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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序言

市场经济是一种多变的经济体制。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消费时尚与需求的变化，市场

对人才的需求也会迅速发生变化。一个人的能力的基础是理解、分析和解决问题。有了这

个基础，学各种具体技能都有了一个较好的平台。培养适应能力强的人才是高等教育工作

者的使命，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有与之配套的教材。

本书第一版于２０１０年９月出版。由于随着时间的流逝，经济学会出现新的内容以及
不同的着重方向，所以教材也应该能够反映这些变化，本教材新版的编撰也成为必然。第

二版 《经济学基础》的主旨仍然保持不变，即以思维的引导为主线，将各部分理论知识融

入贴近现实的领域中，减少了传统教材中的图表；重点是在帮助学生建立思维主线的同

时，将理论知识贯穿于整个思路脉络中。教材用通俗易懂的事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用

简单易懂的语言，展示经济现象中蕴含的经济学的基本概念、重要知识点，突出基本知识

点的运用，每章后设有问题与讨论模块，其中的思考题包含较多启发性，以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同时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二版的主要修改和增删之处可以罗列为以下几点：

（１）第二版上篇微观部分添增了 “企业伦理”一章的内容，以便使读者一方面知悉

西方经济学的一个缺点，另一方面又能看到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新发展及伦理在现实经济生

活中的重要性。

（２）第二版上篇微观部分第五章，添增了 “政府调控”一节，以便使读者知悉不完

全竞争市场形态下政府对经济的影响。

（３）增加了让学生激发思维、贴近生活的经济讨论问题。
（４）下篇宏观部分第一章第三节增加了对居民消费指数 （ＣＰＩ）的介绍，让读者对

ＣＰＩ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５）下篇宏观部分第四章增加 “货币市场的均衡”一节，以使读者更好地认识和理

解这部分的内容。

（６）第六章增加 “开放经济中一国经济的调节”一节，可以让读者对开放经济条件

下的经济均衡有所认识。

本教材的特色在于：

（１）通俗易懂。本书用通俗的语言将深奥的经济学知识表述出来，能加深读者对相关
理论的理解并启发思考。

（２）跟紧时代。采用贴近时代背景的案例、小故事、思考题等，让理论更加地贴近
生活。

（３）目的明确。对知识点进行提炼，利用工具栏加强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和把
握，真正实现理论知识够用的目的。

·１·



（４）启发思考。每章后设有问题与讨论模块，用启发性思考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学生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参加本教材编写的有马丽莎、刘丽娟、林彩云、谢丹、李亚娟、梁文文、单维霞、谭

启英、王燕铭。张云钢教授提出本书大纲及各章纲目并指导全书的编纂及定稿。在编写本

书的过程中，我们参阅了大量的国内外经济学著作及教材，引用了一些相关的内容和成

果，在此特向有关作者表示诚挚的谢意。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

指正。

编　者
２０１４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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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经济学不能直接给你带来财富，但能促使你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更好地理解这个世

界，更加聪明地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保罗·萨缪尔森

学习目标：

（１）理解资源的相对稀缺。
（２）理解生产可能性线。
（３）掌握机会成本。
（４）理解边际的含义。
（５）认识什么是经济学。
（６）理解产权的重要性。
（７）确定公共物品和知识产权。

第一节　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

“经济”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其意为 “管理一个家庭的人”。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

都在对自己或他人进行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考虑如何进行管理、如何实现一种最

佳状态。

今天课后你是去食堂吃饭还是去学校门口的餐馆就餐？你是吃米饭还是吃面条？我们

每个人每天都在做决策。同样，一个家庭也面临着许多决策。它必须决定哪些家庭成员做

什么，以及每个家庭成员从中能得到什么。谁做晚饭？谁洗衣服？谁能获得额外的礼物？

谁有权选择看什么电视节目？简而言之，家庭要考虑

到每个成员的能力、所做的努力和愿望，以在各个成

员中配置稀缺资源。

和家庭一样，一个社会也面临着许多决策。一个

社会必须决定将要做哪些工作和谁来做这些工作。社

会需要有人种粮食、有人做衣服、有人建房子，还要

有人去设计电脑软件……社会不仅要分配人们 （以及

土地、建筑物和机器）去做各种工作，而且还要分配他们生产的物品与劳务量。

·２·



一、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理性决策的科学。它不仅对指导个人决策的作用明显，而且对公众

决策的指导作用更为凸显。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有助于人们认识法律和政策的后果，可以避

免公共决策的失误，同时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也有助于人们看清隐藏在 “公共利益”后的私

利动机。

什么是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张维

迎认为，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可以概括为 “世界上没有免费

的午餐。做任何事都是有成本的，我们只能在不同的选择

中权衡。个人的选择需要权衡，公共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制

定也需要权衡。为什么没有免费的午餐？因为人的行为基本上是理性的。公共政策必须建

立在理性人的假设的基础上，否则，就会事与愿违，导致整个社会的损失”。

理性人的假设，就是指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 《国富论》中所讲的 “经济

人”。他认为人都是利己主义者，每个人、每个部门都努力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自私自

利是人的经济活动的主要动机。这个假定的主要主张有三点：（１）人是有理性的。每个人
是自己利益的最好的判断者，在各项利益的比较中选择自我的最大利益。（２）利己是人的
本性，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中，追求的是个人利益，通常没有促进社会利益的动机。

（３）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只有在与他人利益的协调中才能实现。交换是在 “理性人”的本

性驱使下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人类的交换倾向是利己本性的外在形式和作用方式。根据这

一假设，家庭的经济行为目标是追求消费效用最大化，而厂商的行为目标是追求利润最

大化。

“经济人”假设的根源是私人产权和稀缺性。因为私人产权的存在，人们的经济利益

存在分歧，又由于资源存在稀缺性使人们存在经济利益的竞争，从而成为经济活动的

动力。

二、稀缺性

试问：你是用自己积攒的钱去旅游还是去进行投资，抑或是一部分用于旅游另一部分

用于投资？如果你除了有足够多的钱去旅游外还有足够多的钱用于投资，我想你就不用进

行选择了。但试问谁会有足够多的钱去满足自己足够多的欲望呢？我们没有足够多的钱来

满足我们的欲望就说明了钱对于我们来说是稀缺的。请试想一下，我们生活中除了钱是稀

缺的外，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稀缺的，足够你或是你的家人，或是整个社会，抑或是整个

人类使用一次、两次，甚至是无数次。生存与发展是整个

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即不断地用物质产品和劳务来满足

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不妨试想一下现代社会中的大量的

经济问题，如经济失衡、失业、通货膨胀、贫富差距、经

济滞胀、金融危机的根源在哪？

资源有自然资源、劳动和资本财货。自然资源包括土

地、矿藏、森林和水域等。劳动是人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总和；资本财货指由以上两

种原始资源生产出来再用于生产过程的资本品。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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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 “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不正说明了人类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你有什么样的欲

望？你想如何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呢？人类无止境的欲望要用什么来满足，怎样满足？是压

抑自己的欲望还是想办法满足自己的欲望？是今天满足欲望还是明天满足，抑或是等条件

成熟后再来满足？如果是你，会做何种选择？为什么要进行选择呢？这正是因为满足自己

欲望的资源是稀缺的，难以让自己梦想成真。

稀缺性是实际生活中的一种现实。稀缺性是指社会提供的东西少于人们想拥有的东

西。对个人而言，提供生产要素 （资本与劳动）所获得的收入是资源；对企业而言，用于

购买各种生产要素的资金是资源；对整个社会而言，各种能够生产出产品的要素是资源，

这些资源相对于个人、企业和社会都是有限的，资源的稀缺性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正如

一个家庭不能给每个成员想要的每一件东西一样，一个社会也不能给每个人以他们向往的

最高生活水平。资源的稀缺是相对的，但又是绝对的，越稀缺的东西越值钱，即 “物以稀

为贵”，某些稀缺的产品，其价格会高得让人瞠目结舌。

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在大多数社会中，资源并不是由一个中央

计划者来配置的，而是通过千百万家庭和企业的共同行动来配置的。因此，经济学家研究

人们如何作出决策：他们工作多少、购买什么、储蓄多少，以及如何把储蓄用于投资。经

济学家还研究人们如何相互交易。经济学家探讨一种物品众多的买者与卖者如何共同决定

该物品的销售价格和销售量。经济学家分析影响整个经济的力量和趋势，包括平均收入的

增长、人口中找不到工作的人所占的比例，以及价格上升的速度等。

三、我们应如何做出决策

要进行决策，那么我们必须清楚以下几个原理。

（一）原理一：人们面临交替关系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为了得到我们喜爱的一件东西，我们不得不放弃另一件我们

喜爱的东西。作为学生我们必须决定如何配置自己最宝贵

的资源———时间。例如，你可以把所有的时间用于学习数

学；也可以把所有的时间用于学习英语；同样可以把时间

分配在这两个学科上。当你把某一个小时用于学习一门课时，你就必须放弃本来可以学习

另一门课的同一小时。而且，你用于学习一门课的每一个小时，都放弃了本来可以用于睡

眠、游戏、看电视或打工赚点零花钱的时间。作为父母要决定如何使用自己的家庭资金。

他们可以购买食物、衣服，或全家旅游，也可以为将来退休或子女的入学教育储蓄一部分

收入。当他们选择把额外的一元钱用于购买上述物品中的一种时，他们必然将在某种其他

物品上少花一元钱。

当众多的人组成社会时，他们也面临各种不同的交替

关系。典型的交替关系是 “大炮与黄油”之间的交替。我

们把更多的钱用于国防 （大炮）以保卫我们的海岸免受外

国入侵时，我们能用于提高国内生活水平的个人物品的消

费 （黄油）就少了。如图１－１所示，如果把一个国家的经
济资源全部用来生产Ｘ产品 （黄油），可生产ＯＤ单位；如
果全部用来生产Ｙ产品 （大炮），可生产 ＯＡ单位；如果同时用来生产 Ｘ和 Ｙ两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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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能有各种不同的Ｘ与Ｙ的产量组合。将 Ｘ和 Ｙ的各种不同的产量组合描绘在坐标图
上，便可得出生产可能性曲线。图 １－１中的 ＡＤ线即生产可能性曲线，或称生产可能
性边界。

图１－１　生产可能性曲线

如图１－１中Ｆ点和Ｃ点比较，少生产ＧＢ数量的 Ｙ产
品 （大炮），就可以多生产 ＨＥ数量的 Ｘ产品 （黄油），因

此，生产ＨＥ单位 Ｘ产品的机会成本就是 ＧＢ单位的 Ｙ产
品。那么，一个国家到底应该选择 Ｆ点还是 Ｃ点？或者是
ＡＤ线上的任何其他一点？可见，选择引致机会成本。

同时，生产可能性曲线还可以用来说明潜力与过度的

问题。生产可能性曲线以内的任何一点 （如图１－１中的 Ｑ
点），说明生产还有潜力，即还有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存

在资源闲置；而生产可能性之外的任何一点 （如图１－１中
的Ｐ点），则是现有资源和技术条件所达不到的。只有生产可能性曲线 ＡＤ之上的点，才
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点。因为它说明了一个社会的全部资源都得到了充分利用，不存在

闲置资源和失业，社会经济达到了充分就业的状态。

图１－２　生产可能性曲线的
移动　　

此外，在资源数量和技术条件不变的条件下，一个社会

现有资源可能生产的产品产量组合是既定的，但当资源数量

变化和技术条件改变时，生产可能曲线会相应移动。随着资

源数量的增加和技术的进步，生产可能性曲线会向外平行移

动。（如图１－２所示）
图１－２中，在原来的技术水平和资源条件下，生产可

能性曲线为Ｘ１Ｙ１。现假定资源数量增加了，或者技术进步、
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使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平移至 Ｘ２Ｙ２。
在Ｘ２Ｙ２上，每一点所代表的两种产品的产量组合都比 Ｘ１Ｙ１
上相应的一点所代表的产量组合要大。因此，生产可能性曲

线向外移动，代表着一个社会生产能力的提高。

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在一定社会的一定时期内，可以

利用的资源是有限的，从而可以生产的产品数量也是有限

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就是从直观的角度来反映生产的可

能性。

那么，效率与平等又是如何交替的呢？效率是指社会能从其稀缺资源中得到最多东

西。平等是指这些资源的成果公平地分配给社会成员。换句话说，效率是指经济蛋糕的大

小，而平等是指如何分割这块蛋糕，在政府制定政策的时候，这两个目标往往是不一

致的。

（二）原理二：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而放弃的东西，得到一种东西要付出机

会成本

决策是在比较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的成本与收益下做出的。例如，上大学的收益是使

知识丰富和拥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但成本是什么呢？是学费、书籍费、住房和伙食的钱加

总起来吗？试想如果不读大学你也需要有睡觉的地方、要吃东西。因此，只有在大学的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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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和伙食比其他地方贵时，贵的这一部分才是上大学的成

本。实际上，大学的住宿与伙食费可能还低于你自己生活时

所支付的房租与食物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住宿与伙食费的

节省部分就成了上大学的收益。让我们再想想，当你把一年

的时间用于听课、读书和写文章时，你就不能把这段时间用

于工作。对大多数学生而言，为上学而放弃的工资是他们受

教育的最大单项成本。你可曾想过，自己的欲望能用何种资

源来满足？一种资源是否只能满足一种欲望？一种资源能否满足多种欲望？多种资源能否

只满足一种欲望？当你手中的资源能满足你的多种欲望而你的资源又有限时，你必须面临

选择，选择会带来机会成本，即选择的机会成本。

我们每天都在做大量的选择和决策。每个 “经济人”在做决策时，都会本着理性的原

则，考虑机会成本和最大收益，从而得出自己的最优解。理性不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看

问题，而是以最优的方案权衡取舍，让自己过得更好。

（三）原理三：理性人考虑边际量

生活中的许多决策都涉及对现有行动计划进行微小的增

量调整。经济学家把这些调整称为边际变动。在许多情况

下，人们可以通过考虑边际量来做出最优决策。

你是否曾经考虑过大学毕业后是马上工作还是继续升学。即你已经受过某种程度的教

育，并要决定是否再多上两三年学。为了做出这种决策，你需要知道，多上一年学所带来

的额外收益 （边际收益）和所花费的额外成本 （边际成本）。通过比较这种边际收益与边

际成本，就可以评价多上一年学是否值得。

现实生活中，一个航空公司应该对等退票的乘客收取多

高的价格。假设一架２００个座位的飞机横越国内飞行一次，
航空公司的成本是１０万元。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座位的平
均成本是１０万元除以２００，即５００元。有人会得出结论：航
空公司的票价决不应该低于５００元。

假设一架飞机即将起飞时仍有１０个空位。在登机口等退票的乘客愿意支付３００元买
一张票。航空公司应该卖票给他吗？答案是应该。如果飞机有空位，多增加一位乘客的成

本是微乎其微的。虽然一位乘客飞行的平均成本是５００元，但边际成本仅仅是这位额外的
乘客将消费的一份餐和一罐汽水的成本而已。只要等退票的乘客所支付的钱大于边际成

本，卖给他机票就是有利可图的。航空公司通过考虑边际量而增加了利润。

因此，个人和企业通过考虑边际量将会做出更好的决策。只要一种行动的边际收益大

于边际成本，一个理性决策者就会采取这项行动。

（四）原理四：理性人会对激励做出反应

通常人们是通过比较成本与收益做出决策的，所以，当成本或收益发生变动时，人们

的行为也会改变。也就是说，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例如，当苹果的价格上升时，人们

就决定多吃梨少吃苹果，因为购买苹果的成本高了。同时，苹果园主决定雇佣更多工人并

多摘苹果，因为出售苹果的收益也高了。新信息发布说吃水果对健康有益，那么理性人就

会吃更多的水果。政府加大对偷窃的惩罚，那么偷窃的人就会变少。经济学专业毕业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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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增加，那么就会有更多的学生学习经济学。

在分析任何一种决策时，我们不仅要考虑直接影响，还要考虑激励的间接影响，这样

才能做出较合理的决策。

对设计公共政策的人来说，激励

在决定行为中的中心作用是重要的。

公共政策往往改变了私人行动的成本

或收益；当决策者未能考虑到行为如

何由于政策的原因而发生变化时，他

们做出的政策就会产生他们意想不到

的效果。

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汽车象征

着地位、行动自由和对新奇事物的探

索。对于一个机修工来说，汽车就像

病人等待他来治疗。对于因为堵车被

困在路上的上班一族来说，汽车就像囚禁犯人的监狱。对于一个装配线上的工人来说，汽

车可能只不过是被组合起来的一堆零件和一份工作。对于一个银行抢劫犯或者是赛车手来

说，汽车就是一匹现代化的机械马。在这些不同人的生活中———他们的例子不胜枚举———

汽车这个金属、橡胶和塑料的组合物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然，这种作用的性质可以有天壤

之别：从修车弄得浑身油垢的现实，到月夜开敞篷车行驶于高速公路的浪漫经历。对于一

名经济学家来说，一辆汽车就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学的几乎全部内容。

通过这段经典的表述我们可以看

出，经济学研究的东西和我们紧密相

关，而且一点也不难懂。它涉及我们

生活中的消费、工作、生产、分工、

体验等诸多方面。经济学家把经济学

研究的问题归结为四个基本问题：

（１）生产什么，产量有多大？
（２）产品是怎样生产的？
（３）产品为谁而生产？
（４）谁做出经济决策，依照什么程序做出决策？

第二节　社会秩序与贸易协作

可以看出，很多时候我们虽然做出了自己的决策，但我们行为的结果不仅会因自己的

决策受到影响，而且也会因别人的决策的影响。或者说，我们每个人的决策会影响到他

人。由此，秩序与协作就成了社会中必不可少的了。

一旦我们把某种东西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对于那些熟悉的事物，我们就很难看清它的

真面目，正所谓 “只缘身在此山中”。因此，我们很少注意到社会中还存在着秩序，也认

·７·

上　篇　微观部分



识不到我们每天赖以生存的社会协作过程。所以学习经济学的一个好办法，就是先学会对

我们每天都参与其中的社会协作的功绩感到惊奇。

一、秩　序

提到高峰期的交通，大家会想到什么？你头脑里想到的一定是 “堵车”。如果提到高

峰期的交通，你想到的只是 “堵车”，那么，你

就支持了这个论点，即我们只注意到失败的情形，

而把成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甚至都感觉不到了。

高峰期的交通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是运动，正

因如此，人们才会日复一日地加入到车流中，而

且都能到达目的地。当然，之所以会 “堵车”是

因为交通系统运转得不完美。但是，我们必须看

到它毕竟还能运转。

二、贸易协作

每个人都熟悉交通，但几乎没有人把交通看成一种协作型的共同努力。通常，我们认

为自己依赖于 “经济”商品，但我们对社会协作过程的依赖要大得多。也许你在新闻中听

到过，在世界经济中日本和美国是竞争对手。在某些方面，的确如此，因为美国企业和日

本企业生产许多相同的产品，争夺同样的顾客。但这两个国家同样进行贸易，实际上，两

国之间的贸易可以使每个国家的状况都变得更好。

不难想象：当你找工作时要与也在找工作的

其他人竞争，这好比你的家庭在与其他人的家庭

竞争。当各个家庭购物时，他们也相互竞争，因

为家庭都想以最低的价格购买最好的东西。因此，

经济中每个家庭都与所有其他家庭竞争。我们不能因为竞争的存在，就自己种粮食、自己

做衣服、盖自己住的房子。因为我们不可能比专门从事粮食种植、裁剪衣服和建筑的人们

干得更好。通过与其他人交易我们可以按较低的价格买到各种各样的物品与劳务。而我们

只要干好我们的专业，就会有更多的收益。国家和家庭一样也从相互交易的能力中获益。

贸易使各国可以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活动，并享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物品与劳务，促进了

整个社会资源的优化。

如果猎人用一天的时间狩猎，他可以猎取２个单位的肉类，如果猎人用一天的时间制
造其他物品，他可以生产１个单位的其他物品；如果工匠用一天的时间狩猎，他可以猎取
１个单位的肉类，如果工匠用一天的时间制造其他物品，他可以生产２个单位的其他物品。
可见，在猎取肉类方面，猎人的效率是工匠的２倍，而制造其他物品时，工匠的效率是猎
人的２倍。

现在我们假设猎人每周用３天去狩猎，４天去制造其他物品，工匠每天用３天生产其
他物品，用４天狩猎。那么猎人每周可以取得肉类６个单位、其他物品４个单位，工匠可
以得到肉类４个单位、其他物品６个单位。但如果猎人和工匠每天都只做他们擅长的事，
那么猎人每周可以取得肉类１４个单位，工匠每周可以取得其他物品１４个单位。周末，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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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用７个单位的肉类就可以从工匠处换取７个单位的其他物品，他们都实现了自己的需
求，同时整个社会资源也得到了丰富 （每周总的产出多了４个单位）。

协作的优点是可以充分有效地利用组织资源，扩大企业经

营的空间范围，缩短产品的生产时间，便于集中力量在短时间

内完成个人难以完成的任务。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在使用过程中会关注三个方面：其一，

个体的行为；其二，群体的合作；其三，前述两种活动的结

果，不管这些结果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对个体行为的关注主要指节约和权衡，或者代

价。节约意味着使用者最大限度地从资源中获取他想要的东西。稀缺使得节约成为必要。

尽管有些人手里掌握着丰富的资源，似乎没有节约的必要，但是时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

稀缺资源，对于钱多得不知怎么花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因此，我们都面临权衡———选择。

不是吗？我们每天从早上起床就面临权衡，是穿裤子还是穿裙子；是穿长裙子还是穿短裙

子；选择了裤子就必须放弃穿裙子，选择了长裙子就必须放弃穿短裙子。我的选择可能和

他的迥然不同，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都得面对稀缺性的问题。如果说个体经济行

为的核心问题是稀缺性，那么群体经济合作的核心问题就是存在大量互不相同甚至互不兼

容的个人计划。

我们通过节约解决稀缺问题，所以就需要千千万万素不相识的人的合作。我们通过参

与协作过程来达到这个目标。城市交通的例子能同时说明这两个方面。当上班族规划行驶

路线、考虑何时并线、决定绿灯变黄灯时该加速还是减速时，他们是在节约时间。而当他

们在特定情况下作出他们认为最好的决定时，他们是在作选择。他们的行为通过一个过程

得到协调，这个过程本身并不仅仅是所有人的行为的简单总和。没有人能通过群体合作来

控制这个过程，然而这个过程却能协调全部个人决策。尽管这个过程并不完美，但大多数

人还是能成功地抵达目的地。

三、效率与比较优势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 “我们的价值观不同，所以我们选择……”那么什么是价值观

呢？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那就是选择更有效率的行为。交换是否发生取决于该行为是否

更有效率。

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效率？Ａ车每公里耗油６升，Ｂ车每公里耗油３升，哪辆车效率
高？初看起来，好像耗油少的必然效率高。但消费者会问另一个问题：“值不值？”。两辆

车的价格肯定不一样。Ａ车假设要６万元，Ｂ车假设要２５万元。多数消费者们也许会感到
Ｂ车虽然省油，但不值这个价，因为买这种车的额外成本 （１９万）超过了节约燃料带来
的额外收益。如果决策者判定预期的额外收益超过了预期的额外成本，就称这个决策或行

动计划是有经济效益的。

简单地说，“值不值”这种问题问的就是经济效益。我们对此的回答可能因人而异。

春节前半个月，有人订机票回家、有人订火车硬座回家、有人选择高铁回家、有人选择坐

汽车回家。每个人都对额外的成本和额外的收益进行比较，然后选择他们认为最好的交通

工具。每个人都在追求一种 “有经济效益”的回家方式。我们无法去评价哪种回家方式最

好，说到底是因为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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