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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新古典

主义消费理论 :比较与综合

刘小怡

　　摘要 : 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消费理论虽然在形式上有所不同 ,但在内容上是

相互补充的。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消费理论综合起来 ,就可以使消费理论

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并对消费者的行为做出更加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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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主义都从一些方面分析了

消费者的消费行为 ,因而都提出了各自的消费理论。

对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消费理论进行系统的

比较分析 ,批判地吸收新古典主义消费理论中的科

学因素 ,对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消费理论的

新综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

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消费者行

为理论 ,但它就消费和效用问题所提出的一些方法

和观点 ,对研究消费者的行为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一)需要及其分类

马克思十分重视消费需要的重要意义。在马克

思看来 ,消费的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 ,消费是

生产的动力和目的 ,是再生产过程观念上的起点。

他指出 :“没有消费 ,就没有生产 ,因为如果这样 ,生

产就没有目的。”①这是因为 ,“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

的需要 ,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动机 ,后者是生

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 ;它也创造出在

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

象。⋯⋯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 ,作为内心

的意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消费创造出还

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 ,就没有生

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②其次 ,消费使

产品最终得以实现 ,是再生产过程现实的终点。马

克思指出 :“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 ,它在消费

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 ,才成为产品。消费是在把产

品消灭的时候才使产品最后完成。”③消费使产品得

以最后完成 ,也就使再生产过程得以最终完成。

马克思不仅论述了消费和需要的重要性 ,而且

根据不同的标准 ,对消费需要进行了分类。首先 ,根

据需要产生的根源 ,马克思把需要划分为物质的需

要和精神的需要。他指出 ,商品是一个“靠自己的属

性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而人的需要既可以“由

胃产生”,也可以“由幻想产生”。④换句话说 ,人的需

要可以划分为由生理因素产生的需要和由心理因素

产生的需要。由生理因素产生的需要就是物质的需

要 ,由心理因素产生的需要就是精神的需要。根据

马克思的论述 ,物质的需要是指粮食、衣服、住房等

物质产品方面的需要 ;精神的需要是指思想、观念和

意识等精神产品方面的需要。根据唯物主义观点 ,

物质的东西是第一性的、本原的 ,精神的东西是第二

性的、派生的。因此 ,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 ,精神需

要和物质需要的关系应该是 :精神需要是物质需要

的产物 ,并由物质需要决定。其次 ,马克思根据需要

的层次 ,把需要划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

要。马克思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 ,将消费资料

划分为必要消费资料和奢侈消费资料。必要消费资

料满足生存方面的需要 ,奢侈消费资料则满足享受

方面的需要。前者是最低层次的需要 ,后者是较高

层次的需要。在马克思看来 ,享受需要的满足 ,以人

达到一定的文明程度为前提。“要多方面享受 ,他必

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 ,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

人。”⑤最高层次的需要是发展的需要。马克思指

出 ,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目的 ,是实

现所有个人的全面发展。“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

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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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⑥而人的全面发展不仅包括物质消费 ,而且包

括精神消费。精神消费不仅取决于人的消费能力 ,

而且要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所谓自由时间 ,是指“非

劳动时间”或“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的时间”,包

括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

能的时间、进行社会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

力的时间等。“整个人类的发展 ,就其超出对人的自

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 ,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

间的运用 ,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

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⑦

最后 ,马克思还根据需要的性质 ,把需要划分为

消费的需要和占有的需要。前述马克思对需要的划

分 ,都是在消费需要的范围之内进行的。除此之外 ,

马克思还提到了另外一种需要 ,即占有的需要。他

认为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 ,生产者生产产品的

目的不仅是为了自己消费 ,而且是为了实现对产品

的占有。在私有制的基础上 ,“生产的目的就是拥

有。生产不仅有这样一种功利的目的 ,而且有一种

利己的目的。人进行生产又是为了自己拥有 :他生

产的物品是他直接的、利己的需要的目的。”⑧在资

本主义社会 ,工人丧失了生产资料 ,占有生产资料的

资本家成为生产的主体。资本家进行生产的直接目

的 ,是为了获得剩余价值 ,即实现对工人剩余劳动的

无偿占有。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占有是永无止境

的。为了占有更多的剩余劳动 ,资本家必须不断扩

大生产规模 ,即不断进行积累。资本家这种对剩余

价值的追求 ,马克思称为“追求积累的欲望”。总之 ,

在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 ,人除了具有消费的需要外 ,

还有占有的需要。占有又包括两种 :以消费为目的

占有和纯粹以占有为目的占有。在前一种场合 ,生

产者生产和占有产品的目的是为了自己消费。在后

一种场合 ,生产者生产和占有产品的目的就是为了

占有。这里所说的占有的需要 ,是特指后一种情况。

这种占有的需要在一般私有经济社会都是存在的 ,

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得最明显、最普遍、最彻底。

(二)效用及其度量

在马克思那里 ,与效用等值的概念是使用价值。

在他看来 ,商品首先是一个物 ,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满

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物品满足人的需要的属性 ,

就是使用价值。不过 ,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解释并

不是前后一致的。在一些场合 ,马克思把使用价值

看作商品的有用性。例如 ,他明确指出 :“物的有用

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⑨对使用价值的这种看法是

和把商品看作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的看法是一致

的。在另一些场合 ,他又把使用价值看作商品体本

身。例如 ,他指出 :“商品体本身 ,例如铁、小麦、金刚

石等 ,就是使用价值。”⑩“上衣、麻布等等使用价值 ,

换言之 ,种种商品体 ,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

的结合。”�λϖ对使用价值的这种看法是和商品是使用

价值和价值的统一的看法相矛盾的 :如果使用价值

等同于商品体 ,那么价值就成为存在于商品体之外

的东西 ,而商品就不再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

因此 ,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前一个看法是正确的 ,后

一个看法是不正确的。既然使用价值或效用是物品

满足人的需要的属性 ,那么使用价值或效用就只有

在实际满足人的需要时 ,即在消费过程中才能得到

体现。“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

现。”�λω这就说明 ,尽管使用价值或效用是商品的一

种属性 ,但这种属性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客观实在 ,它

存在于人与物之间需要和被需要、消费和被消费的

关系之中 ,也只有在这种关系中即消费过程中才最

终得到实现 ,并具有实际的意义。

马克思不仅论述了使用价值或效用的性质 ,而

且论述了使用价值或效用的质与量。就质的方面

看 ,使用价值是物品满足人的需要的属性 ,而人的需

要又是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商品满足不同的需要、

有着不同的用途 ,其使用价值或效用自然也各不相

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作为使用价值 ,商品首

先有质的差别。”�λξ使用价值或效用是物的有用性 ,

这种有用性除有质的差别外 ,显然还有量的差别 ,即

物品的使用价值或效用是有大小之分的。这一点 ,

恩格斯和马克思都有明确的论述。恩格斯指出 :“各

种物品的使用价值 (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

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 (指共产

主义社会的生产计划 ———引者) 。”�λψ不同物品的使

用价值可以“相互衡量”,说明不同物品使用价值的

大小是可以进行比较的。不仅如此 ,恩格斯还提到 ,

在共产主义社会 ,资源配置问题应该建立在对不同

物品使用价值和劳动的度量的基础之上。“在决定

生产问题时 ,上述的对使用价值和劳动花费的衡量 ,

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余

留的全部东西 ,这一点我在 1844 年已经说过了。”�λζ

对于恩格斯的这个思想 ,马克思显然是赞同的。他

指出 ,“在没有阶级对抗和没有阶级的未来社会中 ,

花费在某种物品生产上的时间将由这种物品的社会

使用价值的大小来确定。”�λ{因此 ,根据恩格斯和马

克思的论述 ,物品使用价值的大小可以从两个方面

来考察。一方面 ,对人的生活而言 ,不同物品使用价

值的大小是不同的。例如 ,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对

人的使用价值就很不一样。另一方面 ,同一种物品

由于其数量的不同 ,其使用价值的大小也不同。度

量使用价值或效用的大小 ,只能在抽象的意义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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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即撇开使用价值的质的区别 ,比较使用价值量的

大小。可见 ,在恩格斯和马克思看来 ,抽象的效用不

仅存在 ,而且对资源的配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消费者的阶级差异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 ,消费者的消费取决于他所

分配的收入份额 ,而收入的分配又取决于生产要素

的分配情况。他明确指出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

配 ,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λ| 马克思

的这段话 ,明确表达了两个意思。第一 ,任何一种物

品 ,只有当它成为生产的要素 ,并实际参与生产过

程 ,因而具有生产性贡献时 ,才有资格参与消费资料

的分配。第二 ,任何一种物品 ,只有当它具有稀缺

性 ,因而成为某些人的所有物时 ,才会提出参与消费

资料分配的要求。因此 ,一种物品要参与消费资料

的分配 ,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 (1) 它必须是生产的条

件或要素 ; (2)它必须是某些人的所有物。将这两点

结合在一起 ,就可得出如下结论 :消费资料或收入的

分配是由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分配状况决定的。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 ,由于在生产资料

占有、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差别 ,

社会成员之间必然存在着阶级差别。所以 ,“人类的

全部历史 (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

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

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λ}不同阶

级之间收入的差别 ,最终要通过消费方面的差别体

现出来。这种不同阶级之间的收入差别 ,在资本主

义社会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资本主义社会 ,资产阶

级和无产阶级是两个基本的阶级。资本主义再生产

的特点是扩大再生产 ,即积累 ,而资本积累的一般规

律是贫富两极分化 :在无产阶级一极是贫困的积累 ,

在资产阶级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因此 ,资本主义社

会的分配关系是对抗性基础上的分配关系。资本主

义社会的“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生产力 ,也

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 ,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

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 ;这种分配关系 ,使社会上

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

变动的最低限度。”�λ∼在资本主义社会 ,工人所得的

收入是工资 ,而工资不过是劳动力价值的表现形式。

由于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 ,在最好的情况下 ,工人所

得的工资也不会超过其劳动力的价值。因此 ,在资

本主义社会 ,工人的消费只能在劳动力价值这个狭

小的限度之内变动。

(四)经济人概念

根据经济人概念 ,个人行为具有两个基本特征 :

第一 ,以追求自我利益为目标 ;第二 ,在达到给定目

标的各种可能方案中 ,寻找出最优的方案。简言之 ,

经济人就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没有明确提出经济人的概念 ,但他们在分

析人们的经济行为时 ,事实上阐述了经济人的思想。

这个思想虽然不是直接针对个人消费行为而提出

的 ,但对分析个人的消费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物质经

济条件是人类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正如恩格

斯所指出的 :“唯物史观是以一定时期的物质经济生

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

和宗教的。”�µυ基于这个观点 ,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

物质经济利益对人们行动的决定作用。“人们奋斗

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µϖ 人们从事

生产活动 ,直接就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人们从

事阶级斗争 ,最终也是为了经济利益。这里所说的

经济利益 ,不仅包括集体利益 ,而且包括个人利益。

例如 ,列宁明确指出 ,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 ,也“必须

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关心上

面”。�µω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 ,人们是作为私人从事商品

生产活动的。人们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的目

的 ,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在交换过程中 ,商

品生产者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不同商品生产者之

间的竞争 ,使同一种产品只能按同样的价值在市场

上出售。为了在竞争中生存下来 ,商品生产者必须

尽可能降低其产品的个别价值 ,即降低生产过程中

的劳动消耗 ,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为此 ,

他又必须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水平 ,并以尽可能

低的价格购买生产资料。当商品生产者这样做时 ,

他实际上是在商品价值给定的情况下尽可能降低劳

动消耗 ,即追求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可见 ,在商品

经济条件下 ,商品生产者的行为具有鲜明的经济人

特征。

在资本主义社会 ,不仅劳动产品成了商品 ,而且

劳动力本身也成了商品。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社会

结合 ,是通过劳动力的买卖即资本家雇用工人的方

式实现的。工人作为雇佣劳动者 ,不是为自己的利

益而生产 ,而是为资本家的利益而生产 ,所以缺乏工

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工人参与生产活动的目的 ,

是为了获得劳动力的价值 ———工资 ,获得维持生存

所需要的物质资料。在生产过程中 ,工人为了维护

自己的经济利益 ,试图在工资给定的情况下尽可能

缩短工作日 ,或在工作日给定的情况下尽可能降低

工作努力的程度。作为资本的所有者 ,资本家是资

本主义生产的主体 ,他从事生产活动的目的 ,是为了

自己的经济利益 ,即获得剩余价值。为了占有尽可

能多的剩余价值 ,资本家试图在必要劳动时间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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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尽可能延长剩余劳动时间 ,或在工作日给

定的情况下尽可能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可见 ,在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工人和资本家的行为都明显地

具有经济人的特征。正因为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

利益博弈中 ,双方追求的都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所

以 ,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具有对抗

的性质。

二、新古典主义的消费理论

新古典主义把个人作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 ,对

个人的消费行为进行了全面的探究 ,提出了系统的

消费理论。新古典主义消费理论的内容十分广泛 ,

但限于本文的主题 ,这里只介绍其中最基本的部分。

(一)基数效用与序数效用

新古典经济学把效用看作商品满足人的欲望的

能力 ,或消费者消费商品时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

一种商品对消费者是否具有效用 ,取决于消费者是

否具有消费这种商品的欲望 ,以及这种商品是否具

有满足消费者欲望的能力。既然效用是消费者消费

商品时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 ,就有一个如何对这种

满足程度进行衡量的问题 ,即效用的度量问题。在

这个问题上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先后提出了基数

效用和序数效用的概念 ,并在此基础上 ,形成了分析

消费者行为的两种理论 :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

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 ,新古典经济学家普遍

使用基数效用的概念。他们认为 ,效用和长度、重量

等概念一样 ,也是可以具体衡量并加总求和的 ,具体

的效用量之间的比较是有意义的。基数效用论用来

表示效用大小的计量单位被称作“效用单位”。基数

效用论者将效用区分为总效用和边际效用。总效用

是消费者在一定时间内从一定数量的商品消费中所

获得的效用量的总和。边际效用是消费者在一定时

间内增加一单位商品的消费所获得的效用增量。根

据基数效用论 ,在一定时间内 ,在其他商品的消费数

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某种商品的边际效用随这种

商品消费量的增加而递减。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把

这种现象称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边际效用递减的

原因 ,可以是随着某种商品消费量的增加 ,从生理或

心理的角度看 ,消费者从增加的一单位商品消费中

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或对重复刺激的反应程度是逐

步递减的 ,也可以是当一种商品有多种用途时 ,消费

者总是根据这些用途的重要性 ,先将商品用于最重

要的用途 ,然后用于次要的用途 ,等等。基数效用论

者的基本结论是 ,消费者要在预算给定的情况下实

现效用的最大化 ,就必须不断调整各种商品的消费

量 ,直到他在所有商品上所花费的最后一元钱所带

来的边际效用正好相等为止。

20 世纪 30 年代后 ,新古典经济学家普遍使用

序数效用的概念来说明消费者的行为。在他们看

来 ,效用和美、丑、香、臭之类的概念相类似 ,效用的

大小是无法具体衡量的 ,效用之间的比较只能通过

顺序或等级来表示。而且 ,就分析消费者的行为来

说 ,用序数来度量效用的假定不依赖于一些被认为

是值得怀疑的心理假设 ,因而比用基数来度量效用

的假定所受到的限制要少。因此 ,序数效用论者提

出了消费者偏好的概念 ,以此代替基数效用论者的

“效用单位”概念。他们认为 ,消费者对各种不同商

品组合的偏好程度是有差别的 ,这种偏好程度的差

别可用来表示不同商品组合效用大小的差别。换句

话说 ,更强的偏好意味着更多的效用。尽管如此 ,新

古典经济学在实际应用方面并没有完全放弃基数效

用的概念 ,在一些重要研究领域 ,例如对不确定条件

下消费者行为的分析 ,就仍然运用基数效用的概念。

(二)预算集合

在新古典主义消费理论中 ,消费者的选择对象

被称为商品束 ,它是一个完整的商品和服务表。假

设消费者消费 n 种商品 (和服务) ,则可用向量 x =

(x1 ,x2 , ⋯,xn) 来表示商品束 ,它是 n 维欧氏空间第

一象限中的一点。可供选择的商品束的全体称为商

品空间 ,记为 Rn
+ 。消费者在自然约束下所选择的

商品束叫消费束 ,消费束的全体称为消费集合 ,记作

X。因此 ,消费集合是商品空间的一个子集 ,即 X Α
Rn

+ 。消费集合通常被假定为凸集 ,即对于 X中的任

何两个元素 x 和 y 及实数α(0 ≤α≤1) ,商品束z =

αx + (1 -α) y 也是消费集合 X中的一个元素。

消费者的选择除了受到自然约束外 ,还要受到

经济约束 ,即消费者只能选择他买得起的那些商品

束。如果消费者计划要花费的收入即预算为 m ,与

n 种商品相对应的价格向量为 p = (p1 ,p2 , ⋯,pn) ,那

么消费者受到的经济约束就可以用商品的价格和消

费者的收入来描述。消费者买得起的商品束是消费

集合中的一个元素 ,它满足 :

px ≤m

满足上述条件的商品束称为可行的商品束。可

行的商品束的全体称为预算集合 ,记作 B ,即 :

B = {x ∈X/ px ≤m}

当消费者要花费的收入 m > 0 时 ,上式定义的

预算集合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 ,它是凸集 ;第二 ,

它是有界集 ;第三 ,它是闭集。

(三)效用函数

如前所述 ,新古典经济学用偏好来描述消费者

对各种商品的需要程度或满足程度。所谓偏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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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就是一种排列关系。更正式地 ,定义在消费集

合 X 上的弱偏好关系记为 σ ,它表示 ,对 X 中的任

何两个商品束 x 和 y ,x σ y 表示 x 弱偏好于 y ,即 x

至少和 y 一样好。如果 x σ y 成立 ,但 y σ x 不成立 ,

则有 x : y ,它表示 x 严格偏好于 y ,即 x 比 y 要好。

如果 x σ y 和 y σ x 同时成立 ,则有 x～y ,它表示 x 和

y 无差异 ,即 x 和 y 一样好。

对于弱偏好关系 σ ,新古典主义通常假设它满

足两个基本公理 :

公理 1 (完全性) :对 X 中的任何两个商品束 x

和 y ,x σ y 和 y σ x 至少有一个成立。它表示 ,消费

者对消费集合中的任意两个商品束都可以进行排列

和比较。

公理 2 (传递性) :对 X 中的任意商品束 x、y 和

z ,如果 x σ y ,y σz ,则 x σz。它表示 ,如果 x 至少和 y

一样好 ,y 至少和 z 一样好 ,则 x 至少和 z 一样好。

满足上述两个公理的偏好称为理性偏好。但为

了进一步分析的需要 ,西方学者还提出了关于偏好

的其他公理 ,主要包括 :

公理 3 (连续性) :对 X 中的任何商品束 ,集合

{x/ x σ y}和{x/ y σ x}都是闭集。它表示 ,如果有一

收敛于 x 3 的商品束序列 ,该序列中的所有商品束都

至少和 y 一样好 ,则极限 x 3 也至少和 y 一样好。

公理 4 (强单调性) :对 X中的任何两个商品束 x

和 y ,如果 x σ y ,且 x ≠y ,则 x : y。它表示 ,商品都是

“好的”东西 ,“多多益善”。

公理 5 (局部不饱和性) :对 X中的任何商品束 x

和ε> 0 ,存在商品束 y ∈X 满足| x - y| <ε,使得 y :
x。它表示 ,消费者即使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

选择 ,也可以做出更好的选择。

公理 6 (严格凸性) :对 X 中的任意商品束 x、y

和 z ,其中 x ≠y ,如果 x σ z ,y σ z ,则对于 0 < t < 1 ,有

tx + (1 - t) y : z 成立。它表示 ,如果两个商品束 x 和

y 至少和 z 一样好 ,那么它们的加权平均值比 z 好。

消费者偏好可用效用函数来描述。设 σ是定义

在消费集合 X中的偏好关系 ,则称函数 u :X ΑRn
+ →

R 是表示偏好关系 σ的效用函数 ,如果对于 X 中的

任意两个商品束 x 和 y ,x σ y 当且仅当 u (x) ≥u (y) 。

这个定义对于严格偏好关系 : 和无差异关系～也是

适用的。新古典主义还提供了对效用函数存在性的

证明 :如果定义在消费集合 X 中的偏好关系 σ满足

公理 1 至公理 3 ,则存在反映这种偏好关系的连续

的效用函数。

(四)效用最大化的条件

新古典经济学以经济人作为基本假设 ,认为个

人选择问题可以表述为 :决策者在一定约束下做出

决策 ,以使其目标值达到最大。对消费者来说 ,这一

问题可具体化为 :在预算集合中选择一个商品束 ,以

使描述其偏好的效用函数达到最大值。消费者的选

择问题可用数学模型表示如下 :

max 　u (x)

s. t . 　x ∈B

这个模型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 : (1)模型是否有

解 ? (2)如果模型有解 ,它的解是否唯一 ? (3) 如何

求出模型的解 ?

先看第一个问题。根据前面的论述 ,第一 ,在收

入 m > 0 和所有商品价格均为既定且大于零的情况

下 ,消费者的预算集合为有界集 ;第二 ,假设上述模

型中的效用函数所表示的偏好满足公理 1 至公理

3 ,则存在反映这种偏好关系的连续的效用函数。于

是 ,根据数学规划中的一个重要结论 ,如果模型中的

预算集合为有界闭集 ,且效用函数连续 ,则模型的解

存在。

至于第二个问题 ,注意到消费者的预算集合为

凸集 ,因此有以下结论 :如果模型中的效用函数为严

格凹函数 ,且模型有解 x 3 ,则 x 3 为模型的唯一解。

再看第三个问题。如果模型中的效用函数满足

局部非饱和性或强单调性公理 ,则模型的解 x 3 一定

位于预算集合的边界上。在满足局部非饱和性假定

的情况下 ,上述模型又可转化为 :

max 　u (x)

s. t . 　px = m

这里的 m ,是消费者计划要花掉的收入 ,即其预

算。该模型的解可用一阶条件求出。首先 ,构造该

模型的拉格朗日函数 :L = u(x) +λ(m - px) 。其中 ,λ

为拉格朗日乘子。上述模型的一阶条件为 :
5u
5xi

=

λp i ,由此可得 :
5u/ 5xi

5u/ 5xj
=

p i

p j
(i ,j = 1 ,2 , ⋯,n) 。

这就是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它表示 ,消费者

要在预算给定的情况下实现效用最大化 ,就必须不

断调整各种商品的消费量 ,直到任何两种商品 i 和 j

之间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它们的价格之比。上述条件

还可改写成另一种形式 :
5u/ 5xi

p i
=

5u/ 5xj

p j
( i , j = 1 ,

2 , ⋯,n) 。它表示 ,消费者要在预算给定的情况下实

现效用最大化 ,就必须不断调整各种商品的消费量 ,

直到他在任何两种商品上所花费的最后一元钱所带

来的边际效用正好相等为止。

新古典经济学还讨论了效用最大化的二阶条

件 ,并认为 ,要使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和二阶条件

同时得到满足 ,则模型中的效用函数必须为二阶连

续可微的严格拟凹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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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克思主义与新古典主
义消费理论的比较与综合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 ,马克思主义和新古

典主义的消费理论尽管形式上很不相同 ,但从其内

容来看 ,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综合的。下面从三个

方面对此进行说明。

(一)效用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消费理论都对效用

的性质进行了论述 ,不过二者观察效用的角度是不

同的。马克思主义把效用看作商品的一个因素 ,看

作商品满足人的需要或欲望的属性。新古典主义则

把效用看作商品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 ,或消费者消

费商品时所感受到的主观满足。当马克思主义把效

用看作商品满足人的欲望的属性时 ,它看到的是效

用的客观内容 ;当新古典主义把效用看作人消费商

品时所感受的主观满足时 ,它看到的是效用的主观

形式。这种不同的观察角度不仅不相互排斥 ,而且

是相互补充的。事实上 ,商品满足人的客观属性和

人消费商品时的主观满足 ,都只存在于人与物、消费

的主体与客体之间消费与被消费的关系之中。离开

了这种关系 ,商品满足人的欲望的属性和人消费商

品得到的主观满足 ,都是不存在的 ,或者是没有意义

的。所以 ,效用从内容上看是商品满足人的欲望的

能力 ,从形式上看是人消费商品时得到的满足感 ,从

本质上看则是人与物之间消费与被消费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不仅论述了不同商品效用的异质

性 ,认为不同商品可以满足人的不同需要 ,而且论述

了不同商品效用的同质性 ,认为所有商品都具有满

足人的欲望的属性。新古典主义对抽象效用的肯定

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抽象的效用具有十分重要的实

际意义。

第一 ,单个消费者在购买和消费一种商品时 ,的

确只对该种商品的具体用途感兴趣 ,即只关注效用

的质。但是 ,另一方面 ,消费者的购买和消费行为显

然要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 :消费者在任何时期的支

出始终是个既定的货币额。面对一定的预算约束 ,

他必须在不同商品之间做出选择 :购买哪些商品 ,各

种商品购买多少。新古典主义的研究成就表明 ,在

支出的货币额给定的情况下 ,消费者倾向于选择能

使总效用达到最大的商品组合 ;在总效用给定的情

况下 ,消费者倾向于选择能使货币支出达到最小的

商品组合。在做出这种选择时 ,消费者所关心的显

然不是效用的性质如何 ,而是效用总量的大小。而

在比较效用量的大小时 ,消费者所考虑的显然不是

具体的效用 ,而是抽象的效用。因此 ,对消费者来

说 ,抽象效用不是单纯思维的产物 ,而是一个具有实

际意义的客观存在。

第二 ,从消费的角度看 ,社会是由消费者构成

的 ,是所有消费者的总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 ,社会

财富不得不采取商品的形式。因此 ,衡量社会财富

的多少 ,可以有三个不同的维度。一是从实物的角

度 ,直接计算各种商品的数量。这种方法的优点是

可以得出准确的计算结果 ,缺点是不能计算出全部

商品的总量 ,即存在“加总”问题。二是从价值的角

度 ,计算商品的价值总额。这种方法虽然可以解决

上述“加总”问题 ,但也存在明显的缺点 :同样数量的

商品 ,在市场供求状况不同的情况下 ,计算所得的价

值总额是不同的。三是计算全部商品的效用总量。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一个社会所拥有的资源是

稀缺的 ,为了经济地使用资源 ,实现社会总福利最大

化 ,有必要撇开商品的特殊形态和效用的具体性质 ,

根据抽象效用的大小来确定各种物品生产上所必须

配置的资源数量。因此 ,抽象效用不仅对个别消费

者有重要意义 ,而且对整个社会也是很有意义的。

(二)效用的度量

马克思主义论述了不同商品效用的同质性 ,认

为不同商品的效用是可以相互衡量、相互比较的。

新古典主义的消费理论同样认为商品的效用是可以

衡量的。但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效用属于基数效用 ,

新古典主义所说的效用则包括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

两种形式。如前所述 ,效用本质上是人与物之间的

关系 ,它只存在于人与物的关系之中。因此 ,效用的

大小必须根据这种关系来决定。这说明 ,效用的大

小不仅与商品本身的物质属性有关 ,而且与消费者

消费商品时的生理和心理状况有关。效用决定上的

这一特点表明 ,效用的衡量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在这方面 ,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各有其长处和

短处 ,在实际运用上可以相互补充。只是用序数衡

量效用所需要的信息相对少一些 ,所以 ,用序数衡量

效用要比用基数衡量效用来得容易。不过 ,也正是

由于序数效用分析所需要的信息比较少 ,所以 ,它在

实际运用方面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 ,在分析不

确定条件下的消费决策时 ,使用序数效用的概念就

比较困难。

此外 ,效用的社会加总是效用理论所必须解决

的一个问题。从理论上说 ,社会是所有消费者的集

合 ,社会福利应该是所有消费者个人福利的总和。

但进一步的问题是 ,如果福利可由抽象效用来表示 ,

那么 ,能否通过将个人福利加总的办法求得社会的

总福利 ? 如果运用序数效用分析法 ,就只能得出否

定的答案。而运用基数效用分析法 ,就可以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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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解决这个问题。如前所述 ,物品的效用是在人消

费物品的关系中产生的 ,所以 ,物品效用的大小必须

在这种关系中被决定。在大多数情况下 ,对物品的

消费是由个人分散进行的。而以公共方式消费的物

品的总效用 ,也只能根据其对个人的效用来求得。

在上述两种场合 ,都有一个如何表示个人效用 ,并将

个人效用“加总”的问题。采用基数效用分析法 ,就

可解决这个问题。假设社会由 A 和 B 两个人构成 ,

他们只消费 X1 和 X2 两种商品。A 消费一定量 X1

商品的总效用为 X1a单位 ,消费一定量 X2 商品的总

效用为 X2a单位 ;B 消费一定量 X1 商品的总效用为

X1b单位 ,消费一定量 X2 商品的总效用为 X2b单位。

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 ,消费者消费商品时所

获得的效用量 ,可以通过自我报告式的问卷法来求

得。这样 ,如果 A 和B 对社会同样重要 ,则全社会消

费 X1 和 X2 所得的总效用就为 : TU = [ (X1a + X1b) +

(X2a + X2b) ]单位。一般地 ,如果社会由 N 个人构

成 ,并且消费 M 种商品 ,则社会的总效用不难通过

同样的方法求得 : TU = ( X11 + X12 + ⋯ + Xln ) +

( X21 + X22 + ⋯ + X2n ) + ⋯ + ( Xm1 + Xm2 + ⋯ +

XmN) = ∑∑Xij。这说明 ,用一定的效用单位表示和

衡量个人效用 ,并通过将个人效用“加总”的方法求

得社会总效用是完全可行的。�µξ

(三)消费行为的阶级差别

如前所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分析了一般

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者行为的理性特征 ,而且

分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资本家和工人行为

的理性特征 ,因而事实上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新

古典主义不仅对一般的经济人概念进行了系统的分

析 ,而且对消费者的理性消费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它不仅提出了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模型 ,而且

对这个模型的解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说明了消费者

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 :消费者要在预算给定的情

况下实现效用最大化 ,就必须不断调整各种商品的

消费量 ,直到他在所有商品上所花费的最后一元钱

所带来的边际效用正好相等为止。

新古典消费模型的一个重大缺陷 ,是没有对消

费者的行为进行阶级分析。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阶

级分析法引入新古典消费理论 ,就可以更好地解释

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 ,不同阶

级之间的收入差别最终要通过消费方面的差别体现

出来。如果把收入很高的人称为富人 ,收入很低的

人称为穷人 ,那么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别最终会体

现在他们在消费方面的差别上。这种差别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满足欲望的范围的差别。消费的目的是

为了满足欲望或需要 ,而需要又是多种多样的。这

些需要按层次进行分类 ,可以分为生存的需要、享受

的需要和发展的需要三种基本类型。富人收入中用

于消费的部分足以满足富人的全部需要 ,而穷人的

全部收入往往只能用于满足穷人最基本的生存需

要。换句话说 ,富人和穷人的效用函数所包含的产

品范围是不同的 :富人效用函数包含的产品范围很

大 ,而穷人效用函数所包含的产品范围很小。

第二 ,欲望满足程度的差别。根据新古典消费

理论 ,消费者要实现给定收入下的效用最大化 ,必须

不断调整商品的购买量 ,直到他在各种商品上花费

的最后一元钱的边际效用相等为止。但对于富人和

穷人来说 ,这一结果显然具有不同的意义。对富人

来说 ,由于其收入可以充分满足其消费欲望 ,因此 ,

富人选择的最优商品组合 ,可使其在各种商品上花

费的最后一元钱的边际效用相等 ,且等于零。换句

话说 ,对于富人 ,有 :
MU1

P1
=

MU2

P2
= ⋯=

MUN

PN
= 0。这

意味着富人只有在各种具体欲望均得到完全满足时

才停止消费。而对穷人来说 ,由于其收入不能完全

满足其欲望 ,因此 ,穷人选择的最优商品组合 ,只能

使其停留在各种商品上花费的最后一元钱的边际效

用相等 ,且大于零。换句话说 ,对于穷人 ,有 :
MU1

P1
=

MU2

P2
= ⋯=

MUN

PN
> 0。这意味着穷人不得不在各种

具体欲望均未得到完全满足之时就停止消费。

第三 ,储蓄水平的差别。根据新古典消费理论 ,

消费者的行为必须满足预算约束 ,即必须满足 px ≤

m。在局部非饱和性假设下 ,消费者的预算约束可

改写为 :px = m。这里的 m ,是消费者计划要花费的

收入。这个条件对富人和穷人同样具有不同的意

义。因为富人的收入特别高 ,在用于消费之后 ,还有

相当多的剩余 ,所以对富人来说 ,有 :px = m < Y。这

里的 Y表示消费者的全部收入。也就是说 ,富人计

划要花费的收入小于其全部收入 ,故富人有大量的

储蓄。而穷人的收入水平是如此之低 ,以至于必须

全部用于消费 ,所以对穷人来说 ,有 px = m = Y。换

句话说 ,穷人计划要花费的收入等于其全部收入 ,故

穷人基本上是没有储蓄的。

第四 ,欲望类型的差别。如前所述 ,穷人必须在

各种生活需要得到完全满足之前就停止消费。因

此 ,穷人除了消费方面的欲望外 ,不可能再有其他的

欲望。富人的欲望就不同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

点 ,人的欲望除消费欲望外 ,还有一种重要的欲望 ,

即占有财富的欲望。如果说 ,人的消费欲望要受到

时间和消费能力的限制 ,因而是有限的 ,是能够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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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的 ,那么人对财富的占有欲望则可以不受任何

限制。因为富人对较多的财富的偏好胜过对较少的

财富的偏好 ,即对财富的偏好具有强单调性 ,因此 ,

富人拥有的财富再多 ,也仍然是有限的、可以继续增

加的。所以 ,富人对财富占有的欲望是无限的、永远

无法得到满足的 ,因而富人积累财富的行为也是永

无止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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