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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现代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微观经济学，其研究对象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各种经济问题，并通过
对单个经济单位经济行为的研究，说明现代西方市场经济机制的运行及其配置资源的作用，以便对市
场经济建设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微观经济学主要是以西方市场经济为前提展开逻辑过论述的，与我国的实际情况有一定的差距。
因此，在学习过程中要根据我国的实际经济问题来借鉴西方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内容。
　　《微观经济学》全书共分十一章，从均衡价格入手，分别讨论了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厂
商理论、生产要素理论、一般均衡与福利理论、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
《微观经济学》中不仅分析了市场价格机制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而且分析了市场失灵及其对策。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对微观经济学理论近年来的新发展进行了介绍，如外部性、非对称信息、博
弈论和公共产品等问题，代表了微观经济学理论的最新进展。
这些新论题不仅拓宽了微观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也为解决经济运行中面临的具体问题提供了系统而丰
富的理论。
　　作为微观经济学本科层次教材，本书对基本概念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以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形
式阐明了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使读者能够准确地把握微观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与结论。
对微观经济学体系内容和结构删繁就简，使用一些简单的高等数学知识说明结论，力图使初学者读懂
。
根据本科生教学特点，《微观经济学》在体例、结构、内容安排等方面尽量压缩文字，表述简洁准确
，易于学生准确深入地掌握微观经济理论和相应的分析方法，在各章之后均安排了相关复习思考题，
以帮助读者更好掌握该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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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稀缺性与经济学　　经济学是一门&ldquo;最古老的艺术，最新颖的学
科&rdquo;。
它来源于实际，是我们了解和认识复杂世界的重要工具。
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都有客观必然性，那么，经济学产生的客观必然性是什么呢？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人类需要的无限性和用来满足人类需要的各种资源
的稀缺性之间的矛盾，而经济学就是为了研究资源的稀缺性及由此引起的选择问题而产生的。
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甚至一国的政府，每时每刻都必须面对一个事实：人们总是无
法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东西，总是无法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原因就是我们处在一个资源
稀缺的世界里，也就是我们始终面临着稀缺性问题。
　　一、稀缺性与选择　　如果我们所处的世界资源是无限的，对经济学研究就没有多大的意义，经
济学也就不会成为&ldquo;社会科学的皇后&rdquo;。
在经济学中，资源是能满足人类需要的物品和劳务。
资源按其是否可以自由取得而分为自由资源（free goods）和经济资源（economic goods）。
自由资源是可以无代价取得的资源，如空气、阳光。
经济资源是指必须付出代价才能取得的资源，在现实社会的资源中除了自由资源，其他的都可以定义
为经济资源。
可以说资源是多样的，按其自然性质分为人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是指能够并且愿意参与生产过程的人；非人力资源是除了人力资源外的其他资源。
非人力资源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大自然的赠与物，如土地、矿藏、原始森林、野生动物等；另
一类是人类创造出来的生产资料，如工具、机器、设备等。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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