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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    导论导论

知识目标：

（1）理解稀缺性的含义及经济学的定义；

（2）掌握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能力目标：

（1）能解释经济学研究和解决的基本问题；

（2）能分析机会成本在生活中的运用



案例导入

     《拉封丹寓言》中有一头著名的布利丹毛驴，它面对两捆干草不知
该吃哪一捆好，最后竟然饿死了。
      在经济学中，布利丹毛驴面临的问题：
      选择问题。
      资源配置问题。
      经济学的目标正是要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

      做出选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根源在于，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有所得必有所失。为了得而失去的东西被称为机会成本。而任何选择行
为都有机会成本。



      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把经济学定义为：“在日常
生活中，研究男人（和女人），关注他如何获得收入，如何花钱，
因此，经济学一方面是研究财富的科学，经济学另一方面，更重要
的一个方面，是研究男人（和女人）。”

      实际上，经济学是研究人与决策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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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欲望和稀缺性

二、稀缺性引发的经济问题



   一、欲望和稀缺性  

    （一）欲望的无穷性      

       经济学将欲望定义为人对物质产品和服务的不间断的需求，是人们

为了满足生理和心理上的需要而产生的渴求和愿望。

     



资源的稀缺性：指相对于人们无穷的欲望而言，资源是稀少短缺的。

      资源：用来生产那些满足人们需要的产品（劳务）的手段或者物品。

      （自由资源；经济资源）

       稀缺性是经济资源的显著特征之一。稀缺性并不意味着稀少，而主要

指不可以免费得到。要得到经济资源，必须用其他经济资源来交换。

    经济学产生的根源就是资源的稀缺性。

（二）资源的稀缺性  



选择

如何用有限的物品和劳务在有限的
时间内去满足最重要最迫切的欲望

无限的、多样的
欲望

稀缺的、用途可选择
的资源

各种欲望的轻重缓急  权衡  满足欲望的代价多寡

（三）选择和机会成本



选择的结果——机会成本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机会成本：由于资源的稀
缺性，将某一资源用于特定用
途而放弃的将该资源用于其他
各种用途的最高收益。

选择是有代价的
有所得必有所失！

这是选择的“结果”。



      理解机会成本时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机会成本不同于实际成本，它不是在做出某项选择时实
际支付的费用，而是一种观念上的成本或损失。

      机会成本是做出一种选择时所放弃的其他若干种可能的
选择中最好的一种。

      理论上，机会成本是资源改作它用的各种可能中最优的
选择；但由于信息不完全，只能是其它使用中能够获得的比
较满意的选择。



       某老师在大学任教，年收入是12万元。如果他放弃大学教师
的职位下海经商，年收入是15万元；维持经营所需的费用，包括
原材料、工人的工资、纳税费用等加起来总共是5万元。
王教授是教书还是下海？

案例分析

       经商的利润10万元，大学任教收入12万元。12万元就是经商
的机会成本。所以这样算来，比起在大学任教，经商倒亏2万元。

       启示：在作出决策之前请充分考虑机会成本！



课堂讨论 :试分析如下行为的机会成本

      1、上大学的机会成本是什么？
食宿费是否为机会成本？

      2、  在各种可能放弃的收入中，
哪一种是机会成本？



       沉没成本

       

       当一项业已发生的成本，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收回的时候，便

构成了沉没成本。面对这种无法收回的成本时，明智的投资者会视

其没有发生。

       你花了30块钱买了一张电影票，准备晚上去看电影，临出门时

下起了大雨。这时你该怎么办？

      经济学教会我们应该向前看。



二、稀缺性引发的经济问题

     （一）经济学的定义

       经济学是研究一个经济社会如何通过选择实现资源的有效配

置和利用，以达到最优决策的一门学科。



（二）资源的配置问题

  生产什么、生产多少？

  如何生产？

  为谁生产？



（三）资源的利用问题

  

  为什么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如何解决失业、实现充分就业；

  经济为什么会波动？如何实现经济增长？ 

  货币的购买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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