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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1759年）和《国富论》（1776年）中首次
系统地明确论述“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后，说明“看不见的手”的
存在性及其作用机制就成为经济理论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作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一般被理解成通过市场自由交换实现的市场交换价格，不仅是实现市
场需求均衡的均衡价格，而且是具有经济效率的均衡价格。
　　尽管“看不见的手”的语言解释比较容易，但严谨地逻辑论证“看不见的手”的存在性及其作用
机制相对较难。
古典经济学侧重从供给角度来论证“看不见的手”，现代经济学则侧重从需求角度来论证“看不见的
手”。
边际主义革命的代表人物瓦尔拉斯（Walras）利用数学方法论证“看不见的手”的存在性及其作用机
制。
瓦尔拉斯的《纯经济学要义》（1874年）通过说明实现市场需求平衡的方程个数与需要决定的商品价
格的个数之间的相等关系，阐述市场自由交换的“看不见的手”可以达到实现市场均衡的交换价格。
瓦尔拉斯认为，对于刀种商品的交换市场均衡而言，需要实现市场均衡的商品市场个数是n，而n种商
品的市场相对价格个数是（n-1）个。
根据瓦尔拉斯法则可知：含有未知数的方程个数等于未知数的个数，存在市场均衡价格的解。
瓦尔拉斯还设想通过“拍卖者”实现市场均衡价格的“摸索过程”。
埃奇沃斯（Edgeworth）和帕累托（Pareto）从市场交换必须对自身有利的“契约曲线”的视角讨论了
集团理性与最优分配的问题，论证了市场自由交换过程与市场竞争均衡价格形成之间的密切关系。
瓦尔德（Wald）发表于工936年的研究论文指出：由于瓦尔拉斯的论证方法没有考虑商品市场的各种
商品交换价格之间的依赖关系，因此存在致命缺陷。
瓦尔德的主要观点在于，仅论证方程个数与未知数个数的关系而不考虑方程之间的独立性问题，是无
法保证均衡价格的存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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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汉译经济学文库”之一，全书共分8个章节，主要对竞争均衡理论和应用知识作了介绍，具
体内容包括交换、生产、奥曼模型、拓扑、出清市场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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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交换　　数学是一种语言。
这是物理学家威拉德?吉布斯（Willard Gibbs）的观点，这对于刚刚开始学习数学的人来讲是尤其适用
的。
掌握数学和数理经济学，与掌握一门外语相比，颇有几分相似之处。
过分追求掌握单词表和掌握好语法会扼杀读者对于这门学科的兴趣。
在早期的时候，要投人，要敢于说，尽管一开始读者可能会犯很多错误，但这不仅是有效的也是有趣
的一种方法。
本书就是为这样愿意完全投入的经济学者写的。
我仍旧会给出仔细的假设、严格的证明过程等，这在数理经济学的任何课程中，都是很重要的部分。
这里所采用的方法特别之处在于，它更是一种风格而不仅仅是事实的陈述。
我一开始所强调的经济学的直觉，首先也可以帮助读者竖起耳朵聆听一般竞争均衡理论用数学语言对
读者讲述的内容。
一旦读者能够跟上，那么词汇和语法问题就相对简单了。
现在我想说，如果读者认为我讲述得太快，那么请不要担心，你们可以回过头来再关注细节。
　　本章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学会如何将单纯交换经济中的竞争模型转化为专门的集合语言、函数、向
量空间以及线性函数，这乍看起来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但是到了本章末的时候，读者就会相信数学的
这部分内容非常自然地描述了经济学，自然到读者会认为它是和经济学与生俱来的。
1.1节介绍了我们所要用到的数学工具，诸如集合、函数、向量空间以及线性函数，我们必须从这里开
始。
1.2节介绍了单纯交换的竞争模型，并把这个模型转换到净交易图的几何学中。
1.3节开始探索竞争均衡的一些特点：有效性，以及作为与合作博弈理论相联系的核。
1.4节给出了一个数据实例。
1.5节对一些商品及其价格记法进行了评论。
　　1.1 数学前提　　一开始我们要交代一些基本的数学的记法：集合和函数，以及线性集中一些特殊
情况（即向量空间）和线性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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