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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某代表性個人求終身效用現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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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式為 )()()( 1121 tttttttt mmbbccpRbpy   ， 10   ，其中 tc1 為 

現金商品 (cash good) 的消費， tc2 為信用商品 (credit good) 的消費， tb為第 t 

期期初持有的債券金額， tm 為第 t期期初持有的現金， ty 為外生給定的產出， 

p為商品價格，R 為名目利率，假設都不隨時間改變。由於現金商品不能刷 

卡，所以必須受限於所謂的付現交易 (cash-in-advance) 限制式： tt mpc 1
1。 

現在代表性個人想要極大化如下的拉氏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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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tt  , 是拉氏乘數。此極大化問題的一階必要條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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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番代換，最後可得如下的歐勒方程式 (Euler eq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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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效用極大時，人們會將所有現金花在現金商品上，此時付現交易限制式的等號會成立。 



至於歐勒方程式的經濟解釋，式 (5) 描述的是一般跨期消費的最適配置，或是

每期消費和儲蓄的最適選擇，而式 (6) 比較少見，因為它描述的是付費方式的

選擇，也就是付現還是刷卡？ 

 

   一個比較簡單的解釋方式是將式 (6) 代入式 (5)，如此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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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表示用現金支付時，我們可以消費的商品數量，會比用刷卡支付時來的少。

換句話說，對同一單位的商品消費而言，現金消費的邊際效用會比刷卡消費的

邊際效用來得高。 

 

   舉例來說，如果我這個月用現金買 iPhone13要花 $20,200，但是如果我選擇

刷卡而不是付現，其實只需支付 $20,200/(1+R) 這麼多錢，也就是說如果月利

率是 1%，儘管刷卡當下信用卡公司仍需支付店家 $20,200，但是因為我可以延

後一個月再繳卡費，這相當於賺了一個月的利息，所以實際上我只從荷包拿了 

$20,000 (=20,200/1.01) 出來，剩下 $200則由利息支付。所以刷卡可以省錢的

原因來自卡費是一期後才付，可以多賺一期的利息。因此如果你寧可付現也不

願刷卡，就表示付現所帶給你的邊際效用比刷卡高，這是當我們假設人們是理

性極大化效用者 (rational utility maximizer) 的必然結果。然而如果這個假設不

成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