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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微观经济学的前提假设 微观经济学是以三个基本假设条件为前提的： （一）
“经济人”的假设 有的教科书上也把“经济人”称为“理性人”或“理性经济人”。
“经济人”意思就是一切行为的目标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它包含以下三点内容： （1）所有经济
主体的行为动机和最终目标，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消费者追求满足的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
润的最大化。
 （2）经济主体在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时，都能利用所有可以获得的信息，并以最小的成本追求自身
最大的经济利益。
他们精于计算，理性从事，不会犯任何错误。
故经济人假定常常被叫做理性人假定。
 （3）经济主体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能够极
大地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其效果比个人直接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时的效果还要好。
 （二）完全信息假设 表明市场上每个经济主体对有关经济状况具备完全信息，即消费者和厂商可迅
速免费地获得各种市场信息，只有这样，微观经济学有关价格调节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并以此引出
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才是可以理解的。
 （三）市场出清假设 在价格自由而且灵活多变的情况下，市场一定会实现充分就业的供求均衡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资源恰好实现了充分的利用，不存在资源闲置和浪费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假设条件未必完全符合客观事实，它们是为了理论分析的方便而设立的。
 二、微观经济学的中心思想 微观经济学的中心思想就在于论证基于上述三个假设前提的市场机制能
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而涉及的均衡价格的决定就是考察市场机制如何调节个体行为以取得资源最
优配置的条件与途径。
亚当·斯密在“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中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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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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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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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大。
事实上这里所说的“看不见的手”指的就是市场机制，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都是以这种市场机制为
中心而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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