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确定性条件下的偏好表示和形成及其发展含义 
王今朝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摘要：五种形式化的偏好定义表明，偏好概念应该有更一般的定义。外生的、静态的偏好对于当期经济

发展，偏好的形成对未来的经济增长都能够产生重要影响，因此通过教育、完善选举制度和公务员的选

择任用机制来改善个人偏好，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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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作为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似乎没有

什么问题。然而，在宏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一些地区和一些人的经济地位甚至长

期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这要求发展经济学在继续进行宏观发展研究的同时，更多地关注

经济发展的微观问题。本文将发展看成是经济主体（个人、企业、政府）选择变迁的过程，

因而致力于理解它们的选择行为，这与发展理论的微观化趋势是一致的。 

研究选择行为，无法绕开偏好这个概念。它最初的正式含义是指消费者对消费品组合

的一种排序。消费者选择由偏好和商品价格决定。因而偏好不仅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和生活

福利，甚至也影响着经济波动。然而，偏好在经济学中应该具有更广泛的含义。众所周知，

世界各国的政策往往是由少数人或某个人制定的，从而这些（个）人的偏好和价值观对于

制度选择、制度变迁以及经济结构能够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对偏好的研究可说是

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基础。 

偏好影响经济行为和经济绩效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经济行为和经济绩效反过来也

会影响人们的偏好。偏好远不是新古典所暗含的具有统一的模式，而是受到制度的制约，

因此应该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去分析。本文首先描述了偏好的各种表述，然后分析了偏好

的形成，最后讨论了偏好和偏好形成理论的政策含义。 

一、外生偏好的形式化定义 

偏好作为经济学的概念，体现了马歇尔关于“经济学的理论必须用大家所明了的语言

来表达”的主张1。但是，在将日常生活中惯用的名词用于经济学时，我们必须遵循马歇

尔的指导，确定它们的确切含义。 

按照日常生活的用法，偏好不仅是口味，还包含价值观、强迫性、上瘾等方面，它可

能来自先天禀赋，也可以后天形成，总之，它是行为的原因或者个人的特性，该特性决定

了个人在一定环境下的行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消费者行为理论将消费者的偏好描述成为

消费品空间中的序关系。然而被 Lancaster（1966）誉为“具有伟大美感的玻璃柜里的珠
宝”的经典消费者行为理论还要求消费者的偏好是理性的。所谓理性偏好，即序关系的完

全性、传递性和自反性。完全性要求消费者对消费可行集合的任意两个消费组合都是可以

比较的。传递性要求当涉及三个组合时，其相互关系不能与仅考虑其中两个组合时的相互

关系相矛盾。自反性是仅涉及一个消费组合时的一个要求。不难看到，理性消费者的假设

要求在一个抽象集合上存在一个全序关系。正如在自然数集合上不存在极大元一样，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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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肯定地在任意的抽象集合上根据全序关系得到一个极大或极小元。因此必须对集合的

性质予以限制。最一般的限制可以见 zorn原理2。在下面将提到的 Little（1977）的文章
中，我们可以看到，存在某种偏好概念，可以不要求完全性和传递性。 

现代的消费者行为理论可以抽象地建立在偏好理论的基础之上，但是以函数形式表示

偏好能够得到可计算的结果，例如至关重要的需求函数和福利函数。这些函数表示还可以

说明，为了得到理性选择结果，需要对消费可行集合以及序关系进行怎样的限制。下面人

所熟知的定理 1 表明对理性偏好的要求是基本的，而定理 2 将把我们引导到古典的效用
函数理论。 

定理 1：一个偏好关系可以用一个效用函数来表示的必要条件是该偏好是理性偏好。 
定理 2：一个连续的、强单调的理性偏好可以用一个连续效用函数来表示。 

因此，当效用函数定义在一个紧的消费可行集合上时，我们可以肯定地得到使效用达

到最大的一个或几个甚至无限多个消费组合。更进一步，对于凸效用函数，我们可以得到

古典的需求函数。 

二、外生偏好概念的扩展及其形式化 

最早对上述正式概念不满而进一步扩展它的经济学家是 Lancaster（1966）。他认为：
第一，已有偏好理论建立在“商品就是合意的东西”（goods are goods）的基础上，把不
同种类的商品看成是对消费者提供效用，商品之间的差别仅仅是效用大小有所不同，而把

特定商品的内在性质，例如使钻石区别于面包的那种性质，完全抽象掉了。这样，由上述

偏好概念所引申出来的理论就是一种“从最少假设得出最少结果”的理论。第二，已有偏

好概念不能应用于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新产品不断出现。这意味着我

们需要将消费可行集合的维数不断地扩大。然而，一个张大的消费可行集合下的偏好与原

有的偏好有什么关系呢？这并不能够确定。从而已有的偏好概念很难用于描述经济发展对

需求产生的影响。第三，已有概念甚至不能用于处理消费者与商品之间存在的许多明显重

要的互补、替代、独立以及中性关系。 

Lancaster 对偏好概念进行扩展的方法把商品的性质而不是商品本身看做效用的来
源。根据这种方法，偏好的序关系是建立在对商品性质排序的基础上，通过对商品性质排

序间接地对商品组合排序，而不是对商品组合直接排序。例如，本身作为一种商品的一顿

晚餐既具有营养价值，也具有审美价值，不同的晚餐可能具有不同的营养、审美特征组合。

这样，消费就不再是一种商品数量的减少，而是对商品一个或几个特征的享受。商品不但

可能具有多样化的特征，而且当它与其他商品组合在一起时，可能会具有新的特征。例如，

中国传统中医歌诀“十八反”中所论及的中药单独或与其它药物使用时，具有很好的疗效，

但与药性相反的药物使用时，便产生毒性。 

Lancaster对偏好概念的扩展看起来非常平凡，但实际上并不是。虽然在分析中他假
设人们对商品特征具有同一意见，因而排除了不确定性的存在，但这种扩展可以很自然地

应用到处理不确定性条件下消费者偏好问题。实际上，它已经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中一种

非常典型的方法，被用于讨论 Arrow-Debreu均衡问题。 

Lancaster的方法暗含着这样的思想：偏好可以定义在商品数量以外的其它对象上。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Pollak（1977）建立了价格依赖的偏好理论。他认为，由于商品的质
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价格来反映，所以价格可能影响偏好。但是，他又认为，影响偏

好的价格——他称之为正常价格——可以和市场价格不同。一般而言，正常价格取决于过

去和当前的市场价格。当正常价格只取决于过去价格而与当前价格无关时，市场需求函数

将是短期需求函数。当然，正常价格只能是一种相对价格而不是绝对价格，否则将存在货

币幻觉。最著名的经济增长文献，包括 Harrod（1939），Domar（1946），Solow（1956），

 2



Romer（1986），Lucas（1988），都不容许价格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是，许多发展
中国家都曾经采用压低利率和汇率甚至农产品价格的办法来获得足够的国民储蓄，从而提

高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因此，这些理论并没有提供一种框架来讨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经验。而如果将价格引入效用函数，我们就可能利用无限期界的 Ramsey-Cass-Koopman
模型、Dimond叠代模型等来研究这些价格安排以及价格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价格依赖的偏好是界于直接偏好概念与间接偏好概念之间的一类。一般认为，只有实

际商品才能产生效用，收入和价格只是名义变量，并不能为消费者直接带来效用，所以定

义在商品空间上的偏好称为直接偏好，而定义在价格和收入空间上的偏好称为间接偏好。

直接效用函数表示直接偏好，而间接效用函数表示 “间接偏好”，直接效用函数与间接效
用函数是对偶关系3。下面我们讨论引致间接偏好。 

一种引致间接偏好的概念是 Little（1979）提出的。其结构如下： 

假设在商品空间 X 上存在严格直接偏好关系 P 。记 的幂集为 2 ，集合族

B 2 。又记

X X

⊆ X }( PxxXxxp ′∈′{) = 。 ,Bb∈∀ 定义 }({ φ=∈ bxpbxm )∩)( =b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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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p
b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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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π 。于是，B上引致间接偏好（ ）可以如下方式如下定义： D
φ⇔bbD b′ Bπ =′∩′ bb)( ，其中b和 是 中元素。 

也就是说，对于商品空间的任意子集 和b b′，如果后者没有包含直接偏好于前者元
素的元素，则前者引致间接偏好于后者。这样定义的引致间接偏好不要求直接偏好具有完

全性和传递性，因此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扩展。 

另外一种引致偏好概念是 Rader（1978）提出，Milne（1981）予以进一步扩展的。
这是一种更一般的概念，它将把我们前面讨论的 Lancaster（1966）作为它的特殊情形。
其结构如下： 

假设一个消费可行集合 X 属于某个拓扑空间，一个可交易生产要素集合Z 属于 n维
空间，以及一个表示生产技术的上半连续集值映射 ，XZH a: φ≠∈∀ )(z, HZz 。消

费者对于消费可行集合中的消费组合具有经典的偏好和效用函数表示。于是， Z 上引致
偏好可以如下方式定义： 

)}()(max{)(* zHxxuzu ∈≡  

不难看出，这里引致偏好是定义在生产要素集合上，而消费者均衡问题是求解如下问

题： 

)(max * zu  

s.t. wpz ≤  

综合以上讨论的五种偏好形式，偏好就是定义在商品空间、性质空间、商品数量和价

格空间、要素空间上的序关系。我们把这些定义理解为形式上的定义，对这些定义的讨论

说明我们可以比较任意地定义偏好，不排除根据对问题讨论的需要定义其它类型偏好的可

能性。例如定义对财富的偏好，对政策的偏好。下面我们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偏好的形成

问题，其中所考虑的偏好是定义在任意有意义的抽象空间上。 

三、偏好的内生性：形成、改变和一般化 

无论上述诸位作者做了怎样的扩展，他们都假设消费者偏好是外生的、不变的。Milton 
Friedman把外生、不变的消费者偏好看作是经济学区别于心理学和道德学的基本特征，
他认为，心理学研究偏好的形成，道德学研究对偏好的评价，而经济学研究不变偏好下的

消费者行为4。据此观点，经济学对偏好的研究将仅限于对静态偏好的形式化表述，而且

世界各国人民无论地区、气候、历史、文化如何存在差异，上述五种模型都可以用来描述

他们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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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市场经济制度不仅仅配置商品和服务；也会影响价值观、口味和性格。考察一

个成年以后的效用函数还有待于形成的小孩，就不难看出，在任何一个非老龄化的社会，

至少约 1/6的社会成员的偏好在约 10年的时间中内生性地生成。因此，社会可以而且确
实在就这些效用函数作出决策，个人偏好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内生性的变化。 

一些内生性偏好是文化特征（Bowles，1998），对经济学研究有意义的“偏好的内生
性”指偏好至少部分地后天形成或改变。这主要有以下四种途径： 

第一，现实经济、政治或社会活动中所产生的信息对于确定偏好所定义于其上的选择

空间和选择可行空间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市场经济中所生产出来的产品集合构成了消费

者的选择空间，而在其中所产生的收入和价格确定了消费者的选择可行集合。政治或社会

活动中的选择空间的确定同样离不开这些活动本身。 

第二，现实活动的外在激励效应能够强化或弱化已有的偏好。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

提供了个人判断是否满足的简单标准。如果一个人在现实活动中获得满足，她就可以不关

心别人如何看她，而继续我行我素，反之则有可能改变自己的行为。因此，现实活动通过

影响外在和内在满足的程度来改变偏好。例如，外在激励效应可能降低对同情、父爱、兄

爱和团结的需要，因而社会可能出现诸如利他主义缺乏等偏好特征。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好

的个人品质只有在如下一些情况下会发生和加强：交易重复发生；建立一个好名声是占优

策略；人群分割；受到强迫。但现实生活中许多交易并不会反复发生，因此机会主义行为

屡见不鲜。社会越人口众多，流动性越大，建立好名声的收益就越小，极端利己的机会主

义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 

第三，市场活动的结果，例如是否就业、是否在工作中得到升迁，可能引起新的偏好。

斯密认为，如果人的一生都在从事一些简单操作，那么他永远没有机会运用自身的理解能

力去分析问题。他自然地会丧失运用理解能力的习惯，这使得他不仅不能够品位或了解任

何理性的对话，而且他也不能体会慷慨、高尚或脆弱这类情感。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从事

高级工作一定有助于增进他的情感。 

第四，通过教育塑造偏好。一般认为，现代教育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要求从儿童期

就开始接受系统的训练，为其将来能够进行持续不断和明确的信息和知识交流做准备。然

而，现代教育更重要的目的应该是塑造偏好。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人的认知能力得到提高，

偏好形成也同时发生。例如，受教育的人可能形成较低的劳动负效用和较低的时间偏好率，

这会影响他们的劳动供给和储蓄倾向。 

这些因从事某一项活动而有意或无意学习所形成的偏好将会影响这个人在所有场合

的行为，例如，一个人在学校里诚实，在工作以后也会比较诚实，因此，一种习惯性行为

可能影响许多其它行为，这就是偏好的一般化。如果我们遵循个人理性这个假设，那么偏

好的一般化有三种途径：第一，经济制度导致个人经常面临类似的或重复性的环境，结果

产生了“移情”。第二，干中学会导致个人迅速地利用或修正个人的偏好以适应新的情况。

第三，人是一种逻辑动物，因此具有减少在经常性行为中，以及新旧行为中不一致的动机，

以避免多重人格的出现。这三个途径的产生，可能是两个方面的考虑的结果：第一，对于

每一种特征，都会对应于某个支付函数，当个人获得某种偏好特征后，就会根据该支付函

数获得一定的收益，因而个人可以根据不同特征所对应收益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特征。这

种考虑是演化博弈论的方法。第二，如果获得某种特征所得的收益并不明显或不重要，那

么这时人们可以考虑不同人之间的相对收益。如果相对收益相差无几，就可能会产生理性

从众心理。 

综合以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偏好形成过程首先是一种经验，然后是将经验一般化的

过程。因此，塑造偏好是政策不过是确立影响经验的政策。 

四、把塑造偏好作为一项经济发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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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的一般目的就是寻求促进经济发展的一般政策。现代社会分为两个部门：

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按照经济活动的性质，私人部门分为消费者和生产者。按照职权划

分，公共部门分为决策者和公务员。根据以上分析，应当把塑造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偏

好作为一项经济发展政策5。 

第一，要塑造消费者的偏好。一方面，税收、政府购买、社会保障、公共选择都会影

响消费者的偏好，因此在制度相关政策时，必须注意政策对消费者偏好所产生的影响，另

一方面，可以通过其它方式影响偏好，以促使公共政策的有效实施。例如，随着社会进步，

社会进程越来越依赖公共选择。而公共选择依赖个人偏好的显示与加总。通过塑造消费者

偏好，选民的偏好显示问题就会大大简化。就私人消费者而言，其偏好塑造，包括其对民

主、自由和公平的态度，主要应该由市场和正规的学校教育自由地完成，同时兼顾公共政

策对个人偏好的影响。 

第二，塑造生产者的偏好。微观经济学中一般假设生产者是利润最大化或股票市值最

大化的。然而，实际中的企业经理可能是以销售收入最大化，或市场份额最大化为目标，

甚至以产量最大化或寻租数量最大为目标。经济学原理已经说明，利润最大化或股票市值

最大化是企业唯一正确的目标。现代的企业即使在短期内可以考虑偏好其它目标，最终也

应该回到正确的目标上去。企业对正确目标的长期偏离会产生巨大的效率损失。因此，应

当采取措施塑造生产者的偏好。 

第三，应该塑造领导者的偏好。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把促进储蓄、促进人力资本形成和

转移、促进技术进步、加速工业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吸引外资甚至计划

化等政策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然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留下了种种的遗憾：

当执行促进储蓄的政策时，消费者的利益被忽视了；当执行促进人口流动的政策时，城市

失业的后果被忽视了；当执行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时，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挤出被忽视了；

加速工业化的政策忽视了农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计划化忽视了市场的作用；扩展的货币

政策忽视了通货膨胀的危险；进口替代政策忽视了贸易的利益，而出口导向的政策忽视了

外来冲击；吸引外资的政策忽视了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这些失误的共同特点是政策出现了过度的偏向，结果出现了所谓资本原教旨主义等问

题。出现这些失误的原因在于经济学家对于自己历史使命的过度自负和政策制定者对他们

的过度信任。根据马歇尔的观点，经济学家的任务应该是帮助民生，而不是经世济民，那

么他们的目的可以通过论文写作来达到。通过不同作者的一系列论文向政策决策者描述出

政策的可行集合，决策者根据自己的偏好在该集合中选择适当的政策组合。因此，为了宏

观经济决策的正确，应当首先塑造最高政策决策者的偏好。 

世袭封建帝王偏好的塑造机制非常简单。他们或者在干中学，或者依靠正规的教育。

由帝王子女数量所限制的偏好种类决定了封建社会的制度选择必然比较地单一，因而社会

也不易稳定。在现代社会，由于民主化的发展，选举成为领导偏好塑造的替代机制。具有

得到广泛认可偏好的人当选这一选举规则支持了现代社会的繁荣。因此，通过建立更好的

选举制度和监督机制可以塑造更好的领导者偏好。 

最后，应当塑造公务员队伍的集体偏好。社会经济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务员

的偏好。一个公务员不仅是上级公务员的代理人而且是下级公务员的委托人，它不仅具有

直接选择的权力，而且拥有影响上级公务员选择可行集合的能力。同级行政级别下一些人

的偏好同样能够影响其他人的行为选择可行集合。因此，通过建立更好的选拔任用机制可

以更好地塑造公务员队伍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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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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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ve formalized definitions of preference show that a general definition should be given. 

Owing to the importance of exogenous static preference for the cur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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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ion of p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economic growth, it is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policy to 

improve individual’s preference by education, by consummating election institution and mechanism of 

choosing civil serv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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