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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以前#人们就发现许多数学问题的解的存在性可归结为某映射有无不动点+很多重要的数学成果

都是借助于不动点理论而获得的#尤其是建立各类方程的解的存在唯一性问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不动

点理论中#最重要的结果也许是著名的 6L%7e4L不动点定理%A&

+一般经济均衡理论是数理经济学的中心论

题+AIEG 年#PLL%e和B4̂L47

%!#H&在一些具有明确经济学意义的假设条件下#用数学公理化方法深刻表述该

问题#利用6L%7e4L不动点定理和f;l7<;/2不动点定理#严格证明了];&L;8经济的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和最优

性#使得经济学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方法论和分析框架+

关于6L%7e4L不动点定理有许多证明方法+这些证明中有一些是非常简短的#但使用了代数拓扑+在此

根据$;82&4\+\8<L;<4857在文献%G&的第四章的思路#完善了 6L%7e4L不动点定理的泛函分析证明方法#并运

用6L%7e4L不动点定理证明了纯交易市场下一般经济均衡的存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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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交易市场的一般经济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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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以下述 H 个公理为基础'

!A" %自反性&

/

"

%

)

R

#都有"

'

"$

!!" %完全性&

/

"#-

%

)

R

#"

'

-和-

'

"至少有一个成立$

!H" %传递性&设"#-#/

%

)

R

#如果"

'

-#-

'

"#则"

'

/$

若既有"

'

-#又有-

'

"#则称商品组合"与-无差异#记作"m-'还以"S-表示"

'

-成立#但"m-不成

立#即非-

'

"'

每种商品都有它的价格#在此用价格向量 ET!E

!A"

#E

!!"

#/#E

!R"

"来表示#即 E

!@"表示第种商品的单价#

@TA#!#/#R'

对于消费者来说#还有一个支付能力的向题#即消费者购买商品不能超过其支付能力 4#必须受自己的

预算集YT-"

%

)

R

E,"

(

4.的约束#E,"TE

!A"

"

!A"

UE

!!"

"

!!"

U/ UE

!R"

"

!R"表示向量E和"的内积'

消费者的合理行为是选取最为偏好的消费向量"

!

#并满足约束"

%

Y'

上面这个在一定约束下求最为偏好向量的问题很难着手求解'现代经济学家运用(效用)的概念来建立

消费者理论'就原意而言#效用是满意程度的刻画'如果有一个函数#能够用函数值的大小来表示消费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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