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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学原理》导论部分介绍了经济学原理中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和问题；微观部分包括供给与需
求、消费者行为、厂商行为、市场结构与厂商均衡、市场失灵；宏观部分包括宏观经济运行的测度、
经济增长、消费-储蓄与投资、货币供求与利率的决定、短期经济波动、通货膨胀与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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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理性选择　　理性选择，是指利用现有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决策者需要的选择。
资源是稀缺的，又往往具有多种用途，而人们从不同用途中得到的满足并不相同，或者说，资源不同
用途的重要性并不相同，因此人们必须作出理性选择，有效地利用稀缺资源来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
需要。
　　在临近考试的前一个晚上，你打算花费一小时的时间来学习经济学，那就意味着你放弃了用这一
小时的时间来听一场精彩的演讲或玩电脑游戏的机会，在你放弃的机会中最重要的那个机会的收益衡
量了你学习一小时经济学所付出的代价&mdash;&mdash;机会成本。
一项经济活动的机会成本，是指用于该项经济活动的特定资源用在其他用途上所能获得的最大收益。
经济学里所说的成本就是这种机会成本。
如果你认为花费一小时的时间学习经济学、听一场精彩的演讲、玩电脑游戏的好处，用货币来衡量分
别是60元、50元、40元，那么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你会选择学习经济学，而学习经济学的成本是50
元&mdash;&mdash;放弃听一场精彩的演讲的收益。
理性人在作出选择或决策时，考虑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
边际收益是指增加一单位经济活动所增加的收益；边际成本是指增加一单位经济活动所增加的成本。
理性人选择边际收益大于或等于边际成本的活动，放弃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的活动。
假如你已经学习了一小时的经济学，正在考虑接下来的一小时是否继续学习经济学。
你认为即使不再继续学习经济学，也能考及格；即使再学习一小时，成绩也提高不了多少，用货币来
衡量可以得到35元的收益；而听一场精彩的演讲（演讲因故推迟了一小时）与玩电脑游戏的收益仍
为50元与40元。
继续学习一小时经济学的边际收益为35元，边际成本为50元&mdash;&mdash;放弃听一场精彩的演讲的
收益，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于是，你决定不再继续学习经济学。
这样，你作为一个理性的人，通过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比较，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决策或选择。
　　3.效率　　一项经济活动如果在不使他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不再有可能增进任何人的经济福利
，那么该项经济活动就是有效率的。
要达到这种效率，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生产效率与配置效率。
如果不减少其他产品的产量，就不能增加某种产品的产量，便实现了生产效率；如果一种产品的边际
收益等于其边际成本，便实现了配置效率。
实现生产效率意味着一种产品是以最低成本生产的，实现配置效率意味着资源被适度地配置在这种产
品的生产上&mdash;&mdash;生产出最优产量&mdash;&mdash;给社会带来最大福利的产量。
本章第二节 将用生产可能性曲线这个工具进一步说明生产效率与配置效率。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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