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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复习1
计算弹性

1

利用下述数据计算宾馆

房间的需求价格弹性：

如果 P = $70， 

Qd = 5000

如果 P = $90，

Qd = 3000

1



课堂复习1   
计算弹性

2

采用中点法计算需求数量的变动百分比：

 (5000 – 3000)/4000 = 50%

价格的变动百分比：

 ($90 – $70)/$80 = 25%

需求的价格弹性等于：

50%
25%

=  2.0



课堂复习2   
弹性与均衡的改变

3

§ 海滨别墅的供给缺乏弹性的，而新汽车的供给是
富有弹性的

§ 假设人口数量的增长使对两种物品的需求都翻了
一番（就是在每种价格水平上，需求量加倍）

§ 哪种物品的价格变动更大？

§ 哪种物品的产量变动更大？

3



课堂复习2   
参考答案

4

海滨别墅（供给缺

乏弹性） P

Q

D1 S

Q1

P1 A

供给缺乏弹性

时，需求增加

使价格上升的
比例要大于产

量增加的比例

D2

B

Q2

P2

4



主动学习 3
参考答案 

5

新汽车（供给富有

弹性）
P

Q

D1
S

Q1

P1
A

供给富有弹性

时，需求增加
使产量增加的

比例要大于价

格上升的比例

D2

Q2

P2
B

5



本章我们将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

§ 政府控制了哪些商品或服务的价格？

§ 政府控制租金能保护房客利益吗？最低工资法能保
护工人利益吗？

§ 税收如何影响市场结果？对买者还是卖者征税对市
场结果有什么不同吗？

§ 当政府对企业支付的工资征税时，是企业还是工人
承担了税收负担？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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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控制

§ 价格控制：
§价格上限（price ceiling）：出售一种物品或服
务的法定最高价格。比如：租金控制。

§价格下限（price floor）：出售一种物品或服
务的法定最低价格。比如：最低工资。 

§ 税收：
§政府要求买者或卖者每买进或卖出一单位物品
所支付的一定数量的货币。

我们将使用供求模型来分析各种类型的政府政

策如何影响市场结果（买者支付的价格，卖者

得到的价格，以及均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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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  公寓市场

没有价格控制
的均衡

（竞争性市场）

P

Q
D

S公寓的
租金

$800

300
公寓的数量

价格上限如何影响市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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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上限如何影响市场结果

价格上限高于均

衡均衡价格时没

有限制性—即对
市场结果没有影

响

P

Q
D

S

$800

300

价格上
限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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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上限如何影响市场结果

均衡价格（$800）
高于价格上限

（$500）时，价
格上限是一种限

制性约束，这导

致了短缺。

P

Q
D

S

$800

价格上限$500

250 400

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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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上限如何影响市场结果

长期中，供给

与需求都更具
有弹性。低价

格吸引了更多

需求，减少了

更多供给，因

此短缺更加严

重了。

P

Q
D

S

$800

150

价格上限$500

450

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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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缺与配给

§ 面临短缺时，卖者必须在买者之间配给稀缺物品。 

§ 配给机制：（1）排长队；（2）根据卖者的偏好。

§ 回顾“十大原理”之一：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

§ 排队会导致寻租或腐败，而“歧视”既是不公平的，
也是无效率的，因为物品并不一定会卖给对它评价

最高的买者。【想象一下北京车牌摇号】

§ 与此相比，一个自由竞争市场中的配给机制既有效
率（物品卖给对它评价最高的买者），也是公平的

（没有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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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  缺乏技能的劳动力的市场

没有价格控
制时的均衡

W

L
D

S支付给缺
乏技能的
劳动力的
工资

$4

500
缺乏技能劳动力
的数量

价格下限如何影响市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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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下限如何影响市场结果

W

L
D

S

$4

500

价格下限$3

低于均衡价格的价

格下限没有限制

性—即对市场结果
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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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下限如何影响市场结果

W

L
D

S

$4

价格下限$5
均衡价格（$4）低
于价格下限，此时

价格下限是一种限

制性约束，引起了

过剩（即失业）。

请问，对熟练劳动

力会有这类影响吗？

400 550

劳动力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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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法对技能高的
工人并没有影响，它们
影响的是青少年。研究

表明：最低工资每上升
10%，就会使青少年就
业减少1-3%。但202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Card的研究却相反，
最低工资增加了就业。
原因？

最低工资法

W

L
D

S

$4

最低工资$5

400 550

失业



17

最低工资法的争论

§ 看上去，最低工资法阻碍了资源配置，是无效率的。
但是，2006年对经济学家的一项调查表明，47%
的人赞同取消最低工资，14%的人赞同维持现状，
而38%的人赞同提高最低工资。

§ 为什么一半以上的经济学家赞成最低工资法？

§ 赞成者认为，最低工资增加了最贫困工人的生活水
平，而对失业的影响不大。

§ 反对者认为，最低工资法引起了失业，增加了辍学，
减少了在职培训，并且政策目标可能没有实现。许

多领取最低工资的人不是穷人，而是中产阶级家庭

的青少年，他们的目的是兼职赚取外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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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学习   1
价格控制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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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宾馆住房市场

D

分析下述政策的影
响：

A.价格上限为$90

B.价格下限为$90

C.价格下限为$120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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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学习   1
A.  价格上限为$9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
�
�
�
�
�
�
�

Q

�
�
�
�
�
�
�
�

P
S

�
�
�
�
�
�
�
�

0

宾馆住房市场

D

价格降低到$90，
买者的需求是

120个房间，而
卖者只愿意供给

90个房间，会导
致短缺

短缺 = 30

价格上限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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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学习   1
B.  价格下限为$9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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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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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宾馆住房市场

D

均衡价格高于价

格下限，因此价

格下限没有限制

性

P = $100, 
Q = 100个房间 价格下限

2020



��������

主动学习 1
C.  价格下限为$12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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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宾馆住房市场

D

价格上升到$120。
买者的需求是60
个房间，而卖者

的供给是120个房
间，导致过剩。

过剩 = 60

价格下限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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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价格控制的评价

§ 第一章讨论的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是：
 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 

§ 价格是指引社会资源配置的信号。当政府进行价格
控制时，这种配置通常会发生扭曲。

§ 价格控制想帮助穷人，但往往却伤害了那些它本想
帮助的人。

§ 问题：既然价格控制总是导致资源错配
（misallocation），为什么政府还要出台各种价格
控制措施（例如，控制房价、医疗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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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

§ 富兰克林：“人的一生唯有两件事是不可避免的,
一是死亡, 一是纳税。”

§ 政府对许多物品与劳务征税是为了维持政府运营，
给国防、公立学校等这类公共项目筹资。

§ 政府能向买者或卖者征税。税收归宿（tax 
incidence）是指税收负担在市场参与者之间进行
分配的方式。

§ 税收可以是物价的一个比例（从价税），或者每
售出一单位物品需支付一定数量的货币（从量税）

§简化起见，我们仅分析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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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例3：披萨市场

没有税收

时的均衡

P

Q

D1

$10.00

500

向买者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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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D1

$10.00

500

向买者征税

三步曲：先判断影
响了需求还是供给，

然后是影响方向，
最后是均衡。

现在买者支付的价
格比市场价格要高

$1.50。为使买者购
买相同多的数量，

价格需下降$1.50。
下降幅度就等于税

收！

P

Q
D2

向买者征收$1.50的税收

$8.50

税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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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D1

$10.00

500

向买者征税

P

Q
D2

$11.00PB =

$9.50PS =

税
收

向买者征收$1.50的税收新均衡：

Q = 450

卖者得到的价格： 
PS = $9.50

买者支付的价格： 
PB = $11.00

两者之差 
  = $1.50 = 税收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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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

S1

税收归宿

P

Q

D1

$10.00

500

D2

$11.00PB =

$9.50PS =

税
收

在本例中，与
初始均衡相比，

  买者支付
  $1.00的税收

  卖者支付
  $0.50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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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向卖者征税

P

Q

D1

$10.00

500

S2

向卖者征税$1.50

税收增加了卖者的成本
$1.50 

卖者只有在市场价格上升到

$11.50时才愿意出售500个
披萨，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弥
补成本的增加

$11.50

因此，对卖者征税使供给曲线向上移
动，移动幅度为税收量

税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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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向卖者征税

P

Q

D1

$10.00

500

S2

450

$11.00PB =

$9.50PS =

税
收

向卖者征税$1.50新的均衡：

Q = 450

买者支付
PB = $11.00

卖者得到

PS = $9.50

两者之差
= $1.50 = 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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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两种情况下结果是相同的!

在这两种情况下：
税收都在买者支
付的价格和卖者
得到的价格之间

打入了一个楔子。
我们可以直接移
动楔子直到长度
等于税收！

P

Q

D1

$10.00

500450

$9.50

$11.00PB =

PS =

税
收

无论对买者还是卖者征税，最后的均衡数量以及税收

归宿都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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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的影响：小结

n 税收抑制了市场活动，使得征税后的均衡销量

（450）小于征税前的均衡销量（500）。

n 买者与卖者分摊了税收负担。在本例中，买者分

摊的比例为三分之二，卖者分摊的比例为三分之

一。

n 对买者征税和对卖者征税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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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学习  2   
税收的影响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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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宾馆住房的市场

D

假定政府对顾客

所入住的每个房

间都征税$30

找出新的

Q, PB, PS, 
以及税收归宿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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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学习 2
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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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宾馆住房市场

D

Q = 80

PB = $110

PS = $80

税收归宿

买者：$10
卖者：$20

税
收

PB =

PS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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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与税收归宿

买者和卖者分摊税收的确切比例取决于弹性。案例1:
供给相对于需求更富有弹性

P

Q
D

S

Tax

买者承担的税负

卖者承担的税
负

没有税收时的
价格

PB

PS

卖者相对于

买者更容易

离开市场，

因此买者承

担了大部分

税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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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与税收归宿

结论：弹性小的一方承担更多税负！案例2：
需求相对于供给更富有弹性

P

Q

D

S

税
收

买者承担的税负

卖者承担的税
负

没有税收时的
价格

PB

PS

买者相对于

卖者更容易

离开市场，

因此卖者承

担了大部分
的税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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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谁支付奢侈品税

§ 在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针对游艇、私人
飞机、皮衣、珠宝和豪华轿车这类物品的新的奢

侈品税。在中国，这类税一般是消费税。

§ 税收的目的是增加富人的税收，因为富人是这些
奢侈品的主要消费者。

§ 但真正支付税收的人士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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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谁支付奢侈品税

游艇市场

P

Q

D

S

税
收

买者承担的税负

卖者承担的税负

PB

PS

需求是富有
弹性的

在短期内，供给
缺乏弹性

因此，游艇
工厂和工人
承担了大部
分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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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政府政策与资源的配置

§ 本章的两种政策都会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 
§例1：对皮萨的征税降低了均衡数量。当皮萨的
产量降低时，资源（工人、烤箱、奶酪）将会转

移到其它行业。

§例2：一个限制性的最低工资会引起工人的超额
供给，这是对资源的浪费。

§ 因此，决策者在应用这些政策时需要非常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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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思考：为什么中国税多？

§ 中美物价对比：一双耐克运动鞋在国内要七八百元人民币，
而在美国只需两三百元人民币；一套阿玛尼西服在国内要
三万元人民币，在美国只需七千元人民币；一个苹果平板
电脑（iPad）在国内要4000元人民币，而在美国只需
3300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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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思考：为什么中国税多？

§聂辉华，《为什么“中国制造”在美国更便宜？》，《经
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48辑。 

§我的主要观点是，交易费用推高了物价。后来时寒冰和韦
森进一步认为，是高税收推高了物价。那么，为什么中国的

税收那么高？ 

§对上述产品征税，买者还是卖者承担了主要的税负？



内容提要

§ 价格上限是某种物品或劳务的法定最高价格。租
金控制是一个例子。如果价格上限低于均衡价格，

则需求量大于供给量，会引起短缺

§ 价格下限是某种物品或劳务的法定最低价格。最
低工资是一个例子。如果价格下限高于均衡价格，

则供给量大于需求量，会引起劳动力超额供给，

也就是失业

4141



内容提要

§ 对一种物品征税是在买者支付的价格和卖者得到
的价格之间打入的一个契子，并使均衡数量降低，

无论是向买者征税还是向卖者征税

§ 税收归宿是税负在买者与卖者之间额分担，并不
取决于是向买者征税，还是向卖者征税 

§ 税收归宿取决于供给与需求的价格弹性

4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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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iehuihua.com

微信：聂辉华教授（nie_huihu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