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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济学有初级、中级和高级之分。
初级的入门教材一般是针对初学者，所以大多举案例和现象，加以文字解释，偶尔插加二维图案。
高级教材注重数理逻辑，追求数理逻辑之严谨，而二维图案及文字已难以表达、解决所说明之问题，
故多用数学证明或代数方程，夹杂现代数学工具。
中级教材则介乎其中，界定甚为模糊。
教材难度不同，跨度也相差很大。
在国内，初级的经典教材有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上、下册，梁小民教授翻译；萨缪尔森《经济学》
（Economics），这是一本通行全世界的教材；斯蒂格利茨《经济学》。
中级的教材有平狄克《微观经济学》，该书是标准的中级微观教材，在美国多个大学的MBA课程上采
用；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三联版），该书是非常规范的中级微观教材，美国哈佛、伯
克利等大学经济学本科指定教材；中级宏观教材有曼昆《宏观经济学》、多恩布什《宏观经济学》、
萨克斯《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
高级微观经济学有范里安《微观经济学（高级教程）》、安德鲁·马斯科莱尔《微观经济学》，平新
乔的《微观经济学十八讲》，张定胜的《高级微观经济学》，蒋殿春的《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
观经济学有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字》，布兰查德、费希尔《宏观经济学》等。
　　在西方一些大学，本科低年级学生学习初级，高年级学生学习中级，并分为微观和宏观两门课程
。
在我国，许多经济管理类专业只开设一门西方经济学，或开设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课程。
　　本书定位于中级微观经济学教材，适用于管理学科专业和应用经济学科的研究生。
适度使用数学语言是研究生教材的要求。
较多数学语言的使用使本教材比初级教材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有更深入、更准确的描述。
因此，本书在教学工具的使用上采取了一种介于理论的严格性与直观性间的折中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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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以消费者选择、生产者选择和市场结构理论等经典内容为基础，同时试图涵盖微观经济学在近
几十年来取得的重大进展，如博弈论、不确定性分析、信息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等方面内容。
在不改变整体结构的基础上，本书力图把这些新理论和新方法介绍给读者。
希望通过对这些内容的学习，能够进一步提高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
    本教材既可作为研究生的专业教材，也可作为裔年级本科生、研究人员和实际工作进行政策研究、
政策分析时的重要参考，同时也特别适合于作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微观经济学科目的参考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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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假设是提出经济模型的前提条件。
在现实经济现象中，一个变量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在一个经济模型内不可
能对它们逐一进行分析，因此，有必要提出假设以限定讨论范围。
例如，一种商品的价格取决于许多因素，如果要建立一个经济模型来研究这种商品的价格，就需要假
设其他条件不变，以分析它是怎样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
　　对于假设，有人不理解，认为既然假设条件并不现实，那么由此引出的理论就没有什么意义。
对这种批评的回答是，首先，并不是所有的假设都不现实，许多假设都是对现实的一种抽象，在总体
上是符合实际的。
例如关于理性选择的假设。
尽管有些人的选择并不是理I生的（例如吸毒者的选择），但就整体而言，人的选择是理性的。
因此，不能根据个别的非理性选择而断言理性选择的假设是不现实的。
其次，假设是为了把复杂的现象简单化，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有意义的理论。
自然科学中也应用这种研究方法，在实验室里各种严格条件下所做的实验，就是把那些条件作为假设
。
经济现象十分复杂，不做出相关的假设就无法研究现象背后的规律。
例如，如果不假设人的偏好是既定的，就无法研究消费者行为的决定。
假设某些条件为不变，研究经济现象的规律才有意义。
事实上，完全的现实性是做不到的，即使做到了也是一种描述，而由于现实的变化，这种描述对于理
解未来就毫无用处。
常见的例子是1：1的地图虽然没有进行任何简化，是对现实完全的再现，但是却毫无用处。
简化的模型在大量的细节方面和现实不一致，但这不是缺陷，而正是我们的目的。
　　任何一个理论模型中都应该包括其他因素不变的假设，假设这些因素不变并不是说这些因素对我
们要研究的问题没有影响，没有影响的因素不在模型的考虑范围之内。
而是认为在我们的研究当中它们保持了不变，而且也不是说这些因素就真的不变，而是说就算它们改
变了，也不会影响我们所发现的因果。
这就要求理论工作者能够敏锐地判断问题的重要性。
因此，正确的问题不是批评不应该进行简化，而是批评是否是一个好的简化。
好的简化就是那种把握住了重点的简化。
　　假说是指在一定的假设下利用定义来说明变量之间的基本经济关系，它是未经证明的理论，是建
立经济模型的核心部分和关键步骤。
这种假说往往是对某些现象的经验性的概括或总结，但要经过验证才能说明它是否能成为具有普遍意
义的理论。
例如，一种商品的价格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决定，这是西方经济学价格原理
的重要假说。
它在一定的假设下，利用供给、需求和价格三个变量的定义去说明他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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