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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

前言

　　世纪回眸，千年展望，我们最强烈的感受是：中华民族前程似锦，任重而道远。世纪之交的中国
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每个人都能聆听到市场经济的脚步声。　　本书根据教育部《高职高专教
育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和必需、够用的原则，确定编写内容、结构和要求，宗旨是为学生
“提供”市场经济基础知识，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对应用性人才的“需求”。　　作为基础
理论的经济学，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演变，形成我们今天熟悉的两大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
方经济学。从产生与形成过程考察，西方经济学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但其中对资本主义
运行的基础——市场机制的经验性总结，在理论内容上对我们存在有用之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
学是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本书所讨论“经济学”的内容、对象、原理都是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
济学的范围之内。　　本书共14章。第一章，“经济学导论”，介绍经济学的对象和内容；第二至八
章，介绍供求理论、消费与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外部性及公共选择理论，这
部分基本上属于微观经济学的内容；第九至十四章，介绍国民生产总值及总供求理论、凯恩斯的收入
决定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理论、宏观经济政策、开放经济理论，这部分
、基本上属于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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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是教育部高职高专规划教材，旨在培养从事具体业务的经济管理工作者
，而非理论研究人员。全书以“市场资源配置和利用”为核心内容，介绍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
工具与方法、理论运用和政策分析。内容由浅入深，由微观到宏观，由原理到运用，循序渐进，阐述
清晰。主要内容包括：经济学导论、供求理论、消费与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
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理论、宏观经济政策、开放经济理论。为便于自学，每章
附有小结、思考题、案例或练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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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替代效应是指商品价格的变化使消费者在替代品中间的选择方向发生了变动，此时居民的实际收
入并未发生变化。就是说，如果某种商品价格上涨了，而其他商品的价格没变，那么，其他商品的相
对价格下降，消费者就要用其他商品来替代该商品，从而对这种商品的需求就减少了。简单讲，就是
通过购买非涨价商品来替代涨价商品，减少对涨价商品的需求量，达到实际收入不减少的目的。例如
，大米涨价而面粉价格不变，面粉相对就便宜了，消费者就会更多地购买面粉而减少大米的购买量。
这种某种商品价格上升而引起的其他商品对该商品的取代就是替代效应。　　替代效应使价格上升的
商品需求量减少，使价格下降的商品需求量增加，即较高的价格挤走一些购买者，较低的价格带来新
的购买者；收人效应使消费者价高时少买，价低时多买，即价格的高低变化影响每一个消费者对该商
品的购买量。所以，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说明了需求定理成立的原因。4.需求定理的例外需求定理的
例外有三种情况。第一，炫耀性商品，其价格与需求量呈同方向变化。如首饰、豪华型轿车、知名品
牌，只有高价才能显示其社会身份，低价时，大众化后，高档消费群的需求量反而下降。第二，低档
生活必需品（吉芬商品）。英国经济学家发现，在1845年爱尔兰大灾荒时，马铃薯的价格上升，需求
量反而增加。第三，投机性商品（股票、债券、黄金、邮票等）。其价格发生波动时，需求呈现出不
规则的变化，受心理、预期影响大，有时出现“买涨不买落”现象。5.需求价格弹性　　需求量随着
价格的变化而变化，但不同的商品在不同的价格水平上需求量对价格的反应程度是不一样的。价格下
跌10％，需求量可能增加2％，也可能增加20％。经济学用不同商品不同的需求价格弹性来表示这种区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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