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第 期

年 月

经 济 学 季 刊 ,

苏

交换经 济的一 种市场过程

李绍荣

摘 要 本文描迷和分析 了经 济的一种市场交换过程
,

试 图为一 般均衡
理论找到现实世界的交易墓础 文章证 明了以下结论 在一 定条件下

,

商
品 交换会形成德定的均衡市场

,

而 商品交换的一 般结果是帕累托最优的交换结

果 个人主观的商品价值判断通过商品交换形成一 个客观和统一 的商品价
值判断 重复交易的预期会使一 般交换结果成为一 般均衡的交换结果 因

此
,

商品价格是 由经 济主体 自由的商品交换形成的 这为现实交换和一 般均衡
理论搭起了一 座桥梁

。

关健词 商品 交换
,

均衡市场
,

一 般均衡结果

一
、

引 言

商品的市场交换理论是描述和分析市场经 济的核心 理论 一 种经 济理论

如果 它没有一 个完善的市场交换理论
,

就很难称其为一 门真正 的经 济理论

从亚 当
·

斯 密出版 了著名的 《国富论 》到今天
,

经 济学家一 直想说 明
,

在市

场经 济 中商品为什么会 以这样一 个价格在交换
,

即商品的交换价格是 怎样产

生的
。

两个多世纪 以来
,

这 一 问题耗尽 了几十辈经 济学家的精力和智慧
,

其

间出现 了以平均分析方法 古典经 济学 为代表的劳动价值论和 以边 际分析

方法 新古典经 济理 论 为代表的一 般均衡理 论 由于平均分析 方法无 法 刻

画利益最大化 的经济行为
,

因此古典经 济学是一 个 内部逻辑不 一 致的经 济理

论
,

它无 法统一 交换
、

分 配等理论
。

而边际分析 方法 虽然克服 了平 均分析无

法 刻画利益最大化 的缺点
,

并统一 了经 济学的交换和分配等理论
,

但 由于 它

对市场概念的神秘假设
,

使其市场 交换理论 空洞化
,

因而从 它的理论 中得 出

的一 般均衡的商品价格 只是 一 个效率价格
,

它没有市场经 济制度的特征
,

因

此很难说它是商品的市场 交换价格 在传 统徽观经 济理论 中
,

为弥补理 论概

念上的这 一 缺陷
,

就把市场假 设成一 个神秘和全 知 的理 性人
,

这样所有市场

的故事就变成 了一 个 瓦尔拉斯拍卖人 的故事

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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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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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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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们对本文提 出的修改愈见才使本文增色不 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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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
,

在瓦尔拉斯提出一 般均衡的交换理论后不久
,

弗朗西斯
·

埃奇

沃思
,

就对该理论提 出了置疑
,

并给出一 种用 以描述市场最

终交换结果的理论 埃奇沃思的这 一 理论后经马丁
·

舒比克 议
,

幻
、

·

德布奋和 赫尔伯特
·

斯卡夫 和 杭 以及 罗伯特
·

奥里
,

的发展
,

形成 了具有现代气息的经济核心 理论 。而

经济核心 理论 的发展给商品交换理论溶入 了许多新鲜血液
,

但最

终却落入 为解释传统交换理论 而解释传统交换理论 的结局
。

本文使用经济核心 理论 中的墓本概念来描述商品交换的最终结果和交换

市场的形成
,

然后分析说明商品的最终交换结果怎样从一个 。 最优的交

换结果
,

演变成为一般均衡的交换结果 从 而说明交换的商品价格是怎样形

成的 本文论述的交换理论与传统徽观经济学的交换理论的逻辑顺序完全不

同
,

其逻辑顺序是 消费者的商品交换互 动 —商品交换的最终 最

优 结果和市场 结构 秩序 的形成 —
一 般均衡的交换结果 —商品价格

体系形成 完备市场 制度形成
,

而传统徽观经济学交换理论 的逻辑顺序却

是 商品价格 —
一 般均衡的交换结果和 交换价格 —

。 最优 的交换

结果

本文所描述 的交换 理 论 与埃奇沃 思和经 济核心 理论 所描述 的交换理论

也有所不 同 经济核心 理论说明
,

通过消费者之 间完全竞争的交换互 动
,

在

一 定条件下
,

经济最终会达到核心 。 最优 配置
。

随着经 济 中消费者人

数的增加
、

即消费者人数趋于无 穷大 时
,

经 济 的核心 会趋于 竞争的一 般均衡
, , ,

和
,

和 ,
, ,

本文给 出的交换理

论与经济核心 理论 的区别在于
,

本文给 出的模型精细化 了消费者交换商品的

方式
,

并说明消费者在 同一 市场 中的交换互 动和不 同市场之 间潜在的交换互

动
,

分别使经 济达到核 心 交换 结果和 一 般均衡 的交换结果
,

从 而 说明在预 期

重复交易的经济 中会达到一 般均衡 的交换结果 核心 交换结果与一 般均衡的

交换结果不是极 限关系
,

而是 交易情形不 同 预期重复或非预期重复交易 之

下
,

经济可能出现 的最终交换结果
,

因此
,

通过本文给出的交换理论可 以说

明商品交换价格的形成

本文 的结构安排是 第二 部分给 出 了一 个 自由竞争的商品交换模型
,

并

定义 商品交换 市场 第三 部分证 明在一 定条件下
,

通过消费者 自由竞争的交

换 互 动
,

经济 最终会形成德定 的经 济交换秩序 德定市场 第 四 部分说明通

过消费者之 间 自由竞争的交换互 动
,

能够建立最优 的经 济秩序
,

并论述 了最

在此仍沿用国 内经 济学家对 闪 的习惯称谓
“ 一 般均衡 事实上

,

鱿其含义 而 官

应称为
“
全面均衡

”

对经 济核心 理 论 的形成与发展 的详 细 论迷和 评论
,

请参阅李绍荣 第 一书。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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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 核心 交换结果
、

最优 以及 一 般均衡的交换结果之 问的关系 第五

部分说明在预期重复交易的经济 中
,

经济的最终交换结果就是一 般均衡的竞

争交换结果
,

从而说明预期重复的商品交易
,

会使市场最终演化 出一 个约定

俗成的或明码标价的商品交换价格 第六部分扼要地给出本文的一 些主要结

论

二
、

自由竟争的商品 交换模型

一 交易 和效用函数

首先考虑一个有 个消费者和 种消费商品的经济
,

在该经济中消费者

葱江二 ,

⋯
,

。 的初始商品持有 。 〔 擎
,

“ 叭
,

⋯
, 。‘劝

,

其 中‘衬 表示消费

者 ￡持有商品
, ,

⋯
,

的数 自给的商品 向 为 二牙 乳
,

⋯
,

乳
,

其

中 , 吞表示消费者 ￡自给商品 的数 出售的商品向 为对 ‘罗
,

⋯
, ‘盆

,

其中‘乙表示消费者 ￡出售商品 的数
,

故有

。、 对 十 二罗

消费者购买的商品 向量表示为 梦二 轰
,

⋯
, 二轰

,

其 中二

恙表示消费者

购买商品 的数量 这样消费者 戈最终消费的商品 ‘ 二 众
,

一
,

丸 就等于

‘ 二牙 二梦 。‘ 一 二罗 梦
,

其中 二‘一 叭 一对 十 二牙表示消费者 ‘的交易 在没有交易费用 的条件下
,

消费者 葱买卖同一种商品不会发生损失
,

即他可 以把 。‘ 完全 卖掉
,

然后购 买

二‘ 为 了避免无 为的交易
,

在完全 竞争 没有交易费用 的条件下
,

假 设消费

者不会 同时买卖同一 种商品
,

即 恙和 二乙不会 同时不为零
,

当 二寿拼 时有
二

乙
, ,

或 当 二

毛护
, 二几二

,

因此交易 一对 对表示 的是净交易顿
,

即

消费者 ‘用 对 的商品束交换 二梦的商品束
,

且 对 中的商品和 梦中的商品 互

不 重益 消费者消费商品 的偏好用效用 函数表示
,

如果消费者 葱消费商品束

二‘ ,

则其效用为 。‘ 叭
,

葱 ,

⋯。

定义 一 个经 济 称为交换经 济
,

如果

每位消费者 ￡持有 一 定 的初始 商品 叭
,

‘
,

⋯
,

社会总持有大于零
,

即

”飞

。 一 艺
。‘ ,

葱

并记 为
, 。‘ , 。‘ ‘。、

,

其 中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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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场与交换行为一 完全竞争的另一 种解释

在交换经济
, 。‘, 。‘ 、 中

,

商品向量的一个二 元组 对
,

叮 称为消费

者 葱
,

￡二 ,

⋯
,

的一 个交换结果
,

如果消费者 是用 对 换取 订
,

即出售 对 和

购买 二

梦
,

称 忿
, 二
梦 为经济的一 个交换结果

,

如果每个 对
,

梦
, 、

,

⋯
,

都是消费者 乞的一 个交换结果
。

定义 ” 在交换经 济 。 , 。‘, 。、 、。。 中
,

称消费者集 的一 个子集

为一 个次经济
,

并记 为
, ‘, 。‘ 汇 如果一 个次经济 中存在着一

个交换结果 对
, 二

梦、
,

满足

艺对
云〔

一 艺 孰

且 没有 的任何一 个真子集 ’ 满足 艺 对 对
,

则称该次经 济为一 个
云任 , 葱〔 ,

市场
,

并记 为
, 。‘, 。‘ 、

。

并称交换结果 对
,

可 、 为市场可行的

定义 说明交换经 济 中的任何一 部分消费者都可 以构成一 个市场
,

而市

场是 由消费者之 间形成的某种商品交换结果或交换关系所确定的
,

并且这种

交换结果不 可能通过市场 中任何一 个子市场或次市场实现
。

因此
,

定义 所

定义 的市场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首先
,

市场是 由经济 中的行为人构成的
,

可能

是经济 中的部分行为人
,

也可能是经 济 中的所有行为人 其次
,

经济 中的部分

或全体行为人之 所以被称为市场
,

不只 因为他们仅仅是经 济 中的行为人
,

而

是 因为他们之 间存在一 定商品交换关系
,

并且这种商品交换关系是无法再细

分 的 故在此定义 的市场是 由存在一 定商品交换关系的消费者所构成的
。

市

场 的大小 由市场 的交易量 艺对 衡量 而 交易量的大小又 由两方面的因素
云

决定 第一 是构成市场的消费者人 数 第二 是 市场 中消费者初始持有 的大小

和结构 如果市场 中消费者人 数多
,

那 么市场就大
,

如市场
, ‘, 。‘ 汇

和 乃
, 。 , 公 ‘。乃 中

,

如果 〔 几
,

则称市场 乃
, 。 , 田 ‘。乃 大于市

场
, 。‘, 。、汇 但是

,

用消费者人数的多少来决定市场 的大小是有前

提条件 的
,

那就是消费者持有的初始商品 向量 。‘ 的大小和结构
,

足 以在所有

消费者之 间进行 交换
。

如果消费者人 数很多
,

但消费者 的商品持有很小且 结

构相似
,

那 么在所有消费者之 间就形不成一 种商品交换关系
,

这样 的消费者

人数再 多也决定不 了市场 的大小 因此
,

在消费者偏好给定的条件下
,

市场

经 济学一 般把市场定义为消费者相互 交换商品的场所
, ,

略
,

我们在此用市场的交易 来衡 市场大小
,

而不是用交易 的市场价值来衡
,

其原因就在于市场
大小 不是单纯的 的大小

,

还 包括市场 范 圈的大小
,

因此市场 的 大小应是 一 个 向 而 不是 一 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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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小主要 由市场的消费者人数和消费者的初始持有两个方面来刻画 “ 可

以说贫穷并不 能构成一 个大的市场
。

定义 在交换经济 以
, 。‘, 。小。 中

,

称经济的一 个交换结果 对
,

叮 是经 济可行的
,

如果

刀毛 , 门

艺 一 艺汀

在定义 中方程 式 表明
,

一 个经 济可行的交换结果是在整个经 济范

围内可 以通过交换而实现的交换结果
,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 由整个经济所构

成的一 个统一 大市场的交换结果
,

原 因是后者涉及 两方面问题 整个经

济能否构成一 体化 市场 一 个经 济可行结果也许是经济 中若干市场 的一

个交换结果的组合 前者我们将在后 面作进一 步研 究
,

而后者则由下述命题

予以说明

命题 对于交换经济
, 二‘, 。‘ ‘。 的一 个可行交换结果 对

,

衬 ‘。 ,

经济中存在有限个市场 对 几
, ‘, 。‘ ‘。二

,

、
,

⋯
, ,

其 中 乙几 材
,

几 门

乃 价
,

笋
, , ,

⋯
, ,

使得交换结果 对
,

梦、 是这 个市场 的可行

交换结果 的一 个组合
,

并称市场 几
,

叭
, 。‘ 汇 , ,

⋯
,

为交换结果

对
,

讨 ‘。 所对应的市场结构

以上给出的命题和 市场结构的定义说明
,

经 济的任何一 个可行交换结果

都可 以决定经 济的市场结构
,

并使该可行交换结果成为这 些有 限市场 的可行

交换结果的一 个组合 尽 管这样
,

我们却没有说明市场是 怎样形成的
,

而且

一 个经 济为什 么只 在 一 定的消费者之 间形成市场
,

而 不 是在更多或更 少消费

者之 间形 成市场 要 回答这样的问题
,

首先得对消费者 的交换行 为作描述性

说 明

在一 个交换经 济 中
,

每位 消费者都是 自己消费利益的最大追求者和 最好

的维护者 消费者在持有初始商品 的情形下
,

会寻找能把 自己的初始 商品持

有变换成更理 想或更合意消费向量的交换机会
,

亚 当
·

斯 密曾将消费者 的这

种 交换倾 向解释为人 生而 固有的天 性 而 实际 中
,

交换机会又 来 自于 消费者

之 间的交换互 动 所谓 交换互 动是指消费者通过讨价还价 的方 式与其他消费

者进行协 商
,

以便 把 自己初始持有 的商品 向量中边 际效用 低 的

商品转换成边际效用 高的商品
,

并且在协商过程 中
,

如果消费者认为与另外

的消费者进行协商会获得更有利 的交换机会
,

那 么
,

该消费者会随时更换他

除消费者人 数和消费者的初始持有可表征 市场 大小 外
,

市场 中商品 的种 类多 少也是 市场 大小 的主

要决定因素
,

只 因本文 中商品种类为外生给定
,

因此不把商品种 类作为市场大小 的主要决定 因 素
如果考虑交易费用

,

那 么在
“

有交易费用 的经 济均衡
”

中由于 交易费用导致市场上交易商品 种类内生
化

,

在那 里 市场 交易的商品种 类是市场大小 的一 个主要 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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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商对手 在消费者之 间的交换互 动中
,

可以 自由更换协商和交易对手的

行为就称为 自由竞争行为 这样定义的 自由竞争要求消费者在协商和交换

时
,

有更换 自己协商和交易对手的权力
,

这种权力先于市场而存在

三
、

自由竟争的均衡市场

上面我们给出了一 个交换经 济中市场的定义
,

并对市场交换结果和消费

者的交换行为进行描述 在此
,

我们将说明交换经济 中市场是怎样形成的

一 自由竞争的均衡市场

在一 个交换经济 或
,

叭
, 。刁汇 中

,

消费者 葱在持有初始商品 。‘ 的条

件下
,

与其他消费者进行 自由竞争的交换互 动
,

在这种互 动中经济是否 能形

成相对德定的市场
,

关健在于经 济中是否存在着不 受消费者的 自由竞争交换

行为所影响的市场 在这里我们将描述这种不受消费者 自由竞争的交换行为

所影响的市场

定义 在交换经济 或
, 。‘, 。小。 中

,

一 个可行的经 济交换结果 对
,

二梦
‘。、 称为被市场

, 。‘ , 。‘ ‘〔二 所阻碍
,

如果市场
, 。‘ , 公、‘。二 的一

个可行交换结果 可
,

可
‘。 满足

。‘ 。、一 式 可 。‘ 。‘ 一 对 讨
,

对所有、任

。‘ 。‘ 一 就 刘 。‘ 。‘一 二

梦
,

对某个、。

定义 说明这样 一 个经 济事实
,

在一 个 自由竞争的交换经 济 中
,

一 些

交换结果虽然是经 济可行 的
,

但在 自由竞争中不会发生
,

原 因就是经济 中至

少存在这样一个市场 ,
, 。小。 ,

当消费者 ‘, ‘ 形成一 个市场 进

行商品交换时
,

所形成的交换结果至 少与可行的经 济交换结果一 样合意
,

其

中至 少有 一 个消费者 ‘任 ,

他在市场
,

叭
, 。小。日 的市场 交换 结果 比

在可行经 济交换结果 中的交换结果更好 这样对于消费者 ‘〔 而言
,

市场
, 。‘, 。‘ 谈幻 的交换结果改善了经济可行交换结果

,

从而 阻止 了经 济可行

交换结果 的形 成

定义 在交换 经 济 或
,

叭
, 。小。 中

,

所有不 被 任何市场 阻碍 的

经 济可行 交换 结果所构成 的集合称为经 济 的核 心 交换 结果
。而

,

其所对应 的消费配置集称为经济 的核心 而

在传统经济学中
,

完全 竞争的标准定义把消费者定义 为价格接受者 、、 ,

, ,

即只有每位消费者娜不 能形响商品价格的条件下
,

市场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 以这样
的方式定义充全竞争

,

完全是侧果为因
,

把分析结果作为前提很设 在本文的后面
,

我们将说明只 要
经 济 中每位消费者娜果用 自由竟争的行为

,

即根据 自利原 则 自由更换 交换对手的行 为
,

那 么每位 消

费者最终将演交成价格接 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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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 济 中
,

任 何一 个核 心 交换 结果 对
,

对
‘。 所对应 的市场 结构

几
, ‘, 。‘ ‘。几 , ,

⋯
, ,

称为均衡的市场结构
,

其中 几
, 。‘, 。‘ ‘。几

,

称为均衡市场
,

⋯
,

由定义 可知
,

均衡市场是指那 些所得出的交换结果不被任何其他市场

阻碍 的市场
,

也就是不会被其它市场替代的市场
,

因此
,

一 个交换经济一 旦

形成均衡的市场结构
,

那 么它就是 一 个相对德定的市场结构 这种德定的市

场 结构是通过消费者之 间 自由竞争的交换互 动形成的
,

消费者之 间通过彼此

的讨价还价选择对 自己最有利的交易对手
,

最终整个经济会达到这样一 种状

态
,

即任何一 个消费者改变交易对手的行为都不会增进与他再交易的对手的

福利或者不会增进他 自己的福利
,

从 而 没有消费者愿意与他再交易或者他本

人 不愿意再交易
,

此时经 济 中不会有任何消费者愿 意改变交易对手 因此
,

这 种经济状态就是均衡的市场结构

从上述 的说明可 以看出
,

消费者的交换行为是市场形成的先决条件 市

场是通过消费者之 间的交换 互 动而形成的
,

因此市场 的形成只 能通过消费者

的交换行为才能表征 在上一 部分 中
,

我们对消费者 的交换行为做 了描述性

说 明
,

其特点归纳有二 第一
,

消费者交换的动机或 目的是追求消费利益最

大化 第二
,

在交换互 动中
,

消费者交换 的手段 和权力 是根据 自身利 益可

自由地更换协商和 交易对手 当经济 中每个消费者的交换行为都具有上述 两

个特点时
,

每个消费者在与其他消费者进行交换互 动的过程 中
,

如果他想通

过商品交换 实现 自己的消费利益最大化
,

那 么在交换 互 动中他不仅是 自己消

费利益最大化 的维护者和追求者
,

同时也要兼顾到其 交易对手 的消费利 益
,

说通俗 一 点就是
, “

自己要赚钱
,

也要让 人有钱赚
”

因为只 有他 的交易对手

也在 自己消费利 益追求的限制范围内达到 了消费利益最大化
,

他们之 间的商

品交换才有可能实现
。

也只 有这样
,

他才 能通过交换实现 自己的消费利益最

大化 因此
,

消费者在实现商品交换 的互 动中做 了两件事 第一 件事是 寻找

最有利 的交 易对手
, “

最有利
”

是双 向的
,

即对手是 自己最有利的
,

同时 自己

也是对手最有利 的交易对手
,

这种 最有利对手的寻找最终形 成 了市场 第二

件事是决定最优 的交易量
,

即使 自己消费利 益最大化 的交易 这 两件事在

消费者 的交换过程 中是合 而为一 的
,

即商品交换 的两个方面 在传 统徽观经

济学中
,

消费者仅仅是市场价格体系之 下
,

自身消费利益最大化 的追求者
,

他无需顾及其他消费者的消费利益
,

他之所以能通过交换实现其最大 的消费

利 益
,

关键在于传 统徽观经 济理论 所定义 的市场会理 性化地 给 出一 个 一 般均

衡 的价格体 系
,

来确保所有消费者 的交换行为能通过市场交换实现 因此在

传统微观经 济学中
,

消费者的交换行为特指 的是 上述提到 的第二 件事
,

即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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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最优的交易量 所以在上述的交换理论中
,

消费者的交换行为本身有着更

丰富的内涵

定义 在一 个交换经 济 城
,

叭
, 。‘ 汇 中

,

如果存在着均衡的市场

结构 几
,

叭
, 。小。 , ,

⋯
, ,

则称该经 济为市场稳定的经济
,

其中

均衡市场 几
, 。‘, 田、 妮 称为稳定市场

,

否则称其为市场不稳定的经济

在一 个市场德定的经 济中
,

当稳定市场 均衡市场 的个数 。 时
,

称经济

为 自给 自足 的经济 当 时
,

称经济为市场一 体化 的经

济
,

简称市场经 济
。

定义 想给市场经 济下一 个明确的定义
。

何谓 市场经 济 这是一 个被人

们经常使用
,

而没有给出明确定义的经 济学概念 在本文中市场经 济特指市

场一 体化 的经 济
。

一 个交换经 济可能是市场稳定的经 济
,

也可能是市场不稳

定的经 济 在市场稳定的经 济 中
,

除 自给 自足 的经济外
,

经济 的资源 在此主

要指消费者的初始持有 主要是通过市场 配置
,

但并不 能说这样的经 济就是

市场经 济
,

原 因是传统 的农业社会也可能是市场稳定的经 济 因此
,

只 有市

场大小和范围覆盖 了整个经 济的经济才被称为市场经济

一 个经济要成为市场 一体化 的经 济
,

不仅消费者的消费偏好要满足一 定

的条件
,

而且消费者的初始商品持有也要满足 一 定的条件
。

显然
,

如果每个

消费者都持有大量的商品
,

并且这些持有 的商品是 互 补的
,

那 么就有可能建

立 一 个市场 一 体化 的经 济
。

因此市场经 济是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 联系在一 起

的经济
,

而且贫穷 即消费者商品持有很少 同样也不是 市场经 济 所 以建立

市场经济的关键就在于
,

充分利用现阶段所拥有的专业化经 济的技术
,

形

成能增进社会财富并与这 些技术相适应 的劳动分工 的经 济组织 和经 济制度

二 均衡市场 的存在性

这 一 部分 我们将 说 明在一 定条件下
,

在一 个交换经 济中消费者之 间 自由

竞争的交换 互 动会形成均衡 的市场结构
,

即在一 定条件下
,

一 个交换经 济也

就是 一 个市场稳定的经 济

命题 “ 在一 个交换经 济
, 。‘, 。‘ ‘。、 中

,

如果每位 消费者 的效

用 函数 。‘ 众
,

乞
,

⋯
,

二
,

都是连续拟 凹 的递增 函数
,

则通过消费者之 间 自

由竞争的交换 互 动
,

经 济最终会形成均衡 的市场结构 几
, 。‘, 目‘ 汇

,

,

⋯
,

事实上
,

市场经 济是形成的而 非建立 的
,

在此称建立 市场经 济主 要是针对 目前我国进行的市场 化 改

革而 说的
命月 的详 细 证 明在后 面 的附 录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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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 说明只 要经 济中每个消费者的消费偏好满足 一 定的条件
,

即消费

效用 函数是连续递增的拟 凹 函数
,

则消费者之 间 自由竞争的交换互 动 自然而

然地会形成稳定的市场
。

显然
,

对一个交换经 济而言
,

能否通过消费者之 间 自由竞争的交换互 动

最终形成均衡的市场结构
,

关键在于消费者的效用 函数是否是拟 凹 的 如果

消费者的效用 函数不是拟凹 函数
,

我们很容易构造一个交换经济
,

在该经济 中

无法只通过消费者之 间竞争的交换互 动就形成均衡的市场结构 如果用
“

看

不见之手
”

来隐喻这种能形成均衡市场结构 经济交换秩序 的

力量
, ” 那 么这种

“

看不见之手
”

的作用不是无 条件的
,

而是有条件的

四
、

均衡市场的最优性

一 商品的市场交换价格

在一 个交换经 济 中
,

当消费者通过 自由竞争的交换互 动实现具体的商品

交换 时
,

消费者之 间就形成 了一 种具体 的交换关系
,

这种商品交换关系被描

述为市场 一 个市场 虽然仅只 是用经 济 中消费者的子集合来刻画
,

但这并不

意味着任意一 个消费者群体都 能构成一 个市场 可构成一 个市场的消费者群

体是那些相互 间能形成一定 的商品交换关系
,

而且这种交换关系在消费者群

体之 间不 能再分割 因此
,

商品交换关系是决定市场存在与否的关健
,

而商

品 的交换关系又 主要 由商品的交 易量和交换 比率 价格 来刻画

消费者 坛与消费者
,

乞
, ,

一
,

声并 的商品交换关系
,

由消费者 和

之 间的商品交易量 △,对
,

△, 梦
,

△‘弓
,
△‘二

梦
,

其 中 △,对 表示 消费者 乞出售

给消费者 的商品 向量
,

△声梦表示 消费者 ‘从消费者 处购 买的消费者 的

商品 向量
,

显然 △,对 △‘

梦
,

△, 梦二 △‘弓
,

和商品交换 比率户 二 沙护
,

⋯
,

分

以其 中某单位 的第一 种商品作为一 般等价物计量
,

户 表示 消费者 艺和 之 间

交换 商品 时认 可的共 同交换 比率 价格
,

显然
,

在消费者 ￡和 的交换 互 动

中
,

如果他们通过讨价还价 的协商达成一 个共同的商品 交 易量 △,对
,

△ 梦
和 商品交换价格 户

,

那 么他们就可 以实现商品交换 在他们的协商过程 中
,

商品交易量和价格是 同时确定的两个变量
,

即多少的交易 要求价格是 多少

或 多少价格要 求交易量是多少
。

“
肴不 见之 手

, ,

是亚 当
·

斯 密 。 , ,
用 以隐喻这样 一 种思想

在 一 个经 济社会 中
,

当每个个人都追求 自身利 益最大化 时
,

整个经 济会形 成一 个并非出于迫逐 自利
的个人 本意的经 济 秩序

,

这种秩序会产 生一 种其有社会意义 的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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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消费者‘在市场 , 。‘, 。刁汇动 中实现 了商品交换
,

则其商品净

交易 对
, 二

梦为

套 艺 △,‘
,

‘ 毛‘ 。

〔

讨一
艺 △ ,
〔

并且其商品交换行为受交换平衡方程约束
,

即

艺户 △,对 一 艺户 △,

〔 〔

由于

艺 卜 艺艺 △,

云任 ‘〔 〔

艺艺 △‘

梦 艺弓
〔 ‘〔 〔

满足 市场 出清条件
,

因而 可用 给 出的商品净交易量表示 消费者 乞拼 二

,

⋯
,

饥 在市场
,

叭
, 。小。动 中的商品交易量

,

而消费者 ￡在市场 中实

际的商品交换价格是 一 个价格向量组 夕飞
。二 ,

其中每个价格向量尸 可能因

交易者不 同而不 同或 因交易量 △,对
, △, 梦而异

,

因此要从每个消费者之 间

炜断林敞换一炜赚林 淤
, 。二 ,

和 交籽
△,对

,

△声九。

中
,

概括出一 个能表征市场
, ‘, 。小。动 中所有消费者进行商品交换 的市

场 交换价格是极难 的
,

因此对于市场的任何一 个可行交换结果 对
,

讨 、
,

根据 的交换平衡方程 可 以给 出商品的一 个市场平均交换价格

定义 市场 , 。‘, 。‘ ‘。动 的一 个可行交换结果 对
,

对
‘。 ,

如果存

在一 个商品的价格向量满足

罗 那梦
, 〔 ,

则称价格 为市场可行交换结果 对
,

讨
‘。 所对应 的商品市场 的一 个交换价

格

由定义 可 以看出
,

商品 的市场 交换价格 只 表示在该价格下
,

市场 中

每位消费者 葱都可实现商品交换 对
,

讨
,

￡二
,

⋯
, ,

但并不 意味着消费者

是依该价格进行 商品交换 的 原 因是消费者 在市场 交换价格 之 下
,

市场交

换结果 对
,

梦可能不是最优 的
,

然而他的市场 交换 伽心 , △ 对
,

△声梦 , 。 却

是最优 的
,

即交换结果 对
,

叮 对于消费者 葱而言
,

是从市场
, 。‘, 。‘ 、

中能够获得 的最优 的市场 交换结果 相对于其他消费者
, 〔 的市场 交换

结果 弓
,

叮” 因此
,

商品的市场交换价格 , 是市场 中所有消费者 幼 〔 的

市场 交换 伽心 ,

△, 对
,

△, 二梦托 的一 个综合价格指数
,

这 意味着消费者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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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价还 价在市场
, 。‘, 。‘ 、 中所获得的交换结果 对

,

讨 、
,

平均而

言
,

是 以价格 的比例进行交换的
,

即在价格 之 下
,

可 以通过市场实现交

换结果 对
,

梦‘。 ,

其中对 △,对
,

梦 艺 △, 二梦
,

但 它却没有传统交换
〔 〔

理论 中市场 交换价格的含意 在传统徽观经 济理论 中
,

消费者在市场价格之

下可出售或购买任意数量的商品

命颐 市场
, 。‘, 。‘ 、日 的任何一 个可行交换结果 对

,

对 、 都存

在商品市场 的一 个交换价格 与之对应

命题 说明对于市场
,

叭
, 。小。 的任何 一 个可行 交换 结果 叮

,

二梦、
,

存在一 个市场交换价格
,

满足

罗 才
, 葱任

因此
,

对于市场 中每位消费者 葱的最终消费向量 二‘ 。‘ 一 对 二梦
,

有 二‘

公‘ 一 知 十 二知 。‘ ,

葱任 ,

即消费者 的消费向量在市场交换价格之 下

满足预算约束 这体现在市场上就是 商品按等价格交换
,

在交换价格之 下消

费者初始和最终持有的商品等值

二 。 最优与商品的价值

交换经 济 ,
‘ , 。‘ 、 的一 个可行交换结果 对

, 二梦 对应着经 济

的一 个消费配置 二 二 二 ⋯
, 二 ,

其 中 二‘ 公‘一 对 梦
,

城 〔 ,

并称该消

费配里为经 济的可行消费配置
,

则可行消费配置 意味着

艺 。 二 艺恤 一 对 约二
艺

。‘ 一
艺 卜 艺叮一 艺 、

‘〔 云〔叼 ‘〔 云任 云〔 ‘〔

在一 个交换经 济 中
,

消费者能否通过商品交换 改进 自己的消费配置
,

就

在于经 济 中是否存在能改进其消费配置 的交换机会 前面的部分 已经 指 出
,

这样 的机会来 自消费者之 间试 图用 自己商品 向量中边 际效用低 的商品去换取

边际效用 高的商品的协商互 动
,

因此为衡量经 济 中消费者是 否 有商品交换的

机会
,

我们定义 消费者的商品价值如下

定义 持有商品 向量 ‘ 几
,

⋯
, ‘劝 的消费者 葱

,

其商品价值 向 定
义为向 叭 一 ,

⋯
,

叭动
,

满足 。‘ 一 “ 旦瓮业
,

⋯浑黔立
,

其 中 “ ”任

意正 数
,

绘给 是消费者 ‘持有 的商品 向量 ‘ 的第讲 商品 的边际效用
,

,

⋯
, , ,

即 、 , 一 旦

黔
,

, 一 ,

⋯
, 。

定义 表 明消费者 的商品价值 向量是 与其商品持有 二‘ 有关的
,

不 同的商

品持有
,

商品 的价值 向量不 同
,

而且 商品的价值 向 与效用 函数在 ‘ 点的梯

度 。‘ 从
,

即消费者 乞持有商品 二‘ 的边 际效用 向 成 比例
,

因此
,

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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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个商品持有的价值向量的表达式不惟一
,

但是比例惟一 消费者商品价

值向量定义成比例惟一 是由消费者的效用 函数的特性所决定的
,

这样定义的

价值 向 无论效用 函数的形式怎样都与消费者对商品持有的消费偏好一 致

这也说明消费者的商品价值 向量是一 个相对价值 向量

命题 在 最优 的消费配置点
,

经 济 中所有消费者的商品价值均

相等

命题 说明
,

在一 个交换经济 中
,

当消费者持有一 定的商品 向量时
,

他

对 自己所持有的商品会有一 个 主观 价值判断
,

当经 济中消费者之 间对商品

的价值判断出现差异时
,

在经 济 中就会有商品交换发生
,

如果商品交换终止

于 。 最优的配置 本文后半部分将对此给予证 明
,

则意味着商品交换

的作用使经 济中消费者个人 的商品 主观 价值趋 同于一 个共同的社会商品价

值
,

而这个社会共同的商品价值是消费者个人无 法 改变的
,

它是所有消费者

之 间进行交换互 动而形成的 因此
,

对于消费者个人 而言它是客观 的
,

不 以

消费者的个人意志和行为改变而改变
,

然而 它又 是经 济 中所有消费者个人主

观意识 个人商品价值判断 的综合体现 由此可见 。 最优的概念除了经

济效率的含义之 外
,

最重要的是 它表征 了社会的共同商品价值
,

即个人主观

价值 的社会化
,

它对我们理解后面 出现 的商品均衡价格
,

以及均衡价格所包

含的交换信息将起到至 关重要 的作用

三 均衡 市场 的最优性

一 个交换经济 。
,

。‘, 。‘ ‘。、 的均衡市场结构 及
, 、, 。‘ ‘。几

,

,

⋯
,

主要 由经济的核心 交换结果 对
, 二梦、 所隐含的商品交换关系刻画

,

这种交换关系是通过消费者之 间 自由竞争的交换互 动形成 的
,

因此核心 交换

结果 对
,

梦
‘。 满足

是均衡 市场 结构 及
, 。‘ , 。‘ 汇 , 二 ,

⋯
,

的一 个 可行 交换 结果

对
,

讨 、
, ,

⋯
,

的组 合
,

即

艺对 一 艺可
,

“ 一 ,

⋯
,

‘

云〔 云任几

不被经 济 中的任何市场所 阻碍
,

即对于经 济 中的任 一 市场
, 。‘,

。‘ ‘。衬 以及 市场 中的任 一 可行交换结果 对
,

刘 、
,

下列条件得不到满足

‘ 瓦 ‘ 小 城 〔

。‘ 万‘ 。‘ ‘ ,

某个‘

其 中 万‘ 二 。、一 鲜 十 澎
, ‘ 。‘ 一 对 十 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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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
,

一个交换经济的均衡市场结构包含着一 种商品交换关系
,

这

种商品交换 关系是经 济中任何市场 结构所包含的商品交换 关系都无 法超越

的
,

即经济的任何市场结构中的市场都无 法 阻碍均衡市场结构所包含的这种

商品交换关系的形成
。

以上结论可 归结为命题

命题 交换经济 中的均衡市场结构是任何市场都无法替代的
。

注意 命题 中均衡市场结构的不 可替代性是 由经济 中消费者之 间 自由

竞争的交换互 动所形成的商品交换关系所表征
,

而不是 由该市场结构中包含

的任何一种商品交换关系所表征
。

因此
,

后 面主要研 究均衡市场结构的这种

商品交换关系的最优性
。

命题 在交换经济
, 。‘, 。‘ ‘。。 中

,

如果消费者的效用函数 。‘ 二‘ , ‘

,

⋯
,

。 是递增的拟凹 函 数
,

则使社会商品价值等于 交换价格的最终市场 交

换结果所对应 的消费配置 为一 般均衡的配置

如果命题 的条件得到满足
,

即商品 的社会价值等于商品 的市场 交换价

格
,

那 么由一 阶条件知最终 交换结果对应 的消费配置是每个消费者在交换价

格下的最优配置
,

即消费配置是 一 般均衡的消费配置 因此
,

很容易就 可证

明命题

命题 说明在一个交换经济 中
,

如果消费者通过完全竞争的交换互 动达到

一 个满足 商品价值与商品交换价格相等的最终市场 交换结果
,

那 么该交换结

果对应 的消费配置就是一 个一 般均衡配置
。

一 般均衡 配置 的最优性就在于 它

是众多最终市场交换结果 中使商品价值和商品交换价格统一 的交换结果
。

如

果一 般均衡 配置 对应 的交换结果为 对
,

衬 、
,

均衡价格为
,

⋯
, 。 ,

则有
几 。 、

又 竺要华卫
口工杯‘

一

略 一 艺叩几 艺。铸
二

八 、

弓尸 , 拭兀 咬 护
、‘ 一 、 一 , 一 惬盛

一 一百了一
’

咨行
份竹 口 葱下

因此
,

当经 济达到一 般均衡状态时
,

每个消费者对商品交换都感到 买卖

公平
,

没有贵买贱卖而 受剥夺之感
,

也没有贱买贵卖而获不 义 之财 的感受

而对于其他众多最终市场交换 结果
,

其他的 。 最优 交换 结果却没有这种

最优性 而传 统微观经 济学用 。 最优来说明一 般均衡的效率
,

实属 画 蛇

添足 其主要原 因就在于
,

传统微观经济学的交换行为假 设使消费者只 能在

一 般均衡的价格之下方能实现商品交换
,

这样的市场一 般交换结果就是 一 般

均衡 的交换结果 因此
,

要 说 明市场 交换结果 的最优 性只 得借 助 比一 般均衡

次优 的 。 最优概念来说明 在本文 中
,

我们是用一 般均衡状态来说明最

终市场 交换结果 的最优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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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市场过程

一 预期重复交易的经 济

假设一 个交换经济 或
, ‘,

“ 汇 预期要重复 次交易
,

也就是预期经

济 中每位消费者 葱, 葱 ,

⋯
,

持有相 同的初始商品向量 。‘ ,

与其他消费者重

复进行 次商品交换
,

这 次商品交换对消费者 乞而言没有顺序之分
,

就如同

经济 中有 个与消费者 ‘相 同的消费者 因此一 个交换经 济 或
, , 。、汇

预期重复 次交易就等价于 一 个交换经济
,

其 中有 。 类消费者
,

每类消费

者有 个
,

即总共 。 个消费者的交换经 济
,

记 为 ‘, ‘, 。‘ ‘。 ,

其 中
‘ ,

⋯
,

厂表示 每 、类
,

⋯
,

有 个消费者 的消费者集合
,

第 ￡个消费者 的 ‘ 次 交换 结果用 对
,

对勺、 , ,’ , 表示
,

因此
,

经 济

。 ‘, 。‘, 公‘ ‘。。 的一 个交换结果表示为 罗
, 二梦‘。、 、 ,

⋯
,

定义 在一 个预 期重复 次 交易的经 济 ‘ , 。‘, 。、 还 中
,

消费者集
, 的一 个子集 ‘ 称为一 个次经 济

,

记 为 或
,

叭
, 。刁‘。 ,

其 中
“ ‘。。 ,

““ ‘
。

如果次经济中存在一个交换结果 “ ,

梦
“‘

,‘·、 、‘ 。, ⋯ , ‘ ,

满足
亡‘ 止‘

艺艺 外 一
艺艺 介

,

落 ‘

且不存在 的任何真子集 ,
‘

嵘‘。 ,

其 中 哎簇‘
,

其 中至 少有某个 ￡满

足 ‘,

使得

艺艺 外 一
艺艺 外

·

则称该次经济为一个市场
,

记为 ‘, 。‘ ‘。。
,

称 “‘ , ·

才
“‘ ‘。、 、‘ ,

⋯ , ,‘

为市场 的一 个 可行交换 结果

定义 在一 个预 期重复 次交易的经 济 以 ‘ , 。‘, 。小。 中
,

称经 济

的一 个交换结果 对“ ,

必 、 、
,

二
,

是经 济可行的
,

如果

艺艺对“ 一 艺艺讨
“

·

饭 二 云

在定义 和 定义 以及 命题 的墓础 上
,

通过定义
、

定义 以及

命题 可 以说明
,

在 一 个预 期重复 次 交 易的经 济 或 ‘ ,

价
, 。小。 中

,

消

费者在不 区分 交 易次序 的情形 下
,

通过 自由竞 争的交换 互 动
,

经 济 的最终

交换结果 砂
,

对“ ‘。

时
、 , ⋯ , , 是一 个核心 交换结果

,

其消费配置 汾
‘。、

,

⋯
, ,

其 中 二夕 。‘ 一 对“ 梦“ 称 为经 济 的核心 配 置
,

所对应 的市场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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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八
, 二‘,

“ ‘。、
, ,

⋯
, ,

为均衡的市场结构

其中 、 一 、

自二
,

即

息
“‘ 一 ‘,

“ 任 称

命题 在一 个预 期重复 次 交易的经 济 以 ‘ ,

叭
, 。小。 中

,

如果

消费者 乞 二 ,

⋯
,

的效用 函 数 叭 介 是递增 的严格拟 凹 函数
,

那 么经 济

的任 何 一 个均衡市场 结构都可表示成一 次 性交 易经 济 以
,

叭
, 。‘ 汇 的

某个均衡 市场 结构的 次 重复
,

即经 济的任何一 个均衡市场 结构可表达成
二

, ‘ , 。‘ ‘。二
, “ 一 ‘,

⋯
, ‘ ’ ,

其 中 、

白二 一 ,

兀 一 ,
,‘ , 、

,

‘,

、

,

⋯
,

, 次幂表示括号 内的市场结构有 组

注 意 命题 所指的预 期重复 次 交易的经济 以
‘ ,

叭
, 公‘ 伎 的任何

一 个均衡市场结构可表示 为 及
, 。‘, 。‘ ‘。。

, ,

⋯
, ‘ ,

其 中市场结

构 几
, 二‘, 。‘ ‘。、 , ,

⋯
,

是 一 次性交易经 济
, 。‘, 。‘ ‘。、 的某个

市场结构
,

这并不意味着经济 以
,

叭
, 。‘ 汇 的任何一 个均衡市场结构的

次幕就构成经 济 袱 ‘ , 二‘, 。、 汇 的一 个均衡市场结构

命题 在一 个预 期重复 次交易的经济 以 ‘ ,

叭
, 。小。 中

,

如果消费

者的效用 函数 叭 欢
,

‘
,

⋯
,

。
,

是严格拟凹 的
,

那 么当预期的交易重复次

数 充分大 时
,

经 济 的最终 核心 交换结果 对
,

讨
‘ 对应 的消费配

‘ 。‘ 一 对 对从 ‘ 是 一 个 一 般 的竞争均衡配置
,

此时商品 市场 的交

换价格为一 般均衡价格
。

证明 由命题 可知
,

预 期重复 次 交 易的经 济 或 ‘ ,

叭
, 。小。 的

均衡 市场 结构可表示为 几
,

叭
, 。‘ 汇 , ,

⋯
, ‘ ,

其 中市场 结构

几
, 。‘, 。‘ ‘。 , ,

⋯
,

是经 济
, 。‘, 。‘ ‘。、 的一 个均衡 市场 结

构

设均衡市场 结构 及
, 。‘, 。小。几

, ,

⋯
,

的最终 核心 交换结

果 对
, 二
梦、 所对应 的消费配置 为 二 ,

⋯
, 二 ,

显然 它是 。 最优

的
,

因此消费配置 叭
,

⋯
, 二 , 是多 目标规划 问题

。 ,

⋯
,

, 二二

仰备

艺。‘

比劣咨‘几

注

、 , 云任

的解
,

由 条件得 二 ,

⋯
, 二。 使 下式成 立

,

即

。‘ 二‘

劣‘
约

, ,

⋯
, 。 , 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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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 ,

⋯
,

动 为点 二 的商品价值向量
,

假若 。 不是某个竞争均

衡市场 几
, 。‘, 。‘ ‘。几

, 任 ,

⋯
,

的商品交换价格
,

则有

对 并叮
。 ,

对于某个 。几

由于市场 交换结果 对
,

梦、几 是 市场 及
, 。‘, 。、‘。几 的可行交换结

果
,

因此存在一 个 ‘。 任 及 有

乳
。

几
。 ,

也就是 。‘。 一 ‘。 。 几一 鑫
在预期重复 次交易的经济 中

,

存在着 个均衡市场 几
,

叭
, 。小。 ,

现把消费者 葱。加入到其它 一 个均衡市场 几
, 。‘, 。‘ 汇几 中组成一个新的

市场 材
, 。‘, 。‘ ‘。 ,

其 中 ‘。 艺‘一‘几
,

现考虑交换结果 夕犷
,

澎
‘。二 ,

其 中礼 二 硫
,

毗 抵
,

万竺 二罗 一

,

、一

小 丈万二考习丽 ,
任“

其中 几 表示 几 中消费者的人数 所 以

艺式 一 , 森 艺式
云〔 云〔几

艺司 式 十 艺司
云 云〔 、

一 艺对 孔十
,

位〔几

一 艺讨 几
‘任几

又 因为

八

一一一一对对
﹃

‘

曰﹃
卜

一

故有

泣〔 该〔

由定义 知
,

交换结果 对
,

司 是 市场
,

叭
, 。小。 的可行交换

结果
,

用泰勒展 式展 开 。‘ 瓦
, 〔几 得

。‘ 瓦
、恤 一“ 动 一

咖
一 对不万 ,而 砰二

击而嘟
、恤 一

局画
一

一‘一 十

刃翁葡
·“一之, ,

。‘ ‘

。‘ ‘ ,

, , 、 二 , 。 ‘

不而雨不
’

气“ 。 一 “ 。 ” 宁 “ 、’“ 。 一 “ 。

不二而瓦万’

葱〔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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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充分大时
,

了两幼瓦丁 乳一 鑫为无穷小量
,

最后 一 个不等号成立 所

以市场 对
, 。、, 山‘ ‘。二 阻碍交换结果 忿

,

梦‘。。 ,

与 忿
,

梦
‘。、 是核心 交换

结果矛盾
。

因此
,

价值 向量 。 同时也是各市场 几
, 。‘, 。‘ ‘。几

, ,

⋯
,

的商品交换价格 由命题 可得最终交换结果 对
,

讨 、 是经济的一 般竞争

均衡结果 证 毕

命题 说明在交换经 济 以
, ‘, 。‘ 汇 中

,

如果形成 了一 种 重复交易

的预 期
,

而 且预期重复次数 充分地大
,

那 么在一 定的条件下
,

通过消费者

之 间 自由竞争的交换互 动会形成一 般均衡的均衡市场结构 它说 明在一 个交

换经济 中
,

虽然 一 次性的交易无法达到一 般均衡的交换结果
,

但是 如果交换

是稳定和长期的
,

那 么消费者之 间会形成纵 向的交易次数不 同的市场之 间的

竞争
,

这种竞争剔除了不公平的 。 最优的交换结果
,

从 而使经 济达到一

般均衡 的交换结果

二 完备市场 的形成过程

完备市场 与前面提到的市场略有不 同
,

前面提到的市场是指具有一 定商

品交换关系的消费者群体
,

而完备市场指的是在一 个商品价格体系之 下
,

进

行传统微观经 济学所描述 的商品交换 的一群 消费者 因此
,

在完备市场 中
,

消费者无 需通过讨价还价 式的交换 互 动就 可 以进行商品交换
,

其交换是消费

者 —商品价格 —消费者
,

显然完备市场是成熟的高级市场

一 个完备市场是指一个市场 的一 般均衡状态
,

就是在一 般市场 的墓础 上

存在商品 的一 个市场 价格体系 一 般均衡价格
,

消费者在该商品价格体 系

下
,

通过在 自己的预算约束范围内追求 自身消费利 益最大化来决定 自己的商

品交换
,

他无 需与其他消费者进行 讨价还价 式的交换 互 动来确定商品 交换 对

手
、

交换 比率和 交换数量 因为在该价格体系下
,

消费者通过传统徽观经 济

学的交换决策所确定的商品购买总量恰好等于商品销售总
,

在交换过程 中

消费者完全是 一 个价格接受者 因此
,

要说明市场 怎样演进成

一个完备的市场
,

只 需说明消费者怎样从 一个价格制定者 演化

成一 个价格接受者
,

商品的市场价格体系是怎样形 成 即可

前面我们 已经 说明在交换经 济 城
,

叭
, 。小。 中

,

消费者 的效用 函 数
‘ 二刁

, 乞 ,

⋯
,

。 如果是连续拟 凹 的递增 函数
,

那 么通过消费者之 间 自由竞

争的交换互 动
,

最终会形成均衡 的市场 结构 几
,

叭
, 。小。 , ,

⋯
, ,

也就是在经济 中最终会形成德定的商品交换关系
,

这种交换关系对个别 的消

费者而言不是公平 的
,

它会使 一 些消费者感到在商品交换 中被剥夺 了一 部分

财富
,

然而这却是消费者个人 自身无 法 改变的一 种 交换关系
,

原 因是消费者

无 法 同其他消费者再建 立新 的更有利于 自己的交换关系 因为此 时任何新 的

商品交换关系都意味若其他消费者 的消费利益会受到损失 这就是俗称 的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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锤子买卖
”

所形成的商品交换关系 —在一 次性交易中是德定的
,

但可能是

不公平 的

然而
,

当消费者预期交换经济 以
,

叭
, 。‘ 还 的商品 交换 不是一 次性

的而是重复的
,

并且重复交易的次数充分大
,

那 么在一 次性交易所建立的德

定商品交换关系中
,

认为交换对 自己不公平 的消费者会把 自己的第一 次商品

交易延迟到第二 次交易
,

与其他消费者建立一 种对每位消费者都有利的新型

的商品交换关系
,

即市场
,

从 而使第一 次交易中不公平 的商品交换关系无法

形成
,

因此在预期重复交易的经 济中
,

消费者通过 自由竞争的交换互 动确立

的每次 交易
,

会使 每位消费者都感到商品交换结果是公 正 的
,

命题 说明这

种商品交换关系下的公 正 交换结果就是一 般均衡的交换结果 如果消费者的

消费偏好德定且商品的初始持有不变
,

那 么经济的重复交易就是这种商品交

换关系的重复
,

一 般均衡 的交换结果的重复
,

这种重复久而 久之
,

会使经济

中的消费者习惯于这样一 种一 般均衡状态下 的商品交换
,

习惯于一 般均衡的

商品交换价格
。

因此一 般均衡价格将会 以 明码标价 的方式
,

或者 以约定俗成

的方式而成为市场 上商品交换价格 此时
,

消费者无 需与其他消费者进行讨

价还价 式的交换互 动
,

他只 需按 已经 习惯 的商品市场价格
,

从其他愿意以该

价格出售他需要 的商品 的消费者那 里购 买商品就行
,

渐渐地使 自己从一 个商

品价格的制定者转变成 或习惯成 该商品价格的接受者
,

于是经济中形成 了

完备的市场 直至 有一 天
,

当消费者的消费偏好或商品持有发生改变之 后
,

消费者会发现在他们接受的商品价格体系之 下
,

要 么是购买不到想要购买的

商品
,

要 么是卖不掉想要卖的商品
,

这 时消费者之 间又 重新恢复 自由竞争的

交换互 动
,

以寻找新的交换机会和确立新的商品交换关系
,

即新的市场 这

种新市场在重复交易的作用下
,

又会形成新的完备市场 因此
,

在消费者的

自由竞争的交换互 动和经 济 的重复交易作用下
,

经 济 中会形成完备的市场
,

而完备市场上的商品价格是包含 了经 济 中所有消费者通过 自由竞争的交换互

动所反映 出的所有消费者商品交换信息的价格
,

它与产 品 的计划价格完全不

一样
,

是无法 由市场之 外外生给定的

六
、

结 论

本文给出 了一种 与传统微观经 济学的商品交换理论截然不 同的新的商品

交换理论 在我们的模型中
,

消费者是通过彼此之 间讨价还价 的交换互 动进

行商品交换 的
,

商品的交换价格是在商品交换过程 中形 成 的
,

并非事先存在

瀚商品的一 个价格体系
,

而后
,

消费者按照该商品价格体系被 动地进行商品

交换 因此
,

利用我们的模 型可 以说 明传统徽观经 济学无法 回答的两个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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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交换 的最墓本理论 问题 一
、

市场的一 般均衡状态是怎样达到的 其最

优性是什么 二
、

明码标价或约定俗成的商品价格体系是怎样形成的

本文给出的理论说明
,

在一 定条件下
,

通过消费者之 间 自由竟争的交换

互 动
,

经济会形 成一 个核心 交换结果 命题 在一 个均衡的市场结构中
,

有可能存在彼此相对独立和稳定的均衡市场
,

相对独立和德定是从两方面来

理解的 第一
、

每个市场之 中的消费者与其它市场之 中的消费彼此没有商品

交换关系 第二
、

任何一 个市场 中的消费者均无法从其他市场 中找到比他现

在所在的市场还 能获得更好的交换机会 然 而
,

这种通过消费者的交换互 动

来形成商品交换秩序不是无条件的
,

如果消费者的消费偏好不是凸的
,

那 么

经济就不可能仅凭借消费者之 间 自由竞争的交换互 动就形成一种德定的经 济

秩序 这 说明二 百年前亚 当
·

斯 密 年 提 出的
“

看不见 的手
”

的理论是

有条件的
,

而非无 条件的

在一 个经 济中
,

消费者之 间 自由竞争的交换互 动所产生的核心 交换结果

是 一 个 。 最优 的交换结果
,

而 最优 的交换结果对应的消费配

是经济 中所有消费者个人 的主观商品价值都相等的最终消费点 命题
,

这

说明通过完全竞争的交换互 动
,

消费者所达成的最终 核心 交换结果使消费

者个人 的主观 商品价值转换成一个社会共同的商品价值 由核心 交换结果所

对应 的商品交换关系 均衡市场结构 的相对稳定性可知
,

该共同的社会商品

价值是不依消费者个人意愿 改变而 改变的一 个客观价值 用该客观价值衡

每位消费者交换前的商品初始持有和交换后 的最终消费配置 的价值
,

会发现

在经济 中有的消费者可能会 出现后者价值 大于前者价值 的情况
,

对于这部分

消费者而言
,

商品的市场 交换不仅使其消费效用得到改进
,

而且财 富也得到

增加 而对于 另一 部分消费者
,

他们交换后 的商品价值小于 交换前的商品价

值
,

就会感到通过商品的市场 交换 虽然其消费效用有所改进
,

但 财 富却受到

损失
,

即感觉在交换过程 中贵买贱卖了商品
,

受到无 端的剥夺 然而
,

如果经

济 中每位 消费者交换前的商品价 值 与交换后 的商品价值相等
,

那 么最终 核

心 交换结果对应 的最终消费配置是 一 个一 般均衡 的配 命题
,

这 说明

在经 济 的所有最终交换结果 中
,

一 般均衡 的交换结果是 最最优 的
,

它使得每

位消费者感到通过商品交换使 自己的消费效用得到改进
,

却没有财 富损益
,

即商品交易是公平 的

在一个预 期重复交易的经 济 中
,

每次 交易时经 济会形成一 个相 同的最终

核心 交换结果
,

即相 同的均衡市场结构 命题 因此
,

当预 期经 济是 重

复交易时
,

那 么在每次交易之 间会形成相 同的市场
,

相 同的市场之 间消费者

潜在的交换 互 动致使经济的最终 核心 交换 结果为一 般均衡 的交换结果

这种重复一 般均衡交换结果 的交易
,

久而久之 最终会在消费者之 间和不 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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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之 中形成一 种明码标价的或是约定俗成的商品市场交换价格
。

在有商品

价格体系的市场 中
,

消费者无 需通过完全竞争的交换互 动寻找交易对手
,

只

需依价格进行商品交换 即可
,

因为此时的商品价格体系 已经包含 了当前经 济

中所有的交换信息
,

如每位 消费者 的消费偏好
,

初始持有等等 因此
,

商品

市场交换价格的形成过程是消费者从价格制定者 到价格接受者

七砍 的过程
,

在这一过程 中交易的重复性是价格形成的重要且主要的

原 因
。

本文得出的重要结论是 交换的一 般均衡结果可在没有统一 的商品交换

价格之 下达成
,

而且商品市场是 由消费者的商品交换行为内生决定的 商品

的市场价格不是经 由消费者之 外的某个权威部 门 如计划部 门或抽象市场

给出
,

而消费者驯服地接受的一 种商品交换 比率 而是经过消费者之 间讨价

还价的交换互动
,

首先形成 了可重复交易的交换结果
,

之后经过重复交易
,

消费者渐渐地 习惯于能实现这种交换结果的商品交换 比率
,

并相信在这样的

价格体系之 下进行的商品交换
,

能获得满意且无法再改进的商品交换结果
。

所 以市场的商品价格是包含 了所有商品交换信息的价格
,

是市场经 济的制度

化特征 因此本文对市场化 改革的政策含义是 政府要坚定市场化 改革的方

向
,

这样人们才能形成重复交易的预期
,

经济才能形成完备的市场交换体系

附 录

命题 的证 明 因为交换结果 对
, 二梦 , 是经济可行的

,

由定义 有

从从
。

艺间艺艺
二

卜
五

如果不存在 的任何一个子集 有

艺式

云任 ‘〔

则交换结果 式
, 二梦

‘〔 是整个经济构成的一 体化市场
, 。‘ , 。‘ ‘。 的一 个可行交

换结果
,

即

如果存在 的任何一 个子集
,

使 式成立
,

记 乃
,

则由 式有
口, ,,口﹃,卫口,

艺式 一
艺讨

城〔几 ‘〔几

由于 是有限集
,

对 和 几 重复步骤 和
,

最终可得 的有限个子集合
,

⋯
,

界 且对于每个 几
, ,

⋯
, ,

有

、下 下 ,

乙 叭 乙 叭
〔 落〔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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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不存在 几 的任何子集 双 使得

、 , 气 、 , ,

乙 从 乙 孙
‘〔叹 ‘ 叹

故经济的交换结果 二了
,

梦‘。。 是市场 及
, 。‘ , 。‘ ‘。几

, ,

⋯
,

的交换结果

对
,

讨城 的组合 证 毕

命题 的证 明 首先在交换经济 以
, 。‘ , 。‘ 注 的墓础上定义一个 。 人 的合作

对策
, 。 ,

其中 是局 中人 的集合
,

即消费者集合
,

是 。 ’ 的一 个对应
,

其中 是集合 的子集 几 的集合
, ’ 是 严 空间的全体子集合的集合

,

称 兀 〔

为一 个联盟
, 。 几 为其特征对应 定义特征对应 试

,

为

、‘了,· 一 , ,

一
,一 日次经济试 及

, 。‘,

。、 ‘。几 的一个可行交换结果
二罗

, 二
梦

‘。几有叭 续 。‘ 。‘ 一 对 二梦
, ￡〔及

及 〔

以下分三 步证 明命题结果

步骤一 。 人合作对策
,

讨 的核心 非空 由试及 的定义有

对任一 个 当 歹镇 , 且 , 〔试及 时
,

歹 试几

对任一 个的歹任 仇 ,

如果 , 任 。 且 认 二 叭
, ‘〔及

,

则有 万〔试
,

并且

。 几 在 ‘ 中上方有界
,

就是对于任意联盟 存在一 个 材九
, ,

有 , 〔

。 ,

满足 , ‘ 加厅‘ ,

城 任 因为对任意 , 〔 。 几
,

存在次经 济 。 及
, 。、, 。‘ ‘。介

的一 个可行结果 对
, 二
舒

‘。 ,

有 ,‘ 。‘ 。‘ 一 对 二梦
, ‘ 几

由于 。‘ 一 对 二梦 艺 。‘ 一 对 二梦 叭
,

城 〔 几
落〔几 ‘〔介

故 。、
“ 一 二了 二梦、 。‘

犷 。、、 。、

宁 。‘、、 材于
一

二下
一

落 ‘
一

二军 一
‘〔 ‘ 古 ‘〔

所 以 成立

对任意的 〔 ,

几 是一 个闭集

假设序列 , 至
,

⋯
,

添 匕军 ,
,

⋯
,

, 。 且 , 盆
,

⋯
,

殊 。 。 及
, ,

因此
,

对于每个
,

次经济 。 , 。‘ , 。小 。几 存在一 个可行交换结果 二 ‘ , 二梦‘
‘。几

,

满足

簇 。‘ 。‘ 一 二艺‘ 二
才‘ 。‘ 二 ,

城 〔 及

其 中式 。‘ 一 二尹 二尹
由于 二扩

, 二梦
‘ 几

, 二 ,

⋯
, ,

是有界序列
,

不 失一 般性
,

令 对‘ , 二尹住几

式
,

澎 ‘。几
,

一
,

显然
,

就
,

针
‘。几 亦是次经 济 或

, 。‘ , 。‘ 、 的一个可行交换结果
,

即 艺 式 艺 斌 就 叭 城 〔

‘〔几 ‘〔几
由效用 函数 。、 二刁

, ‘ ,

⋯
,

。 的连续性可 以得
,

对于 城 〔 ,

有 , ‘ 簇 。‘ 。‘ 一

式 澎 因此
,

, ,

⋯
,

知 任 几
,

故集合 及 是 闭的

。 人合作对策
, 。 是平衡的

令 是集合 的任一 平衡族
,

权数为 入川 〔 ,

令 且 任 , ‘〔
,

则有

艺
二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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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梦 ,
,

⋯
,

, 〔 门
〔

。 ,

对于任意 〔
,

由于 协
,

⋯
,

, 。 ,

则存在

次经济
,

、叭 ‘。 的一 个可行交换结果 二了
, 二
梦

‘。 ,

满足

从 、 汀卜
。‘ 。 一 式 二

自
,

·

城 。

令 对 入 对
, 二梦二 二梦

,

叭 〔

任 ‘ 丁〔 ‘

由 有

艺﹃艺﹃
二‘ 。‘ 一 二罗 劣云

一
艺 恤 一 二

盯十 叮
任 ‘

衍扩 艺 肠诸
〔 ‘

人 了

由效用函数 脚
,
‘〔 的拟凹 性

,

有

。‘ 。‘ 一 二

卜
二梦 。‘ 二‘ 少运。‘ 二

了 ,
, ‘〔

〔万

又 由于

艺
二

卜
‘〔

下 , 下 ,
、 口

乙 乙 “ 袱
‘ 〔 ‘

艺艺 衍二厂

一
艺“ 艺

二 一

艺“ 艺
二
严

‘ 〔 ‘

〔 云〔 〔 ‘〔

军 ,
二 之“ 毛

·

‘〔几

所以 “ 二 “ , ’ ‘ ’

,

知 〔 ,

即 ” 〔 ” ,

故对策
,

是一 个平衡对策
·

由合作对策的核心存在性定理有
,

人合作对策
,

句 的核心 非空
,

令 , 协
,

⋯
,

如 为对策
,

的一个核心 配 根据对策的定义有
,

存在经 济 或
, 。‘ , 。‘ ‘。

的一 个可行交换结果 对
, 二梦

‘。‘ 满足

叭 簇 。、 。、一 二

卜
二
才 。、 二 、 ,

城 〔 材

其 中 二‘ 。‘ 一 二 二梦
步赚二 交换给果 二岔

, 二梦
‘〔 , 是经济 。 , 。‘ , 。‘ ‘〔‘ 的一个核心 交换结果 如果

对
,

诸 证 不是经 济的一 个核心 交换结果 则存在某个市场 , 。‘ , 。‘ ‘。 的可行交

换结果 式
,

封
‘。二 ,

有

、 。‘ 一 式 澎 。‘ 。‘ 一 二 二梦
,

城 任

且对某个 葱〔 有
、 。‘ 一 式 讨 、 。‘ 一 二忿 二梦

令 万 万、,

⋯
,

甄 为 歹‘ ‘ 。‘ 一 衅 十 针
, ‘任

玩 任意
, ‘样

, 葱〔

则 歹〔 。 ,

且 仄 梦 ‘〔 , 仄
。 协。 ,

某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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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对策
,

的转 支付 , 被联盟 阻碍
,

与 为对策的核心 配 矛质
,

故交换

结果 二忿
, 二梦 是经济的核心 交换结果

步骤三 经济 或
, 。‘ ,

叭 中存在均衡的市场结构

由步骤二 可知
,

经济 中存在核心 交换结果 二罗
, 二梦

‘。 ,

由命翅 可知它对应粉一 个

市场结构 几
, ‘ , 。‘ 汇

, ,

⋯
, ,

则该市场结构就是一 个均衡市场结构 定义

证 毕

命题 证 明 不 一 失般性
,

假设 二 ,

即 中有 位消费者
,

且为经济中的前

个消费者
,

就是 二 ,

⋯
,

令矩阵

﹄

、了

铭’一一

‘

、、声

一

劲
一 二笠一 二资

二 , 一 二绪

二笠一 二笠
二共一 二

绪

劣笠, 一 二笠。

二二, 一 二么

二笠一 二
空 鱿

。 一 二么公一

︸琉

并令集合 川。 〔 件 , 。 ,

则 是一 个凸集合
,

如果 样
,

则由分离定理

得
,

存在非负向 件 ,

有

公 ,

丫留

由于交换结果 二罗
, 二梦 二 是市场可行的

,

则

‘ 城
,

其中
,

⋯
,

因此有

对于任意的 〔 , 。 有

念 , 劣 任

因此
,

任意大 的 有
二 一 二 井 一 二

当 充分大时
,

有 。一 ,

与分离定理 得 出的结论矛质
,

所 以
, 〔 因此存

在一 个 坳 〔 件 且
。 ,

有

“

令 二 。。 ,

则有

式 一 二梦 二 ,

城 任

故 为可行交换结果对应 的市场交换价格 证 毕

命翅 和命翅 的证 明可参见李绍荣 中命庵 和命月 的证 明

命翅 的证 明 命鹿 的证 明分两步

步骤一 如果交换结果 ‘ ‘ , ‘尹
‘。 ‘ ,

⋯
,

是 复‘次交易的经 济 ‘ , ,

、
,

“ ‘。 ,

的任 一核 心 交换结果
,

则

矛
二护

·

一 矛
, 二

产二 诸
“

·

一矛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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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消费者 坛在 亡次交易中的消费配 相等
,

即

对 对 ⋯ 式
, ‘ ,

⋯
,

。

其中 二全 。‘ 一 二护十 二必
, ,

⋯
,

假若上述结论不成立
,

对于每位消费者 云
,

存在某个 人使得

。‘ 二 ‘
毛 。‘ , ,

⋯
, 。, ‘ ,

⋯
,

,

并且至少存在一个消费者 云。
,

使上述不等式是严格的 又 因为效用 函数 。、 易 是严格拟

凹 函数
,

所以

‘。
亡

艺
二

小
‘。

‘念

了
。

,
,

‘
亡

艺
二 “念 ‘

,
,

“ 〔
·

由于经 济的交换结果 二 ‘, ‘约 。
,

⋯
, 。 是可行的

,

即

, 亡 ”飞

军 , 、 , , 以 军 , 气 丫 , 成

乙乙 从 乙乙 从
‘ 止 云

两边同除以 得

全、番全
二 , 一

红全。
云 之 云 耘

令 对 晋艺
二尹

, 二梦 圣艺
二尹

, ‘ ,

⋯
,

。
,

则交换结果 对
, 二
为、 是重复 次交

止 王

易经济的次经济 。 , 。‘ , 。‘ ‘。、 的一个可行交换结果 因此
,

存在经济 。 , 。‘ , 。‘ ‘。

的一个市场
, 。、, 。‘ ‘。二 ,

其中
,‘。 。 ,

阻碍交换结果 二 ‘ , ‘产、。 , ‘ ⋯。 ·

显然
, , 。、, 。、 。二 也是 次重复 交易经 济 。 ‘ , 、‘ , 。、 、。 的市场

,

所 以与
‘
尹

, ,

约
‘。 ,

⋯
, 。 是核心 交换结果矛盾

,

故结论成立

步赚 二 复 次交易的经 济 以
‘ , 。‘ , 。‘ ‘。 的任何一 个均衡市场结构可表示为

姚、万一次性交易经 济 试
, , 。小 。 的某个均衡市场结构的 次重复

经 济 。 ‘ , 、、, 。‘ ‘。 的任何一 个均衡市场 结构对应若一 个核心 交换结果 二了
二必

‘。 一卜二 , 。 ,

由步赚 一 可得

,

工一一
,
·

一一式‘ 式 矛 讨 二
·

一
二
少 讨

, ‘二 ,

⋯
,

瓜

因此核
,“ 交换结果可记 为 二 ,

梦
、〔 ‘

由于

其中 次幕表示括号 内交换结果 复 次

钾 ,

艺坛卜艺艺韶 一

艺艺矛
‘ 止 云 己

”飞 竹

, 艺式 下 ,
之奋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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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结果 式
, 二
梦、 是一 次性交易经 济 试

,

、
, 。 的可行 交换结果

,

显然
,

二忿
, 二梦、。‘ 是经济 。 材

, 。、, 。‘ 、。。 的一 个核心 交换结果
,

因此
,

交换结果 二忿
, 二才、。、

对应 的市场 结构 几
, 。‘ , 。‘ ‘。二 , ,

⋯
,

是经 济 。 , 。‘ , 。‘ ‘。。 的一 个均衡

市场结果
,

所 以重复 次交易的经 济 以
‘ ,

叭
, 。小。 的任何一 个均衡市场结构可表

示为 及
, 。‘ , 。、 ‘。 ,

, ,

⋯
, , ,

其中
, 。‘ , 。‘ ‘。‘ , ,

,

二 , ,

是经济

。 , 。‘ , 。小。 , 的某个均衡市场结构 证 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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