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源最优分配与价格形成

贺 菊 煌

一
、

引论

本文所讲的资源分配
，

是指劳动力
、

资

金
、

土地等经济资源在各生产部门的分配�

资源最优分配
，

是指在既定的收入分配结构

下
，
保证消费者需要得到最大满足的一种资

源分配
。

具体来说
，

遨旦熨丝迪熙丝璧呈使
提亡显装拘投合拉会盖惠结搜

，

裹产达到最
大可能性

，

那么
， �

这种分配就是最忧分配
。

一茉向的经济制度有不同 的 资源分 配 方
式

。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

资源分配依赖于价

格机制
�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

资源分配受计

划机关控制
，
但是也离不开价格机制

。

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经验
，

我国大多数

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
，

不能把计划同价值规

律对立起来
，
计划只能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

，

而不能违反价值规律
。

这是我们经济学界的

一大进步
。

现在的问题是
，
计划机关如何自觉地运

用价值规律� 更具体一点说
，

计划机关订出

什么样的生产计划和价格计划能保证居民需

求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 对此
，

我国经济学

界还没有作出清楚的回答
。

我觉得
，
西方经

济学的某些部分�如全部均衡论�可为这个问

题的解答提供一些分析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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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全部均衡模型

塑遵通诊是上一世鑫己�叁
�

国经济学家耳
尔拉提坐帅

�

二种长于理遐
响

些
‘

的声夺主界经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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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理论
。

这种理论认为社会经济的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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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住

里笙呈则表现为这燮文友捍组的解
·

全部均衡论对于经济系统的描述以如下

四条为基础
� �
一组反映消费者偏好的需求

函数��
一组反映工艺技术关系的生产函数�

�
，

各种资源的数量
� �

�

完全 自由竞争
。

根据这样四条
，

可以得出一个纯粹市场

经济系统的数学模型
。

用此模型可以确定
�

���各种资源在各生产部门的分配
� ���各

种产品的产量
� ���各种产品的价格

� ���

各种资源的价格
。

色彭均衡该差少的
勺

裹摹问题是价梅形成

回趣 宜望些 致于二全经济系孤 存在烹

皇竺鱼价格
，
在岌套价格之下

，

生产者愿意

生产的各种产品数量正好等于捎费者愿意购

愚丝氢
它还证明

，

完全 自由竞争所决定

的资源分配和价格具有最优性
。

作为全部均衡模型基础的生产函数
、

需

求函数和资源数量
，
同样是社会主义经济系

统分析的基础
。

只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机制不

同于资本主义的
，
不能用

“
完全 自由竞争

”
来

描述
。

社会主义经济的机制如何概括
，

如何

表述
，
现在还没有成熟的意见

，
本文也不讨

论它
。

不考虑经济机制
，
同样可以探讨资源

最优分配与价格形成间题
。

这种探讨只回答

最优状态是什么的问题
，
而不回答如何达到

最优状态的问题
。

这里的关键是要有一个优

化的标准
。

我认为
，

本文引论中所提出的生

产符合需要和生产达到最大限度
，
就是一个



适当的优化标准
。

因为它符合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规律的要求
。

根据生产函数
、

需求函数和资源数量
，

再加上一个由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所引出

的优化标准
，

我们能够建造一个社会主义经

济的资源最优分配与价格形成的数学模型
。

下面
，
我们给出一个简化的社会主义经

进三丝丝全趣竺鱼鼓
�

查撑型
、 这里的简化是

指
� ���仅仅考虑劳动和资金这两种资源

�

���抽象掉劳动在质上的差别
� ���假定生

产中实物的投入产出系数�直接消耗系数�不

受价格变动的影响
。

静态是指
�

不考虑积累

和投资
，
假定最终产品全部用于消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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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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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需要
，

一方

面要使生产符合需要
，
另一方面要在资源限

制下使国民收入最大
。

前者已由第 �式 �供

求平衡式� 保证
，
后者则可用拉格朗日乘数

法来解决
。

设社会的劳动力总数为 �
，

资金

总数为 �
，
则资源限制条件为

�

�
�

劳动力限制 万�，

��
一

��
��口分护 一一

�乡

�
�

资金限制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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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个限制条件下
，
求国民收入最大

，

使以下拉格朗日函数

一

��

须

�
。二�

，��
�，
�、�

，
�� �

， … ，� ��
�

式中�
�
表示第

�

种产品的生产量
，
� 和 �

�

示第 �部门所使用的劳动量和资金量
。

�遗枣勇数

一
万

�� 。 十 ，��一万
�

�
�� 。 ���

对变量 �
�

和 ��
的一阶偏导数等于零

�

��
�

�一毛升� �
一 ， 。 �

�����
，… ，

��
，
��

，
�二 �

，… ， � ��
·
��

表示社会对第�种产品的消费需求量
，

�� 表示各种商品的价格
，
�表示国民

由此我们得到以下资源分配方程
�

��黄煎力分配方程
� 、

�入

孽
��

日�

��
�

资金分配方程

“ �， … ， � ��
一

��

一一
�一�口一�

��

需求函数必须满足三
�月

、
一�

，

这 。。做需

求函数的可加性
。

�
�

中间需求

�
�
一
买

� 、，�
，， �一 �

�

… ， 。 ��
�

��

式中�
，

表示社会对第
�

种产品的中 间需 求
，

�，
表示第 �部门生产单位产品所消耗的第�

部门产品的数量
。

拼 �二�
， … ， � ��

一

���

生件枣王衡
�

�
�二�、� � �二 �

，… ，�

�
�

单位产品净值

��
一

��

��
，

一 �
�

一乙
�，，

�二 �
，… ， � ��

一

��

式中 ��� 表示第 �部门单位产品净值

以上三式中的 几
、
拜 是拉格朗 日乘数

，
其经

济含义是资源的边际价值
。

具体来说
，
又 是

在资源最优利用条件下
，
社会再增加一单位

劳动所能带来的国民收入增加额
� 拼 是在同

徉条件下再增加一单位资金所能带来的国民

收入增加额
。

经济学家把 几称为影子工资
，

件 称为影子利率
。

最后
，

模型还要有一个价格标准方程
。

不妨令第一种产品的价格等 于某 一 适 当值

���

��
�

��“ �一 ��
�

工�、

以上共计 �� 十 �个方程式
。

实际 土 只



有 ��� �个独立方程式
，
其中一个方 程 式

��
�

��可由其它方程式推出来
。

这是 因为 需

求函数满足可加性公
�，��、一 ��各项支出之

和等于总支出�的缘故
。

从变量数看
，

模型正 好 有 �� 十 �个变

量
�

�
，， �。， �，， ��， �、， �、， ��

�

�以上各
�

个�
，
�

，
元和 件

。

因此模型有解
。

现代数理

经济学家就均衡模型解的存在性及其唯一性

的条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

这种探讨要用到

高深的数学
，

这里就不介绍了
。

以
�

砂缝遨迅理可用下图来说明

资资源数量量量 产品价格格

资资资资 国国国 生生

源源源源 民民民 产产

分分分分 收收收 量量

配配配配 入入入入

上图省略了中间需求
，

以突出主要的联

系
。

由该图看出模型的运行是这样的
����由

资源数量
、

产品价格和生产函数作出生产规

划�产品价格用作目标函数的权数�
，
由规划

得出资源分配
、

要素价格
、

国民收入和生产

量
。
���将产品价格和国民收入代入需求函

数
，

得出需求量
。
���根据生产量和需求量

的平衡状况调整产品价格
。

这一运行情况表明
，
资源数量

、

生产函

数和需求函数是整个经济系统分析的基础
�

产品价格是调节整个系统运行的中心环节
。

三
、

全部均衡模型举例

为了使读者对于全部均衡模型有更具体

的了解
，
我们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

设全社会只有劳动力和 土 地这 两 种资

源
，
只生产粮食和棉花这两种产品

。

并且假

定���劳动力没有质的差别
，
土地也没有质

的差别
� �

，

��生产中不用中间投入
� ���全

部产品都用于消费
。

设全社会的劳动力总数为 �亿人
。

用于

粮食生产的劳动力数记为 ��
，
用于棉花生产

的劳动力数记为 �，，
则劳动力限制方程为

��� ��二 ��亿人� ��
·
��

设全社会土地总数为 �� 亿亩
。

用于粮食

生产的土地数记为 ��，
用于棉花生产的土地

数记为 �，，

则土地限制方程为

��� �，� ���亿亩� ��
·
��

设全社会粮食生产函数和棉花生产函数

如下
�

�、 � ����粼瓦耳
�粮食生产函数� ��

·

��

�，二 ���侧�
��，

�棉花生产函数� ��
·

��

这两个生产函数是柯布一道格拉斯型生产函

数
，
而且是一次齐次性函数

。

再设全社会对粮食和棉花的需求函数如

下
�

�呼二 ����� �
�

����
�一���以�

�

�粮食需求函数� ��
·

��

�居二 ��� �
�

����，一 ��������
，

�棉花需求函数� ��
·

��

式中�甘
、

�梦分别表示全社会对粮
、

棉的需 求

量
，
�表示国民收入

，
��

，
��分别表示粮食

、

棉花的价格
。

现在
，

根据最大限度满足需要的原则来

建立有关方程
。

首先
，
生产应该符合需要

，

即

�
，二�乎 ��

·

��

�
，二�誉 ��

·

��

其次
，
要求国民收入最大

。

在没有中间投入

的假设下
，
国民收入等于社会总产品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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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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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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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源限制下求国民收入最大
，
须使以

下拉氏函数

�����
�十 ���

。 � 兄��一��一 �公十

件���一��一���

对变量的偏导数毕
，

李等于 。 。

由此得 出
一 ’ ‘

�一
” ， ‘ ，’ “ ，

� 。 �
’
白�

， ， 一 “
��

‘ ，
�

资源分配方程如下
�

四

��

卒
一 �

�

华
一 �

一 。 七 ， 一

吕 ��

�
落石

一 ��

瓷
一 、

一��

尝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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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
一

���

��
一
���

�一���一气��

拜一一

�丹���一自�

��一一��粤。 �

最后
，

还要有一个价格标准方程
。

不妨

令粮食价格等于 ��

��一 � ��
·
���

以上共计 �� 个方程式
，

但是只有 �� 个

独立方程式
。

因为需求函数满足可加性
，

即

由��
·
��和 ��

·
��可 推 得 ���乎��

�
�兮� �

再以��
·
了�和��

·

��代入此式
，
即得出方程

��
·

��� �一���
�� ���

�。

所以
，

整 个 方 程

组中的独立方程只有 �� 个
。

整个模型的内生

变量正好也是 �� 个
。

因此模型有解
。

模型求

解结果如下
�

��二�
�

�����
，

��一�
�

�����

��二�
�

���
，

����
�

���

�
�二�停�����

，

�
���普二 ���

�

��

��二 �
，

��一��
�

���

几一 ����
�

�
， 召����

�

�

�二 ����
�

�

这样得出的资源分配和产品价格
、

要素

价格是最合理的
，

因为它们使得产品完全符

合社会需要
，
并且使生产达 到 了 最 大 可 能

性
。
�注意

，

这里的 拜是影子地租而不是影子

利率
，
因为在这个模型中

，
土地代替了资金

。
�

色似孙余都
�

均衡谍裂灰选裹的�公旗太红

鱼鲤各
。

壑迷
“

型史点有最熏夏的照协 我

们现在着重讨论它
。

工
�

竺有价格与生产
、 � �

需求的关系
，

价格是联结生产和需求的纽带
。

它一方

面出现在生产资源的最优分配方程中
，
另一

方面出现在需求函数中
。

同时满足这两套方

程式的价格即是均衡价格
。

也就是说
，

均衡

价格决定于生产和需求两方面
。

过去我国许

多学者在讲理论价格时
，
只讲生产方面

，
不

讲需求方面
，

是不全面的
，
也是不正确的

。

尽管均衡价格决定于生产 与需求 两 方

面加是我认为这两方面的作用是有区别的
。

我认为生产是主导方面
，
需求是非主导方面

。

理由是
�

从生产方面可以客观地计算出产品

价格的变动范围
，
从需求方面则不可能作出

这种计算
。

现在
，

我们就第三部分的例子从

生产方面来计算产品价格的变动范围
。

计算

分两步
�

第一步
，

求出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关系
。

二
， � ， 。 、 ，�

。 ， 。 、

�
之。 。 ，

丸 ��
，

�
，

由 ��
·
������

�

���可得 到二二�
�

今于二�于
二

囚
、 �， ‘ · � 一 、 “ ‘ 一” ”

盯 声切 拜 ��� �，

再由��
·

��和 ��
·
��得 ��� �一��

，
���

��一�
，� 。 此代入上 式 ，

得

瓷
一

兴导
此式化简后成为�

，�
��

��一��
��

·
��

这就是该模型中粮食生产投入的两种生产要

素的最优组合关系式
。

第二步
，
计算棉粮比价的变动范围

。

由��
·
���和��

·
���

‘

得

一

卫卫一二
，，

二鱼互
�兰

�

些丝立又互
�

丛
�� ��

��� � ���杯
�

又石瓦 ��

��

�

粼
�

可瓦
侧���

一�����一���

�

��一���

��

再将��
·

��代入上式
，

化简即得



�� �

�

��

�训
一

丁

。
，

弄
七乙叱�一

�

甄、 �
’ ��

�

��

此式将棉粮比价表述为 �
， 、

投入粮食生

产的土地数� 的函数 由于全社会土地总数

只有 �� 亿亩
，

因此 ��
只能在 �����亿 亩�

�
。 ��

� �

的范围内变动
。

从而棉粮比价首只能在

��
， 八

古�
， 。 。 ，

选�
� 。 。
去

�二 芍， 性二二 � �� 一 �口
�

� 任 ， 孟一丁竺于二 � ‘ �
�犷 � �丫 �

� ��
�

���

的范围内变动
。

这一范围的确定仅与生产函

数
、

资源数量及国民收入最大化要求有关
，

而与需求函数无关
。

所以
，

我认为
，

在价格

决定上
，
生产方面占主导地位

下面
，

我们用另一方法来说明价格变动

的范围
。

这种说明将有助于我们对于价格的

本质的了解
。

了

大家知道
，

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
，

要增

加某种产品的生产
，
就必须减少其它产品的

生产
。

因为在一定时间用于生产的资源总量

是既定的
。

现在我们来考虑这样的问题
�

假

定社会的有限资源仅用于生产甲
、

乙两种产

品
。

如果我们想增加一单位甲产品的生产
，

将减少多少单位乙产品的生产� 这个问题可

用一般的数学方法来解答
。

这里为照顾数学

水平较低的读者
，

仅用假设例子的简单计算

来解答
。

我们仍用本文第三部分的例子
。

社会劳

动力总量为 �亿人
，

土地 为 拍 亿 亩
。

社 会

仅生产粮食和棉花这两种产品
，

其生产函数

如��
·

��和��
·

��式所示
。

根据这些情况以及

上面的分析所得出的粮食生产中要素最优组

合关系式��
·

��
，
我们可列出相应于 资 源 分

配的变化
，
两种产品产量的变化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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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第�
、
�

、

�
、

�行的数字省略了小数

部分
�
第 �行数字是根据未省略小数部分的

△���△�，
计算的

，

与省略小数部分以后 的

计算结果略有出入
。

现在我们来考察表中第 �行和第 �行的

数字
。

它们反映了相应于资源分配的变化
，

两种产品量的消长情况
。

如果 我 们 以 �
�
为

横坐标
，
以 �

�
为纵坐标

，
将这两种产品量的

消长情况标示在平面图上
，
那么我们可得到

一条产品生产的
“
转换曲线

’ “ 。

其图形如下

图中的转换曲线是一条曲率很小
，
凹向原点

的曲线
。



转换曲线上某一点的切线的斜率
，

称为

产品生产在该点处的
“
边际转换率

” 。

其经济

含义是
�

社会增加一单位 �
�
的生产必 须 减

少多少单位 �
，
的生产

。

或者说是以 �
，
表示

的 �、 的边际成本
。

表中第 �抒的数 字 是 转

换曲线在不同区段的边际转换率的倒数
，

其

经济含义是
�

社会减少一单位 �
�
的生产

，
可

增加多少单位 �、 的生产
。

或者说是以 �
、
表

示的�
�
的边际成本

。

这一行数字的变动范围

是一��
·

���一��
�

��
。

把这边际转换 率 的 变

动范围同前面算出的价格变 动范 围作 一 比

较
，

二者的绝对值��乎完全相同
。

这并非偶

合
。

实际上
，

可用数学方法证明
�

均衡模型

算出的两种产品的比价一定等于转换曲线相

应点处的边际转换率的负数
。

由此我们认识

到
�

一种商品对子另一种商品的比价
，
本质

上是为多得一单位该种商品必须放弃多少单

位另一种商品
。

趁主鱼业鱼些夔妙丛迪医玉
我们的均衡模型在求出产品价格的同时

也求出了被经济学家视为生产要素的影子价

格的拉籍朗 日乘数
。

现在我们来考察这二者

白饭关系
。

关千这个伺题的墓本结论是
�

如果生产

画数具有一次齐次性① 〔规模报酬不变�
，

则

用生产要素的影子价格什算的产品成本正好

等于产品的价格
。

我们用第兰部分的例子来

说明这一点
。

该例中的粮
、

棉生产函数都是

一次齐次函数�该例中 几为影子工资
，拼 为影

子地租
。

用这些影子价格计算的产品成本为

一斤粮食的成本� �几�
，� 拜�，����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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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说明了
�

当生产函数为一次齐次函

数时
，

按要素的影子价格计算的产品成本等

于产品的价格
。

�� 理诊价挣与市场俭整的笨蒸
�

本文所讲的均衡价格是一种理论价格
。

这种理论价格与生产规律
、

需求规律
、

资源

数量都有关
。

至于市场价格
，
则是还受其它

因素影响而围绕均衡价格 波 动的价格
。

现

在
，
国内一些学者主张定价应以理论价格为

基础
，

同时考虑供求关系
，
我认为他们指的

是定价应跟随市场价格
，

而不是靠近本文所

说的均衡价格
。

本文所介绍的资源最优分配与价格形成

原理
，
因为是从最大限度满足人们需要这一

目标出发
，

是以资源的客观限制以及生产函

数
、

需求函数所反映的客观规律为依据
，
所以

具有合理性
、

科学性
。

我们应该把这些原理

应用于实际工作中
。

过去我国经济学界所公

认的理论价格不考虑需求
，

不考虑所有稀缺

资源对价格的影响
，

也不考虑稀缺资源的定

价问题
，

这是造成实际经济中生产与需要脱

节
、

资源严重浪费等等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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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次齐次函数是指这样性质的函教 当所有自变

量 �倍其值时
�

因变量也 ‘ 倍其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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