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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问题 社会的两难：要大炮还是要黄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曾提出过一个口号：“宁要大炮，不要黄油。”经济学家将其概括为
“大炮与黄油”的问题。大炮代表军用品，黄油代表民用品。要大炮还是要黄油，实际上是政府在军用

品与民用品上的选择问题。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多生产民用品有利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多生产军用品有利于加强国防。任何

一个国家都希望军用品与民用品越多越好，这是欲望的无限性。但任何一个国家用于生产军用品与民用

品的资源却都是有限的，这是所有国家都必须面对的资源稀缺性问题。在资源既定的情况下，多生产一

单位 “大炮”，就要少生产若干单位 “黄油”。“大炮与黄油”的问题概括了经济学最基本的问题。

思考题：政府如何解决 “大炮与黄油的问题”？

章 前 导 读

人的欲望要用各种物质产品或劳务来满足，物质产品或劳务要用各种资源来生产，但资源是有限

的。这就是经济学中的 “稀缺性”。这里的 “稀缺”不是指资源绝对量的多少，而是指相对于人类的

欲望而言，再多的资源也是稀缺的。稀缺性决定了每个社会和个人必须做出选择。选择就是用有限的

资源去满足何种欲望的决策。选择要决定用既定的资源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如何分配这三个基本问

题。本章首先介绍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再简单梳理经济学的发展脉络，最后说明经济学的内容和研究

手段。

１１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学习一门学科，首先必须要了解它的研究对象。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资源稀缺始终存在。从人类历史的纵向发展来看，资源稀缺

存在于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所有时期。从现实社会来看，从发达国家到不发达国家，无

一例外地存在资源稀缺。经济学对人类社会的研究起源于人的欲望的无限性和资源的稀缺性

之间的矛盾。

１１１　经济问题的提出：欲望无限和资源稀缺的矛盾

１人类欲望的无限
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需要消费物质产品，人类对物质产品的需求是无限的。美国心理

学家马斯洛用需要层次理论说明人的欲望是不断从低向高递进的。我国清代诗人胡澹庵用

《不知足》一诗描绘了人的欲望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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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知　足
终日奔波只为饥，方才一饱便思衣。

衣食两般皆俱足，又想娇容美貌妻。

娶得美妻生下子，恨无田地少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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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得田园多广阔，出入无船少马骑。

槽头拴了骡和马，叹无官职被人欺。

县丞主簿还嫌小，又要朝中挂紫衣。

做了皇帝还嫌小，更想登天跨鹤飞。

若要世人心里足，除是南柯一梦西！

 思考：“不知足”在人们生活中是一种普遍现象吗？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欲望分为五个层次。

（１）基本的生理需要。指对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条件的需要，这是人的最低层次的
需求。

（２）安全的需要。人们希望生活有保障，如医疗保障、免于失业等。
（３）社会的需要。人们需要有归属感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依赖。
（４）尊重的需要。人们需要保持自尊心和得到他人尊重。
（５）自我实现的需要。指人们实现理想和抱负的欲望。这是人的最高层次的需求。
马斯洛认为，人的低层次的欲望得到满足后，又会产生高层次的欲望。人的欲望就这样

逐层递进，永无止境。

２资源的稀缺性
资源是指用来生产满足人类需要的产品或劳务的一切要素。资源的稀缺性，是指相对人

类社会的无限的需求而言资源总是不足的。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指的稀缺，不是说资源数

量的多少，而是指相对于人类社会对于物质产品需求的无限性而言，资源总是不够的。世界

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期能够摆脱资源稀缺的困扰，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

按照使用资源时是否付费可以将资源分为经济资源和自由取用资源。经济资源是稀缺资

源，使用经济资源必须支付费用。使用自由取用资源不需要支付费用。空气就是自由取用资

源。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发展，自由取用资源的种类越来越少。例如，水、木柴曾经是自由

取用资源，如今都已成为经济资源。

经济资源也可以称为生产要素。生产人类所需要的产品和劳务必须投入生产要素。西方

经济学理论中生产要素被分为四种类型：土地、劳动、资本和企业家才能。土地是大自然提

供的一切自然资源的总称，包括土地自身、空气、阳光、水、河流、海洋，还包括附着于土

地的矿藏、森林等一切自然形成的资源。劳动也可以称为人力资源，包括一般劳动者和受过

专业技能培训的劳动者。劳动是人们体力和脑力的运用与开发。资本是由劳动和土地生产出

来，再用于生产过程的生产要素。经济学中的资本是指机器、厂房、道路和存货等。现代经

济活动中的股票、债券在经济学中不被认为是资本。企业家才能是企业家管理和经营企业的

能力，包括组织、经营、管理、创新等活动。四种生产要素中土地和劳动是初级生产要素；

资本是由初级生产要素生产出来的，又将作为生产要素进入新的生产过程；企业家才能是将

其他生产要素组织起来以发挥作用的一种生产要素。

１１２　经济问题的解决：资源配置与资源利用

相对于人类社会的需求而言，资源是稀缺的。人类社会必须进行选择，将资源配置到各

种可能的用途中去。资源配置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既然资源是稀缺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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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就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生产更多的物品，然而稀缺的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的现象

却经常出现。资源利用就成为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另一个基本问题。

１资源配置
资源配置是人类社会对如何利用既定资源生产产品和劳务所做出的选择。资源配置问题

所引发的选择包括以下几个。

（１）生产什么 （ｗｈａｔ）。即在既定资源下生产产品的选择。由于同样的资源可以生产不
同的产品，选择了生产这一种产品，就不能生产另一种产品，人类必须为资源的用途做出选

择。在市场经济下，价格是指示和调节资源配置的最重要信号。

（２）怎样生产 （ｈｏｗ）。即既定的产品用什么样的生产方式来进行生产。生产既定的产
品可以选择不同的生产方式，如果多用劳动、少用资本，就是劳动密集型生产；如果多用资

本、少用劳动，就是资本密集型生产。在经济活动中，人们可以根据本地资源情况，选择生

产方式。例如，同样是生产小麦，我国北方农村通常是每个农户耕作１０ ２０亩耕地，密集
地投入化肥、劳动等生产要素来生产，大型机械主要运用于耕翻土地、收获和运输等生产环

节。北美、澳大利亚家庭农场则通常耕作上万亩耕地，采用高度机械化生产方式，单位面积

耕地上劳动投入则比较少。

（３）为谁生产 （ｗｈｏ）。即生产出来的产品在社会成员之间如何分配的选择。由于资源
有限，社会产品不可能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愿望。社会产品将以何种方式进行分配？什么

人能够参与分配？分配的原则是强调公平还是强调效率？这一系列问题直接关系到人们

参与生产活动的积极性。经济学就是要回答这一系列问题，从而揭示市场经济发展的动

力源泉。

资源稀缺现象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时期，所以，由资源稀缺所引发的 “生产什么”

“如何生产”“为谁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三个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资

源配置。经济学就是为了解决资源稀缺性而产生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由资源稀缺而引

出的资源配置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给经济学下的定义即 “经济学是研究在既定资

源稀缺程度下，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的学问”。

２资源利用
除了资源稀缺这个人类社会的永恒的问题之外，人类社会往往还面临着稀缺的资源得不

到充分利用的矛盾。所谓资源利用，就是人类社会如何采取有效的方法，更好地利用现有的

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和劳务。由资源利用引出了以下三个相关的问题。

（１）如何实现充分就业。资源是否得到充分利用，如何做到不发生资源闲置的情况，
实现资源充分利用。这些都是充分就业问题所研究的内容。充分就业问题中所指的资源不是

仅指劳动，而是包括一切生产要素。

（２）如何实现价格稳定。现代社会是以货币为媒介进行商品交换的商品社会。货币的
购买力如果发生了变化，就会影响资源的配置与利用。为了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实现

价格稳定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３）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资源在短期内没有大的变化，但国家的产
出却会时高时低，这说明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会发生经济波动。经济学要研究如何在促进经

济增长的同时避免或减缓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资源稀缺不仅给国家带来了资源配置问题，而且也引发了资

源利用问题。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包括资源配置也包括资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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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经济学的发展脉络

“经济”这个概念大约出现在三千多年前。公元前４世纪的希腊学者色诺芬使用 “经

济”一词作为其论述家庭管理一书的名称。我国古汉语中 “经济”具有 “经邦济世，经国

济民”的含义。虽然古代的许多思想家研究了经济问题，但经济学本身并没有成为一门独

立的学科，当时对经济问题的研究附属于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学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

的经济学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伴随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的。经济学产生至今，先后经历

了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当代经济学四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１２１　经济学的萌芽阶段：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产生于１５世纪末期，到１７世纪中期结束。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开始在
一些国家形成。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有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海尔斯、威廉·斯塔福德及法国

经济学家安·德·蒙克莱田等人。蒙克莱田在１６１５年发表了 《献给皇上和皇太后的政治经

济学》一书，书中表明政治经济学是对整个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

重商主义主要反映新兴资产阶级的观点，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主要观点是：财富

来源于流通领域，重视流通、轻视生产；财富的存在形态只是金银货币，除了金银的开采，

只有发展贸易才能增进财富，对外贸易的顺差是增加一国财富的主要方法。要保证外贸顺差

必须实行国家干预。

重商主义的观点是和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的。但重商主义

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仅限于流通领域，没有深入到生产领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提出了一些

政策主张，但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重商主义只能是经济学的萌芽阶段。

１２２　经济学的形成阶段：古典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产生于１７世纪中期，到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结束。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
有英国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威廉·配第及法国的经济学家让·巴蒂斯

特·萨伊等人。亚当·斯密在１７７６年发表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 《国

富论》）。《国富论》的发表被视作经济学史上的第一次革命，即古典经济学取代重商主义，

建立了以自由放任为中心的经济学体系。

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中心是国民财富如何增长。他们认为增加国民财富的主要途径是通过

资本积累和分工来发展生产。亚当·斯密从利己的经济人这一假设出发，分析了自由竞争的

市场机制，认为市场机制是一只支配市场经济活动的 “看不见的手”，由市场机制调节经济

运行是一种正常的状态。亚当·斯密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活动，主张国家对经济发展应采取自

由放任的政策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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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在 《国富论》的扉页上写道：“献给女王陛下的一本书！”他说：女

王陛下，请您不要干预国家经济，回家去吧！国家做什么呢？就做一个守夜人，当夜

晚来临的时候就去敲钟。入夜了，看看有没有偷盗行为，这就是国家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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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

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

个人的安乐。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绝

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

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更大。”

 思考：如果国家的职责是充当守夜人，那么依靠什么来引导经济运行呢？

１２３　微观经济学的形成阶段：新古典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产生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结束。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代
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学派经济学家阿弗里德·马歇尔。马歇尔在１８９０年出版的 《经济学原

理》一书中以折中主义的手法将供求理论、边际效用理论和边际生产力理论等融合在一起，

建立了一个以 “均衡价格理论为核心”的精巧中允的经济学体系。

新古典经济学主张主观价值理论，从需求的角度出发，认为边际效用决定价值，明确地

把资源配置作为经济学的研究中心，论述了价格机制的作用。和古典经济学不同，新古典经

济学不仅重视对生产的研究，也重视对消费和需求的研究。对消费者需求的分析和对生产者

供给的分析相结合，构成了微观经济学的体系框架。

１２４　宏观经济学的形成阶段：当代经济学

当代经济学一般指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的经济危机后产生，并且此后在主要的市场经济国家
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说。当代经济学以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为标志。当代经济学的中心是

宏观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爆发了一场空前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使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
机制自我调节完善性的神话被打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于１９３６年出版了
《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该书提出了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的理论。凯恩斯认为，有效

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国家之所以会出现失业和经济萧条，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凯

恩斯提出可以通过国家采用宏观经济政策，刺激有效需求，解决失业和经济萧条问题。

１３　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西方经济学根据研究的领域、对象和角度不同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１３１　资源配置：微观经济学

“微观”一词来源于拉丁语，是 “小”的意思。微观经济学 （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以单个
的消费者、企业和市场为研究对象，研究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实现个体

利益最大化。例如，单个消费者如何将有限的收入分配在各种商品的消费上，实现满足程度

最大；单个的生产者如何把有限的资金分配在各种要素的购买上，实现利润最大。

１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５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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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均衡价格理论。均衡价格理论主要研究商品的价格是如何形成的；价格如何引导
消费者的需求及生产者的供给；价格如何调节资源的配置。

（２）消费者行为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研究消费者如何把有限的收入分配到各种各样
的用途中，实现自身满足程度最大化。西方经济学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主要有基数效用论和

序数效用论。

（３）生产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研究生产者如何把有限的资源分配于各种商品
的生产上，实现利润最大化。生产者行为理论从三个方面入手研究生产者利润最大化的实

现。其中，生产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生产要素与产量之间的关系，研究要素的合理投入、最优

组合及最优生产规模问题；成本理论的研究对象是成本与产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短期成本、

长期成本的构成及变化趋势问题；市场理论的研究对象是不同商品的市场结构，研究不同商

品的市场中生产者的短期均衡与长期均衡问题。

（４）分配理论。分配理论主要研究要素 （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价格的

决定。

（５）微观经济政策。微观经济政策研究政府有关管理价格、调节消费与生产，以及实
现社会收入分配平等化的政策。

２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１）“经济人”的假设。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都力图以最小的代价去

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微观经济学理论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 “合乎理性的人”。“经济

人”的假设是微观经济分析的基本假设。

（２）市场出清假设。市场出清是指市场上供应量等于需求量、产品既无短缺也无剩余
的一种状态。市场机制的作用可以自发实现市场出清。价格的调节使产品市场实现均衡；利

率的调节使货币市场实现均衡；工资的调节使劳动市场实现均衡。在理想化的状态下，通过

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不存在闲置或浪费问题。

（３）完全信息假设。市场上的每一个生产者与消费者都掌握与自己的经济决策有关的
一切信息。例如，消费者了解所消费的每一种商品的性能、价格及消费数量与自己获得的满

足程度之间的关系，从而制定最优的消费决策；生产者了解生产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的变

化，了解自己产品的生产函数，从而制定最优的生产决策。

３微观经济学的主要特点
（１）以解决资源配置问题为目的。资源配置是一切经济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解决资

源配置问题就是研究如何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微观经济学从实现个体行为最优化入手研究

资源配置问题。

（２）以单个的经济主体为研究对象。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个体经济单位。个体经
济单位指单个消费者、单个生产者和单个市场等。例如，消费者行为理论主要研究单个的消

费者在收入和商品价格既定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消费行为最优；生产者行为理论主要研究单个

的生产者如何做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决策。

（３）以均衡状态为研究基础。微观经济学中多次出现 “均衡”一词，经济学中的均衡

是指经济个体在现有条件下已经实现了最优的一种状态。如果条件不变，经济个体就会保持

已做出的决策，不进行改变。当外界条件发生改变，原有的均衡会被打破，经济个体就会调

整决策，追求新的均衡。

（４）以价格理论为中心理论。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在经济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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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为受价格的支配。消费者消费什么，生产者生产什么、如何生产都

由价格决定。价格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着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实现社会资源的

最优配置。

（５）以边际分析法为主要研究工具。微观经济分析中，经常使用边际分析来决定均
衡状态。边际分析研究最后一单位自变量的变动会如何影响因变量的量值。边际分析主

要用于分析变动趋势。使用边际分析作为研究工具，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边际概念和边

际法则。

１３２　资源利用：宏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以国家经济运行中的宏观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如国民收入、就业、总产

量、经济增长、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等问题，探讨如何实现全社会总体资源的充分利用。

１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１）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国民收入是反映国民经济活动的最重要的综合指标。国民收

入决定理论就是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角度出发，分析国民收入变化的规律及影响其变化的因

素。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２）失业与通货膨胀。失业与通货膨胀是制约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宏观经济学
分析了出现失业与通货膨胀问题的主要原因，并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以便提出解决

这两个问题的途径。

（３）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周期指一国总体经济活动的波动，经济增长指国
民收入的长期增长趋势。宏观经济学要分析国家总体经济活动波动的原因和长期增长的源泉

等问题，以实现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

（４）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包括政策要达到的目标、实施政策运用的手段和政
策效果等内容。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一个综合性的目标体系。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必须

依靠各种手段的配合使用。

（５）开放经济理论。现实的经济都是开放的经济。开放经济理论主要分析国家之间的
经济活动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及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对国家的经济进行调节。

２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宏观经济学产生的背景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市场机

制对经济的自发调节作用显露出不足之处，宏观经济学就此产生。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基于以

下假设。

（１）市场机制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经济决策高度分散。市场经济中的
各个经济主体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合理配置资源。但在２０世
纪３０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中，经济学家发现，仅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不能保证实现充
分就业和经济平稳发展。

（２）实现经济平稳发展需要政府的调控。亚当·斯密在 《国富论》中对政府职能的界

定是充当 “守夜人”，即保障国家的安全稳定。但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为了摆脱世界经济危
机，实现经济平稳发展，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开始对本国经济进行调控。事实证明，政府在

观察、研究和认识经济运行规律的基础上，能够采取合理的手段调节经济运行。宏观经济学

是建立在政府有必要和能够调控宏观经济运行这个出发点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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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特点
（１）以解决资源利用问题为目的。资源利用是指人类如何利用现有的稀缺资源，使之

生产出更多的物品与劳务。宏观经济学研究现有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的原因及达到充分利用

的途径。

（２）以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为研究对象。宏观经济学从总体上分析经济问题，把整个
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对社会的产量、价格水平、就业水平和收入水平进行分析，通过研

究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等各种经济现象的原因及关系，为政府宏观经济政

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指导。

（３）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中心理论。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研究什么因素决定了
一国的国民收入水平。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宏观经济政策是国

民收入决定理论在经济实践中的运用。

（４）以总量分析法为主要研究工具。总量是能反映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它
是由个量加总而成的宏观总量或总量的平均数。如各个家庭一定时期的消费和储蓄加总就形

成这个社会的消费总量和储蓄总量。总量分析是指分析各个经济主体的总量关系的方法。如

研究价格时不是研究某一产品的价格如何由供求均衡决定，而是研究社会总体物价水平如何

由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对比来加以决定。

案例评析１－１ 蜜 蜂 寓 言　　
从１９２９年开始，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大危机。３０００多万人失业，三分之一的

工厂停产，整个经济倒退回到了 “一战”前的水平。经济处于极度混乱之中，传统的经

济学无法解释更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理论界纷纷进行探讨，这时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从

《蜜蜂寓言》中得到了启示。

《蜜蜂寓言》是伯纳德·曼德维尔创作的一首寓言诗，作者描述了一群蜜蜂的盛衰

史。最初，因为贪婪自私地追求繁荣，无不奢侈挥霍，这样整个社会兴盛繁荣，人人就

业。后来，这群蜜蜂忽然改变原来的习惯，放弃奢侈的生活，崇尚节俭朴素，但结果却使

得宫室荒芜，货弃于地，商业萧条，民生凋敝。国家厉行节俭，削减军备，以致敌人入侵

时无力抵抗。这则寓言在西方有很大的影响。

凯恩斯在这则寓言的启示下，建立了他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并由此引发了凯恩斯革

命，从而建立了宏观经济学。

１３３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比较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两个不同的组成部分，两者相互区别又相互

依存。

１二者的侧重点不同，但目标相同
微观经济学是在假定资源充分利用的前提下研究如何解决最优配置问题。宏观经济学是

在假定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前提下研究如何解决充分利用问题。可见，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

济学是从不同角度分析社会经济问题，但最终目标都是要实现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

２二者使用的研究方法大部分相同，都属于实证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都把制度作为既定前提，因此都属于实证经济学。静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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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动态分析法、边际分析法等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中都得到了使用。

３二者研究的都是国家的基本经济问题，但分工不同
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都要解决这样几个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如何

分配？资源是否得到充分利用？经济中是否出现通货膨胀？生产能力是否持续增长？微观经

济学主要针对前三个问题进行研究，宏观经济学主要针对后三个问题进行研究。

１４　经济学的研究工具

１４１　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

实证分析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排除价值判断，只研究经济本身的内在规律，并根据这
些规律来分析和预测人们经济行为的效果，它回答 “是什么”的问题。例如，“此次税制

改革使低收入阶层减少１０％的税收支出”就是一个实证命题。这个命题没有涉及对税制
改革的价值判断。用实证方法分析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等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

被称为实证经济学。实证分析常常借助经验数据和数量模型做出预测，然后用事实来验

证预测。

规范分析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指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提出某些分析处理问题的标准
并研究怎样才能符合这些标准，它回答 “应该是什么”或 “怎么样”的问题。这里所说的

价值判断是指社会伦理范畴的好与坏，判断标准是对社会整体的福利增加是否有促进作用。

例如，“应该通过税制改革减轻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就是一个规范命题。这个命题隐含

了对税制改革方向的价值判断。用规范方法分析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等经济问题和经

济现象，被称为规范经济学。

在分析现实经济问题时，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两种研究工具往往都被使用，但二者的作

用不同。实证分析要通过客观事实，分析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规范分析要说明事物本身是

好还是坏，是否符合某种价值判断。实证分析是规范分析的前提和基础，规范分析是实证分

析的延伸。

例如，对命题 “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是否合理”的解析就包含了实证分析和规范

分析。首先，对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现状进行分析，分析其成因及内在的规律。此处使用了

实证分析手段，然后又需要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做出判断，进行规范分析。

１４２　均衡分析

均衡原来是一个物理学的概念。物理学中的均衡是指一个物体同时受到大小相等、方向

相反的外力的作用而形成的静止状态。均衡被引入经济学后，是指各种有关变量在相互作用

下，经济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均衡分析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是对这种经济变量均衡的
形成和波动条件的分析。

现实经济活动中，经济变量经常处于不断变化调整过程中，旧的均衡不断被打破，向新

的均衡过渡中的非均衡状态是一种常态。例如，市场上某一物品的价格保持不变，是需求和

供给相互作用达到均衡的结果。当供给或需求发生变化时，市场就会呈非均衡状态，价格就

会发生变动，过渡到新的供求均衡。

例如，当某市场中大米价格为３元／ｋｇ时，市场上对大米的需求量是４０００ｋｇ，厂商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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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提供的大米的数量也是４０００ｋｇ。此时，该市场上大米的供求处于均衡状态。假设市场中
大米的需求量增加到５０００ｋｇ，供应量不变，需求量大于供应量，大米的供求处于非均衡状
态，大米的价格必然上涨。

经济学中的均衡分析分为局部均衡分析和一般均衡分析两种。局部均衡分析假定所研究

的市场与其他市场之间不存在相互影响。一般均衡分析是对整个经济体系均衡状态的分析，

是研究所有的市场、所有商品的供求达到均衡的条件及均衡的变化。

１４３　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

静态分析是抽象掉时间因素和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只分析某一时点经济现象的均衡状

态及其形成条件。例如，当考察某种商品的均衡情况时，假设供给和需求不变，分析其供求

达到均衡时的价格和产量。

比较静态分析是指对两个均衡状态的比较分析。它并不考虑怎样从原有的均衡状态过渡

到新的均衡状态的变化过程。例如，人们对某种产品的偏好增加，导致需求增加。如果假定

供给不变，则均衡价格和均衡产量都会增加。比较静态分析主要说明当原有条件发生变动

后，均衡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对新旧两种均衡状态对比，而不涉及实现从旧均衡过渡到新

均衡所经过的过程。

动态分析是指在经济研究中纳入时间因素和运动过程因素，分析从一个均衡状态进入另

一个均衡状态的变化过程。例如，人们对某种商品的偏好增加导致需求增加，旧的供求均衡

被打破，过渡到新的供求均衡。动态分析要考察从旧均衡到新均衡的发展变化过程。

１４４　边际分析

边际分析研究当自变量发生变化时，因变量如何随之变化。边际量就是一单位自变量的

变化量所引起的因变量的变化量。边际分析法是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借助边际

分析法，西方经济学中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边际概念和边际法则。这些边际概念和边际

法则为解释西方经济学理论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西方经济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西

方经济学家普遍非常重视 “边际分析法”，把边际分析法的发现和应用看成是一场 “边际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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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饥饿的人来到了包子铺，买了一个包子，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觉得，从来

没有食物有这样好吃。他立刻又去买了五个同样的包子，一个又一个地吃起来。奇怪

的是，包子的味道一个不如一个。吃到第五个的时候，他觉得肚子还饿，于是又开始

吃第六个包子。可是，刚吃了一半，他就觉得肚子饱了。他非常后悔，“如果早知道

吃这半个包子就饱了，我何必花钱买那五个包子呢？”

 思考：为什么在我们生活中，第一件物品带给我们的满足大于第二件同样的物品？

１４５　模型分析

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实际问题时，经常采用模型分析的方法。经济模型是指用来描述与经

济现象相关的经济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结构。经济模型可用文字、图像或数学公式来进

行表述。一般情况下，使用数学公式表述经济模型比较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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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中理论模型研究一般分为以下４个步骤。
１定义
建立经济模型，首先要对模型中所研究的经济变量的含义做出规定。例如，在均衡价格

模型中首先要界定供应量和需求量的含义。

２假设
假设是提出经济模型的前提条件。在对经济现象研究的过程中，可以发现经济变量

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经济模型不可能对这些因素逐个进行分析，所以有必要提出

假设，限定研究的范围。例如，在均衡价格模型中，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只有供给和需

求发生变化。

３假说
假说是在一定假设下借助定义去说明变量之间的关系，它是建立经济模型的关键步骤。

例如，在均衡价格模型中，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商品的价格由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这就是

该模型的假说。

４预测
预测是在定义、假设和假说的基础上对经济现象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期。例如，在均

衡价格模型中，假设其他条件都不变，商品的需求增加，商品的价格将上升。

经济思想借助模型可以得到更有效的表达。在建立经济模型过程中，经济学家通常需要

借助假设来排除次要因素，保留主要因素。经济学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在大沙漠中，烈

日当头。由于没有工具，几个又渴又饿的学者面对一堆罐头食品和饮料一筹莫展。于是他们

讨论如何打开罐头，物理学家说：假如我有一把聚光镜，我可以利用阳光把罐头打开；化学

家说：假如我有几种化学药剂，我可以利用化学反应把罐头打开；经济学家则说：假如我有

一把开罐刀……

这个故事说明了假设在形成经济理论中的作用。其实，任何一门科学的研究都是从假设

开始的。正如故事中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所说的，假如我有一把聚光镜，假如我有几种化学药

剂。假设是一种使现实简单化的方法。通过假设，研究者可以在相对纯粹的条件下研究主要

因素的作用和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对被研究对象有所认识。

１４６　经济人假设

这个假设也被称为 “理性人”假设条件。“经济人”被看作经济生活中一般人的抽象，

其本性被假设为利己的。“经济人”在一切经济活动中都会采取所谓理性的行为，即以最小

的经济代价去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消费者在收入和商品价格既定的情况下追求效用最大

化；生产者在成本和要素价格既定的情况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经济人假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客观现实，它也是经济学理论分析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

经济问题分析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解决 “大炮与黄油”问题的办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是由

政府与市场共同决定军用品与民用品的生产，以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是，在特定时期，

这个问题主要由政府决定。

最为著名也是最极端的办法是希特勒的 “宁要大炮，不要黄油”，这是通过将德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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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军事化来实现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作为 “民主的兵工厂”，向反法西

斯国家提供武器，把相当多的资源用于生产军事装备。军用品增加，民用品就不得不减

少。在此背景下，美国 “二战”时对许多物品都实行了管制。 “二战”后，为与美国争

霸，苏联把本国的资源大量用于军事装备的生产等，从而不得不减少民用工业品的生产，

造成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长期处于物品短缺之中。

资料来源：张彦宁经济学 （内部培训资料）

本 章 小 结

（１）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资源稀缺始终存在。经济学对人类社会的研究起源
于人的欲望的无限性和资源的稀缺性之间的矛盾。由于资源稀缺，人类社会就必须进

行选择，将资源配置到各种可能的用途中去。资源配置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基本问题

之一。既然资源是稀缺的，人类社会就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生产更多的物品，然

而稀缺的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的现象却经常出现。资源利用就成为经济学所要研究

的另一个基本问题。

（２）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经济学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伴随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
的。经济学从它产生至今，先后经历了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当代经济

学４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３）西方经济学根据其研究的领域、对象和角度的不同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

学。微观经济学以单个的消费者、企业和市场为研究对象，研究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

资源配置问题，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宏观经济学以国家经济运行中的宏观经济问题为研

究对象，如国民收入、就业、总产量、经济增长、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等问题，探讨如何

实现全社会总体资源的充分利用。

（４）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经济理论必须符合客观实际。为
此，它建立了 “经济人”模式。在经济学的研究工具中包括均衡分析、边际分析和模

型分析等。

练　习　题

一、概念

资源配置　资源利用　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实证分析　规范分析　均衡分析
二、单选题

　 　 　 　 　　　　　　　　　　　　　　　　　　　　　　　　　１“资源是稀缺的”是指 （　　）。
Ａ世界上大多数人生活在贫困中
Ｂ相对于资源的需求而言，资源总是不足的
Ｃ资源必须保留给下一代
Ｄ世界上资源最终将由于生产更多的物品和劳务而消耗光

２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归结起来在于决定如何最佳地使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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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无限的资源来满足无限的人类欲望
Ｂ有限的资源来满足无限的人类欲望
Ｃ无限的资源来满足有限的人类欲望
Ｄ有限的资源来满足有限的人类欲望

３以下问题中 （　　）不是微观经济学所考察的问题。
Ａ失业率的上升或下降
Ｂ一个厂商的产出水平
Ｃ货物税的高税率对货物销售的影响
Ｄ某一行业中雇用工人的数量

４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 （　　）。
Ａ怎样生产
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
Ｃ为谁生产
Ｄ以上都包括

５经济物品是指 （　　）。
Ａ有用的物品
Ｂ需要用钱购买的物品
Ｃ稀缺的物品
Ｄ有用且稀缺的物品

三、简答题

１简述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２简述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３“自由贸易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大多数本国国民的工资？”这属于实证经济学问题还

是规范经济学问题？

４“政府应该为本国民众提供廉价住房，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社会理想吗？”这属于实证
经济学问题还是规范经济学问题？

实 践 训 练
训练目标

（１）理解资源的稀缺性；
（２）掌握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的运用。

训练 １　浏览中国环境资源网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ｅ６５ｃｏｍ）、环保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ｏｍ）等网站调查全球资源稀缺的情况，分析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

训练要求：

（１）组成调查小组，明确分工。
（２）各组提交书面调查报告，班内交流。

训练２　现实问题解析———考研潮不断升温，理性对待才是关键
我国考研报名人数屡创新高。据统计，２０１６年研究生报考人数为１７７万人，２０１７年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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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报考人数达２０１万人。另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２０１８年研究生报考人数达到２３８万人，
较２０１７年增加了３７万人，增幅达１８４％。这一增幅在２０１９年再度被刷新。统计数据显示，
２０１９年全国考研人数规模达到２９０万人，比２０１８年再增５２万人，增幅升至２１％。

纵观近五年的考研报名数据，从２０１６年的１７７万人到２０２０年的３４１万人，５年时间，
考研报名人数接近翻番。

资料来源：刘一庆．考研潮不断升温，理性对待才是关键．中国产经新闻，２０１９－１２－
２７（３）．

训练要求：

（１）组成调查小组，明确分工。
（２）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分别分析 “考研热”现象，完成一篇短文，班内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