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五
分配理论

任务5.1 生产要素价格分析



1.掌握生产要素
需求与供给的内
涵与特点；
2.理解影响生产
要素的因素；

3.掌握工资、利
率、地租、利润
理论。

1.能推导出要素
的需求曲线和供
给曲线；
2.能运用供求分
析要素价格的决
定。

1.具备经济学思维，
拥有创新精神和服
务意识；
2.高效严谨、责任
心强、吃苦耐劳；
3.具有良好的团队
合作精神和竞争意
识。

能力目标 素质目标知识目标

教学目标



明星们的高收入合理吗？

n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影视和体育

明星们的收入都是天文数字，这些牛气冲

天的大腕们的年收入动辄几百万、几千万

甚至上亿元。人们往往对明星有一种矛盾

的心态：一方面，看着他们开着豪华跑车

飞驰而过时心理颇不平衡；另一方面，又

不惜花高价弄到一张票去看他们的演出。

n 讨论：明星们的这种高收入合理吗？

情境设置，任务引入



    明星的高收入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
一方面，明星的供给极少，一般能成为明
星的人，一定是极有天赋、极努力又极幸
运的极少数人；另一方面，社会对明星的
需求量极大，公众希望看到高水平的体育
或影视表演，企业希望利用影响力大的明
星来做广告。市场经济中，没有人强迫公
众花高价欣赏明星的表演，也没有人强迫
企业出高价请明星代言，所以说，明星的
高收入是公众和企业自愿给的，没有什么
不合理之处。

       。

任务分析



       现实中，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是根
据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来获得收
入的，而要素按贡献进行分配，必须
要有一种客观标准来衡量贡献，但是，
贡献难以直接衡量，因此，需要一个
间接标准，这就是生产要素的价格。
生产要素的价格同其他物品的价格一
样，是由需求和供给这两种力量共同
决定的，下面，我们就来学习与要素
价格有关的内容。



相关知识：一、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

（一）生产要素的需求

n        生产要素是用于生产产品和劳务的投
入。

n 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
才能4种。例如，一家生产新的软件程序的
电脑企业，它需要程序员的时间（劳动）、
它的机构所处的实际空间（土地）、办公
楼和电脑设备（资本）和管理者的管理
（企业家才能）。



1．生产要素需求的性质

      生产要素的需求是指厂商在一定
时期内，在一定价格水平下，愿意而且
能够购买的要素量。它是购买欲望和能
力的统一。

① 生产要素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

② 生产要素的需求是一种联合的需求或
相互依存的需求。  



  2.影响生产要素需求的主要因素    

     （1）市场对产品的需求和产品的价格。
一般来说，市场对某种产品的需求大，产品
的价格高，则生产这种产品时对各种生产要
素的需求也就多，反之，对各种生产要素的
需求也就少。 

     （2）生产技术状况。如果生产技术是资
本密集型的则对资本需求量大；如果生产技
术是劳动密集的，则对劳动的需求量大。

     （3）生产要素的价格。生产要素的价格
影响厂商的成本和利润，从而影响生产要素
的需求。 



      （4）生产要素的需求弹性和可替代性

         如果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富有弹性性，
该生产要素的需求也富有弹性；生产要素
若容易找到替代品，那么该生产要素的需
求弹性也大。

      （5）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

        厂商对生产要素的需求取决于其边际生
产力的大小。 



  3.分析生产要素需求时应注意的问题    

   （1）产品的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还是非
完全竞争。

   （2）一家厂商对要素的需求和一个行业
对要素的需求的联系和区别。

   （3）只有一种要素可以变动还是多种要
素可以变动。

   （4）生产要素的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还
是非完全竞争。 



4.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

n       边际生产力，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追加1个单位的某种生产要素所增加的产
量或收益。有种两表示方式：

（1）实物形态，即边际物质产量（ Marginal 
Physical Product, MPP）， （也称边际产品
MP），指增加一单位生产要素的使用所增加
的物质产品量。

（2）价值形态表示，即边际收益产品
（Marginal Revenue Product, MRP）指增
加一单位要素的使用所增加的收益。



n 边际收益产品等于边际物质产品和边际
收益的乘积。

 MRP＝MPP×MR 或 MRP＝MP×MR
n 若是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边际收益

产品（MRP）等于边际物质产品和价格
的乘积。

MRP＝MPP×P或MRP＝MP×P 
n 边际要素成本（Marginal factor cost, 

MFC ），指增加一单位要素的使用所增
加的成本支出。



          通常，把最后雇佣的那个工人所带
来的产量或收益称为劳动的边际生产力；
最后追加的那个单位资本所带来的产量
称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最后追加的那
个单位土地所带来的产量称为土地的边
际生产力。



MRP

Q
O

      边际收益曲线也是向右下
倾斜，表明生产要素的生产
投入实际上遵循边际报酬递
减规律的。



完全竞争厂商使用生产要素的原则

MRP＝MFC
要素的边际收益产品等于边际要素成本



5.厂商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
PL， PK， 
PN

QL，QK，QN

O

MRPL， MRPK， MRPN

        完全竞争厂商对生产要素
的需求曲线与生产要素的边际
收益曲线实际是重合的。



（二）生产要素的供给

个人或家庭作为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向厂商
提供生产要素。个人或家庭在消费论中
是消费者，在要素价格理论中是生产要
素的提供者。



（二）生产要素的供给    

      要进行生产活动，就要投入各种经济
资源。生产要素供给，是指居民户在一定
的时间内、在一定的价格水平下愿意且能
够供应的生产要素的数量。

      一般来说，可将生产要素分为三类，

即自然资源、资本品和劳动。 
           也可以把生产要素划分为原始要素
（固定不变，如自然资源）与非原始要素
（可变，如中间产品、劳动力、资本等）。



生产要素供给曲线

原始要素供给曲线 非原始要素供给曲线



影响生产要素供给的因素

（1）消费品市场对产品的需求及产品的
价格；

（2）生产要素的价格

（3）经济人口的规模与结构

（4）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5）生产要素的稀缺及替代程度



要素供求

要素需求 要素供给

要素所有者要素使用者

生产者或厂商

利润最大化 生产中间生
产要素

原始生产要素的
所有者

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

生产者 消费者

（三）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



（三）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

          生产要素价格的均衡



二、 工资理论

（一）劳动与工资

n    工资是指在一定期间内，给予提供
劳动的劳动者的报酬，也是劳动这种
生产要素的价格。

n 在某些发达国家，工资收入占国民收
入的2/3以上，是构成GDP的主要部
分，也是生产成本的主要部分。

n 工资理论是研究分配理论的首要课题。



1.劳动的需求



2.劳动的供给



n     劳动的供给曲线之所以是一条向后
弯曲的曲线，这是由提高工资所引起的
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所决定的。

n     替代效应是指工资提高后，闲暇的
代价或机会成本增加，劳动者会减少对
闲暇的需求，用更多的劳动来代替闲暇，
使劳动供给增加。

n     收入效应是指工资提高后，劳动者
更加富裕，从而会增加对闲暇的需求，
减少劳动供给。



（二）完全竞争市场上工资的决定

这里所说的完全竞争是指在劳动市场上的完全
竞争状况，无论是劳动力的买方或卖方都不
存在对劳动的垄断。在这种情况下，工资完
全是由劳动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如图所示。



（三）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工资决定

n 一种是买方垄断的市场，劳动的供给是由众多
的相互竞争的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所形成，而购
买劳动的厂商只有一家，即对劳动的需求是垄
断购买的情况； 

n 另一种是卖方垄断的市场，对劳动的需求是由
众多的相互竞争的厂商购买形成的，而劳动者
却由工会组织在一起，成为要素市场的卖方垄
断者。工会提高工资的途径： 
n 第一，工会可以减少劳动的供给。 
n 第二，工会可以使劳动需求增加。 
n 第三，最低工资法。 



1．增加对劳动的需求

工会影响工资的方式主要有3种



2．减少劳动的供给

         工会通过限制非会员受雇、移民、
童工的使用、缩短工作时间、实行强
制退休等办法来减少劳动的供给，从
而提高工资。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
通过减少劳动的供给，可以提高工资，

但会使就业人数减少。 



减少劳动的供给

   



3．最低工资法

   工会迫使政府通过立法规定最低工资，
从而使工资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但这

种方法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失业人口。 



          工资差异的原因

n 工作之间的差异，如补偿性工资；

n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劳动质量的差异。

n 人们先天的智力、体力、教养、教育
与培训不同；

n 人力资本，人们在其接受教育和培训
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有用的和有价值的
技术和知识。

n 劳动市场的不完全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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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经验带来的收入优势

高中肄业生

高中毕业生

大学肄业生

大学毕业生

收入随教育和工作经验的增加而增加

资料来源：美国
萨缪尔森，经济
学，十七版。



三、利息理论
（一）资本与利息

1.利息与利息率

n    资本是指由经济制度本身生产出来并被用作
投入要素以便进一步生产更多的商品和劳务的
物品。

n    资本本身具有一个市场价格，就是资本价值。
另外资本可以在市场上被租借出去，因此作为
生产服务资本也有一个价格，这个价格通常称
为利息。

n    利息是资本的价格，是资本所有者的收入，
或使用资本这一生产要素的报酬。利息用利息
率来表示，它是利息在每一个单位时间内（如
一年）在货币资本中所占的比率。 



2.利率的决定

n    利率取决于对资本的需求与供给。

n 资本的需求主要是企业投资的需求，用
投资来代表资本需求。

n 资本的供给主要是储蓄，用储蓄来代表
资本的供给。

n 这样就可以用投资与储蓄来说明利率的
决定。



（二）资本的需求与供给

1.资本的需求

n     企业之所以要借入资本进行投资，是因
为资本的使用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可以
实现利润最大化。

n 利润率与利息率之间的差额越大，即利润率
越是高于利息率，纯利润就越大，企业也就

越愿意投资；反之，企业也就越不愿意投资。 



2.资本的供给

l    资本的供给，就是资本的所有者在各个不同

的利率水平上愿意而且能够提供资本的数量。

l 它依存于人们的收入用于个人消费以后的余

额——储蓄。利息是为了诱使人们抑制或推迟

眼前消费，进行储蓄以提供资本的一种补偿。 



l   这种补偿随放弃现时消费量的增加而递增，

只有相应地提高利率，人们才愿意提供更多

的资本，即利率越高，人们越愿意增加储蓄；

反之，利率越低，人们越要减少储蓄。 



（三）利率的决定

利率是由资本的需求与供给双方共同决定的 



四、地租理论

（一）地租的决定
n 地租是土地的价格。
n 地租的高低由土地的供求决定，租地人对土地
的需求取决于土地的边际生产力。但由于土地
这种自然资源并非人类劳动的产物，也不能通
过人类劳动增加其供应量，它具有数量有限、
位置不变，以及不能再生产的特点。因此，土
地的供给曲线是一条与横轴垂直的线。

n 而土地的边际生产力是递减的，因此，土地的
需求曲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两条曲
线的交点决定地租水平。如图所示。





（二）级差地租的决定 

n       级差地租是由于土地的肥沃程度、地理
位置、气候交通等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地租。

n       土地有肥瘠之分，矿藏亦有贫富之别；
加之其地理位置、气候等条件的差别，可以
把土地分为不同等级。不同等级土地的生产
效率不同，它的边际收益就不同，人们对它
的需求也不同。由于土地在肥沃程度、地理
位置等方面的差别而引起的收入差距称为级
差地租。



（三）准地租的决定

n    准地租是某些素质较高的生产要素在
短期内供给不变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一
种超额收入。亦叫准租金：是对供给暂
时固定的生产要素的支付，即固定生产
要素的支付。

n 例如，生产经营者使用的厂房、机器、
设备等，从短期看其供给数量是固定不
变的，不因其是否取得收入而影响其供
给，只要产品价格能够补偿平均可变成
本，生产经营者就会利用这些厂房和设
备进行生产。 



（四）经济租的决定

n    经济租是指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所得到的实际
收入高于他们期望得到的收入，超过的部分收
入就称为经济租。经济租是准地租的一种特殊
形式。

n 一般准地租，是指边际生产力较高，素质较好
的生产要素，在短期内由需求方面的因素所引
起的一种超额收入。而经济租则相反，是指素
质较差的生产要素，在长期内由于需求增加而
获得的一种超额收入。



五、利润理论

（一）正常利润

n    正常利润是企业家才能的价格，也是
企业家才能这种生产要素所得到的收入

n 它包括在成本之中，其性质与工资相类
似，也是由企业家才能的需求与供给所
决定的。



（二）超额利润

n 超额利润是指超过正常利润的那部分利
润，又称为纯粹利润或经济利润。这样
的利润在完全竞争下并不存在。根据超
额利润的来源和性质的不同，具体分为
以下几种。

1．垄断与超额利润

2．创新与超额利润

3．风险与超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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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小结

    在前面各项目，我们研究的领域是产
品市场，并讨论了如何决定产品的价格
和数量。本项目研究的领域从产品市场
转移到了要素市场，我们将讨论收入如
何决定、要素价格如何决定的问题。
  分配理论主要是解决为谁生产的问题。
按照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劳动、资本、
土地和企业家才能这4种生产要素共同创
造了社会财富，分配就是把社会财富分
给这4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



    其中，劳动得到工资，资本得到利息，
土地得到地租，企业家才能得到利润。
因此，分配理论就是研究要素所有者收
入的多少是如何决定的。从另一个角度
看，对于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消费
者而言，其收入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他所拥有的生产要素价格和使用量，所
以收入决定问题，也就是生产要素价格
决定问题。就此种意义上讲，分配理论
也被称为生产要素价格决定理论。



1．生产要素的需求是派生的需求，市场对产品的
需求决定了企业对生产要素的需求。要素价格决定
于该要素在市场上的供给与需求，即由要素市场上
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交点所决定。
2．在完全竞争市场，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按照要素
的边际产量价值等于要素价格的原则确定生产要素
的使用量。
3．当劳动、资本和土地的供给和需求处于均衡状
态时，工人、资本所有者和地主根据各自对物品和
劳务生产的边际贡献的价值得到报酬。
4．在劳动市场上，有许多因素影响劳动的边际产
量值。企业对那些从事较艰苦、乏味的工作、较有
才能、较勤奋、较有经验而受教育较多的劳动者支
付较高的工资，因为这些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较高。



    价格下限的一个重要例子是最低工资。最低

工资法规定了任何一个雇主可以支付的最低劳动

力价格。美国国会1938年第一次以公平劳动标准

法案制定了最低工资，以保证工人最低的适当生

活水平。到1996年，根据联邦法律，最低工资是

每小时4.75美元。有些州的法律规定了更高的最

低工资。

　　 为了考察最低工资的影响，我们必须考虑劳

动市场。劳动市场和所有市场一样服从于供求的

力量。工人决定劳动供给，而企业决定需求。在

没有政策干预时，工资调整使劳动的供求平衡。

　　 

能力训练



有最低工资的劳动市场，如果最低工资高于

均衡水平，劳动供给量大于需求量。结果是

失业。因此，最低工资增加了有工作工人的

收入，但减少了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工人的收

入。

　　 为了充分了解最低工资，重要的是要

记住，经济不是只包括一个劳动市场，而是

包括许多不同类型工人的劳动市场。最低工

资的影响取决于工人的技能与经验。技术高

而经验丰富的工人不受影响，因为他们的均

衡工资大大高于最低工资。对于这些工人，

最低工资没有限制性。



      最低工资对青少年劳动市场影响最大。青
少年的均衡工资往往较低，因为青少年属于
技术最低而且也是经验最少的劳动力成员。
此外，青少年往往愿意接受较低工资以换取

在职培训。(实际上，有些青年人愿意以“实
习”之名来工作而不要任何报酬。但是，由
于实习不支付工资，所以，最低工资不适用
于实习。如果实习也有工资，这些实习工作

就不会存在了。)结果，最低工资对青少年的
限制比对其他劳动力成员都大。



许多经济学家考察了最低工资如何影响青少年
劳动市场。这些研究者比较了多年来最低工资
变动与青少年就业变动。虽然对于最低工资如
何影响就业仍有一些争论，但有代表性的研究

发现，最低工资上升10％，会使青少年就业减
少1％一3％。在解释这种估算时，我们注意到，
最低工资提高10％并没有使青少年的平均工资
提高10％。法律变动并没有直接影响那些最低
工资已大大高于最低工资的青少年。此外，最
低工资法的实施也并不彻底。因此，就业减少

1％一3％的估算是相当严重的。



最低工资法的反对者认为，这并不是解决贫穷问
题的最好方法。他们注意到，高的最低工资引起
失业，鼓励青少年退学，并使一些不熟练工人无
法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在职培训。此外，最低工资
法的反对者指出，最低工资法是一种目标欠妥的
政策。并不是所有的最低工资工人都是竭力帮助
自己家庭脱离贫困的家长。许多最低工资领取者
是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少年，他们是为了额外赚点
零花钱而从是业余工作。

　　问题讨论

　　（1）请对最低工资法案的利弊进行分析

　　（2）能否给政府提供一个较好的解决弊端
的实施方案



实训一：通过对农村储蓄的调查，写
一篇关于目前我国农村能否再通过
养育子女形成劳动力来进行储蓄的
小论文，字数1500字左右。

实训二：结合你所在城市的所见所闻，
写一篇关于该城市的住房价格的调
查报告，字数1500字左右。

实训任务



布置作业：
一、名词解释

生产要素  边际生产力  工资  地租 
利息  利润  地租  准地租  经济地租  

二、简答题

1.生产要素有哪些？

2.生产要素的特点是什么？

3.使用劳动的报酬是什么？工资是如何
决定的？



4.使用资本的报酬是什么？利息是如

何决定的？

5.使用土地的报酬是什么？地租是如何

决定的？？

6.在经济学上，利润一般如何分类？

7.超额利润的三种来源？

三、预习社会收入分配方面的学习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