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成语中的经济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成语中的经济学>>

13位ISBN编号：9787800848544

10位ISBN编号：780084854X

出版时间：2006-7

出版时间：金城

作者：王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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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语中的经济学>>

内容概要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底蕴，而成语就是这一文化底蕴中璀璨的明珠。
成语历来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它具有言简意赅、耐人寻味的特点和丰富的表现力，作为中华
民族特有文化的象征，成语早已在我国灿烂的、文化长河中写下了深刻的一笔。
    本书正是通过分析成语与经济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撰写而成的。
    源远流长的成语典故凝结着古人智慧的结晶，通俗易懂的理论分析体现了今人敏锐的思维。
最经典的成语故事、最精辟的经济理论，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告诉人们生活中蕴含的经济学。
 《成语中的经济学》一书正是运用了深刻的哲理、有趣的成语故事来分析经济学原理的。
它将教会读者朋友一种为人处世的道理，一种美好生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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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2．曲高和寡——介格要定在边际成本上    【成语出处】    战国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
中者，⋯⋯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    【成语典故】    宋玉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与唐勒、景差等人同继屈原之后，光大楚辞传
统。
他虽不及屈原，却在同代人中成就最为显著。
由于他文才出众，有些人因此不满，在背后说他为人孤傲。
    楚王听得太多了，就把他找来问道：“现在不少人对你有意见，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宋
玉非常聪明，而且能言善辩，回答说：“有一个人在市中唱歌，他先是唱《下里》、《巴人》一类的
通俗民谣，人们很熟悉，有几千人都跟着唱起来。
后来，他唱起《阳阿》、《薤露》等意境较深一些的曲子，有几百人能跟着唱。
后来，他开始唱《阳春》、《白雪》这些高深的曲子时，剩下几十人跟着唱。
最后他唱起用商调、羽调和徵调谱成的曲子时，人们都走开了，剩下两三个人能听懂，勉强跟着唱。
可见，曲子越深，跟着唱的人就越少。
”    宋玉用这个事例比喻自己的文章深奥，有些人看不懂，才会惹来他们的非议。
楚王听了这一番话，也就无话可说了。
    后人用这个成语比喻文章或作品深奥，能理解的人少。
人们也常用“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来分别指代通俗作品和高雅作品。
    【经济学分析】    宋玉用“曲高和寡”这个成语比喻自己的文章太深了，没有几个人能看得懂，虽
引来不少非议，但又不无道理。
如果我们出售一种产品把价格底线订得太高，我想无论是商家也好，还是广大消费者也好，肯定也会
出现“曲高和寡”的现象。
    凡是代表厂家参加过价格谈判的人都知道，出售一种产品有一个价格底线，低于此线的价格是不能
接受的。
这个底线一般就是产品的全部成本(包括风险成本)。
在谈判时这个底线并不泄露给对方，而是试图按对方的购买能力及承担水平尽量抬高价格。
    从经济学来分析这一现象，说明商品有两种价格，一是它的生产成本；二是消费者愿意出的价格。
前者位于商品的边际成本线上，后者位于消费者的需求线上。
这两种价格是彼此独立的，互相不发生影响。
微观经济学的全套理论证明了一条重要原理，即价格应定在边际成本上(边际成本就是指在一定产量水
平下，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产量所引起成本总额的变动数，用以判断增、减产量在经济上是否合算)，
这样的定价可以避免浪费，使商品得到最大的产出，造福于社会。
    例如，某企业生产某种产品100个单位时，总成本是5000元，单位产品的成本是50元。
若生产101个单位时，其总成本为5040元，则所增加一个产品的成本为40元，边际成本即为40元。
当产量未达到一定限度时，边际成本随产量的扩大而递减，但当产量超越一定限度时，就转而递增。
所以，当增加一个单位产量所增加的收入高于边际成本时，是合算的；如果低于边际成本就是不合算
的。
因此计算边际成本对制定产品决策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相反，如果价格高于成本，虽然仍有一些消费者愿意出高价购买，但损失了经济效益，对社会是不
利的。
如果价格定在了成本上，利润等于零，企业还会去生产吗?确实，在效率最高的经济活动中，利润是趋
近于零的。
但企业也不必担心，它的一切生产开支都可以被回收，因而它也不会赔本。
    一个企业为了赢利，当然不会自动把价格定在成本上。
这就需要我们通过竞争的手段来使企业把价格降到接近成本的水平。
特别是让消费者能获得充分的价格信息，有机会充分地比较同一产品不同厂家的价格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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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各种交易所、报纸、电台传递的信息都能促进竞争，提高社会的经济效益。
    当然，保证公平竞争的条件是竞争的起码要求，要反对凭权势经商，让进入市场和退出市场有充分
自由，反对欺行霸市，严格取缔假冒伪劣产品。
    【经济学启示】    贯彻按成本定价，政府应起带头作用。
如果在政府的允许下，一些企业经常抬高各种服务收费标准，按需求一方的负担能力来索取高价，这
就起了不良的示范作用。
在这种不良的示范作用下，企业不仅严重地损失了经济效益，而且还会造成对整个社会的不利影响。
因此，政府应该整合调控好成本定价，把成本定价的“曲调”放低一些，而“只有曲调低一些，能‘
和’的人也就多了”。
    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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