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成本与收益理论

 生产要素组合理论 是从实物形态角度分析生产要素的最
佳组合理论。

 成本与收益理论将从货币形态角度分析生产者为了实现
利润最大化应该遵循什么原则？



（（ 11））成本及成本函数成本及成本函数

（（ 22））短期成本分析短期成本分析

（（ 33））长期成本分析长期成本分析

（（ 44））收益收益与与利润最大化利润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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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企业只能够调整部分生产要素

的数量。通常用一种可变生产要素（ L ）

的生产函数来考察短期生产理论；

长期：企业能够调整全部生产要素的

数量。通常用两种可变生产要素（ L ，

K ）的生产函数来考察长期生产理论。  

复习复习 11 ：：生产理论中的短期与长期生产理论中的短期与长期



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当把一种可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当把一种可

变的生产要素投入到其他一种或几种（数变的生产要素投入到其他一种或几种（数

量）不变的生产要素中时，量）不变的生产要素中时，最初最初这种生产要这种生产要

素的增加会使产量增加，但当它的增加素的增加会使产量增加，但当它的增加超过超过

一定限度时一定限度时，增加的产量将要递减，，增加的产量将要递减，最终最终还还

会使产量绝对减少。会使产量绝对减少。

复习复习 22 ：：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   如果边际量大于平均量，边际量就如果边际量大于平均量，边际量就

会将平均量拉上（会将平均量拉上（平均量处于上升阶段平均量处于上升阶段）；）；

●●   如果边际量小于平均量，边际量就如果边际量小于平均量，边际量就

会将平均量拉下（会将平均量拉下（平均量处于下降阶段平均量处于下降阶段）；）；

●●   边际量曲线必然经过平均量曲线的边际量曲线必然经过平均量曲线的

极值点极值点。。

复习复习 33 ：：边际量与平均量之间的关系边际量与平均量之间的关系



一、成本理论
（一）成本的含义及分类
 1 、含义    
     成本也称生产费用，一般是指厂商在生产活
动中所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也就是生产
要素提供者必须得到的补偿或报酬。

     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管
理才能。这些生产要素的价格是：劳动的价格
——工资；资本的价格——利息；土地的价格
——地租；企业家管理才能的价格——正常利润
。

 成本主要包括这些生产要素的价格，但还包括固
定资产折旧费、原材料消耗、行政管理费、排污
费、销售成本等。



特别注意：西方经济学所说的成本与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说的成本有所不同，在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只有生产商品所耗
费的原材料、能源、折旧等不变资本消耗加
上工人工资即可变资本消耗才构成成本，而
资本利息、租金及企业家管理才能的报酬都
被看作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



 2 、成本的分类
（ 1）根据短期内成本是否可调整，将成
本分为变动成本与固定成本。

      变动成本指短期内可调整的成本如原
料、燃料、劳动等生产要素的价格；

固定成本指短期内不可调整的成本如机器
、厂房等是生产要素的价格。



以超级市场为例
不管超市每天接待 1个顾客还是 1000
个顾客，其店铺的开办和维护费用是
固定成本

招聘柜台收银员的数量可根据顾客人
数多少而调整，所以收银员的工资支
出是变动成本

！一旦姚明和 NBA 某个俱乐部签约，在签
约期内（五年）不管他上场多少次，其
薪金就成为该俱乐部的固定成本



 （ 2）根据成本是否反映在会计账簿上，将成本分
为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

     显性成本又叫支出成本，指必须由厂商支付给
生产要素所有者报酬的成本，包括厂商支付的工资
、租金、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行政费、排污费
、销售成本费等。这些费用都会反映在会计账簿上
，所以叫显性成本。

从机会成本的角度讲，这笔支出必须等于这些相同
的生产要素使用在其他最好用途时所能得到的收入
。



同时，企业在生产经营中也常常使用自有
生产要素，如所使用的资金可能有一部分
是自有的，一部分土地也是自有的，管理
者也可能就是企业主本人。

隐性成本指使用自有生产要素而应该支付
的成本或报酬。

隐成本也必须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按照企业自
有生产要素在其他最佳用途中所能得到的
收入来支付。



 一般来说，企业主不用给使用自有的资金、土地劳
动和管理活动支付利息、租金和工资，不会把这些
支出计入会计账簿。但并不意味着这些不构成成本
，因为资金若借给别人用，可以得到利息；土地借
给别人用，可以得到地租或租金；企业主到别的地
方就业，可以得到工资，只是现在都自己用了，不
用像显性成本那样支付给别人，列入自己的会计账
簿，但不等于不计成本，不要得到报酬，只是这种
成本或报酬采取了较隐蔽的形式，所以叫隐性成本
。



3 、利润

会计利润＝收益－会计成本（显成
本）

经济利润＝总收益－总成本 =超额利润

＝会计利润－隐成本（正常利润）

总成本 =显成本 +隐成本

正常利润是厂商对自己所提供的企业家才能
的报酬的支付，是隐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一种成本
吸引和留住资源的要求

经济利润或纯利润

经济
利润

总收入
所有投入品
的机会成本

正常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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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报表

销售收益 100 万

厂房租金 5 万

原材料 60 万

电力等费用 5 万

工人工资 10 万

贷款利息 15 万

总成本 95 万

利润 5 万

经济学家的报表

100 万

5 万

60 万

5 万

10 万

15 万

小王应得工资

自有资金利息

3 万

3 万

101 万

－ 1 万

显性成本
( 会计成本 )

隐性成本



 （ 3）根据成本是真实还是可能，将成本分为真
实成本和机会成本。

     真实成本也叫现实成本，指厂商为从事经济
活动所实实在在付出的代价。显性成本和隐性成
本都是真实成本。

     机会成本指人们将一定经济资源在作出一种
生产经营选择时所必须放弃的另外生产经营选择
所带来的最大收益。

 所以，机会成本是一种观念上的成本，是一种成
本可能性，不是现实的成本。

 但是，它意味着厂商进行投资决策时，除了要考
虑收益外，还必须考虑机会成本，如果投资收益
还不如机会成本，那就说明这项投资不是最佳选
择。

 所以，机会成本能比较精确地衡量选择的代价，
从而可以为生产者选择获利最大的方案提供准确
的依据。



（二）成本理论中的假设条件和基本分析
方法

 1 、假设条件
第一，利润最大化是厂商的唯一目标
第二，市场价格稳定，商品完全能销售出
去；生产要素的技术水平和价格不变。这
样，企业利润的大小就只取决于企业产量。
因为：利润 =收益 -成本 =销售量 x价格 -
要素量 x要素价格



 成本函数表示成本与产量之间的关系。用 C
表示成本， Q 表示产量，成本函数可写为：

                          C ＝ f (Q)

 　　由于理论上将厂商投入和产出的转换过
程分为短期和长期，因此，成本函数也分为
短期成本函数和长期成本函数。



2 、基本分析方法

 短期成本分析与长期成本分析
 短期：指厂商不能根据它所要达到的产量来调整其
全部生产要素的时期。或者说指厂商只能调整可变
投入要素（劳动、原料、能源等）不能调整不变投
入要素（机器、厂房等）的时期。

长期：指厂商能根据它所要达到的产量来调整其全
部生产要素（包括不变投入要素和可变投入要素）
的时期。



 与此相应，厂商的行为或决策也可分为短期行为
决策和长期行为决策。

 在具体分析成本问题时，把成本分析也相应分为
两大类：一类是短期成本分析，一类是长期成本
分析。

 所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成本理论是由短期成
本理论和长期成本理论构成。

 由于短期成本理论包含着现代西方成本理论的基
本概念，所以短期成本理论是现代西方成本理论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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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短期生产函数一、短期生产函数

短期总成本短期总成本（（ STST
CC ））

                  短期成本短期成本包括包括可变成本可变成本与与固定固定

（（不变不变））成本成本。。可变成本可变成本是短期内可以调整是短期内可以调整

的成本；的成本；固定成本固定成本是短期内不能调整的成本是短期内不能调整的成本

。。

    短期成本分析短期成本分析    短期成本分析短期成本分析



二、短期成本的分类二、短期成本的分类

短期成本的分类短期成本的分类

（（ 11 ））短期总成本短期总成本；；固定成本固定成本；；可变成本可变成本

（（ 22 ））短期平均成本短期平均成本；；平均固定成本平均固定成本；；平平

均可变成本均可变成本

（（ 33 ））短期边际成本短期边际成本



（（ 11 ））固定成本固定成本（（ TFCTFC ）。）。厂商在短期内必厂商在短期内必

须支付的须支付的不能调整不能调整的生产要素的费用的生产要素的费用。。

（（ 22 ））可变成本可变成本（（ TVCTVC ）。）。厂商在短期内必厂商在短期内必

须支付的须支付的可以调整可以调整的生产要素的费用的生产要素的费用。。

)()( QLPQTVCTVC L 

短期成本的定义 短期成本的定义 11

KPTFC K 



（（ 33 ））总成本总成本（（ STCSTC ））

                短期内生产一定量产品所需要的成短期内生产一定量产品所需要的成

本总和。本总和。它是固定成本、可变成本之和它是固定成本、可变成本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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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成本的定义 短期成本的定义 22



（（ 44 ））平均固定成本平均固定成本（（ AFCAFC ）。）。平均平均

每生产 每生产 1 1 单位产品所消耗的固定成本单位产品所消耗的固定成本。。

（（ 55 ））平均可变成本平均可变成本（（ AVCAVC ）。）。平均平均

每生产 每生产 1 1 单位产品所消耗的可变成本单位产品所消耗的可变成本。。

（（ 66 ））平均成本平均成本（（ SACSAC ）。）。平均每生平均每生

产产 11 单位产品所消耗的全部成本单位产品所消耗的全部成本。。

短期成本的定义短期成本的定义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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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短期边际成本短期边际成本（ SMC ）。

短期内厂商每增加一单位产量所增加的总成短期内厂商每增加一单位产量所增加的总成

本量。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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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成本的定义短期成本的定义 44



三、 短期总产量与短期总成本

        设短期内只使用劳动和资本两种生
产要素，劳动的投入量是可变的，资本的
投入量固定不变，则短期生产函数：

),( LKfQ 

表示
：

厂商可以通过对劳动投入量的调整来实
现不同的产量水平；或厂商可根据不同
的产量水平，来确定相应的劳动投入量
。



        假设劳动的价格 w，资本的价格 r，则短期
总成本可表示为：

KrQLwQSTC  )()(
（可变成
本）

（不变成
本）

如果以 )(Q 表示可变成本 )(QLw  ，以 b 表示

可变成本 Kr  ，则短期成本可以写为：

bQQST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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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短期总产量曲线导出短期可变成本曲线由短期总产量曲线导出短期可变成本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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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一个假想厂商每月的短期成本

Ⅰ
产量 Q

（单位）

Ⅱ
TFC

（元）

Ⅲ
TVC

（元）

Ⅳ
STC

（元）

Ⅴ
MC

（元）

Ⅵ
AFC

（元）

Ⅶ
AVC

（元）

Ⅷ
AC

（元）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0
30
49
65
80
100
124
150
180
215
255
300
360

60
90
109
125
140
160
184
210
240
275
315
360
420

-
30
19
16
15
20
24
26
30
35
40
45
60

-
60.0
30.0
20.0
15.0
12.0
10.0
8.6
7.5
6.7
6.0
5.5
5.0

-
30.0
24.5
21.7
20.0
20.0
20.7
21.4
22.5
23.9
25.5
27.3
30.0

-
90.0
54.5
41.7
35.0
32.0
30.7
30.0
30.0
30.6
31.5
32.8
35.0

四、短期成本曲线四、短期成本曲线



1 ）不变成本 (TFC) KrTFC 

TFC 曲线是一条水平线。

0 Q

C

TFC

厂商在短期内生产一定量的产品对不变生产要素所支
付的总成本。是一个常数，不随产量的变化而变化。

1 、短期成本曲线及特征



2 ）、可变成本
(TVC)

TVC(Q)ωL(Q)TVC 

         厂商在短期内生产一定量的产品对可变
生产要素支付的总成本，是一条由原点出发向右
上方倾斜的曲线。

0 Q

C
TVC



3 ） 总成本 (STC) STC(Q)FCVCSTC  TT
TFC)STC0,TVC0,(Q 

STC

0 Q

C

FC

Kr 

        是厂商在短期内生产一定量的产品对全
部生产要素所支出的总成本。是一条由纵轴上某
一点出发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



4 ）、  平均不变成本 (AFC) QFCTAFC 

        厂商在短期内平均每生产一单位产品所
消耗的不变成本。是一条向两轴渐近的双曲线。

0 Q

C

AFC



5 ）、  平均可变成本 (AVC) QTVCAVC 

        是厂商在短期内平均每生产一单位产品
所消耗的可变成本。先下降后上升的呈 U 型曲线
。

0 Q

C AVC



6 ）、  平均总成本 (SAC) QSTCSAC  AVCAFC 

         厂商在短期内平均每生产一单位产品
所消耗的全部成本。先下降后上升的呈 U 型曲
线。

0 Q

C AC



7 ） 边际成本 (SMC)
dQ

dSTC
SMC 

dQ

dVC


厂商在短期内增加一单位产量时所增加的总成本。
先下降后上升的呈 U 型曲线。

0 Q

C MC

        每一个产量水平上的边际产量 MC 值就
是相应的总产量 TC 曲线的斜率。



平均可变成本 AVC 曲线、平均总成本
AC曲线和边际成本 MC曲线都是先递
减，达到最小值以后再递增。这三条
曲线都呈现出 U形的特征。



　　根据表 4-1中第Ⅰ、Ⅱ、Ⅲ、Ⅳ栏中的数字，

可以分别绘制出总固定成本、总可变成本和总成

本曲线。

Q

STC

TFC

TVC

O

M

C

图 4-1 　短期总成本曲线

2 、短期成本曲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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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FC

问题问题：如何从上面：如何从上面 33 条曲线图解求出条曲线图解求出

AFCAFC 、、 AVCAVC 、、 SACSAC 、、 SMCSMC 曲线？曲线？

问题问题：如何从上面：如何从上面 33 条曲线图解求出条曲线图解求出

AFCAFC 、、 AVCAVC 、、 SACSAC 、、 SMCSMC 曲线？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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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成本曲线的综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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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短期总成本、固定成本、可变成本与产量的关
系

O Q

TFC

C
TVC

STC



（ 1）短期总成本、固定成本、可变成本与产量的关系
 短期总可变成本曲线的变化规律：
当产量为零时，短期总可变成本为零。
随着产量的增加，起初由于固定生产要素与可变生产
要素未达到最佳组合，其效率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
，可变成本的增加率＞产量的增长率。

 以后随着产量的增加，固定生产要素与可变生产要素
达到最佳组合，其效率得到充分发挥，可变成本的增
加率＜产量的增长率。

 最后由于固定生产要素与可变生产要素逐渐偏离最佳
组合，可变成本的增加率＞产量的增长率。



短期总固定成本曲线的变化规律：由于
短期内，总固定成本是一个常数，不随产
量的变动而变动，是一条水平线。

短期总成本曲线的变化规律：当产量为
零时，短期总成本等于总固定成本。随着
产量的增加，短期总成本变化规律与总可
变成本的变化规律完全一致。



（ 2 ）短期平均成本、短期边际成本与产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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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短期平均成本、短期边际成本与产量的关
系

     平均固定成本曲线是一条以两轴为渐近线的
直角双曲线。其变化规律是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不
断减少，起初减少的幅度很大，以后随着产量的
增加，减少的幅度越来越少。

     平均可变成本曲线、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短
期边际成本曲线都呈 U字形，标本随着产量的增
加，这三种成本起初由于生产要素效率的逐渐提
高而减少，当它们各自减少到一定限度后，由于
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又随着产量的增加而
逐渐增加。



短期边际成本曲线与平均可变成本曲线和短期
平均成本曲线相交，分别交于平均可变成本曲
线的最低点 E’ 和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 E。
相交之前，平均可变成本和短期平均成本一直
在逐渐减少，短期边际成本小于平均可变成本
和短期平均成本；相交之后，平均可变成本和
短期平均成本一直在逐渐增加，短期边际成本
大于平均可变成本和短期平均成本。



 为什么 E 点 是 SAC 曲线的最低点？
 证明：
 当 SMC SAC∠ 时，随着产量的增加， SAC 一定呈下降趋势；
 当 SMC SAC﹥ 时，随着产量的增加， SAC 一定呈上升趋势；只有

当 SMC=SAC 时， SAC 处于由降转升的转折点即最低点。

 为什么 E 点 E’ 点是 SAC 和 AVC 的最低点？
 证明：
 当 SMC AVC∠ 时，随着产量的增加， AVC 一定呈下降趋势；当

SMC AVC﹥ 时，随着产量的增加， AVC 一定呈上升趋势；只有当
SMC=AVC 时， AVC 处于由降转升的转折点即最低点。

       



平均成本与边际成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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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边际成本曲线与平均可变成本曲线相
交的 E’点，是厂商的停止营业点，在这一
点之下，收益不足以补偿平均可变成本。
短期边际成本曲线和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相
交的 E 点，是厂商的收支相抵点，在这一
点上，收益与短期平均成本相等。

因为： P=SMC=SAC，收支相抵点
       P=SMC=AVC，停止营业点



计  算
 假定一个厂商短期内固定成本总计 30 万元，变动
成本总计 90 万元，再假定每件产品价格为 15 元
，固定成本一次生产过程全部转移。问：

 1 、若该厂商生产 9 万件产品，该厂商可获多少利
润？

 2 、若该厂商生产 8 万件产品，该厂商可获多少利
润？该不该生产？

 3 、若该厂商生产 7 万件产品，该厂商可获多少利
润？该不该生产？

 4 、若该厂商生产 5 万件产品，该厂商可获多少利
润？该不该生产？

 5 、该厂商停止生产的产量点是多少？



答案
 1 、若该厂商生产 9 万件产品，该厂商可获多少
利润？

15x9 - （ 30+90 ） =15 （万元）
 2 、若该厂商生产 8 万件产品，该厂商可获多少
利润？该不该生产？

15x8 - （ 30+90 ） =0 （万元）  保本，不赢不亏
。

 应该生产，因为生产可以完全补偿固定成本；如
不生产，则固定成本无法收回。

 3 、若该厂商生产 7 万件产品，该厂商可获多少
利润？该不该生产？

15x7 - （ 30+90 ） = -15 （万元）  亏损 15 万元
。

 应该生产，因为生产只亏损 15 万元，可以补偿
15 万元固定成本；如不生产，则亏损 30 万元，
固定成本 30 万元都无法收回。



 4 、若该厂商生产 5 万件产品，该厂商可获多少
利润？该不该生产？

15x5 - （ 30+90 ） = -45 （万元）  亏损 45 万元
。

 不应该生产，因为生产亏损 45 万元；如不生产，
则只亏损固定成本 30 万元。

 5 、该厂商停止生产的产量点是多少？

 15Q - （ 30+90 ） = -30    得 Q=6 （万件）



 前面计算题： 2 、若该厂商生产 8 万件产品，该厂
商可获多少利润？该不该生产？

15x8 - （ 30+90 ） =0 （万元）  保本，不赢不亏。

符合 P=SMC=SAC= （ 30+90 ） /8=15 （元）
 5 、该厂商停止生产的产量点是多少？

 15Q - （ 30+90 ） = -30    得 Q=6 （万件）
 符合 P=SMC=AVC=90/6=15 （元）

 【下章的学习，知道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利润最大
化条件： MR=MC,MR=P, 所以 MC=P】



已知下列数据，请把表格内的空格填满

练习 1 ：

Q TC TFC TVC ATC AFC AVC MC

0
1
2
3
4
5
6

100
120
135
145
160
185
23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0
20
35
45
60
85
130

—
120
67.5
48.3
40
37

38.3

—
100
50

33.3
25
20

16.6

—
20

17.5
15
15
17

21.6

—
20
15
10
15
25
45



       假定某企业的短期成本函数是 TC(Q)=Q3-
5Q2+15Q+66:
1. 指出该短期成本函数中的可变成本部分和不变成本部分 ;
2. 写出下列相应的函数 :TVC(Q) 、 AC(Q) 、 AVC(Q) 、 
AFC(Q) 和 MC(Q).

练习 2 ：

解： (1) 可变成本部分 : Q3-5Q2+15Q
            不可变成本部分 :66
       (2)  TVC(Q)= Q3-5Q2+15Q

    AC(Q)=Q2-5Q+15+66/Q
    AVC(Q)= Q2-5Q+15
    AFC(Q)=66/Q
    MC(Q)= 3Q2-10Q+15



       假定某厂商的边际成本函数 MC=3Q2-30Q+100,且生
产 10单位产量时的总成本为 1000.
求 :(1) 固定成本的值 .
     (2) 总成本函数 , 总可变成本函数 , 以及平均成本函数 , 平
均可变成本函数 .

练习 3 ：

解 :MC= 3Q2-30Q+100
        所以 TC(Q)=Q3-
15Q2+100Q+M 
        当 Q=10 时 ,TC=1000        M 
=500

1. 固定成本值 :500
2. TC(Q)=Q3-15Q2+100Q+500
    TVC(Q)= Q3-15Q2+100Q
    AC(Q)= Q2-15Q+100+500/Q
    AVC(Q)= Q2-15Q+100



一、长期成本的类型

    （ 1 ）长期总成本（ LTC ）

    （ 2 ）长期平均成本（ LAC ）

    （ 3 ）长期边际成本（ LMC ） 

§§ 第三节  长期成本分第三节  长期成本分
析析
§§ 第三节  长期成本分第三节  长期成本分
析析



厂商在长期内对全部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厂商在长期内对全部生产要素投入量的调整调整意意

味着味着对企业生产规模的调整对企业生产规模的调整。。

从长期来看，企业总是可以在从长期来看，企业总是可以在每一个产量水平每一个产量水平

上上选择到最优的生产规模（选择到最优的生产规模（要素投入组合要素投入组合））

进行生产。进行生产。



二、长期总成本二、长期总成本

长期总成本长期总成本（（ LTCLTC ）是指）是指长期生产一长期生产一

定量产品所需要的成本总和定量产品所需要的成本总和。。

长期总成本函数： )(QLTCLTC 



LTC LTC 曲线表示长期内厂商在曲线表示长期内厂商在每一个产量水每一个产量水

平上平上由最优生产规模所带来的最小生产总成本。 由最优生产规模所带来的最小生产总成本。 

LTC 曲线就是每一产量最低成本点的轨迹。

长期总成本曲线的含义

),()( KLLTCQLTCL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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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LTC 曲线是从原点出发向右上方倾斜的。

表示
：

当产量为 0时， LTC 为 0 ，以后随着产
量的增加， LTC 也增加。而且， LTC 曲
线的斜率先递减，经拐点之后，又变为
递增。



                长期平均成本长期平均成本（（ LACLAC ）是长期）是长期

中平均每单位产品的成本。 中平均每单位产品的成本。 

Q

QLTC
QLAC

)(
)( 

二、长期平均成本（ 二、长期平均成本（ LAC LAC ））

LAC LAC 曲线曲线可用两种方法得到：可用两种方法得到：

        （（ 11 ）从）从长期总成本曲线长期总成本曲线导出；导出；

        （（ 22 ）从）从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短期平均成本曲线导出。导出。



3 ）、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推导

（ 1）由 LTC 推导

把长期总成本 LTC 曲线上每一点的长期总成本
LTC 除以相应的产量，便得到这一产量的 LAC
值。



SACSAC11 SACSAC22 SACSAC33

CC

QQ

CC11

CC22

CC33

QQ11 QQ22 QQ33QQ44 QQ55

从 SAC 曲线导出 LAC 曲线



⒈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与短期平均成本曲线

图 5-6 　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与短期平均成
本曲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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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元
5.5
元

　　 LAC曲线上的每

一点都是与某条 SAC

曲线的切点，相对应

的工厂规模就是厂商

为生产这些切点相对

应的产量而应该选择

的最佳规模。所以说

， LAC曲线就是

SAC曲线的包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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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SAC 曲线导出 LAC 曲线



长期 ATC 曲线是将所有短期
ATC 曲线“包络”起来的曲线

单
位

成
本

产出

长期生产成本曲线

长期生产成本曲线是短期成本曲线的包络线



三、长期边际成本 （三、长期边际成本 （ LMCLMC ））

长期边际成本长期边际成本（（ LMCLMC ）是长期中每增）是长期中每增

加一单位产品所增加的成本。加一单位产品所增加的成本。

长期边际成本曲线长期边际成本曲线可用从可用从长期总成本曲长期总成本曲

线线导出。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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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边际成本函数长期边际成本函数
：：



1 ）长期边际成本曲线的推导

（ 1）由 LTC 推导

dQ

dLTC
LMC 

        LMC 曲线可以由相应产量水平上的 LTC
曲线的斜率得到。



QQ

CC

OO QQ11 QQ22 QQ33

LTCLTC

（ 1 ）从 LTC 曲线导出 LMC 曲线

                  
对对 LTCLTC 曲线曲线
在每一点上在每一点上
做切线，斜做切线，斜
率即为率即为 LMCLMC
。。

                LMCLMC 曲曲
线呈“线呈“ U”U”
字形。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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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LMC

长期边际成本曲线

（ 2）由 SMC 推导



2 ）、 LMC 曲线的形状

        LMC 曲线呈 U型，它与 LAC 曲线相交于
LAC 曲线的最低点。

        根据边际量和平均量之间的关系，
在 LAC 曲线处于下降时， LMC 曲线一定位于
LAC 曲线的下方，即 LMC＜ LAC ；在 LAC 曲线
处于上升段时， LMC 曲线一定位于 LAC 曲线的
上方，即 LMC＞ LAC 。



3 ）、 LMC 曲线是 SMC 曲线的包络线。

        在长期的每一个产量水平， LTC 曲
线都与一条代表最优生产规模的 STC 曲线相
切，这说明这两条曲线的斜率是相等的。由
此可以推知，在长期内的每一个产量水
平， LMC值都与代表最优生产规模的 SMC
值相等。



3 ）、 LAC 曲线与 LMC 曲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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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益的相关概念

⒈总收益、平均收益和边际收益

　　总收益 TR是厂商出售产品后所得到的全部收入，简

单地表示为 R，它等于产品的价格乘以产品的销售量：

TR＝ P·Q

　　平均收益 AR是平均每一单位产品的销售收入：

AR＝ TR/Q＝ P

　　边际收益MR是销售最后一单位产品所获得的收益

：

MR＝ ΔTR/ΔQ MR＝ dTR/dQ

§§ 第四节 收益与利润最大化第四节 收益与利润最大化§§ 第四节 收益与利润最大化第四节 收益与利润最大化



　　线性的需求函数 P＝ a－ b · Q 为例

。

　　此时，总收益 TR可表示为：

TR＝ P·Q ＝ a · Q － b · Q2 

　　平均收益 AR为：

AR＝ TR/Q ＝ a － b · Q

　　边际收益 MR为：

MR＝ dTR/dQ ＝ a － 2 · b · Q



二、利润最大化的均衡条件

1、利润最大化的数学推导

　　利润等于总收益减总成本，即：

 π＝ TR－ TC

　　利润最大化就是总收益超出总成本的差距最大。这就

转化为求 π的极大值问题。当总收益函数和总成本函数都

是连续可导时， π取极大值时的条件是：

dπ/dQ＝ dTR/dQ－ dTC/dQ＝ 0

　　得到利润最大化的必要条件：

MR＝MC



2、利润最大化的图形

表示

　　图 4-9中的产量点

Q0可使厂商获得最大

化利润。在该产量点

，总成本曲线切线的

斜率等于总收益曲线

切线的斜率，

即MR＝MC。

Q

TR

O

TR
TC

图 4-9 　利润最大化的图形表示

Ⅰ　总收益曲线与总成本曲线

QO

MC
MR

Ⅱ　平均收益曲线和平均成本曲线

MR

MC

Q0

TC

Q0



厂商实现最大利润的均衡条件

厂商实现最大利润的均衡条件（厂商实现最大利润的均衡条件（利润最利润最

大化原则大化原则）是）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MR = MCMR = 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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