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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学原理（第7版）：微观经济学分册》是目前国内市场上很受欢迎的引进版经济学教材之一，
其特点是它的“学生导向”，它更多地强调经济学原理的应用和政策分析，而非经济学模型。本书为
微观分册。第7版在延续该书一贯风格的同时，对第7版作了全面修订和改进，大幅更新了“新闻摘录
”“案例研究”等专栏，例如增加了以碳税来应对气候变化、网络经济等新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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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简单，有趣。
2、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
3、文风简洁，表达清晰，类比很好。每章后的习题都好经典（虽然到后来没怎么认真思考题目了）
。算得上刷三观的读物，特别像我这种工科型的选手，看了更是受益匪浅， 好！好！好！
4、4*7个小时被学完，老师还好
5、非常系统、超级完备，各个部分都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推荐！
6、很棒的自学教材
7、在动车上的时候给同学安利这本书，他看了两章不再看觉得是初中的数学题。这本书研究的不是
经济，是经济背后人的行为。一种思维方式。即使是日常司空见惯的事例，背后也有许多可讨论的东
西。
8、3天内18个小时刷完。我感觉核心是十大原理、循环流量图、供需曲线、成本-收益曲线、工资曲线
、消费曲线，怎么画、怎么算、怎么动、怎么变。
9、讲的很清晰，可读性很强，学到了不少
10、深入浅出
11、最爱的教材(这个头衔不容易啊，超越了我曾经最喜欢的一本语文书和英语教材)，超级喜欢的一
本书，看之前从来没想到过会觉得经济学这么有意思有用好喜欢啊。而且曼昆也是个有情怀的人啊，
各种故事里穿插段子。"复习了他们最喜欢的经济学教材(当然是这本啦)"萌出水，国际贸易那一章的
结论明明是个幽默小寓言，可是看到最后一句"毕竟，他不是发明家，他只是一位经济学家"竟然读出
了淡淡的忧伤思绪万千。
12、很有趣很简单易懂的入门书
13、有些部分比较乱 比较矛盾
14、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学入门教材，学校发的根本没法看。。。
15、原预计跨年前看完，不过赶在春节前看完。比其他的经济学原理的书都要生动有趣。比较能耐得
下心看。
16、配图配错了，豆瓣啥时候能改过来？
17、2周
18、终于看完第二遍了.....mark一下
19、第一遍 
20、/20160408-20160421/ 于水院， 很厚但很有趣，读起来一点也不枯燥。在我校图书馆能发现最新版
的书也是个惊喜。
21、读的是英文版，入门必读！期待宏观
22、讲真，满口供给需求剩余市场就算半个经济学家了
23、适合入门
24、大二大三精读一遍，读完把书和笔记落公交了，谁捡到了快还我T T
25、知识密度极高的一本书，细细啃来非常有味道，大补。经济学原理提供了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
这些模型不一定绝对正确，但是确是能够解释很多现象。
26、9.25-10.11
27、边际概念是一个很重要的收获
28、曼昆是个头脑清醒的经济学家，还没有被经济学的精巧和奇观冲昏头脑，还没有形成“经济学家
就是救世主”的自负。你要懂经济学，还必须懂官场。
29、两个多月读完,主要是周末///较为系统的语言描述了显而易见以及没有那么明显的过程，案例有趣
，特例精彩，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和一个学科的知识框架，展现了一个学科的美感，理性却又有人文
情怀。如果说理性经济人的模型还不够好的话，为了社会的整体福利，我觉得每个大学生都应该学一
点经济学hhhhh。 
30、入门的教材，对各种概念进行了科普，通篇没有复杂的公式。
31、非常好的教材。
32、第一本主动想要去看的经济理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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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我这么多年学微经的基础性问题。要是我本科就碰到这本书就好了，很好的入门级的书。
但可惜我不是入门，所以内容有些拖拉。
导师的两万块钱的书就是给我们建了个小图书馆，还是我们自己亲手搭建的。
33、扫盲经济学入门读物，每天看两章，也很快读完了，深入浅出吧，很好读，毕竟是以学生为导向
，一些案例很精彩～
34、终于开始学习经济学的常识，才发现很多困扰的问题都有了解答。曼昆用深处浅出的语言表达了
经济学的原理的质朴和现实情况的纷繁复杂。谈趋势容易谈程度难，谈理论容易谈现实难。
35、这本书带给我的知识与思想远超过我所在这本书上花的机会成本—时间与金钱。
36、金融学在读学生表示，高鸿业才是王道2333
37、读完《一课经济学》《策略思维》《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后，有了一定的基本功，读起来便可以
更有效率，更透彻。虽然读完了一些经济学的入门名著，但自己在经济学方面还只是刚入门而已。期
待《经济学原理》的宏观经济学分册
38、深入浅出，讲的很好。这本书实在不适合在kindle上看。
39、俊哥精选！要看！
40、非常好
41、2016年4月27日开始读此书，10月7日读完
42、没有知识武装的投资就是赌博。
43、超好读，引入的例子也很有助于理解。年纪大了还是需要一些原理性的东西才能满足呢。
44、20160101～20160115通俗易懂，深入浅出
45、以学生为导向，用许多贴近生活的案例给大家直观的感受和体验，算是详尽领悟了其中的真谛。
46、把需求供给曲线玩的出神入化
47、启发：为什么中学生要学习经济学？当对未来的专业没有认知时学生就要从劳动力市场角度来考
虑就业对专业的影响，所以原理8和18、19章很重要。为什么程序员工资比加油站服务员高？因为前者
生产的物品市场价值大于后者，人们愿意为好电脑游戏支付高价格。
48、很多以前不明白或不清晰的概念，读过这本书后豁然开朗。作为入门书，大量的例子、详细的阐
述，让人很容易理解。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最有用的就是「机会成本」的概念：当你得到什么东西时
，你必然会失去其他一些东西。
不过经济学这门学科还是太年轻，有时候会怀疑这到底算不算科学。
49、暂时来不及啃宏观了，多了一种视角看世界。
50、已经预见到期末考会死在企业行为和产业组织部分了⋯⋯老师每次都说 这个我们用微积分一算就
得到答案 天晓得我大一考完高数就忘的差不多了啊（垂死挣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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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担心经济学高深复杂？没关系，曼昆省略了几乎所有数学运算，一个例子一个例子说到懂为止。
担心无法运用于实际？没关系，曼昆准备了大量新闻、研究，保证让人产生学以致用的快感。担心看
完就忘？没关系，曼昆在每章后都有内容提要，哪里忘了看哪里。阅读这本书的感觉，打个不恰当的
比方，简直可以用＂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形容。最后用译者的话结尾＂曼昆的东西让你觉得，原来
学经济学也是一种享受＂
2、看之前对经济学不感兴趣，看完后仍然不感兴趣，但对此书很是感谢。书中事例非常之多，帮助
我了解各种生活中不解的举措。看完之后也能理解现有社会秩序的不易，也许不足很多，但凡是必有
因果，我们在追寻光明也必将身携阴影，从中取舍只问内心，也只关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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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经济学原理(第7版):微观经济学分册》的笔记-第55页

        在自學，內心洶湧著對資本主義世界的不信任感如果你把這32盎司土豆中的15盎司給我。Rose為什
麼心機地提出15盎司而不是14盎司？本來通過貿易，Rose和Frank可以平等地增長1盎司牛肉和2盎司土
豆，現在Rose──牛肉的生產者，貿易的提議者──提出了15盎司的意見，Rose增長了1盎司牛肉和3
盎司土豆，而農民Frank只增長了1盎司牛肉和1盎司土豆。

2、《经济学原理(第7版):微观经济学分册》的笔记-第39页

        以下内容按照书上的原话和自己的理解来编写，仅供参考！！！

1.为什么说经济学是一门科学？
答：因为经济学家努力以科学的方法、以科学家的客观性来探讨她们的主题。他们研究经济的方法和
物理学家研究物质以及生物学家研究生命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一样：先提出理论，在收集数据，然后
分析数据，以努力证明或否定他们的理论。
   

   
2.为什么经济学家要做出假设？
答：因为假设可以使复杂的世界简单化，从而解释这个世界变得更为容易。  
  
  

3.经济模型应该准确地描述现实吗？
答：不应该。因为经济模型是一个略去了许多细节、缺乏真实性的，对了解人体如何运作有帮助的一
种模型，他为了加深我们对现实的理解而简化了现实。
  
  

  
4.说出你的家庭参与要素市场的一种方式，以及参与产品市场的一种方式。
答：在要素市场上家庭是卖着，企业是买者。比如一个家庭成员去企业上班工作卖出劳动力和时间，
然后企业赴薪水给雇员购买。在物品和服务市场上，家庭是买者，企业是卖者，具体来说就是家庭购
买企业生产的物品和服务。比如一个家庭成员用一定的价格购买面包店生产的面包。

8.经济学分为哪几个分领域？解释这几个分领域各研究什么。
答：经济学可划分为两个分领域：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研究家庭和企业做出的决策
以及家庭和企业在市场上的相互交易。宏观经济学研究影响整体经济的力量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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