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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消费需求曲线假设争论意义进行回顾，根据人所具有的物质和精神两种基本商品属性需

要对商品功能效用需求进行分类说明；从社会学视角，通过牦牛肉的价格变动事例，针对不同收入阶层群体

面对商品价格变动产生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进行效用需求解释：消费者的商品效用需求选择，是由生产者

的产品功能品质价值创造、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差异和社会阶层区隔共同作用，在阶层层面上的效用需求具有

数量趋多性（基数效用）、在空间结构上具有品质趋优性（序数效用）规律的三维扇面空间需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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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消费者的商品效用需求具有的品质趋优和趋社

会性三维扇面空间结构关系，所具有的逻辑演变关

系是：厂商的剩余最大化路径是满足消费者的效用

最大化目的，而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是厂商的功能产

品品质价值的函数，产品功能品质价值又是产品功

能品质成本耗费的函数，产品功能品质成本耗费是

异质的品质价值与价格的空间函数，并随着循环往

复、周而复始的产品生命周期规律的价值创造和价

值转移，商品异质的品质价值（价格）分别对应着不

同收入阶层消费群体品质价值（价格）的效用层次，
随着收入的增加并在社会阶层区隔作用下，商品效

用需求具有品质趋优性和趋社会性规律。
然而，以往的商品需求曲线总结是一个武断的

经验性假设［１］，当给定消费者收入不变，并在边际效

用递减规律作用下，消费者的消费剩余、偏好效用所

引起的商品替代关系的需求量，伴随同质性商品价

格下降，形成了满足收入不变的标准需求曲线、满足

购买力要求不变的斯勒茨基需求曲线和满足效用要

求不变的希克斯需求曲线［２］。这种武断调整消费者

的商品消费组合结构，以满足需求曲线向下倾斜的

数量趋多性，是没有对高、中、低三元不同收入支付

能力差异性阶层群体，在商品价格变动后所产生的

收入效应进行品质趋优性分析，也没有对功能商品

的物质性和文化精神性效用作不一致性差异分析，
更没有从产业组织的品质持续的改进作他律分析。

消费需求曲线一直存在争议。在中国，最 初 源

于汪丁丁先 生［３，４］针 对 文 凭 越 贵 越 买 现 象，以 解 释

需求曲线向上倾斜的观点而引发学术争论。
张五常对需求曲线的解释是“武断的假设”其它

因素不变，并以价格上升，需求量减少［１］；价格下降，
需求量 增 加 作 为 公 理 构 建 价 格 需 求 理 论；谢 作 诗

（２００４）为此认为，“需求曲线向下”的“武断假设”高

也［５］；薛兆丰则认为，需求曲线必定向下［６，７］；而尹以

明认为，必须用四条需求曲线来描述［８］；弗里德曼则

认为吉芬商品根本不存在，吉芬商品价格上涨，可以

通过收入效应多吃肉［９］。
然而，黄有光则提出质疑：有没有向上倾斜的需

求曲线［１０］；刘正山则发问，既然承认“雨伞问题”，又

为何否认“吉 芬 商 品”？［１１］谢 永 侠 则 认 为，需 求 曲 线

向右下倾斜的假设忽视了静态与动态、价格的高低、
变动及其变化倾向、以及人们消费需要的决定因素

对经济行为 的 影 响［１２］；刘 明 国 和 李 汉 文 则 指 出，需

求曲线向下倾斜作为定律不应该有例外，否则，就要

修正［１３］；罗卫东 在 三 人 谈 中 总 结 道：需 求 曲 线 向 上

倾斜引发的学术争论可以向社会学和行为学两个方

面延伸［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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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效用最大化理论与边际效用递减概念不

能说明不确定性的选择行为［１４］。因此，贴近现实世

界以及事物发展规律的假设，可以建立、改变或完善

一个理论体系，其需求理论的假设构建应以人的经

济支付动态能力作为主体脉络，并将人的经济性与

社会性的消费需求相结合，使市场经济相互间有机

部分，和谐构成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有机整体。

二、商品效用需求本质的理论解释

消费者的商品效用需求具有一个或多个价值目

标［１５］，其相 互 关 系 作 用 表 现 在：（１）消 费 受 目 标 指

引，并因消费而被“识别”；（２）一般情况下，消费目标

存在不完 全 的 一 致 性；（３）通 过 层 级 化 方 式 将 主 要

和次要目标组织起来并分置层级两端；（４）消费者通

过调节以确保实现主要目标。这一过程存在自发驱

动的趋社会性和品质趋优性特征。
（一）商品效用需求的本质———品质趋优性
从消费支付能力角度，商品分为买得起和买不起

的奢侈品和必需品（支付层次差异），两种商品又分为

好的和差的优等品、正常品、劣等品等商品（品质层次

差异）；这些买得起和买不起的、好的和差的商品又可

以进一步根据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分为物质和精神

商品（功能属性差异），消费者针对物质和精神商品的

效用需求存在数量的趋多性和品质的趋优性（效用层

次差异）。然而，不同功能品质差异的商品分类并不

存在绝对性，对超出经济支付能力而消费的商品才具

有奢侈品意义，包括优等品而存在相对性，其阶层收

入的边际消费效用的和是一个增量（序数效用）；对符

合经济支付能力而消费的商品则具有必需品意义，包
括劣等品而存在绝对性，其阶层收入的边际消费效用

的和是一个周期性恒值（基数效用）。
因此，不同收入层次差异的群体，消费同一商品

的效用存在差异性，中收入阶层消费的必需品相对于

低收入阶层而言是优等品，但相对于高收入阶层而言

就是劣等品。在消费支付能力约束下，每一个收入阶

层都会在两个不同功能、品质层次的商品中作出自我

比较消费选择，收入增加（价格下降），优先增加品质

好的商品消费；收入减少（价格上涨），优先减少品质

差的商品消费。表现为从绝对意义的必需品向具有

相对意义的优等品需求演进，从满足低层次生理效用

需求的物质数量不断趋向满足品质效用需求演进，具
有先后承续、分阶段交替的逐步梯次递进规律关系，
其演进程度与收入成正相关关系，商品消费的边际效

用具有总是递增的特点。

这 种 自 发 驱 动 的 功 能 品 质 效 用 最 大 化 趋 优 安

排，既是每个收入阶层个体从无中求有、有中求全、
全中求多、多中求好、好中求优；从商品的物质功能

效用向精神文化功能效用需求的分阶段梯次演进过

程；也是经济社会“以质遂愿”、提高效用的价值交换

规律，所具有的商品功能品质价值效用认同，是与厂

商的产品功能品质价值创造一脉相承的。
（二）商品效用的终极需求———趋社会性
社会生活中，人的商品消费效用具有马斯洛需

要层次意义，包括物质的生理需要和社会发展的精

神需要两个基本属性，物质层面消费效用需要满足

后，就有趋向精神效用需求的社会性方向演进。但

是，消费需求的趋社会性往往是通过消费商品功能、
品质、数量、时点以及文化品味，传递社会比较支付

能力信号，所包涵的“商品人类价值”的成就、名声、
地位等，不断引导人们通过商品消费展现自我价值

以获得社会认可与尊重。
因此，以财富支付能力为特征形成的 高、中、低

等收入阶层差异的金字塔消费结构群体，在商品消

费组合选择中，分别对应不同品质、不同功能层次、
不同价格水平的消费需求支付结构，一般地，商品功

能品质价值层次越高，对应的商品价格和消费群体

的收入越高，在发展中国家，这种财富收入结构尤为

凸显。如图１所示。

图１　收入阶层群体与商品品质、价格消费关系示意图

当高收入群体的商品消费选择产生诸消费者剩

余的整体测度，将对中收入群体向高收入群体、低收

入群体向中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向优质的更新功

能商品消费需求趋势演进，所产生的消费效用需求

环比演进效应不仅是商品功能经济消费效用、消费

剩余的自我比较结果，也是与具有可比性收入层次

群体的消费效用、消费剩余的社会性比较结果，存在

动态的自我比较与社会比较两个方面。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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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个事例：五斤牦牛肉的效用和剩余的认同

与阶层转换

　　人类具有社会比较动机和倾向，并通过与自己

相似，包括年龄、经验、成就、特质、财产或情感等具

有关联属性的人进行比较判断和定位自己，反映在

商品消费选择，不仅是自身收入的、更是社会比较的

消费效用和消费剩余的选择性认同的结果。
（一）五斤牦牛肉的效用和剩余的认同
某单位在旅游游玩的途中，经过一家地处高原

深处从事牦牛肉加工和经营的购物点，导游告知牦

牛肉干可以不买，但可以免费品尝。大多数人认为

牦牛肉的肉质和味道十分纯正，但感到３９６元／公斤

的牦牛肉价格太高，只有少数人购买半斤八两的图

个新鲜。一位同事（以下简称甲）在品尝后毫不犹豫

地买了５斤，店家鉴于他的购买数量，礼节性地赠送

一瓶具有当地意义的青稞酒。
随后，大巴载着游客进入山脚下的村镇客栈，只

见客栈吧台上，有标价为６．５元的同品牌的青稞酒。
同时，打听到村镇里的牦牛肉只要９６元／公斤，于是

另一些同事（以下简称乙）认为可行，购买了５斤牦

牛肉。
第二天，大巴前往下个旅游地来到市区超市，只

见牦牛肉只要７０元／公斤，于是大家纷纷购买，并发

现夜市里的青稞酒只需３．５元一瓶。
自从发现牦牛肉购买价格差异之事以后，每当

又有旅游购物时，为防止旅游地同质可比性商品离

散价格，大家对商品消费价格和数量都异常谨慎，或
同进同出或隐蔽消费，以避免类似牦牛肉事件而成

为事后同伴愉悦谈资。
（二）比较消费者效用和比较消费者剩余及其社

会阶层的转换
消费者感知商品价格变化时，个体能够通过商

品价格变动获得群体中他人的商品消费者剩余产生

的差，称为比较消费者剩余，产生的效用称为比较消

费者效用。因此，价格下降，对已经消费的个体产生

了比较消费者剩余损失，消费效用下降，对希望消费

而消费不起的群体产生了比较消费者剩余收益，消

费效用增加，导致不同收入群体的商品消费效用和

剩余的转换。
毋庸置疑，与山脚下天成合一的村镇牦牛肉肉

质和加工技术的同质性，但生活常识中的３９６元／公

斤的牦牛肉已不是正常价格，而是具有奢侈品意义。
甲购买５斤３９６元／公斤价格刚性的牦牛肉，意味认

同了商品功能品质价值，并由此获得具有优等品经

济意义和奢侈品意义的牦牛肉消费者剩余以及两部

分效用。如图２所示。
图２中，ｐ２ 是 共 同 认 知 的 牦 牛 肉 价 值，甲 愿 意

超过这个价值以ｐ１（３９６）的价格支付牦牛肉的价值

经济①，并获得 牦 牛 肉 两 部 分 比 较 消 费 者 剩 余 和 效

用：炫耀性消费效用为ｐ２ｅｃｐ１ 部分和消费者剩余为

ｐ１－ｐ２；经济性商品消费效用为ｐ３ｅｐ２ 部 分 和 消 费

者剩余为ｐ２－ｐ３。此时，由于甲的炫耀性消费效用

远大于经济性商品消费效用，经济性的商品消费者

剩余ｐ２－ｐ３，在实际交换中被损失掉了，或 者 说 由

于炫耀性消费效用远远大于经济性消费效用而被合

理忽略掉了，因此，总剩余为ｐ１－ｐ２＋ｐ３，总效用为

ｐ３ｅｃｐ１－ｐ３ｅｐ２，也就是净效用仅为优质品的炫耀性

消费效用ｐ２ｅｃｐ１ 部分。

图２　牦牛肉比较消费者效用需求示意图

图３　牦牛肉比较消费者效用转换示意图

由于牦牛肉３９６元／公斤的价格刚性，使得ｐ２、

ｐ３ 在炫耀性消费下仅仅是一个理论概念而并不具

体存在，因而上面的推演并不具有严格的价格意义。
因此，甲通过支付高价格获得了乙同事并不存在但

却能体验到的比较消费者剩余和比较消费者效用，
获得的总剩余为３９６－ｐ３，总效用为ｐ３ｅｃｐ１ 部分并

具有模糊的无限想象空间，效用需求曲线为ｐ３ｅｃ。
乙对于３９６元／公斤的牦牛肉的 主 观 价 值 评 价

具有负的消费者剩余，因而交换没有发生，甲由此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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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隐含着经济性和炫耀性消费效用，同时，牦牛肉价

值被甲以３９６元／公斤价格具体化后，将被乙作为客

观价值评价标 准，只 要 同 质 的 牦 牛 肉 价 格 低 于３９６
元／公斤，乙就可以通过消费牦牛肉从甲的消费中获

得比较消费者剩余和比较消费效用。如图３所示。
图３中，由于ｐ３ 的实际发生，使得ｐ２ 具有了现

实经济意义，乙以每公斤９６元购买５斤牦牛肉的价

格需求曲 线 为ｐ２ｇ，并 获 得 总 剩 余 为ｐ１－ｐ３，总 效

用为ｐ３ｅｃｐ１ 的部分，其中，获得甲的牦牛 肉 炫 耀 性

比较消费者剩余为ｐ１－ｐ２，比较效用为ｐ２ｅｃｐ１ 的部

分；获得经济性比较消费者剩余为ｐ２－ｐ３，消 费 效

用为ｐ３ｅｐ２ 的部分。
当牦牛肉价格从３９６元／公斤降到９６元／公斤，

就在社会不同阶层中发生了牦牛肉的比较消费者效

用和比较消费者剩余的转换，乙全部蚕食掉甲曾经

获得的自我比较和社会比较的消费者效用和比较剩

余，以及经济性消费者剩余；因此，甲以３９６元／公斤

高价购买的牦牛肉，不但没有获得炫耀性消费效用

和剩余以及经济性消费者剩余，反而由于牦牛肉的

价格下降，消费效用和剩余都低于乙的消费效用和

剩余。
同时，即使牦牛肉价格下降乙也不消费，也能从

ｐ３ 价格中获得曾经被甲在炫耀性消费中获得的比

较消费剩余，通俗地说，乙即使不买，心理也会获得

稍许慰藉。甲为了提高消费的比较效用，要么在ｐ３
价格以下增加消费数量（次数）以增加总消费效用，
要么在ｐ２ 价格以上通过消费更高品质的牦牛肉增

加比较边际 剩 余 和 比 较 边 际 效 用 以 及 总 的 消 费 效

用。显然，同质性商品价格的变动，使得甲乙双方的

消费者剩余和效用存在相向转换而产生商品效用的

正负放大效应，并在社会阶层趋同与异同作用下产

生差异的消费需求选择。

　　四、消费效用的数量趋多和品质趋优需求———
三维扇面空间结构

　　（一）数量趋多和品质趋优分析———消费者效用
最大化原则

商品的每一次降价产生的收入效应，都是不同

阶层消费者在商品数量和品质上的再组合过程，并

总是选择在上一次收入约束下希望消费而消费不起

的商品组合，每一次产生的替代效应，总是淘汰上次

希望淘汰而不能淘汰的商品组合。因此，商品价格

下降，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效用需求存在商品数量

的趋多性，其需求曲线如图４所示。

但是，厂商的价格变动总是采取略高于该阶层

消费的同类必需品商品价格的策略，以使得中、低收

入群体产生的价格收入效应必须通过调整商品消费

组合，满足商品消费支付需求。因此，商品消费的趋

多性，也内含着品质效用需求的趋优本质特征。

图４　阶层平面上的数量趋多基数效用曲线示意图

更为凸显的是，从商品消费的社会性角度，厂商

为实现剩余最大化目的，在时间序列和商品价格梯

次变动中，消费者产生的收入效应，使得低收入消费

群体能够满足中收入消费群体的商品消费需求。中

收入消费群体能够满足高收入消费群体的商品消费

需求时，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群体，由同一商品价格

梯次变动产 生 的 梯 次 比 较 消 费 者 效 用 和 消 费 者 剩

余，使得不同收入群体产生了比较消费者效用和比

较消费者剩余的比较转换。因此，在社会收入阶层

“区隔”作用下，高、中、低三元不同收入群体，为获取

更高的商品效用，都有消费更高品质或更新功能商

品的效用最大化趋势，以通过商品消费展示自我价

值的目的。其需求曲线是一条具有沿着商品功能品

质效用向上倾斜的需求趋势，如图５所示。

图５　空间结构上的品质趋优序数效用曲线示意图

（二）商品效用的数量趋多和品质趋优需求———
三维扇面空间结构

厂商分层的阶段性梯次价格策略，使得不同收

入阶层群体的商品效用需求在阶层平面上存在数量

的趋多性，同时，又在社会空间整体结构中存在品质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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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优性。这种由商品价格变动产生的动态需求变

化，也使得图１中的三元收入阶层群体与商品品质、
价格消费的对应需求关系，演变成为如图６所示的

商品价格变动与三元收入阶层群体的数量、品质效

用需求的动态对应趋势关系，又可以通过图７表现

为三维扇面空间结构。
图７中，三元收入阶层的消费群体在支付能力

约束下，根据商品的价格变动，通过调整商品消费的

支付组合结构，在每个收入阶层都有随着商品价格

下降，存在商品消费效用的数量趋多性，同时又通过

商品消费组合调整，存在商品消费效用的品质趋优

性，以满足商品功能品质效用最大化的消费需求。

图６　收入阶层与商品品质、价格消费趋势关系示意图

图７　效用趋多与品质趋优的三维扇面空间结构示意图

从人的经济性和社会性两方面效用需要的相互

重叠关系可以看出，厂商的产品功能品质价值创造

到消费者的商品功能品质价值认同，再到商品功能

品质价值交换，是实现商品功能价值经济的全部过

程，这一过程既是厂商采取分层的阶段性梯次价格

策略，实现剩余最大化目的的结果，也是不同经济消

费支付能力群体，通过自我比较以及与具有可比性

的消费群体的比较效用最大化目的的结果，所具有

的数量趋多性（基数效用）和品质趋优性（序数效用）
规律，更是与经济社会好与优的产品功能品质价值

创造规律相契合。

五、结　语

（一）品质趋优性和终极需求的趋社会性规
律———消费者的效用需求本质

从商品效用需求支付能力角度，商品可以分为

买得起和买不起的奢侈品和必需品两种商品（支付

层次差异），两种商品又分为好的和差的优等品、正

常品、劣等品等商品（品质层次差异）；这些买得起和

买不起的、好的和差的商品又进一步分为具有马斯

洛层次需要的物质和精神商品（功能层次差异）。
这些不同品质差异的商品并不存在绝对性，对

超出自身经济支付能力而消费的商品才具有奢侈品

意义，包括优等品而存在相对性，其阶层的边际消费

效用的和是一个增量；对符合自身经济支付能力而

消费的商品则具有必需品意义，包括劣等品而存在

绝对性，其阶层的边际消费效用的和是一个周期性

恒值。因此，商品效用需求是在收入效应和趋社会

性规律作用下，具有不断从绝对意义的必需品向具

有相对意义的优等品消费需求演进，存在自发驱动

的品质趋优性和趋社会性，需求曲线具有沿着商品

功能品质效用趋优的向上倾斜特征，其商品消费的

边际效用具有总是递增的特征。
（二）消费者效用及其转换规律———效用需求的

三维扇面空间结构关系
从消费者感知商品价格变化的效用角度看，群

体中的个体能够通过商品价格变动获得他人的商品

消费剩余产生的差，称为比较消费者剩余，产生的效

用称为比 较 消 费 者 效 用。当 厂 商 根 据 产 业 组 织 特

点，采取价格梯次降价策略时，对已经消费的群体产

生了比较消费者剩余损失使得消费效用下降，对希

望消费而消费不起的群体产生了比较消费者剩余收

益和消费效用的增加，阶层之间梯次比较消费者效

用和消 费 者 剩 余，将 产 生 商 品 消 费 效 用 和 剩 余 的

转换。
因此，在 收 入 效 应 和 社 会 阶 层“区 隔”作 用 下，

高、中、低不同收入群体，都有为获取更高的商品比

较消费者效用和比较消费者剩余，寻求更高品质或

更新功能商品的消费趋势，其商品效用的品质价值

（功能产品价值创造的劳动耗费）、价值经济（商品功

能品质价值的实现）以及数量关系，具有阶层平面上

的数量趋多 和 空 间 上 的 品 质 趋 优 的 三 维 扇 面 结 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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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从厂商角度看，产品价值是投入功能品质产品生产耗费的可计量

结果，从消费者角度看是主观上对客观产品价值认知的结果。因

此，从产品到商品的过程是价值 实 现 经 济 的 过 程，其 商 品 价 值 的

经济计量是价格，并通过价格计量反映商品的价值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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