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经济师备考经济学复习笔记[6]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

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3/2021_2022_2006_E5_B9_B

4_E7_BB_8F_c49_83638.htm 六、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与市场失

灵 考试目的 本章阐述了市场机制的一般特征和作用机理，分

析了市场机制的缺陷和政府克服市场失灵的微观经济政策。

通过本章的考试，提高考生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水平和政策水

平。 考试内容 （一）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与资源的最优配置 掌

握市场机制的含义和特征；熟悉市场机制运行的机理；掌握

资源最优配置的含义和标准；熟悉实现帕累托最优标准的条

件。 1. 市场机制的有效性 含义：市场机制就是指市场竞争、

市场供求和市场价格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决定的机制。 主要

要素：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其中价格机制是核

心）。 市场机制的功能： （1） 形成价格的功能； （2） 优

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3） 平衡供求关系的功能； （4） 激

励市场竞争主体的工程。 特征： （1） 市场机制的运行来自

市场主体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追求。 （2） 微观经济主体的经

济活动决策市由各个市场主体自主、分散地作出的； （3） 

市场机制对经济活动的调节或资源的配置市自发地和自动地

进行的； （4） 市场机制通过价格信号向微观经济主体传递

信息，而微观经济主体则主要通过价格信号调节自己的活动

。 市场机制运行机理：具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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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脑诵小?/p> 2. 资源的最优配置 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如果

居民何厂商作为市场主体分别实现了效用最大化合利润最大



化，并且在此技术上，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既不存在过剩，

也不存在短缺，即整个经济体系恰好使所有的商品供求都相

等时，经济就处于一般均衡状态或瓦尔拉斯均衡状态。当经

济处于一般均衡状态时，资源便实现了最优配置。 标准：当

一种资源的任何重新分配，已经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处境

变好，也不使一个人的处境变坏。 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准货或

资源最优配置的状态被称为帕累托标准或帕累托最优状态（

经济效率）。 条件：只有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

现。 （二）市场失灵和微观经济政策 掌握市场失灵的含义和

原因；掌握外部性的含义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掌握公共

物品的含义、特征、类型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掌握垄断

的含义、类型、原因及其与资源配置的关系，熟悉信息不对

称的含义及其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掌握克服市场失灵的

微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 1. 市场失灵的原因 含义：完全依

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都不可能实现一般均衡和帕累托最优

状态。这种情况的存在被称为市场失灵。 原因： （1） 外部

性或外部影响的存在； 外部性：在市场经济中，当经济主体

的一项经济活动给其他社会成员带来好的或坏的影响，而又

不能使市场主体得到相应的补偿或给予其他社会成员赔偿的

时候，就会产生 “外部性”或“外部影响”。 “正外部性”

：其他市场主体受益，自己却不能得到补偿；（外部经济）

会使市场主体活动水平低于社会所需最优水平； “负外部性

”：其他市场主体受损，却又不为此作出赔偿。（外部不经

济）会使市场主体活动水平高于社会所需水平，并给其他社

会主体乃至社会带来巨大损失。 表明资源未实现最优配置，

帕累托标准未实现。外部性的存在，与产权不明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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