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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_E9_99_85_c29_645560.htm 一、 等产量线 1. 含义：在技术

水平不变的条件下，两种要素不同的数量组合为企业带来相

同的产量。 2. 特征： Oslash. 同一平面内有无数条等产量线，

不同等产量线代表不同的产量水平，离原点越远的等产量线

表示产量越高 Oslash. 等产量线凸向原点，斜率绝对值递减 3. 

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 Oslash. 等产量线上任何一点的边际技

术替代率就是等产量线在的斜率 &Oslash. 边际技术替代率递

减规律：在维持产量不变的前提下，当一种要素的投入量不

断增加时，每一单位的该种生产要素所能代替的另一种要素

的数量是递减的。 二、等成本线 1. 等成本线：表示在既定的

成本和生产要素价格条件下,生产者可以购买到的两种生产要

素的各种数量组合。PLL +PK.K=C 等成本线的斜率绝对值等

于两种要素的价格之比。 2.等成本线的变动(参考预算线的变

动) 要素价格不变，成本变动时，等成本线平行移动 成本增

加时，等成本线向外平移. 成本减少时，等成本线向内平移. 

成本不变，要素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动时，等成本线斜率发生

变化 资本不变，劳动价格下降时，等成本线变得更加倾斜. 

资本不变，劳动价格上升时，等成本线变得更加陡峭。 3、

生产要素最优组合的确定 生产要素最优组合的实现条件可以

表示为三种形式： (1)从几何图形上看，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

是在等产量线和等成本线的切点上实现的。 (2)要素的边际技

术替代率等于要素价格之比MPL / MPK = PL / PK。 (3)两种要

素的价格之比等于两种要素的边际产量之比MPL / PL = MPK /



PK。 三、企业的生产扩展线 (1)概念：扩展线是指企业生产

规模变动时，(从而成本预算支出随之变动)，所有等成本线

和等产量线切点的连线。厂商沿着这条线扩大生产时总可以

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从而使生产沿着最有利的方向发

展。 (2)经济学含义：企业实现要素最优组合条件下生产规模

扩大的轨迹。 例：(2005年试题) 某一生产企业使用劳动(L)和

资本(K)两种生产要素生产一种产品，其生产函数

为Q=L0.8K0.2,劳动的价格为4，资本的价格为7.根据生产函数

，可以得到该企业的劳动边际产量函数为：MPL=0.8

L-0.2K0.2,资本边际产量函数为：MPK=0.2 L0.8K-0。8, 请回答

下列问题： (1) 该企业的规模报酬是递增、递减还是不变? (2) 

该企业的生产要素最组合是什么? 解析：(1)因为a+

β=0.8+0.2=1,所以规模报酬不变。 (2)生产要素最优组合的实

现条件是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等于要素价格之比，即 MPL

/ MPK =PL / PK。 所以得出资本与劳动的投入量之比为1：7

(1)概念：扩展线是指企业生产规模变动时，(从而成本预算支

出随之变动)，所有等成本线和等产量线切点的连线。厂商沿

着这条线扩大生产时总可以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从而

使生产沿着最有利的方向发展。 (2)经济学含义：企业实现要

素最优组合条件下生产规模扩大的轨迹。 例：(2005年试题) 

某一生产企业使用劳动(L)和资本(K)两种生产要素生产一种

产品，其生产函数为Q=L0.8K0.2,劳动的价格为4，资本的价格

为7.根据生产函数，可以得到该企业的劳动边际产量函数为

：MPL=0.8 L-0.2K0.2,资本边际产量函数为：MPK=0.2 L0.8K-0

。8, 请回答下列问题： (1) 该企业的规模报酬是递增、递减还

是不变? (2) 该企业的生产要素最组合是什么? 解析：(1)因



为a+β=0.8+0.2=1,所以规模报酬不变。 (2)生产要素最优组合

的实现条件是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等于要素价格之比，即

MPL / MPK =PL / PK。 所以得出资本与劳动的投入量之比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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