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大高鸿业版考研西方经济学笔记(一)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

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13/2021_2022__E4_BA_BA_

E5_A4_A7_E9_AB_98_E9_c73_113039.htm 第一章 第一节 稀缺

性与选择 （一）稀缺性和经济问题稀缺性的含义生产资源的

相对有限性资源的稀缺性与经济问题由于资源稀缺性的存在

，使得人们必须如何使用有限的相对稀缺的生产资源来满足

无限多样化的需要。这就是所谓的“ 经济问题”。生产资源

或生产要素主要包括的成分经济社会中的生产资源也叫生产

要素，主要包括：资本（其价格为利息）、土地（其价格为

地租）、劳动（其价格为工资）。 西方经济学研究的问题西

方经济学研究人与社会如何作出最终抉择，在使用或者不使

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

，来现在或者将来生产产品，并把产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

员以供消费之用。它分析改进资源配置形式可能付出的代价

和可能产生的收益。 （二）生产可能性曲线生产可能性曲线

的含义在既定的资源之下所能生产商品的最大产量的组合，

就是生产可能性线 生产可能性曲线与资源稀缺性之间的关系

生产可能性曲线反映了资源稀缺性的特征。 （三）选择和机

会成本选择产生的原因资源的稀缺性使得社会不得不作出选

择 机会成本的概念当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使经济主体需

要选择时，选择会带来成本，选择的成本我们称为机会成本

，当把一定资源用于生产某种产品时所放弃的另一各产品的

数量就是机会成本，它是作出一次决策时所放弃的其他可供

选择的最好用途。 经济问题的解决与机会成本的关系经济问

题的解决被归结为如何使得选择的机会成本达到最低。 第二



节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一）经济学的定义西方经济学的

定义西方经济学研究人与社会如何使用稀缺的生产性资源，

生产出有价值的商品，并把它们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 西

方经济学包含的最基本的思想资源是稀缺的社会必须以有效

率的方式使用它 （二）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西方经济学研

究的三个基本问题生产什么以及生产多少。生产电视还是生

产电脑、生产大炮还是生产黄油（希特勒的选择是：宁要大

炮不要黄油）；生产多少台电视机、多少台电脑，用多少资

源生产大炮，用多少资源生产黄油。 怎样生产，用什么样的

方法来生产这么多的产量与劳务，与生产方式，技术水平直

接有关。 为谁生产。生产出来的产量和劳务用什么样方式分

配到社会的各个成员中，即怎样分配。 （三）资源的使用效

率及其变动西方经济学除了上述的三个基本问题外，还研究

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社会稀缺的资源是否得到充分使用。 社

会资源总量的变动。 货币的稳定性。 第三节 资源配置和经济

制度 （一）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制度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制

度的含义自由放任是指完全没有政府干预而由个人自主行动

市场经济是指资源配置由市场供求所的经济。 这一制度的特

征首先，从决策结构上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制度是分散

决策。 其次，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每个人或者经济单

位被赋予追逐个人利益的动机。 再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

中的信息是通过价格涨落而传递的。 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制

度如何解决资源配置问题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家庭或

个人以自身的满足为动机，以市场价格为信息，自主决定每

种产品的购买量；生产者以利润为动机，根据市场价格决定

生产的方式以及购买投入的数量；家庭和生产者的相互作用



决定商品的价格和生产数量。 （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制

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的含义是指中央当局或机构决定

生产什么的计划，生产目标和生产方式，并指定分配规则。 

特征决策集中化集中决策建立在公共产权基础上如何解决资

源配置问题通过计划调节，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决定了社会

资源的配置。 （三）混合经济制度混合经济制度的含义是指

政府和私人部门一定的原则制定决策的经济制度。 混合经济

的特征分散决策和集中决策相结合决策单位的动力既可以是

自身的经济利益，也可以是社会目标信息传递既有价格自发

的波动，又有计划指令的反馈。 （四）混合经济中的资源配

置混合经济制度如何解决资源配置问题在混合经济中，通过

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经济社会解决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

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基本问题，在市场机制出现错误时，

则通过政府干预以促进资源使用的效率、增进社会平等和维

持经济稳定和增长。 混合经济条件下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在既定经济制度下，个人、厂商、政府和其它经济组织如何

作出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如何决定社会资源的利用。 第四节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 （一）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的含

义微观经济学通过对单个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的研究来说明

现代经济中市场机制的运行和作用以及改善这种运行途径，

其中心理论为“ 看不见的手” 价格机制。 微观经济学研究的

主要内容 第一层次，分析单个消费者如何作出最优的生产决

策以取得最大效用，单个生产者如何以最优的经济决策取得

最大利润。 第二层次，分析单个市场的价格和产量的决定，

这是作为某一市场中消费者和生产者（需求和供给双方）在

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的条件下，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三层次



，分析所有单个市场的价格和产量的决定，这又要取决于所

有单个市场（如产品市场、劳动市场、资本市场）的共同作

用。 （二）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含义宏观经济学以整个

经济的总体行为为研究对象，作为总体的市场表现，说明社

会的资源总量是如何决定的。 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消

费者和厂商如何选择，以决定消费和投资数量，从而决定总

需求。 消费者和厂商如何选择供给、投入以决定整个经济的

总供给。 经济中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如何决定资源总量和价格

总水平。 资源总量和价格总水平的长期变动趋势。 （三）微

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联系首先，微观经济学和宏观

经济学是互为补充的其次，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

再次，宏观经济学并不是微观经济学的简单加总或重复最后

，两者共同构成了西方经济学的整体。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