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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基础



需求定理

供给定理

均衡价格

需求与供给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某

种商品的供给量与价格成同方

向变化，即商品的价格越高，

供给量越大；商品的价格越低

，供给量越小。

均衡价格是指一种商品需求量

与供给量相等时的价格。这时

该商品的市场处于均衡状态，

没有超额需求或超额供给。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某

种商品的需求量与价格成反方

向变化，即商品的价格越低，

需求量越大；商品的价格越高

，需求量越小。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01

在一定时间内，在其他商品的消费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随着消费者

对某种商品消费量的增加，消费者从该商品连续增加的每一消费单位中

所得到的效用增量即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消费者均衡02

是研究单个消费者在既定收入条件下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消费

者均衡是指在既定收入和各种商品价格的限制下选购一定数量的各种商

品，以达到最满意的程度最大化。

无差异曲线03

是一条表示线上所有各点两种物品不同数量组合给消费者带来的满足程

度相同的线。

消费者行为



生产函数：表示在一定时期内，在技

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生产中所使用

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与所能生产的

最大产量之间的关系。

边际产量递减规律：在技术水平不变

的条件下，在连续等量地把某一种可

变生产要素增加到其他一种或几种数

量不变的生产要素上去的过程中，当

这种可变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小于某一

特定值时，增加该要素投入所带来的

边际产量是递增的；当这种可变要素

的投入量连续增加并超过这个特定值

时，增加该要素投入所带来的边际产

量是递减的。

等产量曲线：是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

件下生产同一产量的两种生产要素投

入量的所有不同组合的轨迹。

生产者行为



市场结构与竞争

是指竞争充分而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一种市场结构。在这种市场类型中，买

卖人数众多，买者和卖者是价格的接受者，资源可自由流动，信息具有完全性

。

垄断竞争市场

是指许多厂商生产相近，但不同质量的商品的市场，是介于完

全竞争和完全垄断的两个极端的市场结构的中间状态。

寡头垄断市场

是指少数几个厂商控制着整个市场中的生产和销售的市场

结构。

完全竞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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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基础



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三种核算方法

生产法、支出法和收入法。

GDP与GNP的区别与联系

GDP是一国境内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总和；

GNP则是一国国民所拥有的全部生产要素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

值总和。二者在核算范围、计算口径和侧重点等方面存在差异。

国民收入核算中的恒等式

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即C+S=C+I+G+(X-M)。其中，C表示消费，S表示储蓄，I表示投资

，G表示政府购买，X表示出口，M表示进口。

国民收入核算



失业的类型及原因

失业包括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季节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等类型。失业的原因可能包括经济周期、技术进步、产

业结构调整、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等。

通货膨胀的衡量及类型

通货膨胀可以通过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和GDP折算指数等来衡量。通货膨胀的类型包

括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和结构性通货膨胀等。

菲利普斯曲线

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是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在短期内，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

负相关关系；但在长期内，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不存在稳定的负相关关系。

失业与通货膨胀



总需求曲线及移动因
素

总需求曲线表示在一系列价格总

水平下经济社会的均衡的总支出

水平。总需求曲线的移动因素可

能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

府购买和净出口等的变化。

总供给曲线及移动因
素

总供给曲线表示在一系列价格总

水平下，经济社会所提供的总产

品和劳务的总量。总供给曲线的

移动因素可能包括劳动力、资本、

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变化

以及技术进步等。

总需求-总供给模型

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是宏观经济学

的核心模型之一，用于分析经济

社会中的总产出和价格水平如何

由总需求和总供给决定。在该模

型中，总需求和总供给的交点决

定了均衡的产出和价格水平。

总需求与总供给



财政政策是政府通过改变财政支出和

税收来影响宏观经济活动的政策。财

政政策的工具主要包括政府支出和税

收。在运用财政政策时，政府可以通

过增加或减少支出、提高或降低税率

等方式来影响总需求和经济增长。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通过控制货币供

应量来影响利率和汇率进而影响宏观

经济活动的政策。货币政策的工具主

要包括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

和再贴现率等。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

整这些工具来控制银行体系的流动性

进而影响市场利率和汇率达到调控宏

观经济的目的。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调控宏观经济

时需要相互配合。一般来说在经济过

热时可以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紧缩

性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而在经

济衰退时可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

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同

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也可以根据

不同的经济情况和政策目标进行灵活

搭配和调整。

财政政策的工具及运
用

货币政策的工具及运
用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的配合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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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学基础



80% 80%

100%

国际贸易理论

亚当·斯密提出，各国应专注于生
产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并通过
贸易实现互利共赢。

大卫·李嘉图提出，即使一国在所
有产品的生产上都不具备绝对优
势，仍可通过生产具有比较优势
的产品并从贸易中获益。

赫克歇尔-俄林提出，各国应出口
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生产的产品
，进口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生产
的产品。

绝对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

要素禀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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