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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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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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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全球化和市场化发展的深入，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教育改革发

展，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高学生就业的技能和本领”的背景下，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在高等

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重要，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核心基础课程之一。

早在１８９０年，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说过，“经济

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人类一般生活事务小到日常生活，大到国家管

理和世界联系，经济与管理的所有活动当然也悉数囊括其中。

对于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本科学生和广大的经济学爱好者来说，学习经济学的目的至

少有三个。

第一，学习经济学有助于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为什么有些人选择租房，而有些人

会买房？为什么那些影视明星的收入那么高？为什么我们需要几家电信公司？为什么价

格水平会上涨产生通货膨胀？为什么有些国家那么贫穷？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经济学课程

需要回答的问题。学习经济学可以使你“更明白”地看世界。

第二，加深对经济政策的理解。经济学不仅要对经济的运行做出解释，还要说明影响

经济运行的各种因素的变动如何影响经济运行的结果，其中包括各种政策。因此，从整个

社会的角度出发，经济学有助于你选择社会增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政策，发现各种不同政策

的潜力与局限。

第三，学习经济学家思考问题的方式，将使你更精明地参与经济活动。经济学要讨论

人们在面临各种选择时如何做出经济上合理的决策。经济学要教会你应用机会成本衡量

得失，用“边际”进行决策等。如当面对是考研还是尽早就业的选择时，你的决策更加

自如。

如此看来，经济学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本书就是凝结多位一线教师集体智慧和

经验的结果。它针对经济与管理类本科的教学对象、教学目标和要求，对西方经济学课程

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进行了取舍与重新设计，将教学研究成果融入本书。本书每一章前

面都加有“本章知识结构图”“学习目的与要求”和“重点与难点”，选择有利于理解本章知

识的“专栏”插入行文中，在每章后面还设有“本章小结”“关键概念”和“思考与练习”。此

外，本书的章、节要点布局合理，体系科学，使读者在学习中能够轻松把握全书的基本脉

络，了解经济学的要点和灵魂。

本次修订的理由有二：一是继续凝聚一线教师教学实践和教学研究成果；二是与时俱

进地增补删减相关内容，特别是每章习题后给出了参考答案。
·１·



全书划分为微观篇和宏观篇两大部分。微观篇有１０章内容，由杨艳芳、孙德红、胡艳

君编写，杨艳芳统稿；宏观篇有９章内容，由李锡玲、王晓芳、胡艳君、王娜编写，王晓芳统

稿。全书的编写工作由李锡玲主持并最后审核和定稿。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参阅了已经公开出版的各种西方经济学的教材，借鉴了其中一

些内容和习题，在此对这些教科书的作者表示真诚的感谢。

本书在策划构思和编写中虽力图完善，但受作者学识水平和时间的限制，书中难免有

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写组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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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观　篇

本章知识结构图

学习目的与要求

【目的与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应当掌握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理
解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了解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了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重点与难点】重点是资源利用和资源配置、经济学的分类和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难点是
机会成本和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现代经济学可以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微观经济学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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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行为，宏观经济学研究与国民经济总体运行有关的问题。本章将介绍相关的基本范畴和
概念，使初学者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框架结构有一个总体了解。

第一节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当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用途中，如何进行最有
效的配置和利用，以使得人类的无限欲望得到最大满足的理论。

一、经济学产生的根源

１．人类欲望的无限性
人类的欲望是无穷的。有打油诗：“终日奔波只为饥，方才一饱便思衣。衣食两般皆具足，

又想拥有美貌妻。娶得美妻生下子，恨无田地少根基。买得田园多广阔，出入无船少马骑。槽
头拴了骡和马，叹无官职被人欺。县丞主簿还嫌小，又要朝中挂紫衣。若要世人心里足，除是
南柯一梦西。”人总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生活得越来越幸福，因此总会有无穷无尽的、年年攀升
的欲望，总想不断地获得满足。在商品经济社会，欲望通过购买力表现为对各种物品和服务的
需求。

１９４３年，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著名的需求层次论，认为人类的需求可以分为五个
层次。

第一层次是生理需求；第二层次是安全需求；第三层次是社交需求；第四层次是尊重需求；

第五层次是自我实现需求。上述五个层次的需求又可以分为物质的需求与精神的需求。不管
哪一个层次的需求，满足欲望的物质载体是各种物品与劳务。物品与劳务又可以分为两类：一
类是自由物品，如空气、阳光等。自由物品虽然不用付代价就可以自由取用，但在人类的需要
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另一类是经济物品，它需要人类付出一定代价才能得到，即要通过劳动创
造。这类物品在人类的需要中所占比重很大。

２．资源的稀缺性
人类无穷的欲望需要不断地用物质产品（或劳务）来满足，而经济物品要用各种资源来生

产。用于生产物品和服务的资源也称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和企业家才能。其中，
土地泛指一国的自然资源，包括耕地、森林及各种矿藏等。资本是指用于再生产的劳动产品，

如高速公路、商用建筑等。劳动力是指具有脑力和体力的工作者。企业家才能是企业家特有
的个人素质，通常讲，企业家是聪明的、有胆识的、善于发现商业机会的人们。从根本上来看，企
业家是研究、发现、引导并设法满足社会经济生活中经济主体对经济物品和经济资源的需求的
人们。

资源具有以下两个特性。
（１）稀缺性。在一定的时期内，与人类的需要相比，资源的供给总是不足的。一方面人类

面临的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随着人类的使用，资源有日益枯竭的趋势。另一方面人的需求是
无限的，如果不考虑支付能力的限制，人类对于物品的需要是永无止境的，任何一个需要的满
足还将产生新的需要。相对人类无限的需要，有限的资源无论数量多么丰富，始终难以满足所
有人的需要。

（２）多用性。同一种资源可以有多种用途。例如，水可以用于饮用、灌溉、生产等，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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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用性使得各行各业相互竞争资源。资源是稀缺的并有多种用途，而人类的需求又是无限的，
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人们不可能随心所欲地生产，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消费，社会在既定的资
源条件下，不仅要在不同商品的生产中进行选择，还要在消费和投资间做出选择。

人们不可能拥有无穷无尽、不受任何限制的物质资源，也不可能拥有无限的时间来享受和
利用这些资源，稀缺性始终要求人们做出各种各样的选择，而选择意味着“取舍”，这正是经济
学产生的根源。

二、选择和机会成本

【专栏一】选择

有人向世界歌坛的超级巨星卢卡诺·帕瓦罗蒂讨教成功的秘诀。他每次都提到自己问父
亲的一句话。师范院校毕业之际，痴迷音乐并有相当音乐素养的帕瓦罗蒂问父亲：“我是当教
师呢，还是做歌唱家？”其父回答说：“如果你想同时坐在两把椅子上，你可能会从椅子中间掉下
去。生活要求你只能选一把椅子坐下去。”

帕瓦罗蒂选了一把椅子———做个歌唱家。经过７年的努力与失败，帕瓦罗蒂才首次登台
亮相。又过了７年，他终于登上了大都会歌剧院的舞台。

选择，与其说是一个严肃的哲学命题，倒不如说是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得更好，一种本有
的自我优化。只选一把椅子，意味着在选准全力以赴的事业时，也选择了自我尊严乃至全部的
生活。就像贝多芬与音乐、毕加索与绘画、柏拉图与哲学、司马迁与史学、曹雪芹与文学……他
们选定的唯一一把人生座椅，决定了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及在后世的声誉。

请思考你是如何做出选择的，选择的代价是什么？
稀缺性概念的核心含义表明：每个人都有许多欲望，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是每个欲

望都会被满足。因此，必须做出选择，而一旦做出选择，必然有一部分欲望被放弃。或者说，在一
个存在稀缺性资源的世界上，每一个欲望得到满足的时候，就会有其他一些欲望不能得到满足。

经济学家用机会成本（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ｃｏｓｔ）描述了这种进退维谷的情况。机会成本就是做
出一项选择时所放弃的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最好用途。设想你正在看电视，在其他你能做而没
有做的事情中（如郊游、打球、休息、读书等），你最想做的是读书，那么，读书就是你看电视的机
会成本。

选择和机会成本问题可以用生产可能性边界来描述。为了简化起见，假定某个社会用既
定的资源和生产技术只生产两种产品Ｘ和Ｙ，多生产Ｘ 就得减少Ｙ 的生产，反之亦然。假定
全部资源用来生产Ｘ，可生产５个数量单位，全部用来生产Ｙ，可生产１５个数量单位。在这两
个极端的可能性之间，还存在着各种可能性，即通过经济资源从一个用途不断地转移到另一个
用途，会使两种产品的数量产生此消彼长的格局。假定共有Ａ，Ｂ，Ｃ，Ｄ，Ｅ，Ｆ六种可能性，如表

１－１所示。用横轴表示Ｘ产品的数量，纵轴表示Ｙ 产品的数量，根据表中的数据找出坐标点，
连接各点得到一条曲线，这条曲线即生产可能性边界，如图１－１所示。它表明在既定的资源和
技术条件下所能达到的两种产品最大产量的组合。

生产可能性边界直观地显示了选择的基本特征。
（１）选择问题的根源是稀缺性。任何一个社会只能提供生产可能性边界及其以内的产出

组合。生产边界以外的点所代表的产出组合是既定资源和技术条件下达不到的。
（２）当社会生产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时，表示社会经济处于有效率的充分就业状态。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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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状态下，社会在选择两种产品的组合时，必须确定最佳的比例，是选择Ａ点还是Ｂ点。
生产可能性边界提供社会选择的清单。

（３）如果实际产出组合位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内，如Ｇ点，表示社会未能充分利用资源，
当社会使用了这部分资源，就可以得到更多的Ｘ和Ｙ 产品。

（４）在社会经济处于有效率的充分就业状态，为了多生产某种物品就得少生产其他物品。
生产边界上产出组合的变化实际上是两种物品的相互替代。在图１－１中由Ｂ到Ｃ，就是用物
品Ｘ代替物品Ｙ，即多生产Ｘ就得少生产Ｙ。这种为生产某种物品而放弃的物品称为生产这
种物品的机会成本。

表１－１　两种商品生产的可能性

可能性 Ｘ产品 Ｙ 产品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１５

１４

１２

９

５

０

图１－１　生产可能性边界

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１．资源配置问题
由于稀缺性是任何社会和任何时期人们都会面临的一个基本事实，它反映了欲望的无限

性和资源有限性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引起了人类的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并产生大量的经济
问题。归纳起来，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１）生产什么。面对稀缺的经济资源，人们需要权衡各种需要的轻重缓急，确定生产什么
物品，生产多少，何时生产，以满足比较强烈的需要。

（２）如何生产。由于各种生产要素一般都有多种用途，各种生产要素之间也大多存在着
一定的技术替代关系，所以同一种产品的生产往往可以采用多种方法，但它们的生产效率并不
尽相同。经济社会必须在各种可供选择的资源组合中，选择一种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生产方法。

（３）为谁生产。因为存在稀缺性，没有人能获得他想要的一切。每个社会都必须建立某
种机制来为其成员分配产品。

上面三个问题被称为资源配置问题。

２．资源利用问题
资源的稀缺性和欲望的无限性，不仅引出了资源配置问题，还引出了资源利用问题。因为

人类并不一定能充分利用稀缺的资源。例如，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大萧条，曾经造成英国有三百
万工人失业，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到原来水平的一半。此时经济学要研究的问题不仅是
资源配置，还包括资源利用。

资源利用问题就是要解决好如下三大基本经济问题。
（１）产出是如何核算、如何决定的？
（２）如何保证全社会的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以增大国民收入，改善人类福利？例如，是

不是实现了充分就业？是否存在一些闲置未用的、被浪费的资源？
（３）如何实现生产能力长期增长？
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即是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这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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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济体制

尽管各个社会都存在稀缺性，但解决稀缺性的方法各不相同。换句话说，在不同的经济体
制下，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方式是不同的。社会可以采用不同的经济体制，当前世界上市场
经济体制大致可分为三种模式。

１．计划经济（指令机制）
计划经济的特征是政府拥有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政府通过它的资源所有权

和实施经济政策的权力解决基本的经济问题。其方式是指令性计划，即由中央集权中心依据
其理解的社会偏好，进行有关资源配置方面的决策。如所有的有关生产和分配的重大决策都
由政府做出；政府拥有并指导大多数行业中的企业经营；政府决定社会产出在不同的物品与劳
务之间以及这些物品和劳务在社会各阶层中如何分配等。

２．市场经济（价格机制）
市场经济是一种主要由个人和私人企业决定生产和消费的经济制度。价格、市场、盈亏、

刺激、奖励等一整套系统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在市场化体制下，分散
化是经济决策的基本特征，个人和厂商根据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理解和市场价格信号做出经济
决策，政府作用主要限制在提供公共产品和调节收入分配的范围。消费者用货币选票决定厂
商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在不同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中，厂商选择最小成本的生产方式，并决定
了不同消费者消费什么，市场机制解决分配问题。

３．混合经济
当代社会中，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属于上述两种极端中的一个，所有的社会都是既带有市场

成分也带有指令成分的混合经济。政府与消费者和厂商一样，始终是重要的经济行为主体。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政府对经济进行必要的干预。现代经济都是混合经济，只有政
府干预多少和干预方式的区别。因此可以说，经济学是研究混合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与资源
利用的科学。

五、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经济理论的建立是以一定假设条件为前提的，因此，假设是建立经济模型的基础。在经济
学分析中，根据所研究的问题和所要建立的模型的不同需要，假设条件也存在着差异。但是在
众多的假设条件中，至少存在以下两个基本假设条件。

１．理性经济人假设条件
理性经济人假设条件是指假设作为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研究对象的人们的经济活动或行

为，其实施者都是理性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经济人”被视为经济生活中一般人的抽象，其本
性被假设为利己的；“经济人”在一切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都是合乎所谓的理性的，即都是以利己
为动机，力图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去追逐自身的最大利益。

２．完全信息假设条件
完全信息假设条件的含义指市场上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体（包括买家和卖家）都对有关的经

济情况（或经济变量）具有完全信息。如每个消费者都能够充分地了解每一种商品的性能和特
点，准确地判断一定商品量给自己带来的消费满足程度，把握价格在不同时期的变化等，从而
能确定最优的商品购买量。又如，每个生产者都能够准确地掌握产量和生产要素投入量之间
的数量关系，了解商品价格和生产要素的变化以及在每一个商品价格水平上消费者对产品的
需求量等，从而做出最优的生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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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根据研究对象不同，现代西方经济学从大致上可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
济学侧重于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分析，宏观经济学侧重于政府行为的分析。

一、微观经济学

１．微观经济学的定义
微观经济学是以单个微观主体为研究对象，研究价格机制如何激励经济主体行使经济决

策最终完成社会资源的配置。这一定义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
（１）研究对象：单个的经济主体。单个经济主体是组成经济的最基本单位，如单个居民

（消费者）和企业（厂商）。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中，假设消费者与生产者是理性的，经济行为的
目标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消费者要实现满足程度的最大化，生产者要实现利润的最大
化。微观经济学研究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为就是研究消费者如何把有限的收入分配在各种商
品的消费中，以实现满足程度最大化；厂商如何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各种物品的生产，以实现利
润最大化。

（２）解决的问题：资源的配置问题。资源配置就是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
题。资源的有效配置就是要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给社会带来最大的经济福利。微观经济
学从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最大化行为入手，来解决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认为每个经济
单位都实现了最大化，则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也就实现了最优。

（３）中心理论：价格理论。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为都受到价格的支配。生
产者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都由价格决定。价格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整个社会
的经济活动，通过价格调节，社会资源的配置实现了最优化。微观经济学正是要说明价格如何
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因此价格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其他内容都是围绕这一中心问题
来展开的，微观经济学也被称为价格理论。

（４）研究方法：个量分析。个量分析是研究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如何决定。例如，某种产
品的价格、产量等。微观经济学分析这些变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图１－２　微观经济学循环流程图

２．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在图１－２中，微观经济的市场包

括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居民（消费
者）和厂商分别以产品的需求者和
产品的供给者的身份出现在产品市
场上，又分别以生产要素的供给者
和生产要素的需求者的身份出现在
要素市场上。居民和厂商的经济活
动通过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供求
关系以及相互作用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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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宏观经济学

１．宏观经济学的定义
宏观经济学是以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作为考察对象，研究社会总体经济问题以及相应的经

济总量是如何决定及其变动的。
这一定义中包含以下几个内容。
（１）研究的对象：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动。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经济中的单个个体，而是

由这些个体所组成的整体。宏观经济学就是要研究整个经济的运行方式与规律，从整体上分
析经济问题。

（２）解决的问题：资源的充分利用。宏观经济学把资源配置作为既定的，研究现有资源未
能得到充分利用的原因，达到充分利用的途径，以及如何增长等问题。

（３）中心理论：国民收入决定论。宏观经济学把国民收入作为最基本的总量，以国民收入
的决定为中心来研究资源利用问题，分析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

（４）研究方法：总量分析。总量是指能反映整个经济运行状况的经济变量。如总投资是
各个厂商的投资之和，总消费是各个居民户消费的总和。总量分析是研究这些总量的决定、变
动及相互关系。

２．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１）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国民收入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资源利用情况和整个国民经济状

况的基本指标。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就是要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角度出发，分析国民收入决定
及其变动的规律。

（２）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失业和通货膨胀是各国经济中最主要的问题。宏观经济学把
失业和通货膨胀同国民收入联系起来，分析其原因，以便找到解决这两个问题的途径。

（３）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国民收入的长期增加趋势。这一理论主要分析国民收入短期
波动的原因，长期增长的源泉等问题，以期实现经济长期的稳定发展。

（４）国际经济。现实的经济都是开放的经济。国际经济理论要分析己国国民收入的决定
与变动如何影响其他国家。同时也要分析开放经济下一国经济的调节问题。

（５）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学是为国家干预经济服务的。宏观经济理论要为这种干预
提供理论依据。而宏观经济政策要为这种干预提供具体的措施。政策问题包括政策目标，即
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节要达到什么目的；政策工具，即用什么具体方法来达到目的以及政策
效应，即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的作用。

三、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关系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者各有其研究的课题和相应的分析工具，存在着区别。但它
们作为一门科学的一套理论体系或知识体系的两大组成部分，又是密切联系的。

首先，它们是整体与构成整体的个体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宏观经济学研究森林的特征，微
观经济学则是考察构成森林的树木。

其次，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者是互为前提互相补充的。微观经济学以经济资源的
最佳配置为目标，采取个量分析方法，而假定资源利用已经解决；宏观经济学以资源的有效利
用为目标，采取总量分析的方法，而假定资源配置已经解决。所以都互相把对方所考虑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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