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想像你自己是個稻農。因為你的收入全部來自
於稻米的銷售，你知道你種的稻米愈多，收成
後你可以賣的也愈多，從而你的收入與生活水
準也會愈高。	 

	 有一天，台灣大學農藝學系研發出一個可以
讓每畝產量提高20%的稻米新品種。你應該使
用這個新品種嗎？此一成果會讓你比以前過得
更好還是更差？	 

 	 

	 在本章，透過稻米市場的供需模型，你會發
現這個問題的答案出乎你意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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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任何一個競爭市場，如稻米市場，正斜率
的供給曲線代表賣者的行為，而負斜率的需
求曲線代表買者的行為。	 

 	 

	 商品價格會調整，而使供給量等於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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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應用供需模型來回答上面那個問題，必須先
發展另一個分析工具：彈性（elasticity）。	 

 	 

	 彈性為衡量買者與賣者面對市場情況的變動，
其反應的幅度；它可以讓我們更準確地分析供
給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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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彈性這個分析概念，在分析某個事件或
政策如何影響市場時，不單可以探討影響方
向，同時可以探討影響幅度。	 
	 例：	 當中東爆發戰爭而使全球石油供給減少，中���
	 	 	 	 	 國經濟高度成長而使全球石油需求增加時，���
	 	 	 	 	 汽油的價格會上漲。有研究指出，汽油價格���
	 	 	 	 	 上漲10％會使美國的汽油消費量在一年後減���
	 	 	 	 	 少2.5％，在五年後減少6％。這6％的減幅，���
	 	 	 	 	 一半來自於人們少開車，一半來自於人們換���
	 	 	 	 	 更省油的汽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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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奶油與人造奶油為近似替代品，當人���
	 	 	 	 造奶油的價格不變時，奶油價格只要���
	 	 	 	 微幅上揚，奶油的銷售量就會大幅下���
	 	 	 	 滑。	 

	 	 	 	 	 相形之下，蛋就沒有近似替代品，所���
	 	 	 	 以蛋的需求要比奶油來得無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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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項商品是必需品還是奢侈品，並非決定
於商品本身的特性，而是決定於買者的偏好。	 

 	 

	 例：就一個不太關心自己的健康而熱衷航海���
	 	 	 	 的人言，遊艇可能是需求彈性不高的必���
	 	 	 	 需品，而看病反而是需求彈性大的奢侈���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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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食物市場的範圍很大，沒有什麼近似替���
	 	 	 	 代品，所以食物的需求無彈性。	 

	 	 	 	 	 而像香草冰淇淋這樣一個單項產品，由���
	 	 	 	 於其他口味的冰淇淋是它的近似替代品���
	 	 	 	 ，所以香草冰淇淋的需求非常有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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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說明需求的價格彈性實際上如何
計算。	 

	 經濟學家將需求的價格彈性定義為，需求量
變動百分比除以價格變動百分比，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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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假設冰淇淋價格上漲10%，你的冰淇淋
購買量減少20%，則你的需求彈性為	 

 	 

	 在本例中，彈性為2，反映出需求量的變動
比例是價格變動比例的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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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商品的需求量與其價格呈負向關聯，所
以需求量變動百分比的正負號始終與價格變
動百分比的正負號相反。在本例中，價格變
動百分比是正10%（反映價格上漲），而需
求量變動百分比是負20%（反映需求量減少），
所以，有時候需求的價格彈性前面會加上負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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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試著計算需求曲線上A與B兩點之間
的價格彈性，你會發現從A點到B點的彈性
不等於從B點到A點的彈性。例如，	 

	 A點：價格＝4美元　數量＝120	 

	 B點：價格＝6美元　數量＝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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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A點到B點，價格上漲50%，而數量下降
33%，這意味著需求的價格彈性為33/50，或
0.66。相反地，從B點到A點，價格下跌33%，
而需求量增加50%，所以彈性為50/33，或
1.5。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差異是因為計算基礎
不同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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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A點到B點，是以A點為計算基礎，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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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B點到A點，是以B點為計算基礎，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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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上面所提的數字，4美元與6美元的中
點（或平均值）為	 5美元，所以不管是4美
元到6美元，還是6美元到4美元，依中點法
所計算的價格變動百分比（取絕對值）均
為〔（6－4）/5〕×1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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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需求量而言，120與80的中間是100，所
以不管是120到80，還是80到120，依中點法
所計算的數量變動百分比（取絕對值）均
為〔（120－80）/100〕×100＝40。	 所以，
不管變動方向為何，依中點法計算出來的
彈性值均等於1（40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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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與	 	 	 	 	 	 兩點之間的需求價格彈性而言，
中點法的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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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為利用中點法所計算的數量變動百分
比，分母為利用中點法所計算的價格變動
百分比。如果你需要計算彈性，你應該用
這個計算公式。	 

	 不過，在本書，我們很少計算彈性。就我
們大多數的目的而言，彈性所代表的意義
（數量對價格的反應程度），要比如何計
算彈性來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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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需求的價格彈性衡量需求量對價格變
動的反應程度，所以彈性與需求曲線的斜
率關係密切。此點可以從下式看得出來。
就(Q,	 P)點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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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需求完全無彈性：彈性 
      等於 0 

1. an 

價格 

數量 0 

需求  

100 

$5 
4 

1.  價格上
漲… 

2. …需求
量並未
改變。 

（b）需求無彈性：彈性小於 1 

1. an 

價格 

數量 0 

$5 
4 

1.價格上漲
22%… 

2.…導致需求
量減少11%。 

需求  

10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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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需求為單位彈性：彈性等於 1 

1. an 

價格 

數量 0 

$5 
4 1. 價格上漲

22%…  
2.…導致需求量減少

22%。 

需求 

10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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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需求有彈性：彈性 
      大於 1 

1. an 

價格 

數量 0 

$5 
4 

1.價格上漲22%… 

2.…導致需求
量減少67%。 

需求 

100 50 

（e）需求完全有彈性：彈 
      性等於無窮大 

1. an 

價格 

數量 0 

需求 
$4 

1.價格只要超
過$4，需求量
為零。 2.當價格正好等於

$4時，消費者將
購買任何數量。 

3.當價格低於$4時，
需求量為無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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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會好奇現實生活中的一些商品或
服務其彈性有多大。為回答這個問題，經
濟學家先蒐集市場資料，然後應用統計方
法去估算需求的價格彈性。以下是從不同
研究中，所得到的一些商品或服務其需求
價格彈性值：	 

現實生活中的一些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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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                                                          0.1 
健康照護                                              0.2 
米                                                          0.5 
住宅                                                      0.7 
牛肉                                                      1.6 
餐廳餐點                                              2.3 
Mountain Dew (美國的一種汽水)      4.4 

現實生活中的一些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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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這些數字背後所代表的意義可能很有
趣，而且在比較市場時，它們可能很有用。	 
	 	 不過，我們應謹慎看待這些數字。原因之一
是，經濟學家在估算這些數字時可能作了一
些與現實不符的假設。另一個原因是，需求
曲線線上每一點的彈性不一定相同	 (如同我
們即將在圖4看到的，直線型需求曲線線上
每一點的彈性都不一樣)。因為這兩個原
因，所以當你看到不同研究對同一種商品有
不同的需求價格彈性估算值時，你也不必太
驚訝。	 

現實生活中的一些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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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 

P 

Q 

P ×Q=$400 
(收益) 

數量 0 

需求 

價格 

100 

$4 



• 當價格（	 ）變動時，需求量（	 ）會沿著
需求曲線移動，此時總收益（	 	 	 	 ）會如何
變動？	 

 	 

	 答案決定於需求價格彈性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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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 1.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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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 



• 儘管這兩個例子只是虛構的，但它們說明一些
一般性原則：	 

	 ‧．當需求無彈性時（價格彈性小於1），價���
	 	 格與總收益呈同方向變動。	 

	 ‧．當需求有彈性時（價格彈性大於1），價格	 	 

	 	 	 	 與總收益呈反方向變動。	 

	 ‧．如果需求是單位彈性（價格彈性正好等於1	 

	 	 	 	 ），總收益不會因價格變動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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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有些需求曲線其線上每一點的彈性都
一樣，但大部分的需求曲線並不具有這樣
的性質。例如，若需求曲線是一條直線，
則線上每一點的	 	 	 	 	 都不相同，所以由上
一個等式可以得知，直線型需求曲線線上
每一點的彈性都不一樣。當價格低時，需
求是無彈性的；當價格高時，需求是有彈
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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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 

數量 0 

價格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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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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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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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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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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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有彈性 
有彈性 
有彈性 
單位彈性
無彈性���
無彈性 
無彈性



• 圖4的表亦顯示需求曲線上每一點所對應的
總收益。	 

	 這些數字說明總收益與彈性之間的關係。	 

	 例：當價格是1美元時，需求無彈性，從而當價	 
	 	 格上升至2美元時，總收益增加。當價格是5	 	 美
元時，需求有彈性，從而當價格上升至6美	 	 元
時，總收益減少。在3美元與4美元之間，	 	 需求為
單位彈性，所以在這兩個價格下，總	 	 收益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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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同為正常財，商品的所得彈性可能有很
大的差異。	 

 	 

	 必需品，如食物與衣服，其所得彈性通常
都很小，這是因為不管所得減得再低，消費
者還是或多或少會買一些必需品。	 

	 奢侈品，如魚翅和鑽石，其所得彈性通常
都比較大，這是因為當消費者的所得減少時，
會大幅縮減原先奢侈品的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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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一項商品的價格上漲時，該商品的銷售數
量會增加。	 

	 這些是商品供給的屬質結果。	 
 	 

	 為探討商品供給的屬量結果，我們再度使
用彈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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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給的價格彈性決定於賣者變動產量的難易
程度。	 

	 例：台北市區菁華地段的土地，受限於有限的面積	 

	 	 	 	 	 	 ，所以其供給無彈性。相反地，像書本、汽車���
	 	 	 	 與電視機等製造業產品，由於在價格上漲時 ���
	 	 	 	 ，廠商可透過加班來增加產量，所以它們的供 ���
	 	 	 	 給有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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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地，在長期，廠商可以建新的工廠或
關閉舊的工廠；此外，新的廠商可能加入
市場且舊的廠商可能退出市場。因此，在
長期，供給量對價格變動的反應程度就可
能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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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給的價格彈性其計算公式為供給量變動
百分比除以價格變動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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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假設每加侖牛奶的價格從2.85美元上���
	 	 	 	 漲至3.15美元時，酪農每個月的產量���
	 	 	 	 從9,000加侖增加為11,000加侖。利用���
	 	 	 	 中點法所計算的價格變動百分比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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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供給量變動百分比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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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此例而言，供給的價格彈性為	 

	 彈性等於2意味著供給量的變動比例是價
格變動比例的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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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 

價格  

數量 0 

供給  

100 

$5 
4 

1.價格上
漲… 

2.…供給量並
未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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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 

價格  

數量 0 

$5 
4 

1.價格上漲
22%… 

2.…導致供給量增加
22%。 

100 125 

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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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 

價格  

數量 0 

$5 
4 

1. 價格上漲
22%… 

2.…導致供給量
增加67%。 

100 50 

1. an 

價格  

數量 0 

供給  
$4 

1.價格只要超過$4，
供給量無窮大。 

2.當價格正好等於
$4 時，生產者將供
給任何數量。 

3.當價格低於$4 時，
供給量為零。 

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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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些市場，供給的彈性並非固定，而是隨著
供給曲線線上的位置不同而有所不同。	 

	 圖6顯示廠商有產能限制的典型情況。當供給
量小時，供給彈性大。在這個區域，廠商有比
較多的閒置產能，從而只要價格微幅上升，使
生產變得有利可圖，這些閒置產能就可以馬上
派上用場，所以供給量能夠大幅增加；換言之，
此時的供給有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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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 

價格  

數量 0 

$15 

12 

供給  

100 525 500 200 

4 
3 

彈性小（小於 1） 

彈性大（大於 1）



	 當產量隨著價格上升而不斷增加時，廠商
就會面臨產能的極限，因而產量再增加的幅
度有限，所以這個區域的供給無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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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6以數值例呈現上述的現象。	 
 	 

	 當價格由3美元上漲為4美元時（根據中點
法，上漲幅度為29%），供給量由100增加
為200（增加67%）。因為供給量的增加比
例大於價格的上漲比例，所以供給的價格彈
性大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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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形之下，當價格由12美元上漲至15美元
時（上漲22%），供給量由500增加為525
（增加5%）。在此情況下，由於供給量
的增加比例小於價格的上漲比例，所以彈
性小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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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量更高的稻米新品種有沒有可能反而對稻
農不利？	 

	 為何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無法維持
高油價？	 

	 加強毒品查緝會增加還是減少與毒品有關
的犯罪？	 

 	 

	 乍看之下，這些問題似乎沒有什麼共通點，
不過，這三個問題都與市場有關，且所有的
市場都受供需力量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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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回到本章一開始所提的問題：台大農
藝學系研發出產量更高的稻米新品種會對稻
農和稻米市場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進行分析的三個步驟？第一，先看供
給曲線或需求曲線是否會移動。第二，會往
哪個方向移動。第三，利用供需圖形看市場
均衡如何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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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例，新品種的出現會影響供給曲線。因
為新品種增加稻米產量，所以在任一價格下，
稻農願意且能夠供給更多的數量；換言之，
供給曲線往右移。另一方面，需求曲線因消
費者對稻米的偏好不受新品種的影響而不會
移動。如圖7所示，當供給曲線由	 	 右移至	 	 
時，稻米的銷售量由100增加為110，價格則
由3美元降為2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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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S2 

稻米價格 

稻米數量 0 110 

$3 

2 

100 

需求 

1.當需求無彈性時，
供給增加… 

2. …導致價
格大幅下跌 

3.…而銷售量僅小幅增加。因
此，總收益由$300 降為$220。 



• 這項新品種是否讓稻農過得更好？這決定於
稻農的總收益如何變動。	 

 	 

	 稻農的總收益等於	 	 	 	 ，亦即稻米價格乘以
稻米數量。	 

	 新品種一方面使銷售量增加（	 	 上升），
但另一方面使稻米價格下滑（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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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農的總收益會增加還是減少決定於需求的價
格彈性。	 

	 實務上，稻米之類的主食其需求通常是無彈
性的，這是因為它們相對便宜且替代品不多。
當需求是無彈性時，如圖7所示，價格下跌會
使總收益減少：稻米價格大幅下跌，而銷售量
僅微幅增加，總收益因而從300美元（3美元
×100）降為220美元（2美元×110），因此，
新品種的出現反而使稻農的總收益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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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稻農的總收益因新品種的出現而減少，
那麼他們為何還要採用新品種？這個問題的
答案與競爭市場如何運作有關。	 

	 因為每個稻農只是稻米市場的一小部分，
他或她是市場價格的接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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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任一既定的稻米價格下，稻農採用新品
種可以使產量增加，進而收益會增加；但當
所有的稻農都這麼做時，稻米的價格因供給
增加而下跌，從而在稻米需求無彈性下，每
個稻農的收益就減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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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像你自己是稻農，如果其他稻農都採用新
品種，而你不採用，那麼在稻米價格下跌後，
你的總收益會比採用新品種要來得少。	 

	 除非有人可以聯合所有的稻農拒絕採用新
品種，否則一有稻農採用，其他的稻農就會
因這個採用新品種的稻農其收益增加而跟進，
最後就會變成所有稻農都採用新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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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這是一個假設性的例子，但它可以說明
美國過去一個世紀以來的一個重大變化。在
兩百年前，大部分的美國人以農為生；耕作
技術還相當原始，所以大多數的美國人必須
下田耕種才能餵飽全國的人口。不過，隨著
時間經過，農業技術的進步使得每個農夫所
能生產的食物數量增加，再加上食物需求無
彈性，遂造成農家收入減少，進而使人口由
農村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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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50年，美國有1,000萬的農業工作人口，
占勞動力的17%。在今天，僅有不到300萬
的工作人口，占勞動力的2%。之所以會有
這樣的變化，主要是因為農業生產技術的大
幅提升。雖然農業工作人口少了70%，美國
現在農作物與牲口的產量是1950年的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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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的分析也可以用來解釋一個看似矛盾的
公共政策：有些農業方案透過誘使農民不要
將農地全部種滿作物來幫助農民。	 

 	 

	 這些方案的目的是要減少農產品的供給以
提高價格。在農產品的需求無彈性下，這會
使生產該農產品的農民合起來的總收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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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每個農民都是市場價格接受者，所以
沒有任何一個農民會讓他的農地休耕；但如
果所有的農民都這樣做，則每個農民都可以
過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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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析農業技術或農業政策的效果時，要記
住：對農民有利的，不見得對整個社會有利；
對農民不利的，不見得對整個社會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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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技術的進步會迫使部分農民轉行或甚至
失業，但對消費者是有利的，因為農產品變
便宜了。	 

	 同樣地，一個降低農產品供給的政策可以
提高農民的收入，但這是以消費者利益減少
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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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數十年間，許多對全球經濟最具破壞性
的事件都源自於全球原油市場。在1970年代，
OPEC決定提高全球石油價格以增加它們的
石油銷售收益。這些產油國透過聯合減產來
達成這個目標。	 

	 從1973到1974年，石油價格（經物價膨脹
調整）上漲超過50%。在幾年後，OPEC又
故技重施；從1979到1981年，石油價格幾乎
上漲一倍。	 

92 



• 不過，OPEC發覺它很難維持高油價。	 
 	 

	 從1982到1985年，石油價格每年穩定地下
跌約10%。不滿和混亂在OPEC會員國之間
蔓延。在1986年，OPEC會員國之間的合作
關係完全破裂，且石油價格重挫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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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90年，石油價格（經物價膨脹調整）
回到1970年的水準，且在1990年代的大部分
年間，一直維持在低檔。(在2000年代初期，
由於中國等新興國家經濟快速成長等因素造
成石油需求增加，石油價格又開始上漲；在
2008年，國際石油價格曾漲破每桶140美元。
之後，國際石油價格在2009年因全球經濟衰
退而大幅滑落，在2010年因全球經濟復甦而
回升，在2011年年初因利比亞情勢動盪而又
漲破每桶100美元。	 )	 94 



• 上述石油價格的演變顯示供給與需求在長短
期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在短期，石油的供需都相對無彈性。供給
之所以無彈性是因為石油開採量無法在短期
間內迅速改變；而需求之所以無彈性是因為
消費習慣不會因價格變動而迅速調整。因此，
如圖8（a）所示，短期的供給與需求曲線都
比較陡，從而當供給由	 	 左移至	 	 時，油價
就由	 	 大幅上漲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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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的情況則大不相同。	 
 	 

	 在長期，OPEC以外的產油國面對高油價，
會增加石油的探勘並興建新的開採設施。
消費者面對高油價會節省用油，例如以省
油車取代耗油車。因此，如圖8（b）所示，
長期的供給與需求曲線都比較有彈性，從
而當供給曲線左移時，石油價格的上漲幅
度會小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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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分析說明為何OPEC僅能在短期成功
地維持高油價。	 

	 當OPEC國家同意減產時，供給曲線往左
移。即使每個OPEC會員國石油銷售量減少，
但由於價格大幅上漲，所以OPEC的石油收
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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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形之下，在長期，	 供給與需求都較有
彈性，相同的供給減幅（以供給曲線的水
平移動來衡量）僅造成石油價格微幅上漲。	 

	 因此，OPEC會員國協議減產下的長期利
潤就遠不如短期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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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持續困擾我們社會的問題是禁藥的使
用，如海洛因、古柯鹼、迷幻藥和快克。
有毒癮的人通常為籌錢買毒品而犯下搶劫
或其他暴力犯罪。為打擊毒品的使用，美
國政府每年都會花數十億美元來減少毒品
流入美國。	 

	 接下來我們利用供需圖形來檢視此一政策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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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美國政府投入更多的聯邦幹員查緝毒品
走私，毒品市場會有什麼變化？	 

 	 

	 我們還是照那三個步驟進行分析。加強毒
品走私的查緝會使流入美國境內的毒品減少，
亦即美國毒品市場的供給會減少，但毒品的
需求不受到影響（有毒癮的人其毒癮不會因
政府加強查緝走私毒品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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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圖9（a）所示，這造成毒品市場的供給
曲線由	 	 左移至	 	 ，但需求曲線並沒有移動，
從而使均衡價格由	 	 上漲至	 ，且均衡數量
由	 	 減少為	 	 。	 

 	 

	 均衡數量的減少表示加強毒品查緝確實減
少毒品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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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與毒品有關的犯罪其數量會如何變動？為
回答這個問題，必須知道吸毒者其購買毒品
的支出是否增加。由於毒品的需求彈性很低，
因此在毒品價格上漲後，吸毒者的吸食量僅
微幅減少（有的甚至沒減少），從而，如圖
9（a）所示，其支出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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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吸毒者不夠有錢，他很可能會以搶劫
等快速方式籌錢。因此，加強毒品查緝雖會
使毒品使用量減少，但同時很有可能造成與
毒品有關的犯罪增加。	 

 	 

• 因為此一負面結果，一些分析家主張採取不
同的措施來解決毒品問題。他們建議透過推
行反毒教育來減少毒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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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圖9（b）所示，成功的反毒教育使毒品需
求曲線由	 	 左移至	 	 ，從而均衡數量由	 	 	 減
少為	 	 ，且均衡價格由	 	 降為	 	 ，進而總支出
（等於總收益）也跟著下降。	 

	  	 

	 因此，與加強毒品查緝不同的是，反毒教
育不單可以減少毒品的使用，也能減少與毒
品有關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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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加強毒品查緝的人可能會辯稱，因為需
求彈性的大小決定於時間的長短，因此，加
強毒品查緝的效果長短期會有所不同。	 

	 雖然在短期，加強毒品查緝會有以上分析
的結果─與毒品有關的犯罪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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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毒品價格在短期因加強查緝而維持在高
檔後，可以阻卻收入不豐的年輕人接觸毒品，
從而隨著時間的經過，吸毒者會愈來愈少。	 

 	 

	 在此情況下，加強毒品查緝雖然在短期可
能會造成與毒品有關的犯罪增加，但這類的
事件在長期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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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用一句古老的諷刺語，即使是鸚鵡，只
要學會說「供給與需求」，也可以成為一個
經濟學家。本章與上一章應該已經讓你覺得
這句話有相當的道理。	 

 	 

	 供給與需求這兩項工具可以讓你分析許多
影響經濟體系的重大事件與政策。	 

	 你現在正朝向成為經濟學家（或至少是一
隻受過良好訓練的鸚鵡）的路上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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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如果	 與	 這兩點位在同一條需求曲線上，則這段需求是	 
• a.	 完全有彈性。	 
• b.	 有彈性。	 
• c.	 無彈性。	 
• d.	 完全無彈性。	 
• 答：	 
• 	 	 
• 2.	 如果	 與	 這兩點位在同一條需求曲線上，則這段需求是	 
• a.	 完全有彈性。	 
• b.	 有彈性。	 
• c.	 無彈性。	 
• d.	 完全無彈性。	 
• 答：	 
•  	 
• 3.	 如果	 與	 這兩點位在同一條供給曲線上，則這段供給是	 
• a.	 完全有彈性。	 
• b.	 有彈性。	 
• c.	 無彈性。	 
• d.	 完全無彈性。	 
• 答：	 
•  	 
• 4.	 如果	 與	 這兩點位在同一條供給曲線上，則這段供給是	 
• a.	 完全有彈性。	 
• b.	 有彈性。	 
• c.	 無彈性。	 
• d.	 完全無彈性。	 
• 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