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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

前言

　　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发展，以及对西方国家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引进，中国传统的经济学
理论也在不断发展。各种流派的经济学思想日新月异，并在我国经济改革中激烈碰撞，使得我国的经
济学教育面临进一步普及和进一步深化的双重使命。为此，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中必须实行经济学的分
层分类教学。　　为了适应我国高等院校经济学分层分类教学的要求，通过多年的摸索和学习，我们
制定并已经开始实施经济学系列教材和参考资料的写作规划。近两年我们正在编写出版的经济学教材
和参考资料主要包括：用于非经济管理类专科生和本科生教学的《经济学通论》，用于经济管理类成
人教育的《经济学原理》，用于经济管理类全日制低年级本科生教学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
学》，用于经济管理类高年级本科生和低年级硕士研究生教学的《中级微观经济学》和《中级宏观经
济学》，以及用于研究生课外阅读的《经济学经典文献译丛》。　　本书的编写，主要定位于经济管
理类的全日制低年级本科生。根据我们的理解，我们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也形成了本书的主要特色
。　　第一，体现了明显的逻辑性和对称性。全书共分为3篇19章65节，这些篇章节体现了这样的逻辑
：从研究完全竞争市场到考察非完全竞争市场，从透视产品市场到触摸要素市场，从分析经济效率到
关注分配公平的逻辑。在结构安排中，不仅能够发现如第四章与第六章、第五章与第七章之间严格的
外在对称性，还能在下篇的许多章节中发现“经济现象一效率评价一治理对策”这样的内在对称性。
　　第二，突出经济学思维和方法的培养。经济学思维的核心就是用利益驱动来解释人和组织的行为
。首先在非常抽象和极端不现实的假设条件下建立一个基本经济模型，然后根据实际情况一步一步放
宽假设条件来逐渐接近真实的世界，这就是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本书在导论中专门介绍了微观经济学
的基础假设和经济模型，上下两篇则明显具体地体现了经济学思维和方法。实际上，“完全竞争模型
”是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一个在严格假设条件下建立的理论模型，它既是经济学家分析现实世界的起点
模型，同时又是经济学家改造现实世界的理想模版。在完全竞争模型的基础上，通过逐渐放宽竞争模
型中或明或暗的假设，经济学就分析了现实世界中的完全垄断、寡头的博弈、垄断竞争、外部性、公
共物品、不对称信息、要素市场和公平问题。　　第三，具有适度的层次性和差异性。通常情况下，
经济学在内容难度上有初级、中级和高级之分，初级经济学大量采用文字和图表，高级经济学基本运
用数理函数，而中级经济学的表达方式则介于初级和高级之间。在难度系数和表达方式上，国内外流
行的教材都过度强调一致性，缺乏一定的层次和差异。根据经济管理类低年级本科生的数学知识和培
养要求，本书尝试在基本竞争模型、外部性、公共物品、不对称信息和要素市场等部分主要采用文字
和图形来表达，而在完全垄断、寡头垄断、垄断竞争、不确定性的选择等部分更多地采用数学函数来
表达经济关系。我们期待通过这样的努力，既让学生逐渐熟悉经济学的数学语言，也使他们了解数学
知识中的经济学原理，从而搭建更有效的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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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

内容概要

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发展，以及对西方国家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引进，中国传统的经济学理论
也在不断发展。各种流派的经济学思想日新月异，并在我国经济改革中激烈碰撞，使得我国的经济学
教育面临进一步普及和进一步深化的双重使命。为此，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中必须实行经济学的分层分
类教学。
为了适应我国高等院校经济学分层分类教学的要求，通过多年的摸索和学习，我们制定并已经开始实
施经济学系列教材和参考资料的写作规划。近两年我们正在编写出版的经济学教材和参考资料主要包
括：用于非经济管理类专科生和本科生教学的《经济学通论》，用于经济管理类成人教育的《经济学
原理》，用于经济管理类全日制低年级本科生教学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用于经济管
理类高年级本科生和低年级硕士研究生教学的《中级微观经济学》和《中级宏观经济学》，以及用于
研究生课外阅读的《经济学经典文献译丛》。
本书的编写，主要定位于经济管理类的全日制低年级本科生。根据我们的理解，我们进行了多方面的
尝试，也形成了本书的主要特色。
第一，体现了明显的逻辑性和对称性。全书共分为3篇19章65节，这些篇章节体现了这样的逻辑：从研
究完全竞争市场到考察非完全竞争市场，从透视产品市场到触摸要素市场，从分析经济效率到关注分
配公平的逻辑。在结构安排中，不仅能够发现如第四章与第六章、第五章与第七章之间严格的外在对
称性，还能在下篇的许多章节中发现“经济现象一效率评价一治理对策”这样的内在对称性。
第二，突出经济学思维和方法的培养。经济学思维的核心就是用利益驱动来解释人和组织的行为。首
先在非常抽象和极端不现实的假设条件下建立一个基本经济模型，然后根据实际情况一步一步放宽假
设条件来逐渐接近真实的世界，这就是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本书在导论中专门介绍了微观经济学的基
础假设和经济模型，上下两篇则明显具体地体现了经济学思维和方法。实际上，“完全竞争模型”是
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一个在严格假设条件下建立的理论模型，它既是经济学家分析现实世界的起点模型
，同时又是经济学家改造现实世界的理想模版。在完全竞争模型的基础上，通过逐渐放宽竞争模型中
或明或暗的假设，经济学就分析了现实世界中的完全垄断、寡头的博弈、垄断竞争、外部性、公共物
品、不对称信息、要素市场和公平问题。
第三，具有适度的层次性和差异性。通常情况下，经济学在内容难度上有初级、中级和高级之分，初
级经济学大量采用文字和图表，高级经济学基本运用数理函数，而中级经济学的表达方式则介于初级
和高级之间。在难度系数和表达方式上，国内外流行的教材都过度强调一致性，缺乏一定的层次和差
异。根据经济管理类低年级本科生的数学知识和培养要求，本书尝试在基本竞争模型、外部性、公共
物品、不对称信息和要素市场等部分主要采用文字和图形来表达，而在完全垄断、寡头垄断、垄断竞
争、不确定性的选择等部分更多地采用数学函数来表达经济关系。我们期待通过这样的努力，既让学
生逐渐熟悉经济学的数学语言，也使他们了解数学知识中的经济学原理，从而搭建更有效的交流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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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

章节摘录

　　第二节　经济函数和经济图形　　经济学不像自然科学那么精确，但又比大多数非自然科学要精
确些。经济学考察和研究经济变量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这些经济变量通常是可以计量的，所以也就
适于用数学来表达经济变量及其关系。因此，经济模型除了采取文字陈述的表达方式之外，还经常采
用算术的（图表法）、代数的（方程式）、几何的（图示法）表达方法。以需求原理为例来说明：假
定其他情况不变，产品的价格上升，购买量将减少，这是文字陈述的方法；我们也可以根据统计资料
，在各种不同价格下列出对某种商品的不同购买量，即需求表，这是算术方法；我们还可以采用代数
的方法，写出购买量与价格之间的函数关系式；最后，也可以根据需求表或者需求函数画出需求图形
，得出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这是几何法。　　一、经济函数：总产量函数、平均产量函数
和边际产量函数　　经济函数是用来反映各种变量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几乎所有的经济变量都可以从
总量、平均量和边际量三个层次来说明，所以经济函数总有总量函数、平均量函数和边际量函数。我
们以厂商生产方面的例子来说明这三种函数及其关系。　　生产函数就是用来反映在特定技术条件下
，产量与影响产量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函数。如果某个厂商的生产中，技术、资本和劳动是
影响产量的全部因素，那么，生产函数就可以写成：qx=f（A，L，K）。其中，qx代表厂商产量，A代
表技术，L代表劳动，K代表资本，f说明产量与各种因素间存在函数关系。　　在厂商的生产中，有
些生产要素，厂商较难在一定生产时期内改变其投入量，比如厂房、设备以及关键性的管理和技术人
员等，经济学把这部分在一定时期内难于调整其投入量的要素称为固定要素。固定要素决定企业的生
产潜力和生产规模，或者说生产规模的变化是由固定要素变化引起的。与固定要素不同，还有部分生
产要素，厂商在一定生产时期内很容易改变它们的投入数量，比如一般的原材料和普通工人，这部分
生产要素被称为变动要素。变动要素决定厂商在既定生产规模下的某个确定产量水平，或者说，在某
个生产规模下的产量变化是因为变动要素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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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

精彩短评

1、还没看额v
2、吴开超老师就是个日谷子。
3、刚开始的基础理论介绍还不错，越到后面错误越多 很多公式 图形根本没有推倒过程，有的也介绍
的也不清不楚的，只能是个辅助用书
4、书中很多错误，但市场失灵部分写得很好。
5、看过几个版本的微观经济学，虽然每家对只是点的顺序都不同，但各有侧重并不影响阅读。也可
能是有第一本的基础，所以都觉得差别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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