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评论 年第 期

经济学中的均衡与失衡概念当议

杨再平 屠志强

均衡与失衡是经济学中一对 常 用 的 概

念
,

也是需要进一步加 以阐释和 明确界定的

一对概念
。

本文试就这一对概念提出一种当

议
。

一
、

经济均衡与经济规律

经济学中的均衡概念
,

原本是从物理学

引伸过来的
。

物理学意义上的均衡概念
,

指

的是当作用于某一系统运行的诸种对立力量

处于均势 时
,

该系统所呈现的运行状态
。

当

作用于某一系统运行的诸种对立力量处于均

势时
,

其作用力正好相互抵消
,

其净作用力

为零
,

于是系统运行的既定状态便没有改变

的力量和倾向
。

依照物理学的基本原理
,

作

用于某一系统运行的诸种对立力量是一定要

向某种均势逼近的
,

而且只有当诸种对立力

量达到某种均势 时
,

其运动才会相对静止下

来
,

从而系统的运行状态才 会 相 对 静止下

来
,

亦即得 以维持和巩固下来
。

由以上的阐述可知
,

所谓均 衡 实 际 上

就是体现某种规律的系统运行状态
。

因为只

有规律才是复杂多变的
“

现象中巩固的 保

存着的 东西
” ,

才是
“

现象中 同 一 的 东

西
” ,

才是
“

本质的现象
” 。

①从这种意义上

讲
,

经济学从物理学引进均衡这一概念
,

就

不是一个简单概念的引进
,

而是一种重要的

研究方法的引进
。

这种研究方法就是
,

在复

杂多变的系统运行状态中
,

必须抓住体现规

律性的运行状态
,

这就是所谓的均衡状态
。

通常认为
,

经济学中的均衡概念
,

是由

一般均衡论的创立者瓦尔拉和局部均衡的创

立者马歇尔首先引进的
。

其实不然
。

根据本

文作者已故的导师曾启贤先生生前所作的考

证
,

在瓦尔拉和马歇尔之前
,

法国经济家古

尔诺
· ,

一 年 实际

上就 已暗含地创立 了经济均衡的概 念
。

②

世纪中期
,

古尔诺在分析需求
、

价格和收入

的关系时指出 求取最大收入的状态是经济

系统 自动地寻求
、

自动地保持并力求巩固的

运行状态
。

这实际上就是暗含的经济均衡概

念
。

这种均衡概念
,

与以上所述的物理学意

义上的均衡概念是很接近的
。

然而
,

由于古尔诺毕竟只是暗含地创立

了经济均衡的概念
,

而并没有冠之 以经济均

衡的名称
,

所 以他的经济均衡概念也就不象

后来瓦尔拉和马歇尔的经济均衡概念那样流

行
。

而后来在经济中流行的瓦尔拉和马歇尔

的均衡概念
,

与物理学意义上原本的均衡概

念又并不完全一致
。

二
、

经济均衡与最优经济境界

无论是瓦尔拉的一般均衡
,

还是马歇尔

的均衡概念
,

都是就市场系统的运行状态而

言的
。

而体现市场系统运行状态的
,

又主要

是市场上商品供求量及其价格 的 变 化
。

因

此
,

无论是瓦尔拉的一般均衡
,

还是马歇尔

的局部均衡概念
,

都是就市场上商品供求量

及其价格的变化而言的
。

瓦尔拉的一般均衡论所假定的基本前提

是 一种商品的需求和供给量不仅取决于该

商品的价格
,

也取决于其他商品 替代品或

补充品 的价格
,

就是说
,

一种商品的需求



和供给量不仅是其本身价格的函数
,

而且是

整个价格体系的函数 二 , , ,

⋯

。 , , ,

⋯
, 。

因此
,

某

种商品的供求量不能孤立地被决定
,

必须和

其他商品的供求及其价格联合决定
。

当整个

价格体系恰好使所有的商品供求在相等时
,

市场就达到了一般均衡
。

瓦尔拉的一般均衡试图证明的基本结论

是 完全竞争的市场体系是一个精巧的运行

装置
,

甚至近乎于一个有规律的天体结构
。

在这里
,

任何一种商品的供求量及其价格都

将收敛于其所谓供求一致的均衡 各种商品

包括货币 加在一起
,

不可能存在超额的

需求
,

也不可能存在超额的供给
,

即兄

、 ,

或 一 乙 ,

这一 公

式通常就是所谓瓦尔拉一般均衡的表达式
。

瓦尔拉本人是这样来证明其 均 衡 过 程

的 他认为
,

给定某些前提条件
,

市场就可

以通过一种所谓的
“

试探过程
”

来
“

感受
”

和
“

摸索
”

它达到均衡的途径
。

他假定
,

有

一位拍卖人首先喊 出一组价格
,

如果此时供

求不等
,

他就修正 自己的喊价 降低供大于

求的商品的价格
,

提高供小于求的商品的价

格
,

⋯ ⋯直到最后喊 出均衡价格 另一方面
,

除拍卖人外的所有交易人都是价格接受者
,

在整个
“

试探过程
”

中
,

他们都不打算把价

格固定下来
,

而只在均衡价格建立 以后才开

始成交
。

这就是瓦尔拉模型 中达到均衡的基

本结构
。

在他 以及后来的一些市场均衡论者

看来
,

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就具备这样的结

构
。

所 以只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
,

其运行就

能够并总是收敛于他所谓的一般均衡状态
。

马歇尔的均衡论
,

是以局部均衡分析为

特征的
。

局部均衡论是相对于一般均衡论而

言的
。

它在分析一种商品的供求及其价格的

变化时
,

总是假定其他条件不变
,

即假定一

种商品的供求只决定于它本身的价格水平
,

其价格又只决定于它本身的供求状况而不受

其他商品的价格及其供求的影响
。

因此其均

衡就是局部性的
。

不过需要指出
,

所谓局部均衡论
,

只是

在分析方法上不 同于一般均衡论
。

就其结论

性的观点而言
,

前者并不否认后者
,

即并不

否认所谓一般均衡状态的存在
。

正如熊彼特

所指 出的 马歇尔虽然在最显著 的 地 位 上
“

是采用比较方便的局部均衡分析
” ,

但总的

来看
,

他还是
“

抓着了全面均衡观念
”

的
。

③

为什么要采取局部分析法呢 马歇尔本

人解释说
,

经济现象非常复杂
,

如果把所有的

变化一次全部加 以研究
,

那是很 困难的
。

所 以

他主张把一个复杂的系统分成几部分
,

一次

研究一部分
,

最后把它的局部解决综合成整

个问题或多或少的全面解决
。

而在把问题分

成几部分时
,

要把那些一出现就不方便的干

扰因素暂时搁置在所谓
“

其他条件不变
”

这

一范围之 内
。

他写道
“

某些趋势的研究是

在其他条件不变这一假设 的基础上进行的
,

其他趋势的存在并不否认
,

但它们的干扰作

用是暂时予 以忽略的
。

这样
,

问题搞得愈小
,

对它的处理就愈能精确
,

但是它和现实生活

也就愈不符合
。

不过
,

每次精确地处理一个小

问题
,

有助于处理包含它的那些大 问题
,

而

这种处理比在其他情况下要精确得多
” 。

④

总之依照瓦尔拉和马歇尔 尔 的 均 衡决

定
,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体系 中
,

各种商品的

供求量及其价格水平的变化总是收敛于供求

一致的
。

当供求不一致时
,

总有某种力量在

背后推动供求量和价格水平发生某种变化
,

而当供求达于一致时
,

供求量及其价格就没

有再变动的力量和倾向
。

这样一来
,

所谓市

场均衡
,

实际上也就被界定为市场运行的两

个状态变量
,

供给和需求的均势了
。

正是这

种均衡概念
,

在 以后的经济学中
,

就成为流

行的
、

标准的
、

甚至天经地义的市场均衡概

念
。

相对于整个市场体系的运行而言
,

它通

常就被冠之 以
“

瓦尔拉一般均衡
” 。

瓦尔拉一般均衡又有静态与动态之分
。

静态的瓦尔拉一般均衡
,

撇开从非均衡到均



衡的时间调整过程
,

假设这种过程是瞬间完

成的
,

因而假定所谓供求一致不 仅 处 处 存

在
,

而且时时存在
。

动态的瓦 尔 拉 一 般均

衡
,

则关注从非均衡到均衡的时 间 调 整 过

程
,

因而并不假定供求时时处处为一致
,

只

是假定市场体系是趋于或收敛于供求一致
。

按照假定
,

市场体系的运行是应该收敛

于瓦尔拉一般均衡的 或者说
,

只有瓦尔拉

一般均衡才是市场运行的规律性 体 现
。

然

而
,

在现实经济中
,

真正的瓦 尔 拉 一 般均

衡
,

包括静态和动态的瓦尔拉一般均衡
,

却

非常少见
,

倒是相对于 瓦尔拉一般均衡而言

的某些失衡或者
“

例外
”

的状态 却 更 为 常

见
。

例如
,

在资本主义的劳动市场上就总是

存在着持续的不均衡
,

存在着非 自愿失业

在其商品市场上在某些时候也持续地存在供

过于求
,

或有效需求不足
,

从而产生宏观上

的失衡
。

凡此种种
,

都是瓦尔拉一般均衡所

不能圆满地加 以解释的
。

何以比如呢 原来所谓瓦尔拉一般均衡

所假定的供求一致
,

只是市场运行的一种可

能的均衡状态
,

并不是市场均衡的条件
,

也

不是市场运行唯一的均衡状态
。

然而在流行

的市场均衡概念中
,

供求一致被假定为市场

均衡的唯一条件
,

进而又被假定为市场均衡

的唯一状态
。

由此可见
,

在流行
·

的市场均衡

概念中
,

有一个要害性的误点
,

这就是 把

经济运行的某些状态变量处于某种均势 当作

均衡的条件
,

进而又 当作唯一的均衡状态
。

这

种均衡概念
,

就与原本物理学意义的均衡概

念不一致了
。

如前所述
,

物理学意义上某一系

统运行的均衡条件
,

就是作用于该系统运行
·

的诸种对立的力量处于均势
。

很显然
,

作用

于某一系统的诸种对立的力量处于均势
,

与

系统运行的某些状态变量处于某种均势是风

马牛不相及的
。

流行的市场均衡概念不能圆

满地解释流行的市场运行的真实状态
,

原因

就在于其中流行着 以上所述的要害性误点
。

经济运行的某些状态变量处 于 某 种 均

势
,

并不就是经济运行均衡的条件
,

从而也

并不就是经济运行的唯一的均衡状态
,

而只

是一种可能的均衡状态
。

所以
,

在 当代西方

经济学中
,

假定供求处处处于均衡的瓦尔拉

一般均衡
,

就被界定为狭义的市场均衡
,

而

偏离此种均势但又得以维持和巩固的状态就

被称为广义的 市 场 均 衡
,

或非瓦尔拉一般

均衡
。

很显然
,

‘

相对于狭义的市场均衡
,

亦

即相对于 瓦尔拉一般均衡而言
,

所有供求不

一致的市场运行状态都是失衡的
,

例外的

而相对于广义的市场均衡而言
,

只 要 此 种
“

失衡
”

或
“

例外
”

是周而复始地出现或持

续性地存在的
,

则也是均衡的
,

只是未均衡

于瓦尔拉 一般均衡
。

正因为瓦尔拉一般均衡是一种狭义的市

场均衡概念
,

所以在现实中
,

夭量存在的就

不是瓦尔拉一般均衡
,

而是属于广义的均衡

的非瓦尔拉一般均衡
。

只不过
,

由于瓦尔拉

一般均衡 已经是流行的被 当作标准化的
、

甚

至被 当作天经地义的市场均衡概念
,

因而后

者往往还是被称为市场运行的失衡
。

瓦尔拉一般均衡
,

作为一种狭义的市场

均衡概念
,

之所以如此流行
,

如 此 根 深 蒂

固
,

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
,

这种狭义的市场

均衡概念实际上就是一种理想化的市场均衡

概念
。

自瓦尔拉之后流行的经济均衡概念
,

实际上都只是某种理想化的经济运行状态的

概括
。

传统的均衡分析所描述的常常都只是

经济运行的某种理想境界
,

或者 某 种 完 美

性
。

这样一来
,

所谓经济均衡实际上就成了

最优经济境界的同义语
。

三
、

两种经济均衡概念与两步经济分析

方法

这里须要指 出的是
,

所谓理想化的均衡

概念
,

虽然是不现实的
,

或者是 条 件 苛 刻

的
,

但于经济分析却仍然是很重要的
。

这就

是 以理想化的经济均衡为参考系
,

才可以

判定和分析现实中的经济运行的基本状态

才可以判定和分析现实中的经济运行在何种



方向上
,

在多大的程度上
,

以何种方式偏离

了理想化的经济均衡
。

正因为如此
,

所 以流

行的经济均衡对于经济分析就仍然具有方法

论上的意义
。

首先设定某种理想化的系统运行的均衡

状态
,

然后再展开分析
,

这在 自然科学的研

究中是常用的方法
。

这种研究方法通常被称

为理想化方法
。

例如
,

在物理学中
,

质量集

中在一点的理想质点
,

在外力作用下不会发

生任何形变的理想刚体
,

没有粘滞性
,

不可

压缩的理想流体
,

其分子本身为没有大小的

质点
、

分子间没有相互作用力的理想气体

在化学中
,

其溶质与溶剂混合时既不放热也

不吸热的理想溶液 在生物学中
,

没有任何

组织分化特征的理想细胞
,

显然都是理想化

的系统运行的均衡状态
。

再如
,

有关气体运

行的波义耳一马略特定律
、

盖
、

吕萨克定律

和查理定律
,

都是在压强不太大
、

温度不太

低的条件下才能成 立的
,

其实只有理想气体

才严格遵守这些定律 当压强很大
、

温度很

低时
,

气体的运行就会偏离理想化的均衡状

态
,

后者又刚好是现实 中常见的情况
。

自然科学研究中常用的所 谓理想化方法

对经济科学的研究显然 也是适用的
。

所 以
,

在分析经济运行时
,

我们不妨仍沿用流行的

经济均衡概念
,

以理想化的经济运行状态作

为均衡的标准
,

作为参考系
,

去检验现实中

的经济运行状态
。

这样一来
,

所有偏离理想化

均衡的经济运行状态
,

都仍将被判定为
“

失

衡
” 。

只是须要概念上 明确
,

这种经济
“

失衡
”

是相对于理想化的狭义的经济均衡而言的
。

假若某些
“

失衡
”

在现实 中是经常出现
,

持

续存在
,

并得 以巩固
,

则此种
“

失衡
”

在本质

上也是均衡的
,

亦即属于广义均衡的范畴
。

在明确了流行的经济均衡概念
,

亦即理

想化的经济均衡概念在方法论上 的 意 义 之

后
,

又有必要明确 在经济研究中
,

最值得

探讨的
,

并不是理想化的经济均衡标准
,

而

是现实中经常出现
,

持续存在并得 以巩固的

那些偏离理想化的经济均衡标准的所谓经济

运行的
“

失衡
”

状态
。

经济研究 的 重 要 任

务
,

就是要发现各种各样属于广义均衡的经

济运行的
“

失衡
”

状态
,

就是要解析现实中

属于广义均衡的经济运行在何种方向上
,

在

多大的程度上
,

以何种方式偏离了所谓理想

化的经济均衡 的标准
。

上述经济分析方法
,

就是与两种经济均

衡概念相对应的
“

两步经济分析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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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
,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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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第 页 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

不能成为我 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
,

当

代西方经济学也不能成为我 国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指导思想 但同时也表明
,

一定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

坚决地实行改革开放政

策
,

大胆地吸取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成果
。

不言而喻
,

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
一朝一夕就可以建立起来并臻于完善的

,

也

不可能由一本书提供
“

万能的操作程序
” 。

本书虽然具有上述特点或优点
,

虽然研究深

入
,

分析中肯
,

论据充分
,

有较 强 的 说 服

力
,

在一系列问题上有独特之处 或 具 有 创

见
,

但由于所涉猎的问题
,

许多是社会主义

发展史上未曾有过的
,

甚至一些概念还难以

界定
,

社会主义经济的许多问题
,

包括国际

收支与国内收支问题
,

是需要众多的人进一

步大力研究的
,

我希望本书的出版
,

有助于
引起人们对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

更广泛的关注
,

更深入的探讨
,

以推动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

迅速更健全的发展
。

责任编辑 徐云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