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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均衡价格

考点 1 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

考点 2 均衡价格模型的应用（最高限价、保护价格)★★★

考点 1 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

市场均衡状态的确定

Qd =Qs

1、均衡价格

2、均衡数量

供求平衡：

偶然，暂时，相对的

考点 2 均衡价格模型的应用

最高限价

定义 政府为某种产品规定一个具体价格，市场交

易只能在这一价格之下进行。

定位 低于市场均衡价格

属于政府对市场价格的干预措施。

采用

情形

当某些产品价格上涨幅度过大，有可能影响

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或影响生产正常进行

时采用

最高限价

目的 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或者降低某些生产者的生产成本。

影响 导致消费者排队问题

商品供给的缺口



黑市交易盛行（变相涨价）

产生腐败问题

解决 政府配给制；

适用 短期，局部地区使用，不适合长期化。

【习题演练】关于某些产品实行最高限价的说法，正确的有（ ）。

A.最高限价可能导致变相涨价的现象

B.最高限价可能会导致市场过剩的现象

C.最高限价只宜在短期内实施

D.最高限价总是高于均衡价格

E.最高限价可能导致市场短缺现象

网校答案：ACE

考点 2 均衡价格模型的应用

保护价格：别名（支持价格、最低限价）

定义 政府为某种产品规定一个具体价格，市

场交易只能在这一价格之上进行。

定位 高于市场均衡价格

属于政府对市场价格的干预措施。

采用

情形

当某些产品价格下降幅度过大，生产者

收入过少，有可能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

时采用。

保护价格

目的 大多为扶持某些行业发展，或基于保护生产者的考虑。

影响 供给过剩

政府为过剩的商品买单

增加财政负担

黑市交易，变相降价

解决 政府收购储备系统建立

适用 粮食等少数农产品适用

【真题演练】政府为了保护农业生产者，对部分农业产品规定了保护价格。为了采取这种价格政策， 应采取

相应的措施是（ ）

A.取消农业税

B.对城镇居民实行粮食配给制

C.当市场上出现农产品过剩时进行收购

D.扩大农民家电消费

网校答案：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