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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学基础”是财经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现已在经济类各专业中得到普遍重视，在工商管理、会
计、物流、旅游、国际贸易、农经、文秘等专业都开设了这一课程。
通过这一课程的学习，学生们可以快速地接受和领会经济学基础知识，提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然而经济学本身的学科性质决定了“经济学”课程理论性强．教学要求高，教学中学生理解困难等特
点，目前众多的经济学课程教材都没有很好的应对之策，现有教材往往理论性强，理解困难，实用性
不强。
为了适应学生们的学习需要，培养与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人才，也为了满足实践性教学的需要，编
写一本合适的经济学基础教材刻不容缓。
    本书从适应高职高专教材改革需要出发，以全面反映当代经济理论最新内容，用实际案例解决抽象
的理论问题为主要特色，努力从方法和形式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在内容上，本书较多地介绍了当前经济活动的一些新理论、新发展和新变化，关注那些对未来经济活
动具有开拓性、指导性、实用性的思想观念和方法的阐述，以使学生形成正确的思维模式，提高理解
和认识问题的能力。
    本书打破了以往教材从理论到理论的做法，将理论与实际有机结合，既体现了经济学的理论性、思
想性和体系的完整性，同时又介绍了解决经济学问题的方法。
在编写形式上，除了增加一些实际应用方面的内容外，还专门编写了学习目标、本章小结、练习与思
考等，设置了“实践与操作”板块，并附有练习答案和PPT，力求探索一种“讲、读、研、用、练”
一体化的教材模式，以尽可能适应精讲多练、强调能力和能动性的新型教学方式的需要。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学基础>>

书籍目录

模块一 经济学基本理论  第1章 导论    1.1 经济学的含义    1.2 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1.3 实证经济学和规范
经济学    1.4 经济学十大原理    练习与思考    实践与操作模块二 市场运用知识与方法  第2章 需求、供给
与均衡价格    2.1 需求    2.2 供给    2.3 均衡价格    2.4 弹性理    练习与思考    实践与操作模块三 经济主体
决策  第3章 消费者行为理论    3.1 欲望与效用    3.2 边际效用分析与消费者均衡    3.3 无差异曲线分析与
消费者均衡    3.4 替代效应、收入效应与价格效应    练习与思考    实践与操作  第4章 生产者行为理论   
4.1 生产与生产函数    4.2 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与一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投入    4.3 生产要素最适组合    4.4 规
模报酬    练习与思考    实践与操作  第5章 成本理论    5.1 成本的含义    5.2 短期成本分析    5.3 长期成本分
析    5.4 收益与利润最大化    练习与思考    实践与操作  第6章 厂商均衡理论    6.1 市场与市场结构    6.2 完
全竞争市场上的厂商均衡    6.3 完全垄断市场上的厂商均衡    6.4 垄断竞争市场上的厂商均衡    6.5 寡头
垄断市场上的厂商均衡    练习与思考    实践与操作  第7章 分配理论    7.1 生产要素价格的决定    7.2 工资
、利息、地租、利润    7.3 平等与效率    练习与思考    实践与操作模块四 政府干预实施附录 各章“练习
与思考”参考答案参考文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学基础>>

章节摘录

　　模块一 经济学基本理论　　第1章 导论　　1.1 经济学的含义　　“经济”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
意为“管理一个家庭的人”。
乍一看，经济学的这个起源似乎有点奇特。
但事实上，家庭和经济有着许多共同之处。
　　一个家庭面临着许多决策。
它必须决定哪些家庭成员去做什么，以及作为回报，每个家庭成员能得到什么：谁做晚饭?谁洗衣服?
谁在晚餐时能多得到一块甜点?谁有权选择看什么电视节目?简言之，家庭必须考虑到每个成员的能力
、努力和愿望，以及稀缺资源在各个成员中的配置。
　　和家庭一样，一个社会也面临着许多决策。
一个社会必须决定需要做哪些工作和由谁做这些工作。
社会需要一些人种粮食，另一些人做衣服，还有一些人设计电脑软件。
一旦社会分配人们去做各种工作，它还应该分配他们生产的物品与劳务量。
社会必须决定谁将吃鱼子酱而谁将吃土豆，还必须决定谁将开保时捷跑车而谁将坐公共汽车。
　　1.1.1 资源的稀缺性　　地球上的物品分为两大类。
一类称为资源，指的是经济资源或者经济物品，就是人类必须付出代价方可得到的物品，即必须借助
生产资源通过人类加工出来的物品；另一类称为自由资源或者自由物品，指像空气、阳光之类的人类
无须通过努力就能自由取用的物品，它们的数量是无限的。
经济学只讨论资源。
资源的稀缺性指的是资源相对于欲望或需要的不充分性。
经济学中经常用“大炮与黄油的矛盾”来阐述资源稀缺性的问题。
“大炮与黄油的矛盾”指的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拥有一定量的资源，并用于生产各种物品。
资源的量是一定的，所能生产的各种物品的量也是有限的。
多生产某种物品就要少生产其他物品。
为了简单起见，假设社会中只生产大炮与黄油这两种物品，那么，多生产大炮就要少生产黄油，多生
产黄油也要少生产大炮，这种大炮与黄油不可兼得的情况就是“大炮与黄油的矛盾”。
“大炮与黄油的矛盾”根源于资源的有限性，生产大炮与黄油需要各种资源(资本、劳动、土地、企业
家才能)，如果这些资源是无限的，能生产出来的大炮与黄油也是无限的，那么，就不会存在大炮与黄
油的矛盾了。
但事实是，人类社会的资源是有限的，在经济学中，资源的有限性被称为稀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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