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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瑶
:

重新解读亚当
·

斯密的
“

钻石与水之谜
”

石的用处很小
,

价值却很大
,

因为对钻石 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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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信息完全或完美
,

它基本等同于偏好

稳定
。

( l) 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例外

私人需求曲线可以近似地认为是重合在一起的
。

钻石由于其在 自然界中的独有稀少性而使私人

对钻石的接触程度极低
,

许多人也只是听说钻

l



王 瑶
:

重新解读亚当
·

斯密的
“

钻石与水之谜
”

“

某些物品以稀缺价值作为它们的自然价值……

垄断价值就是稀缺价值
。

除非限制供给
,

否则

垄断是不能赋予任何物品 以价值的
。 ” ¹ 接着他

又在第 十六章
“

论价值的若干特殊情形
”

中指

出
: “

我们考察了垄断情形下的价值法则
,

在这

种情形下
,

价值 由自然或人为的数量限制所决

维塞尔的强势买主定价原则暗示了将要讨

论的凡勃伦物品的挥霍性效应
。

(二 ) 钻石定价模型的推导

1
.

钻石的需求曲线 (单一卖主 )

虽然凡勃伦是一位著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

批判者
,

但是他提出 的挥霍性消费理论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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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1

只尸
‘

单一买主的钻石份求曲线

乃
,

习

在凡勃伦的挥霍性消费模型中
,

产品价格

的下降既产生了一个货币价格效应 (相当于需

求量的变动 )
,

也产生了一个凡勃伦效应 (相当

于需求的变动 )
。

当价格变化时
,

钻石的挥霍性

消费效应 (凡勃伦效应 ) 随着价格的下降而减



王 瑶
:

重新解读亚当
·

斯密的
“

钻石与水之谜
”

用所有竞标方的需求曲线共同来表示
。

具体如

图 2 所示
:

圈 2 : 多方买主的钻石竞标价格

在生产成本忽略不计的情况下
,

水的供给曲线

可以假定为一条外生 的远离原点的垂线
。

容易

看出
,

高度稳定并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与外生

的远离原点的垂直供给曲线的交点如同一个不

动点
,

决定了低廉的水的价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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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
。

例如
,

钻石 向上倾斜的凡勃伦需求曲线

的现实性有多大 ? 在此只能说可能会存在但并

没有得到证实
。

¹ 然而
,

正如斯坦利
·

L
.

布鲁所

说的那样
,

凡勃伦对炫耀性消费的讨论和莱本

斯坦对奢侈品偏好的效用分析仍然是非常重要

价值悖论是经济思 想史上 一个著名 的 问题
。

这

篇论文极 大地拓展 了对这 一悖论的传统解释
。

特别是
,

作者时
“

钻石
”

具有富人身份和社会

地位的 象征这一特殊的效用给 出了严格的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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