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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200 多年来市场经济运行
规律的抽象和概括。其基本理论一般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初步三
部分内容。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
定进一步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实践经验证明，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
理论，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更好运行有很多启发和帮助。西方经济学已成为高
校经济管理类各专业的必修课，是学习好专业课的基础。

本书是河南省高等职业教育经济管理类“十二五”规划教材，由郑州大学出版社组织
编写并审定，作为高职高专院校经济管理类教材。本书的主要特点如下:

1．循序渐进，突出重点。本书在教学内容安排上力求少而精，突出西方经济学的重点
内容。重点分析了涉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政策。对基本概念
的表述力求精练、准确;对基本原理的介绍力求条理清晰、简明扼要; 文字阐述力求通俗易
懂，避免运用太多的数学知识。

2．结构合理，内容充实。全书共 14 章，涵盖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
的部分内容。并将经济学近年来发展的新内容及时地体现了出来，如博弈论、寻租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不完全信息、消费理论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理论等。

3．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学以致用。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将知识转化为能力，本书在内
容的架构上更多地体现了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每章都设有技能和知识学习目标，通过案
例导入引发学生的兴趣与思考;教学内容中的案例和阅读与实战分析等帮助学生更好地
理解相关内容，拓展学生知识的广度和深度。课后的“知识结构图”和“复习思考题”等侧
重将知识学以致用，实现理论和实践能力的提升，注重了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4．形式灵活，增加趣味性。本书在编写中力求体现多种元素的一体化，原理先行，案
例同步，实际训练跟进，参考了大量国内外经典作品与案例，增强了教材的可读性，为学生
的兴趣化学习提供了助益。

本书由赵翠红担任主编，负责全书的大纲拟定、撰写及定稿工作，苏静、许勤、杨铁良、
钱静、郭书克、李峰等担任副主编，协助主编完成资料收集及校稿工作，本书是各位参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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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力合作的结果。具体编写分工是:赵翠红( 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 编写第 1 章、
第 9 章;郭书克(郑州航院信息统计学院) 编写第 2 章和第 12 章; 杨铁良( 河南财政税务
高等专科学校)编写第 3 章、第 7 章的前半部分、第 13 章; 苏静( 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
学校)编写第 4 章、第 10 章;钱静(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 编写第 5 章、第 11 章; 许
勤(郑州大学)编写第 6 章、第 8 章 ; 李峰( 武汉大学博士) 编写第 7 章的后半部分、第
14 章。

经审定，本书的编写特色既体现了高职教育的特色，可作为高职高专经济管理类专业
教材，也可供广大经济管理者的业务学习、参考之用。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广泛参阅了国内外经济学教材，尤其是业界权威人士之作，其主
要的已作为参考文献列于书后，在此，谨向文献作者深表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错误或不足之处，恳请广大同仁和读者不吝赐教。

编者
2013 年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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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导言

导言

课前导读
【技能培养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能够理解经济学产生的原因; 熟
悉西方经济学的内容体系;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为以后的西方经
济学学习打下基础。
【知识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重点掌握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方
法，掌握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熟悉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以及
混合经济制度的特征。
【学习重点难点】

1．稀缺性、机会成本的含义，以及这两个概念与经济学的关系。
2．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3．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含义及关系。

【导入案例】

亚当·斯密对经济机器的初探

“人们为什么如此的辛苦劳碌? 贪婪、野心和对名望以及财富追逐的最
终目的是什么?”亚当·斯密在《国富论》( 1776 年) 中回答了上述他自己所提
出的问题，解释了自利的动机如何以一种奇迹般的方式润滑了经济机器，从而
形成了自我调整的自然秩序。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而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
于是竞争成了一个永恒的主题，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厂商与厂商之间、国家与
国家之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今天，假如亚当·斯密能够重新归到我们身
边，那么他会对两个多世纪以来的经济增长做何感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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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

第一节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一、稀缺性与经济学的产生

由于人类欲望的无限性和资源的稀缺性之间存在着矛盾，如何合理地配置和利用有
限的资源就成为人类社会永恒的问题。而且，人类经济问题的根源也在于资源的稀缺性。

( 一) 资源的稀缺性
经济学家把满足人们欲望的物品分为自由取用物品和经济物品。前者是指在大自然

中大量存在，并且一般可以自由取用而无须付费的物品，如空气、阳光等。后者则是数量
有限，在获得时通常必须花费成本。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是指经济物品或经济资源。在
现实生活中，人们欲望的满足绝大多数依靠经济物品，而相对于人类的无限欲望而言，经
济物品以及生产这些经济物品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被称为稀缺性。可以看出，
经济学所说的稀缺性是指相对稀缺性，也就是说，稀缺性是指相对于人类欲望的无限性而
言，再多的资源也是不足的。但是，这种稀缺性的存在又是绝对的，它存在于人类历史的
各个时期。按照美国学者马斯洛的解释，人的欲望或需要可以分为五个层次: 第一，基本
需要，即吃、穿、住等生存的需要，这是最低层次的需要;第二，安全的需要，即希望未来生
活的保障，如免于受伤害，免于受剥削，免于失业等;第三，社会的需要，即感情的需要，爱
的需要，归属感的需要;第四，尊重的需要，即需要有自尊心以及受到别人的尊重;第五，自
我实现的需要，即出于对人生的看法，需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等。一种欲望满足
了，又产生新的欲望，永无止境。当然，稀缺性也就成了人类社会永恒存在的问题，只要有
人类社会，就会有稀缺性。

【轻松一刻】

稀土元素在封建王朝时期身价如何?
如今，电子产品充斥着我们生活的信息时代，稀土元素作为必备的原材料之一，身

价倍增。可是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在封建王朝即便是盛唐时期，这位贵族元素会被达官
贵人和摩登潮人看在眼里? 人类不断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而这种追求本身会遇到时
间、空间和各种资源的限制，于是人们不断地为自己制造难题，再花力气解决问题，从这
个意义上讲，稀缺性之所以成立，正是因为人类“不断出现的过度需求”。

( 二) 经济学的产生
鉴于人类欲望的无限性与资源的稀缺性之间的矛盾，人们必须研究如何最有效地配

置和利用稀缺的资源，用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欲望。那么，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用有
限的资源来满足无限的欲望的一门社会科学。所以，经济学产生于资源稀缺性的存在。

由于人类社会的无穷欲望有轻重缓急之分，那么在解决稀缺性问题时，就必须对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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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资源做出选择。所谓选择，就是要决定如何用有限的资源去生产经济物品，以便更好
地满足人类的需求。资源的稀缺性迫使我们做出选择，所以经济学又被称为“选择的科
学”。

经济学是为解决稀缺性问题而产生的，因此，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由稀缺性而引
起的选择问题，即资源配置问题。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许多经济学家把经济学定义为
“研究稀缺资源配置和利用的科学。”也正是因为资源的稀缺性和人们追求效益的愿望，
就使得经济学成为一门十分重要的社会科学。

二、机会成本与生产可能性边界

( 一) 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又称选择成本、择一成本，是指如果一种生产要素被用于某一特定用途，它

便放弃了在其他替代用途上可能获取的种种收益，所放弃的收益中最大的收益就是这一
特定用途的机会成本。机会成本存在需要两个前提条件: 第一，生产要素是稀缺的;第二，
生产要素是具有多种用途的。例如，某人有 10 万元资金，可供选择的用途及各种用途可
能获得的收益是: 经营超市获利 2 万元，经营餐厅获利 3 万元，投资基金获利 3． 5 万元，进
行期货投机获利 4 万元。如果某人选择把 10 万元用于期货投机，则放弃的其他可供选择
的用途是经营商店、经营餐厅和投资基金。在所放弃的用途中，收益最高的用途是投资基
金( 可获利 3． 5 万元) 。所以，在选择进行期货投机时，机会成本就是投资基金的收益。
或者说，选择进行期货投机获利 4 万元的机会成本是所放弃投资基金时可能获得的
3． 5 万元。

从机会成本的角度考虑问题，要求我们把每种生产要素用在取得最佳经济效益的用
途上，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否则，所损失的潜在收益将会超过所取得的现实收益，生
产要素的配置就不是最优的，这将造成生产资源的浪费。必须注意到，机会成本只是一种
对生产要素使用上的不同选择而产生的相对成本，是一种隐含成本，它并不同于会计
成本。

【轻松一刻】

算一笔上大学的账
您放弃了步入社会打工赚钱的机会，放弃了在家孝顺父母的机会，放弃了球场上奔

跑愉悦身心的机会，您花着父母的血汗钱交上学费，坐在教室中忍受寒窗苦读。这样想
来，您目前选择的道路“机会成本”未免太高了些。

但凡是放弃了“机会成本”，而选择了目前从事的活动，这必然是由于目前的活动
给将来所带来的收益远大于“机会成本”。因为您将来可以以更好的方式、更强的力量
来回报父母、盈利社会、娱乐自己。当然，前提是您是一位理性的懂得以自身利益最大
化为前提的经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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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生产可能性边界
由于资源是稀缺的，如果用于生产某一种物品的资源多了，那么用于生产其他物品的

资源就会相应减少。为了使稀缺的资源来满足无限多样的需要，经济学提出生产可能性
边界的概念。所谓生产可能性边界，就是一个社会用其全部资源和当时的技术所能生产
的各种产品和劳务的最大数量的组合。

我们可以用简单的表格和图形来说明资源的稀缺性。为简便起见，我们假定在技术
水平和资源既定的条件下，如果只生产公寓可以生产 50 万套，只生产轿车可以生产
150 万辆，在两种极端的可能之间，公寓和轿车可以有不同数量的组合，如表 1 － 1 有 A，
B，C，D，E，F六种组合。

表 1 － 1 既定资源下公寓和轿车的组合

组合 公寓数量 /万套 轿车数量 /万辆

A 0 150

B 20 135

C 30 120

D 40 90

E 45 60

F 50 0

根据表 1 － 1 可以作如图 1 － 1 所示的一条曲线 AF:

图 1 － 1 生产可能性曲线

图 1 － 1 中，横轴表示公寓的数量，纵轴表示轿车的数量，A，B，C，D，E，F 点分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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