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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市场不能自动出清的一种解释

刘嗣明

　　摘要 : 创新商品的“开盘价”是一个高价 ,由于价格的极大约束 ,因而市场 ———开盘就未能自动出清。

继后 ,厂商一面把价格降至仍有高额利润的较高价 ,一面扩大供给量 ,需求量虽会增加但一时还赶不上供

给量 ,市场也是需求不足。随后 ,模仿者大量跟进 ,供给量瞬间急剧增加 ,市场更为过剩。此后 ,供给者一面

把价格降至只有平均利润的成本价 ,一面继续增加供给 ,此时需求量虽会增加 ,但仍赶不上供给量。而后 ,

价格不再下降 ,供给量虽不再增加 ,但因大多数消费者已有此商品 ,因而过剩仍不能消除。最后 ,即使厂商

将价格进一步下降到成本价以下 ,这样厂商已无法再生产下去 ,而需求者也因喜新厌旧不再需求该商品。

可见 ,市场自动出清之时 ,即是该商品退出市场 ,新的创新 ———未能自动出清开始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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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几点前提假设

价格上升 ,供给增加 ,需求减少 ;反之 ,价格下降 ,供给减

少 ,需求增加 ,这就是目前经济学教科书关于价格与供给、需

求相互关系即供需规律的论述。按照古典经济学家的解释 ,

依据这一供需规律 ,在价格引起的供给与需求的反向变化

下 ,市场通过摸索 ,价格逐渐降低 ,最终能自动出清 ,不会需

求不足。然而 ,市场经济运行的实践表明 ,事实上市场经常

地未能自动出清、需求不足是市场经济的常态。那么 ,为何

市场不能自动出清 ,即呈现生产过剩、需求不足呢 ? 关于这

一问题已有多种研究 (如马克思的生产过剩理论、凯恩斯的

有效需求不足理论) ,本文给出一种新的解释。本文的讨论

建立在以下几点前提假设之上。

前提假设 1: 这一讨论建立在厂商 ———供给者以利润最

大化为目标的前提之上。市场经济体制当然具有多种特性 ,

而其特性之一就是厂商 ———供给者以盈利作为自己的根本

目标。为此 ,厂商 ———供给者对自己提供的商品必须可以根

据需求者的反应和自己对盈利的追求而自由地调整价格。

这样 , 厂商 ———供给者为了获得最大的盈利 , 即 Rmax =

Max(P ×Q-C )( R —盈利、P —价格、Q —数量、C —成本) ,必然

在价高少销与价低多销之间权衡 ,可能是价格高销量小的盈

利更大 ,也可能是价格低销量大的盈利更大 ,这要视具体的

情况而定 ,精明的供给者自然会找到与 Rmax相匹配的 P、Q 和

C。

前提假设 2: 这一讨论建立在瓦尔拉假说的前提假设下。

根据瓦尔拉假说 ,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上 ,有一位犹如拍买市

场上的报价者 ,“他”会在某一商品的供给者与需求者之间逐

渐报出一系列的价格 ,直到报出均衡价格 PE ,使 Q供 =Q 需 =

QE ,即市场自动出清 ———没有需求不足为止。换言之 ,假若

市场没有需求不足的活 ,市场出清的价格 PE是经过一系列的

自动的试错行为来逐步找到的。

前提假设 3: 这一讨论建立在消费者有喜新厌旧的消费

—需求心理的前提假设之上。消费者有可能宁愿出高价去

买新奇的商品 ;相反 ,陈旧的商品即便贱卖 ,他们也不理会。

正是这一基本的消费 —需求心理 ,迫使一些陈旧、老套的商

品被无情地淘汰出局 ,又推动着一些新颖的商品被不断地创

新出来 ,市场就这样不断地推陈出新。

前提假设 4: 这一讨论建立在厂商为获得最大盈利 ,必须

迎合消费者喜新厌旧的消费心理的前提假设之上。为此 ,熊

彼得所说的创新将是无止境的。它是经济活动中无休止的

活动。这 ,既是需求者所需要的 ,也是供给者所不会忽视的。

建立在上述四点前提假设之上的市场何以需求不足 —

未能自动出清 —动态的供需规律是怎样的呢 ? 我们来看看

市场的动态过程。

二、市场不能自动出清的过程阐释

11 起始时刻

设在时间 t0 ,某供给者通过创新 ,生产出一种此前的市

场上还未有的商品并推向市场 ,其供给量为 Q供0 。此时 ,这

个 Q供0要推向市场 ,必然会有一个价格 P0 。于是 ,在价格 P0

下 ,供给方能销售 Q供0 ,需求方能购买 Q需0。这一价格 P0是供

需双方都必须接受的价格 ,否则 ,市场上不能成交。但这一

P0的价格一般地讲来 ,并不自然地使 Q供0 =Q 需0 。由于价格

P0 是供给与需求关系的“支点”,只要价格足够地高 ,无论供

给的绝对量是多还是少 ,市场都可能需求不足 ———不能出

清。所以 :

(1)假如这一 P0恰当 ,则市场正好出清 ,即 Q供0 =Q需0 ;

(2)假若这一 P0较低 ,则市场不但能出清 ,而且短缺 ,即

Q供0 <Q需0 ;

(3)假若这一 P0较高 ,则市场不但不能出清 ,而且过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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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Q供0 >Q需0。

那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实的市场的真实情况是怎

样的呢 ?

现实的市场是 ,当厂商创新出一种商品 ,这时的 P0 : (1)

既不是由以“社会人”为目标的政府决定的 ,若此 ,就不是市

场经济而是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正在于其有把 P0定得较低这

一原因 ,从而需求大于供给 ,因而计划经济会一般地呈现为

市场短缺) ; (2)也不是由以“经济人”特征出现的消费者 ———

需求者控制的 (尽管人们讲市场经济体制中 ,消费者是上帝 ,

其实这一上帝仍是受供给者驾驭的) ; (3) 而是由以“经济人”

特征出现的 ———推出这一创新商品的厂商 ———供给者主宰

的 ,是厂商 ———供给者根据他自身的需要 ,叫出了瓦尔拉假

说中的最初的价格即“开盘价”P0。

那么 ,此时的厂商 ———供给者依据什么叫出这个初始价

P0呢 ? 他当然不会为了满足消费者求新、求奇的需要 (当然

他事实上要借助、利用消费者的这种需要) ,显然只会为了满

足自己获取最大盈利 (Rmax) 的需要。厂商为了实行这一目

标 ,在起始时刻 t0 ,既然是刚创新出来的商品 ,当然生产能力

还不太大 ,也还无其他厂商模仿 ,总之 Q供0的绝对量不太大。

加之再考虑到创新过程中花去的巨额投资 ,以及在不久就会

有其他厂商来模仿从而分割市场。因此 ,在 t0时间该创新上

市的商品的“开盘价”P0的报价 ,其实不是按“成本 + 平均利

润”的定价方式来核定的 (厂商也无法准确核定 ,因为他至少

无法准确估计生产周期的确定年数 ,从而无法把创新的成本

准确地分摊到这一生产周期上) ,而更是由于有垄断就必然

会有超额利润 ———高价 ,以及揣摸消费者能否接受得了、有

多少消费者能接受 ,来开出的一个宁高勿低的高价。

一开始报出宁高勿低的高价对厂商还有一些好处 :

(1)减少了核算投资成本、生产周期的麻烦、费用 ;

(2)避免了生产周期算得太长 ,以后收不回投资的失误 ;

(3)开出高价后 ,即便因价格太高接受的消费者太少 ,也

可以以快速的降价来应对 ,较为主动 ;

(4)开出高价后快速降价 ,能给消费者极强的诱惑 ———

“好便宜了 ,去买一个吧 !”从而更有利于快速扩大市场 ;反

之 ,一开始开价不太高 ,日后价格长久不下降或下降得不快 ,

则不能引诱消费者 ,更不利于拓展市场。

(5)开出高价后市场虽不能出清 ,但可能反倒比出清能

获得更多盈利。例如 ,此时创新厂商的生产能力 Q供0为 100

单位 ,若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 + 平均利润为 P0 =5 万元 ,则

市场全部出清能获营业额 =100 ×5=500 万元 ;若开出高价

P0 =20 万元 ,市场不能出清 ———需求不足 ,只能售出 30 单

位 ,则营业额 =20 ×30=600 万元 ,反而更高。这样一来 ,创

新厂商就必然会在高价少销与低价多销之间走钢丝 ———求

平衡。结果是要多盈利 ,而并不在乎能否出清市场 ———是否

需求不足。厂商并不以市场能否出清为己任 ,而是以能否获

得更多盈利为目标 ,怎样能多盈利就怎样办。

厂商在 t0时刻报出高价的“开盘价”P0后 ,根据前述的消

费者的消费心理 ,价格 P0虽然高 ,但由于这种商品的新奇性 ,

仍能吸引广大消费者。然而 ,消费者虽然普遍地具有宁愿出

高价消费新奇的商品 ,对陈旧、老套的商品便宜也不理会的

消费心理 ;但能把这种消费心理变为消费行为却不那么容

易 ,即消费 ———需求行为是要受约束的。这一约束就是收入

水平 ———支付能力。换句话讲 ,只有极少数富裕者 (市场经

济下人们的收入必然是有差异的 ,收入不平等是市场经济的

又一天然属性) 才能在 t0的开盘时刻 ,花得起 P0的高价去消

费这种刚创新出来的商品。也就是讲 ,在 t0时刻 ,供给者创

新出某商品 ,供给量为 Q供0 ,开出 P0的高价 ,市场将以 P0的价

格销售 Q需0 ,此时尽管 Q供0的绝对量并不大 ,但由于极富裕者

不多 ,因而市场一开始在 t0时刻以高价 P0销售的 Q需0就是小

于 Q供0的 ,即 △Q0 = △Q供0 - △Q需0 >0, 可见 ,市场一开始就

未能自动出清 ,也不能自动出清 ,而是需求不足。如图 1 的 P0

Q0T0所示。其中 S为动态的供给曲线 ,D为动态的需求曲线。

图 1 　动态的供给与需求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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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中间过程 Ⅰ

由于市场一开始在 t0时刻就未能自动出清 ,也不能自动

出清 ,而是需求不足。这样 ,一方面是广大消费者都渴慕这

种新奇的商品 ———需求的潜力很大 ,但广大消费者又苦于价

格 P0太高 ,而可望而不可及 ;另一方面是厂商 ———供给者希

望有更多的消费者消费 ,以使 P ×Q供的积因 Q供更大而更大。

这显然是一对矛盾 ,且这一矛盾对以“经济人”出现的供需双

方都是不利的。

如前所述 ,这一矛盾一开始的主动方就是厂商———供给

者 ,现在要解决这一矛盾 ,其主导方仍然在厂商———供给者。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 ,此时的供给者可以采取诸如加强售后服

务、加强售前广告等多种有效的手段 ,从而引诱消费者 ,以扩

大需求量 ,尽量出清市场。这些办法当然都是有用的。但此

时的供给者还有一个更为简洁、有效、得力的办法 ,这就是降

价。供给者只要将 P0降到 P1 ,此时部分有潜在需求 ,但受价格

P0约束的消费者就可因 P0降至 P1而解除约束 ,从而Q需0就必然

会骤升到 Q需1 ,而且这一因果关系将是明显的 ,而其他的办法

如售后服务等虽然是有用的 ,但比起降价来作用要轻微得多。

为此 ,出于讨论的简便 ,此处将广告、售后服务等的作用忽略。

与静态的供给规律 ,即当价格下降时 ,供给量 Q供减少的

认识不同 ,笔者认为 ,在动态过程中为了出清市场 ,供给者一

方面必然要将创新产品的宁高勿低的高价 ———“开盘价”如

瓦尔拉假说试探着向下报 ,从而吸引更多潜在的需求者 ,以

出清已有商品 ;但想获得最大利润的厂商另一方面又不会仅

仅停留在出清已有的供给量这一状态 ,他们为了获得更多利

润 ,会随着 P0降到 P1 ,销量在扩大、已有供给量在出清的同

时 ,不但不会减少产量 ,而是要将供给量从 Q供0增加到 Q供1 。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 P1 ×Q供1 >P 0 ×Q供0 ,从而使供给者的盈

利不断扩大。这与经济运行的现实是完全吻合的。在现实

中 ,我们见到的就是厂商将推出的新商品既在不断降价 ,也

在不断增产 ;而不是相反。这样做 ,对供给者不但是必须的 ,

而且也是可能的。因为 ,一方面 ,如前所述 ,在 t0时刻的 P0本

身是宁高勿低 ;另一方面 ,由于该商品经过生产 △t=t 1 —t0的

时期 ,技术更为成熟 ,因而成本进一步下降、生产能力进一步

增强 ,所以在 t1时刻供给方把价格从 to时刻的 P0降到 P1的同

时 ,把产量从 Q供0扩大到 Q供1也是做得到的。要特别强调的

是 ,P1仍不是“成本 + 平均利润”,而是仍有较大的超额利润 ,

即单位产品的边际收益依然大于 0, 因而厂商也乐意增产。

当时间从 t0推进到 t1 ,市场价格从 P0降到 P1 ,需求量随着

价格门槛的下降 ,势必也从 Q需0增加到 Q需1 。这是否意味着

市场此时就可以自动出清呢 ? 如果按照静态的供需规律来

看 ,随着 P 的下降 ,需要量增加 ,供给量减少 ,因而市场在经

过这一系列的瓦尔拉假说的报价摸索过程 ,总能找到市场自

动出清的点。然而 ,真实的市场即使这时也并未能摸索出这

一自动出清的点。那么 ,真实的市场为什么即使这时也未能

摸索出这一市场一般地自动出清的点呢 ?

问题就出在这种静态的供给规律未能真实地反映动态

的供给情况。动态的供给是在价格下降的过程中 ,需求虽然

从 Q需0增加到了 Q需1 ,但供给不但未减少 ,而且为了获得更多

盈利的厂商还会使其进一步扩大 ,即使 Q供0增加到了 Q供1 。

这样 ,由于 Q需与 Q供都在扩大 ,加之原来还有 △Q0 =Q 供0 —

Q需0 >0, 因而要使 △Q1 =Q 供1 —Q需1 ≤0, 就既需要 Q需快速地

增加 ,也需要有相当的时间 △t。然而 ,在下面我们将看到 ,时

间 △t 还未能足够长 ,就因大量的模仿者的加入 ,使供给在瞬

间还要急速地增加。也就是讲 ,在有限的时间间隔 △t=t 1 —

t0内 ,市场还不能自动出清 ,需求依然不足 ,充其量只能使剩

余减少些 ,有 △Q1 =Q供1 —Q需1 >0 。如图 1 的 P1Q1T1所示。

假若因为技术、法律等多方面的原因 ,使得创新厂商必

然对创新商品垄断足够长的时间 ,即 △t=t 1 —t0较大 ,其他的

模仿者一时还不可能进入 ,这种情况下 ,在模仿者进入以前 ,

市场是否可以自动出清呢 ? 也不能。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可

以垄断 ,创新厂商不担心模仿者进入分割市场 ,所以就决不

会把初始时刻 t0的价格 P0下降太多。由于价格下降较小 ,虽

然时间间隔 △t=t 1 —t0较大 ,因受高价的约束 ,需求量 Q需1也

就不可能比 Q需0增加太多。可见 ,有垄断的市场 ,直到模仿

者进入以前 ,也仍不能自动出清 ,依然是需求不足。

31 中间过程 Ⅱ

随着价格从时间为 t0时的 P0下降到时间为 t1时的 P1 ,创

新商品的厂商 ———供给者以扩大 (不是减少) 供给而进一步

增加了盈利。与此同时 ,需求量也在价格下降的过程中不断

增加起来 ,甚至比创新厂商的供给增加的加速度更大。此

时 ,市场虽仍未完全出清、依然是需求不足 ,但创新商品的厂

商由此却获得了更为丰厚的盈利。

这种态势立即引起本就一刻也不曾寂寞 ,而在时时寻求

商机的其他厂商的关注 ,从而迅速地对创新产品进行模仿。

于是供给量在 t1这一瞬间从 Q供1跃迁到 Q′供1。新加入的模

仿者的产品的开价当然不可能比 P1更高 ———高了卖不出 ,也

自然不愿比 P1还低 ———低了盈利少。于是在这一瞬间的价

格依然为 P1 。此时的需求量还来不及扩大 ,依然是 Q需1。

由于众多厂商———供给者加入到该产品的供给队伍中

来 ,并导致供给量的瞬间扩大 ,从而使市场过剩加大 ,即市场

不但依然未自动出清 ,而且过剩更为严重、需求更显不足。其

中△Q′1 =Q′供1 —Q需1 >0 。如图 1 的 P1Q′供1T1和 P1Q需1T1所示。

41 中间过程 Ⅲ

前已叙及 ,此时的价格 P1 ,仍不是“成本 + 平均利润”,而

是仍含有丰厚的超额利润 ,因此 ,此时供需矛盾的主动方仍

然是供给者。为此 ,在过剩严重、超额利润依然较大的状态

下 ,相互竞争的供给者势必有人带头以降低价格来扩大自己

的销量 ,以期用扩大销量来增加盈利。这样 ,供给者之间的

价格战开始 ,并导致价格从 t1时刻的 P1进一步降至 t2时间的

P2 ,直到 P2 =“平均成本 + 平均利润”为止。各相互竞争的厂

商为了获得更多的盈利 ,在日益激烈的价格战并导致价格下

降的过程中 ,必然要进一步扩大供给量 (而决不是价格下降

就减少供给量) ,从而导致供给量从 t1时的 Q′供1再增加到 t2

时的 Q供2。这可由家电市场上从创新商品的推出 ,到模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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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跟进 ,到价格战的进行 ,再到各厂家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

来得到极好印证。

随着价格从 t1时刻的 P1降到 t2时刻的 P2 ,由于价格的进

一步下降 ,使得此前想消费但仍因价格的门槛过高而不能消

费的普通收入者可消费该商品了。于是这种创新商品开始

从少数高收入的富贵人家走入大多数普通收入的寻常人家 ,

需求因此而大步扩大 ,需求量从 Q需1增加到 Q需2 。但由于在

t1时刻因众多的模仿者的跟进 ,致使本已未能出清的市场供

给急剧增加 ,剩余进一步加剧 ,需求更为不足。加之此后从

时间 t1至 t2由于生产厂家的增加 ,技术的成熟 ,各厂商采取扩

大份额战略 ,使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 ,因而供给量还在快速

增加。所以 , △Q2 =Q 供2 —Q需2 >0, 市场仍未能自动出清 ,依

然需求不足。如图 1 的 P2Q2T2所示。

51 中间过程 Ⅳ

此时的价格 P2已经等于“平均成本 + 平均利润”,通过降

价以进一步降低消费门槛 ,从而扩大销量的路已走到尽头。

在价格 P降至 P2 ,市场仍未出清 ———需求依然不足的同

时 ,创新厂商和众多模仿厂商为了将生产该种产品的设备、

技术、投资悉数赚回并力争得到更多盈利 ,此时必然会实施

收割战略 ,而不可能实施退出战略。因此 ,还不可能减产 ,至

少会以 Q供2相同的生产规模继续从时间 t2生产到时间 t3 ,即

供给量为 Q供3 ,有 Q供3 ≥Q供2 、P3 =P 2 。与此同时 ,在时间 t1至

t2 ,价格从 P1降至 P2时 ,大多数需求者已经有了该种商品 ,需

求量已不可能进一步扩大 ,这样 T3的 Q需3至多能维持 Q需2 。

因此 ,从时间 t2至时间 t3 ,有价格 P3 =P 2 、Q需3 ≤Q需2 。这样 ,

ΔQ3 =Q 供3 —Q需3 ≥Q供2 —Q需2 ≥ΔQ2 >0 。可见 ,在中间过程

IV,需求不足不但未能缓解 ,相反还有可能在进一步加剧。

如图 1 的 P3Q3T3所示。

61 中间过程 V

从时间 t2至 t3 ,由于厂商用降低价格门槛、减小价格对消

费者约束的办法来扩大销量的路已经走到尽头 ,价格 P 已等

于“平均成本 + 平均利润”,此时 ,进一步降价 ,生产该商品的

全部厂商已做不到了。而此时的销量也徘徊不前 ,甚至萎

缩 ,市场依然没有出清。那么 ,此后进一步降价能否扩大市

场 ,并出清市场呢 ? 在此情况下 ,从时间 t3至时间 t4 ,若有某

成本较低的厂商进一步降低价格 ,使 P3下降到 P4 ,则成本相

对较高的厂商只有实施退出战略 (这就会出现行业内的资产

重组 ,如并购、收购、转产、破产等) ,此时 ,供给量 Q供4比 Q供3

可能急剧减少。那么 ,这是否意味着从时间 t3至时间 t4 ,价格

从 P3降到 P4 ,在 Q供4 ≤Q供3的情况下 ,市场就可以自动出清、

解除需求不足呢 ? 下此结论还要看 Q需3的变化情况。

由于在 t3、P3时 ,绝大多数普通收入的消费者已有这种商

品 ,由于本文开始的前提假设 3, 即消费者普遍存在的求新求

异的消费心理 ,当时间从 t3延至 t4、价格从 P3降至 P4时 ,Q需3

不仅不会加速上升 ,相反倒会急速下降到 Q需4 。因为此时大

多数需求者已宁愿出高价购买更新的商品 ,也不愿图便宜买

过时货了。此时 ,这种过时的商品 ,充其量还有极少数极低

收入的贫困者来购买。

由此使得从时间 t3至时间 t4 ,虽然价格 P3降到了 P4 ,供给

量 Q供3减少到 Q供4 ,但市场仍未自动出清。如果此时是 Q供4

≥Q供3的情况 ,市场就更不可能自动出清、解除需求不足了 ,因

而在时间 t4 ,仍有ΔQ4 =Q供4 —Q需4 >0 。如图 1 的 P4Q4T4所示。

可见 ,如果市场真能自动出清的话 ,那最早只能在价格 P

从 P4进一步下降 ———没有厂商还能生产 ———该商品淘汰出

局的时候。然而 ,此时更新的创新即更新商品的不能自动出

清又开始了。

三、结论

综上所述 ,时间 t4不仅使供给者用降低价格 P 来扩大销

量、增加盈利的道路走到了尽头 ,也使这种商品的销售市场

逼近了死角 ———生产周期达到了尽头。为此 ,这一商品已从

t0时刻的创新商品 ,经过 t1时刻的扩大供给量、模仿者跟进、

产量骤增 ,t2时刻进一步扩大供给量 ,t3时刻的维持供给量 ,到

t4时刻的减少供给量 ,最终变成了淘汰商品 ,行将结束它的历

史。一种更新的商品又将创新出来 ,又将要开始一个更新的

创新 —淘汰周期。

综观这一创新 —淘汰的全过程 ,市场自始至终都未能自

动出清。也就是讲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由于供给者以最大

盈利为基本目标 ,加之供给者不断创新、需求者的收入差异

及消费心理等的多重作用 ,市场只能一般地显现为供给过

剩、需求不足 ,不可能自动出清。换言之 ,如果市场还能够自

动出清的话 ,那最早也只能在经过了从商品创新出来到它走

向淘汰 —退出市场的最后阶段。即该商品的市场自动出清、

解除需求不足之时 ,也就是它退出市场、新的商品又开始了

新的不能自动出清 —需求不足之日。

正是一种商品从一开盘至淘汰的始终 ,市场都不能自动

出清 ,总是需求不足 ,于是才推动着该商品市场价格的不断

下降、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 ,消费者的消费数量才得以不断

增加 ;正是该商品市场自动出清之时 ,也就是该商品的淘汰

出局之日 ,于是会有更新的商品创新出来 ,消费者的消费质

量也才得以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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