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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需求弹性在经营管理分析中的应用 

4.1.1 影响商品需求价格弹性的因素—商品、消费行为分析 

 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弹性低，非必需品的价格弹性高； 

 替代品多的商品其价格弹性高，反之弹性低； 

 市场饱和度高，商品价格弹性低；饱和度低，商品价格弹性高； 

 商品在总消费中所占比重大者，其弹性大，反之其弹性小； 

 商品用途越多，其价格弹性越高；用途越少，价格弹性越低； 

 可推迟购买的商品，其价格弹性大，不可推迟购买的弹性小；  

 长期比短期更有弹性； 

 与消费者的收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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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需求弹性在经营管理分析中的应用 

4.1.2 行业的价格弹性和企业的价格弹性 

 单个企业的需求不能脱离其所属行业的（市场）需求状况而存在； 

 单个企业的价格弹性取决于该企业产品差异化程度和购买者对其品牌的信心程度； 

 企业产品所占的市场份额； 

 竞争对手所研究企业价格变动的反映。 

里德汉姆提出了一个公式来计算产品无差异情形中，单个公司产品的价格弹性： 

 

 

           其中，E表示所考察公司的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Em表示市场价格弹性，

Es表示竞争者对所考察公司价格变动的供给弹性，S表示该公司的市场份额，Sr表

示竞争者的市场份额。 

E= Em+Es·Sr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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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需求弹性在经营管理分析中的应用 

4.1.3 影响商品需求收入弹性的因素 

行业角度 

 该行业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

影响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 

单个企业而言 
产品和行业收入弹性不一致的原因： 

 产品竞争力差异； 

 企业在行业中所占市场份额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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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需求弹性在经营管理分析中的应用 

4.1.4 若干经验研究结果 

产品与劳务 弹       性 

航空旅行： 

   短期公务性质旅行 

   假期航线 

民用电力： 

   短期（1年） 

   长期 

香烟 

咖啡 

家庭用品： 

   短期 

   长期 

厨房用具 

 

价格弹性 

收入弹性高 

 

-0.06（价格）；+0.06（收入） 

-0.52（价格）；+0.88（收入） 

-0.3~-0.4（价格）；+0.5（收入） 

-0.15（价格）；+0.29（收入） 

 

-1.2（价格） 

-1.3（价格） 

-0.6（价格） 

需求弹性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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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与劳务 弹       性 

轮胎： 

   短期 

   长期 

收音机和电视机（短期） 

汽车（长期） 

法律服务 

内科医生服务 

 

-0.6（价格） 

-0.4（价格） 

-1.2（价格） 

-0.2（价格） 

-0.5（价格） 

-0.6（价格） 

4.1 需求弹性在经营管理分析中的应用 

4.1.4 若干经验研究结果 

（续表） 

4.1.5 需求弹性应用 
• 价格弹性与经营管理决策 

价格变动对销售的影响： 

 在价格弹性较小的情形中，降价将导致总收入降低； 

 提价则会导致总收入增加。 



管理经济学—理论与案例    毛蕴诗  张颖   编著 

4.1 需求弹性在经营管理分析中的应用 

4.1.5 需求弹性应用 

•不同价格弹性下的需求与销售收入变动情况： 

|EP|=1   单位弹性                      价格变动→需求等比例变动总→收入不变 

                                                                               总收入不变 

|EP|<1   需求对价格变动          价格↑→需求 ↓ 不大 

                   不敏感                                       需求 ↓ 带来收入 ↓< 价格 ↑ 带来收入↑ 

                                                                               总收入将↑ 

                                                   价格 ↓→ 需求 ↑ 不大 

                                                                      需求 ↑ 带来收入 ↑ < 价格 ↓ 带来收入 ↓ 

                                                                               总收入将 ↓ 

|EP|>1   需求对价格变动         价格 ↑ → 需求 ↓ 很大 

                     很敏感                                    需求 ↓ 带来收入 ↓ > 价格 ↑ 带来收入 ↑ 

                                                                               总收入将 ↓ 

                                                  价格 ↓ → 需求 ↑ 很大 

                                                                     需求 ↑ 带来收入 ↑ > 价格 ↓ 带来收入 ↓ 

                                                                               总收入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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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弹性、价格与边际收入的关系 

4.1 需求弹性在经营管理分析中的应用 

4.1.5 需求弹性应用 

 设Q为商品需求量，则销售总收入TR可表示为： 

           TR=P·Q 

    就TR=P·Q对Q求导得边际收入： 

             MR=dTR/dQ=P+Q(dP/dQ) 

         =P[1+(Q/P)(dP/dQ)]=P(1+1/Ep) 

②价格弹性为无穷大的情形。设Ep=-∞，其需求曲线为一水平直线，于是有： 

MR=P（1+1/-∞ ）=P（1+0） = P 

③价格弹性介于0与无穷大之间的情形。设-∞< Ep <0，则： 

   MR=P（1+1/ Ep ）=P（1+某一负数） 

•价格弹性与边际收入 

 ① 价格弹性为0的情形。     

     由Ep=0，则： 

 MR=P（1+1/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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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需求弹性在经营管理分析中的应用 

4.1.5 需求弹性应用 

• 以销售收入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决策 

 对于价格弹性低的产品，可采用提价方式； 

 对于价格弹性高的产品，可采用降价方式。 

• 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决策 

 考虑成本因素； 

 对价格弹性低的商品，通过提价可增加销售总

收入，并且如能同时保持成本不增加，则利润

就会增加； 

价格弹性高的情况下 

 只有当总收入的增量大于成本的增量时，利润才会增加。这时降

价才是符合利润最大化的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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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弹性用于市场趋势分析与预警 

4.1.5 需求弹性应用 

4.1 需求弹性在经营管理分析中的应用 

用需求收入弹性表示市场成长、饱和与衰退（正常的经济条件下） 

 如果某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该产品市场处于成长状态； 

 如果某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等于0，该产品市场处于饱和状态； 

 如果某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小于0，该产品市场处于衰退状态。 

市场饱和与衰退预警 

 如果需求收入弹性不断下降，其数值处于1

和0之间，表示有较快出现市场饱和的可能； 

 如果需求收入弹性已接近于0，并呈下降趋

势，表示出现市场衰退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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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需求弹性应用 

4.1 需求弹性在经营管理分析中的应用 

•需求收入弹性的决策意义 

判断企业产品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为制定长期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如果商品或行业的收入弹性E1＜1，那么该商品的生产者没有等比例地占有

国民收入的增长； 

 如果E1＞1，表面该商品的生产者超比例占有国民收入的增长。 

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 

 农产品的收入弹性E1＜1，农民收入赶不上其他

行业； 

 政府对农业实行补贴，以保证农民的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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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需求弹性应用 

4.1 需求弹性在经营管理分析中的应用 

•交叉弹性的决策意义 

      交叉弹性是一种重要的弹性分类方式，指的是另一商品价格变动对所研究商

品需求的影响的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EXY= 商品Y需求变动百分比 

商品X价格变动百分比 

= 
△QY 

  QY 

△Px 

  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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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因 

 1 

2 

3 

4 

估计替代品价格变动的影响 

定价策略的参考 

证明产品在竞争中的地位 

分析判断不同产品的风险 

 如果某一企业准备变动某一产品的价格，那么
这一信息对于生产相关产品（如替代程度较高）
的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在与替代品竞争中，为实
现某一销售额，价格应确
定在什么水平，可以用交
叉弹性计算。  如果某一产品与其他产品有正的交叉价格弹性，那么着

写产品一般互为替代品； 

 如果产品无替代品，其交叉弹性为零，该产品则属于处
于垄断地位的商品。 

 竞争中的公司必须了解有多
少种产品是竞争产品（定
性），并了解其他产品价格
变动对公司产品需求的影响
大小。这可以通过估计产品
的交叉弹性获得解决。 

4.1.5 需求弹性应用 

4.1 需求弹性在经营管理分析中的应用 

•交叉弹性的决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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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需求弹性应用 

4.1 需求弹性在经营管理分析中的应用 

• 弹性分析时应注意的问题 

动因 

 1 

2 

3 

4 

难以确定产品的需求曲线 

其他因素影响 

曲线上各点的价格弹性不同 

区别对待企业和行业需求弹性 

 采用点弹性方法，需要知道产品的需求曲线（需
求函数）。然而，确定产品的需求曲线往往需要
收集大量数据，并通过计算机技术进行拟合。 

 价格弹性的确定是以其他
变化因素如收入、消费者
偏好、其他商品价格等保
持不变为前提的。但是现
实中，这些因素都是变化
的。 

 需求曲线上的点往往包括了一个很大的弹性值变化范围，
在这样大的范围内确定弹性值是困难的； 

 产品的价格弹性往往和产品量的变动范围有关。 

 只要存在大量的替代品，企
业的价格弹性就会高于行业
的价格弹性； 

 单个企业在使用行业弹性时
应当加以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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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外消费品需求估计 

4.2.1 对美国汽车需求的估计实例 

• 对汽车需求量的衡量 

可用不同的变量衡量汽车需求 

 汽车的累积保有量； 

 当年汽车购买量。 

在实际研究中 

 确定存量存在困难。因为如果以汽车辆

数来衡量存量，新车和旧车、价格昂贵

和价格便宜的汽车之家存在差别。 

 将所有汽车按不同车

龄和相对价格表示为

新车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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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外消费品需求估计 

4.2.1 对美国汽车需求的估计实例 

• 需求函数 

        首先考虑某个消费者i 的需求Xit,假定主要取决于汽车的相对价格 Pit和他的实

际收入Iit，则有 

                                                     Xit= ait+bit×Pit+Cit×Iit 

         截距ait反应了消费者i的个人偏好和其他未考虑变量的影响，特别是t年相关产

品价格的影响。对不同的i而言，上述方程两边五个变量都存在一频率分布。在方

程两边对i取期望值得: 

                                         E(Xit)= E(ait)+E(bitPit)+E(CitIit) 

      化为                             Xt= at+E(bit×Pit)+E(Cit×I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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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外消费品需求估计 

4.2.1 对美国汽车需求的估计实例 

• 需求函数 
         进一步假定bit和Pit，Cit和Iit统计上不相关，可得： 

                                              Xt= at+bt×Pt+Ct×It 

         其中，at，bt ， Pt，Ct  ，It分别为ait，bit，Pit，Cit，Iit的期望值。 

         进一步假定价格和收入对需求的影响在整个时期保持不变，即bi 和Ci   

为常数。记为b,c ,此外，若将ai表示为 

                                                              ai=a+Ut 

        式中，a为所研究时期的一平均数，而Ui表示随机因素的影响。这样子，

汽车市场需求函数就表示为： 

                                                  Xt= a+bPt+Cit+Ut 



管理经济学—理论与案例    毛蕴诗  张颖   编著 

4.2 中外消费品需求估计 4.2 中外消费品需求估计 

4.2.1 对美国汽车需求的估计实例 

• 即时调整假定下年购买量的需求 

 Xt为所希望达到的存量； 

 年购买量Xt可表示为年底希望达到的人均存量与上一年已经折旧后的人均旧车

存量之差； 

 K表示上一年人均存量的一部分，可理解为年底人均旧车存量与年初全部人均

存量之比。这样，可将年需求量Xt表示为 

                                                           Xt = Xt —KXt  

   上式又可表示为（右边同时加、减Xt-1）   

                                            Xt = （Xt —Xt-1）—（1-K）X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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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外消费品需求估计 

4.2.1 对美国汽车需求的估计实例 

• 考虑时滞的年购买量 
      上述例子中，当第二年希望达到的存量改变时，各年的购买量也依次变化。即

在第二年变动的年份产生跳跃，将希望达到的存量调整在一年内完成，随后又有很

大下降。这一假定未必合理，由于购买汽车要付出较大的费用，有的消费者也许不

可能马上改变汽车存量。 

      因此，在求和时，只有一部分会改变其拥有量。为此，可以将原先的需求函数

修改为： 
Xt = C（Xt —Xt-1）—（1-K）Xt-1  

       

其中，C为实际希望改变存量那部分需求所占比重。 

        邹志庄教授利用1921-1953年（1942-1946年除外）的时序资料和最小二乘法，估

计了美国汽车需求函数，具体统计分析过程如（教材P65-P66所示） 

• 统计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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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外消费品需求估计 

4.2.2 休茨对消费品与劳务需求的研究 

        休茨（Suits）对美国经济的研究中，对消费品和劳务的需求做了较为细致的考察。

休茨运用了1947-1960年的数据。 

（1）方程1，汽车与汽车零件 

                △A=47.1+0.177△（Y-Xu-Xf-Xs）-0.495A-1+0.26△L -1 

                                                     （0.086）                                      （0.168）        （0.082） 

 △A：消费者购买汽车和汽车零件

的净增费用； 

 Y：可支配的收入； 

 Xu：失业的救济费； 

 Xf ：联邦政府的转移费用； 

 Xs：州政府的转移费用； 

 A-1：上年末的汽车保有量； 

 △L -1：上年消费者实有流动资金。 

（2）方程2，对其他耐用品的需求  

        △D=0.262+0.176△Y-0.0694D-1+0.0784△L -1 

                                         （0.015）         （0.029）        （0.016）   

 △D：消费者用于其它耐用消费品（不含

汽车）的费用； 

 △Y：可支配收入的增量； 

 D-1：累积耐用消费品的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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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外消费品需求估计 

4.2.2 休茨对消费品与劳务需求的研究 

（3）方程3，对非耐用消费品的需求 

            △ND=-0.149+0.244△Y+0.205△ND-1+0.143△L -1 

                                                       （0.06）        （0.135）                   （0.059） 

     式中， △ND表示消费者对非耐用消费品的费用 

 

（4）方程4，对劳务的需求  

            △S=0.363+0.0906△Y+0.53S-1+0.0381△L -1 

                                                （0.029）          （0.17）        （0.029） 

        式中，△S表示劳务费用，△S-1表示上年劳务费用 

休茨建立的消费函数中 

 对用于汽车消费的可支配

收入做了较细的分解，扣

除了失业救济费等三项不

可能用于购买汽车的收入； 

 在解释其它（非）耐用消

费品、劳务需求中，将整

个可支配收入作为主要解

释变量。 

 休茨的模型对于研究我国消费函数选择变量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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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外消费品需求估计 

4.2.3 影响中国轿车需求的因素 

居民收入平均水平与价格  

收入分布 

汽车的使用成本 

信贷条件 

政府政策 

其他因素 

影响 
因素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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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外消费品需求估计 

4.2.4 用需求收入弹性分析我国耐用消费品、住宅的消费趋势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人均可支配收入 收入弹性值 

总额（元） 增长率 汽车 移动电话 冰箱 个人电脑 彩电 平板电视 

3711.8 6.74 1.99 6.13 -2.23 - - - 

4058.5 9.34 1.51 5.56 1.41 - - - 

4518.9 11.34 3.26 3.16 0.45 1.85 - - 

4993.2 10.50 3.35 1.72 0.76 3.48 - - 

5644.6 13.05 1.19 0.51 0.27 1.13 0.33 13.40 

6366.6 12.79 1.06 0.93 -0.33 1.24 0.18 29.66 

7147.7 12.69 1.98 2.80 5.59 0.74 0.16 8.04 

8475.1 18.12 1.20 1.33 1.94 0.41 0.06 5.92 

9794.9 15.57 0.43 0.53 0.34 0.40 0.22 4.21 

10754.0 9.79 4.71 0.56 5.18 - 0.31 1.26 

12507.6 16.31 1.99 0.61 1.82 - 0.23 1.33 

我国六种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收入弹性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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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外消费品需求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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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主要耐用消费品需求收入弹性趋势（2000~2010年） 

4.2.4 用需求收入弹性分析我国耐用消费品、住宅的消费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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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外消费品需求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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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部分电器需求收入弹性趋势（2000~2010年） 

4.2.4 用需求收入弹性分析我国耐用消费品、住宅的消费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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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外消费品需求估计 

年份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新增私人载客
汽车拥有量 

住宅面积销
售 

住宅需求
收入弹性 

新增私人在和汽
车需求收入弹性 

1990 1510.2 3.8 2544.6 0.2 -2.5 

1991 1700.6 6.3 2754.2 0.6 5.2 

1992 2026.6 11.5 3812.2 2.0 4.3 

1993 2577.4 18.0 6035.2 2.2 2.1 

1994 3496.2 18.8 6118.0 0.04 0.1 

1995 4283.0 35.5 6787.0 0.5 4.0 

1996 4838.9 28.9 6898.5 0.1 -1.4 

1997 5160.3 48.2 7864.3 2.1 10.1 

1998 5421.1 39.4 10827.1 7.5 -3.6 

1999 5854.0 73.5 12999.9 2.5 10.8 

单位（元） 单位（万辆） 单位（万平方米） 

我国城镇居民新增私人载客汽车、住宅需求收入弹性 

4.2.4 用需求收入弹性分析我国耐用消费品、住宅的消费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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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外消费品需求估计 

年份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新增私人载客
汽车拥有量 

住宅面积销
售 

住宅需求
收入弹性 

新增私人在和汽
车需求收入弹性 

2000 6280.0 61.0 16570.28 3.8 -2.3 

2001 6859.6 104.76 19938.75 2.2 7.8 

2002 7702.8 153.91 23702.31 1.5 3.8 

2003 8472.2 222.11 29788.85 -1.6 4.4 

2004 9421.6 223.82 33819.89 1.2 0.1 

2005 10493.0 314.24 49587.83 4.1 3.6 

2006 11759.5 439.64 55422.95 1.0 3.3 

2007 13785.8 493.34 69104.0 1.4 0.7 

2008 15780.8 - 55886.0 -1.3 - 

2009 17174.7 - 86470.0 6.2 - 

2010 19109.4 - 93388.0 0.7 - 

（续表） 单位（元） 单位（万辆） 单位（万平方米） 

4.2.4 用需求收入弹性分析我国耐用消费品、住宅的消费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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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外消费品需求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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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需求收入弹性（1990~2010年） 

4.2.4 用需求收入弹性分析我国耐用消费品、住宅的消费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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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外消费品需求估计 

4.2.4 用需求收入弹性分析我国耐用消费品、住宅的消费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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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私人载客汽车需求收入弹性图（1990~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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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外消费品需求估计 

4.2.4 用需求收入弹性分析我国耐用消费品、住宅的消费趋势 

国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元） 

新增固定电 

话用户（万户） 

新增移动电 

话用户（万户） 

新增宽带接 

入用户（万户） 

新增固定电话 

需求收入弹性 

新增移动电话
需求收入弹性 

新增宽带接入
需求收入弹性 

2000 3711.8 3682.0 4197.0 - 10.33 19.85 - 

2001 4058.5 3600.0 5955.0 - -0.08 4.48 - 

2002 4518.9 3405.0 6139.0 - -0.48 0.27 - 

2003 4993.2 4900.0 6300.0 - 4.18 0.25 18.87 

2004 5644.6 4969.6 6582.4 - 0.11 0.34 3.09 

2005 6366.6 3867.7 5860.4 1262.9 -1.73 -0.86 0.40 

2006 7174.7 1736.7 6767.7 1454.9 -4.34 1.22 1.20 

2007 8475.1 -374.8 8622.8 1561.1 - 1.51 0.40 

2008 9794.9 -2508.9 9392.4 1754.3 - 0.57 0.79 

2009 10754.0 -2667.1 10613.8 2034.7 - 1.33 1.63 

2010 12507.6 -1930.8 11179.0 2236.0 - 0.33 0.61 

我国通信产品需求收入弹性 资料来源：2000~2010年全国通信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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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外消费品需求估计 

4.2.4 用需求收入弹性分析我国耐用消费品、住宅的消费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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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通信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图（2000~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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