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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具有相同功能的新产品作为比较基准，从经济学角度通过构造社会效用函数建立了再使用产品的

市场选择模型，导出了均衡数量的求解条件。在均衡解的基础上，分析了再使用产品降价、新产品供给限制和凭票

购买等经济政策对均衡解的影响。研究发现只有降价政策能促进再使用产品的购买，提高社会效用l新产品供给

限制和凭票购买政策虽然能够促进再使用产品的购买，但社会效用下降。分析中发现，再使用产品降价政策产生

的Slutsky效应是由使用者选择的内部Slutsky效应和再使用产品与新产品的市场替代的外部Slutsky效应组成，

这与经典S1utsky方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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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the view of economics-the market choice model of reused products is built by con—

structing social utility function at the standard of the new product with the same functions and its solving

condition of equilibrium quantity is derived．In the basis of equilibrium solution the effects of price reduc—

ing of reused products。supply quota of new products and supply against coupon on equilibrium quantity

is analyzed．The study discovers that only the price reducing policy of reused products can promote the

purchase 0f reused products and increase the social utility；although supply quota of new products and

supply against coupon increase the equilibrium quantity of reused products。but the social utility decrea—

ses．The study also discovers that the S1utsky effeCt caused by the price reducing policy of reused products

iS consist of internal Slutsky effect of user choice and external Slutsky effect of the substitution effect of

reused products and new products。which is not the same as classic Slutsky eq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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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由于技术进步、利益驱动和竞争，在工业革命以

后掠夺性的自然资源开发，高投入低效率的生产、高

消费和不负责任的大量排污，导致自然资源耗竭和

环境恶化，以致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在工业

化和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口众多的国家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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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学家Kenneth E．Boulding 1965年5月10

日在华盛顿州立大学空间科学研究院发表文章

EARTHAS A SPACE SHIP，意识到并提醒人们

相对于地球的资源和空间，地球的人口太多，增长太

快，人们不得不回收资源化生产和消费产生的废弃

物，否则人们将会处于生存的困境[1]，这被认为是循

环经济的萌芽。循环经济的思想是要求人门在经济

活动中通过减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再循环

(recycle)等途径以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

对环境的污染。美国、德国、法国、瑞典、日本等发达

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循环经济的实

践[2]，建立了实施循环经济的法律体系、政策体系、

技术支撑体系、制定环境标准和国际公约来约束企

业生产和消费行为。2006年10月8日一11日，在

北京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

规划的建议》，强调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科学模式——发

展循环经济，建立节约型社会。2005年6月22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发展循环经济

等问题。[3]2005年7月2日，国务院发文《国务院关

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国发E2005]22

号)。c‘]2005年10月27日和11月14日我国政府制

定了循环经济试点方案[5’6]，计划选择钢铁、有色、煤

炭、电力、化工、建材、轻工等重点行业，依托相关企

业开展循环经济试点；选择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

建设、废旧金属再生利用、废旧家电回收利用、再制

造等重点领域，依托有关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开展

试点，选择不同类型的工业和农业园区，充分发挥产

业集聚和生态效应，围绕核心资源发展相关产业，形

成资源循环利用的产业链，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废

物最终处置量；选择不同类型的省市，依托有关省市

政府开展试点。

产品再使用是循环经济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指

已经退役的旧产品和旧设备经过再制造过程就可以

继续使用或可以用作其他用途。产品的再使用无疑

延长了产品的使用寿命，使得产品的服务效用得到

进一步提高，这等价于投入产品的资源利用率进一

步提高。国内外文献的研究集中在产品再使用的技

术过程上，很少研究产品再使用的经济学问题。r,-91

笔者曾较早的在经济学意义上研究了企业旧资产

(旧设备，旧机器，旧厂房等)的再使用方案的评价与

选择，此研究成果对一般旧产品再使用的经济分析

有借鉴。[10]有关学者曾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述了循环

经济的运行机制In3，从目的和功能上说明了产品再

使用经济学意义c121，没有论及产品再使用的经济学

分析，也未能建立经济学分析方法。

旧产品再使用问题，首先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必

须进行经济学分析，否则就实现不了循环经济的真

正目标。本文试图对循环经济系统中的产品再使用

问题通过构造社会效用函数建立经济学分析模型，

进而分析各种经济政策对产品再使用行为的影响，

以便为循环经济系统中产品的再使用提供经济学理

论基础。

二、产品再使用的均衡分析

(一)社会效用函数

在经济活动中，人们将资源投入生产系统，经过

劳动和资本相互作用转换成产品，其最终产品分为

生产用设备(或工具)和消费用商品，经过生产或生

活的使用会转为旧产品。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在

节约资源的要求下，旧产品的再使用延长了使用寿

命，使其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得到进一步的利用，增加

了社会效益或使用效果。

假设1：相对于具有相同功能的新产品而盲，整

个社会对旧产品的再使用与新产品的使用构成经济

学上的替代问题；在与其他商品保持原有功能关系

(替代或互补)不变的条件下，再使用产品与新产品

构成社会效用函数。设社会效用函数为：

U—U(z，3，) (1)

其中z为再使用产品，y为具有相同功能的新

产品。

假设2：社会效用函数满足性质：

裂≥o，繁≤o，型3y、o，势≤o。
假设3：在保持社会效用不变时，z和y的替代

性一定满足：

ax

d立x=一aauu<0 (2)

ay

其意义是：保持社会效用不变时，再使用产品z

增加dx单位可以使新产品Y减少dy单位。

(二)再使用产品与新产品的选择均衡

假设4：设新产品与再使用产品具有相同的性

价比，即产品的品质与其价格的比率相同，表示为：

赛一鲁，其中Q和Q，分别表示再使用产品和新
产品的品质水平。于是再使用产品和新产品在功能

相同的条件下，可能有不同的价格，这是因为各自的

品质水平不同。例如在满足性价比相等时，Q<

q，则必有P。<p，。

假设5：使用者是在预算有限制的条件下，在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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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产品与新产品之间做出购买选择，既预算方程：

P；z+九y—M，其中M为支出预算，保持常数。

模型1：在假设1，2，3，4，5的条件下，由使用者

偏好和市场价格构成的均衡模型为：

姚z；U—U(z，y)
st。p!z+pOy≤M (3)

z，y，po，po，M≥0

其中户：和p；表示再使用产品和新产品的市场

价格。本模型的求解条件为：

U—Ap!一0

U—Ap；一0 (4)

M一户耘一fy一0

其中u一万au和uy一瓦ou分别为再使用产品
和新产品的边际社会效用。均衡解如图1所示。

J，

M

儿

其中u。一磬，％一器，％一舞，
u。一瓦a2UF。将(5)写成矩阵形式：

苣。羔，二册一医一

d童一

dy==

xo N z

图l再使用产品与新产品的均衡选择

式(3)和(4)与一般商品的个人消费选择相同，
d；L一

这里是作为再使用产品分析的起点。

三、经济政策对产品再使用的影响分析

(一)再使用产品的价格优惠政策

政策1；价格优惠政策(例如企业税收减免或购

买税收减免)是以通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降低销售

价格，提高再使用产品的性价比，鼓励社会购买再使

用产品。

这个政策的实施，一方面等价于购买这两种商

品的总收入M增加，可以用增加了的收入购买更多

的再使用产品和新产品I另一方面由于交叉弹性的

作用，再使用产品价格降低，导致新产品的需求减

少，在供给不变的条件下新产品的均衡价格下降，这

又等价于总收入增加。这两种效应都使得社会效用

水平提高，分析如下：对(4)求z，Y，P，，丸，A(其中设

M一常数)的全微分得到t

U。dx+％dy—P，(玖一Ad户，
Updx+％dy—P，d2一．树p， (5)

一P，dx—P，dy—xdp，+ydp，

△。

△

(7)

△。

△

(8)

一鱼
△

(9，

由于替代品的需求交叉弹性eaD—dd户y；色Y>o，

所以dy 2 e昌菱dp，，其中出与dpt的符号一致。
于是当却，<0引起新产品的需求变化dy<0，在

供给不变时，出<0必然引起新产品的价格变化

却，<o，这个变化由供给弹性决定，即e；=d立py分

，因而却，一轰芦y。于是就得到(7)’(8)’(9)中的

却，一C孕yYdy一[骞][象]咖。 c·。，

于是再使用产品的降价及其所引起的新产品的

降价提高的社会效用为：

dU—U1一扩

一Udx+Ud 3， (ii)

一仉会+u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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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dU>0，降低再使用产品的价格就能促

进再使用产品的购买使用，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 y

和产品的社会劳动价值。降价的政策作用使均衡点

由A点转移到E点(见图2)。

yI

Yo

xh x

圈2再使用产品降价的均衡选择

图2中t

0=掣+d)(，，=yO+dy，吐一呔+dpx，砖一西+电。
(二)广义Slutsky效应

按照经济学理论，当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化而另

一种商品的价格不变时，对均衡商品量的影响应遵

循Slutsky方程，即均衡商品量的总变动等于效用

不变时的替代效应加上与价格降低等价的收入效

应。[13’14]在图3中，原始均衡A点通过替代效应使

其移动到B点，再由收入效应移动到C点。

y

_)，

Yo

XO 工，

图3再使用产品降价的Slutsky效果

由于再使用产品与新产品在市场上的交叉影

响，再使用产品降价导致新产品降价，这也等价与购

买这两种产品的收入增加，因而将其等价的收入增

加量用于多购买这两种产品，使得两种产品的均衡

数量再次增加，这又是一个Slutsky方程的效应，如

图4所示：

)，I

Y’

图4再使用产品降价引起新产品价格变化

(降价)的Slustky效应

在图4中，均衡点C，通过替代效应使其移动到

D点，再由收入效应移动到E点。C点是两个

Slutsky效应的转结点。

图3所示由使用者选择行为产生的Slutsky效

应称为内部Slutsky效应。图4所示的Slutsky效

应则称为外部Slutsky效应，这是受产品市场及其

他因素影响。通过再使用产品与新产品的市场替代

作用和其他产品的相互(替代和互补等)作用而产

生。产品降价的Slutsky总效应是由内部和外部

Slutsky效应组成，称为广义Slutsky效应或Slutsky
总效应。

假设不考虑与其他商品的市场关系，如果再使

用产品和新产品的价格变化来回不断地交叉影响，

S1utsky效应将不断的产生，不过一次比一次小，最终
一D 一‘

收敛于一个稳定状态，可以验证：f詈]f参]一1。
＼·y一＼·声一J

(三)新产品的限量供给政策

政策2：限量供给政策是在给定价格下限制新

产品的供给量，以鼓励再使用产品的购买。

这种政策的实施只有在限制量小于其市场均衡

置时才能起到作用，并将产生两种情况t一种是在两

种产品价格都不变时，不管再使用产品的购买如何

增加，由于新产品在其价格下的购买量小于其均衡

量，社会效用一定减小。另一种是新产品在其价格

下由于限量而紧缺，这必然会出现“黑市交易”，这等

价于新产品价格提高(再使用产品的价格也随之提

高)，于是出现Slutsky效应使总社会效用减少。

模型2：新产品限量供给的社会效用均衡模型

(第一种情况)为：

Max l U—U(x，，)

St‘pox+poy≤M

Y—Y<Yo (12)

X，Y，po，po，M≥0

其中弘为新产品的均衡数量。

(12)是一个非线"Vt规划问题，需要导出和用数

值方法求解Kuhn—Tucker方程。幸运的是当3’一

3，<3，o时，其解为直线3，一y和p。x+poy—M的

公共解。求解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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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群z之蝴r—M (13)
‘Y

22
Y

于是得到：y一；，z一学一；。如图5
所示的B点。

)’

M

Yo

一

)，

工。 x N x

图5新产品供给限制下再使用产品的均衡选择

如果新产品出现“黑市”，一般是以较高的价格

交易。这等价于新产品的价格提高，即九一矿-I-

却，>劈，(再使用产品的价格也随之提高)，这将
与政策1的效果相反，这里省略分析。

(四)凭票购买政策

政策3：对社会受限制使用的某种产品凭票证

限量购买，这种政策也可以用于新产品和再使用产

品。

这种政策的有效实施，如果产品紧缺，获得购买

票证需要代价，等价于产品价格提高，将导致社会效

用减少，并可能有两种情况t一种是新产品的购买票

证价格大于再使用产品的购买票证价格，将产生新

产品的购买量小于其均衡量，再使用产品的购买量

大于其均衡量，社会效用降低；另一种是新产品的购

买票证价格小于再使用产品的购买票证价格，将产

生新产品的购买置大于其均衡量，再使用产品的购

买量小于其均衡量，社会效用降低。由于政策鼓励

社会购买再使用产品，这种情况没有意义。

模型3t新产品与再使用产品凭证购买的社会

效用均衡模型(第一种情况)为t

Max I U—U(z，y)

站‘p：z+pOy≤M

户：z+p；3，≤R

Y—y<yo (14)

M+R=Mj

钟<纠

z，Y，户：，户；，户；M，R≥0

其中砧和户；为z和Y的票证价格，R为用于

购买票证的预算，M+R=Mo表示购买再使用产品

和新产品的总预算不变。

(14)是一个非线性规划问题，需要导出和用数

值方法求解Kuhn—Tucker方程。幸运的是如果凭

票购买政策有效，均衡解等价于求解方程组：

f p：茹-4-户；y==M

＼户：。+p；y=R
(15)

于是得到：=一鑫糍，y=煮糍
，如图6所示：

)，

M

Yo

一

)，

zo ； N 工

图6凭票购买再使用产品与新产品的均衡选择

以上三种政策的比较显示，只有提高再使用产

品的性价比才能提高总社会效用。限制新产品的购

买或凭票购买，虽然增加了再使用产品的购买量，但

同时也降低总社会效用。所以提高再使用的性价

比，或让市场决定再使用产品的购买将是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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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论文 马欣 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2006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不断增加，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对于化解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约束和自然资源瓶颈，加快建立节约型社会、

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除了国家制定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加以引导外，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全面高效的金融支持。

    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高效和循环利用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层次循环经济体系的发展都遵循资源利用减量化、产品再使用和废弃物再循环的

原则。因其产业化具有高风险、公共性、外部性及成长性和效益性特征，所以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既需要国家财政大力投入，也需要银行、证券等金融市

场中各个资金提供部门的有效支持。只有加速完善金融主体建设和金融工具创新，才能满足其融资主体多元化和融资方式多样性的要求。

    当前我国金融对循环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金融支持仍很薄弱，这主要是由于宏观调控政策引导和财政投资的不足、金融体系建设和金融机构

改革不完善制约信贷投放、资本市场融资比例偏低和融资工具创新不足收窄了循环经济发展的筹资渠道，以及金融环境欠佳和风险补偿机制缺失导致对

循环经济发展金融支持的保障体系难以形成等因素导致。

    各类金融部门只有加快自身改革和金融市场建设，加大金融创新力度，明确财政投资、财税政策等政府宏观调控手段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加大政策性银行和各类商业银行对循环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的信贷支持力度，完善资本市场金融工具运用对循环经济产业发展、项目管理和技术创新

的推动作用，并为循环经济金融支持创造良好的金融保障体系，才能促进我国循环经济的持续、快速和健康地发展。

2.学位论文 李宾 我国循环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 2008
    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遵循资源利用减量化、产品再使用

和废弃物再循环的原则，它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从根本上改变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我国是自然资源人均占有

量极低、环境容量不容乐观的发展中大国，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不断增加，自然资源不足的矛盾愈加突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形势日益严

峻，研究循环经济理论对于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作为各种生产要素和交易信息在全球范围内融通的载体，金融活动的独特运行规律及其有效支持，对于促进资源的优化配

置和经济活动的顺利开展有着巨大的影响。通过对循环经济的发展特征、金融需求和金融对循环经济支持作用的分析得知，循环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发达

健全的金融体系的支持，没有金融业的服务驱动，就没有循环经济技术的开发和迅速产业化，也没有循环经济项目的快速建设和顺利投产。深入研究金

融理论，建立和不断完善有效的金融支持体系，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我国循环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存在着投资不足、循环经济主体积极性不高、融资渠道狭窄，循环经济运行存在高风险等问题。其原因主要是政府

对循环经济支持不力，金融机构未能提供充足的信贷支持，资本市场对循环经济支持力度不够，信用环境及担保机制不完善等。这些因素制约了金融对

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支持功能。

    为解决上述问题，政府部门应充分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包括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和调整政府投资结构。同时加大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中小金融

机构对循环经济的信贷支持，加大资本市场对循环经济的支持力度，并充分利用其他融资手段，完善社会信用环境和担保机制等等。只有努力创造良好

的金融支持体系，才能有效地促进我国循环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3.期刊论文 李友华.贾利.Li Youhua.Jia Li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5,3(2)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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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

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4.学位论文 沈健 生产者延伸责任制下的中国乘用车回收利用体系研究 2009
    2006年2月，中国《汽车产品回收利用技术政策》正式发布，该政策要求建立以汽车生产企业为主的汽车回收利用体系，要求汽车生产企业满足可再

利用率和可回收利用率、禁用/限用物质控制、材料标识、提供拆解信息等内容。汽车回收利用在中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因此如何构建一套完整的汽车

产品回收利用体系具有重大的意义。

    本论文通过对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的理论研究，对生产者延伸责任制下的中国汽车产品回收利用法律法规进行了详细解读。以上海大众为例、乘用

车为研究对象，运用绿色设计理论，开展乘用车产品可回收性设计准则和可拆解性设计准则的研究、开展面向可回收利用率计算的零件材料数据信息收

集和禁用/限用物质控制的研究、开展以乘用车产品材料标识和拆解手册编制等为核心的信息公开责任研究，构建了面向回收利用的乘用车产品绿色设计

体系，为中国汽车生产企业开展和实施面向回收利用的设计指明了方向。另外通过对欧盟汽车回收利用体系、中国汽车回收利用体系中涉及的拆解和回

收处置行业进行研究分析，以上海为例，构建了报废汽车回收与综合利用示范工程模式。同时为提高汽车拆解破碎后的回收率，通过资料收集和实地考

察等方式开展了针对中国乘用车产品再使用、再利用、再制造、能量回收与危险废弃物处置等回收策略的研究，最终为中国汽车产业的循环经济发展模

式提供思路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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