q3=550×80=44000元
uTR3 –TR1=44000 –50000= -6000元

TR3<TR1，表明价格上调，总收益减少。



对需求富有弹性(Ed > 1)的商品：

“薄利多销”

u 需求量变动的比率大于价格变动的比率。

u价格下调,总收益增加,对生产者有利; 

u价格上调,总收益减少,对生产者不利。

QO

P

需求的价格弹性大于1，卖者适当
降低价格能增加总收益。



（2）.需求缺乏弹性    E < 1
【需求量变动的比率小于价格变动的比率】

例：面粉Ed=0.5，P1=0.2元/斤，Q1=100斤 。
  如价格下调10%，总收益怎样？

lTR1=P1×Q1=0.2×100=20元
lTR2=P2×Q2=0.18×105=18.9元

lTR2 –TR1=18.9–20= -1.1元
lTR2 <TR1，表明价格下跌，总收益减少。

如价格下调10%，数量则增加5%，
P2= 0.2 –0.2×10%=0.18元/斤，
Q2=100+100×5%=105斤



已知：面粉Ed=0.5，P1=0.2元/斤，
Q1=100斤 。

TR3=P3×Q3=0.22×95=20.9元
TR3 –TR1=20.9 –20= 0.9元
TR3>TR1，表明面粉价格上调，总收益增加。



需求缺乏弹性(E < 1)的商品：

n 需求量变动的比率小于价格变动的比率。
n 价格上调,总收益增加,对生产者有利;
n 价格下调,总收益减少,对生产者不利。

价格变动的百分比大于需求量变动的
百分比时，提高价格会增加总收益。



（3）需求单元弹性
(Ed =1)的商品

n 需求量变动的比率等于价格变动的比率。

n 价格变动不会影响销售总收益。

n 自己画图解释。





价格变化、弹性大小
与销售收入变化的关系



收入变动比例

需求量变动比例
需求收入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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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正常商品
n normal goods

Em＞0 



u劣等品

收入中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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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商品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

Y商品价格变动的百分比





n 1.供给价格弹性及计算：是指商品价格变动的比
率所引起的供给量变动的比率，它反映了供给量
变动对其价格变动反映的敏感程度。

n 一般用供给弹性系数来表示弹性的大小。

/Q Q PEs
Q

 
   

 
供给量变动的百分比 Q

价格变动的百分比 P/P P

l通常情况下，商品供给量和商品价格成同向变动。
l供给的变动量和价格的变动量的符号是相同的。



n 2.供给价格弹性分类

n Es=0,供给无弹性。

n 它是一条垂直于横轴的直线，表示无论价格怎
样变化，供给量都固定不变。如土地、文物、
某些艺术品的供给。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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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7供给无弹性曲线   (a)



n ０＜ Es＜１，

供给缺乏弹性．

表示供给量变动的幅度小于价格变动的幅度。
如果生产能力受到严格限制，例如南非金矿开采的情况，即使黄
金价格急剧上升，南非的黄金产量也只能增加少许。茅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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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7供给缺乏弹性曲线   (b)



n Es=∞  供给完全弹性.

n 例如海边的沙子；

n 电话接线员；

n 非技能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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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7供给无弹性曲线   (c)



n Es＞１，

供给富有弹性．

表示供给变动的幅度大于价格变动的幅度。
如肉类的生产、小麦的生产、牛奶的生产，
绿色产品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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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7供给无弹性曲线   (d)



n Es=１。单位供给弹性。

n 表示价格变动的幅度与

供给量变动的幅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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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7供给无弹性曲线   (e)



3.影响供给价格弹性的因素

（1）供给时间的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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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9   短期石油市场  (a)        图2-9  长期石油市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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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产的难易程度：

一般来说，容易生产、且生产周期短的商品供给弹

性大；反之，不易生产且生产周期长的商品供给弹

性小。如卖煎饼果子的弹性大，生产汽车的弹性小。

（3）生产成本的变化：如果产量增加引起成本增
加，供给弹性就小，反之就大。

（4）生产要素的供给情况。生产要素的供给充足，
或生产要素的价格较低，供给弹性就大。反之，
供给弹性就小。

（5）生产周期。一定时期内，

   生产周期较短的产品，供给弹性较大；

   生产周期较长的产品，供给弹性较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