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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内容

1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基本框架

2 两种基本的市场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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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内容

1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基本框架

2 两种基本的市场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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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 时间：t = 0, 1。
▶ t = 0 时，经济处于一个确定的初始状态 s0。

▶ t = 1 时，经济可以处于两个状态：s1 ∈ S1 = {s, s′}。
▶ s1 = s 或 s′ 会随机的发生，如天晴或者下雨。

▶ S1 称为 t = 1 时的状态空间。
▶ 简单地，可取 S1 = {1, 2}，称为典范状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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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描述：有限时间、有限状态

▶ 时间：t = 0, . . . , T。

▶ t = 0 时，s0 ∈ S0 = {1}。
▶ t > 0 时，st ∈ St = {1, . . . , St}；St 也表示状态的数量。

▶ 为前后一致，补充定义 S0 = 1。
▶ 称 st = (s0, . . . , st) ∈ St = S0 × · · · × St 为时间 t 的一条路
径，也称为时间 t 的一个事件；St 称为时间 t 的事件集。

▶ 所有事件的集合 S = S0 ∪ · · · ∪ ST 称为时间-事件集，有一
个“树”的结构。

▶ 时间-事件集确定了经济的所有动态、随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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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注释

▶ Kreps 书的第 16 章给出了另外一种描述方法；直接给出经
济所有可能事件和时间-事件“树”。

▶ 到目前为止，没有指定时间-事件域上的概率结构
——可以把样本空间 Ω 定义为时间-事件集（事件树）S，再
用 St 的幂集（子集的集合）S t 定义 t 时为止的事件 σ-域，
S = ∪tS t 为总 σ-域，最后定义 S 上的概率 P，则
(S, {S t}t, P ) 为事件树上的概率空间。

▶ 所有上面的描述方法都可以推广到可数/连续时间和可数/连
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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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与者的信息结构

▶ 时间-事件集给出了经济信息结构的基础。
▶ 但我们还需要指定经济中各个参与者所具有的信息结构。

▶ 在这一讲和下一讲中，我们假设所有参与者都知道经济的时
间-事件集；即所有参与者信息完全对称。

▶ 所有参与者的消费、生产活动都发生在各个事件中。

▶ 事件集 S 中事件的总数记为 S = 1 + S1 + · · · + S1S2 · · ·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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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内容

1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基本框架

2 两种基本的市场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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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商品和事件依赖商品

基本商品

▶ 基本商品集合：K = {1, . . . , K}，由商品的内在性质界定。
▶ 基本商品空间 X ⊂ RK

+。

事件依赖商品（event contingent commodity）
▶ 在事件 st 中生产、消费的基本商品 k 称作 st-依赖商品 k。

▶ st-依赖商品 k 的数量记作 xk(st)。
▶ st 中的一个消费束记为 x(st) = (xk(st))k∈K。

▶ 事件依赖商品空间记为 XS ⊂ RKS
+ 。

▶ 此时消费者的偏好是定义在 XS 上。

注：状态依赖商品一词并不很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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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市场组织结构：时间 0 事件依赖商品市场

▶ 在 t = 0 时设立中央市场，包含 KS 个分市场，交易所有
KS 个事件依赖商品。

▶ 交易机制与经典的 ADM 市场完全一致。
▶ 交易价格记作 p = (pk(st))k∈K,st∈S ∈ RKS

+ ，称作事件依赖
商品价格系统。

▶ 习惯上也称 p 为 Arrow-Debreu 价格。
▶ 在这种市场组织结构下，ADM 一般均衡理论仍适用。
▶ 真实商品的交割发生在各个事件中，实质是一种远期市场
（futures markets）。

▶ 要恰当的定义生产集合变得比较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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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市场组织结构：即期市场和证券市场

▶ 不同于 ADM t-0 市场组织形式，可以设想商品交易是在各
个 st 分别发生。

▶ 在每个事件中开放交易该事件依赖商品集合的市场称为即期
市场（spot markets）。

▶ 即期市场的交易机制与普通的 ADM 市场一致。
▶ 每个即期市场的价格系统记作 r(st) = (rk(st))k∈K。
▶ 但如果只有即期市场，那么消费者的会受到很大限制：

▶ 无法进行跨期（intertemporal）配置，储蓄/借贷受限；
▶ 无法进行跨状态（inter-state）配置，投资/保险受限。

▶ 为此需要增加证券 (security) 及相应的证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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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的基本结构

基本单位证券

▶ 基本单位证券：在 st 合约双方约定，持有人于
st+1 = (st, st+1) 获得发行人一单位（？）支付。

▶ 也称为 Arrow 证券。
▶ 更复杂的证券都可以分解为一系列基本单位证券的叠加。

支付单位的确定

▶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 st+1 中的支付单位？

▶ 需要确定记账单位（unit of account）和计价物。
▶ 实物证券：以某个基本商品 k 为计价物。

▶ 名义证券：以某种名义记账单位为计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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