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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版前言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经济时代，置身其中不学习和研究经济学是不可思议
的。在高等职业教育中，西方经济学已成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必修课和专业基础课。事
实上，不管你将来从事何种职业，都需要有经济学知识和经济头脑。

有关经济学的教材已有许多，其中不乏权威和优秀的佳作品。但是，基于高等职业教
育的教学特点，需要有更合适的经济学教材，这正是我们撰写本书的出发点。我们的目的
是编写一本适合高等职业教育特点的西方经济学教材，编写一本高职生读着有趣、教师教
着顺手的西方经济学教材。本着必需够用的原则，我们力求通俗易懂，简化部分理论和内
容，减少数学论证与推导，增加各种小栏目，并尽可能多地联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实际问
题，突出其知识性、系统性、时代性、实用性和趣味性。

本书的编者大都是在高职院校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教师，有着多年的教学经验。
本书由史锋拟订编写大纲并担任主编，李军任副主编。参与本书的编写者有：安徽职业技
术学院史锋（第１０章）、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石颖（第１、８章）、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
学院胡苗（第２章）、安徽职业技术学院汪静（第３章）、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鲁兴华（第

４章）、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吕时礼（第５、７章）、邯郸职业技术学院李军（第６、９章）、武汉商
贸职业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龙华（第１１章）。吕时礼编制了各章的人物窗及知识归纳，并编
写了部分内容，全书由史锋、汪静做了统一修改、补充和审定。

尽管编写者已付出努力，但由于水平有限，加上时间仓促，肯定存在错误与遗漏，恳请
专家与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编写中，引用和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书后只列出了部分参考文
献，若有遗漏，敬请作者原谅。

编　者

２００５年７月



第２版前言

作为一本高职财经类西方经济学课程教材，本书自２００５年出版已有四年，四年来以
其内容适用简明、体例新颖受到了高职教师的欢迎。为了进一步提高教材质量，反映近年
来西方经济学新成果、新内容以及社会发展对高职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保持教材的先进
性，我们组织了这次教材修订工作。这次修订，在继续保持原来的基本框架、内容、行文特
色和体例的基础上，增添了与时代紧密结合的案例，修正了第１版中错误的内容，并根据
教师在使用过程中所提出的建议作了局部的修改。

本次修订工作是由安徽职业技术学院经贸系汪静老师执笔完成的，同时得到了安徽
职业技术学院经贸系施智明老师大力支持和帮助，他对其中的章节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
和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限于时间和水平，本教材在组织修订中可能还存在一些缺陷，恳请专家与读者批评
指正。

编　者

２００９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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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介绍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通过本章的
学习，使初学者对西方经济学有一个综合印象和基本认识。

稀缺性（Ｓｃａｒｃｉｔｙ）　　　　　　　　　机会成本（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Ｃｏｓｔ）
经济学（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微观经济学（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宏观经济学（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实证经济学（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规范经济学（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生产可能性曲线（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Ｃｕｒｖｅ）

１．１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经济学，是一门系统研究人类从事生产和消费活动的一般规律的社会科学。人类从
事经济活动迄今已有上万年的历史，但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仅有２００多年的历史。那么
什么是经济学？经济学是基于什么产生的呢？

１．１．１　稀缺性：人类社会永恒的问题

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经济学是基于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类欲望的无限性这一矛盾
而产生的。经济学（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就是研究怎样将稀缺资源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用途中进行
最佳配置，用于满足人们的无限欲望的社会科学，包括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个组成
部分。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这种无限性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
一个人的欲望或需求得到满足时，另一种欲望就要出现，如人们在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得
到满足之后，就会产生精神生活的需要；二是作为理性的人，多多益善的偏好是支配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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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消费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人们的消费欲望具有随着产品和劳务的发展而不
断发展的趋势。正是这种需求的无限性构成了人类经济活动不断进步的恒久动力。

人的欲望是无限的，然而，满足需求的资源却是稀缺的。用来满足人的欲望的物品可
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由物品，一类是经济物品。自由物品是指自然界中原来就存在的物
品，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可以得到，而且数量无限，可自由取用，如空气、阳光和水等等。
但自由物品在满足人们欲望的过程中所占的比重非常低，人类的各种欲望主要是由经济
物品来满足的。经济物品是指由人类通过劳动生产出来的物品，要获得这类物品必须付
出代价，而且这类物品的数量是有限的。相对于人的无穷无尽的欲望而言，经济物品总是
不足的。这主要是因为，用于生产这些物品的资源是有限的。西方经济学将生产经济物
品的资源分为三部分：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生产资料产品。就自然资源来说，如土地、矿
藏等都是不可再生的，随着工业的高度发展，这些资源被大量消耗，必将日渐缺乏；就人力
资源来说，在一定时间内其受制于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不能无限供给；就生产资料产品来
说，其供给又取决于前两种资源的供给，因此在一定时期内也是有限的。这就是经济学所
说的资源的稀缺性（Ｓｃａｒｃｉｔｙ）。这里的稀缺性，不是指物品或资源的绝对数量的多少，而
是指相对于人类社会欲望的无限性来说，再多的物品与资源也是不足的。因此，稀缺性是
相对的。但是，由于稀缺性存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社会，所以稀缺性又是绝对的，是人类
社会永恒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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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稀缺性与经济学有什么关系？

１．１．２　机会成本和生产可能性曲线

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在一定的时期内，可供人们选择和使用的资源总是一个常量。人
们用这一常量资源生产不同的产品，就涉及到产品的选择优势，为比较这一优势，西方经
济学家提出了机会成本和生产可能性曲线的概念。

１．１．２．１　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Ｃｏｓｔ）是以一定的代价从事某项经济活动所必须放弃的以这

同一代价从事另一项经济活动所带来的利益。那么，实际上被放弃的经济行为可带来的
利益就是实际的经济行为的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适用于社会生产、
消费、交换乃至于政府宏观政策目标的选择等各个方面。

某消费者用２０００美元既可以购买一台彩电，也可以购买一台冰箱。如果他选择了前
者，那么冰箱就是彩电的机会成本；如果他选择了后者，那么彩电就是冰箱的机会成本。

政府增加税收，其机会成本就是纳税人被迫减少消费和投资数量，从而使整个社会消
费下降，生产萎缩，失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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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任何经济活动中，都普遍存在机会成本问题，都要求人们在各种可能的方案
中作出正确合理的选择。西方经济学认为，合理选择的原则和目标就是实现机会成本
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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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大学有无机会成本？

１．１．２．２　生产可能性曲线
社会普遍面临的稀缺性和人们的选择行为可用生产可能性曲线表示。生产可能性曲

线（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Ｃｕｒｖｅ）是指一个社会用其全部资源和当时最好的技术所能生产的
各种产品的最大可能产量的组合点的曲线。它是与机会成本概念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

假定一个社会的资源、人口和技术状况已定，为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它要把所有
的经济资源分配到各种可能生产的不同产品和劳务中去。为了简化起见，假定这个社会
用既定的经济资源和生产技术只能生产投资品和消费品两种产品，其生产组合如表１．１
所示。

表１．１　某社会生产可能性表

组　合 投资品 消费品 组　合 投资品 消费品

Ａ　 ５　 ０　 Ｄ　 ２　 １２

Ｂ　 ４　 ５　 Ｅ　 １　 １４

Ｃ　 ３　 ９　 Ｆ　 ０　 １５

　　表１．１说明这个社会生产的各种可能性，当把全部经济资源都用来生产投资品时，可
生产５亿单位，此时消费品的产出为零；当开始生产消费品时，比如生产５亿单位，这时必
须放弃一部分原先进行投资品生产的资源，因而投资品的产出减少，例如由５亿单位减少
到４亿单位。如果继续增加消费品的生产，则必须减少投资品的生产，如当消费品的产出
为９亿单位时，投资品的产出为３亿单位。以此类推，当社会把全部经济资源都用来生产
消费品时，可生产１５亿单位，而投资品的产出则为零。

将生产可能性表中的各组数值的交点列入坐标，并将各点连接起来，便可得到一条曲
线，这条曲线就叫做“生产可能性曲线”。它显示出一个社会在既定的经济资源和生产技
术条件下，生产所能达到的最高界限或边界，又称“生产可能性边界”。如图１．１所示，图
中横轴表示投资品量，纵轴表示消费品量，曲线ＡＦ表示生产可能性曲线。这里假设生产
资源可无限细分，产出的投资品和消费品也可无限细分，这样形成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是一
条平滑的曲线。图中ＡＦ线上的所有点，都表示当社会资源全部用完时可以达到的产出
组合的各种可能。ＡＦ曲线之外各点，如Ｉ点所表示的生产水平，是这个国家现有的经济
资源和技术水平无法达到的；在ＡＦ曲线之内各点，如Ｊ点所表示的生产水平，是这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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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此时的生产能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的生产组合。

图１．１　生产可能性曲线

１．１．３　资源配置与资源利用

资源的稀缺性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一个基本事实，如何配置和利用稀缺资源以满足

人们的需要，也就成了任何社会都面临的基本问题，经济学正是为了研究这一基本问题的
需要而产生的。

１．１．３．１　资源配置
资源配置就是把资源分配到各种可供选择的用途中，生产出能够满足人们不同需要

的不同物品，它包括三个方面的问题：即生产什么？（Ｗｈａｔ）如何生产？（Ｈｏｗ）为谁生产？
（Ｆｏｒ　Ｗｈｏｍ）这也是人类社会所必须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

（１）生产什么物品？生产多少？

这主要是由于资源的用途是多方面的，并可以相互替代。因此人们在进行经济活动，

用相对稀缺的资源去满足最迫切的欲望时，就有必要进行稀缺资源最优先生产什么物品
的选择，同时决定生产的数量。

（２）如何生产？

即用什么方法来生产。生产一定数量的物品可以采用不同的生产方法。生产方法实
际上是如何对各种生产要素进行组合，是多用资本，少用劳动，即用资本密集型方法来生
产；还是少用资本，多用劳动，即用劳动密集型方法进行生产的问题。在不同生产方法的
情况下，生产相同数量物品，其经济效率并不相同，即资源的利用效率不同。

（３）为谁生产？

即生产出来的产品以什么原则分配给社会各阶级和各成员。产品如何分配，将影响
整个社会生产要素的流向和配置。

１．１．３．２　资源利用
在现实社会中，人类社会往往还面临着这样一种矛盾：一方面资源是稀缺的，另一方

面稀缺的资源还得不到充分利用。资源利用就是人类社会如何更好地利用现有的稀缺资
源，生产出更多的物品。它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１）充分就业问题
资源是否得到充分利用，是否存在资源的闲置和浪费现象，也就是说如何使资源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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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从而使产量达到最大，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充分就业问题。
（２）货币的购买力问题
货币购买力的变动影响着资源的配置与利用。比如购买力下降，１年前１０元钱买１

千克肉，现在只能买０．５千克，这必然影响肉的产量。因此，经济学要研究货币购买力问
题，即一般所说的通货膨胀问题。

（３）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问题
一国经济为什么会发生波动？即资源没变，但产量却时高时低。与此相关的是如何

使产量持续增长，即一般所说的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问题。

１．２　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西方经济学从总体上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

１．２．１　微观经济学

“微观”一词源于希腊文，“Ｍｉｃｒｏ”的中文意思是“小”，微观经济学即“小经济学”或
“个体经济学”。微观经济学（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是以个体经济作为考察对象，研究其在市
场经济制度下的经济行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经济理论。微观经济学的内容实际上包括
三大部分：一是考察个体消费者的经济行为，例如产品的需求数量和需求价格等；二是考
察生产者即厂商的经济行为，例如产品的供给数量和价格等；三是考察生产要素所有者的
经济行为，例如劳动和土地的供给，从而产生出工资和地租理论。

微观经济学从研究个体经济主体的行为入手，来实现个体经济单位的资源最优配置。
它的内容主要包括：

（１）均衡价格理论
研究单个产品的价格决定及市场价格机制对市场需求和供给的影响，从而影响社会

的资源配置。
（２）消费者行为理论
研究消费者均衡，即消费者在收入或支出一定的情况下，如何获得最大满足。
（３）生产理论
研究生产者均衡，即生产者在生产要素投入或成本支出一定的情况下，如何获得产出

或收益最大。
（４）市场理论
研究不同市场条件下，厂商的均衡条件。
（５）分配理论
研究产品以什么原则分配给生产要素的供给者的理论。
（６）微观经济政策
研究政府有关价格管理、消费与生产调节以及实现收入分配平等化政策等等。这些

政策属于国家对价格调节经济作用的干预，是以微观经济理论为基础的。
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均衡价格理论。这是由于在市场经济中，每一种个体经济

的行为都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价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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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着各种经济主体的行为。例如消费者购买什么，购买多少，生产者愿
意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么生产，都由市场上该商品的价格决定，其他内容都是围绕这一
中心问题展开的。

１．２．２　宏观经济学

“宏观”一词也源于希腊文，“Ｍａｃｒｏ”的中文意思是“大”，宏观经济学即“大经济学”或
“总量经济学”。宏观经济学（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是把整个经济总体（通常是一个国家）作
为考察对象，研究其经济活动的现象和规律，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理论。宏观经济学研究
的总量经济内容包括三大部分：一是具有总量性质的经济变量，例如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国民收入（ＮＩ）和货币供给等；二是由无数个体经济活动所组成的整体经济活动，
例如总投资活动、总消费和总储蓄活动等；三是研究一些重要的经济现象，例如通货膨胀、
失业、经济危机周期和经济增长等。

宏观经济学是从研究经济总体的行为出发，来解决整个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
它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

（１）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它是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角度出发，研究国民收入决定及其变动的规律。在宏观经

济学中，国民收入始终是核心问题。
（２）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
宏观经济学把失业与通货膨胀和国民收入联系起来，分析其原因和相互关系，以便找

出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途径。
（３）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周期指国民收入的短期波动；经济增长是国民收入的长期增加趋势。这一理论

是研究国民收入短期波动的原因、长期增长的源泉等，以期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地增长。
（４）开放经济理论
现实的经济都是开放型的经济。开放经济理论要分析一国国民收入的决定和变动如

何影响别国，以及如何受别国影响，同时也要分析开放经济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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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它提供理论根据，而宏观经济政策是要为这

种干预提供具体的措施。政策问题包括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以及政策效应。

１．２．３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联系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中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分支学科。
它们的区别可用表１．２归纳。

表１．２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区别

区 别 点 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研究对象 个体经济（资源配置） 整个经济总体（资源利用）

研究方法 个量分析法 总量分析法

中心理论 均衡价格理论 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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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的联系主要表现在：
（１）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
宏观经济学的总量分析是建立在微观经济学的个量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宏观经济学

的许多理论也是建立在微观经济理论的基础上的，没有微观经济理论的坚实基础，就没有
宏观经济理论的深入发展。二者之间就好比树木与森林，相互依存。

（２）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是互相补充的
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既要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又要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微观经

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和利用问题进行了分析，二者
互相补充，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原理的基本内容。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名称的由来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之前，并没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提法。人们一般把英国
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他的主要代表作是《国民财富性质和
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从亚当·斯密开始的古典经济学既研究经济增长、经济周
期这类今天称之为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又研究价格、价值、成本、收入分配这类称之为微观
经济学的内容。换言之，在经济学形成之初的相当一段时期中，经济学并没有微观与宏观
的区分。

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的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的研究从生产转向需求，直至２０世纪３０
年代之前，研究的中心是资源配置，即今天所说的微观经济学，这一时期的经济学称为新
古典经济学。到１９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时，今天所说的微观
经济学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但是并没有微观经济学这个名称。

在凯恩斯之前，经济学家也研究过经济增长、经济周期这类宏观经济问题。但现代宏
观经济学是在凯恩斯１９３６年发表《通论》之后才形成的，不过提出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
学这两个名称的并不是凯恩斯。凯恩斯也没有把自己的理论体系称为宏观经济学。

第一次使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两个名词的是荷兰统计局一位并不知名的经
济学家Ｐ．迪·沃尔夫。他在１９４１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微观经济解释所指的是一个人
或家庭……的关系。宏观经济解释产生于与个人或家庭组成的大集团（社会阶层、民族
等）……相应的关系。”沃尔夫的解释已接近于今天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理解。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１９４８年出版的《经济学》中把这两种理论构建在一个经济学体
系之内，这成为至今为止几乎所有初级教科书的标准模式。

把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是一个创举，但过分强调这两者之间的区分，
又容易形而上学地割裂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经济学家们正在努力建立一个微观经济学
与宏观经济学统一的体系。也许下一代人学习经济学时又没有了微观与宏观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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