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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系统介绍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教材，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吸收了国内外经典
教材的优点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深入浅出地阐释了西方经济学的深奥理论，其表述形式契合中国
读者的思维方式，使读者能够轻松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方法和思维。
    本教材篇幅适中，适用于高等院校经济学、管理学本科核心课教学，也适用于自学考试、夜大和远
程教学等成人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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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一般来说，现代西方经济学是指流行于西方社会的各种经济理论和学说主张，
由众多流派、各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组成。
为了使初学者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先有一个总体印象，明确这一理论体系的框架结构，本章以西方经济
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为题，扼要介绍相关的基本范畴和概念。
本章介绍的有些名词术语和论证，初学者可能会感到有些抽象，似懂非懂。
但是，只要对这里谈到的问题包括有些名词有初步的粗浅的理解，就能随着学习的逐步深入，最终获
得更具体深入的理解。
　　第一节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经济学是什么？
在学习经济学之前，无疑会问这样的问题。
　　生活中的很多问题会引起人们的思考，如一个家庭如何决定谁做晚饭，谁洗衣服的问题；人们为
什么对政府的预算赤字感到担忧？
为什么担心通货膨胀？
预算赤字对通货膨胀有什么样的影响？
一个大学生上大学实际付出了多高的代价？
通过经济学的学习，我们会知道人们面对稀缺资源是如何作出决策的。
　　一、经济稀缺性与经济学　　每个经济社会都面临很多经济问题，但西方经济学认为，任何社会
，不论它的社会经济制度如何，也不论它处在什么年代，其经济问题都源于一个基本的经济事实或矛
盾，即人类欲望的无限性和满足欲望的资源的稀缺性，这一矛盾，也是经济学产生的根源。
　　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人类之所以要进行生产活动，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消费欲望，假如人们的
消费欲望以及由这些欲望所引起的对物品和劳务的需要是有限的，而满足需要的手段是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便不会产生资源稀缺性问题，经济学也就不会产生。
可是，实际上在人类社会中，生产资源以及用它们生产的产品总是既定的，而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
由此便产生了稀缺性问题。
　　按照美国学者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人的欲望或人的需要可分为以下五个层次：第一
，基本的生理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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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生活有保障，如免于受伤害、免于受剥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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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需要得到尊重、朋友的尊重、社会的尊重；第五，自
我实现的需要，即出于对人生的看法，需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些欲望或需要一个接一个地产生，当
前一种欲望或需要得到满足或部分满足以后，又会产生后一种欲望或需要，所以欲望或需要是无穷无
尽的。
关于人的欲望无限性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它不属于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因而只假定存在这一事
实，而将这一问题留给生理学家研究。
　　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源的稀缺性是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一直困扰人类的一个难题，是人类面临的永
恒的问题。
西方经济学家把满足人类欲望的物品分为“自由物品”（free goods）和“经济物品”（economic
goods）。
前者指人类无需通过努力就能自由取用的物品，如阳光、空气等，其数量相对于人们的欲望来说是无
限的；后者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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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物品”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是最重要的，但它的数量是有限的。
经济物品之所以是有限的，是因为生产它所用的经济资源是有限的。
经济资源是指用于生产能满足人类欲望的物品的物质手段和劳务。
西方经济学家将经济资源分为三类：（1）自然资源，如土地、森林、矿藏等；（2）人力资源，包括
脑力和体力；（3）所有的人造的用于便利进一步生产的资源，如工具、机器、厂房等。
在19世纪，经济学家习惯上将上述经济资源称为：土地、劳动和资本，它们又被统称为生产要素
（factors of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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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传统的生产三要素，英国经济学家阿·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又增加了一种生产要素，
即企业家的才能，于是，就有了“生产四要素”说。
　　相对于人类无穷无尽的欲望而言，“经济物品”以及生产这些物品的资源总是不足的，这就是稀
缺性。
这里所说的稀缺性，不是指物品或资源绝对数量的多少，而是相对于人类欲望的无限性来说，再多的
物品和资源也是不足的。
如果世界上的所有资源都是可以任意取用的话，那就不会有经济问题了。
但是，正是由于相对于人类的需求而言，经济资源是稀缺的，由此便产生了基本的经济问题，产生了
研究经济问题的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人与社会寻找满足他们的物质需要与欲望的方法的科学，是研究
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需要的科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用途中进行
合理配置的科学。
萨缪尔森为经济学下的定义是“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
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
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挤学》（第二版）里是这样给经济学下定义的：“经济学研究我们社会中的个
人、厂商、政府和其他组织如何进行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如何决定社会资源的使用方式。
在经济学中，稀缺性担当着重要角色：选择之所以关系重大，正是因为资源是稀缺的。
”很多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经济学下的定义有很多。
本书主要采用萨缪尔森观点，对经济学下这样的定义：经济学是研究人们和社会如何作出选择，来使
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经济资源生产各种物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物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
集团以供消费之用的一门社会科学。
　　二、经济运行的三个基本问题　　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便产生了如何利用现有资源去生产“经济
物品”来更有效地满足人类欲望的所谓选择问题。
就像每个人必须作出选择一样，一种经济也必须作出选择。
无论以何种方式，由个人、家庭、厂商和政府作出决策共同决定如何使用有限的资源。
为什么曾经用来种植谷物的土地又用来建设生产汽车的厂房呢？
几十年间，资源是如何从生产马车转移到生产汽车的？
铁匠是如何被自动机床所取代的？
数以万计的消费者、工人、投资者和政府官员的决策是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决定社会中现有的稀缺资
源的使用的？
经济学家将这些问题归结为有关经济运行的三个基本问题。
　　（1）生产什么，生产多少。
这就是说，在可供选择的各种各样的物品和劳务中，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
是机床还是黄油？
是多生产机床还是多生产黄油？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有关资源配置的大多数决策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完成的。
西方经济学重点研究无意识的市场机制是如何解决资源配置问题的，以及解决的效率如何。
　　在美国，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的问题主要是由私人厂商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解决，当然，
政府也起了一定作用。
价格是决定生产什么的关键因素。
某种商品的价格上升，就诱使厂商增加这种商品的生产以增加利润。
因此，经济学家考虑的一个中心问题是，为什么某些商品比另一些商品贵？
为什么某些商品的价格会上升或下降？
　　（2）如何生产。
即利用何种生产技术来生产物品？
生产一种物品的方式往往有很多，纺织品可以用手工织机也可以用现代的机器设备生产。
手工织机用的工人较多但设备所花的费用较少，现代的机器设备可以用较少的工人生产较多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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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设备的成本较高。
那么，采用哪种技术呢？
是采用先进技术还是劳动密集型技术？
怎样区别一种生产技术是高效率的还是低效率的？
当年，亨利·福特引进了装配线，近年来汽车制造商开始使用机器人，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技术如此
迅速的变化？
在西方社会，厂商回答如何生产的问题，政府在此也有其投入，它制定规则和颁布法律。
　　（3）为谁生产。
即谁来享用或取得所生产的物品和劳务？
社会总产品如何分配给不同的个人和家庭？
这种分配是公平的吗？
为什么穷人仅有一点点，而富人拥有很多？
收入和工资的差别是由什么决定的？
教育、遗产、储蓄和努力工作又有什么作用？
这些问题都是很难回答的。
我们只能说，在西方经济学里，收入分配的差异被认为是由于按贡献原则分配、个人禀赋不同以及用
于人力资本的投资不同所致。
因此，收入分配不均等的问题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通过采用一系列政策来解决的。
　　当经济学家考察一种经济时，他们希望知道，在什么范围内经济决策是由政府作出的，在什么范
围内是由私人个体作出的。
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虽然像买什么车这样的决策主要是由个人作出的，但政府仍然以各种形式介入，
如采取措施影响外国车的进口，限制汽车排放的污染，促进燃料利用率和汽车安全。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个人作出的决策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还是为了像厂商或政府这样的雇主的
利益，这中间有重要的差别。
我们可以设想，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作出决策，而当他们为机构作出决策时就会产生利益冲突。
在经济学分析时，往往将公司和政府视为一个个体。
依据定义，经济学家指出，一个组织是由很多个体组成的，而个体之间的利益不一定是一致的，同样
，他们与组织本身的利益也可能是不一致的，因此，组织给决策分析带来了大量突出的问题。
　　经济学家关注决策问题，他们不仅关心一个经济是如何回答上面这三个问题的，而且关心回答得
好不好。
他们要问，这个经济是有效率的吗？
它能够多生产某些物品而不减少其他物品的生产吗？
他能够使一些人的状况改善而不使其他人的状况恶化吗？
　　上述三个问题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共有的基本经济问题，经济学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产生的。
　　三、机会成本与生产可能性曲线　　从资源的稀缺性这个概念出发，如果进一步思索就可以发现
，作为经济学考察对象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等问题，实际上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第一，虽然人的欲望或需要是无限的，但这些需要的轻重缓急程度是各不相同的。
第二，可以支配利用的生产资源是有限的，每一种资源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用途
。
第三，为了满足某些欲望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举例来说，一定数量的土地，可以用来种植小麦，也可用来建造住房、工厂、学校和医院，还可
用于修建公路、体育场和公园等等，而这些衣食住行、文教保健乃至必要的休息娱乐，都是人的生存
和发展所必需的。
这就给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怎样分配使用这些可有多种用途但为数有限的资源，来满足轻重缓
急各不相同的无限的需要？
要回答这个问题，显然必须同时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各种需要的轻重缓急程度，二是为了实现某种既
定的需要所需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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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假设某种需要甲的重要程度大于另一种需要乙的重要程度，但为了实现甲种需要所需的资源（
如占用的土地和投入的劳动和资本财富），也大于实现乙种需要所需付出的代价，在这场合，究竟把
这些资源用来满足甲种需要还是用来满足乙种需要，这就必须把既定的目标与达成这一目标所需付出
的代价联系起来，进行权衡比较，作出决策。
由此，经济学家提出了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和生产可能性边界（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这两个概念。
　　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意味着为了生产某种物品必须放弃一定数量其他物品的生产。
机会成本是指将某一资源用于特定用途而放弃的将该资源用于其他各种用途的最高收益。
例如，假设一亩土地可产稻谷600公斤，价值600元；而花费同样的劳动和资金在这块土地上可以产
出200公斤棉花，价值430元；或者产出油菜250公斤，价值400元，那么一亩地用来生产稻谷的机会成
本，就是该地用于另一最佳用途会生产出来的产品。
具体说，把这一亩土地用于种水稻以及由它生产出来的600公斤稻谷的机会成本，就是200公斤棉花
或430元。
又如，假设某个工人在煤矿劳动的年工资是2万美元，他也可以在机械制造厂找到年工资为1.5万美元
的工作，那么，他作为煤矿工人的机会成本是1.5万美元。
因为他在煤矿劳动放弃了或牺牲了在机械制造厂挣得1.5万美元工资的机会。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他作为机械制造工人的机会成本是他由此牺牲他假如在煤矿劳动可能挣得的2万
美元的工资。
但是，如果经过权衡比较，他终于自愿受雇于一家机械制造厂，而不去矿山劳动，他这种抉择也可能
同样是合乎理性的，因为他权衡比较这两种劳动的优劣的标准，除了货币收入的多少以外，也可能包
括其他因素，如劳动的安全性，劳动环境的好坏乃至纯粹是个人的偏好等等。
　　简单地说，机会成本是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必须放弃的东西。
但在很多情况下，某些行动的机会成本并不像乍看时那么明显。
如考虑是否上大学的决策，上大学的收益是使知识丰富和一生拥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但成本是什么呢
？
要回答这个问题，你会想到将学费、书籍费、住宿费和伙食费加总起来，但问题是这些总和能真正代
表你上大学一年所放弃的东西吗？
如住宿费和伙食费，即使你离开了学校，也需要有睡觉的地方，也需要吃东西，只有在大学的住宿费
和伙食费比其他地方贵时，贵的这部分才是上大学的成本，如果大学的住宿费和伙食费低于你自己生
活所付出的住宿费和伙食费，那么，住宿费和伙食费的节省是上大学的收益。
另外，上面的加总忽略了上大学最大的成本——你的时间，当你将一年的时间用于听课、读书和写文
章时，你就不能将这段时间用于工作。
对大多数学生而言，为上学而放弃的工资是他们受教育的最大的单项成本。
当作出是否上大学的决策时，决策者应该认识到伴随每一种可能的行为而来的机会成本。
实际上，决策者通常是知道这一点的。
那些上大学年龄的运动员如果退学而从事职业运动就能赚几百万美元，他们认识到上大学的机会成本
极高。
所以，他们往往决定：不值得花费这样的成本来获得上大学的收益。
这一点也不奇怪。
如科比·布赖恩特这位高中篮球明星了解机会成本的含义，尽管他有优秀的考试成绩，但他决定不读
大学而在18岁高中毕业时直接进入职业篮球联盟（NBA），在这里当时预期他在4年内赚到1000万美元
。
　　机会成本产生的原因即资源的稀缺性。
把机会成本这个概念加以引申推广，我们可以用生产可能性边界这个概念来考察一个国家应该怎样分
配其相对稀缺的生产资源问题。
所谓生产可能性边界是指一个社会用其全部资源和当时最好的技术所能生产的各种产品的最大可能产
量的组合。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方经济学原理>>

我们知道，假如一个国家可以利用的资源，全部用来生产当年消费的物品，那么这个国家就只能维持
简单再生产，在人口逐年有所增加条件下，每人平均的生活水平将逐年下降。
反之，假如用一部分资源生产资本财富，那么可以生产出来供当年消费的消费品相应减少，但资本财
富用于投资可以实现扩大再生产，从而在以后的岁月里会有更多的消费品被生产出来。
就是说，从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们消费需要这一点来看，人们面临着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顾此失
彼的矛盾。
因此，一个国家如何兼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把有限的资源分配使用于消费品和资本财富的生产，
是经济学必需提供答案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如图1.1的横轴代表消费品（如黄油），纵轴代表资本财富（如机床）。
AG是一条生产可能性曲线。
OA表示一定时期（如一年）一个国家所有生产资源在既定技术条件下，全部用于生产资本财富所能
生产出来的资本财富的数量。
OG表示所有各种生产资源全部用来生产消费品所能生产的消费品的数量。
C点表示同样的资源和技术可以生产出来的资本财富的数量是14，消费品的数量是2。
同样，E点表示资本财富与消费品的数量组合是9与4，A、B、C、D、E、F、G每一点都代表在给定的
资源和生产技术条件下，一个国家最大可能的资本财富与消费品之生产可能性组合，所以称为生产可
能性边界。
　　现在用资本财富与消费品来表达各自的机会成本。
拿B点同C点比较。
从图中可以看到，少生产1单位数量的资本财富可以生产2单位数量的消费品，因此我们可以说，生产
出2单位消费品的机会成本是1单位资本财富。
当然也可以说，生产1单位资本财富的机会成本是2单位消费品。
同理，拿C点同E点比较，假如少生产5单位数量的资本财富，可以多生产的消费品是2单位。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多生产2单位消费品的机会成本，用资本财富表示是5单位。
生产可能性曲线凸离原点，是因为随着资源由资本财富转移到消费品的生产，机会成本会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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