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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財與惡財 
 

 

 

不論是在古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世界，或者現代忙碌的工商業社會裡，

一個人的日常生活都牽涉到許許多多不同的活動：從維繫生命的飲食，到工作、讀

書、休閒等等。這些活動，有的需要別人的參與才能完成，有的則只要靠自己就可

以了；有些活動必須要有精巧的工具配合，有的則只是單純的肢體動作。這些活動

的感覺，有時是枯燥而乏味的，但換個時間卻又覺得活潑而且趣味十足。如果大多

數的活動是枯燥而乏味時，我們的一日或甚至一生可以說是悲慘的；反之，活動充

滿喜悅又具樂趣的一生，則饒富意義。 

 人們的生活內容決定於其每日的活動；而人的活動又大多取決於自己的安排。我

們的生活可以因巧妙的安排而多彩多姿起來，問題是：要如何為自己安排一個多彩

多姿又饒富意義的生活？生存的空間、自己的天賦、家庭的富裕、親友的關係、社

會的環境等等因素，是否會限制了我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相對地，對於不悅的環

境，我們又是如何去克服它？這一連串問題的解決方式切身地影響我們的生活與幸

福，也值得我們去面對、去探討。因此，讓我們從最平常的消費活動開始，逐步來

分析。 

 消費，或稱消費行為，是一個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動。在我們未下一個較嚴

格的定義之前，讀者不妨暫把消費想成「吃掉食物」或「用掉紙張」等行為。在一

天中，我們會消費許多不同種類的物品，但作為探討的起點，本章將自一種物品的消

費開始。底下數章再逐漸地把個人消費行為的範圍擴大。 

 在本篇的各章裡，我們都將先邀請讀者參與一、兩項內省式實驗。本書費心設計

這些實驗的目的，是希望能讓讀者由對自身行為的觀察開始去了解人的行為。（這些

實驗的目的以及冠上「內省式」三字的理由，在本篇的結語一章裡將有詳細的討論。）本章是

一項飲水實驗，藉此實驗的觀察與記錄，讀者可以瞭解自己對飲水的消費行為。這

個實驗的觀察重點放在個人對飲水數量的決定。換言之，請讀者注意自己是如何決定

他消費飲水的數量？實驗之後，本章將利用一組學生的實驗結果做進一步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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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好讓讀者了解大多數人在消費行為上的普遍特性，以及個人獨具的特殊性。之

後，本章再介紹相關的經濟術語。 

 

 

內省式實驗（一） 

 

讓我們先考慮以下的一個情境，再進行以下這個內省式實驗： 

假設透過時光隧道，你回到一個比伏羲氏、神農氏更遠古的時代。通過此

隧道出來後，你發現自己站在一個風光明媚的山丘上。再假設你的生存並

不需要食物、衣物等等東西，而只需要水。在你的旁邊不遠處，正傳來潺

潺的流水聲與清新的氣息。走過去，你發現原來是一股清泉。 

為了使實驗的效果更逼真、有趣，請你閉上眼睛瞑想這優美的景緻。一分鐘後，再

請你仔細回答下頁的問卷。 

 請先填好問卷後，再繼續閱讀以下的討論。 

 填好問卷了吧！相信你一定也想知道其他人的經驗。為此，我們以選修經濟學原

理的六十七位同學為對象做了一次實驗。在扣除一些回答不完整的問卷後，共有四

十四份可用的問卷供大家參考。 

 先看第九題。這些同學的回答從兩杯到十六杯不等，差別甚大。若以六杯為界，

我們獲得底下結果： 

 

想喝五杯以內的人數 26人 

想喝六杯以上的人數 18人 

 

不知你的答案是在想喝五杯以內，還是在想喝六杯以上？不論你屬於那一分類，由

此觀察，我們可得到如下結果： 

每個人的飲水數量是不盡相同的。 

有人一天要喝三杯水，有人則要喝十杯水。這結果看似平淡無奇，但若再進一步

問：喝三杯水算太少，還是喝十杯水才算過多？你是否也仍肯定這是因人而異？人與

人不同，不僅是本章「飲水實驗」的第一項發現，也將是往後本書所持的基本前提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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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內省式實驗（一） 
 

 

(1) 喝完第一杯水，你感覺舒服嗎？ 
答： □舒服 □不舒服 

 

(2) 繼續喝完第二杯水時，你感覺所
喝的第二杯水比第一杯水帶來的舒

服程度是一樣、更大、還是較小？ 

答：□更大 □一樣  □較小 

 

(3) 繼續喝完第三杯水時，你感覺所
喝的第三杯水比第二杯水帶來的舒

服程度是一樣、更大、還是較小？ 

答：□更大 □一樣  □較小 

 

(4) 繼續喝完第四杯水時，你感覺所
喝的第四杯水比第三杯水帶來的舒

服程度是一樣、更大、還是較小？ 

答：□更大 □一樣  □較小 

 

(5) 繼續喝完第五杯水時，你感覺所
喝的第五杯水比第四杯水帶來的舒

服程度是一樣、更大、還是較小？ 

答：□更大 □一樣  □較小 

 

(6) 繼續喝完第五杯水後，你想再喝
一杯水嗎？ 

答：□想再喝  □不想再喝 

 

  

第 (6)題回答「不想再喝」的同學，
請繼續回答(7甲)及(7乙)兩問題： 

 

(7甲 )如果你不想再喝，而竟然喝了，
則第六杯水帶給你的感覺是舒服，

還是不舒服？ 

答：□舒服 □不舒服 

 

(7乙 )如果你不想再喝，而被要求繼續
喝了第七杯水，則第七杯水比第六

杯水帶給你的舒服程度是一樣、更

大、還是較小？ 

答：□更大 □一樣  □較小 

 

第 (6)題回答「想再喝」的同學，請
回答(8甲)及(8乙)兩問題： 

 

(8甲 )想想看是不是超過某一限量後，
你就不想再喝了？ 

答：□是 □不是 

 

(8乙)想想看超過此限量後，每多喝一

杯水帶給你的舒服程度是一樣、更

大、還是較小？ 

答：□更大 □一樣  □較小 

 

(9) 從日出到日落你想喝多少杯水？
(假設一杯為250cc) 

 答： (     )杯水 

 

 

 

 

 

 學問是來自觀察後的歸納與抽象化。雖然我們已經知道消費行為因人而異，但人與

人之間的差異並不是大到不允許我們自觀察中歸納出一些共通性的地步。如果加以

平均計算，或許每人每日的喝水量是六杯。但這只是「平均數」而已，是對整個群體

或班級的描述，不是對個人的描述。就個人而言，至少有  26人的喝水量低於六杯；另

外，有一些喝水量大過六杯的人。由上述的觀察，我們實在得不到類似「每人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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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六杯水」的結論。此外，本節也無法說明人們是如何決定他的喝水量的過程。 

 於是，我們回到第二題關於喝第一杯水後的感受調查。該題的統計結果如下： 

 

覺得舒服的人數 42人 

覺得不舒服的人數 2人 

 

除兩人外，大部分同學都覺得舒服。讓我們看看這兩位同學的共同說法：「不喝雖

渴，但喝第一杯後，覺得更渴、更難過」。若再追問為何會覺得更渴還要喝？其中

一位答道：「喝的當下是舒服的，但喝後的感受則是更不舒服。」這位同學其實是在

逗趣而已；「當下」之後的不舒服，據他說是因為腸胃習慣於開水而對泉水還不習

慣。這個回答其實也饒富趣味，值得在第二篇再做深入探討。 

 另一位同學的回答是：「因為已經很渴了，故在喝第一杯水時很難嚥下，感覺相

當不舒服。但我知道再喝第二、三杯時的感受會十分好受。」換言之，他喝第一杯

水的當下是不舒服的，但他仍要喝的原因在期待未來的快樂。這種感受我們都有過，

譬如接受預防注射即是一例。接受注射的當下是不舒服的，我們卻仍願接受的原因

是在期待未來的快樂。不過，期待未來的問題要到第五章才能探討，就暫擱置此一

答案吧！讓我們專注於本章欲探討的主題。 

 大部分同學喝第一杯水後的感受是舒服的。繼續喝下去，又將如何？下表是綜合

問卷的第二題到第五題所得到的統計結果： 

 

  與喝前一杯水後的感受比較 

問卷題號 所喝的杯序 更舒服 一樣 更不舒服 

(2) 二 11人 18人 14人 

(3) 三  5人 16人 23人 

(4) 四  5人 15人 23人 

(5) 五  4人 15人 24人 

 

表中顯示，隨所喝水的杯數的增加，有些人的舒服感增加，有些人則不變，還有些

人則感到更不舒服。其中有一點宜更加注意： 

隨著所喝水的杯數的增加，感受是「更舒服」與感受是「一樣」的人數都

在減少；相反地，感受是「更不舒服」的人數則在增加。 

 那麼，在喝完五杯水之後又如何？統計數字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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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再喝的人數 18人 

不想再喝的人數 25人 

 

若你在喝完第五杯水後，便不想再喝第六杯水，很清楚地，你並不認為第六杯水會

令你舒服。因為你預期到，若再喝第六杯水，便可能會感到不舒服。相反地，如果

你在喝完第五杯水後，仍想再喝第六杯，甚至第七杯水，此表示第六杯或第七杯水

仍令你舒服。然而，你不會無止盡地喝下去，因為你的飲水量終有上限存在。若超過

此上限，你便預期到會不舒服，而不想再喝了。我們的實驗確實支持也這些敘述。

下表是問卷 (7乙)及 (8乙)兩題的答案統計： 

 

題號 問題內容敘述 更大 一樣 更小 

7乙 不想再喝者再喝一杯水的舒服感 0人 3人 24人 

8乙 想再喝者在喝到最高量後，再喝

一杯水的舒服感 

0人 4人 13人 

 

 

    

 圖一 

額外舒服感 
 

橫軸表示所喝的水的杯數，縱軸

表示多喝一杯水的額外舒服感，
並以O為原點；向上表示「舒服
感」，向下表示「痛苦感」。圖

中顯示：額外舒服感在下降，到
第六杯時，即成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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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在超過某數量後，所有受實驗者都不認為再喝一杯水的感受是舒服的。雖

然有些人認為再喝一杯水的感受仍然「一樣」，但大多數則認為舒服的感受會「更

小」。 

 讓我們稱呼每多喝一杯水所帶來的舒服感覺為「額外舒服感」；並相反地，以

「額外痛苦感」稱呼在不想喝後，再多喝一杯所帶來的不舒服感覺。則我們可把這個

實驗所得到的觀察結果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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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喝水的行為上，隨著喝水量的增多，每一個人的額外舒服感在開始時都

會增加，但隨之逐漸下降。當喝到了某一定量後，反而出現了額外痛苦

感；此時，每一個人都不願再喝水了。 

除了文句的陳述外，我們還可以用圖示方法來表達這個實驗結果。首先，讓我們在圖

一的橫軸上刻劃出個人所喝水之杯數，由一杯、兩杯、直到七杯；然後，從一杯開

始，在縱軸上刻劃出我們喝此杯水後的舒服感，便形成圖一上標示為   A的方塊。 A方

塊的高度，就表示喝此杯水後的舒服感。由於這是第一杯水，因此，A方塊也代表我

們開始喝第一杯水的「額外舒服感」。然後，在橫軸標示為第二杯水的「2」之處，

我們同樣地在縱軸上刻劃出

喝此「第二杯水」後的舒服

感，便形成圖一上標示為  B

的方塊。重複地可以畫出喝

第三杯水的  C方塊、喝第四

杯水的  D方塊、與喝第五杯

水的  E方塊。其次，讓我們

把額外痛苦感視為負的額外舒

服感，其縱軸的方向與舒服

感的方向相反。於是，對喝

第六杯水時產生的痛苦感，

我們畫出了圖上的  F方塊，

但其方向向下；同樣地也畫

出喝第七杯水的  G方塊。在

這些方塊中，舒服感較大

者，其高度亦較高；而痛苦

感較大者，其向下的長度亦

較長。不同方塊的高低差別

只代表我們在舒服感上的增

減變化，並沒有「增加多

少」或「減少多少」的意

義。 

 

 接著，讓我們利用圖一的額外舒服感與額外痛苦感，來計算從一開始喝水到喝到

某一杯數時所累積起來的舒服感，並稱之為總舒服感。同樣地，我們亦在圖二的橫軸

上刻劃出喝水的杯數，如  1,2,...,7所示。圖二上第一杯水所示的累積舒服感的高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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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累積舒服感 
 

橫軸表示所喝的水的杯數；縱軸表示所累積的舒

服感。圖中對應於各杯數上方的彩色區域為多喝

一杯水所得的額外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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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第一杯水所示的額外舒服感相同，理由是：「這是第一杯水」。喝到第二杯水

的累積舒服感，是我們喝第一杯水所額外增加的舒服感，加上喝第一杯水之後再喝第

二杯水的額外增加的舒服感。換言之：喝兩杯水的累積舒服感，是喝第一杯水與喝

第二杯水的額外舒服感的總和。於是，我們便可在圖二橫軸標示第二杯水之處，畫

上一個高度為圖一之 A與   B兩方塊高度之總合的大方塊。同樣地，喝三杯水的累積

舒服感則是  A, B, C三方塊疊起來的大方塊；而喝五杯水的累積舒服感則是   A, B, C, D,  

E五方塊疊起來的大方塊。但在喝第六杯水時，其感受是痛苦的。若依圖一的定義，

痛苦感是負的舒服感。因此，喝六杯水的累積舒服感是將 A, B, C, D, E五方塊疊起

來，再拿開相當於 F方塊高度的方塊；故其高度較 

喝五杯水的累積舒服感為低。同樣地，喝七杯水的累積舒服感更低。若觀察圖二，

我們可以看到如下的變化： 

隨著喝水杯數的不斷增加，個人的累積舒服感會先增加，然後再減少；累

積舒服感達到最高點的杯數，剛好是一個人想喝的喝水量。 

 

 

效用與衡量 

 

上述實驗中，我們詢問了同學們許多問題，同時也以日常語言來記錄觀察的結果。現

在，我們介紹經濟學中所用的正式辭彙。經濟學家以效用 (utility) 兩字來代表個人消

費有形或無形的東西時產生的舒服感。個人的舒服感是主觀的，是他個人自能體會而

不需待其他人指出的。主觀當然必須相對於客觀才具有意義。主觀效用的意義是主

體對客體的感覺，此處是指消費的主體（即消費者）自客體得來的舒服感。換言

之，主觀的意思就是指其他人無法替自己感覺或對自己的感覺下任何評斷。這就如

同惠子質問莊子的：「你不是魚，怎麼知道水中的游魚是快樂的呢？」 

 我們自實驗得知效用會因為消費量改變而改變。為了凸顯效用會改變的特性，經

濟學家以邊際效用一辭代表個人多消費一個單位的物品的額外舒服程度。如果，舒服

程度可以數值來表示，則效用與邊際效用也就可以數值表示。有數值，就是有了大

小。這個大小就可以表示成圖一與圖二裡縱軸的高度。 

 效用若可以用數值表示，那麼，效用便是一項可以衡量的對象。屬於主觀性質的

效用是否能衡量？讓我們就一個也屬於主觀性質而較為大家熟悉的問題加以討論。

此問題是：「女性美是否可以衡量？」不同時空對女性美的認定固然不同：漢代仕

女或許講究如趙飛燕嬝娜纖腰的風姿；唐代仕女則追求楊貴妃雍容華貴的豐豔。這

些審美觀更不同於今日來自西方以女體三圍為對象的衡量標準。我們並沒興趣去作



  &  10 
 

歷史性的比較，而只想問：「在同一時代，人們對女性美是否有標準可以衡量？」

張潮的《幽夢影》曾嘗試對女性美給一個標準：「以花為貌，以月為神，以鳥為

聲，以柳為態，以玉為骨，以冰雪為膚，以秋水為姿，以詩詞為心。」像這樣的定

義仍留給個人以不同詮釋的空間，不似西方硬把一套數字標準加在女體三圍上。標準

數值化的另一典型例子便是長方形的「黃金律」。是否人們都同意符合黃金律才是最

美的長方形？如果你不同意，是否會遭受到諸如「藝術修養不夠」之類的批評？學

習的確能夠改變個人的審美觀，也能夠影響個人對消費的感受。參觀第二次歐戰英

軍大撤退之法國敦客爾克古戰場的感受，是否同於到長江去拜訪曹操百萬大軍舟沉

江底的赤壁古戰場的感受？這差別不是來自我們成長過程的學習經驗嗎？由於長期

接受西方文化，自然地，青少年逐漸有麥當勞勝於北京烤鴨的喜好。然而，我們也

知道，在同一環境長大的雙胞胎，也未必有完全相同的喜好。 

 雖然人與人有不同的感受，但這並不排斥個人能衡量其自身效用的可能。衡量一

辭有多層的內容。首先，它指個人在面對不同物品時，能依其喜愛定出高下或前後

的次序。就此內容而論，個人不僅對美、效用等感受能加以衡量，對任何主觀的概

念都能衡量。衡量時，我們只要先對某一個固定的飲水量給予一個數值作為基準

值，此數值可以是任一實數，即使是負的也沒關係。再考慮多一單位飲水量所帶來

的邊際效用時，我們就不可任意給一實數了。如果多喝一單位的水帶來額外的舒服

感，則此時邊際效用的數值必須是正實數；相反的，則為負實數。不論是正是負，其

絕對值大小仍可以是任意賦予的。繼續考慮下去，再多喝一單位的水對邊際效用數

值的大小必須與前一單位水的邊際效用顯示出一致的高下關係。即，當後一單位水

的邊際效用較低時，其數值必須較小。把這些邊際效用值累加起來就得到一組飲用

不同數量之水的總效用值了。扼要而言，在賦予效用衡量數值時，其數值大小的本

身是任意的。但隨飲水量的增加或減少的數值變化必須與個人效用的變化一致，以

使效用數值能表現個人對飲水量多少之好惡的主觀排列順序。 

 由於效用依據定義是主觀的，所以一個人所認定自己的效用的大小是不能與其他

人的效用做大小比較的。舉例而說，小明喜歡游泳，小華也喜歡游泳，如果小明表

示他在夏天裡每天都去游泳的效用是 100，小華也做同樣的表示，我們並不能因此說

他們兩人喜歡游泳的程度完全一樣。即使小華說他每日游泳的效用是  150，我們也不

能說小華比小明更喜歡游泳。 

 然而，通常所稱的衡量還含有「比高下」以外的另一層內容。譬如新竹到台北的

距離是七十五公里，新竹到台中的距離是九十公里。這兩個數字所呈現的，除了新

竹－台中的距離較新竹－台北的距離為遠外，更指出其間的差距是十五公里，或多

出五分之一。像這類「多出五分之一」的內容，則非衡量主觀性事物時有意義的內

容。如在選拔中國小姐時，某評審委員對佳麗甲的評分是七十五分，對佳麗乙的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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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九十分。那麼，我們只能說該評審委員認為「佳麗乙較佳麗甲為美」，但不能

說「佳麗乙的美較佳麗甲多出五分之一」。當然，加總兩位評審對兩位佳麗的評

分，再定其高下的評審辦法，其實並不具備什麼意義，只不過是協議後的權宜之計。

又如：小明說他每天游泳一小時的效用是 80，而游泳兩小時的效用是 160，我們也

不能說他的舒服程度因而提升了一倍，我們只知道他喜歡游得久些而已。 

 至此，我們可以回到前面多次引用的消費兩字，且將其界定清楚。在經濟學裡，

物品一詞通常的意義是指有形、具體的東西。在本書裡，由於能夠影響到效用的並

不止於有形具體的東西，還包括沒有形狀、質量的東西，例如：情感、榮譽、與各

種服務等，我們統稱這些有形或無形並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個人效用的東西為財貨  

(goods)。其中能夠直接影響到效用的，我們將它稱為消費財  (consumer goods)。

「直接」的意義是指不必要再做物理或化學作用的轉換。舉例而言，汽油不是消費

財，因為它不能直接影響效用；就其對方便的交通所產生的間接效用而言，汽油算

是財貨。讀書對某些人而言可以帶來直接的喜悅，此時它就是消費財。相反的，對

於某些人而言，它只是求職的手段。此時，它只是財貨而不算消費財。因此，我們

應該知道：一種財貨是否為消費財，乃是取決於消費者個人的主觀。具備同一客觀

之物理、化學性質的東西，對於不同的人而言，其消費意義則未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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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 

邊際效用與總效用 
 

邊際效用曲線先向右上方升高，

然後才由左上向右下方傾斜，在

X*處之後呈現負值。對應於此，

總效用曲線便呈現先升後降的型

態，在X*處達到最高點。 

    

    

 

 

邊際效用 

 

由實驗得知：個人在喝不同數量的水後，會有不同的效用。在飲水的消費活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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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 X代表個人飲水的數量，則我們便可以  U(X)的符號代表消費量為 X時所帶來

的效用總額，並以 MU(X)代表在消費量為 X時再增加消費一單位飲水所帶來的邊際

效用。利用符號來表示總效用或邊際效用可以簡化陳述。文字、圖示、符號與數學式都

是可以用來敘述的工具，各有優點。本書並不專愛那一種工具，而以能清楚表達為

選擇工具的標準。 

 前面，我們曾利用圖一與圖二中的直條方塊表示個人飲水的效用。這個實驗結果

是得自於一杯水為 250cc的假設。如果把一杯水的量改為  50cc後再重新進行實驗，

則我們可以得到比較精細的直條方塊。進一步，如果不斷地將水杯細分再細分，則

可得到連續的效用與邊際效用曲線。換句話說，如果一個人真能從很微小的水量變

化裡分別感受到效用與邊際效用的改變，他的舒服感便可以連續線表示。加上平滑

線的假設後，總效用與邊際效用便成了圖三的兩曲線。此兩曲線分別稱為總效用曲線

（或簡稱為效用曲線）與邊際效用曲線。 

 

 由於上述實驗結果顯示：在起初時邊際效用是增加的；然後才逐漸下降。所以，

圖三的邊際效用曲線在原點附近是先向右上方升高然後才由左上向右下方傾斜。對

應於此，效用曲線便呈現先升後降的型態。上述實驗結果也可以用數學符號改寫如

下： 

 

(1) 若 X* 為飽和量，則 MU(X*)=0；若 X≠X*，則 U(X)<U(X*)； 

(2) 若 X*>X2>X1，則 U(X2)>U(X1)；若 X4>X3>X*， 

 則 U(X4)<U(X3)； 

(3) 若 X2>X1，則 MU(X2)<MU(X1)。 
 

 (1)式表示：當所喝的水量達到飽和量時，個人的總效用達到最高，此時邊際效

用為零。因此(1)式也表示了飽和量的定義。(2)式表示：當個人的喝水量在達到飽和

量之前，所喝的水愈多，則總效用愈高；相反的，超過飽和量之後，所喝的水愈

多，則總效用反而降低。(3)式表示：當喝水數量增加時，邊際效用會降低。喝水的

邊際效用隨喝水數量之增加而降低的觀察結果，我們稱為邊際效用遞減法則。此處所

稱「法則」並非說我們已能從實驗中證實其為恆真的意思，而僅代表一項我們尚未加

以推翻、目前仍願接受的假設而已。 

  簡論之，當我們開始喝水時，邊際效用為正值，表示此杯水帶給了我們額外舒

服感，而我們也不排斥多喝一杯的可能。但此邊際效用隨所喝水杯數之增加而降

低，直至於零，甚至為負值。邊際效用降至為零時，額外的舒服感已消失，而我們

似乎也沒必要再多喝。若我們把從喝第一杯水到不想再多喝時的邊際效用加總起

來，便得到最高的總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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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實驗結果所顯示，水的消費呈現出邊際效用遞減的特性。但是，我們絕無可能

對所有的人做同樣的飲水實驗；因此，也就無從驗證是否每一個人的飲水消費都會

呈現出邊際效用遞減的特性。顯然，我們也不可能對所有物品或服務都做類似的實

驗，因此也無從驗証是否所有物品或服務的消費都會具有邊際效用遞減的特性。但

是，我們將如同其他經濟學家，將邊際效用遞減視為一個牢不可破的法則，適用於所

有物品或服務的消費，而沒有例外。同時，這個特性並不因人而異；不同的人儘管可

能有遞減速度的差異，但都顯示出此特性。關於這種經濟學裡的法則所牽涉的科學

屬性問題，我們將在本篇的結語內再做較詳細的說明。 

 

 

 

好財與惡財 

 

由上述實驗我們發現：每一個人一天的喝水量都有一個飽和量。這個飽和量因人而

異，但每個人在達到飽和量以前，水喝得愈多，愈能帶來更多的效用。相反地，超

過飽和量後，喝愈多的水只會令他愈感到不快。同樣是水，卻會因為消費量的大小

而使一個人對其有好惡之分。同一個人，對不同物品也會有不同的飽和量。譬如個

人對於啤酒與可樂的飽和量便不相同。個人對之飽和量愈低的物品，愈易引起個人

的不快。反之，個人對之飽和量愈高的物品，則愈不易引起個人的不快。有些東西

對有些人而言，其飽和量根本就是零，譬如說：穢氣、噪音、污水等。 

 在經濟學裡，我們將消費財區分為好財與惡財。如果總效用會隨一物品的消費數

量增加而增加，則我們稱此物品為好財。相反的，如果增加一物品的消費數量反而會

減少總效用，則我們稱此物品為惡財。依此定義，水可能是好財，也可能是惡財，究

竟其為好財還是惡財，必須視其數量係低於或高於飽和量而定。這個定義也指出一

個人所認為好財的物品，卻可能是另一個人所認為的惡財。其原因正在於好惡分界

的飽和量是由每個人主觀所認定的，而非有一客觀的標準。俗話說「海畔有逐臭之

夫」，正表現出每一個人心中儘管有某種分寸來評量好惡，但各個人的分寸卻各有

大小而不盡相同。因此，好財與惡財並不是由一種東西本身的客觀物理或化學特性

來決定的，而是個人對這種東西所附加的主觀好惡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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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格 (Carl Menger, 1840-1921) 

 

生於奧地利，是邊際效用分析的創始人之一，也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鼻祖。他曾

經做過記者與公務員，並自修經濟學。1871年出版《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後，他到維也納大學當「繳費教員」，收入來自學生在課後所付的鐘
點費。兩年後，他即被聘為傑出教授。相對於亞當史密斯所強調的分工，孟格以

為對知識的了解與善加利用才是經濟進步的根源。另一方面，他認為社會制度是

經由各個人的相互模仿而逐漸長成的。 

 

 

 

 我們提醒同學們注意：本

章所論及的消費與效用都是就

一個期間內而言的。如果期間

的長度改變，則個人在消費物

品的效用與飽和量都會跟著改

變。圖四的 OAB曲線是在一天

內個人享用飲水的效用曲線，

其頂點 A點為他的飽和點。為

什麼飲水會有飽和量存在？也

許是我們的胃容量有限吧！由

於有飽和量的存在，所以才會

有邊際效用遞減法則的出現。

若邊際效用不遞減，那麼人們

便可以累積起無限大的效用

來，而人們也會呈現永不滿足

的饞狀。然而，OAB曲線的飽

和量是以一天來衡量的。假設

個人一天喝水的飽和量是八杯水，那麼，當期間改為兩天時，個人的效用曲線將是 

OCD曲線，其飽和點在 D點。由於飽和量會隨期間的延伸而增大，一物品被歸為好

財的可能性便增加，而被歸為惡財的可能性便減少。換言之，一物品被歸為好財或

惡財的分法是隨所考慮的期間有關。 

 這一章裡，我們以飲甘泉為實驗來，分析個人在消費一種物品或服務時的基本特

性。根據實驗的觀察，我們賦予消費、效用、邊際效用、好財、惡財等辭彙正式的經

濟意義。這些經濟辭彙所要傳達的是一個人對物品的主觀評價，所以，我們在這些辭

彙上儘管做了共同語言的定義，但並未忽視其主觀性內涵。 

   

  
效

用

飲水量

C
D

0

A

B

8 16

期間為一天
的效用曲線

期間為兩天
的效用曲線

 
   

圖四 效用與期間 
 

假設個人一天喝水的飽和量是8杯水。那麼，

當衡量飽和的期間改為兩天時，個人喝水的飽

和量將是16杯水，而效用曲線由OAB曲線轉為

為OCD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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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用」一詞在西方文明裡有許多層不同的意義，直到十九世紀，它才廣泛的被

引用為經濟學的專有名詞。邊際效用的概念也是到十九世紀裡，才為奧地利的孟格 

(Karl Menger) 與英國的翟逢士(William S. Jevons) 闡釋清楚；他們不約而同的發現

價值乃是由邊際效用所決定的。從此，經濟學跨入了更深入的領域，並成功的解釋了

古典經濟學家在建立價值與價格之關係所遭遇的問題，如有名的「水與鑽石的矛盾」。

我們知道，人不能缺水而生存；因此，水對人的「價值」應該很大；可是，除了在

沙漠以外，水並不值錢。相反的，儘管不能裹腹、不能禦寒、而只能觀賞的鑽石並

非生活所必需，它卻非常值錢。這個困擾過古典經濟學者的問題，若借用邊際效用

遞減法則來解釋便清楚了。古典經濟學者曾嘗試著去尋找客觀而不變的單位去衡量

物品的價值。他們曾視「人不能缺水而生存」的生命現象為客觀的敘述，並加以擴

大去解釋與生活相關的價值，而忽略了生存本是生活的一項極端情況。追求幸福生

活的個人，在烈日黃沙下對一口水的需要甚殷，但在清溪甘泉旁對一口水則會視而

無睹。需要程度是決定於一個人已消費了多少想要的財貨。他已消費的數量愈多，

則他再需要的程度愈低。這一關係不就正是邊際效用遞減法則的內容？因此，當孟

格用邊際效用去解釋需要程度的大小時，水與鑽石的困擾便被化解了。 

 孟格對效用的貢獻尤其值得介紹。他在解釋什麼叫做財貨時特別強調三個重點。

第一，人對財貨的認識是透過因果關係才瞭解的，而這個因果關係與財貨必然是主觀

的。譬如個人對香蕉的認識，是來自他對香蕉滋味的感受，而香蕉滋味的感受卻是必

須由個人嚐過才能知道。在這認識過程中，其中的因果關係是：吃香蕉是因，滋味

的感受是果。第二，只在取得一件財貨後仍然不能使人滿足時，這件財貨才能稱得

上是經濟財貨。換言之，只有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才發生經濟問題。飽和狀態下，

人已經滿足而沒有任何經濟問題。第三，所有的經濟財貨都只有一個最終的目的：供

人消費。我們所稱的消費財是孟格所稱的第一級財貨。愈接近自然資源的財貨，其級

數愈高。因此，一個社會裡最重要的任務，就在於如何利用屬於最高級的自然資源

與創造中級的財貨，來提供更令人滿意的消費。除了財貨的稀有性外，人透過因果

關係去認識財貨的觀點並未為一般經濟學者所重視。本書中，我們將在適當的章節

內分別指出因忽視財貨的主觀性質所導致的一些流行的錯誤經濟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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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逢士 (William S. Jevons, 1835-1882) 

 

英國利物浦人，原來修習化學與數學。他的名著《政治經濟理論》 (A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與孟格的《經濟學原理》同年出版。他是一位有廣泛興趣與好奇
的科學家。除了寫過關於理則學、科學的專書外，他探討了許多不同層面的經濟問

題，也可說是第一位建立物價指數概念的經濟學家。他最先主張運用微積分的技巧

來進行經濟分析，甚至企圖以太陽黑子的週期變化來解釋農業生產上的波動現象。

他還討論過煤的能源危機問題。 

 

 

 

分組討論 

 

 

1. 依照教材中的內省式實驗步驟，針

對以下的日常消費，至少選擇三項自

行實驗。請以畫圖方式記錄實驗結

果，並特別注意實驗中的單位消費量

大小，以及自己的消費在何時會呈現

出邊際效用遞減的現象。譬如：喝可

樂，珍珠奶茶，啤酒，咖啡，牛肉

麵，大腸麵線，漢堡，冰淇淋蛋糕，

唱歌，跳舞，看電影，聊天，跑步，

游泳，打球，等等。 

2. 我們稱自然資源為最高級財貨。請

舉一例說明某一財貨對你自己而言既

是第一級財貨又是最高級財貨。並藉

此例說明財貨的主觀特性。 

 

3. 「錢」是否為消費財、好財、或惡

財？請說明。 

 

4. 請問「安非他命」是什麼樣的財

貨？而「權力」又是什麼財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