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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从2004年第一版问世以来，很受读者的欢迎。
不但大学里学经济学的同学用来作参考书，还有大量非经济学专业的人士，拿这本书作为经济学的入
门读物。
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出版社决定再版。
借此机会我对本书的内容作了一些调整，主要是增加了一些辅助性的文章，用以帮助读者更容易地了
解经济学的要义。
这些文章放在附录里，作为单独的一个部分。
经济学是已经成型的一个学科，特别是它的微观部分，多年来主要的内容没有太大的增减。
如从萨缪尔森最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来看，它1955年的第11版和时隔37年以后1992年的第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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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微观经济学十讲》为茅于轼先生在天则书院开讲的微观经济学培训课程的讲义。
作者以价值理论作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探讨了择优分配原理、价值与一般均衡、交换理论、需求与
消费、生产理论、市场和垄断等经济学命题，并对经济学和道德、经济学和经济制度，以及我国当今
许多经济现象、经济活动进行了理性分析。
《微观经济学十讲》深入浅出，鞭辟入里，可以作为经济学入门读物，也可以用作大学经济系学生的
参考读物。
这是一本别开生面的经济学中级读物，为读者提供了对经济现象的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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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茅于轼，著名经济学家，被誉为“经济学界的鲁迅”。
1929年出生于南京，抗战时辗转于大后方，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
机械系，以后20余年从事铁道机车车辆研究。
20世纪70年代中开始运输经济、数理经济的研究。
1984年从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调到中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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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交换的基本规律今天要讲的交换理论，跟一般均衡一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理论。
我们从一个简单的模型说起。
它要讨论的问题是：假定有两个人，各自拥有一批商品，现在让他们自由地交换，最后，在什么状况
下，交换会停止下来。
通过这个简单的模型，我们可以看清交换发生的过程和规律。
首先，假定有两个人，一个人拥有苹果，一个人拥有香蕉。
一般而言，人总是喜欢新鲜和多样化的，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们要进行交换。
这两个人的偏好未必一样，但一般而言，不是特别喜欢吃香蕉并且拒绝苹果，也不是特别喜欢吃苹果
并且拒绝香蕉，他们希望有机会都能吃一点。
这时候，如果他们各自拥有100个苹果和100个香蕉，很显然，他们要进行交换。
如果他们俩对苹果和香蕉的偏好完全相同，他们一定会交换到各自拥有50个苹果和50个香蕉为止——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
这个结果是在特殊的假定下得出的，接下来我们探讨更普遍的情况。
虽然两人的偏好未必完全相同，但很可能是希望有机会都吃一点。
他们会拿自己所拥有的向对方交换自己所没有的，交换的比例我们不知道，暂时假定为1：1。
这个比例不影响以后的推论。
在这里，交换的比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方拥有的是自己所稀缺的，他们都很希望得到对方的物
品，这样，交换就必然发生。
他们以1：1的比例不断地交换，在此过程中，对方多余而自己稀缺的东西数量逐渐在改变，对方的不
那么多余，自己的也不那么稀缺r。
所以达到某一程度时，会有一方首先提出终止交换。
有可能另一方恰好也感觉已经满足，不再继续交换。
但也有可能另一方还希望继续交换，此时他必须让一点步，以说服对方同意继续交换，使双方都能得
利。
如果让一点步对方还不同意。
说明让步还不够.要多让一点。
如果多让了对方还不同意，就得再多让，一直到自己也觉得不能再让了。
所以在交换停止时，一定是双方同时感觉不需要再交换了。
这时候出现了均衡。
这一点十分重要。
在交换过程中，物品的效用随着数量的增多而减少，我们称之为边际收益递减。
这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公理性假定，也是经济学大厦的基石。
如果不是收益递减，人类社会将陷入某种单一消费（例如吸食鸦片）的畸形世界。
收益递减规律具有普遍性，然而它又无法用更基本的逻辑来证明，所以只好把它当成经济学中的公理
——普遍符合事实因而无须证明的规则。
当然，从动态角度看，收益递增也是存在的，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研究，留待以后讨论。
归纳起来，交换达到均衡的条件是这样的：假设对甲而青，甲a个苹果的效用等于甲b个香蕉的效用；
对乙而言，乙a个苹果的效用等于乙b个香蕉的效用。
如在交换达到均衡时必有：甲a／甲b=乙a／乙b，否则交换将继续进行。
这个公式的意义是：不论开始时两个人对苹果和香蕉的相对评价有多大的差别，在达到交换均衡时，
两个人对苹果和香蕉的评价必定趋于一致。
换句话讲，如果他们俩对苹果和香蕉的相对评价不一致，必定还有能使双方得利的交换机会。
只要在相应的评价比中间，找到一个交换比，必定能使双方都得利。
比如说，甲认为两个苹果的价值相当于一个香蕉（香蕉的价值两倍于苹果），而乙认为两个香蕉的价
值相当于一个苹果（苹果的价值两倍于香蕉），那么用1：1的交换比让他们两人互相交换，双方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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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得利。
只要两人对苹果和香蕉的相对评价不同，这个推理总是可以应用的。
我们注意到，随着两人之间交换的进行，他们俩对于苹果和香蕉的相对评价也在改变，最后一定会达
到两人对苹果和香蕉的相对评价完全一致为止。
因为只要不一致总有继续交换的可能。
当出现第三者时，甲乙两人之间所达成的交换比，未必符合第三个人的主观评价。
他会提出一个不同的交换比，只要这个交换比不同于甲乙两人所已经达成的交换比，就能够为他们两
人之一提供交换机会。
当一切交换机会都被用尽时，这三个人对苹果和香蕉的相对评价的比例一定全部相等。
上述模型还可以推广到多种物品的情况，因为多种物品中任意两种都存在这个规律，所以，不管你有
多少种物品，物品的数量如何，商品交换的均衡条件都是相同的，只要允许交换，最后的结果就是双
方拥有的各种物品的效用比对双方而言都相等。
在上述模型中，还有一些隐含的前提。
首先，两个人都想改善自己的处境。
他们的出发点不是帮助对方，也不是为难对方，只是想增进自己的利益。
其次，他们有行动的自由，不受强制。
他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交换方式。
特别关键的是，他们对物品的所有权有保障，双方的权利是对等的。
否则，他们之间就可能没有交换，只有抢夺。
总之，如果甲乙双方各自拥有一堆货物，他们又有交换的自由，交换必定会发生，最后完成充分交换
之后，即一切通过交换改善自己处境的机会都用尽以后，会出现交换的均衡。
对他们两人来说，任何两种物品的效用比全都相等。
这个结论适用于一切场合——初始的分配相同或者不相同、两个人或者更多人之间以及各种可能的古
怪偏好。
奇怪的是交换的最后，他们对物品的效用评价全都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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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茅于轼，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中国当前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民间经济学者的重要代表。
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1997年提出人与人的等价关系⋯⋯他任理事
长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是推动中国制度变革的重要民间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研究中心、科学网评价中国改革功勋(贡献)人物茅于轼经济学的
目标是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追求经济产出的最大，反过来也可以说，要在某个产出水平上使资源使用
最小。
这个观念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拿中国的经济改革来说，一般人认为它的目标是要扩大我们的经济产出，其实，也应该这么理解：把
我们的经济产出设定在某个水平上，如何使我们的制度成本最低。
　　——茅于轼《微观经济学十讲》要知道，社会存在的最大浪费，不是家庭理财错误，而是资源配
置错误。
价格管制造成的僵化、大量的烂尾楼、进出口中的政府补贴、失业导致的人力浪费等等，都是资源配
置问题，个人对此毫无办法，必须由懂得经济学的政府官员来解决。
可以说，绝大部分的政府官员都应该学经济学，而企业家却未必一定要学经济学。
　　——茅于轼《由(微观经济学十讲)说开去》(原载《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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