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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成本效用分析指出经济系统最优化条件仅与经济系统的生产函数类型以及投入

要素效用贡献指数的取值有关。揭示了由资源稀缺性和技术条件所决定的系统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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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系统的输入与输出:成本效用

经济系统的运行是建立在对于经济系统持续的

成本投入基础之上的。从投入产出角度说, 成本要

素投入最终会以一定方式对系统运行目标产生某种

抵减。因此,无论是宏观的社会经济系统,还是微观

的企业经济系统,都存在旨在低代价实现系统目标

的成本控制问题
[ 1] ( P12- 14)

。经济系统优化的实质是

系统投入产出关系的优化。

系统产出总是表现为某种对物质和文化需要满

足程度的效用,经济系统的目标就是通过某种效用

生产实现的,并需要有持续的系统运行过程来保证。

因此, 经济系统效用目标实现过程本身客观上又构

成了对于经济过程成本投入的需要。从满足需要角

度说, 成本就具有了一种派生效用,即成本效用。另

外,成本投入的不同部分对于经济效用生产的作用

或贡献程度也是不同的。系统优化过程在经济意义

上表现为对于成本投入低效与无效部分的约束和有

效部分强化的过程。系统优化的实质就是系统投入

成本的优化,并具体表现为以效用差异分析为基础

的成本效用不同构成部分的约束或强化。

二、基于成本效用产出关系的经济系统优化问题描述

(一 )经济系统的技术特征: 生产函数

成本要素特征与生产函数密切相关。生产函数

反映了经济系统的技术关系: 即一组生产要素投入

与其最大产出之间的数量关系
[ 2] (P 35)

。假定经济系

统成本可以进行细分, x为变动成本要素向量, P为

变动成本要素价格向量,固定成本 C常数,则总成本

为 C ( x ) = P
T
+ C。一般认为,生产函数是成本投入

要素组合中的产出效用最大者,则有

q = f ( x ) = m ax[ f i (x1, x2 , xn ) ]

其中 f i表示 f的不同组合。上述生产函数 q满足

下面两个性质:

性质 1 存在一个经济区域, 在其中投入增加

时不能使产出减少。

性质 2 存在一个相关经济区域 RP ,在 RP 内

生产函数的 H essian矩阵是负定的。即
2
f (x )

x
2 < 0

性质 1等价于没有投入要素的浪费,Mf (x ) 0,即

生产函数是单调增加的。性质 2意味着在该相关经济区

域内,生产函数是严格凸的。如果一组生产要素投入 x

可以产出的数量为 q,另一组生产要素投入 x 可以产出

的数量也为 q,则这两组生产要素的加权平均组合 tx +

(1 - t)x (0 t 1)至少也可以有 q产出。

(二 )经济系统的优化:成本最小化问题

性质 1和 2是对系统优化过程进行成本描述的

基础。成本最小化相对于既定的系统产出效用 q而

言, 要求最优的投入要素组合 x使总成本最小,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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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为:

m inC (x ): s. t. q = f (x ) ( 1)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引进 Lag range函数

L = C (x ) + [ q - f (x ) ] ( 2)

方程有解的一阶必要条件是

C (x )
x

-
f ( x )
x

= 0 ( 3)

q = f (x ) ( 4)

令
C ( x )
x

= w, 其中 w表示成本投入要素的价

格向量, w = (w1, w 2 w n ), 则

w i = M f i (x ) ( 5)

上式说明, 考虑产出效用的最低生产成本条件

是:每一成本向量要素的价格与其相应的边际产出

效用相等,即所有成本要素应当具有相同的单位成

本效用。乘子 的经济意义是: 经济系统对应于单位

效用的边际成本,数值上等于增量成本向量各要素

的加权平均数。

设由方程 (5)推出成本最小化问题为 m inC ( x )

=

n

i= 1
w ixi,其最优解为 x i = g i ( q, w ),则最小成本为

C ( x ) =

n

i= 1
w ig i ( q, w ) ( 6)

可见,最小成本 C ( x ) 既受到成本向量要素构

成 w i的影响,还受到技术因素 g i的制约。在一定限

度内, 生产函数中的技术因素对于既定经济系统来

说具有不可控性
[ 3] (P 163- 166)

, 因此, 优化成本要素构

成就成为提高成本控制效果的关键。在方程 ( 5)中,

w i是既定的稳定向量, 为常数, 只有调整 M fi ( x )

才能使方程成立。

三、经济系统的成本效用评价模型

经济系统成本效用评价的目的在于实现成本效

用最大化。设成本投入要素约束为 I, 在进行成本效

用最大化描述时,一般不考虑成本要素 x所可能发

生的节约或闲置, 即为了取得最大的成本效用

U ( x ),在成本投入要素约束内, 成本总额也达到最

大值
[ 4]
。成本效用最大化问题可表示为

maxU ( x ): s. t. P
T
x = I, x 0 ( 7)

其中 P
T
= (P1, P2 , Pn )

T
为成本要素价格向

量; x = (x 1, x 2 , xn ) 为成本要素向量;

同理可通过构建如下 Lag range函数 L = U (x )

+ ( I - P
T
x ) 求解。

四、结 论

经济系统目标函数中的向量 p
T
= ( p1, p2 ,

pn )
T
表示了各成本要素相对于其成本效用的单位投

入代价。即 p i =
C ( x )

xi
。当成本投入要素变量单位

为数量时, P i即为要素单价, 而当成本投入要素变

量单位为金额时, P i 就是单位投入的成本效用系

数。在经济系统优化过程中, 重要的不是 P i数值本

身, 而是要通过 P i确定合理的要素投入结构。

在经济系统优化过程中,成本要素投入结构受系

统技术关系的影响和制约。本研究假定生产函数的

线性特征,默认了各成本要素之间的非关联性和可替

代性。这种简化只有在不需计算成本要素投入的具

体数值,或者已经明确了成本要素之间的物质技术关

系时才是有效的。另外,由于受生产函数技术关系及

不断变化资源稀缺性状态的影响和限制,不同时点的

最优成本要素结构必然存在差别。对于既定的分析

主体,系统优化过程通过成本结构的变化引导和影响

着系统技术条件升级和资源稀缺状态, 反之, 不断变

化的资源稀缺状态和系统技术特征也会从要素单价

与消耗水平两方面引导系统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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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econom ic input- outpu,t m ax imum of cost utility in econom ic system is a substance represen-
tation o f the system optim ization, and the max imum o f cost utility is coherent w ith costm in imum. The basic process
of system opt im izat ion w ith the re levant qualif ication w as stud ied, wh ich po inted out that the concrete optim ization
process is depended on cost structure and product ion function on the econom ic system. The optim ized situation o f a
econom ic system only concerns w ith its production functionmode l and the utility contribution index o f its inputs.
Key words: system optim ization; cost utility; resource scarc ity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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