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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我们已经跨入了21世纪的门槛。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正经历着一场缓慢而深刻的革命，我们正在对传统的
普通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不相适应的现状作历史性的反思与变革的尝试。
　　20世纪最后的几年里，高等职业教育的迅速崛起，是影响高等教育体制变革的一件大事。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普通中专教育、普通高专教育全面转轨，以高等职业教育为主导的各种形式的
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育发展到与普通高等教育等量齐观的地步，其来势之迅猛，发人深思。
　　无论是正在缓慢变革着的普通高等教育，还是迅速推进着的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高等职业教育，都
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同样的严肃问题：中国的高等教育为谁服务，是为教育发展自身，还是为包括教育
在内的大千社会？
答案肯定而且唯一，那就是教育也置身其中的现实社会。
　　由此又引发出高等教育的目的问题。
既然教育必须服务于社会，它就必须按照不同领域的社会需要来完成自己的教育过程。
换言之，教育资源必须按照社会划分的各个专业（行业）领域（岗位群）的需要实施配置，这就是我
们长期以来明乎其理而疏于力行的学以致用问题，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未能给予足够关注的教育目的
问题。
　　众所周知，整个社会由其发展所需要的不同部门构成，包括公共管理部门如国家机构、基础建设
部门如教育研究机构和各种实业部门如工业部门、商业部门，等等。
每一个部门又可作更为具体的划分，直至同它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相对应。
教育如果不能按照实际需要完成各种专门人才培养的目标，就不能很好地完成社会分工所赋予它的使
命，而教育作为社会分工的一种独立存在就应受到质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如此）。
可以断言，按照社会的各种不同需要培养各种直接有用人才，是教育体制变革的终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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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学是高职高专经管类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这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
在开始教学中，我们常用传统的说理性方法进行教学，然而，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学生感到经济学原
理远离现实，远离生活，很抽象、难理解。
当我们尝试采用案例方法进行教学后，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上学生积极参与，踊跃发言，出
现了师生互动、课堂气氛活跃的局面，教学效果也显著提高。
在总结案例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我们编写了这本教材，目的是希望使学生通过经济学的学习，达到像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布坎南说的那样：“科学(比如经济学)所做的，或者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要让普通人⋯⋯达到天才的高度。
”    采用案例方法讲授经济学，不仅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需要，更是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实用性人
才的需要。
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仅需要大量的从事经济学专业的人
才，而且需要更多具有经济学理论与应用知识的人才。
因此，不但要了解与把握经济学理论，而且还需要了解与把握经济学理论的应用。
在这方面案例教学具有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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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前者研究单个经济主体（居民户、厂商）的经济行为，采用个量
分析方法，是通过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个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相互关系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
决经济资源配置问题的一系列有内在联系的理论。
后者研究整个国民经济运行，采用总量分析方法，是以国民收入决定为核心来说明如何才能充分利用
资源的一系列有内在联系的理论。
　　5.经济学研究方法　　（1）实证方法和规范方法。
前者在解释经济运行时从客观事实本身出发，力求说明和回答经济现象“是什么”和“为什么”，并
借以预测人们经济行为的后果，而不对事物作好坏、善恶的评价。
相反，规范方法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出发点，提出行为标准，作出“应当”与“不应当”的评价，阐
述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标准。
　　（2）经济模型。
经济模型是现实经济社会的简单概括或理论抽象，可用文字的、代数的、几何图形的形式表达。
在建立模型时要运用抽象法，舍弃一些影响较小的因素或变量，以建立起与所研究的现象有关的主要
变量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理论结构。
　　（3）均衡分析。
经济均衡指经济决策者在权衡抉择其使用资源的方式方法时，认为重新调整其配置资源的方法已不可
能更好，从而不再改变其经济行为的状态。
均衡分析方法是假定自变量为已知，考察因变量达到均衡状态时可能出现的情况和所需要的条件。
均衡分析有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之分。
　　案例1 “文科中最老、科学中最新”的学科　　【案例适用】经济学的产生　　案例内容人类早
在几千年前就有了哲学和社会科学，但经济学的历史却很短，它是两百多年前才产生的一门学科。
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时代是不需要经济学的。
　　18世纪，英国出现了一个大经济学家，名叫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人们把他称
做“经济学之父”。
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了一本书，名字叫《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这就是著名的《国富论》。
这部著作发表以后，这门“文科中最老、科学中最新”的学问就变成了一门受人重视的学科，经过二
百余年的发展，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众所公认的经济学科。
　　当年亚当·斯密写完这本书的时候，他在书的扉页上这样写道：“献给女王陛下的一本书！
”他说：“女王陛下，请您不要干预国家经济，回家去吧！
国家做什么呢？
就做一个守夜人，当夜晚来临的时候就去敲钟，入夜了看看有没有偷盗行为，这就是国家的任务。
只要国家不干预经济，经济自然就会发展起来。
”　　亚当·斯密在书中提出这样一个理论，叫做“看不见的手”。
他说经济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人们在做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想到为了促进社会利益，他首先想到
的是怎样实现自己的利益，都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去做事的。
但是当他真正这样做的时候，就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着他，其结果要比他真想促进社会利益的效
果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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