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

CH3 消費者行為理論

主題：無異曲線與比較靜態分析應用題
109高考三級（績效審計）

Q1 健康（H）與消費（C）是一般民眾重視的兩種財貨。假定健康及消費
的單位價格分別是PH及PC。而一般民眾的所得是I。
(一). 請列出一般民眾在健康與消費上的效用極大化問題。並詳細解釋

此效用極大化問題設定的依據。

(二). 請畫出一般民眾在健康與消費上的效用極大化問題的圖形，清晰
地加以標示，並詳細加以說明。

(三). 其他因素不變下，當一般民眾的所得上升時，一般情況下，在健康
上的支出是否可能增加？請利用清晰標示的圖形詳細加以說明。

▼  破題線索：

由題幹之敘述，讀者們應不難判斷出此乃無異曲線分析題型；而第(三)小題涉及到「所得
上升」則為比較靜態分析的內容。

題幹給定的條件幾乎與課本內容完全一樣，僅僅是把H由課本定義的休閒變成健康。所以
(一)(二)小題其實就是課本內容照抄：分別以數學式與圖形來表達效用最大模型。

第(三)小題比較靜態分析的解析範例將範圍擴大：分別探討當健康為不同屬性財貨下，所
得上升之支出變化。然實際應試時如時間不夠，則偏向以健康為正常財假設下筆申論。

▼  解析範例：

(一) 所得為I，而假設效用為U，另假設對健康的使用量為QH，對消費的數量為

QC，故可以下式表達民眾之總效用， 

 U=U(QH,QC) 

 又所得限制在I之下，民眾對於消費和健康的花費，其總金額必須「小於或

等於所得」；由此即可得到民眾的預算限制式， 

  I ≥ QH×PH+QC×PC  

 民眾在此效用函數與預算限制假設下追求效用極大；如以數學式表達，即透

過解效用函數、預算限制式的聯立。故民眾之效用極大化模型如下： 

 Max U=U(QH,QC) 

  s.t. I ≥ QH×PH+Q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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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 首先建立效用函數圖形：由於健康和消費是兩種可供選擇的財貨，今假設

二者均具有「正的邊際效用」。則在效用最大化前提下，兩者所具備的

抵換關係，可以構成「無異曲線」。而無異曲線之斜率則反映出二財貨

之「邊際替代率（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 MRS）」：維持效用不變

下，消費者為了增加一單位橫軸商品(假設為健康)時，所願意減少縱軸商

品(假設為消費)的數量，而MRSHC為二商品之邊際效用比
MUH
MUC
。 

 2. 其次建立預算限制圖形：由於存在個人預算限制，則在既定健康和消費

單位價格下，如以圖形表示預算限制，會呈現一條負斜率的「預算限制

線」。而預算限制線之斜率亦即二商品之價格比
PH
PC
。 

3. 民眾效用極大發生在以下條件： 

  民眾花在二商品最後一塊錢的邊際效用必須相等 

  上述條件如以數學式表達則為： 

   MUH
PH
＝

MUC
PC

  

  將上式移項後得， 

   MUH
MUC
＝

PH
PC

  

  基於， 

(1) MUH
MUC

 乃無異曲線之斜率； 

(2) PH
PC

 乃預算限制線之斜率。 

  故MUH
MUC

 = PH
PC
代表當無異曲線斜率與預算限制線斜率相等時，達到效用最

大→反映在圖形上則為「無異曲線與預算限制線之相切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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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消費 

預算限制線
(所得增加)

預算限制線
(原所得)

B

C

健康

效用線 (無異曲線 )

(三) 1. 延續上圖。民眾所得上升代表其「預算限制增加」；反映在圖形上即「預

算限制線右移」。其他因素不變下，由健康和消費所構成的無異曲線，在

形狀上並不會有任何改變；然由於預算限制線右移，民眾購買數量增加亦

會使效用增加，反映在圖形上，效用增加會使無異曲線也往右移。 

 2. 而當「健康」對民眾來說，是屬於「正常財」時，民眾的所得增加，同時

也會增加對於「正常財」的支出量，因此效用極大化的點從原本的A點，

會往外擴張到B點。但倘若「健康」對民眾來說，是屬於「所得中性財」

時；當民眾的所得增加，並不會對於「所得中性財」的支出量產生任何影

響，也就是所得中性財的消費量不變，因此只有另外一項財貨，也就是

「消費」的支出量增加，所以效用極大化的點從原本的A點，會垂直往上

延伸到C點。 

 3. 因此當健康是屬於正常財時，對於健康和消費這兩種財貨來說，預算限制

的提升，此時對於健康的支出數量也會增加；由於健康的單位價格並沒有

改變，因此QH上升，PH不變，則健康的總支出QH×PH就會增加。

  但如果健康是屬於「所得中性財」，由於所得增加，對於健康的支出數量

不會有影響；再加上健康的單位價格並沒有改變，因此QH不變，PH不變，

而健康的總支出QH×PH就就維持不變。 

 不過就常理來看，「健康」是屬於正常財的可能性較高，也就是當民眾的所

得增加之後，就會更加重視自己的健康，同時也會花費更多的所得在「健

康」相關的支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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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9 國際貿易

主題：國際貿易均衡與關稅政策造成
之福利損失

109高考三級（僑務行政、勞工行政、財稅行政、金融保險、統計、經建行政、公平交易管

理、商業行政）

Q1 本國對牛肉的需求與供給分別為：

QD＝120－P
QS＝－60＋2P
式中P是牛肉的價格，QD、QS分別是需求量與供給量。請回答下列問

題：

(一). 牛肉的均衡價格與數量分別是多少？
(二). 假設政府開放牛肉自由進口，外國對本國的供給完全彈性。已知

國際價格是35元，則國內牛肉市場新的均衡價格是多少？牛肉進
口量是多少？

(三). 假設政府對進口牛肉課徵從量關稅10元，則課稅後本國牛肉市場
新的均衡價格是多少？牛肉進口量是多少？

(四). 進口關稅造成的效率損失為何？請說明，並具體衡量。

▼  破題線索：

本題為個經國際貿易一章標準的考題。題幹內容平鋪直敘、給定的條件與課本中的假設都

完全相同，解題步驟也是非常標準的順序「貿易前均衡→貿易後均衡→關稅後均衡→計算

關稅造成之福利損失」，沒有額外的變化。四題都是計算題代表都有標準答案，所以應該

要可以拿到滿分。

▼  解析範例：

(一) 解本國牛肉市場供需函數之聯立方程式即可得市場均衡之價／量： 

 QD＝120－P 

 QS＝－60＋2P 

 →市場均衡時Q*=60，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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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供給呈現「完全彈性」代表供給線為「水平線」。而此代表只要本國牛肉價

格高於或等於國際價格，則國際間可以無限量供給本國牛肉。今本國開放國

外牛肉自由進口，不受到非價格的限制，因此國內牛肉價格也會受到國際價

格影響；而國際價格35元低於國內均衡價格下，開放牛肉自由進口後，國內

牛肉價格將會下降至35。P=35下國內之供需數量分別為： 

 QD＝120－35＝85 

 QS＝－60＋2X35＝10 

 需求大於供給之75單位透過進口補足。 

(三) 假設政府課徵「從量關稅10元」→從量稅效果等於外國牛肉均衡價格增加

10元，因此課稅後國內均衡價格＝35+10=45。P=45下國內之供需數量分別

為： 

 QD＝120－45＝75 

 QS＝－60＋2X45＝30 

 需求大於供給之45單位透過進口補足。 

(四) 參下圖。承(三)可知，課徵進口從量關稅10元下使牛肉供給線平行上移

（S→S'）。效率損失DWL為下圖灰色區塊面積加總， 

 效率損失DWL＝(45－35)×(30－10)÷2+(45－35)×(85－75)÷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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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20 AD-AS理論

主題：AD-AS曲線推導與時事應用
109關務三等（關稅統計）

Q1 下列兩圖分別為某一個國家的勞動市場均衡及生產函數，其中
W
P 為

實質工資率，Ls為勞動供給，Ld為勞動需求，Y為產出，L為勞動僱用
量。

W
P

W
P0

~

Ld Ls

L0
L

Y0

Y

L0
L

假設此國的名目工資率不能低於W，但可高於W以維持市場均衡。且
當物價水準為P0時，勞動供給量等於勞動需求量。請回答下列問題：

（未說明原因或未繪圖，不計分）

(一). 請由上面兩個圖形，說明並繪出該國總合供給（AS）曲線的形
狀。

(二). 下列的敘述，對、錯誤或不一定？請說明你的理由。
 「需求法則是造成一國物價水準與總合需求量呈負向關係的原

因。」

(三). 假設該國原本處於充分就業且實質工資率為W
P0
。現因新型冠狀病

毒（COVID-19）出現，造成該國自發性消費下降。請運用總合供
給與需求模型，繪圖說明新型冠狀病毒的出現對該國產出、物價

水準、勞動僱用量、名目工資率及實質工資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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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題線索：

本題為十分標準的AD-AS模型考題。第(一)小題由給定的關鍵字「名目工資率不能低於W
」就應該可以知道此處的AS形態應該會是哪一個學派的主張。第(二)小題偏開放性的申
論，既然問到AD曲線負斜率形態，可知應從「影響AD曲線形態之效果」切入分析。然由
於該小題另外提到了「需求法則」，此時比較嚴謹的作法可將需求法則的二大效果列出，

並將之與影響AD之效果比較，就可以得到比較客觀的解釋。至於最後一小題其實就是第
(一)小題再加上需求面衝擊的分析，題幹以時事情況鋪陳，惟整個AD-AS模型的分析並無
不同，要掌握到的關鍵字當然就是「自發性消費下降」。

▼  解析範例：

(一) 由於該國名目工資不能低於W→代表該國勞動市場存在「名目工資向下僵固

性」。而在此情形下，若物價下跌(P0→P1)，因名目工資不隨之下降，使得

此時之實質工資率(
W
P1

)會上升、而此會使得勞動供給量增加。然實質工資率

上升代表廠商之生產成本增加、廠商之勞動需求量減少→所以勞動市場會存

在「超額供給」。 

 參下圖，超額供給下最終勞動僱用量將會是L1，總產出縮減至Y1。而由物價

「下跌」使勞動市場產生超額供給，最終勞動市場均衡數量降低，總產出

「減少」之結果可知物價與產出之間具「正相關性」，因此AS曲線會是一

條正斜率的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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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需求法則」的概念是：價格越高，人們願意購買的量越少，因此需求量越

低；反之亦然。而人們需求量之變動主要係基於以下二效果： 

(1). 實質所得（購買力）效果：某一商品價格變動導致消費者「實質所得或

購買力改變」，至使其需求量改變。 

(2). 替代效果：所得不變下，某一商品價格變動導致其與替代品「相對價格

改變」，至使其需求量改變（消費者改買替代品）。 

 而AD曲線為負斜率主要係來自於以下效果： 

效果 影響流程

凱因斯效果又稱

「（實質）利率效果」

「流動性效果」

物價水準↑→實質貨幣供給額↓→利率↑→消費、投資↓

→總需求↓

皮古效果又稱

「（實質）財富效果」

物價水準↑→實質財富↓→消費、投資↓→總需求↓

一般又將其稱之為消費／投資之「跨期替代效果（本期物價上升

未來物價不變→本期財富相對下降→減少本期消費／投資，增加

未來消費／投資→總需求減少）」

匯率效果

物價水準↑→利率↑→貨幣升值→出口↓、進口↑→總需求↓

一般又將其稱為國際貿易之「跨國替代效果（本國物價相對外國

上升→家計單位及廠商對本國商品需求下降、並增加外國商品需

求→進口增加→總需求減少）」

 由上表可知：影響AD曲線之三效果中， 

(1). 「匯率效果」性質與需求法則之「替代效果」相同。 

(2). 「皮古效果」性質與需求法則之「實質所得效果」相同。 

(3). 凱因斯效果（流動性效果）則並非需求法則效果之任一。 

 故題幹所述「需求法則是造成一國物價水準與總合需求量呈負向關係的原

因」為一「不完全正確」之敘述。 

(三) 新冠病毒出現使得「自發性消費下降」。此影響反映在商品市場上，商品市

場總需求下降使IS曲線與AD曲線左移，導致均衡利率下降(r0→r1)，總產出

減少(Y0→Y1)、物價水準下跌(P0→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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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在勞動市場方面，如題目所述，因為名目工資不能低於W，但是物價水

準的下降使得實質工資( W
P )變相提高，故其影響正如第(一)小題所述。其將

會造成勞動市場的供給過剩，名目工資率不會變動，但實質工資率上升，導

致勞動雇用量降低(L0→L1)，總產出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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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23 國際經濟學精華

主題：IS-LM-BP模型：不同匯率制度
 下之財政政策效果
109少將轉任考試（經建行政）

Q1 試利用開放經濟體系下的凱因斯模型分析：在何種條件下，浮動匯率

制度下財政政策的就業效果會大於固定匯率制度下的就業效果，並輔

以圖形詳細說明之。

▼  破題線索：

本題為開放經濟國民所得一章中最常出現的「IS-LM-BP」模型之應用。此類題型涉及以下
三個維度的交叉變化：

(1). 資本移動性；
(2). 匯率制度；
(3). 總體經濟政策。
不同組合下之政策效果各異。考題通常變化性不大，但因多種組合影響不同，所以除非記

憶力超強直接由結果回推過程，否則一般都需要花上較大篇幅比較。以本題為例，固定條

件為第(3)維度總體經濟政策下，另外兩個變數搭配就會衍生出四種不同資本移動性與匯率
制度搭配下之政策效果。

▼  解析範例：

題幹給定之條件包括： 

(1).開放經濟體系； 

(2).（擴張性）財政政策。 

而欲比較之情況變數則有二： 

(1).資本移動性（資本高度移動V.S.資本低度移動）； 

(2).匯率制度（固定匯率制度V.S.浮動匯率制度）。 

結論則為「浮動匯率制度下之財政政策效果較佳」。 

故可以「資本移動性」與「匯率制度」二變數為維度、分成四種情況比較財政政

策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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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制度

資本移動性

資本高度移動＋固定匯率制度

＋擴張性財政政策

資本高度移動＋浮動匯率制度

＋擴張性財政政策

資本低度移動＋固定匯率制度

＋擴張性財政政策

資本低度移動＋浮動匯率制度

＋擴張性財政政策

1. 資本高度移動＋固定匯率制度＋擴張性財政政策 

 依據「IS-LM-BP」模型，資本高度移動下、圖型上會呈現「平坦的BP曲

線」。 

 如右圖。擴張性財政政策下、IS右移（IS0→IS1）、產出增加（Y0→Y1），

國內均衡點由A移到B。B點在BP線上方→代表有國際收支盈餘→本國貨幣

有升值壓力→固定匯率下，如央行欲阻止本國貨幣升值，則其須買入外匯

釋出本國貨幣→LM曲線右移

（ L M 0→ L M 1）→均衡點右

移至 C點、產出進一步增加

（Y1→Y2）。故可知在資本高

度移動與固定匯率制度下，擴

張性財政政策刺激產出與就業

之效果會增強。                                      

2. 資本高度移動＋浮動匯率制度＋擴張性財政政策 

 如右圖。擴張性財政政策下、IS右移（IS0→IS1）、產出增加（Y0→Y1），國

內均衡點由A移到B。B點在BP

線上方→代表有國際收支盈餘

→本國貨幣有升值壓力→貨幣

升值不利出口，出口減少使得

IS左移（IS1→IS2）→BP曲線由

BP0左移至BP1→均衡點由B點

移至C點，均衡產出由Y1減少為

Y2。 

 比較1,2點之結果可知，資本高度移動下，採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於固定匯率下

之政策效果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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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本低度移動＋固定匯率制度＋擴張性財政政策 

 依據「IS-LM-BP」模型，資本低度移動下、圖型上會呈現「陡峭的BP曲

線」。  

如右圖。擴張性財政政策下、

IS右移（IS0→IS1）、產出增

加（Y0→Y1），國內均衡點由

A移到B。B點在BP線下方→

代表有國際收支赤字→本國貨

幣有貶值壓力→固定匯率下，

如央行欲阻止本國貨幣貶值，則其須賣出外匯收回本國貨幣→LM曲線左移

（LM0→LM1）→均衡點左移至C點、產出由Y1減少至Y2。 

 比較C點與A、B點可知，資本低度移動，固定匯率下，擴張性財政政策可使產

出與就業均增加，但政策效果會減弱。 

4. 資本低度移動＋浮動匯率制度＋擴張性財政政策 

 如右圖。擴張性財政政策下、

IS右移（ IS 0→ IS 1）、產出增

加（Y0→Y1），國內均衡點由

A移到B。B點在BP線下方→

代表有國際收支赤字→本國貨

幣有貶值壓力→貨幣貶值有利

出口，出口增加使得IS再右移

（IS1→IS2），而BP曲線由BP0

右移至BP1→均衡點由B點移至C點，均衡產出進一步增加為Y2。 

 比較C點與A、B點可知，資本低度移動，浮動匯率下，擴張性財政政策使得產

出與與就業均增加，且政策效果會增強。 

 比較3,4點之結果可知，資本低度移動下，採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於浮動匯率下

之政策效果較佳。 

 題幹問何種條件下「浮動匯率制度下之財政政策效果較佳」；對照上述即可知

此為第4點之條件「資本低度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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