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务 1.2 均衡价格

第三节 市场均衡

一、均衡价格

经济学中的均衡：是指经济事物中的有关变量在一定条件的相互作用下所达到的

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

市场均衡：是指供求相等时的市场状况。

均衡价格：市场均衡时的价格或指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需求量等于生产者提供的

该商品供给量时的市场价格。

均衡数量：市场均衡时的交易量或产量。

西方经济学认为，均衡价格是市场供求力量自发调节形成的。

市场价格围绕均衡价格上下波动。

二、供求变动对均衡的影响

（一） 供给不变，需求变动， 如图 2 — 5 。

（二） 需求不变，供给变动， 如图 2 — 6 。

• 供求同时变动， 如图 2 — 7 。



第四节 均衡价格理论的应用

一、支持价格

是政府为了支持某一行业的发展，对该行业产品规定的高于市场均衡价格的最低

价格。如果政府认为由市场供求力量自发决定的某种产品的价格太低，不利于该

行业的发展，政府就可以对该产品实行支持价格。支持价格总是高于市场均衡价

格。农产品生产周期比较长 ，而且其需求的价格弹性比较小。过低的农产品价

格会降低农户的收益，挫伤农民的积极性，谷贱伤农。因此，许多国家的政府对

农产品实行支持价格。

为了实行支持价格需要政府： A. 收购过剩商品，出口、援助、储备、开发新用

途； B. 对该产品生产实行产量限制。（ 图 2 — 8 ）

二、限制价格



是政府为了限制某些物品的价格而对其规定的低于市场均衡价格的最高价格。配

给制（凭票供应）排队争购、搭配、黑市交易、质量低劣化。（ 图 2 — 9 ）

三、政府税收对均衡价格的影响 .

政府对货物交易征税，如果是根据商品的销售数量征税，称作从量税；如果是根

据商品的销售收入征税，称作从价税。无论是从量税还是从价税，只是征税时计

算的方法不同而已，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相似的。

假定政府对厂商征收 T 单位从量税，将使厂商的生产成本和供应成本相应提高，

因此供应曲线向左移动， SS 线移动到 S 1 S 1 ，移动距离 T ，均衡点 E 移

至 E 1 ，销售价格从 OP 0 上升到 OP 1 ，销售量 OQ 0 减到 OQ 1 。这就是

政府对厂商征收销售税的效应（ 图 2 — 10 ）。

假定政府是对消费者征收 T 量交易税，将是消费者的收入相应减少，因此需求

曲线向左移动。 DD 线移动 D 1 D 1 线，移动距离为 T ，均衡点 E 移至 E 1 ，

销售价格为 OP 1 ，销售量为 OQ 1 。这就是政府对消费者征收交易税的效应。

（ 图 2 — 11 ）

因此，无论政府对交易征税的对象是厂商还是消费者，对均衡的影响是一样的。

其净价格与均衡交易量相等。



最后我们看看交易税的税额是由谁负担的。通过分析，我们得出两个一般性结论：

第一，税收抑制了市场活动。第二，买者与卖者分摊税收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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