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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学基础(第2版)》针对高职高专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要求和特点，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
原理、基本概念、发展线索以及重要理论的基本应用、政策措施做了全面的介绍，内容不仅涵盖微观
经济学，也涉及宏观经济学，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
《经济学基础》还根据课程的需要，精选了丰富生动的案例和补充阅读材料，既有利于帮助学生理解
相关的知识点，又提高了《经济学基础》的可读性和适用性。

　　《经济学基础(第2版)》适用于大专、高职高专中经济学专业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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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关于稀缺与竞争的师生对话 问：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假设是“资源是稀缺的”，“
稀缺”应该怎样理解？
 答：“稀缺”（scarcity）的确是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假设，如果没有稀缺的话，那根本不需要经济学。
稀缺，简单地说，就是“人们想要的超过了所能得到的”。
 问：可不可以理解为“稀缺的东西一定是自然界里很少的东西”。
 答：这样理解不对。
稀缺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概念。
比如有一种东西，自然界里很少，但是如果人们根本不需要这种东西，那么这种东西依然不是稀缺的
。
反过来，有的东西自然界里很多，但是人们需要的更多，这种东西依然是稀缺的。
所以，稀缺是一个客观存在和主观需要相结合的概念。
如果客观存在相对于主观需要不够，那么就是稀缺的。
 问：那有没有不稀缺的东西？
 答：当然有了，比如空气和阳光，一般来说是不稀缺的。
还有比如苏东坡在《前赤壁赋》中提到的“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这些都是不稀缺的，“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嘛！
这些不稀缺的物品在经济学上叫做“免费物品”，相对应地，稀缺的物品叫做“经济物品”或者“资
源”。
 问：今天中午有人请客，我免费吃了一顿，这个午饭是“免费物品”吗？
 答：不是，你吃的这个午餐依然是经济物品。
虽然说你没有付费，但是别人付费了。
免费物品的意思是说，所有人都没有付费，然而所有人都享受到了。
我们有时会看到，超市里有一些免费试吃的食品，这也不是经济学上的“free goods”，因为虽然顾客
可以免费试吃，但成本是由超市负担的，还是有人为此付费了。
只要有人付费了，就不是免费的。
所有人都不需要付费，这才是免费的。
 问：我可不可以这样说：价格为正的物品一定是经济物品。
 答：可以这么说。
因为免费物品的价格为零，只要价格为正，那么就是经济物品。
价格为正，意味着人们要得到它就必须付出代价。
 问：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价格为正，意味着人们之间存在竞争。
价格只是解决竞争的一个手段？
 答：你说对了。
经济物品是稀缺的，人们之间必然存在竞争，竞争总要有一个准则来决出胜负，来决定这稀缺物品到
底归谁，到底“鹿死谁手”。
市场竞争的准则是“价高者得”，谁付得起钱，谁就得到，这也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用的分配资源
和解决竞争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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