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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济学源远流长，其学问博大精深。
然而，经济学就在你的身边，经济生活正在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人们试图搭建经济学和现实生活之
间桥梁的努力也从未停止过。
根据研究对象和所要解决问题的不同，经济学又分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两部分。
微观经济学研究个人角色——家庭、企业、社会在经济舞台上的表现。
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此类研究都涉及国家经济发展、企业合理规划和人们的日常起居，并用详细的理论和普遍的例证使经
济学发展速度达到了令不少学科望尘莫及的地步，使经济学被誉为社会科学中的“皇后”。
19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就写道：“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事务的
学问。
”在现实中，我们的生活也时刻被经济学的影子所萦绕，就连婚姻都充满着经济学的味道。
虽然如此，但真正了解经济学并能为己所用的人却为数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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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学中蕴含了人类行为所包含的深刻哲理，它能让您更好地理解生活、工作以及未来的人生。
基于经济学对生活的影响力，很多人都希望学习和了解一些经济学知识。
本书正是基于此种思想，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将人们在婚恋、消费、经商、求职等日常生活中能接
触到的方方面面，用富于哲理的故事把其中蕴含的经济学原理表达出来。
阅读本书，您将会领略到经济学的魅力，从中获得经济学的思维训练，从而掌握从经济学的观点看待
生活的智慧。
本书构思新颖、语言生动活泼，是一本适合大众阅读的通俗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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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此外，经济学还分析了营业的条件（也称为停止营业点）。
我们知道，总成本分摊到每个产品的成本就是平均成本。
同样，平均成本是由平均固定成本和平均可变成本两部分构成。
当产品的价格等于平均可变成本时，厂商有可能进行生产。
因为，此时的损失是不生产也要支付的平均固定成本。
当价格低于平均可变成本时，厂商就不会进行生产。
因为，此时不停止营业，厂商不仅蒙受不变成本的损失，而且还蒙受可变成本的损失。
停止营业点除以平均可变成本就是价格。
因此，我们在做出短期决策时不用考虑固定成本或平均固定成本，只要考虑可变成本与平均可变成本
。
下面我们举例来分析。
在短期内，经营一家餐馆的成本包括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固定成本就是餐馆房屋的租金、厨房设备
、桌子、盘子、餐具等，这些成本是不随就餐人数的变化而变化的；而另外一些成本是随就餐人数而
不断调整的，包括购买食物的成本、厨师和服务员的工资、营业税支出等，这些属于可变成本。
在餐馆决定是否营业时，必须从营业收入和成本的对比情况出发，当营业收入可以弥补全部成本并能
有所赢利时，餐馆当然会选择继续经营。
但是，是不是说如果餐馆的收益不足以弥补全部成本，餐馆就一定停业呢？
实际上不是这样，还要看营业收入和可变成本之间的对比情况，只要经营的收入大于可变成本，餐馆
就会继续营业，只有从顾客那里得到的收入少到不能弥补餐馆的可变成本时，餐馆才会停止营业。
同样道理，我们也不难理解在秋冬淡季，中山国旅以“特价线路”吸引消费者的经营行为了。
因为旅行社在淡季游客不足，而旅行社的大客车、工作人员这些生产要素是不变的。
一个游客都没有，汽车的折旧费、工作人员的工资等固定费用也要支出。
任何一个企业的生产经营都有长期与短期之分，从长期看如果收益大于成本就可以生产。
在短期，不经营也要有固定成本的支出，因此只要收益能弥补可变成本，就可以维持下去。
换个说法，每位乘客支付的费用等于平均可变成本，就可以经营。
在正常情况下，无论是进行价格战，还是在淡季以折扣吸引消费者，价格都不能低于平均可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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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
　　——马歇尔关于政治经济学我们可以读到的最好的书本就是现实生活。
　　——李斯特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活中的经济学>>

编辑推荐

《生活中的经济学》：学习经济学本身不会使你富有，但它将给你一些耐人寻味的启迪，让你像经济
学家一样思考社会、思考人生！
这是一本告诉大家如何掌握经济学，进而运用经济学思考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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