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级宏微观经济学

第 3讲：动态均衡概述

授课人：刘岩

武汉大学经管学院金融系

2024年 10月 22日



本讲内容

1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基本框架

2 市场组织结构

静态市场

动态市场

证券市场的结构

3 理性预期均衡的概念

4 完全市场下均衡的性质

5 不完全市场均衡理论概述

6 均衡的效率

刘岩·武大金融 第 3讲：不完全市场 第 2 / 45页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基本框架

本节内容

1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基本框架

2 市场组织结构

静态市场

动态市场

证券市场的结构

3 理性预期均衡的概念

4 完全市场下均衡的性质

5 不完全市场均衡理论概述

6 均衡的效率

刘岩·武大金融 第 3讲：不完全市场 第 3 / 45页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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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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基本框架

一般的描述：有限时间、有限状态

时间：𝑡 = 0, . . . , 𝑇

𝑡 = 0时，𝑠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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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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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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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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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组织结构 静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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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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组织结构 静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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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依然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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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组织结构 动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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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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组织结构 动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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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eraire)

实物证券：以某个基本商品 𝑘 为计价物，或者一个商品组合为计价物

名义证券：以某种名义记账单位为计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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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组织结构 证券市场的结构

基本假设：两期的交换经济

基本商品空间 𝑋 = R𝐾+；𝑡 = 0, 1

不确定性只发生在 𝑡 = 1，𝑆 = {1, . . . , 𝑆}
家庭集合 𝐻 = {1, . . . , 𝐻}，{𝑈 ℎ , 𝑒 ℎ}ℎ∈𝐻；其中𝑈 ℎ : 𝑋𝑆+1 → R，
(𝑒 ℎ0 , 𝑒 ℎ𝑠 )𝑠∈𝑆 ∈ 𝑋𝑆+1

考虑动态市场交易结构 (dynamic market trading)：商品交易发生在事件依存
即期市场，并通过证券交易达到跨期、跨状态的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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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组织结构 证券市场的结构

单一证券的定义

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一只证券 (security)由其在各个随机事件中的支付
(payment)所界定

按照支付的形式，证券可以分为三类：

一般商品组合支付证券；

计价商品 (numeraire)支付证券；

名义计价单位 (nominal unit of account)支付证券

其中前两种合称为实际 (real)证券，后一种称为名义或金融 (financial)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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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组织结构 证券市场的结构

单只证券的向量表达

一般商品组合证券

𝐴 = (𝑎1
1 , . . . , 𝑎

𝐾
1 , . . . , 𝑎

1
𝑠 , . . . , 𝑎

𝐾
𝑠 , . . . , 𝑎

1
𝑆 , . . . , 𝑎

𝐾
𝑆 ) ∈ R𝐾𝑆+ ,

𝑎𝑘𝑠 表示一单位证券在事件 𝑠 中支付的商品 𝑘 的数量

计价商品证券——选取商品 1为计价物

𝐴 = (𝑎1 , . . . , 𝑎𝑆) ∈ R𝑆+ ,
𝑎𝑠 表示在事件 𝑠 中支付的计价物 (商品 1)的数量
名义证券

𝐴 = (𝑎1 , . . . , 𝑎𝑆) ∈ R𝑆+ ,
𝑎𝑠 表示在事件 𝑠 中支付的名义计价物 (货币)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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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组织结构 证券市场的结构

证券交易市场

给定证券集合 𝑀 = {1, . . . , 𝑀}，每只证券记为 𝐴𝑚

所有证券在 𝑡 = 0的集中市场交易，遵循 ADM惯例

一个证券组合记为 𝑦 = (𝑦1 , . . . , 𝑦𝑀) ∈ R𝑀

一组证券价格记为 𝑞 = (𝑞1 , . . . , 𝑞𝑀) ∈ R𝑀+ ；通常选取与 𝑡 = 0即期市场相同的
计价单位

证券组合 𝑦在价格 𝑞 下的总价值为 𝑞 · 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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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组织结构 证券市场的结构

证券支付矩阵

给定 𝑀 只证券 {𝐴1 , . . . , 𝐴𝑀}，每个 𝐴𝑚 视为列向量

其在 𝑡 = 1的支付矩阵定义为 𝑀 列的矩阵 𝐴 = [𝐴1 , . . . , 𝐴𝑀]
当 {𝐴𝑚}𝑚∈𝑀 是计价商品证券或名义证券时，

𝐴 = [𝐴1 , . . . , 𝐴𝑀] =



𝑎11 · · · 𝑎1𝑚 · · · 𝑎1𝑀
...

. . .
...

. . .
...

𝑎𝑠1 · · · 𝑎𝑠𝑚 · · · 𝑎𝑠𝑀
...

. . .
...

. . .
...

𝑎𝑆1 · · · 𝑎𝑆𝑚 · · · 𝑎𝑆𝑀


是一个 𝑆 ×𝑀 的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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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组织结构 证券市场的结构

证券组合支付的矩阵表达

以下我们只考虑计价商品证券和名义证券

给定证券支付矩阵 𝐴和证券组合 𝑦 (记为 𝑚 × 1的列向量)

组合 𝑦在 𝑡 = 1时的支付总额为 𝐴与 𝑦的矩阵乘积：

𝐴𝑦 =


∑
𝑚 𝑎1𝑚𝑦𝑚
...∑

𝑚 𝑎𝑆𝑚𝑦𝑚

 ,
其中

∑
𝑚 𝑎𝑠𝑚𝑦𝑚 表示事件 𝑠 中证券组合的支付总额

特别的，证券组合满足线性性：𝑦, 𝑦′为两个证券组合，𝛼, 𝛽 ∈ R，则组合
𝛼𝑦 + 𝛽𝑦′的总支付为 𝛼𝐴𝑦 + 𝛽𝐴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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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组织结构 证券市场的结构

线性独立证券

给定 𝐴1 , . . . , 𝐴𝑀

若存在 𝑀 − 1个不全为零的实数 𝑦1 , . . . , 𝑦𝑚−1 , 𝑦𝑚+1 , . . . , 𝑦𝑀 使得

𝐴𝑚 = 𝑦1𝐴1 + · · · 𝑦𝑚−1𝐴𝑚−1 + 𝑦𝑚+1𝐴𝑚+1 + · · · + 𝑦𝑀𝐴𝑀 ,

则称 𝐴𝑚 为冗余证券

若给定的 𝑀 只证券 {𝐴1 , . . . , 𝐴𝑀}中不存在冗余证券，则称其为线性独立证券
集合

线性代数的基础知识：给定 {𝐴1 , . . . , 𝐴𝑀}，则其中线性无关的证券数量小于等
于min{𝑆, 𝑀}

刘岩·武大金融 第 3讲：不完全市场 第 18 / 45页



市场组织结构 证券市场的结构

证券市场的结构

不失一般性，假设 𝑡 = 0市场中交易的 𝑀 只证券 𝐴1 , . . . , 𝐴𝑀 均相互线性独立，则

𝑀 ≤ 𝑆

若 𝑀 = 𝑆，则称该证券市场为完全市场 (complete market)

若 𝑀 < 𝑆，则称该证券市场为不完全市场 (incomplete market)

给定 𝐴1 , . . . , 𝐴𝑀 相互线性独立，支付矩阵 𝐴的秩为 𝑀；完全市场对应于满秩

的方阵 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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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预期均衡的概念

价格向量及预期

𝑡 = 0时即期市场的价格向量记作 𝑝0 ∈ R𝐾+
𝑡 = 1事件 𝑠 中即期市场的价格向量记作 𝑝𝑠 = (𝑝𝑠1 , . . . , 𝑝𝑠𝐾) ∈ R𝐾+
整个价格向量记作 𝑝 = (𝑝0 , 𝑝1 , . . . , 𝑝𝑆)
𝑡 = 0时，𝑡 = 1的即期市场还没开放交易，(𝑝𝑠)𝑠∈𝑆 是无法观测的！
因此，家庭 ℎ在 𝑡 = 0做消费决策时，必须形成对 𝑡 = 1时 𝑆个事件依赖市场中

通行价格系统的预期

(𝑝𝑠)𝑠∈𝑆 只是价格 (系统)的预期 (expec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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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预期均衡的概念

分期、分事件的预算约束

一个消费计划可以表示为 𝑥 = (𝑥0 , (𝑥𝑠)𝑠∈𝑆) ∈ R𝐾(𝑆+1)
+

给定一组证券 𝐴 = [𝐴1 , . . . , 𝐴𝑀]，证券组合记为 𝑦 ∈ R𝑀

给定 𝑡 = 0时的价格系统 (𝑝0 , 𝑞)，家庭的预算约束为

{(𝑥0 , 𝑦) ∈ R𝐾+ ×R𝑀 : 𝑝0 · 𝑥0 + 𝑞 · 𝑦 ≤ 𝑝0 · 𝑒0}

注意 𝑞 的单位与 𝑝0相同

给定 𝑡 = 0时的价格预期 (𝑝𝑠)𝑠∈𝑆，家庭在各个事件 𝑠 ∈ 𝑆中的预算约束为{
𝑥𝑠 ∈ R𝐾+ : 𝑝𝑠 · 𝑥𝑠 ≤ 𝑝𝑠 · 𝑒𝑠 + 𝑝𝑠1 ∑𝑚∈𝑀 𝑎𝑠𝑚𝑦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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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预期均衡的概念

总和预算约束

给定一组计价商品证券 𝐴 = [𝐴1 , . . . , 𝐴𝑀]；给定家庭的禀赋 𝑒，价格 (预期)向量
(𝑝, 𝑞)，则其在 𝑡 = 0做消费及证券 (投资)选择时的预算约束为

𝐵(𝑝, 𝑞) =
{
(𝑥, 𝑦) ∈ R𝐾(𝑆+1)

+ ×R𝑀 : 𝑝0 · 𝑥0 + 𝑞 · 𝑦 ≤ 𝑝0 · 𝑒0 ,
且𝑝𝑠 · 𝑥𝑠 ≤ 𝑝𝑠 · 𝑒𝑠 + 𝑝𝑠1 ∑𝑚∈𝑀 𝑎𝑠𝑚𝑦𝑚 , 𝑠 = 1, . . . , 𝑆

}
隐藏假设：对所有 𝑠，𝑝𝑠1 > 0；计价商品证券总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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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预期均衡的概念

理性预期均衡

定义 1
考虑两期动态随机交换经济 E = (𝑈 ℎ , 𝑒 ℎ)ℎ∈𝐻，给定动态交易市场结构与一组计价商
品证券 𝐴 = [𝐴1 , . . . , 𝐴𝑀]；称四元组 〈𝑝, 𝑞, (𝑥ℎ , 𝑦ℎ)ℎ∈𝐻〉为一个理性预期 (rational
expectations)竞争均衡，如果下面两组条件得到满足：

1 给定价格 (预期)，对所有 ℎ ∈ 𝐻，(𝑥ℎ , 𝑦ℎ)在 𝐵ℎ(𝑝, 𝑞)上最大化𝑈 ℎ

2 配置 (𝑥ℎ , 𝑦ℎ)ℎ∈𝐻 满足市场出清∑
ℎ 𝑥

ℎ =
∑
ℎ 𝑒

ℎ ,
∑
ℎ 𝑦

ℎ = 0

“理性”注释：所有市场参与者具有相同且正确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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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预期均衡的概念

理性预期均衡的几点历史注释

动态交易及证券市场结构最早由 Arrow (1953)在文章 “The Role of Securities
in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Risk-bearing”中提出；其中已经包含了理性预期
的概念

Radner (1968, 1972)正式提出了动态随机条件下动态交易及证券结构的一般模
型，定义了理性预期均衡的概念，并给出了存在性的一些结论

Radner (1968)最早使用了 equilibrium of plans, prices, and price expectations
(EPPPE)的名称；Kreps (2012)沿用了这个名称；后来文献也称之为 Radner均
衡

随着宏观经济学在 70年代末大幅转向理性预期的理论框架，理性预期均衡成为
更流行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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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市场下均衡的性质

本节内容

1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基本框架

2 市场组织结构

静态市场

动态市场

证券市场的结构

3 理性预期均衡的概念

4 完全市场下均衡的性质

5 不完全市场均衡理论概述

6 均衡的效率

刘岩·武大金融 第 3讲：不完全市场 第 26 / 45页



完全市场下均衡的性质

理性预期均衡性质概览

动态市场情形下理性预期均衡的性质与给定的证券市场结构有很大关系

完全市场理性预期均衡与 Arrow-Debreu均衡等价

但不完全市场理性预期均衡的就有各种问题；不完全市场是一种典型的市场失

灵 (market failure)，伴随市场扭曲 (market distortion)或市场摩擦 (market
fr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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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市场下均衡的性质

当前模型中的 AD均衡

定义 2
考虑两期动态随机交换经济 E = (𝑈 ℎ , 𝑒 ℎ)ℎ∈𝐻，并给定 AD事件依存商品市场结构，
则二元组 〈𝑝, (𝑥ℎ)ℎ∈𝐻〉称为一个 AD竞争均衡，如果下列条件得到满足：

给定 𝑝，对所有 ℎ ∈ 𝐻，𝑥ℎ 在

𝐵ℎ(𝑝) = {
𝑧ℎ ∈ R𝐾(𝑆+1)

+ : 𝑝 · 𝑧ℎ ≤ 𝑝 · 𝑒 ℎ}
上最大化𝑈 ℎ

市场出清：
∑
ℎ 𝑥

ℎ =
∑
ℎ 𝑒

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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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市场下均衡的性质

完全市场理性预期均衡与 AD均衡的等价性

定理 1
给定动态随机交换经济 E = (𝑈 ℎ , 𝑒 ℎ)ℎ∈𝐻 且假设𝑈 ℎ 均为单调的，若在动态市场交易

结构下给定的证券市场是完全的，则对任一理性预期均衡 〈𝑝, 𝑞, (𝑥ℎ , 𝑦ℎ)ℎ∈𝐻〉满足
(𝑝11 , . . . , 𝑝𝑆1) � 0，存在一个 AD均衡 〈�̂� , (�̂�ℎ)ℎ∈𝐻〉满足 (�̂�11 , . . . , �̂�𝑆1) � 0，使得
(𝑥ℎ)ℎ∈𝐻 = (�̂�ℎ)ℎ∈𝐻；反之亦然
上述定理的证明核心逻辑在于说明两个市场结构下，居民预算约束的等价性；以下

考虑简化情形，𝑡 = 0无消费，只有证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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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市场下均衡的性质

完全市场理性预期均衡的福利性质

按均衡定义，𝑡 = 0时证券总量为零
∑
ℎ 𝑦

ℎ = 0，故 𝑡 = 1时证券净支付总额
𝐴
∑
ℎ 𝑦

ℎ = 0，因此，证券交易不改变经济中资源总量
∑
ℎ 𝑒

ℎ；再由完全市场理性预

期均衡与 AD均衡的等价性，得到如下重要结论：

定理 2 (动态市场条件下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
完全市场理性预期均衡对应的消费配置是 Pareto最优的

注：完全市场动态交易机制可以实现最有效率的跨期、跨状态资源配置，保证最优

的风险分担 (risk-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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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市场下均衡的性质

完全市场理性预期均衡的福利性质

与 ADM市场一样，上述定理的逆命题成立，即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

定理 3 (动态市场条件下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
动态经济中任一 Pareto最优配置，均可在完全市场条件下由理性预期均衡实现

注：完全市场是关键；下讲会讲到，若市场不完全，则竞争均衡配置通常不是

Pareto最优配置，且总存在 Pareto最优配置无法通过理性预期均衡来实现⇒有形
之手的市场干预对于提高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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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市场均衡理论概述

本节内容

1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基本框架

2 市场组织结构

静态市场

动态市场

证券市场的结构

3 理性预期均衡的概念

4 完全市场下均衡的性质

5 不完全市场均衡理论概述

6 均衡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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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市场均衡理论概述

不完全市场理论的早期发展

Radner (1972)提出动态市场一般均衡理论框架

Hart (1975)指出不完全市场 (商品组合证券)下：(1)均衡可能不存在；(2)均衡
可能无效率；(3)增加非冗余证券可能导致更差的配置效率
不完全市场理论在 80年代的高潮

Cass (1984), Werner (1985), Geanakoplos and Polemarchakis (1986)等证明名义
证券、计价物证券情形下均衡的存在性

Duffie and Shafer (1985)证明商品组合证券下均衡“几乎处处”存在
Balasko and Cass (1989), Werner (1990), Geanakoplos and Mas-Colell (1989)证
明名义证券下均衡有严重的不定性 (indeterminacy)
Geanakoplos and Polemarchakis (1986)证明了“几乎所有”均衡都是无效率的

刘岩·武大金融 第 3讲：不完全市场 第 33 / 45页



不完全市场均衡理论概述

均衡效率概念的发展

Diamond (1967)研究了一个不完全市场均衡模型的特列，提出了约束效率的概
念 (constrained efficiency)；并说明他所研究的例子中均衡是约束有效的

Hart (1975)的例子表明均衡可以是约束无效的

但令人满意的约束效率的概念直到 80年代初才逐渐形成，主要包括 Stiglitz及
其合作者的多项工作

不完全市场是一种本质性的市场扭曲 (distortion)，约束无效性意味着，政府
(看得见的手)恰当干预，有可能在 Pareto意义下提高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即
不使一人受损，却一定能造福一方

其他的市场扭曲还有很多：市场垄断势力，信息不对称，激励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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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市场均衡理论概述

不完全市场理论的后续发展

不完全市场理论早期发展 (以两期模型为主)被总结在Magill and Quinzii
(1996)的教课书中：Theory of Incomplete Markets: Vol. I

90年代初不完全市场一般均衡理论主要在无穷期方面有所推进，随后基本停滞

不完全市场模型在宏观经济学 (包括宏观金融)中获得很大发展：以 Bewley的
早期贡献为基础，经过 Aiyagari (1994), Huggett (1993), Krusell and Smith
(1998), Ríos-Rull (1995)等人的贡献，逐渐成为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分支

近年来 HANK (heterogeneous agent New Keynesian)模型的成熟与流行，是
不完全市场一般均衡理论在量化政策分析方面的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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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市场均衡理论概述

基本经济环境：两期模型

基本商品空间 𝑋 = R𝐾+；𝑡 = 0, 1

不确定性只发生在 𝑡 = 1，𝑆 = {1, . . . , 𝑆}
家庭集合 𝐻 = {1, . . . , 𝐻}，{𝑈 ℎ , 𝑒 ℎ}ℎ∈𝐻，𝑈 ℎ : 𝑋𝑆+1 → R，(𝑒 ℎ0 , 𝑒 ℎ𝑠 )𝑠∈𝑆 ∈ 𝑋𝑆+1

证券集合 𝑀 = {1, . . . , 𝑀}，支付矩阵 𝐴 = [𝐴1 , . . . , 𝐴𝑀]
计价商品证券、名义证券：𝐴𝑚 = (𝑎1𝑚 , . . . , 𝑎𝑆𝑚)Ç
商品组合证券：𝐴𝑚 = (. . . , 𝑎𝑠1𝑚 , . . . , 𝑎𝑠𝐾𝑚 , . . .)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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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市场均衡理论概述

不同类型证券对应的预算约束与均衡

价格系统 (𝑞, 𝑝) ∈ R𝑀+ ×R𝐾(𝑆+1)
+ ；𝑥0 , 𝑥𝑠 ∈ 𝑋，𝑦 ∈ R𝑀

𝑡 = 0的约束：𝑝0 · 𝑥0 + 𝑞 · 𝑦 ≤ 𝑝0 · 𝑒0
𝑡 = 1的约束
计价商品证券：𝑝𝑠 · 𝑥𝑠 ≤ 𝑝𝑠 · 𝑒𝑠 + 𝑝𝑠1 ∑𝑚∈𝑀 𝑎𝑠𝑚𝑦𝑚
名义证券：𝑝𝑠 · 𝑥𝑠 ≤ 𝑝𝑠 · 𝑒𝑠 +∑

𝑚∈𝑀 𝑎𝑠𝑚𝑦𝑚
商品组合证券：支付总值依赖于即期市场的商品价格

𝑝𝑠 · 𝑥𝑠 ≤ 𝑝𝑠 · 𝑒𝑠 +∑
𝑚∈𝑀

( ∑
𝑘∈𝐾 𝑝𝑠𝑘𝑎𝑠𝑘𝑚

)
𝑦𝑚，因此，证券市场是否完全依赖于即

期市场的价格向量

竞争均衡 〈𝑝, 𝑞, (𝑥ℎ , 𝑦ℎ)ℎ∈𝐻〉：所有家庭实现预算约束集上效用最大化，且市场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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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的效率

本节内容

1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基本框架

2 市场组织结构

静态市场

动态市场

证券市场的结构

3 理性预期均衡的概念

4 完全市场下均衡的性质

5 不完全市场均衡理论概述

6 均衡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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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的效率

Hart的例子：基本设置

𝐻 = 𝐾 = 𝑆 = 2；两商品记为 𝑥, 𝑦；两状态概率相等

效用只取决于 𝑡 = 1的消费，用下标表示 (𝑥ℎ𝑠 , 𝑦ℎ𝑠)
家庭 1在每个状态中的 Bernoulli效用为 25/2𝑥1/2

1𝑠 + 2𝑦1/2
1𝑠 ，期望效用为

𝑈1 = 23/2𝑥1/2
11 + 𝑦1/2

11 + 23/2𝑥1/2
12 + 𝑦1/2

12

家庭 2的状态效用为 2𝑥1/2
2𝑠 + 25/2𝑦1/2

2𝑠 ，期望效用为

𝑈2 = 𝑥1/2
21 + 23/2𝑦1/2

21 + 𝑥1/2
22 + 23/2𝑦1/2

22

家庭 1的禀赋：𝑒11 = (5/2, 50/21), 𝑒12 = (13/21, 1/2)
家庭 2的禀赋：𝑒21 = (1/2, 13/21), 𝑒22 = (50/21,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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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的效率

Hart的例子：证券结构

考虑证券的支付结构如下：

𝐴1 =


1
0
2
0


, 𝐴2 =


0
2
0
1


按照 𝑝1 , 𝑝2成或不成比例的讨论，可以计算得到每种情形对应了唯一的 RE均衡

第一种情形的均衡效用：𝑈1 = 𝑈2 = 25/2(8
3 )1/2 + 2(1

3 )1/2

第二种情形：𝑈′
1 = 𝑈′

2 = 23/2(62
21 )1/2 + ( 31

21 )1/2 + 23/2(32
21 )1/2 + ( 1

21 )1/2

可验证，𝑈1 = 𝑈2 > 𝑈′
1 = 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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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的效率

多商品环境下的约束效率的概念

继续假设𝑈 ℎ 不依赖于 𝑐ℎ0；𝑡 = 0时只进行计价商品证券买卖

对任一可行证券配置 𝑦 = (𝑦ℎ)，即满足∑
ℎ 𝑦

ℎ = 0，定义 𝑦-均衡为 〈𝑝, (𝑥ℎ)ℎ〉满
足效用最大化与市场出清，其中效用最大化对应的预算约束为

𝑝𝑠 · 𝑥𝑠 ≤ 𝑝𝑠 · 𝑒𝑠 + 𝑝𝑠1
∑
𝑚∈𝑀

𝑎𝑠𝑚𝑦𝑚

一个可行配置 (𝑥ℎ , 𝑦ℎ)ℎ 称为约束有效的 (constrained efficient)，如果不存在另
一个可行证券配置 �̃�及 �̃�-均衡 〈�̃� , �̃�〉使得 �̃� Pareto优于 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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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的效率

约束效率的主要结论

Geanakoplos and Polemarchakis (1986)证明，给定 𝐾 ≥ 2，给定 𝐴且 𝑀 < 𝑆，

在一定的光滑性条件下，对几乎所有的 (𝑒 , 𝑈) ∈ E × U，其对应的 RE均衡是约
束无效的；其中 U表示效用函数 (𝑈 ℎ)ℎ 的一个给定空间
引起约束无效的主要原因是价格外部性 (pecuniary externality)：不完全市场
下，证券重新配置不只是直接改变家庭在各个状态下财富，而且还会通过改变

相对价格导致额外的财富转移；而这些额外的财富转移很有可能是不能通过单

纯的证券交易实现的

经典参考文献是 Greenwald and Stiglitz (1986)

若只有一个商品，则约束有效性得到保证，回到 Diamond (1967)的经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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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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