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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企业利用稀缺资源进行生产时
,

可以根据最优生产计划的结构
,

利用资
二

源帅影子

价格
,

对各资源的利用情况进行评价
。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应用影子价格所提供的信

息对毛卑杆地分配资源
,

制定生产计划是有枣镰禽袋的动瀚和麟孵
月

渔榭稀药接受
,

但李麟子价格的经济意义和具体应用方式上
,
尚存在不同意见

。

有的同志认为应以最大产

值为目标定
‘

爆子价格【’,
一

庵斡刚好护脚暴人也囊击扁戳毅翻嚷鼎终李和曦严种
意见

,

第一种意见认为当某种资源的影子价格大于市场价格时应买进资源扩大生产 ,
,

反

之
,

当资源的影子价格小于市场价格时则应卖出该资源缩减生产「‘, 〔, ’“’
。

第二种意乓则
主张只要某资源的影子价格大子现市场价挣伟原供应价格之 差 就 可购进该资源扩大生

产
,

反之则卖出该资源
,
缩减生产规模 !∀ ,

这些意见
,

看起来分歧甚大
,

但实际
#

七都有

其正确的地方
,

也有其否全两之处
。

它们各有其应用范围
,

不应笼统而论
。

簿们认为
,

影子价格是与特定的生产计划相联系的
,

∃

同一资饵在不同的生产计划 中可毋有不同卯影
子价格

,

因此资源在特定生产计划的作用与影矛价格密切相关
。

本文试图按资源在生产

中的作用加以分类
,

分析这两种不同意见的适用范围, 阐明经营管理中如何正确应用影

子价格所提供的信息
‘

、

〔模型 % 」考虑如下生产问题模型 设企业利用 & 种资源 ∋
,

∋ ( , ∋ , ,
⋯⋯∋ 。 生

产 “种产品 ) ∗ +, ) ∗
,

’ · ‘ ·

,
·

, 尸∗
, 。

生产条件如下
, %− 在一 个生产周期中 ∋ .的总供应量最多只有 场单位 , , / %

, !, ,

⋯⋯摊 −
。

, !− 已知生产每单位的产 品 0∗ 1需要 ∋ ,
资源 2, 3单位

,

, 3‘王, ! ,
⋯ & ∃ 3二 % , ! ,

‘

二 4 −
,

, 5 −生产每单位 尸∗ 3可获利 %%
。

我们的目标是使利润最大
。

一

设 6+ 为产品 0 ∗ +的生产量
,

则可得如下线性规划向题

护凡 2 7 8

公 。

公
。

二万九63
%一 %

−艺
、 3二 %

山林户或9’ ,艺/ % ,
⋯ , 挑 −

,1二 : , ! ⋯
, 九−

% −

石 ; <

间题 ,% −的最优解 , 6 公 , 6 , 称 ,
⋯

, 6 == − 就是在给定条件下便得利润最大的最优 计划
,

与

问题 ,%− 相联系的对偶问题是

& 认 : / 艺勿约

= =

>兵
““’‘《‘’

,1二 % , ! ,

⋯
, 4 −

,3/ % , ! ,

⋯
,
脚 −

, !

?‘ ” ≅



我们把问题 ,朴的最蜘解 ,孰夔烤理碑
、

’’ ,

肠他−褚再戮
=

跟伪 的影孔价格
。

由线性规划的

对偶理论 ‘Α %可知
,

资源 认 的影子价格 ?六 就是性生产何题,.−中中
,

当 9 , 增加 %单位
,

而其他生产条件不变时
,

目标函数 争的增知盘
,

# =

如果我们利用单纯形法 求 解问题 ,%−
,

那未在最优表相应于第 名不等式的松驰变量所对应的检验数的值
,

恰好 等 于 ∋ , 的影子

价格妒
。

二
‘

爪
”

,

一
、

一
一

’

Β
Β

Β Χ

,
Β

一

莎票留寡盅粼黯福有葬辈竺量豪互黔默赢
件 ,例如

,

人力限彻
、

设备能力限制
、

原料限贫
、

鲁量限制
、

原料限制
、

资金限制等 −

锑遥舞祠趟珍−中的妇事鬓痴郎匆塞薄
李 拥物翻眯熟葵钠较意神村哪稀是企业能够执行

的生产计划公所谓
“企业的生产能力许可

”
也就是指生产计划能满足 问 题 ,玲的约束条

件、
Χ

下面从一个实例出发
,

诱萌贾球芬蜓触聪 , 犷
一

#

〔例 % 5某工厂饭一种贵璧金庸为原料生产两种产品
,

两种产品都必须经过粗加上和

精加工商道工序扩生产每件减产品需粗加工 % 小时扩精加工 ! 小时
,

需 贵 金 属 5 克
,

出尸伽阮
,

生产云产品需粗加工 了小时
,

精加工 、小时
,

需贵金 属 ! 克
,

出 尸 价Δ≅

完∃ 在石个生户周期中
,

、

按该厂的俊香和人员
,

粗加工能力为蜷。
,

的。小时
,

精加工 能

力为%”、叻。小时
,

’

亩补知桑道供应的资金属只有
% !≅ 公斤

。

每个粗加工
一

时的成 木 计

为%
=

Ε元
,

精加工工时为!
=

Ε元
,

每克贵金属成本为%≅ 元
。

因为该厂的工人工资和设备折

%日在同一个生产周期内是固定的
,

所以不论产品多少
,

都以其最大加工能力的工时计入

成本
,

而贵金属按其实际使用量计入成本
、
如设Φ 产品分别生产6 和、 子件

,

则利润

可按下式计算 , 单位 万元 −
’

Ε % 二 Γ 6 3 Η Δ况 ‘〔,5大 Η 沦耸! − Η ,% Α 又 %
=

Ε Η % ≅ 义 !
=

Ε −〕

/ 56 了Η Ε朴 一 Α Γ

使得毛利最大的生产计划即为如下线性规划的最优解
Χ

一

机26 Ι / 叙 % Η Ε二 ,Ι. // Ι一托 −

=
‘ ϑ 二 Η Δ 6 《 % Α ≅ ,粗加工工时约束 −

!戈3 Η Α戈!《 % ≅ ≅

5万 Η ! 6 ! , % ! ≅

轰 , 火 !》 Κ

精加工工时约束 −

贵金属用爱约束 −

5 −

弓Λ入松驰变量勺
, 书 ,’ ‘ , 用单纯形法求解可得如下最优表

几

,乳

〔表 +

⋯一一叮一 一 !
=

5 宝

= 谨≅



从最优夫
一

可以肴出应生产 Φ产况
Λ
5 千件

,

角扣 门
, Δ

=

『卜件
,

此 %%−
一

可得最大毛利

8. 韦二尹一 」Γ 二 % Α !
=

Ε 一 Α ∋ Χ Μ ∋
=

Ε , 万元 −
。

粗加工!时的影子价格 为 的 精加 厂!时的影子价格为 %= %! Ε万元广丁 .∃++ =
,

即份 下时 % %
=

!Ε

元
,

贵金属的影子价格为 ≅
=

!Ε 万元 Ν 公斤
,

即每克 !
=

Ε元
。

影子价格给经营者提供 了什么信息
,

呢 Ο 那就是提供 了一个数量界限
,

使得经营者能

科学地判定某一资源在
一

定的市场价格下是否应当
“
购入

” 资源扩大生产 ,或把资源出

售 −
。

现在设该厂可以花费一定代价委托外单位进行精加
一

.
一

二
,

问题是外加工费多大时该
一
有利可图 Ο 按第一种意见

,

当加工费少 于影子价格每千工时 %
=

% !Ε 万元时有利
∃
按第二

种意见
,

加工费大于影子价格也无妨
,

只要能小于影子价格与原 加 工成本之和 %
=

5 ΔΕ 万

元 Ν 千工时 ,%
=

% !Ε Η ≅
=

!Ε −就有利
。

如果外 加工费为工
=

! !Ε 万元Ν 千工时
,

那么按第一种意

见
,

委托外加工无利可图
,

但按第二种意见
,

外加工有利可图
。

到底那一种意见正确呢 Ο

我们可以具体计算一下
。

设该厂以 %
=

! !Ε 万元委托外单位进行 %千工时的精加工
,

其他条

件不变
,

那么在线性规划 ,5 −中只有第二个约束条件的右边常数变为 %≅%
,

其余都不变
,

在新的约束条件下
,

可求得新的最优解为

勺 / 5 Α
=

Δ Ε ∃ 二 ! / Δ
=

Π Δ Ε , 此时

销售收入 尺 / Γ 6 Η Δ 6 ! 二 ! Γ 5
=

Γ ! Γ , 万元 −

成本 Θ 一 5 6 , Η ! 6 ! Η % Α 、 !
=

Ε Η ! ≅ 、 !
=

Ε Η %
=

! ! Ε

/ % Γ Δ
。

! ! Ε , 万元 −

利润 ∗ 一 Ρ / Μ Γ
=

Α Σ Μ Γ
=

Ε , 万元 −

可见第一种意见是正确的
。

现在设该厂可以从市场
#

Τ购买贵金属
,

如果贵金属的价格是 每克 Δ
=

Ε元 , 即每公斤

≅
=

ΔΕ 万元 −
,

此价格 已大于影子价格
,

按第一种意见
,

不应购入
∃
但是它小于原成本与

影子价格之和 , ≅
=

ΔΕ
一

, % Η ≅
=

!Ε −
,

按第二种意见
,

在这种情况下
,

购入贵金属是有利

可图的
。

事实上
,

如果该厂以。
=

ΔΕ 万元购入 % 公斤贵金属
,

其他条件不变
,

则线性规划

,5 −中第三约束式的右边常数变为 %! % ,

在新的约束条件下
,

可求得新的最优解为

6% 二 5 Ε
=

Ε , 大 ! 二 Δ
=

! Ε ,

此时销售收 入

∗ “ Γ 6 3 Η Δ 6 ! 一 ! Γ 5
。

Δ Ε

成木 Υ一 % ! ≅ 沐 % Η ≅
=

Δ Ε Η % Α ς %
=

Ε Η % ≅ 义 !
=

Ε 二 % Γ Γ
=

Δ Ε

利润 ∗ 一 Ρ 二 Μ Δ ; 原 利润Μ Γ
=

Ε

此时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
。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
,

对于不同的资源
,

影子价格应有不同的应用方式
。

因此我们

友把资源加以分类
,

以 明确应
=

用影子价格的不同方式
。

在一般情况下
,

不仅仅用以生产

产品的原料
、

资金
、

人力等
“
有形资源

”
有影子价格

,

某些无形的限制
,

也会有影子价

格
,

共至象产品销量这样的限制条件 也会有影子价格的
。

,例子见下 − 另外
,

在同一生

产条件下
,

同一资源在不同的数量级上可以有不同的影子价格
。

因此
,

我们认为
,

与其

说是
“
某资源的影子价格

” 不如说是
“
某约束条件的影子价格

” ,

在这一点 上看
,

康扎

罗维奇把
“
影子价格

”
称为

“客观制约评价
” 是有道理的

。

从这种思想出发
,

我们以下

对
“资 源 ”

的分类
,

实际上就是对〔模型 % 〕中约束条件分类
,

这 里 的 “
资 源

” 是广义



的
, 也可 以看作是约束条件的代称

。

我们把剩余资源无法利用而成木只与限制量 勿有关的资 源称 为
“
第一类资源

” 。

例如
一

「−一中固定 的工人可看作是第一类的人力资源
,

=

固定的生产能力
、

设备
、

产品销售

市场潜力等也可看作是第一类资源
,

因为在进行生产时
,

这些资源已事先给出
,
在一个

生产周期中
,

可 以把这些资源的花费看作是固定不变的
,

与具休产品的产量并无 直接关

系
‘

Τ例中
,

一

ϑ几厂的粗加 几和精加
一

.几能力就是属于第一类资源
。

如果一个资源是 以它实

际用量的价格计入产 品成本
,

则我们称
’

仑为 “
第一类资源

” 。

一般的产品原料都属干第

二类资源
,

#

Τ例中贵金属属于第二类资源
。

为 明 确 起 见
,

我们把〔模型 % 〕推广为〔模型 ! ∀
,

条件 ,”
,

,! −同仁模型 % 〕
,

条件

, 5− 改为

, 5
=

% − & 个资源中前
,
个 , 即∋ . ,

∋
,

⋯
,
∋

,
=

−

是属于第一类资源
,

后& 一 Ω
个 , 即∋

, , ,
∋

, 二 ,
⋯

, ∋ , −

属
二

于第二类资源
。

资源∋. 计入成本的每
一

单位平均价格为、3,￡二 % , ! ,

⋯
,

爪 −

, 5
=

! − 产品 尸∗ 户的出−
一’

价为 Ξ 户,

在这些假设下利润为

月 招

,Ξ 户一 艺
矛一 % Η %

Ψ , 2 , 3−二声一 艺 Ψ ,。,

3 一 %
艺问一一8

因为艺
、, Ζ ,是常数

,

因此使利润最大的规划问题仍可表为问题 ,%−
,

其中

Ι / Ι Η 艺、
, Α −

Ω.一 Μ Ε一 艺
飞。2 , Ι

矛= 犷令 %

现设 ∋ 寿的影子价格 入 ; [ ,

那么根据线性规划的对偶理论可知在最优生产计划中 ∋ 奄已

用完
。

现在企业以每单位 ) , 的价格买进 % 单位的 ∋ ∴ , 9 ∴ 变为 奴 Η % ,

其他条件不变
。

那么在新的约束条件下 可求得新的最优解
,

设为 大 ‘ ,

介
‘ ,
⋯

,

6’
‘,

,用加撇字母表示在

新计划 下相应的最
,

下同 −
。

新的目标函数值设为 Ι’
,

则

8 1一 8 / ? 冷

>%% ,
·

性− 有

艺介
‘、
厂一艺了祥产二 , ∴

了= %

是第一类资源
, ] Σ ∃

则 ϑ厂二了护
,

, Ε −

,3− 如果 ∋ 龙

Ε % 了一

客
, , Ν · , 了一

,多
飞、

, , 9 , Η ) ,

−

研以
,

新计划 与原计划相比
,

利润增加量为

·% 了

一反
, ,

了

一,疾一
十) 奇

−
一

+兵
了,

一房
飞、, 。,

〕



/ 入一0龙 , Γ −

由 , Γ − 式可知 当影子价格大于市场价格时购入 %单位的资源扩大生产就可多得利润

Γ 二 ?龙一0奄

如果购入 叮单位的资源扩大生产
,

通过类似的计算可知增加的利润为

Γ ‘ Ξ , 夕掩一 ) 奄 − , Δ −

当资源影子价格小于市场价格时
,

八一 ) 左Σ ≅ ,

可卖出资源
,

令 ⊥ Σ [ ,Δ− 式仍然成立
。

当然
,

, Δ − 式的成立是有条件的
, ⊥ 必须在一定范围内才可以

。

这个范围称为该资源影

子价格的有效区间
。

有效区间可由最优表确定
。

具体方法如下 在最优表中影子价格所

∴ 列中先找出正元素
,

用这些正元素分别去除同行的常数列元素
,

取商中最小者加上负

号 即为 ⊥ 的下界限 , 有效区间左端点 − , 再找出负元素
,

用这些负元素的绝对值分别去

除同行的常数列元素
,

在所得的商中取最小者即为 ⊥ 的上界限 ,有效 区间右端点 −
。

在

上例中
,

精加工工时影子价格的有效区间是 〔一 !≅
,

!!
=

%〕
。

类似地可求得贵金属影子价

格的有效区间是〔一 Α!
, 5 ≅〕

,

综上所述
,

可得如下结论

结论 %
=

当第一类资源的影子价格高 于该资源的市场价格时
,

在企业生产能力允许

的条件下
,

可以购入该资源以扩大生产
,

反之当影子价格低于市场价格时可以卖出部份

资源
。

当资源买卖数量不超出影子价格的有 效区间时
,

企业所增加 的利润 的金额 可山

, Δ − 式决定
。

,3 3 − 现在看第二类资源的情况
。

设∋ 左是第二类资源 , ] ; Ω −
,

因为? = ; [ ,

故

有艺心 36 产/ 奴
,

按假定
,

新计划用完 奴十 % 单位的资源 ∋ 。
,

即

艺 叹36 1’/ 叭 十 % ,
一
“

是

Ι / 艺 Μ Ε、 ,一
1一 % 索,,3Η

、一 ,

−61一 艺 Ψ , 9.

一兵
名,·,

了
一

兵,
名 _ 一

3−6
,
了
Β ⎯ 奄沙掩

一房
岭。,

其中
,
乙 %表示对 ∃ Η %《东《&

,

且 乞斗 ] 的那些 玄取和
。

所以 Ε % ‘一 Ε % / 少∴
一

卜Ψ = , 9 。Η % − 一 Ψ ∴ 9。一 ) ∃ , Ι −

即 Ε % 子一 Ε % / 夕。Η Ψ 及一 ) 走

由 , Π − 式知
,

当翔十Ψ 奄一入; [ ,

即入 ; 入一 Ψ 凌时
,

购入 % 单位的资源扩大 生产可增

加利润 ? 冷十Ψ 走一 ) 决,单位 −

类似地
,

如购入 ⊥ 单位资源扩大生产
,

则增加的利润为

Γ 二 ⊥ ,夕庵Η 飞α凌一 ) 盛−

, Π − 式 中口的范围和 , Δ − 式 中的 口一样确定
。

例如
,

从表 % ,最优表 − 可 以算出贵金

属的影子价格的有效区间为〔一 Α!
, 5 ≅〕

。

因此有



结论朴
几

当第二类资源的影子价格高于该资源的单愉
场价格与原来该资源计入成

之
= Χ

本的单位价格之差 , 即? ∴; 人一Ψ ∴ −时
,

在企业生产能力充许下
,

可两入该资源以扩
大生产

。

反之
,

则可卖出部份资源
。

当资源买卖量不超致影子价格的有效区间时
,

企业

增加的利润可由 , Π − 式算出
。

有了这两个结论就容易理解
,

上例中为什么对精加工工时和贵金属的影子价格应采

用不同的应甩方式
。

应当指出
,

资源的影子价褚是与企业的整个生产结构密切相关的
。

一

个资源
,

即便它在生产中的作用木变
,

木身的限制量也无变化当其它条件发生变化时
,

它的影子价格也可能发生变化
。

下面举例说明言

〔例 !
#

〕 在例 % 中
,

‘

如果根 据予厕 产品Φ的销售量 不超过5≅ 千件
,

因此产品Φ

的产量也不应超过5≅ 千件
,

此时在其他约束条件不变下
,

应增添约 束条件7 蕊5≅
,

引

入松驰变量介成为

6. Η 丸 二 5≅

应用单纯形法求解得最优表如下

口一
#

⋯
#

#
#

一

⋯
一

井⋯
“

一

二
此时精加工工时的影子价格上升到%

=

!Ε 万元 Ν千工时
,

但贵金属的影子价籍却降为 。
。

值

得注意的是产量限制的影子价格等于。
=

Ε万元 Ν千件
, “

限制” 并不是 “资源
” ,

为什么

也有影子价格呢 Ο 它有没有经济意义呢 Ο 我们认为
, “

限制
” 的影子价 格 就 是 对

“限

制
”
的评价

,

它就是把限制
“
放松

” 一单位可能产生的经济效益
。

=

本例中
,

产量限制的

影子价格为≅
=

Ε万元 Ν 千件
,

指的是如果能用某种方法使得Φ产品的销售量达到 5% 千 件
,

则盈利可能增加 ≅
=

Ε万元
·

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了育启 如果使销售量增加 %千件的

话
,

那么应考虑推销费的增加不要超过 Ε 千元
,

否则就笼导不偿失
。Β

结论 %结论 !都是对影子价格是正数的资源作出的
。

对于影子价格为 [ 的资源
,

在最

优生产计划中资源尚未用完
,

因此应考虑资源的可贮存性问题
。

第一类资源大多数是不

可贮存的
,

例如
,

在一 个生产周期中能够加工% ≅ ≅ ≅个零件的机床
,

如果这个周期只加工

Π≅ 。个
,

那么剩余的加工能力!≅ 。个是零法贮存下来转到下一周期去的
,

在下一个生产周

期中机床的最大加工能力仍然是 % ≅ ≅ ≅个而不是 %! ≅ ≅个
。

许多生产原料本来是可贮存的
,

但贮存有形资源是要花代价的
,

例如
,

提前支付资金的利息
,

仑库租金
,

物质的自然

损耗等
,

我们把侮单位第 ] 资源 ,如果可贮存的话 − 从当前这一生产周 明贮在到
一

.=β一周

期的费用记为人
,

把 Ψ 奄一心 称为该资源的单位
“

贮存价值
” ,

当单位贮存价位为 。 ,或

为负数 − 时
,

找们 也可以认为该资源是不可贮 存的
。

对
飞

不可贮存的资源
,

我们有
∃

结论5 ,

设∋ 矛亡不 可贮存的资想
,

且 比影
一

子价格 八一 [ ,

则 。



, % −如果∋ ∴ 是第一类资源
,

只要市场价格大于 [ ,

就可以卖出部分 多余资源 ,不

必缩减生产规模 − 使企业得利增加
。

, ! − 如果∋ ∴ 是第二类资源
,

则当市场价格 0 ∴ ; ∴ ∴ 一 Ζ ∴ 时
,

方 可卖出
。

, 5 − 不论∋ ∴是第一类资源还是第二类资源
,

也不论市价多么便宜
,

都不应买进资

源
。

结论 5 的 , % −
,

, ! − 是结论 % 和结论 ! 的直接推沦
。

, ! − 是很 自然 的
,

但

, % − 认为市 价不 必大 于原 价
,

只要大于 。即可卖出
,

似乎与
“
常识

” 不符
。

实际

上
,

这是由于多余的第一类资源的不可贮存性所决定的
。

例如在例 ! 中
,

粗加工工时的

影子价格为 。,

在最优计划中尚余Α≅ 千工时
,

因为这种加工能力是不可贮存的
,

所以如

果有外单位愿意用一定代价利用这些工时
,

那么
,

不管代价多么低
,

都会增加利润
。

由

于这Α≅ 千工时在原来最优生产计划中并未利用
,

卖出这 Α≅ 千工时的生产能力对最优计划

毫无影响
,

原来的利润保持不变
,

出卖这些工时所得的利益是纯增加的收益
。

如果不让

外单位利用这些生产能力
,

由于生产能力无法贮存到下一周期
,

等于白白浪费了
。

现在

低价卖出恰恰是充 分地 利用这 些资 源
。

结论 , 5 − 对于第一 类 资 源
,

可 以 认 为 是

结论 % 的推论
。

但对于第二类资源
,

却不 能 看 作 是 结 论 ! 的 特 例
。

因 为 结 论 ! 是

在 ?奄; ≅ 的条件下 作出 的
。

这 里儿 / 。
,

当 ) 是Σ Ψ 掩时
, 尸奄一 Ψ 掩Σ ≅虽然满足儿; )奄一

叭
,

却不应买入资源
,

因为由入 / 。知∋ 掩尚未用完
,

在最优计划中起
“
瓶颈

”
作用的不

是∋ ∴ ,

而是其他资源
,

现在 购入∋ 奄再多也无法扩大生产
,

而∋ 介又无法贮存到下一生产

周期使用
,
购入∋ 。等等白白浪费了购买∋ 冷的款目

。

例如
,

在例!中
,

如果规定工厂不得

贮存贵金属到下一生产周期使用 ,或贮存费用非常高 −
,

那么
,

即使市场上有每克 Π 元

的贵金属
,

我们也不应买入
,

因为由于产量和精加工工时的限制
,

增加贵金属已无法使

本生产周期的产量增加
,

贵金属又不允许贮存到下期使用
,

购入贵金属则白白地多耗资

金
。

对于可贮存的第二类资源
,

当影子价格为 。时
,

虽然该资源 已有富余
,

但可以贮存

到下期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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