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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经济数学基础课程主要包括“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这些课程的内容为研究事物的发展变化提供了基本的数学
工具和框架，在各种实际问题中有着广泛的应用．由于其内容丰富、思
想深刻、应用广泛，它在许多学科领域特别是经管类学科中具有基础
性的地位．

通过经济数学基础课程的学习，要使学生系统掌握这些基本的数
学工具，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以及
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的能力，
为进一步学习其他专业课程奠定基础．

为了加大训练力度，强化数学基础，突出经济应用，我系组织多年
从事这些课程教学的一线教师编写了这本《经济数学基础问题集解》．
本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１．微积分习题解答、线性代数习题解答、概率统计习题解答．
这些习题解答分别与我系教师编写的经济数学基础教程《微积

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这些教材配套．除了选择题、填
空题外（选择题、填空题在原教材中已有参考答案），本书对原教材中
的其他全部习题给出了详细解答，意在给这些课程的初学者和复习者
提供一个随时的参考和自学的工具．
２．经济应用问题补充．
本书补充的这些经济应用问题，旨在阐释一些常见经济问题的数

学分析方法．对经济运行中的一些常见问题，运用微积分知识、线性代
数知识、概率统计知识、微分方程知识给出分析与解答，提供最优化的
解决方案．这些内容也是对学生的最基本的数学建模训练．
３．微积分自测题及解答、线性代数自测题及解答、概率统计自测

题及解答．



本书给出的这些自测题及解答，类似于这些课程期末考试的模拟
题，借以帮助学生了解此类考试的题型和难度，作为复习和自测之用．
４．附录部分是近四年报考研究生的试题及参考答案．本书对经管

类各专业同学报考研究生还具有复习迎考之功能．
本书第一篇由姜凤华、孙敏、苗继旺三位老师编写（第一章，姜凤

华、苗继旺；第二章、第三章，孙敏；第四章、第六章，苗继旺；第五章、第
七章，姜凤华）．第二篇由金辉、伍家凤、戴平波三位老师编写（第一章、
第三章，戴平波；第二章、第七章，伍家凤；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金
辉）．第三篇由赵中华、黄顺林、谭玉顺三位老师编写（第一章、第二章，
赵中华；第三章，黄顺林；第四章，黄顺林、谭玉顺；第五章、第六章，谭
玉顺）．本书第四篇及第五篇：第一章由姜凤华、孙敏、苗继旺三位老师
编写；第二章由金辉、伍家凤、戴平波三位老师编写；第三章由赵中华、
黄顺林、谭玉顺三位老师编写．附录部分由王宏勇老师整理．本书由张
从军、王宏勇两位教授审阅．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相关教材和资料，选用了其中的
有关内容和例题、习题，在此谨向有关编者、作者一并表示谢意．编者
还要感谢本书配套教材的我系各位作者，他们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积
极的支持与帮助．感谢东南大学出版社刘庆楚副编审，他从开始联系
书稿到修改、校对，不辞劳苦，数次往返于东南大学出版社与南京财经
大学之间．

本书编写时间较为仓促，疏漏错误在所难免，诚恳期望有关专家、
学者不吝赐教，诚恳期望使用本书的教师和同学们提出并反馈宝贵
意见．

电子邮箱：ｙｙｓｘｘ＠ｎｊｕｅ．ｅｄｕ．ｃｎ．

编者于南京财经大学应用数学系
２００７．７．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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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订 说 明

《经济数学基础问题集解》自２００７年出版以来，受到许多教师和
广大学生的肯定，也收到了许多读者的宝贵意见。经出版社与编者协
商，决定今年对本书进行修订。

此次修订，增加了经济数学基础学习指导的内容，包括微积分学
习指导，线性代数学习指导，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习指导三章。同时
改进了有关内容的表述，更新了附录部分。

作为经济数学基础教程的辅导用书，本书意在给读者提供一个学
习的辅助，自学的工具。对于原教程中的有关习题，学生在学习时应
该首先独立思考，必要时再参考相关解答。读者使用本书，更要注意
阅读、学习本书的学习指导、经济应用问题补充和自测题部分，借以提
高学习成绩和质量。

此次修订，对原目录顺序作了调整，增加的经济数学基础学习指
导内容作为第一篇，原目录的各篇作了顺延。

编　者

２０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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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经济数学基础学习指导

第一章　微积分学习指导

经 济 函 数

【基本要求】
掌握函数的概念；了解函数的几何特性并掌握各几何特性的图形特征；了解

反函数的概念并会求反函数；理解复合函数的概念并掌握将复合函数分解为简
单函数的方法；理解基本初等函数的概念并熟练掌握基本初等函数的定义域、值
域和基本性质；理解初等函数的概念；了解分段函数的概念；掌握常见的经济
函数．

【主要知识点】
一、函数的概念

１．函数的二要素：定义域、对应法则；

２．函数的表示法：解析法（公式法）、表格法、图示法．
二、函数的基本特性

１．奇偶性；２．单调性；３．有界性；４．周期性．
三、复合函数与反函数
四、初等函数与分段函数

１．基本初等函数：常值函数ｙ＝ｃ；幂函数ｙ＝ｘμ；指数函数ｙ＝ａｘ；对数函
数ｙ＝ｌｏｇａｘ；三角函数ｙ＝ｓｉｎ　ｘ，ｙ＝ｃｏｓ　ｘ，ｙ＝ｔａｎ　ｘ，ｙ＝ｃｏｔ　ｘ，ｙ＝ｓｅｃ　ｘ，

ｙ＝ｃｓｃ　ｘ；反三角函数ｙ＝ａｒｃｓｉｎ　ｘ，ｙ＝ａｒｃｏｓ　ｘ，ｙ＝ａｒｃｔａｎ　ｘ，ｙ＝ａｒｃｃｏｔ　ｘ；

２．初等函数；

３．分段函数．
五、常用经济函数

１．需求函数与供给函数；

２．总成本函数、总收入函数与总利润函数．



【重点】

１．函数的概念；

２．函数的基本性质；

３．初等函数．
【难点】

复合函数．

经济变化趋势的数学描述

【基本要求】
了解数列极限与函数极限的概念；了解极限存在性定理；熟练掌握极限运算

法则；熟练掌握两个重要极限；掌握求极限的基本方法；理解无穷小量与无穷大
量的概念；了解无穷小量与无穷大量的关系；掌握无穷小量的性质与无穷小量的
比较；理解函数连续性的概念；理解函数间断的概念；了解函数间断点的分类；了
解连续函数的性质；了解初等函数在其定义区间必连续的结论；了解闭区间上连
续函数的性质；掌握用连续的定义讨论函数连续性的方法．

【主要知识点】

一、极限概念

１．数列极限：ｌｉｍ
ｎ→∞
ｕｎ；

２．函数极限：ｌｉｍ
ｘ→ｘ０
ｆ（ｘ）、ｌｉｍ

ｘ→ｘ－０

ｆ（ｘ）、ｌｉｍ
ｘ→ｘ＋０

ｆ（ｘ）、ｌｉｍ
ｘ→∞
ｆ（ｘ）、ｌｉｍ

ｘ→－∞
ｆ（ｘ）、ｌｉｍ

ｘ→＋∞
ｆ（ｘ）；

３．双侧极限与单侧极限的关系：

ｌｉｍ
ｘ→ｘ０
ｆ（ｘ）＝Ａｌｉｍ

ｘ→ｘ－０

ｆ（ｘ）＝ｌｉｍ
ｘ→ｘ＋０

ｆ（ｘ）＝Ａ；

ｌｉｍ
ｘ→∞
ｆ（ｘ）＝Ａｌｉｍ

ｘ→－∞
ｆ（ｘ）＝ｌｉｍ

ｘ→＋∞
ｆ（ｘ）＝Ａ．

二、极限的性质与四则运算

１．极限的性质：唯一性、局部有界性、局部保号性、不等式性；

２．极限的四则运算：ｌｉｍｆ（ｘ）＝Ａ、ｌｉｍｇ（ｘ）＝Ｂｌｉｍ［ｆ（ｘ）±ｇ（ｘ）］＝

Ａ±Ｂ，ｌｉｍ［ｆ（ｘ）ｇ（ｘ）］＝ＡＢ，ｌｉｍｆ
（ｘ）
ｇ（ｘ）＝

Ａ
Ｂ
（Ｂ≠０）．

三、极限存在性的判定

１．夹逼定理：ｇ（ｘ）≤ｆ（ｘ）≤ｈ（ｘ），ｌｉｍｇ（ｘ）＝ｌｉｍｈ（ｘ）＝Ａｌｉｍｆ（ｘ）＝Ａ；

２．单调有界定理：单调有界的数列必有极限．
四、两个重要极限

１．ｌｉｍ
ｘ→０

ｓｉｎ　ｘ
ｘ ＝１；２．ｌｉｍ

ｘ→∞
（１＋１ｘ

）
ｘ

＝ｅ．

２　经济数学基础问题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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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无穷小量与无穷大量

１．无穷小量的概念；

２．无穷小量的性质：①ｌｉｍｆ（ｘ）＝Ａ＋αＡ＋α，α为无穷小量；② 有限个
无穷小量的和、差、积仍为无穷小量；③ 无穷小量除以极限不为零的变量仍为无
穷小量；④ 有界变量与无穷小量的积仍为无穷小量；

３．无穷大量的概念；

４．无穷大量与无穷小量的关系：无穷大量的倒数为无穷小量，非零无穷小
量的倒数为无穷大量；

５．无穷小量的比较；

６．等价无穷小量代换在极限计算中的应用：α～α′，β～β′ｌｉｍ
α
β
＝

ｌｉｍα′
β′
．

六、函数的连续性

１．函数在一点连续的概念：ｌｉｍ
Δｘ→０
Δｙ＝０或ｌｉｍ

ｘ→ｘ０
ｆ（ｘ）＝ｆ（ｘ０）；

２．左右连续的概念及与连续的关系：函数在一点连续当且仅当它在此点既
左连续又右连续；

３．函数在区间上的连续；

４．间断点的分类：第一类间断点（包括可去间断点与跳跃间断点）、第二类
间断点（包括无穷间断点与非无穷间断点）；

５．连续函数的运算法则：有限个连续函数的和、差、积、商（分母的函数值非
零）仍连续，单调连续函数的反函数仍连续，由连续函数复合而成的函数仍连续，

初等函数在其定义区间内连续；

６．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最值定理，有界性定理、介值定理、零值定理．
【重点】

１．极限的概念与极限的计算；

２．连续性概念与初等函数的连续性．
【难点】

１．极限的概念；

２．连续性的概念．

经济变量的变化率

【基本要求】
理解导数的概念及其几何意义；了解可导与连续的关系；熟练掌握基本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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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的导数公式；熟练掌握导数的四则运算法则、反函数的求导法则、复合函数
的求导法则；了解高阶导数的概念，掌握求二阶、三阶导数及简单函数的ｎ阶导数
的方法；掌握隐函数求导法与对数求导法；了解微分的概念及其几何意义；掌握
可导与可微的关系；掌握微分的基本公式与运算法则；掌握一阶微分形式的不变
性；熟练掌握求微分的方法；了解空间直角坐标系的相关概念；了解常见的空间
曲面及其方程；了解平面区域的相关概念；掌握二元函数的概念；了解二元函数
的几何意义；了解ｋ次齐次函数的概念；了解二元函数极限的概念；会求简单的二
元函数极限；了解二元函数连续的概念；了解二元函数在闭区域上连续的相关性
质；理解多元函数的偏导数与全微分的概念；了解偏导数的几何意义与经济意
义；了解多元函数的可微、偏导数存在与连续的关系；熟练掌握求多元函数的偏
导数与全微分的方法；掌握求多元复合函数的偏导数与全微分的方法；掌握求二
元隐函数的偏导数与全微分的方法；理解多元函数的高阶偏导数的概念；掌握求
多元函数的高阶偏导数的方法；掌握经济函数的边际与弹性的概念及其计算．

【主要知识点】

一、导数的概念

１．在一点导数的概念：ｆ′（ｘ０）＝ｌｉｍ
Δｘ→０

ｆ（ｘ０＋Δｘ）－ｆ（ｘ０）
Δｘ ＝ｌｉｍ

ｘ→ｘ０

ｆ（ｘ）－ｆ（ｘ０）
ｘ－ｘ０

；

２．导数的几何意义：导数ｆ′（ｘ０）表示曲线ｙ＝ｆ（ｘ）在点（ｘ０，ｆ（ｘ０））处切
线的斜率；切线方程为ｙ－ｆ（ｘ０）＝ｆ′（ｘ０）（ｘ－ｘ０）；

３．左、右导数的概念及其与导数的关系：ｆ′（ｘ０）＝Ａｆ′－（ｘ０）＝ｆ′＋（ｘ０）＝
Ａ；

４．可导与连续的关系：可导一定连续．
二、导数的运算法则

１．四则运算：（ｕ±ｖ）′＝ｕ′±ｖ′，（ｕｖ）′＝ｕ′ｖ＋ｕｖ′，（ｕｖ
）′＝ｕ′ｖ－ｕｖ′ｖ２

（ｖ≠０）；

２．反函数的导数：ｄｙｄｘ＝
１
ｄｘ
ｄｙ

；

３．基本导数公式：略；

４．复合函数求导（链式法则）：ｄｙｄｘ＝
ｄｙ
ｄｕ
·ｄｕ
ｄｘ．

三、高阶导数与隐函数求导

１．高阶导数：可通过逐次求导得到；

２．隐函数求导：方程Ｆ（ｘ，ｙ）＝０两边直接对ｘ求导，ｙ要看作ｘ的函数，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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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解出ｙ′；

３．对数求导法：先两边取对数，再两边求导，适用于幂指函数或多个函数乘
除的求导．

四、微分

１．概念；

２．可导与可微的关系：可导  可微，且ｄｙ＝ＡｄｘＡ＝ｄｙｄｘ
；

３．微分基本公式：略；

４．微分的四则运算法则：ｄ（ｕ±ｖ）＝ｄｕ±ｄｖ，ｄ（ｕｖ）＝ｖｄｕ＋ｕｄｖ，ｄ ｕ（ ）ｖ ＝

ｖｄｕ－ｕｄｖ
ｖ２

（ｖ≠０）；

５．微分的形式不变性：无论ｕ是自变量还是中间变量，ｄｙ都等于ｙ对ｕ的导
数乘以ｄｕ；

６．微分在近似计算中的应用：ｆ（ｘ０＋Δｘ）≈ｆ（ｘ０）＋ｆ′（ｘ０）Δｘ．
五、多元函数基础知识

１．空间解析几何基础知识：空间直角坐标系，曲面与方程；

２．多元函数：二元函数的概念与几何意义，ｎ元函数，平面区域，ｋ次齐次
函数．

六、二元函数的极限与连续

１．二元函数极限的概念与计算；

２．二元函数连续的概念；

３．有界闭区域上连续函数的性质：最值定理、有界性定理、介值定理、零值
定理．

七、偏导数

１．偏导数概念：ｚ
ｘ＝

ｌｉｍ
Δｘ→０

ｆ（ｘ＋Δｘ，ｙ）－ｆ（ｘ，ｙ）
Δｘ

，

ｚ
ｙ＝

ｌｉｍ
Δｘ→０

ｆ（ｘ，ｙ＋Δｙ）－ｆ（ｘ，ｙ）
Δｙ

；

２．偏导数的几何意义；

３．偏导数的计算：求ｆ′ｘ（ｘ，ｙ）时，把ｙ看作常数，利用一元函数的求导方法
求ｆ（ｘ，ｙ）对ｘ的导数；

４．高阶偏导数；

５．多元复合函数求偏导数：画出锁链图，写出公式，然后计算；

６．隐函数微分法：方法①　方程Ｆ（ｘ，ｙ，ｚ）＝０两边直接对ｘ求导，ｚ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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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ｘ的函数，然后解出ｚ′ｘ，类似求ｚ′ｙ；

方法 ②　 利用公式ｚｘ＝－
Ｆ′ｘ（ｘ，ｙ，ｚ）
Ｆ′ｚ（ｘ，ｙ，ｚ）

、ｚ
ｙ＝ －

Ｆ′ｙ（ｘ，ｙ，ｚ）
Ｆ′ｚ（ｘ，ｙ，ｚ）

；

方法 ③　 两边求微分，得出ｄｚ，由全微分公式写出偏导数．
八、全微分

１．全微分的概念；

２．可微与偏导数、连续的关系：偏导数连续  可微  偏导数存在，可微 
连续；

３．全微分的计算：ｄｚ＝ｚｘ
ｄｘ＋ｚｙ

ｄｙ；

４．全微分的形式不变性：不论ｕ、ｖ是中间变量还是自变量，都有ｄｚ＝ｚｕ
ｄｕ

＋ｚｖ
ｄｖ．

九、边际与弹性

１．边际分析：经济函数的导数称为边际函数；

２．弹性函数：一元函数的弹性ＥｙＥｘ ＝
ｘ
ｙ
·ｄｙ
ｄｘ
，二元函数的偏弹性Ｅｚ

Ｅｘ ＝
ｘ
ｚ
·

ｚ
ｘ
，Ｅｚ
Ｅｙ＝

ｙ
ｚ
·ｚ
ｙ
．

【重点】

１．导数的定义与几何意义；

２．可导函数的和、差、积、商的求导运算法则；

３．复合函数求导法则，隐函数求导法；

４．微分的定义；

５．偏导数的概念与求法．
【难点】

１．一元复合函数求导；

２．全微分的概念与计算方法．

简单优化问题

【基本要求】

掌握罗尔定理与拉格朗日中值定理；了解柯西中值定理；了解这些中值定理
间的关系；会运用这些中值定理证明某些简单的问题；熟练掌握罗必塔法则和各
种未定式极限的计算方法；熟练掌握函数单调性的判别定理并会运用该定理判

６　经济数学基础问题集解



别函数的单调性；掌握曲线凹凸性与拐点的概念；熟练掌握曲线凹凸性的判别定
理及求曲线凹凸性与拐点的方法；掌握极值的概念；熟练掌握极值的判别定理及
求极值的方法；了解函数极值与最值的关系和区别；掌握求经济函数的最值问题
的方法；掌握曲线渐近线的概念；熟练掌握求曲线渐近线的方法；了解函数作图
的基本步骤和方法，会作简单函数的图形；了解二元函数极值与条件极值的概
念；掌握二元函数极值存在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掌握求二元函数极值的方
法；掌握求二元函数条件极值的拉格朗日乘数法；了解二元函数最值的概念，会
求简单的二元函数的最值问题；掌握求二元经济函数最值问题的方法．

【主要知识点】
一、中值定理

１．罗尔定理：ｆ（ｘ）在［ａ，ｂ］连续，在（ａ，ｂ）可导，ｆ（ａ）＝ｆ（ｂ）ξ∈（ａ，ｂ）
使ｆ′（ξ）＝０；

２．拉格朗日定理：ｆ（ｘ）在［ａ，ｂ］连续，在（ａ，ｂ）可导ξ∈（ａ，ｂ）使ｆ′（ξ）

＝ｆ
（ｂ）－ｆ（ａ）
ｂ－ａ

；

３．柯西定理：ｆ（ｘ）、ｇ（ｘ）在［ａ，ｂ］连续，在（ａ，ｂ）可导，ｇ′（ｘ）≠０ξ∈

（ａ，ｂ）使ｆ′
（ξ）

ｇ′（ξ）
＝ｆ

（ｂ）－ｆ（ａ）
ｇ（ｂ）－ｇ（ａ）

．

二、罗比塔法则

１．００
型：ｌｉｍｆ（ｘ）＝ｌｉｍｇ（ｘ）＝０，ｌｉｍｆ′

（ｘ）
ｇ′（ｘ）

存在或为 ∞ｌｉｍｆ
（ｘ）
ｇ（ｘ）＝

ｌｉｍｆ′
（ｘ）

ｇ′（ｘ）
；

２．∞
∞
型：ｌｉｍｆ（ｘ）＝ｌｉｍｇ（ｘ）＝ ∞，ｌｉｍｆ′

（ｘ）
ｇ′（ｘ）

存在或为 ∞ｌｉｍｆ
（ｘ）
ｇ（ｘ）＝

ｌｉｍｆ′
（ｘ）

ｇ′（ｘ）
；

３．０·∞、∞－∞、１∞、００、∞０ 等其它未定式：化为００
型或∞

∞
型．

三、单调性与凹凸性

１．单调性的判断：ｆ′（ｘ）＞０（＜０），ｘ∈Ｉｆ（ｘ）在Ｉ单调增加（减少）；

２．凹凸性与拐点的概念；

３．凹凸性的判断：ｆ″（ｘ）＞０（＜０），ｘ∈Ｉｆ（ｘ）在Ｉ内为凹 （凸）的；

４．拐点的求法：凹弧与凸弧的分界点．
四、一元函数的极值

１．极值的必要条件：ｘ０ 为ｆ（ｘ）的极值点，ｆ（ｘ）在ｘ０ 可导 ｆ′（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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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极值的第一充分条件：ｘ∈Ｕ－ （ｘ０）时ｆ′（ｘ）＞０，ｘ∈Ｕ＋ （ｘ０）时ｆ′（ｘ）

＜０ｘ０ 为ｆ（ｘ）的极大值点；ｘ∈Ｕ－ （ｘ０）时ｆ′（ｘ）＜０，ｘ∈Ｕ＋ （ｘ０）时ｆ′（ｘ）

＞０ｘ０ 为ｆ（ｘ）的极小值点；ｘ∈Ｕ０（ｘ０）时恒有ｆ′（ｘ）＞０或ｆ′（ｘ）＜０ｘ０
不是ｆ（ｘ）的极值点；

３．极值的第二充分条件：ｆ′（ｘ０）＝０，ｆ″（ｘ０）＞０（＜０）ｘ０为ｆ（ｘ）的极小
（大）值点；

４．闭区间上连续函数最值的求法：计算驻点、不可导点、区间端点对应的函
数值，取其中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五、函数图像的描绘

１．渐近线的定义与计算；

２．函数图像的描绘．
六、多元函数的极值

１．极值的必要条件：（ｘ０，ｙ０）为ｆ（ｘ，ｙ）的极值点，且ｆ（ｘ，ｙ）在（ｘ０，ｙ０）的

偏导数存在 ｆ′ｘ（ｘ０，ｙ０）＝ｆ′ｘ（ｘ０，ｙ０）＝０；

２．极值的充分条件：ｆ′ｘ（ｘ０，ｙ０）＝ｆ′ｘ（ｘ０，ｙ０）＝０，Ａ＝ｆ″ｘｘ（ｘ０，ｙ０），Ｂ＝

ｆ″ｘｙ（ｘ０，ｙ０），Ｃ＝ｆ″ｙｙ（ｘ０，ｙ０）ＡＣ－Ｂ２＞０，Ａ＜０（＞０）时（ｘ０，ｙ０）为ｆ（ｘ，ｙ）

的极大（小）值点；ＡＣ－Ｂ２ ＜０时（ｘ０，ｙ０）不是ｆ（ｘ，ｙ）的极值点；

３．在条件φ（ｘ，ｙ）＝０下ｚ＝ｆ（ｘ，ｙ）的条件极值点的求法：求拉格朗日函
数Ｌ（ｘ，ｙ，λ）＝ｆ（ｘ，ｙ）＋λφ（ｘ，ｙ）的驻点．

七、经济函数的优化问题

１．一元经济函数的最值求法；

２．多元经济函数的最值求法．
【重点】

１．微分中值定理；

２．罗比塔法则；

３．函数的极值及求法；

４．函数的最值及其应用；

５．条件极值的求法；

６．边际分析与弹性分析．
【难点】

１．罗比塔法则；

２．函数的最值及其在经济中的应用；

３．边际分析与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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