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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剩余的一种数学表述
’

杨晓荔

(西昌学院 经济管理系
,

西 昌 四川 6巧 0 13)

[摘 要 ] 本人在教学过程 中
,

对消费者剩余进行思考
,

给出另一种数学表述
,

得到一个消费者剩

余的数学表达式
:
氏

二 E [ p ( q
` ,

o
`

少
一

oP ]

【关键词 】 消费者剩余 ; 价格 ; 数学期望 ;

[中图分类号 ] F 2 2 4 1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一6 7 3
一

15 9 1 ( 2 0 0 6 ) 0 1
一

0 1 14
一

0 2

人们常有这样的体验
,

当上街购物时
,

看见一件

自己称心如意的商品
,

心里想
,

如果它的价格在 X

元以下就买下
。

如果价格为 X 一 a
(O a< X< )元

,

刚

好在自己的期望范围
,

经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以 x 一 b

(
a

b< X< ) 元成交
。

此时
,

消费者感到满足
,

物品的

购人比自己愿意付出的少了 b 元
。

经济学中
,

把这个

差额称为消费者剩余
,

用来解释一些经济现象
。

消费者剩余是
“

消费者愿意对某物品所支付的

价格与他实际支付的价格的差额
。 ”

消费者从消费

某种物品中所得到的满足程度称之为效用
。

消费者

消费某种物品获得的满足程度越高
,

效用就越大
,

满足程度越低
,

效用就越小
。

如果感到痛苦
,

那就是

负效用 了
。

该物品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决定了消费

者的支付意愿
,

对某消费者而言
,

他愿意付出的价

格取决于他对该物品效用的评价和消费的数量
。

效

用越大
,

愿意支付的价格越高
,

消费的数量越多
,

愿

意支付的价格越低
。

消费者消费某物品的消费量每增加一单位所增

加的满足程度称之为边际效用
。

通过对消费者消费

某种物品时
,

随着消费数量的增加
,

消费者生理和心

理所发生变化的分析
,

得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 随着

消费者对某种物品消费量的增加
,

他从该物品连续

增加的消费单位中所得到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

也

就是说
,

随着消费数量的增加
,

消费者对连续消费增

加的单位物品所愿意支付的价格是逐渐降低的
。

例

如
,

饥饿的人吃第一个面包
、

第二个面包
、

第三个面

包 … 的过程中
,

其生理和心理反映都是不同的
,

满

足程度逐渐降低
。

数学作为一种工具
,

常用来表示经济理论
。

消费者剩余有如下表示法
:

设消费者愿意付出的价格为 P 需求量为 Q
,

则需求函数为
:

P =

议 )Q 这是一减函数
。

CSE

份P
设市场价格为 P

’ ,

某消费者购买数量为 Q
’ ,

消费者剩余为 C S
,

那么
:

sC 二产 (D 创 d Q 一
P’ Q’

其中 P
’ = D ( Q

’

)

这个公式仅反映 了某 消费者在重复消费某一

物品中
,

所呈现的心理现象
。

但在现实生活中
,

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主要通过

购物数量来体现
。

一般而言
,

消费者购物所支付的

价格是由整个市场的供需关系决定的
,

不以某消费

Q
带

者的愿望为转移
,

消费者个体的购物
,

仅占市场上一

个微不足道的比例
,

无法影响市场价格
。

市场价格

相对固定
,

是由生产企业或商业企业按照其销售策

略和市场情况来确定的
。

显然
,

由于每一个消费者

对某物品的效用评价不同
,

愿意支付的价格和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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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不同
,

消费者剩余也不同
,

笔者试作用平均水

平来表示某商品的消费者剩余 Cs 。

从而用消费者剩

余反映消费群体在消费某物品中的满足程度
,

可以

作为反映市场的一个指标
。

设某种商品的总销售量为 Q
,

市场价格为 0P
,

第

i 位消费者购物数量为 q
l ,

效用评价为 e
i ,

愿意支付

的价格为 p ( q i ,

0
`

)
,

我们用 sC 来表示平均消费者剩

余
,

则
:

k

设随机变量 心
= {x j = q ;

}

则
: P {乙

= x i

}
=

鲁 ( i 二 1
.

2… k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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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k 表示购物的次数

显然
:

Q
=

艺
q i

一一工Q
`

艺
ù、

q 、
全 0

调查结果如下表
:

阵一七

0 `
令

`

即 e s 二 E [p ( q i ,

a `

) 一 p。
]

我们也可以把 C s
称为消费者剩余期望

当C S
0< 时

,

消费者拥有不满足感
,

购买积极性

极低 ; 此时
,

企业应分析具体情况
,

调整定价策略或

改善商品品质
,

提高效用
。

当 C s = O 时
,

消费者无额外满足感也无不满足

感 ;此时
,

企业应调整产品结构
,

推陈出新
。

当 C>s 0 时
,

消费者拥有额外满足感
,

购买积极

性高
。

此时
,

企业应抓住商机
,

实现双赢
。

举例
:
假设某企业为了解在 目前的价位 0P =

20

时
,

消费者消费某物品的满意程度
。

通过抽样调查

分析得到

p ( q i ,

a i

)
= 3 o e

i 一 q
,

6一354一16一.52一50一2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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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计算可得
:

qqq iii q王王 q 222
中中 q咚咚 q 555 q 666

ppp ( q i

))) 0
.

12 555 0
.

4 1777 0
.

0 2 555 0
.

13 333 0
.

0 0 888 0
.

2 9 222

ppp ( q * ,

o
j

))) 3 000 1000 2 777 2 999 2 999 2 555

所以
,

C s 二 E [ p ( q i ,

0
1

) 一 p。
] 二 一 0

.

0 16

说明消费者拥有不满足感
,

如果有替代品
,

就可

能转向购买
,

企业应考虑对大客户实行价格优惠
。

结论
:
消费者剩余可用cs

二
lE p阿

,

0)t 一和〕表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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