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观经济学 弹性论  
 
 
 
 
 
 
 
 
 
 
 
 
 
 
 
 
 
 
 
 
 

 

弹性理论，即反应程度的问题。 
 

2.弹性理论： 
 

（1）需求价格弹性（重点）：需求价格弹性的含义、需求价格弹性的计算、

需求价格弹性的分类、需求价格弹性与厂商的销售收入。 
 

（2）弹性概念的扩大：需求交叉弹性、需求收入弹性、供给价格弹性。 
 
 
 

第三章 弹性理论 
 

第一节 需求价格弹性 
 

一、弹性的含义 
 

弹性即需求量或供给量的变动对其影响因素变动的敏感程度。 

以篮球为例，往地上使劲扔一个篮球，如果篮球弹得比较高，说明篮球的弹性大；

如果使用相同的力往地上扔一个篮球，篮球没有弹起来，就说明无弹性或弹性小，

球的弹性就是球对施加的力的反应程度，反应大→弹性大，反应小→弹性小。同理，

经济上的弹性是指需求量或供给量的变动对其影响因素变动的敏感程度。 

二、需求价格弹性 
 

（一）需求价格弹性的含义 
 

需求的价格弹性是指一定时期内一种商品的需求量变动对于该商品价格变动的
反应程度。或者说，在一定时期内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化百分之一所引起的该商
品的需求量变化的百分比。 
 

1.需求价格弹性：当价格发生变化，需求量也会发生变化，如果想知道当价

格发生变化，需求量的变化量是多少，就是需求的价格弹性，需求的价格弹性是

指一定时期内一种商品的需求量变动对于该商品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反应程度



用百分数表示，比如价格变化 1%，导致需求量变化百分之多少，即需求的价格

弹性。 
 

2.需求价格弹性系数（ ）=-需求量的变动率 ，e 表示弹性，d 表示需求，该公  
价格的变动率 

 

式非常重要，需要记住。需求量在上、价格在下，按照“需求价格弹性”的顺序记

忆即可。该公式上下都是变动率（变动百分比），上面是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

下面是价格变动的百分比。公式前面有一个负号，如果不看负号公式为 
 

需求量的变动率 ，价格与需求量成反比，那么 
需求量的变动率 的值是负数，比如价格上 

价格的变动率 价格的变动率 
   

涨 10%，导致需求量下降 20%，得出需求量的变动率为-20%，价格的变动率为 10%， 

计算得出−
10%

20% =-2。经济学中不太喜欢负数，为了便于比较大小，在公式前面加
 

 
 

了一个负号，负负得正，取这个数的绝对值，意味着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大于 0。 
 

3.掌握的考点： 
 

（1）需求价格弹性的含义需要理解，无需死记硬背，就是需求量的变动对

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 

 

（2）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公式需要记住，需求量在上、价格在下，上下都是

变动率（百分比），前面是负号，算出的数值是正数，比如当价格上升 1%，导致

需求量下降 0.5%，需求价格弹性系数为  0.5。 

（二）需求价格弹性的计算  
 

1.弧弹性 
 

（1）弧弹性定义  
 

需求的价格弧弹性表示某商品需求曲线上两点之间的需求量的变动对于价

格的变动的反应程度。简单地说，它表示需求曲线上两点之间的弹性。  
 
 
 
 
 
 
 
 
 
 
 
 
 
 
 
 
 
 

 

【解析】 
 

弧弹性定义：需求曲线上两点之间的弹性。如上图所示，纵轴是价格、横轴是



需求量，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直线，一般用字母 D 或 d 表示，在这条需求曲 
 

线上有 A、B 两点，A 点的坐标是 P1、Q1，B 点的坐标是 P2、Q2，如果求 A、

B 两点之间的弹性是多少，就是在求弧弹性。 
 
 

 
（2）弧弹性计算 

 
①端点公式 

 
A 点到 B 点（降价时）：  

 
 
 
 
 
 
 

由 B 点到 A 点（涨价时）：  
 
 
 
 
 
 
 

②中点公式  
 
 
 
 
 
 
 
 
 
 
 
 
 
 
 
 
 

例题：一种高级冰激凌价格为 9 元人民币时需求量为 11 吨，价格为 11 元

时需求量为 9 吨。则这种冰激凌的需求价格弹性是（ ）。 
 

A.1 
 

B.0 
 

C.-1 
 

D.0.5 
2.点弹性 

 
（1）点弹性定义 

 

当需求曲线上两点之间的变化量趋于无穷小时，需求的价格弹性要用点弹性

来表示。也就是说，它表示需求曲线上某一点上的需求量变动对于价格变动的反

应程度。 



 
（2）点弹性计算  

 
 
 
 
 
 
 
 
 
 
 
 
 
 
 
 
 
 
 
 
 
 
 
 

【解析】 
 

1. 点弹性：表示需求曲线上某一点上的需求量变动对于价格变动的反应程

度。如上图所示的需求曲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直线，需求曲线上只有一个点 

A，坐标是 P 和 Q，计算点 A 的弹性就是计算点弹性。 

例题：已知需求函数为 =2400−400 ，求当 =4 时，需求价格弹性是多少。 

 
 

（三）需求价格弹性的分类  
 
 
 
 
 
 
 
 
 
 
 
 
 
 
 
 
 
 
 
 
 
 
 
 

 

 

 

 



 
【解析】 

 

1.缺乏弹性：0＜ed＜1，需求量变动百分比小于价格变动百分比，

比如价格变动率为 1%，需求量的变动率为 0.2%，计算出来等于 

0.2,0.2＜1，就是缺乏弹性，需求量的变动对价格变动反应不敏感，

当价格发生变化时，需求量变化不大，生活必需品缺乏弹性，比如食

盐，每天都必须吃食盐，而且为了身体健康需要摄入足量的食盐，即

便食盐涨价对其需求量变化较小。 
 

2.富有弹性：1＜ed＜∞，需求量变动百分比大于价格变动百分

比，当价格发生变化，需求量变化非常大，奢侈品富有弹性，比如 LV、

黄金珠宝、高档香水、高档化妆品。 
 

3.单位弹性（单一弹性/单元弹性）：ed＝1，需求量变动百分比

等于价格变动百分比，比如价格变动 1%，需求量也变动 1%，只在理

论上存在。 
 

4.完全弹性：ed＝∞，价格微小变动，会引起需求量无穷大变动，是富
有弹性的极端，只在理论上存在。 

 

5.完全无弹性：ed＝0，无论价格如何变动，需求量都不变，是

缺乏弹性的极端，比如胰岛素，对于糖尿病人而言胰岛素非常重要，

无论胰岛素价格如何上涨，都不会改变需求量。 
 

6.考查方式： 
 

（1）直接问是属于缺乏弹性、富有弹性，还是属于单位弹性、

完全弹性、完全无弹性，比如当弹性=2，属于富有弹性。 
 

（2）需要计算，比如价格变动 10%，导致需求变动 2%，计算出 

ed=0.2，属于缺乏弹性。 
 
 
 

（四）需求价格弹性与厂商的销售收入 
 

1.缺乏弹性：0＜ed＜1。降价减少厂商销售收入，涨价增加收入。

即收入与商品价格成同方向变动。 
 

2.富有弹性：1＜ed＜∞。降价增加厂商销售收入，涨价减少收

入。即收入与商品价格成反方向变动。 
 

3.单位弹性：ed=1。降价或涨价都不会影响厂商的销售收入。 
 

【解析】 
 



1.缺乏弹性：0＜ed＜1。降价减少厂商销售收入，涨价增加收入，即收入与

商品价格成同方向变动。在弧弹性计算时曾举例，当价格从 10 元涨到 12 元时，

需求量从 80 个减少到 76 个，计算的弹性为 0.25，当价格为 10 元、需求量为 

80 个时，收入=10×80=800；当单价为 12 元、需求量为 76 个时，收入

=12×76=912， 0.25 是缺乏弹性，价格上涨→收入增加，说明价格与收入同方向

变动。考试不可能每一次都举例，需要理解，收入=价格×数量，收入主要取决于

单价和数量，既然商品是缺乏弹性，说明当价格发生变化时，需求量变化非常小，

就是缺乏弹性的含义。既然需求量变化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就假设其不变，

此时收入的变化就主要取决于价格的变化，当价格上涨→收入增加，当价格下降

→收入减少，价格与收入同方向变动。如果商品缺乏弹性，作为厂商要涨价，因

为涨价收入会增加。 

 
2.富有弹性：1＜ed＜∞。降价增加厂商销售收入，涨价减少收入，即收入 

与商品价格成反方向变动。当价格发生变动，需求量变化非常大，此时收入不仅

仅只取决于价格，还取决于需求量，既要看价格，又要看需求量。但价格变动没

有需求量变化大，如果涨价需求量会减少很多，比如涨价 1%，需求量下降 80%，

此时收入减少，因为需求量的变动更大，将收入的量拉下来。反之，如果降价需

求量会增加很多，比如价格下降 1%，需求量增加 80%，此时收入增加，由此可以

看出收入与价格成反向变动，作为厂家要降价，薄利多销。  

 

3.单位弹性：ed=1，说明价格变化对于收入的影响正好等于需求量变化对于

收入的影响，影响大小相同、方向相反，一正一负相互抵消，比如价格上涨导致

收入增加 5%，需求量下降又导致收入减少 5%，此时对收入的作用和影响为 0，

降价或涨价都不会影响厂商的销售收入。   
 
 
 
 
 
 
 
 
 
 
 
 
 
 
 
 
 
 
 
 
 
 
 
 



 
 
 

 

【解析】 

 

1.需求价格弹性与厂商的销售收入的关系： 

 

（1）对于缺乏弹性的商品而言，商品价格与厂商收入成

正比，降价收入减少、涨价收入增加。 

 

（2）对于富有弹性的商品而言，价格与商品收入成反比，

降价收入增加、涨价收入减少。 

 

（3）对于单位弹性，无论是涨价还是降价收入都不变。 

 

2.口诀：富有弹性要降价，缺乏弹性要涨价，单位弹性没变

化。 

 

3.“谷贱伤农”有时候又叫作“丰产不丰收”，体现了怎样

的经济学原理： 

 

“丰产”说明供给量增加，当需求不变、供给增加→粮食的

均衡价格会下降，粮食属于生活必需品，是缺乏弹性的（ed

＜1），对于缺乏弹性的商品而言，价格与收入同方向变动。 

 
 

 



 
 
 

 
（五）影响需求价格弹性的因素 

 
【解析】 

 

影响因素不考虑其他的影响因素，如：商品的可替代性，不考虑必需品或是否

对生活重要，仅考虑替代性，因为考虑其他因素，不会得出确定的结论了。 
 
 

 
1.商品的可替代性 

 

商品的可替代性越大，需求价格弹性就越大；

商品的可替代性越小，需求价格弹性就越小。

【解析】 
 

1.商品的可替代性就是说这个商品能不能被其他商品所代替。 
 

2.商品的可替代性越大，需求价格弹性就大，即说明它的替代品非常多，需

求价格就大富有弹性。如：以农夫山泉为例，有很多的替代品，百岁山、怡宝等

都是它的替代品，前提是大家对于水没有特殊偏好，反正都是水，农夫山泉富有

弹性，如果当农夫山泉价格上涨之后，其他商品价格不变，就会大量减少对农夫

山泉的需求，人们就都去购买它的替代品，所以说对于有很多替代品的商品来说，

它的需求价格弹性就比较大。 

 

3.商品的可替代性越小，需求价格弹性就越小。即替代品很少，没有什么替

代品，如：盐的替代品非常少，基本没有什么替代品，价格发生变化，需求弹性

就比较小。 
 
 

 
2.商品用途的广泛性 

 

商品的用途越广泛，需求价格弹性就越大；

商品的用途越狭窄，需求价格弹性就越小。

【解析】 

 

1.商品的用途越广泛，需求价格弹性就越大。如：毛巾有很多用途，每个家庭

不止一条毛巾，有专门用来擦脸的、专门用来擦手的、专门用来擦脚的、专门 
 

 



 

用来擦地的等等，如果毛巾价格上涨，若原来 5 元/条，现在 100 元/条，就会

大量减少对于毛巾的购买，可能只留一条专门用来擦脸，对于用途比较广的商品

来说弹性就比较大。  

 

2.商品的用途越狭窄（唯一），需求价格弹性就越小。如：老师的手写板，

但是只能用来配电脑写板书，用途较窄，若价格发生变化，需求量变化不大，所

以说它的弹性就较小。 
 
 

 
3.商品对消费者生活的重要程度  

 
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小；  

 
非必需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大。  

 
【解析】 

 
1.按照重要程度可以分两种：一种是生活必需品，一种是非生活必需品。  

 

2.生活必需品，如：粮食、食盐、电，缺乏弹性，没有我们就活不下去了，

生活必需品需求价格弹性小。 

 

3.除了生活必需品之外的都叫做非必需品，如：香水、电影，若电影票涨价

了，不看就行了，需求量变化较大，因此富有弹性。  
 
 

 
4.商品的消费支出在消费者总支出中所占比重  

 

某商品的消费支出在消费者预算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越大，该商品的需求价

格弹性就可能越大； 

 

某商品的消费支出在消费者预算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越小，该商品的需求价

格弹性就可能越小。 
 

【解析】 
 

1.比如说我这个月总支出是 3000 元，其中有 1000 元用来买一部手机，这

部手机在我的总支出中所占比重就是 1/3。 

 

2.某商品的消费支出在消费者预算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越大，说明商品越贵，

该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就可能越大。如：LV 价格非常贵，如果它降价，我们会疯

狂的抢购，所以说需求价格弹性就比较大。 
 

3.某商品的消费支出在消费者预算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越小，该商品的需求 
 

 



 

价格弹性就可能越小。说明商品便宜，比如说火柴，价格变化根本就不在意，即

使它的价格发生变化我们可能还没有发现，所以说当它价格发生变化的时候，它

的需求价格弹性比较小。  
 
 

 
5.所考察的消费者调节需求量的时间  

 

一般来说，时间越长，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就可能越大；

但对于耐用消费品来说，长期需求价格弹性小。  
 

【解析】 
 

1.当某种商品价格发生变动以后，需求量也会发生变化，有时候调整对于它

的需求量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一般来说/对于大多数商品来说，时间越长，富有

弹性（长期需求弹性大），如：老师非常喜欢喝咖啡，每天至少喝 3 包，而且天

天都要喝，假设咖啡价格上涨，在短期内老师不可能立刻戒掉，即在短期需求量

变化不大（缺乏弹性）。但是假设一两年后，咖啡价格上涨，老师喝不起咖啡了，

慢慢也戒掉了，由原来每天喝 3 包变成现在一个月喝 3 包，与之前相比需求量

变化很大，说明长期需求价格弹性就比较大。  

 

2.特例：对于耐用消费品来说，长期需求价格弹性小。耐用消费品用东北话

来说就是“抗造”，即可以用很长时间，使用寿命非常长，如：汽车、桌子、冰

箱、彩电等，长期需求价格弹性小，说明短期弹性大，我们以冰箱为例，刚开始

大家家里都没有冰箱的时候，如果冰箱降价，大家都会去购买，在短期内需求量

变化比较大。一般来说一个家庭一个冰箱就够了，还可以用很多年，价格再发生

变化的时候，需求量变化不大，因此长期需求价格弹性比较小，短期需求价格弹

性比较大。 

 
 
 
 
 
 
 
 
 
 
 
 
 
 
 
 
 
 
 



 
 
 
 
 
 
 
 
 
 
 
 
 
 
 
 
 
 
 
 
 
 
 
 
 

 

【解析】 
 

考查方法： 
 

（1）问“影响需求价格弹性的因素有哪些”，即商品的可替代性、商品的

用途、商品对消费者生活的重要性、商品的消费支出在消费者预算总支出中所占

的比重、所考察的消费者调节需求量的时间以及商品的种类。 

 

（2）问“生活必需品是富有弹性还是缺乏弹性”，即对生活越重要，需求

价格弹性小，即缺乏弹性，或问“商品的用途很广泛”，如：毛巾的例子，用途

越多，越富有弹性。 
 
 

 
【习题演练】 

 
1.（单选）如果某种物品价格上涨 5%而需求减少 6%，那么物品的需求（ ）。 

 
A.富有弹性 

 
B.缺乏弹性 

 
C.单一弹性 

 
D.完全无弹性 

 

【解析】1.用定义式就可以，ed=
需求变动率

=-6%/5%=1.2＞1，因此是富有弹性，  
价格变动率 

 
对应 A 项。【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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