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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市场价格刚性的微习咕基石出

李 向 阳

一
、

新既恩斯经济学与产品价格刚性

在传统凯恩斯主义理论中
,

产品市场上的价格

刚性是由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刚性所引致的
,

总体

经济的不均衡最终起源于劳动力市场 失业被认为

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

从整个社会来看
,

最重

要的成本要素当然是劳动力成本
,

工资刚性向价格

刚性的传递是一种必然的推论
。

因此
,

他们总是把

对工资刚性的分析置于优先地位
。

反对者认为
,

如果我们从个体企业来看
,

那么

劳动力成本和其它生产成本 如购买原材料成本

相比就不再是一项最重要的成本要素了
。

这样
,

在

考察微观企业行为时就必须对阻碍企业调整产品价

格的因素或机制予以分析
。

同时
,

在宏观经济周期

波动中
,

只有价格刚性而非工资刚性才是其得以存

在的必要前提
。

最后
,

也是最重要的
,

无论是产品价

格刚性还是工资刚性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凯恩斯主义

者强加的刚性
,

因为他们对价格与工资刚性的形成

原因并未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甚至有人干脆说他

们对此没有答案
。

这也正是以理性预期为代表的

新古典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理论提出的主要责难
。

用巴罗的话来说
,

在以价格刚性为基础的非均衡理

论中
,

经济活动主体没有去获取所意识到的交易利

益
。

这是和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定相悖的
。

①

年代后期兴起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自产生

之 日起就赋予自已一种新的使命 为凯恩斯理论寻

求建立新的微观基础
。

②在价格与工资 刚 性 问 题

上
,

他们不象传统凯恩斯主义者那样把工资刚性置

于分析的优先地位
,

而是对两者给予同样的重视
。

近年来 , 他们针对产品价格刚性建立起 了 许 多 模

型
,

本文仅就几种代表性的理嘴模型做 一 介 绍 分

析 、

二
、

信息不对称模型

信息分析起源于 年代由斯蒂格勒创立的信息

经济学
。

阿罗
、

阿克洛夫等人则发展和完善了信息

不完全分析方法
。

⑧

阿克洛夫通过对
“
旧汽车

”

市场 也可引伸为
“

有缺陷市场
”

的分析提出 产品市场上存在着

信息不对称
,

具体地讲
,

消费者在购买产品之前不

完全了解所购买产品的特性
,

而产品卖方对此则比

消费者拥有较多的信息 通常假定他们拥有完全信

息
。

这时
,

对于质量或特性不同的同 类 产 品 来

说
,

消费者只能依据市场上产品的平均质量支付价

格
,

结果高质量产品的卖方会退出市场
,

市场上留

下的只是低质量产品的卖方
。

也许
,

卖方可以采用

广告
、

产品保证等手段来缓解信息不对称
,

但它们

却不能完全解决这一难题
。

现实中
,

市场是以下述

方式解决这一难题的
,

即经过买卖双方 的 多 次 博

奕
,

买方形成了一种广泛的信念 产品价格愈高
,

其质量亦愈高
,

或者说买方根据价格来判断质量
。

这种信念是建立在两种效应之上的
,

一 是 选 择 效

应
,

即高质量产品的卖方如果得不到足 够 高 的 价

格
,

他们将不会出售其产品 , 二是动力效应
,

即如

果产品市场价格超过其边际成本的幅度足够大
,

那

将会使通过生产高质量产品以维持自身名誉的人获

益
。

此时
,

降低价格被认为是降低了质量
,

结果需

求实际上可能是减少
,

而不是增加
。

这样
,

企业通

常不会对需求变化做出降价反应
。

按照正统理论的

分析
,

企业宛如脱离了它的需求曲线
。

一个简单的名誉模型描述了这种机制
。

假定一

个企业在价格 水平上出售 其产品 , 生产高质量产

品的边际成本为
,

生产低质量产品的边际成本为
, 消费者在购买产品之前不能正确地估价产品质

量
。

倘若一个企业没有欺骗消费者 没有以高价出

售低质量产品
,

那么消费者将继续从该企业购买产

品
,

相应它的全部预期利润折现值为 一 ,

其中 为利率
。

反之
,

一旦梢费者受到欺骗
,

他们将

拒绝 再 从该 企业 购买产品
,

或者说它在本期实现

了销售
,

但下期却什么也得不到了
,

故 它 的 利 润

折现值 为 一
。

因此对于诚实企业来说 必

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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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
,

即使在竞争经济中
,

价格也将超过生产的边

际成本
。

当经济进入衰退阶段
,

实际利率上升
,

超

过边际成本的毛利应该上升 在边际成本不变条件

下
,

这表现为产品价格的上升
,

只有这样才能保

证企业生产高质量的产品
。

同样
,

经济衰退阶段企

业破产率的上升也会起到这种作用
。

④总之
,

无论

在经济高涨阶段还是经济衰退阶段
,

企业都拥有不

降低价格的倾向
。

三
、

搜索不对称反应模型

年保罗
·

斯威齐
、 · ·

黑尔与
· ·

希契同时提出了弯折的需求曲线模型
。

根据这一模

型
,

企业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弯折的 参见图
,

即 。 ,

与此相对应的企业边际收益曲线为 。

。 ,

其中
。 。为一段垂直的间断

。

最大化 原 则

要求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
,

故企业的均衡价格 川

产量分别为 、和 。。

当企业的生产要素价格或边

际成水发生适中变化时 即在 。 。之间
,

其均衡

产量和价格都不会发生变动
。

当需求发 生 变 化 时

从 。 。移向
,

对应 的边际收益曲线为
,

’

由于弯折仍处在原来的价格水平上
,

所

以企业的产出呈现了同比例的变化
,

而价格保持不

变
。

传统的寡头理论运用需求曲线的弯折来解释产

品市场上的价格刚性
,

但对这种弯折所形成的原因

却没有做出说明
。

斯蒂格里兹
、

沃格洛姆把需求曲线的弯折归因

于信息不完善
,

或者说产品市场上的搜索行为是要

花费成本的
。

⑥该模型的核心假定是
,

一个企业的

变化可以为该企业现有的消费者所观察到
,

其它消

费者则不可能观察到这种价格变化
。

在市场均衡条

件下
,

假定所有企业收取相同的价格
。

当一个企业

提高其价格时
,

需求量减少的主要来源有

现有消费者的消费量会减少 搜 索 消 费者

他们通常有较低的搜索成本 更不可能成为该企

业的消费者 , 某些现有消费者会离开该企业

去搜索收取较低价格的企业
。

相反
,

当一个企业降

低其产品价格时
,

需求量增加的主要来源有

现有消费者的消费量会增加 , 搜索消费者更

有可能成为其消费者
。

由此可见
,

企业降低价格所

增加的需求量比它提高价格所减少的需求量要小
,

结果需求曲线出现了弯折
。

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
,

弯折的位置也会随之

发生变化
。

假如在经济进入衰退时所有 消 费者 确

信 其它企业会把它们的产品价格降低 肠
,

那 么

弯折就会在
一

种新的价格水平上发生
,

这种新的价

格水平低于现行价格水平 肠
。

原因在于 ,

该企业

若 不把其价格水平降低 肠
,

拥有低搜索成本的消

费者将会被诱使去搜索
‘

反之
,

假如所有消费者确

信其它企业会把格价提高 呱
,

那么弯拆就会 在高

于现行价格的 肠水平上出现
。

只有当该企业提 高

价格的幅度超过 帕时
,

低成本搜索者才会被引致去

搜索
。

弯折位置进而是均衡价格与产出水平存在着

本质上的不确定性
,

因此该模型的一个重要结论是

存在一系列理性预期均衡
,

其中包括显示有货币工

资粘性的均衡
。

鲍尔和岁默进一步发展了该模型
。

⑧他们把弯

折的需求曲线扩展为拥有急弯但处处可微的需求曲

线
。

结论证明了不对称信息或搜索不对称仍然是产

品价格刚性的主要来源
。

四
、

存食模型

在没有考虑存货的传统经济理论中
,

增加产量

和提高价格是企业对产品需求增加的两 种 主 要 反

应
,

且这两种反应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 那些适

宜于做大的短期数量调整的企业将会有小的短期价

格调整 反之
,

那些做了小的数量调整的企业将会

被迫进行大的价格调整
。

当价格刚性被定义为价格

变化对需求变化缺乏敏感性时
,

传统理论中是不存

在价格刚性的
。



布林德指出 当我们假定企业的产出是可库存

时
,

上述这种简单的推理及结论就会失效
。

⑦在这

一前提下
,

一个拥有可库存产出的企业同时是在两

个领域内进行决策或经营的
。

一方面它必须决定生

产多少产品用于库存
,

另一方面决定多少库存用于

川 沪忆 ,

人 图

为
人

趁 广 , 宁

报售
。

虽然利润最大化要求企业每个时期的边际成

本 边际收益 ,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

通过产出 等于销售 来实现
。

由于 存 货

变化可以烫平需求震动的影响
,

所以常见 的

情况是最优 不等于最优
。

这样
,

某些企业可能会

对需求变化同时做出大的价格反应和大 的 产 出 反

应 , 而其它企业有可能同时做出小的价格反应和小

的产出反应
。

图 反映了这种逻辑关系
。

曲 线

为企业成本函数的导数 〔
,

〕
,

最优产出 水

平是通过使 等于存货的影子价值 入 〕来

确定 的
, 即 点

。

曲线为
, 。 ,

其。 为

随机需求震动
,

最优销售额是通过使 等于 入

付需求震动 , 反之
,

当 入 。接近于 。时
,

需

震动将会使企业做出小的产出反应和大的销售反应

或小的价格变动
。

因此
,

大的 小的 产出反

应与大的 小的 价格反应总是相伴随的
。

入 。 的大小具体又是什么因素决定的呢 ,

首先
,

直觉告诉我们
,

当企业预期需求震动会持续

较长时间时
,

存货的影子价值 入会做出较 大 的 反

应 , 一次暂时性的需求震动则会使 入做 出 小 的 反

应
。

具体地讲
,

当需求震动具有持久性时
,

它会诱

发较大的产出反应
,

较小的销售反应
、

较大的价格

反应及较小的存货投资反应
,

因为此时震动不会使

那些运用存货变化来反应的企业获益
。

当需求震动

具有暂时性时
,

产出与价格将不会做出较大反应
,

存货变动在烫平需求震动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
。

其

次
,

在商品难以库存时
, 入 。 的值将会较大

。

这也就是说
,

如果一个企业可以花较小的成本改变

其存货水平
,

那么它将会运用其存货来吸收大部分

需求震动
,

进而将做出小的产出与价格变动
,

通过

存货变化做出大的销售反应
。

反之
,

缺乏这种灵活

性的企业将会更多地依赖于产出与价格变化
。

这一

因素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不同产业间价格刚性的

程度 或竞争程度 存在差异
。

例如
,

在 农 业 部

门 ,

由于其产品难以库存
,

库存成本较高
,

故价格

具有较高的灵活性
。

在产品具有完全不可库存的极

端条件下
,

不管需求震动是持久的还是暂时的
,

其

价格与产出都会做出较大的反应
。

此外
, 、

曲线的斜率也是影响 入 。值的一个重要因素
。

这一模型不仅适用于分析垄断条件下价格刚性

的形成
,

而且也适用于竞争条件下价格 刚 性 的 形

成
。

来确定的 , 即人点
。

很明显
,

发生变化时
,

此时 不应等于
。

当

孔
￡

一

下共
目

一一一

一 找

入 、

一刁万一
声

由此看来 , 企业的产出与销售变化都依赖于 入对。

的反应
。

当 久 。接近于 时
,

·

企业将做出大的

产出变动和小的销鲁变动 或大的价格变动 来应

以能答忍它们
,

或者说对这些行为的结 果 不 以 为

然
,

主要原因是它们不会给行为主体自身带来重大

损失 虽然有可能给社会带来重大损失
。

这也就

是说
,

人们缺乏采取理性行为的动力
,

在这种意义

上行为主体又是有理性的
,

这种理性是一种接近理

性
。

至此
,

我们可以把接近理性定义为 只 会 给 行



为主体自身带来非常小损失的次优行为
。

决策者的惯性行为要具有接近理性特征
,

一个

基本要求是决策者的目标函数
,

如效用 与 利 润 函

数
,

是可微的
,

且目标函数又是决策者自身工资与

价格的函数
。

这一要求只有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才

会成立
,

故该模型的前提是不完全竞争经济
。

接近理性命题在数学上可以用包 络 定理 来 证

明
。

用
,

表示一个人的目标函数
,

为选择

变量
,

为外生变量
,

其中二又是 的函数
,

这样 目

标函数的完整形式为 〔茸
,

〕

一卫竺处上一 , ,

合盆

一困二到三 丝一

由于个人总是要使自己的 目标函数实现最大化
,

而

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一卫仁三塑 一 ,

故

。 〔
,

〕
守

结果
,

的变化对
·

的影响仅仅是在 不变条

件下 对
·

的影响
。

我们还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上述结果
。

最优

选择的基本特点表现为效用在边际水平上是无差异

的
。

当一个消费者购买苹果和香蕉时
,

为 实 现 最

优
,

花费在苹果上最后一美元所增加的效用应该与

花在香蕉上最后一美元所增加的效用相等
。

但如果

消费者花在苹果上的支出比最优水平稍低一点
,

那

么他在香蕉上 比最优水平 多支出部分几乎完全

可以补偿前者的损失
。

即使消费者偏离 了 最 优 选

择
,

但此时的消费组合与最优组合没有什么差别
。

落实到产品市场上
,

⑨倘若企业最初制定的 价

格是最优价格
,

在货市供应量减少时 相应需求减

少
,

企业采取惯性行为
,

不相应调整价格
,

那么
、

企业的利润损失 用泰勒展开式表示 将 是 二 阶

的
,

即
“ 一 二 之 二 ’

一 一
愁今黔

分扮
‘

“ ” ’ ’一 ” ’其中
, “

‘

为

企业利润
,

它是价格的函数
,

为预 先 决 定 的 价

格
,

为企业利润最大化价格
,

当外部震动发生之

后
,

企业采用的仍然是原来的价格
。

由于 使利

润最大化
,

故 二 ’

为零
。

这样
,

利润损 失 将

与 一 的平方成比例
。

只要预先决定的价格

接近利润最大化价栋 价格刚性对企业的成本将是

很小的
。

奈什在上述模型之上建立了一个多阶段宏观经

济模型
。

⑩他指出 企业经常采纳某种简单的定价规

则
,

如成本加价
。

应用这种规则只需较少的信息
,

一

般勿需预测未来 该模型的一个重要结论是
,

整个经

济中采用这种规则的企业所占比例愈高
,

与此相关

的个体损失愈小 对企业产品的需求弹性愈小
,

这

种贯性行为带给企业的损失愈小
。

六
、

产品价格刚性模型的意义

上述模型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对产品市场

上价格刚性做出了新的解释
,

但它们并非是相互排

斥的
,

这些模型的一个共同特征是
,

明确或隐含地假

定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个人都是追求最大化者
。

个

体的行为之所 以偏离最 优在于他们 缺乏 相应的动

力
,

或者存在着某些阻碍因素使之行为结果达不到

最优
。

这样
,

新凯恩斯主义者就避免了新古典经济

学对传统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批评
。

正如阿克洛夫等

人所指出的
,

他们的模型满足了卢卡斯的标准
,

即

不会在路旁放 有 美元没人 捡的情况
。

与个

人追求最大化假设相对应
,

这些模型得出的结论却

都是凯恩斯式的
。

首先
,

均衡并不必然意味着市场供求相等
。

供

求一致法则被认为是经济学最核心的法则
。

有一个

古老的笑话谈到 只要教会一只鹦鹉重复
‘

供给等

于需求
” ,

它就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经济学家
。

在

新古典经济学家眼中
,

均衡总是意味着供求一致
。

当市场上出现供求不等时
,

价格机制能够灵活地进

行调节
。

但在新凯恩斯主义的价格刚性模型中
,

由

于价格刚性有存在的客观基础
,

所以价格机制并不

保证供求一致
。

例如
,

在存货模型中
,

存货的引入

使生产不等于销售对企业来说是最优的
。

此时
,

均

衡反映的是这样一种状态 供给者愿意出售的产品

数量等于消费者愿意购买的产品数量
。

在信息不完

全模型中
,

质量依赖于价格是市场机制 的 基 本特

征
,

价格起不到调节供求的功能
。

均衡在这里指的

是这样一种状态 经济活动主体没有动力改变其行

为
。

如果把这种均衡定义推广到所有生 产 要 素 市

场
,

那么整个经济的均衡将表现为凯恩斯式的失业

均衡
。

其次
,

经济政策会影响实际产出
。

新古典理论

坚持政府的干预政策不会产生实际影响
,

只有在个

人未预期到的条件下才会有实际影响
。

新凯思斯主



义的价格刚性 以及工资刚性 则为政府干预有效

论提供了微观基础
。

例如
,

存货理论指出 由于存

货所导致的价格刚性
,

不仅未预期到的货币震动会

对产出有实际影响
,

而且在一系列符合事实的假定

下 即所期望的存货水平对实际利率是敏感的
,

实

际利率对预期到的货币震动是敏感的
,

预期到的

货币震动对产出也有实际影响
。

⑧根据接近理性模

型的推理
,

发生货币震动时
,

虽然企业不相应调整价

格的惯性行为只会给自身带来二阶损失
,

但这却会

给一般均衡产生一阶影响
。

倘若把这一模型与近年

来 兴 起 的 效率工资理论 解释劳动力市场上行为

的理论 结合起来则会对总体经济波动做出更全面

的解释
。

此外
,

基于不完全信息的商业周期模型也

是和凯恩斯的货币非中性命题相符的
。

面对传统凯恩斯理论的失败
,

新凯恩斯主义理

论可以说代表着一种新的发展趋势
,

但它仍然面临

着许多难题
。

其一
、

对同一现象做出多种解释本身

就说明了它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

如何把多种解

释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范式之中迄今尚未完成
。

与此

相对应
,

以理性预期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则有相

对统一的范式
,

那就是理性预期
。

其二
、

许多理论

模型只是对单一生产要素市场运行机制的分析
。

但

事实上
,

各类市场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
,

因此为

其创立一个共同的微观基础 如
,

能够解释各类市

场上价格刚性的理论
。

在这方面
,

不完全信息方法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也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
。

其

三
、

许多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
,

凯恩斯革命的核心

是放弃了最大化假设
,

引入了时间和不确定性
。

新

凯恩斯主义者抛弃了这些命题也就抛弃了凯恩斯的

精髓
。

最后
,

近年来
,

一些经济学家既不走正统凯思

斯主义的道路
,

也不走正统新古典经济学的道路
,

而要倡导走第三条道路
。

他们运用新古典方法得出

了凯恩斯式的结论
。

这对致力于为凯思斯理论寻找

微观基础的新凯恩斯主义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有力的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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