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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各行各业的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为顺应发展趋势，经济行业对经济师的

要求逐步提高，审核制度也在逐步完善。 

为了满足广大考生的迫切需要，我们严格依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组织编写

的《全国经济专业资格考试用书》(内含大纲)，结合我们多年来对命题规律的准确把握，精心编

写了这套“2013年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丛书。 

本着助考生一臂之力的初衷，并依据“读书、做题、模考”分段学习法的一贯思路，本套丛

书在编写过程中力图体现以下几个特点。 

紧扣大纲，突出重点 

本套丛书严格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新考试大纲编写，充分体现了教材的最新变化与

要求。所选习题的题型、内容也均以此为依据。在为考生梳理基础知识的同时，结合历年考题深

度讲解考点、难点，使读者能够“把握重点，迅速突破”。 

同步演练，科学备考 

本套丛书按照“读书、做题、模考”分段学习法的一贯思路，相应设置了“大纲解读”、“考

点精讲”、“同步自测”和“同步自测解析”4个栏目，以全程辅导的形式帮助考生按照正确的方

法复习备考。 

命题规范，贴近实战 

众所周知，历年真题是最好的练习题，本套丛书在例题的选取上，以历年真题为主，让考生

充分了解考试重点、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命中率。同时还配备了高保真模拟题，让考生以最接

近真题的模拟自测题检验学习效果，提高自己的实战能力和应变能力。 

解析详尽，便于自学 

考虑到大部分考生是在职人士，主要依靠业余时间进行自学。本套丛书对每道习题都进行了

详尽、严谨的解析，有问有答，帮助考生快速掌握解题技巧，方便考生自学。 

在每本书中，我们依据往年的考试命题规律和今年的考情动态，集思广益，编制了一套模拟

试题，并给予简明扼要的解答和提示，在考核重点、题型、题量、难度、命题风格等方面力求接

近考试真题，使广大考生在考试前能全面检测自身的复习效果。 

总而言之，通过凸显重点、辨析真题、同步自测、深度解析，希望能够使考生们对考点烂熟

于心，对考试游刃有余，对成绩胸有成竹。 

最后，预祝广大考生顺利通过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在新的人生道路上续写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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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市场需求、供给与均衡价格 

 大纲解读 

本章考试目的在于考查应试人员是否掌握了市场需求、市场供给和市场价格的基本理论。

从近 3 年考题情况来看，本章主要考查需求与供给的定义、市场均衡、弹性的影响因素及其

应用等，平均分值是 6 分，具体考试内容如下。 
1. 市场需求 
需求的含义及其影响因素，需求函数、需求规律和需求曲线的含义及内容。 
2. 市场供给 
市场供给的含义及其影响因素，供给规律和供给曲线的含义及内容。 
3. 均衡价格 
均衡价格的形成与变动，均衡价格模型的应用，最高限价、最低保护价格的含义和运行

机制。 
4. 弹性 
各种弹性的含义、公式和类型，影响需求价格弹性的因素，需求价格弹性在企业价格决

策中的应用。 
 

 考点精讲 

一、市  场  需  求 

考点一  需求的含义及其影响需求的主要因素 

(一) 需求的含义 

需求就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和一定价格条件下，消费者接受某种商品或服务并且愿意购买

的数量。需求的构成要素有两个：一是消费者愿意购买，即有购买的欲望；二是消费者能够

购买，即有支付能力，二者缺一不可。 
市场需求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内、一定价格条件下和一定的市场上所有的消费者对某种商

品或服务愿意接受而且能够购买的数量。可见，市场需求就是消费者需求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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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影响需求的主要因素 

影响需求的主要因素有消费者偏好、消费者的个人收入、产品价格、替代品的价格、互

补品的价格、消费者的预期和其他因素等，具体内容请见表 1-1。 

表 1-1  影响需求的主要因素 

主 要 因 素 具 体 解 释 

消费者偏好 
消费者的偏好支配着他在使用价值相同或接近的替代品之间的消费选择，但

是，人们的消费偏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缓慢变化的

消费者的个人收入 一般情况下，消费者收入增加将引起需求增加；反之亦然 

产品价格 价格是影响需求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一般而言，价格和需求成反比 

替代品的价格 
一般在可替代商品之间某一种商品价格提高，消费者就会把其需求转向其替代

品上，从而使替代品的需求增加，被替代品的需求减少；反之亦然 

互补品的价格 
在互补商品之间，其中一种商品价格上升，需求量则降低，同时会引起另一种

互补品的需求也随之降低 

消费者的预期 如果消费者预期价格要上涨，就会刺激人们提前购买；反之则会推迟购买 

其他因素 如商品的品种、质量、广告宣传、地理位置、季节及国家政策等 

【例 1-1】影响需求的主要因素有(    )。(2010 年多选题) 
A. 经营者偏好      B. 互补品的价格 
C. 消费者的个人收入     D. 生产成本      
E. 消费者个人喜好 
【解析】BCE  影响需求的主要因素有消费者偏好、消费者的个人收入、产品价格、替

代品的价格、互补品的价格、消费者的预期和其他因素等，A 选项错误。生产成本是影响供

给的因素，D 选项错误。 
【例1-2】某月内，甲商品的替代品和互补品的价格同时上升，引起的甲商品的需求变动

量分别为 50 单位和 80 单位，则在这类商品价格变动的共同作用下，该月甲商品的需求量变

动情况是(    )。(2009 年单选题) 
A. 增加 30 单位      B. 减少 30 单位 
C. 增加 130 单位      D. 减少 130 单位 
【解析】B  某商品价格与其替代品需求变动量同向，与其互补品需求量相反。替代品

价格上升，导致本商品需求量上升 50 个单位，互补品价格上升导致本商品需求量下降 80 个

单位，总共影响是甲商品需求量下降 30 个单位。 

考点二  需求规律和需求曲线 

在一般情况下，需求与价格的变动成反方向变

化。价格与需求之间这种呈反方向变化的关系，就

叫做需求规律。我们把需求和价格的关系用曲线表

示出来，这条曲线被称为需求曲线，如图 1-1 所示。 
图 1-1  需求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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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  场  供  给 

考点三  供给的定义及其影响因素 

(一) 供给的定义 

供给是指某一时间内和一定的价格水平下，生产者愿意并可能为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的

数量。市场供给是所有生产者供给的总和。 

(二) 影响供给的主要因素 

影响供给的主要因素有产品价格、生产成本、生产技术、价格预期、相关产品的价格和

其他因素等，具体内容请见表 1-2。 

表 1-2  影响供给的主要因素 

主 要 因 素 具 体 解 释 

产品价格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某种产品的价格与其供给成正方向变化 

生产成本 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成本降低，意味着利润增加，则供给就会增加 

生产技术 技术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生产成本并影响供给量 

价格预期 生产者或销售者的价格预期往往会引起供给的变化 

相关产品的价格 某种产品的替代品与互补品的价格也会对其供给量产生影响 

其他因素 包括生产要素的价格以及国家政策等 

考点四  供给规律与供给曲线 

在一般情况下，商品或服务的供给与其价格呈正向变化关系，这就是供给规律。对于供

给和价格之间呈同向变化的关系，也可以用曲线的形式直观地表现出来。用于描述供给和价

格之间关系的曲线通常被称为供给曲线，如图 1-2 所示。 

 P 

价格 

Q  供给

S 

O 
 

图 1-2  供给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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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均  衡  价  格 

考点五  均衡价格 

(一) 均衡价格的形成和变动 

均衡价格是市场供给量和需求量相互抵消时所达到的价格水平。在图形上表现为需求曲

线和供给曲线交点处的价格，此时供给量和需求量相等。市场均衡和均衡市场价格会随着市

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二) 均衡价格模型的应用 

均衡价格模型的具体应用详见表 1-3。  

表 1-3  均衡价格模型的应用 

名    称 最高限价分析 保护价格分析 

定义 
由政府为某种产品规定一个具体的

价格，市场交易只能在这一价格以

下进行 

保护价格，也叫支持价格或最低限价，就是由政府

规定一个具体的价格，市场交易只能在这一价格以

上进行 

目标 
保护消费者利益或降低某些生产者

的生产成本 
保护生产者利益或支持某一产业的发展 

适用情况 

当某种或某些产品价格上涨幅度过

大时，有可能影响居民的基本生活

需要或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时，政

府可以采取这种方式进行干预 

当某种或某些产品价格下降幅度过大，生产者收入

过少，有可能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时，政府可以采

取这种方式进行干预。我国和世界上部分国家或地

区采用保护价格支持农业生产和稳定农民收入水平

性质 属于政府对市场价格的干预措施 

【例 1-3】下列关于保护价格的说法，正确的是(    )。(2011 年多选题) 
A. 保护价格低于均衡价格 
B. 保护价格属于政府对价格的干预措施 
C. 政府实施保护价格会刺激生产 
D. 政府实施保护价格可能导致产品供给短缺 
E. 其目标是保护生产者利益或支持某一产业的发展 
【解析】BCE  保护价格高于均衡价格，选项 A 错误。政府实施保护价格会刺激生产，

导致生产过剩，选项 D 错误。 
【例 1-4】政府对部分商品实行最高限价产生的结果是(    )。(2012 年单选题) 
A. 市场短缺  B. 需求减少   C. 供给增加  D. 价格下降 
【解析】A  由于最高限价低于均衡价格，因此会刺激消费，限制生产，导致供给减少

和需求增加，结果就会造成市场短缺。 
【例 1-5】政府实现保护价格可能导致的结果是(    )。(2010 年多选题) 
A. 生产者收入较高   B. 刺激生产   C. 限制消费 
D. 市场过剩    E. 促进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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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BCD  当某种或某些产品价格下降幅度过大，生产者收入过少，有可能影响生

产的正常进行时，政府可以采取这种方式进行干预，A 选项错误。 
【例1-6】政府为了保护农业生产者，对部分农产品规定了保护价格。为了采取这种价格

政策，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是(    )。(2009 年单选题) 
A. 取消农业税      B. 对城镇居民实行粮食配给制 
C. 当市场上出现农产品过剩时进行收购 D. 扩大农民家电消费 
【解析】C  保护价格高于均衡价格，会刺激生产，限制消费，导致市场过剩，当市场

出现过剩时，政府应及时入市收购并予以储备，否则保护价格必然流于形式。 
【例 1-7】在一般情况下，政府实施最高限价可能产生的结果或问题有(    )。(2009 年

多选题) 
A. 供给短缺    B. 生产者变相涨价   C. 黑市交易 
 D. 生产者变相降价  E. 过度生产 
【解析】ABC  当实施最高限价，出现商品短缺现象时，就会出现严重的排队现象。当

政府监管不力时，就会出现黑市交易和黑市高价，还会导致变相涨价等现象。 

四、弹        性 

考点六  需求价格弹性 

需求价格弹性测量的是需求量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是需求量变动百分比与价格变动

百分比的比率(需求价格弹性系数总是负数，为简便起见，我们通常把负号略去，采用其绝对

值)，其公式为：
/
/d

Q Q Q P
P P P Q

E Δ Δ
⋅

Δ Δ
＝ ＝

 
需求价格弹性的计算公式、类型及相关分析见表 1-4。 

表 1-4  需求价格弹性的计算公式、类型及相关分析 

点弹性 
/
/d

Q Q Q P
P P P Q

E Δ Δ
⋅

Δ Δ
＝ ＝  

弹性系数 

计算公式 
弧弹性 

0 1 0 1( ) / 2 ( ) / 2d
Q PE

Q Q P P
Δ Δ

＝
＋ ＋

÷  

需求富有弹性(高弹性) 需求弹性系数大于 1 

需求单一弹性 需求弹性系数等于 1 基本类型 

需求缺乏弹性(低弹性) 需求弹性系数小于 1 

替代品的数量和相近程度
一种商品若有许多相近的替代品，那么这种商品的

需求价格弹性大 
影响因素 

商品的重要性 
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弹性小或缺乏弹性，而非必需的

高档商品的需求弹性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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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商品用途的多少 
一般来说，一种商品的用途越多，它的需求弹性就

越大，反之就缺乏弹性 
影响因素 

时间与需求价格弹性的

大小至关重要 

时间越短，商品的需求弹性就越小；时间越长，商

品的需求弹性就越大 

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小于 1 价格上升会使销售收入增加 

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大于 1 价格上升会使销售收入减少 
需求价格弹性和 

总销售收入的关系 
需求价格弹性系数等于 1 价格变动不会引起销售收入的变动 

【例 1-8】影响需求价格弹性的因素有(    )。(2012 年多选题) 
A. 时间的长短     B. 商品的重要性   C. 商品用途的多少 
D. 替代品的数量和相近程度   E. 生产周期和自然条件 
【解析】ABCD  本题考查的是影响需求价格弹性的因素，其中选项 E 属于影响供给价

格弹性的因素，所以不选。 

考点七  需求交叉弹性 

需求交叉弹性是指一种商品价格的相对变化与由此引起的另一种商品需求量相对变动之

间的比率。其计算公式及类型见表 1-5。 

表 1-5  需求交叉弹性的计算公式及类型 

公    式 
/
/

i i
ij

j j

Q Q
E

P P
Δ
Δ

＝  

Eij＞0 表明 i、j 两种商品为替代品 

Eij＜0 表明 i、j 两种商品为互补品 类    型 

Eij＝0 表明 i、j 两种商品是无关的 

【例 1-9】如果两种商品 X 和 Y，X 价格为增加，Y 需求减少，则两种商品交叉弹性体

现了(    )。(2010 年单选题) 
A. X 和 Y 无关       B. X 和 Y 是互补品   
C. X 和 Y 是替代品       D. 以上答案都不对 
【解析】B  X 商品价格增加，Y 商品需求减少，两种商品交叉弹性为负。因此，这两

种商品是互补品。 

考点八  需求收入弹性 

需求收入弹性是指需求量的变动和引起这一变动的消费者收入变动之比，它用以衡量需

求变动对消费者收入变动的反应程度。其计算公式及类型见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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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需求收入弹性的计算公式及类型 

公    式 y
Q y y QE

Q y Q y
Δ Δ Δ

⋅
Δ

＝ ＝÷  

Ey＝1 表明收入变动和需求数量变动是成相同比例的 

Ey＞1 表明收入弹性高，即需求数量的相应增加大于收入的增加，该类商品为高档品

Ey＜1 表明收入弹性低，即需求数量的相应增加小于收入的增加，该类商品为必需品

Ey＝0 表明不管收入如何变动，需求数量不变 
类    型 

Ey＜0 表明收入增加时买得少，收入降低时买得多，该类商品为低档物品 

【例 1-10】如果某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小于 1，则该商品属于(    )。(2011 年单选题) 
A. 高档品  B. 低档物品   C. 必需品  D. 正常物品 
【解析】C  本题考查对需求收入弹性的掌握。收入弹性小于 1，则称为“必需品”。 
【例 1-11】假设消费者的收入增加 20%，对 C 商品的需求增加为 10%，那么 C 商品是

(    )。(2010 年单选题) 
A. 高档品  B. 低档物品   C. 必需品  D. 正常物品 
【解析】C  消费者的收入增加 20%，对 C 商品的需求增加 10%，表明收入弹性低于 1，

即需求数量的相应增加小于收入的增加，C 商品为必需品。 

考点九  供给价格弹性 

供给价格弹性是指价格的相对变化与所引起的供给量的相对变化之间的比率。其计算公

式、类型及影响因素见表 1-7。 

表 1-7  供给价格弹性的计算公式、类型及影响因素 

公    式 
Q P P Q

Q P Q P
Δ Δ Δ

⋅
Δ

＝ ＝÷sE ( sE 始终为正值) 

Es＞1 商品的供给弹性充足 

Es＜1 商品的供给弹性不足 

Es＝1 商品的供给弹性为 1 

Es＝0 商品的供给完全无弹性 

类    型 

Es＝∞ 商品的供给完全有弹性 

时间 在短期内，供给弹性一般较小；而长期内，供给弹性一般比较大

资金有机构成 
如果一种产品生产的有机构成低，那么，它的短期供给弹性较大，

而长期供给弹性则要小一些 

生产周期和自然条件 主要对于农产品来说 影响因素 

投入品替代性大小 

和相似程度 

如果用于生产某商品的投入品可由其他行业资源替代，那么该商

品价格上涨(其他行业资源价格未变)，其他行业的投入品就会转

入该商品生产，从而使产量和供给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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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12】影响供给价格弹性的因素有(    )。(2009 年多选题) 
A. 替代品数量和相近程度    B. 商品重要性 
C. 商品用途多寡      D. 资金有机构成 
E. 生产周期和自然条件 
【解析】DE  影响供给价格弹性的因素：时间、资金有机构成、生产周期和自然条件、

投入品替代性大小和相似程度。 

同  步  自  测 

一、单项选择题 
1. 需求就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和一定价格条件下，消费者对某种商品或服务(    )。 

A. 愿意购买的数量     B. 能够购买的数量 
C. 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数量   D. 实际需要的数量 

2. 在我国，实行最高限价属于政府对市场价格的(    )。 
A. 平衡措施  B. 引导措施  C. 紧急措施   D. 干预措施 

3.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某产品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小于 1，则当该产品价格提

高时，(    )。 
A. 会使生产者的销售收入减少   B. 不会影响生产者的销售收入 
C. 会使生产者的销售收入增加   D. 生产者的销售收入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 

4. 保护价格又叫做最低限价，在我国，保护价格属于政府对市场价格的(    )。 
A. 干预措施      B. 平衡措施   
C. 紧急措施      D. 引导措施 

5. 如果甲产品使乙产品的需求交叉弹性系数是负数，则说明甲产品和乙产品(    )。 
A. 无关       B. 是替代品   
C. 是互补品      D. 是缺乏价格弹性的 

6. 如果 A 商品的价格上涨，需求量下降，必然引起 B 商品的需求量下降，那么说明 A
产品和 B 产品(    )。 

A. 是替代品      B. 是互补品   
C. 不相关       D. 均缺乏价格弹性 

7. 市场供给量和需求量相互抵消时所达到的价格水平是(    )。 
A. 生产价格  B. 均衡价格  C. 保护价格   D. 最高限价 

8. 如果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大于 1，那么价格上升会使销售收入(    )。 
A. 减少   B. 增加   C. 不变    D. 结果不一定 

9. 运用均衡价格模型分析，当需求不变、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时，均衡价格、均衡产

量的变化是(    )。 
A. 均衡价格上升，均衡产量上升  B. 均衡价格上升，均衡产量下降 
C. 均衡价格下降，均衡产量下降  D. 均衡价格下降，均衡产量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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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最低限价的目标是(    )。 
A. 保护消费者利益或支持某一产业的发展 
B. 保护生产者利益或支持某一产业的发展 
C. 保护消费者利益或降低某些生产者的生产成本 
D. 保护生产者利益或降低某些生产者的生产成本  

11. 适合采用薄利多销的方式增加销售收入的商品是(    )。 
A. 需求缺乏弹性的商品    B. 需求富有弹性的商品 
C. 需求单位弹性的商品    D. 需求无弹性的商品 

12. 当需求收入弹性 Ey＜1 时，表明(    )。 
A. 需求数量的相应增加大于收入的增加 
B. 需求数量的相应增加小于收入的增加 
C. 不管收入如何变动，需求数量不变 
D. 收入增加时买得少，收入降低时买得多 

13. 下列商品中，需求价格弹性小的是(    )。 
A. 替代品较多的商品    B. 用途多的商品 
C. 贵重的首饰      D. 生活必需品 

二、多项选择题 
1. 属于影响需求变动的因素有(    )。 

A. 消费者偏好      B. 消费者的个人收入 
C. 替代品的价格     D. 互补品的价格 
E. 生产成本 

2. 属于影响供给变动的因素有(    )。 
A. 消费者偏好      B. 生产成本 
C. 产品价格      D. 消费者的个人收入 
E. 生产者的预期 

3. 下列关于保护价格的说法中，正确的有(    )。 
A. 总是高于均衡价格    B. 总是低于均衡价格 
C. 导致市场过剩，需要政府收购  D. 导致市场短缺，需要实行配给制 
E. 可能会出现变相涨价现象 

4. 影响商品供给价格弹性的因素包括(    )。 
A. 时间       B. 资金有机构成 
C. 生产周期和自然条件    D. 投入品替代性大小和相似程度 
E. 消费者收入 

5. 影响需求价格弹性的因素包括(    )。 
A. 生产周期      B. 商品的用途 
C. 资本有机构成     D. 商品的重要性 
E. 替代品的数量和相近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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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需求价格弹性和总销售收入的关系，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大于 1，产品价格降低时，会使生产者的销售收入增加 
B. 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小于 1，产品价格提高时，会使生产者的销售收入减少 
C. 需求价格弹性系数等于 1，产品价格提高时，不会影响生产者的销售收入 
D. 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小于 1，产品价格提高时，会使生产者的销售收入增加 
E. 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大于 1，产品价格提高时，会使生产者的销售收入增加 

7. 政府对某产品实行最高限价，最高限价低于均衡价格，由此导致的后果是(    )。 
A. 市场短缺      B. 市场过剩 
C. 刺激生产，抑制消费     D. 刺激消费，抑制生产 
E. 生产过剩 

8. 下列关于保护价格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 保护消费者利益     B. 保护生产者利益 
C. 只宜在少数产品上实行   D. 只宜短期在局部地区实行 
E. 实施保护价格会导致供过于求 

9. 关于决定需求的基本因素，以下表述正确的是(    )。 
A. 价格和需求的变动呈反方向变化 
B. 价格是影响需求的最重要的因素 
C. 如果预期价格将下跌，许多消费者将提前购买 
D. 互补商品中，一种商品价格上升，会引起另一种商品需求随之降低 
E. 消费者的偏好支配着他在使用价值相同或接近的替代品之间的消费选择 

同步自测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 【解析】C  需求就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和一定价格条件下，消费者对某种商品或服务

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数量。 
2. 【解析】D  在我国，实行最高限价和保护价格均属于政府对市场价格的干预措施。 
一般情况下，当实施最高限价，出现短缺现象时，就会出现严重的排队现象。当政府监

管不力时，就会出现黑市交易、黑市高价或者以次充好、缺斤短两等变相涨价的现象。如果

实施最高限价的是粮食等重要消费品，政府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往往会实施配给制。 
3. 【解析】C  如果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小于 1，价格上升会使销售收入增加。 
4. 【解析】A  在我国，保护价格也属于政府对市场价格的干预措施。 
5. 【解析】C  需求交叉价格弹性 Eij＜0，表明 i、j 两种商品为互补品。 
6. 【解析】B  由题可知，A 商品价格上涨，需求量下降会引起 B 商品的需求量下降，

因此，A 产品和 B 产品是互补品。 
7. 【解析】B  均衡价格是市场供给量和需求量相互抵消时所达到的价格水平。 
8. 【解析】A  如果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大于 1，那么价格上升会使销售收入减少。 
9. 【解析】D  当需求不变、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时，均衡价格下降，均衡产量上升。 
10. 【解析】B  最低限价的目标是保护生产者利益或支持某一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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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解析】B  需求富有弹性，价格稍有变动，销售量将有大幅提高，所以会增加销售

收入。 
12. 【解析】B  Ey＜1，表明收入弹性低，即需求数量的相应增加小于收入的增加，该

类商品为必需品。 
13. 【解析】D  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小或缺乏弹性，而非必需的高档商品的需求

弹性大。 
二、多项选择题 
1. 【解析】ABCD  影响需求变动的因素有消费者偏好、消费者的个人收入、产品价格、

替代品的价格、互补品的价格、预期和其他因素，如商品的品种、质量、广告宣传、地理位

置、季节、国家政策等。 
2. 【解析】BCE  影响供给变动的因素有产品价格、生产成本、生产技术、生产者的预

期、相关产品的价格和其他因素，还包括生产要素的价格以及国家政策等。 
3. 【解析】AC  保护价格高于均衡价格，实施保护价格，往往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

为此需建立政府的收购和储备系统。一般来说，当实施保护价格，出现过剩现象时，如果没

有政府的收购，就会出现变相降价或黑市交易等问题，可能会导致市场价格的下降。 
4. 【解析】ABCD  影响供给价格弹性的因素包括时间、资金有机构成、生产周期和自

然条件、投入品替代性大小和相似程度。  
5. 【解析】BDE  影响需求价格弹性的因素有：替代品的数量和相近程度、商品的重要

性、商品用途的多少和时间。 
6. 【解析】ACD  如果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小于 1，价格上升会使销售收入增加；如果需

求价格弹性系数大于 1，那么价格上升会使销售收入减少；如果需求价格弹性系数等于 1，那

么价格变动不会引起销售收入的变动。 
7. 【解析】AD  一般情况下，当实施最高限价，出现短缺现象时，就会出现严重的排

队现象。同时，也会刺激消费，抑制生产。 
8. 【解析】BCE  保护价格的目的是保护生产者利益或支持某一产业的发展，实施保护

价格会导致供过于求。保护价格只适宜在少数产品上实行，我国和世界上部分国家或地区采

用保护价格支持农业生产和稳定农民收入水平。 
9. 【解析】ABDE  如果消费者预期价格要上涨，就会刺激人们提前购买；反之则推迟

购买。 
 



 

 

第二章 消费者行为分析 

 大纲解读 

本章考试目的在于考查应试人员是否掌握消费者偏好、预算约束、消费者均衡条件和需

求曲线的推导、价格变动的效应等基本理论。从近 3 年考题情况来看，本章主要考查无差异

曲线的特征、商品的边际替代率、预算线的变动、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应用，平均分值是

4 分，具体考试内容如下。 
1. 无差异曲线 
包括效用的含义和分类、消费者偏好的基本假设、无差异曲线的形状和基本特征、商品

边际替代率及其递减规律。 
2. 预算约束 
消费者预算约束的含义及其影响因素，以及预算线的形状和变动特性。 
3. 消费者均衡和需求曲线 
消费者均衡的含义和条件、需求曲线的推导过程，以及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考点精讲 

一、无差异曲线 
考点一  效用理论 

(一) 效用与效用论 

效用是指商品或者服务满足人们某种欲望的能力，或者是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或服务时所

感受到的满足程度。 
效用论分为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具体内容见表 2-1。 

表 2-1  效用论的类型 

基数效用论 
效用可直接度量，存在绝对的效用量的大小，可以用基数，即 1、2、3、4

等，这些绝对数值来衡量效用的大小 
效用论 

序数效用论 

无法知道效用的数值，只用说出自己的偏好次序。消费者可以知道自己对

不同消费组合的偏好次序，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等，这些表示次序

的相对数值来衡量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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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数效用论是运用边际效用论分析消费者行为的，而序数效用论是用无差异曲线和预算

约束线来分析消费者行为的。二者得出的分析结论基本是相同的。 

(二) 总效用、边际效用及其关系 

效用可以分为总效用和边际效用，具体内容见表 2-2。 

表 2-2  总效用、边际效用及其关系 

总效用 
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从商品或服务的消费中得到的满足程度的总和，用 TU 表示，

即 TU＝F(Q) 

边际效用 
消费者增加一个单位的商品消费时所带来的满足程度的增加或者效用的增量，用

MU 表示，即 MU＝ΔTUΔQ＝ΔF(Q)ΔQ 

总效用与边际 

效用的关系 
从数学的意义上看，边际效用就是总效用函数的斜率 

边际效用 

递减规律 

在一定时间内，随着消费某种商品数量的不断增加，消费者从中得到的总效用是在

增加的，但却是以递减的速度增加的，即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当商品消费量达到一

定程度后，总效用达到最大值时，边际效用为 0；如果继续增加消费，总效用不但

不会增加，反而会逐渐减少，此时边际效用变为负数 

考点二  无差异曲线 

(一) 关于消费者偏好的基本假定 

消费者要选择他能够支付得起的最优的消费组合。消费组合也叫市场篮子，就是消费者

购买的不同商品或服务的组合。 
消费者偏好的基本假定如下： 
(1) 完备性。 
(2) 可传递性。 
(3) 消费者总是偏好多而不是少。 

(二) 无差异曲线 

我们可以用无差异曲线来描述消费者偏好。在同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可以绘制出无

数条无差异曲线，每一条都代表不同水平的偏好。其定义和特征见表 2-3。 

表 2-3  无差异曲线及其特征 

概    念 

一条表示能够给消费者带来相同满足程度的两种商品的所有组合的曲线，在这条曲线

上的所有各点的两种商品的组合带给消费者的满足程度是完全相同的，消费者对这条

曲线上各个点的偏好程度是无差异的 

特    征 

(1) 离原点越远的无差异曲线，消费者的偏好程度越高 

(2) 任意两条无差异曲线都不能相交 

(3) 无差异曲线从左向右下倾斜，凸向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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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1】下列关于无差异曲线的特征，说法正确的是(    )。(2011 年多选题) 
A. 任意两条无差异曲线都不会相交 
B. 离原点越远的无差异曲线，消费者的偏好程度越高 
C. 无差异曲线不能相交，这不是由消费者偏好的可传递性决定的 
D. 无差异曲线的形状和价格变动关系密切 
E. 无差异曲线从左向右下倾斜，凸向原点，这是由商品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决定的 
【解析】ABE  无差异曲线具有以下特征：①离原点越远的无差异曲线，代表消费者的

偏好程度越高。离原点越近，代表消费者的偏好程度越低。②任意两条无差异曲线都不能相

交—消费者偏好的可传递性。③无差异曲线从左向右下倾斜，凸向原点。这是由商品边际

替代率递减规律决定的。 
【例 2-2】任意两条无差异曲线不能相交，这是根据偏好的(    )假定来判定的。(2009

年单选题) 
A. 完备性  B. 可传递性   C. 多比少好  D. 可加总性 
【解析】B  任意两条无差异曲线不能相交，这是根据偏好的可传递性假定来判定的。 
【例 2-3】无差异曲线具有以下(    )特征。(2012 年多选题) 
A. 任意两条无差异曲线都不能相交 
B. 无差异曲线从左向右下倾斜，凸向原点 
C. 无差异曲线的斜率为正 
D. 离原点越远的无差异曲线，消费者的偏好程度越高 
E. 离原点越近的无差异曲线，消费者的偏好程度越高 
【解析】ABD  无差异曲线从左上向右下倾斜，斜率为负，C 选项错误。 

(三) 商品边际替代率 

所谓商品边际替代率，就是指在效用水平不变的条件下，消费者增加一个单位某商品时

必须放弃的另一种商品的数量。 
如果用 MRS 表示商品边际替代率，一般将从放弃纵轴 X2 上商品的数量来获得横轴 X1

额外 1 个单位商品来计算商品的边际替代率，用公式表示如下： 

2

1

X
MRS

X

Δ

Δ
−＝  

当商品数量变化趋于无穷小时，上述公式可表示为： 

2

1

X
MRS

X

Δ

Δ
−＝ ＝

1 0
lim
XΔ →

2 2

1 1

d

d

X X

X X

Δ

Δ
−＝  

注：无差异曲线上某一点的边际替代率等于该点切线斜率的绝对值。 
【例 2-4】 商品边际替代率 dy/dx＝-1/2 是指愿意放弃(    )单位 x 产品而获得 1 单位商

品 y。(2010 年单选题) 
A. -1/2    B. 1     C. 2    D. 1/2 
【解析】C  商品边际替代率，就是指在效用水平不变的条件下，消费者增加一单位某

商品时必须放弃的另一种商品的数量，正确答案是 C 选项。 



第二章 消费者行为分析 

 15

(四) 边际商品替代率递减规律 

边际商品替代率递减规律是指随着一种商品消费量的逐渐增加，消费者为了获得这种商

品的额外消费而愿意放弃的另一种商品的数量会越来越少。在维持效用水平不变的前提下，

随着一种商品的消费数量的连续增加，消费者为得到一单位的这种商品所需要放弃的另一种

商品的消费量是递减的。 

二、预 算 约 束 
考点三  预算约束 

在既定价格下，消费者对各种商品和服务的支付能力的限制表现为一种预算约束。 

假定只有两种商品 X1和 X2可供消费者选择，这两种商品的价格分别为 P1和 P2，消费者

可支配的收入的金额是 m，则这个消费者的预算约束用公式表示为：P1X1＋P2X2＝m。 
该曲线绘制在图中就变为预算线，又称为预算约束线，如图 2-1 所示。 

 

O 

X2 

A 

B X1

m/P2

m/P1 

 
图 2-1  预算约束线 

预算线上的点表示用尽所有收入所能购买的各种消费组合，预算线外的点是支付能力达

不到的购买选择，而预算线内的点，则表示在两种商品上的花费并未用尽全部收入。 
把包括了预算线本身及其左下方的区域，称为消费者预算可行集或预算空间，表示消费

者受到的支付能力的限制，是消费者决策时可以选择的区间。 
预算线的斜率是两种商品价格的负比率或两种商品价格的比率的负值。斜率的大小表明

在不改变总支出的前提下，两种商品可以相互替代的比率。 

(一) 收入变动对预算线的影响 

在相对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收入改变，会使预算线出现平行移动。收入增加使预算线向

右平移，收入减少使预算线向左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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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对价格变动对预算线的影响 

相对价格变动表现为预算线在纵轴上的端点不变，而横轴上的端点发生旋转。如价格下

降则向外旋转，价格上升则向内旋转。两种商品的价格同比例同方向变化，会使预算线平移。

同比例上升使预算线左移，相反则右移。两种商品的价格及收入都同比例同方向变化，则预

算线不动。 
【例 2-5】 甲商品和乙商品的价格按相同比例上升，而收入不变，则预算线(    )。(2011

年单选题) 

A. 不变  B. 发生旋转  C. 向右上方平行移动  D. 向左下方平行移动 
【解析】D  两种商品的价格同比例同方向变动，并不会改变预算线的斜率，只会导致

预算线发生平移。如果价格同比例上升，表示消费者的全部收入用来购买其中任何一种商品

的数量同比例于价格的上升而减少，预算线向左下方平行移动。同理，如果价格同比例下降，

预算线向右上方平行移动。 
【例 2-6】影响预算约束线的因素有(    )。(2010 年多选题) 
A. 商品价格     B. 收入变动    C. 相对价格变动 
D. 商品种类     E. 商品的需求量 
【解析】BC  在相对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收入改变，会使预算线出现平行移动。两种商

品的价格同比例同方向变化即相对价格变动，会使预算线平移，BC 选项正确。 

三、消费者均衡和需求曲线 
考点四  消费者均衡和需求曲线 

(一) 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关系 

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关系有以下 3 种情况： 
(1) 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相交于不同的两点。 
(2) 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既不相交，也不相切。 
(3) 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相切于一点，此时为最受偏好的选择。 
无差异曲线的斜率的绝对值等于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预算线的斜率的绝对值等于两

种商品的价格之比，因此，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可以表示为：MRS＝P1/P2。 
上式是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其含义是：在一定的预算约束下，为了实现效用

最大化，消费者应该选择商品的最优组合，使得两种商品边际替代率等于两种商品的价格比。 
【例 2-7】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是(    )。(2009 年单选题) 
A. 商品边际替代率等于商品价格之比 
B. 商品边际替代率大于商品价格之比 
C. 商品边际替代率小于商品价格与收入之比 
D. 商品边际替代率等于商品价格与收入之比 
【解析】A  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其含义是：在一定的预算约束下，为了实现

效用最大化，消费者应选择商品的最优组合，使得两种商品边际替代率等于两种商品的价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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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消费者均衡和需求曲线 

消费者均衡的实现是以 3 个条件为前提的，即偏好不变、收入不变和价格不变。在假定

偏好不变和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根据价格的变化可以推导出需求曲线。 
商品价格的变化会产生两种效应，即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收入效应是指在名义收入不变时，因为该商品价格的变化，而导致消费者实际收入发生

变化，进而导致消费者所购买的该商品数量的变化。 
替代效应是指在实际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因为该商品价格的变化引起的相对价格变化所

导致的该商品需求数量的变化。 
两种效应与价格的变化方向如表 2-4 所示。  

表 2-4  两种效应与价格的变化方向 

名    称 替 代 效 应 收 入 效 应 总  效  应 需 求 曲 线

正常商品 反方向 反方向 反方向 右下方倾斜 

低档商品 反方向 同方向 

大多数情况下，收入效应的作用小于

替代效应的作用，从而总效应与价格

成反方向变动  

右下方倾斜 

从需求曲线来看，低档商品的需求曲线更陡峭，而正常商品的需求曲线更平缓，对价格

变化的反应更大。 
【例 2-8】对于正常商品而言，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2012 年单选题) 
A. 收入效应与价格同方向变动  B. 替代效应与价格反方向变动 
C. 收入效应与价格反方向变动  D. 需求曲线更为平缓，对价格变化的反应更大 
【解析】A  对于正常商品而言，替代效应与价格成反向变动，收入效应也与价格成反

方向变动。从需求曲线来看，正常商品的需求曲线更平缓，对价格变化的反应更大。 
【例 2-9】需求曲线之所以向右下方倾斜，是因为价格的变化具有(    )效应。(2009 年

多选题) 
A. 收入   B. 替代   C. 递减  D. 规模经济  E. 导向 
【解析】AB  大多数情况下，收入效应的作用小于替代效应的作用，从而总效应与价格

成反方向变动。相应的需求曲线也是向右下方倾斜的。 

同 步 自 测 
一、单项选择题 
1. 无差异曲线的位置取决于(    )。 

A. 消费者的偏好     B. 消费者的收入   
C. 商品的价格      D. 效用的大小 

2. 认为效用可以直接度量，存在绝对的效用量的大小，比如一个面包的效用是 1 个效用

单位，一件衣服的效用是 10 个效用单位，那么这种效用理论是(    )。 
A. 序数效用论  B. 总效用论  C. 边际效用论  D. 基数效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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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算线的斜率取决于(    )。 
A. 消费偏好      B. 商品的价格 
C. 无差异曲线的走势    D. 消费者的支付能力 

4. 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    )时的商品组合，满足效用最大化。 
A. 相交   B. 相切   C. 相离    D. 重合 

5. (    )情况下，预算线会出现平行移动。 
A. 两种商品的价格都发生变化，但是收入不变 
B. 两种商品的价格等比例变化，收入也改变 
C. 两种商品的价格不同比例变化，收入也改变 
D. 两种商品的价格不变，收入也不变 

6. 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的主要区别是(    )。 
A. 效用是否客观     B. 效用是否可以加总 
C. 效用函数是否是线性的   D. 边际效用是否是递减的 

7. 对正常商品而言，替代效应与价格成(    )变动，收入效应与价格成(    )变动。 
A. 反方向，正方向     B. 正方向，反方向 
C. 反方向，反方向     D. 正方向，正方向 

8. 对于低档商品而言，替代效应与价格成(    )变动，收入效应与价格成(    )变动。 
A. 反方向，同方向     B. 反方向，反方向 
C. 同方向，反方向     D. 同方向，同方向 

二、多项选择题 
1. 序数效用论对消费者的偏好的假设有(    )。 

A. 完备性     B. 可传递性   C. 偏好于多而不是少 
D. 平均性     E. 无差异性 

2. 决定预算线变动的因素有(    )。 
A. 消费者收入    B. 商品边际替代率 C. 消费者偏好 
D. 价格弹性    E. 商品价格 

3. 无差异曲线具有的特征是(    )。 
A. 任意两条无差异曲线都不能相交 
B. 无差异曲线从右向左下倾斜，凹向原点 
C. 无差异曲线从左向右下倾斜，凸向原点 
D. 离原点越远的无差异曲线，消费者的偏好程度越低  
E. 离原点越远的无差异曲线，消费者的偏好程度越高 

4. 使需求和价格呈反方向变化的是(    )共同作用的结果。 
A. 替代效应    B. 互补效应   C. 收入效应 
D. 蛛网效应    E. 乘数效应 

5. 价格变动产生的效应有(    )。 
A. 替代效应    B. 收入效应   C. 互补效应 
D. 蛛网效应    E. 乘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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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自测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 【解析】A  离原点越远的无差异曲线，消费者的偏好程度越高。也就是说无差异曲

线的位置和形状取决于消费者的偏好。 
2. 【解析】D  题目所描述的效用理论是基数效用论。 
3. 【解析】B  预算线的斜率是购买的两种商品的价格之比，因此预算线的斜率取决于

商品的价格。 
4. 【解析】B  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相切于一点时为最受偏好的选择，即满足效用最大

化的商品组合必定位于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相切的切点上。 
5. 【解析】B  在相对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收入改变，会使预算线出现平行移动。 
6. 【解析】B  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的主要区别在于效用是否可以加总。 
7. 【解析】C  对于正常商品而言，替代效应与价格成反方向变动，收入效应也与价格

成反方向变动，从而总效应必定与价格成反方向变动。 
8. 【解析】A  对于低档商品而言，替代效应与价格成反方向变动，收入效应与价格成

同方向变动。 
二、多项选择题 
1. 【解析】ABC  序数效用论对消费者的偏好的假设有完备性、可传递性、消费者总是

偏好于多而不是少。 
2. 【解析】AE  决定预算线变动的因素有消费者的收入和商品价格。 
3. 【解析】ACE  无差异曲线具有以下特征：离原点越远的无差异曲线，消费者的偏好

程度越高；任意两条无差异曲线都不能相交；无差异曲线从左向右下倾斜，凸向原点。 
4. 【解析】AC  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共同作用使得需求与价格变动成反方向变化。 
5. 【解析】AB  价格变动产生的效应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第三章 生产和成本理论 

 大纲解读 

本章考试目的在于考查应试人员是否掌握了生产者的组织形式、企业形成的理论、生产

函数的含义和生产函数的各种曲线的基本形状及特征、成本函数的含义和基本形式、短期成

本函数的各种曲线的基本形状和特征等基本理论。从近 3 年考题情况来看，本章主要考查生

产函数及其曲线特征、规模报酬的各种形式、成本函数及其曲线特征等，平均分值是 5 分，

具体考试内容如下。 
1. 生产者的组织形式和企业理论 
包括生产者及其组织形式，企业形成的理论——科斯的企业理论。 
2. 生产函数和生产曲线 
包括生产的相关概念、生产函数的含义及主要形式、一种可变要素的生产函数及其曲线

及规模报酬。 
3. 成本函数和成本曲线 
包括成本的含义和类型、成本函数的含义和基本形式，以及短期成本函数的各种曲线的

基本形状和特征。 
 

 考点精讲 

一、生产者的组织形式和企业理论 

考点一  生产者的组织形式和企业理论 

(一) 生产者及其组织形式 

生产者就是能够做统一的生产决策的单个经济单位，即企业或厂商。企业是产品生产过

程中的主要组织形式，主要包括个人企业、合伙制企业和公司制企业。 

(二) 企业形成的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在 1937 年发表的《企业的本质》中阐明：企业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

用或交易成本而产生的，企业的本质或者显著特征是作为市场机制或价格机制的替代物。 
当企业交易方式的交易费用小于市场交易方式的交易费用时，企业就产生了。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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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节约是企业存在的根本原因，即企业是市场交易费用节约的产物。 
导致市场机制和企业的交易费用不同的主要因素在于信息的不完全性。 

二、生产函数和生产曲线 

考点二  生产函数和生产曲线 

(一) 生产的相关概念 

生产是将投入转变成产出的过程。产出是生产者向社会提供有形的物质产出和无形的服

务产出，有形的物质产出包括食品、机器设备、日常用品等；无形的服务产出包括医疗、信

息服务、金融服务、旅游服务等。产出是企业获得销售收入的基础。 
投入主要包括企业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生产要素一般被划分为劳动、资

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 4 种类型。从长期发展来看，企业的各项投入都是可以改变的。但在

短期内，部分生产要素是不能改变的，一般称为不变投入。因此，当各种投入要素都可变时，

通常是在研究企业的长期行为；当某种或几种要素不可变时，一般是在研究企业的短期行为。 

(二) 生产函数 

生产函数表示在一定时期内，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生产中所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

量与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的函数关系。 
假定生产中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为 X1，X2…Xn，Q 为所能生产的最大的产量，则生产函

数可以表示为：Q＝f(X1，X2…Xn)。 

(三) 一种可变要素的生产函数及其曲线 

1. 一种可变要素的生产函数 
一种可变要素的生产函数假设只有一种投入可以改变，而其他投入不可以改变，这是对

企业短期行为的分析。一般假设劳动投入可变，而其他要素不可变。一种可变要素的生产函

数也称短期生产函数，其基本形式为： ( , )Q f L k＝ ，其中， k 表示资本总量固定不变，这时

总产量的变化只取决于劳动量 L。 
2. 总产量、平均产量和边际产量 
总产量、平均产量和边际产量的定义及其关系如表 3-1 所示。 

表 3-1  总产量、平均产量和边际产量的定义及其关系 

产量的分类 定    义 公    式 

总产量(TP) 指生产出来的用实物单位衡量的产出总量  

平均产量(AP) 总产量除以总投入的单位数 AP＝TP/L 

边际产量(MP) 
在其他投入保持不变的条件下，由于新增一单位的投入

而多生产出来的产量或产出 
MP＝ΔTP/Δ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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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产量、平均产量和边际产量曲线及其位置关系 
3 种产量的曲线如图 3-1 所示。 

MP

Q 

TP 

L1 L2 L3 L 

Q 

L3 L 

AP 

 
图 3-1  总产量(TP)、平均产量(AP)及边际产量(MP)曲线 

(1) 边际产量曲线的图形及边际产量递减规律 
边际产量是说明产量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如果确定边际产量的图形，就可以说

明总产量和平均产量的图形。劳动的边际产量先递增，劳动投入达到一定程度 L1，MP 最大，

然后递减，继续增加劳动投入到 L3，MP＝0。如果再增加劳动投入，边际产量为负。 
边际产量递减规律也称为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其基本含义是：在技术水平和其他投入保

持不变的条件下，连续追加一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总是存在着一个临界点，在这一点之前，

边际产量递增，超过这一点之后，边际产量将出现递减的趋势，直到出现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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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产量曲线的图形 
根据 MP 曲线的图形可以绘出 TP 曲线，在劳动投入达到 L3之前，劳动的边际产量为正

数，并且递增，所以总产量以递增的速度增加，从图形上看，总产量曲线向上倾斜，并且斜

率递增，即凸向 L 轴。 
劳动投入在 L1 和 L3 之间时，劳动的边际产量递减，但为正数，所以总产量是以递减的

速度增加。从图形上看，总产量曲线向上倾斜，但斜率递减，即凹向 L 轴。 
当劳动投入量为 L3时，劳动的边际产量为 0，总产量达到最大值。继续增加劳动投入，

劳动的边际产量为负数，所以总产量开始递减。 
【例 3-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连续增加劳动的投入，在总产量达到最大值

时，劳动的边际产量(    )。(2009 年单选题) 
A. 大于零   B. 小于零  C. 等于零  D. 等于平均产量 
【解析】C  当边际产量等于 0 时，总产量达到最大值。 
(3) 平均产量曲线的图形 
AP 曲线的图形与 MP 和 TP 图形紧密相关。 
只要边际产量大于平均产量，即边际产量曲线在平均产量曲线的上方，平均产量就是递

增的，即在劳动投入达到 L1后，边际产量开始递减，但边际产量会大于平均产量，所以平均

产量仍是递增的。边际产量递减，而平均产量递增，可以知道边际产量曲线和平均产量曲线

最终会相交，这时边际产量等于平均产量。 
在 L2 之前，平均产量递增，同时在边际产量曲线的下方；在 L2 时，边际产量曲线与平

均产量曲线相交，同时平均产量达到最大值；在 L2之后，平均产量曲线递减，同时平均产量

曲线在边际产量曲线的上方。 

考点三  规模报酬 

规模报酬也称规模收益，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内部各种生产要素按照相

同比例变化时所带来的产量的变化。规模收益研究的是企业的长期生产决策问题。 
将生产规模和产量的变化比例相比较，可以将规模报酬分为 3 类： 
(1) 规模报酬不变，即产量增加的比例等于各种生产要素增加的比例。 
(2) 规模报酬递增，即产量增加的比例大于各种生产要素增加的比例。 
(3) 规模报酬递减，即产量增加的比例小于各种生产要素增加的比例。 
多数行业会有一个适度最佳规模或适度规模，此时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最低。 
【例 3-2】下列关于总产量、边际产量、平均产量曲线的说法，正确的是(    )。(2012

年多选题) 
A. 平均产量上升时，总产量增加 
B. 平均产量下降时，总产量下降 
C. 边际产量＝0 时，总产量最大 
D. 平均产量和边际产量相交时，总产量最大 
E. 边际产量曲线与平均产量曲线交于平均产量曲线的最高点 
【解析】ACE  参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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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本函数和成本曲线 

考点四  成本函数 

(一) 成本的含义 

成本又称生产费用，是生产过程中企业对所购买的各种生产要素的货币支出。也可以说

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支付的物质费用和人工费用。成本的分类如表 3-2 所示。 

表 3-2  成本的分类 

机会成本 
当一种生产要素被用于生产单位某产品时所放弃的使用相同要素在其他生产用途中所

得到的最高收入 

显成本 企业购买或租用的生产要素所实际支付的货币支出 

生产成本 
隐成本 

企业自己拥有并使用的资源的成本，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机会成本，应该从

机会成本的角度按照企业自有生产要素在其他用途中所得到的最高收入来

支付和计算 

经济利润 
企业的总收益和总成本的差额，简称企业的利润。企业所追求的最大利润，指的就是

最大的经济利润。经济利润也可称为超额利润 

正常利润 
企业对自己所提供的企业家才能的报酬支付，是生产成本的一部分，是作为隐成本的

一部分计入成本的，因此经济利润中不包括正常利润 

【例 3-3】企业使用自有的资金含有的利息为(    )。(2010 年单选题) 
A. 显成本   B. 机会成本   C. 隐成本  D. 生产成本 
【解析】C  显成本是指企业购买或租用的生产要素所实际支付的货币支出。机会成本

是指当一种生产要素被用于生产单位某产品时所放弃的使用相同要素在其他生产用途中所得

到的最高收入，隐成本是企业自己拥有并使用的资源的成本，因此，C 选项是正确答案。 

(二) 成本函数 

1. 成本函数的含义和类型 
成本函数的含义和类型如表 3-3 所示。 

表 3-3  成本函数的含义和类型 

类    型 含    义 公    式 

短期成本函数 

短期成本函数是指生产期间很短，总有一种或几种

生产要素的数量固定不变，因而就有了固定成本和

可变成本之分 

C＝b＋f(g) 

式中，C 为总成本，g 为产量，

b 为固定成本 

长期成本函数 

长期成本函数是指这样一个时期，企业在这段时间

内可以调整生产要素，从而一切生产要素都是可变

的，一切成本都是可变的 

C＝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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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短期成本函数和长期成本函数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含有固定成本。 
2. 短期成本函数分析 
与短期成本相关的概念如表 3-4 所示。 

表 3-4  与短期成本相关的概念 

类    型 含    义 分类及公式 

总固定成本(TFC) 
指在短期内不随产量增减而变动的那

部分成本，其中主要包括厂房和设备

的折旧，以及管理人员的工资费用等总成本 
(TC) 

就是企业在短期内生产

一定量产品所需要的成

本总和，TC＝TFC＋TVC 
总可变成本(TVC) 

指随着产量变动而变动的那部分成

本，其中主要包括原材料、燃料和动

力以及生产工人的工资费用等 

平均固定成本(AFC) 
平均每一单位产品所消耗的固定成

本，AFC＝TFC/Q 平均成本 
(ATC) 

也叫平均总成本，是生

产每一单位产品的成

本，是总成本除以总产

量之商，ATC＝TC/Q 
平均可变成本(AVC) 

平均每一单位产品所消耗的可变成本

AVC＝TVC/Q 

边际成本 
(MC) 

增加一个单位产量时总

成本的增加额 
MC＝ΔTC/ΔQ 
其中，ΔTC 代表总成本的增加额，ΔQ 代表总产量的增加额

【例 3-4】假设 ATC、AVC、AFC 和 MC 分别表示平均成本、平均可变成本、平均固定

成本和边际成本，当 ATC 曲线达到最低点时，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2011 年单选题) 
A. MC＝AVC  B. MC＝ATC  C. MC＝AFC  D. AFC＝AVC 
【解析】B  MC 曲线和 ATC 曲线相交于 ATC 曲线的最低点，所以当 ATC 曲线达到最

低点时，MC＝ATC。 

考点五  短期成本曲线 

(一) 总成本、总固定成本和总可变成本 

总成本、总固定成本和总可变成本的曲线图形与关系如表 3-5 所示。 

表 3-5  总成本、总固定成本和总可变成本的曲线图形与关系 

类    型 走    势 关    系 图    形 

总成本 

(TC) 

从纵轴一个截点即产量为零时

总成本等于固定成本的那个点

开始，随产量的增加而逐步上

升，开始时是以递减的增长率

上升，当产量达到一定水平后，

便以递增的增长率上升 

总固定成本 

(TFC) 
平行于横轴的一条直线 

总可变成本曲

线和总成本曲

线二者的变动

规律是一致的 

 

O

C

Q 

TFC 

TC 

T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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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    型 走    势 关    系 图    形 

总可变成本 
(TVC) 

产量为零时，总可变成本为

零，随着产量的增加，总可变

成本逐步上升，开始以递减的

增长率上升，产量达到一定水

平后，便以递增的增长率上升

  

【例 3-5】关于短期成本曲线的说法，正确的有(    )。(2012 年多选题) 
A. 总成本曲线从原点开始，并随产量的增加而逐步上升 
B. 总成本曲线从纵轴一个截点即产量为零时总成本等于固定成本的那个点开始，并随产

量的增加而逐步上升 
C. 总可变成本曲线从原点开始，并随产量的增加而逐步上升 
D. 总可变成本曲线从纵轴一个截点即产量为零时总成本等于固定成本的那个点开始，随

着产量的增加而减少 
E. 总固定成本曲线是平行于横轴的一条直线  
【解析】BCE  根据短期成本曲线的描述，BCE 3 个选项是正确的。 

(二) 平均总成本、平均固定成本、平均可变成本及边际成本 

各成本的曲线变化规律及图形如表 3-6 所示。 

表 3-6  各成本的曲线变化规律及图形 

类    型 曲 线 走 势 变 动 规 律 图    形 

平均总成本

(AC) 

开始时随着产量增加而迅速

下降，M 点是平均总成本曲线

的最低点，过这一点以后，平

均总成本曲线又随产量的增

加而上升 

平均可变 
成本 

(AVC) 

开始时随产量的增加而逐步

下降，M′点是平均可变成

本曲线的最低点 

边际成本 
(MC) 

开始时随产量的增加而迅速

下降，很快就降到最低点，

过最低点以后，便随着产量

的增加而迅速上升，首先通

过平均可变成本曲线的最低

点 M′，然后又通过平均总

成本曲线的最低点 M 

具有先下降 
后上升的 U 
形特征 

平均固定 
成本 

(AFC) 

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递减，逐

渐向横轴接近 

开始降低幅度

很大，以后降低

幅度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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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边际成本曲线与平均总成本曲线及平均可变成本曲线的关系 

边际成本曲线与平均总成本曲线及平均可变成本曲线的关系，如表 3-7 所示。 

表 3-7  边际成本曲线与平均总成本曲线及平均可变成本曲线的关系 

曲 线 类 型 关    系 

平均总成本 

曲线 

边际成本曲线与平均总成本曲线相交于平均总成本曲线的最低点 M 

在 M 点之前，MC＜AC，平均总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下降 

在 M 点之后，MC＞AC，平均总成本随产量增加而上升 

平均可变成本

曲线 

边际成本曲线与平均可变成本曲线相交于平均可变成本曲线的最低点 M′ 

在 M′点之前，MC＜AVC, 平均可变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下降 

在 M′点之后，MC＞AVC, 平均可变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上升 

而且无论是上升还是下降，边际成本曲线的变动都快于平均可变成本曲线 

在以上 3 条曲线中，边际成本曲线最早到达最低点。平均总成本曲线的最低点 M 点的出

现晚于且高于平均可变成本曲线的最低点 M′点。 

同  步  自  测 

一、单项选择题 
1. 某企业的工人人数为 8 人时，其总产量为 1 600 个；当工人人数增至 9 人时，其总产

量为 1900 个，则该企业的边际产量是(    )个。 
A. 100     B. 200   C. 210   D. 300 

2. 企业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    )。 
A. 信息的不完全性      B. 交易成本的节约 
C. 市场失灵       D. 道德风险 

3. 下列各项中属于企业固定成本的有(    )。 
A. 原材料费用       B. 生产工人的工资 
C. 管理人员的工资      D. 燃料和动力费用 

4. 隐成本实际上是一种(    )。 
A. 特殊的显成本  B. 机会成本  C. 生产成本  D. 可避免成本 

5. 经济利润(    )正常利润。 
A. 不包括    B. 包括   C. 就是   D. 无关于 

6. 机会成本是指当一种生产要素被用于生产某产品时，所放弃的使用相同生产要素在其

他生产用途中所得到的(    )。 
A. 最高收入   B. 最低收入  C. 平均收入  D. 超额收入 

7. 当某企业的产量为两个单位时，其总成本、总固定成本、总可变成本、平均成本分别

是 2000 元、1200 元、800 元和 1000 元；当产量为 3 个单位时，其总成本、总固定成本、总可变

成本、平均成本分别是 2100 元、1200 元、900 元和 700 元，则该企业的边际成本是(    )元。 
A. 0     B. 150   C. 100   D.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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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平均总成本曲线呈(    )。 
A. W 型   B. V 型   C. U 型    D. 直线型 

9. 当边际成本与平均总成本正好相等时，平均总成本处于(    )。 
A. 较高点   B. 最低点  C. 最高点   D. 较低点 

二、多项选择题 
1. 生产要素一般被分为(    )。 

A. 劳动     B. 资本      C. 土地 
D. 企业家才能    E. 现金 

2. 关于成本和利润的正确表述是(    )。 
A. 企业所有的显成本和隐成本共同构成了企业的总成本 
B. 在成本下降时利润一定是增加的 
C. 企业所追求的最大利润，指的就是最大的经济利润 
D. 企业所追求的最大利润，指的就是最大的正常利润 
E. 经济利润中包括正常利润 

3. 下列各项中，属于企业固定成本的有(    )。 
A. 厂房和设备折旧   B. 管理人员工资    C. 原材料费用 
D. 燃料和动力费用   E. 生产工人工资 

4. 下列关于生产曲线表述正确的有(    ) 
A. 当边际产量曲线上升，总产量曲线也上升 
B. 当边际产量曲线下降，总产量曲线也下降 
C. 当边际产量曲线在平均产量曲线上方，平均产量曲线递增 
D. 当边际产量曲线在平均产量曲线下方，平均产量曲线递减 

5. 下列关于成本曲线表述正确的有(    ) 
A. 边际成本曲线恰好过平均总成本曲线的最低点 
B. 边际成本曲线恰好过平均可变成本曲线的最低点 
C. 边际成本曲线恰好过平均不变成本曲线的最低点 
D. 平均固定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逐渐减少 

同步自测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 【解析】D  工人人数增加 1 人时，其总产量增加 300 个，因此，该企业的边际产量

是 300 个。 
2. 【解析】B  交易成本的节约是企业存在的根本原因，即企业是市场交易费用节约的

产物。 
3. 【解析】C  固定成本是指在短期内不随产量增减而变动的那部分成本，其中主要包

括厂房和设备的折旧，以及管理人员的工资费用等。 
4. 【解析】B  隐成本是企业自己拥有可使用的资源的成本，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机会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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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解析】A  经济利润中不包括正常利润。 
6. 【解析】A  机会成本是指当一种生产要素被用于生产某产品时所放弃的使用该生产

要素在其他生产用途中所得到的最高收入。 
7. 【解析】C  边际成本是指增加一个单位产量时总成本的增加额，产量由两个单位增

加到 3 个单位，总成本由 2000 元增加到 2100 元，所以边际成本是 100 元。 
8. 【解析】C  平均总成本的变动规律与平均可变成本变动规律相似，也是随产量增加

先下降后上升。都具有先降后升的 U 形特征。 
9. 【解析】B  当边际成本与平均总成本正好相等时，平均总成本处于最低点。 
二、多项选择题 
1. 【解析】ABCD  生产要素一般被划分为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 4 种类型。 
2. 【解析】AC  生产成本可以分为显成本和隐成本两部分。企业所追求的最大利润，

指的就是最大的经济利润。经济利润也可称为超额利润。正常利润是生产成本的一部分，是

作为隐成本的一部分计入成本的。因此经济利润中不包括正常利润。 
3. 【解析】AB  固定成本是指在短期内不随产量增减而变动的那部分成本，如厂房设

备的折旧，以及管理人员的工资费用。 
4. 【解析】 ACD  当边际产量为正，总产量曲线总是上升的。当边际产量大于平均产量，

平均产量曲线是上升的，当边际产量小于平均产量，平均产量曲线是下降的。 
5. 【解析】 ABD  边际成本曲线与平均可变成本曲线相交于平均可变成本曲线的最低

点。边际成本曲线与平均总成本曲线相交于平均总成本曲线的最低点。平均固定成本随着产

量的增加而逐渐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