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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经济数学基础》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
教材，又是教育部新世纪高职高专教育高等数学课程内容、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研究成果。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经济数学基础》是在充分研究当前我国高职高专大众化发
展趋势下的教育现状，认真总结、分析、吸收全国高职高专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经济数学教学改革经
验的基础上编写的。
从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出发，以教育部新修订的《高职高专教育高等数学教学基本要求》为指
导，优选了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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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函数第一节 函数的概念一、函数的概念二、函数的几种特性三、反函数思考题1.1习作题1.1第
二节 初等函数一、基本初等函数二、复合函数三、初等函数思考题1.2习作题1.2第三节 经济中常用的
函数一、需求函数与价格函数二、供给函数三、总成本函数四、收入函数与利润函数思考题1.3习作
题1.3习题一第二章 极限与连续第一节 极限一、数列的极限二、函数的极限三、极限的性质思考题2.1
习作题2.1第二节 无穷小量与极限的运算一、无穷小量二、无穷大量三、极限的运算思考题2.2习作
题2.2第三节 两个重要极限与无穷小的比较一、limsinx/x=1二、lim（1+1/x）x=e三、无穷小的比较思考
题2.3习作题2.3第四节 函数的连续性一、函数连续的定义二、初等函数的连续性三、闭区间上连续函
数的性质思考题2.4习作题2.4习题二第三章 导数与微分第一节 导数的概念一、两个实例二、导数的概
念三、可导与连续四、求导举例思考题3.1习作题3.1第二节 求导法则一、函数的和、差、积、商的求
导法则二、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三、反函数的求导法则四、基本初等函数的求导公式五、三个求导方
法六、高阶导数思考题3.2习作题3.2第三节 微分及其在近似计算中的应用一、两个实例二、微分的概
念三、微分的几何意义四、微分的运算法则五、微分在近似计算中的应用思考题3.3习作题3.3习题三第
四章 一元函数微分学的应用第一节 拉格朗日（Lagrange）中值定理和函数的单调性一、拉格朗日中值
定理二、两个重要推论三、函数的单调性思考题4.1习作题4.1第二节 柯西（Cauchy）中值定理与洛必
达（L＇Hospital）法则一、柯西中值定理二、洛必达法则思考题4.2习作题4.2第三节 函数的极值与最值
一、函数的极值二、函数的最值思考题4.3习作题4.3第四节 函数图形的凹向与拐点一、曲线的凹向及
其判别法二、拐点及其求法三、曲线的渐近线四、函数作图的一般步骤思考题4.4习作题4.4第五节 一
元函数微分学在经济上的应用一、成本函数与收入函数二、边际分析三、弹性与弹性分析思考题4.5习
作题4.5习题四第五章 一元函数积分学第一节 不定积分的概念及性质一、不定积分的概念二、基本积
分公式三、不定积分的性质思考题5.1习作题5.1第二节 不定积分的积分方法一、换元积分法二、分部
积分法思考题5.2习作题5.2第三节 定积分的概念与性质一、定积分问题举例二、定积分的概念三、定
积分的几何意义四、定积分的性质思考题5.3习作题5.3第四节 微积分基本公式一、变上限积分函数及
其导数二、牛顿—莱布尼茨（Newton-Leibniz）公式思考题5.4习作题5.4第五节 定积分的积分方法一、
定积分的换元法二、定积分的分部积分法思考题5.5习作题5.5第六节 反常积分一、无穷区间上的反常
积分二、τ函数思考题5.6习作题5.6第七节 定积分的应用一、定积分应用的微元法二、定积分的几何
应用三、定积分在经济上的应用思考题5.7习作题5.7习题五第六章 多元函数微分学第一节 空间直角坐
标系与向量的概念一、空间直角坐标系二、向量的概念及其线性运算三、向量的坐标表示四、向量的
点积与叉积五、平面与直线思考题6.1习作题6.1第二节 空间曲面与曲线一、空间曲面的一般概念二、
母线平行于坐标轴的柱面三、二次曲面思考题6.2习作题6.2第三节 多元函数的极限与连续一、多元函
数的概念二、二元函数的极限与连续思考题6.3习作题6.3第四节 偏导数一、偏导数二、高阶偏导数三
、偏导数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思考题6.4习作题6.4第五节 全微分思考题6.5习作题6.5第六节 多元函数的极
值一、二元函数的极值二、多元函数最大值与最小值三、条件极值思考题6.6习作题6.6习题六第七章 
常微分方程第一节 常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思考题7.1习作题7.1第二节 一阶微分方程一、可分离变量的
一阶微分方程二、一阶线性微分方程三、一阶微分方程在经济中的应用举例思考题7.2习作题7.2第三节
二阶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一、二阶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解的性质二、二阶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的
求解方法三、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的求解方法思考题7.3习作题7.3习题七第八章 行列式与
矩阵第一节 行列式定义一、二元一次方程组与二阶行列式二、n阶行列式的定义思考题8.1习作题8.1第
二节 行列式的性质一、行列式的性质二、行列式的计算三、克拉默法则四、运用克拉默法则讨论齐次
线性方程组的解思考题8.2习作题8.2第三节 矩阵的基本概念与基本运算一、矩阵的概念二、矩阵的线
性运算三、矩阵的乘法四、矩阵的转置五、方阵的行列式思考题8.3习作题8.3第四节 逆矩阵思考题8.4
习作题8.4第五节 矩阵的初等变换一、矩阵的初等变换二、单位矩阵的初等变换与初等矩阵三、用初等
变换求逆矩阵四、用初等变换求矩阵的秩思考题8.5习作题8.5习题八第九章 线性方程组第一节 向量组
的线性相关性一、n维向量二、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三、向量组的秩四、初等行变换求向量组的秩思
考题9.1习作题9.1第二节 齐次线性方程组一、解的判定和解的性质二、基础解系思考题9.2习作题9.2第
三节 非齐次线性方程组一、解的判定和解的结构二、用初等行变换求线性方程组的通解思考题9.3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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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9.3习题九第十章 线性规划第一节 线性规划问题的数学模型一、什么是线性规划问题二、数学模型
的一般形式思考题10.1习作题10.1第二节 线性规划解的性质一、几个概念二、两个变量线性规划问题
的图解法三、从图解法看线性规划问题解的几种情况思考题10.2习作题10.2第三节 单纯形法简介思考
题10.3习作题10.3第四节 对偶线性规划问题一、对偶问题数学模型二、对偶线性规划问题的性质三、
对偶规划的经济意义——影子价格思考题10.4习作题10.4习题十第十一章 符号计算系统Mathematica及
其应用第一节 初识符号计算系统Mathematica一、用Mathematica作算术运算二、用Mathematica作代数
运算三、系统的帮助四、Notebook与Cell五、常用函数六、变量七、自定义函数八、表九、解方程十
、Which语句十一、Print语句思考题11.1习作题11.1第二节 用Mathematica做经济数学一、用Mathematica
求极限二、用Mathematica进行求导运算三、用Mathematica做导数应用题四、用Mathematica做一元函数
的积分五、用Mathematica解常微分方程六、用Mathematica做向量运算和三维图形七、用Mathematica求
偏导数与多元函数的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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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十一章 符号计算系统Mathematica及其应用 　　众所周知，经济数学中许多重要方法，如求极
限、求导数、求不定积分、求定积分、解常微分方程、向量运算、求偏导数、计算行列式与矩阵、解
线性方程组、求线性规划等，只靠笔算难以完成。
 　　为提高读者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本章将对符号计算系统Mathematica及其在上述运算中的
应用进行简单介绍，更详细内容，请参阅Mathematica的在线帮助。
 　　第一节 初识符号计算系统Mathematica 　　大家知道，计算机是应数值计算的需要而诞生的。
今天，计算机已从单纯的数值计算功能发展到文字处理、数学推理与图形变换等功能，正在不断改变
着人们的工作及生活方式，使人类的劳动效率及生活水平都在不断提高。
随着计算机的逐步普及，人们对计算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数学软件包就是为方便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大专院校师生及科学技术人员用计算机处理数学问题而提
供的软件工作平台。
数学软件包不仅能方便的进行数值计算，而且能方便地进行数学表达式的化简、因式分解、多项式的
四则运算等数学推理工作，一般称后者为符号计算。
因此，数学软件包又称为符号计算系统。
 　　Mathematica系统是目前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符号计算系统，它是由美国伊利诺大学复杂系统研究
中心主任、物理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教授Stephen Wolfram（Stephen Wolfram于1959年生于伦敦，在
牛津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受教育，1979年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负责研制的。
该系统用C语言编写，博采众长，具有简单易学的交互式操作方式、强大的数值计算功能及符号计算
功能、人工智能列表处理功能以及像C和Pascal语言那样的结构化程序设计功能。
它有Dos环境下及Windows环境下的几种版本。
本书主要介绍Windows环境下的2.21版本在数学中的应用，其他版本类似。
 　　一、用Mathematica作算术运算 　　双击Mathematica之图标，启动Mathematica系统，计算机屏幕
出现Mathematica的工作窗口（图11—1），此时可以通过键盘输入要计算的表达式。
 　　例1 计算100！
。
 　　解 在主工作窗口用户区（图11—2）中，输入100！
。
 　　单击运算按钮后（或按Shift+Enter键），得运算结果（图11—3） 　　注意 在图11—3中，In[1]
：=与Out[1]=均是在运算后由系统自动给出的，用户不能自己输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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