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世纪中等职业教育)经济学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新世纪中等职业教育)经济学基础>>

13位ISBN编号：9787561152416

10位ISBN编号：7561152418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时间：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作者：朱镇生　主编

页数：20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世纪中等职业教育)经济学基>>

内容概要

《经济学基础》在编写过程中充分考虑到经济学生涩而深奥的理论，因此我们在编写体例上进行了创
新。
主要特点有：1.使用大量的案例。
在每一章开始都先用案例导入，然后通过互动分析来引出内容；在每一章结束都配有阅读材料或者案
例，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来分析；在很多章节的说明过程中也配有一定数量的案例。
通过生活中的鲜明事例生动而严谨地阐述经济生活中的许多基本原理和热门话题，以培养学生透过现
象看本质的本领。
　　2.语言上力求通俗易懂。
尽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描述晦涩难懂的经济学原理，力求让学生从生动风趣的描述中学习经济学常识
。
　　3.配有本章小结与复习思考题。
在每一章结束后，都有对本章重点内容进行的小结，让学生更清楚地掌握每一章的重点内容；同时在
每一章后面都附有形式多样的习题，让学生进一步巩固每一章的知识。
　　《经济学基础》适合中等职业学校经济管理类专业使用，同时也可作为经济学的课外读物或自学
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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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经济”一词的多种含义因其使用范围、场合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但在一定场合使用，其含义却
是确定的，人们也是能够理解和把握的。
　　不同时代和不同论著对“经济”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人类的活动是丰富多彩的。
所以，“经济”也可以称为“经济活动”。
在本章开头的案例中，游先生的行为就是一种经济活动。
　　二、经济活动　　（一）物质资料生产　　人类的经济活动是以人类的物质资料生产为基本内容
的。
因为人类社会要想存在，就得有用于吃、穿、住、行等方面的物质资料。
这些物质资料多数不是自然界本身就有的，而是需要人们通过劳动创造出来。
因此，物质资料生产与扩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物质资料的生产需要三个简单要素：人的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从现代社会来看，物质资料生产的进行，除上述三个要素外，还需要有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经济信
息等新的要素。
但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无论哪个社会、哪种生产，人的劳动、劳动对象、劳动资料都是最简
单、最基本、缺一不可的硬件要素。
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就是人的劳动、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三个硬件要素的结合过程，就是人们按照
预期目的，运用劳动资料，加工劳动对象，改变劳动对象的形状、性质或地理位置，使它适合于人们
需要的过程。
例如，农民种田、工人做工、科学家搞研究、经营人员搞管理等，这些都是物质资料生产活动。
在物质资料生产中，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合称生产资料，它是人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或客观条件，
而进行劳动的人则是人们进行生产的主观条件。
　　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不是孤立的、简单的一次性生产过程，而是在整个社会范围内不断重复、不断
更新的社会再生产过程。
社会再生产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相互联系的环节。
其中，生产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直接生产产品的直接生产过程或狭义生产过程，它是社会再
生产过程的起点，对整个社会再生产起决定作用；分配是生产的产品的分配，从全社会来看，它包括
生产资料分配和消费资料分配两个方面，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媒介；交换是不同生产单位或个人之间
进行的产品的交换，生产资料的交换是为新的生产准备物质条件，消费资料的交换是产品进入消费的
前提；消费是生产的产品用来满足人们需要的过程，它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终结或归宿，其中生产消
费属于新的生产本身，生活消费则为新的生产准备主观条件。
消费过程完成以后，社会再生产便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进行。
　　（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人们要发生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方面是人与
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叫生产力；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叫生产关系。
　　生产力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以生产物质产品的能力，它是全社会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通过
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形成的。
生产力的构成，既包括物的因素，又包括人的因素。
人的因素是指有一定生产经验、科学知识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这是生产力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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