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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均衡价格理论模型

一、均衡价格理论的错误

均衡价格理论源自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之手，它是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也是经济学界认识现实

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坐标，然而均衡价格理论却是错误的。均衡价格理论的错误体现在它的需

求曲线、供给曲线以及供求均衡等三个层面。其中，供给曲线的错误最为离谱，它是均衡价格理论错

误的根源。笔者对均衡价格理论错误的分析也是从供给曲线开始。

1.均衡价格理论图示

西方经济学均衡价格理论的内容集中反映在它的图形中，见图1：
该图即为标准的均衡价格理论模型，图中的横轴表示数量，纵轴

表示价格，D为市场需求曲线，S为市场供给曲线，E点表示供求均衡，

P0为均衡价格，Q0为均衡数量。价格低于P0时存在短缺，高于P0时存

在过剩。

2.供给曲线的错误

第一，供给曲线得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在西方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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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均衡价格理论的错误：第一，需求曲线形成的逻辑路径是错误的。第二，供

给曲线得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第三，供给曲线的因果内涵是错误的。第四，均衡

价格模型只是一个单向因果结构，并不存在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内涵。第五，需求曲线内

涵真实，供给曲线则纯粹虚构，两者之间没有均衡关系可言。

经济系统中根本没有供给曲线，只有需求曲线。市场的运行只是由需求曲线单方面支

配着。在供求相等的条件下，供给量和价格的对应关系就反映在需求曲线上，因此，需求曲

线就是供给曲线。需求曲线上所有的价格都是市场均衡价格。虽然价格由卖方制定，但市

场的均衡价格只是由买方单独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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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供给曲线只是一种理论虚构，它来源于完全竞争市场。因为只有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价格和

供给量之间才具有确切对应的关系。然而完全竞争市场的内涵实属荒唐，它即使作为理论假设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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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经济学的规模报酬理论只是无稽之谈[1]。

第二，供给曲线上价格与供给量之间正相关的因果内涵是错误的，这两者之间只能是负相关

的。供给曲线上的因果内涵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解释：A，成本决定价格（这涉及到供给量与成本

的关系）；B，供给量决定价格；C，价格决定供给量。从这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供给曲线都是错误的。

首先，从成本对价格的决定关系上看，西方经济学是依据它所谓的边际产量递减规律得出递增

的边际成本曲线，又依据递增的边际成本曲线以及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产量原则得出正斜率供给曲

线。正是由于所谓边际成本的递增使得厂商在增加产量的过程中所要求的价格也随之提高。然而

供给方面的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现实中普遍存在的事实是：只要有足够大的购买需求，厂商就能够

以更低的价格增加供给量。反之，如果购买和供给量比较少，厂商就会要求一个比较高的价格。厂

商的供给量与它所要求的价格之间只是负相关的。

供给量与价格之间之所以是负相关，这是因为与价格有关联的不是西方经济学所说的边际成本[2]，

而是平均成本。由于平均成本在一个较大的产量范围内都是呈现下降趋势，这就使得厂商在增加产

销量的过程中所要求的价格也随之降低[3]。

平均成本之所以呈现下降趋势，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A、在产量增加的过程中，一部分成本是不

变的，只有一部分成本项目是变化的。如果效率不变（劳动生产率以及单位产品中原材料等的消耗

情况不变），单位产品中包含的可变成本（工资成本以及原材料和燃料等的费用）就不变。但由于平

均固定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减少，所以平均总成本（简称平均成本）是下降的。B、许多资本要素的价

格是随着厂商进货量的增大而降低的，这也使得厂商的平均成本随产量的增大而下降。

其次，均衡价格模型中的供给曲线涉及到两个变量：价格和供给量。在这两者之间,如果说是供

给量决定着价格（供给量为因，价格为果）,那么供给量和价格之间只能是负相关的。即市场供给量越

大，价格就会越低。反之，如果厂商减少供给量，它就能够获得一个比较高的市场价格。但如果说两

[1]规模报酬理论所描述的规模报酬变化的三个阶段纯粹是一种低劣杜撰，其目的在于为形成一条U形长期平均

成本曲线创造条件，而U型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又是市场有效率结论的条件。在西方经济学中，为了获得它所需要的结

论，它的每一个重要理论环节（需求曲线除外）都是凭空杜撰的。并且它是在已有明确事实可以依据的情况下依然不

顾事实而公然杜撰（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传统，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于经济学界的其它流派和帮派之中）。

[2]在西方经济学中，当它介绍边际产量递减规律以及边际成本递增规律时，资本通常被规定为是固定要素和固定

成本，劳动则被规定为是可变要素和可变成本。递增的边际成本只是由劳动总成本的增加额构成。而递增的边际成

本曲线又是供给曲线的基础。然而西方经济学对成本类型的这种划分以及它的边际成本的内涵都是错误的。

资本并非全部为固定要素，资本要素中的原材料和燃料等都是随产量变化而直接变化的，而且这些要素的费用与

产量的关联程度要比劳动要素的费用与产量的关联程度还要高。因为当产量增加时，耗费在原材料和能源等资本要

素上的成本会以相等比例直接增加（资本要素的价格不变以及生产效率既定）。但产量增加时，虽然劳动投入也会等

比例增加，但劳动成本不一定会等比例增长（因为工人加班时，不一定会得到全部加班工资——视人种——天赋人性、政

治和社会条件而定）。因此，简单地将资本视为固定要素和固定成本，而将劳动视为可变要素和可变成本，这是错误的。

[3]在一个行业或市场中，厂商在产量增加过程中成本要素的价格究竟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这与行业的划分情况

，
治和社会条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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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间是价格决定着供给量（价格为因，供给量为果。价格越高，供给量越大——这是西方经济学对

供给曲线的主要解释）。那么在需求曲线既定时，价格只能是既定不变的（供给量是在价格变化之后

才会变化，由于图1中的需求曲线是既定不变的，这就等同于给出了价格不变的条件）。既然价格不

变，何来图1中那条向右上方延伸的供给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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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需求模型 图3 供给模型 图4 均衡价格模型 图5 均衡价格模型中的因果逻辑

具有真实内涵的部分（就价格与市场需求量负相关的关系而言）。除此之外，西方经济学的所有其它

涉及到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内容都是伪造和凭空杜撰的[1][2]。

4.供求关系以及均衡层面的错误

第一，均衡价格模型的建立者们将单独需求曲线模型中以及单独供给曲线模型中的横轴上的变

量（横轴的需求量或供给量）与均衡价格模型中横轴上的变量混为一谈。见下面图形说明：

中的每一单个买者的负斜率需求曲线的水平相加（这是西方经济学对市场需求曲线来源的标准解释——萨缪尔森38
页，平狄克、鲁宾费尔德103-104页），则这样的市场需求曲线就是不确定的。因为个人需求曲线如果被界定为是负斜

率的，这意味着在构建个人需求曲线时给出了价格由高到低（或由低到高）变化的条件，这就涉及到因价格变化而产生

的价格预期。一旦涉及到价格预期，价格和需求量之间的关系就是不确定的。如果个人需求曲线是不确定的，那么由

个人需求曲线水平相加而形成的市场需求曲线也是不确定的。

笔者在本文最后的“新均衡价格模型”中所给出的市场需求曲线只是指上面第一种含义的市场需求曲线。正是这

条真实的市场需求曲线构成了市场均衡的轨迹，并支配着厂商的供给。

[1]在西方经济学中（微观经济学），只有极少数的内容是真实的。这除了需求曲线，它的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的

说法等也具有真实性。

[2]1.西方经济学建立在一系列反自然法则、反经济规律、反社会本质的假设条件之上。这些三反性质的假设并非

只是它的方法，假设的内涵就是它的理论和它的结论（数学推理的结论严格依赖于它的推理条件）。它的整个思维路

径无非就是借用数学推理的手法偷换概念，将三反假设的内涵改头换面成为经济学的思想和结论。并以科学性、严谨

性和实证性来愚弄和恐吓那些智力上的弱势群体。

它偷换概念的核心是将一个“孤立个人”的优化选择概念（理性经济人假设）偷换成为无限复杂社会中的最优化结

果，即所谓的一般均衡及其内含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结论（这个痴人说梦的结论被诡称为是理论参照系）。通过如此

把戏，它向芸芸众生们宣称，它以科学方法严格证明了私有制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上的有效性。

2.在西方经济学的全部假设条件中，最为关键但却最为离谱的是它的完全信息假设（完全信息及其所包含的确定

性是数学推理得以立足的关键条件，而数学推理又是西方经济学得以横行于学术界的全部资本）。由于一切决策都只

是面对未来，因此，完全信息就意味着人们对无限复杂的经济社会中尚未发生的一切都已经一清二楚。此外，西方经

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还涉及到预期因素的作用。但在完全信息条件下，预期因素是指什么，它还能够存在吗？

3.西方经济学的错误并非通常的由于认识能力上的欠缺或思维路径上的差错而产生，它错误的性质并非如此简

单和单纯。西方经济学既不是科学，更不是经济学。作为一套挂靠于现代科技知识体系之中的把戏学术和歌功颂德

之术，西方经济学的思维路径和成长过程不是由科学探索精神引领和科学方法规定，而是由西方社会中的强势利益集

团操控。

图2是一个单独的需求曲线模型，在该模型中有两个变量：纵轴的价格和横轴的需求量。图⑶为

一个单独的供给曲线模型，该模型也是两个变量：纵轴的价格和横轴的供给量。图4是需求曲线和供

给曲线合并之后形成的均衡价格模型。在图4的横轴上，图2中的需求量以及图3中的供给量都已不

能存在，这两个量在图4的横轴上已经合并成为一个新的变量：供求关系或供求差额N（N＝QS－QD，N
小于0代表短缺，大于0代表过剩，等于0意味着供求均衡）。而图⑷所反映的也不再分别是价格与需

求量的关系以及价格与供给量的关系，而只是价格与供求差额N的关系。由于均衡价格理论的建立

者们没有意识到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合并之后横轴的变量也随之发生改变，他们依然将图⑷的横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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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理解为是需求量或供给量。也就是说，他们依然认为图4中的需求曲线上的因果关系与供给曲

线上的因果关系都是独自成立和互不关联的，于是就产生了图5所示的那种错误。图5的U线就是图

4所包含的N与P的关系，它的含义是：市场短缺越严重，价格就越低。市场过剩越严重，价格就越高。

第二，西方学者对均衡价格模型惯常的解释是（见图1）：E点是供求均衡点。当价格低于E点时，

出现短缺，短缺会促使价格上升，直到E点。而当价格高于E点时，出现过剩，过剩促使价格下降，直

到E点（萨缪尔森44页，斯蒂格利茨79页，平狄克19页，曼昆79页）。然而这样的解释只能是个笑话。

首先，在N和P之间，前者是因，变化在前，后者是果，变化在后（N的变化既可能来自需求方面，

也可能来自供给方面）。西方学者们颠倒了不能颠倒的因果顺序，他们用短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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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新均衡价格模型

市场均衡。

三、“新均衡价格模型”及其方法论意义

笔者在此提出“新均衡价格模型”，目的在于彻底否定西方经济学的均衡价格模型及其均衡分析

思想，并对市场供求关系以及价格决定等做出新的解释。

1.新均衡价格模型

均衡价格模型错误的根源就在于它那条无中生有和画蛇添足的供给曲

线。如果将这条画蛇添足的供给曲线从均衡价格模型中去除，仅仅保留需

求曲线，此时，市场中的供求关系以及均衡条件等就可展现得一清二楚，市

场中的短缺和过剩等也就可以逻辑正确地得以解释。见下面图形6：
图 6即为“新均衡价格模型”。该模型之所以正确，这是因为它的内涵

准确地反映了市场中供求双方的事实。从需求方面看，D线只是市场中不

同买者对同一商品愿意支付的价格的由高到低的排序。正是这条反映着买

者购买意愿和购买能力的需求曲线成为市场均衡的轨迹以及市场运行唯一的支配力量。从供给方

面看，经济系统根本没有供给曲线。只有在供求相等的条件下，价格和供给量之间才能具有确切对

应关系，而这只能反映在D线上。在非均衡条件下，价格与供给量之间的关系根本无规律可循。因

此，图6中的D线就是供给曲线。

在任何一个市场中，只有两种价格：一种是厂商制定的销售价格，另一种是买者愿意且能够支付

的价格。这两个价格都是独立决策的。均衡价格模型中的那个上下变动并影响着需求量和供给量

的价格在逻辑上没有来源（无因之果），只是一个空想的价格。真正的均衡价格是指厂商制定的价格

与买者愿意接受的价格一致时的那些价格，即需求曲线上的那些价格。所谓非均衡价格，是指厂商

制定的价格低于或高于买者愿意接受的价格时的那些价格（给定供给数量）。这些价格就反映在需

求曲线的左右两侧。由于在任何竞争性市场上，买卖成交的决定权都在买者手中，因此，市场均衡价

格只是由买方单独规定的。

市场是否存在短缺或是过剩，这与价格的高低并无关联，更无对应关系。低价格或高价格条件

下都有可能出现短缺，或者出现过剩。市场究竟是否存在短缺或过剩，这只是取决于厂商制定的价

格和供给量的组合是否正确反映了市场的需求情况。由于厂商只能有一种选择：迅速地调整自己的

供给决策以适应市场需求情况，因此，实际的市场只有一种结果，即均衡。均衡既可能出现在低价格

水平，也可能出现在高价格水平，究竟如何，这取决于商品的类型以及厂商的供给条件等。只有在供

给数量难以控制而价格调整又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市场才会出现短时间的过剩。或者是价格长期受

到抑制的情况下，市场才会出现相应时间的短缺。

2.新均衡价格模型的方法论意义

从方法论和认识工具的角度看，经济学对市场情况的认知只须围绕着单一的需求曲线便

可 [1]。均衡价格理论中的供给曲线纯属无稽之谈和画蛇添足之举。作为对市场情况的认识工具，单

一的需求曲线既清晰又真实，它可以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市场上的需求因素、供给因素（内生以及外生

因素）、价格三者之间在均衡和非均衡状态下的关系。

[1]这即是指一条既定的需求曲线，也是指需求曲线移动的情况。总之，它是指只有需求曲线，没有供给曲线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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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就非均衡状态而言，需求曲线左右两侧逻辑正确地显示了短缺时价格和供给量的组合情

况以及过剩时价格和供给量的组合情况，同时也就显示了短缺以及过剩状态下价格和供给量变动的

趋势。例如（见图6），当产量即定时（Q0），如果卖方的价格确定在P0之下就会出现短缺，定在P0点之

上则会出现过剩。在这两种情况下，价格都会向P0调整。反之，当价格既定时（P0），如果市场的供给

量小于Q0就会出现短缺，高于Q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