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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经
济学？

       经济学是研究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
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和劳务，并将他们
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的学科。

                                          ——[美]萨缪尔
森





欲望的无限性

                          矛盾                   经济学

资源的稀缺性

资源配置

资源利用



是人们为了满足生理和心理上的
需要而产生的渴求和愿望



  清人胡澹庵编辑的《解人颐》一书中收录了一首《不知足》诗：







指人类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方可得到
的物品，即必须通过生产和交换才能获得的物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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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生产可能性曲线

 G 现有资源不可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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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考察出发点，

研究社会就业量、物价水平、

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周期波动等全局性的问题,研
究的是资源利用问题。

注意：

（1）研究对象是整个国民经济。

（2）解决的问题是资源合理利用问题。

（3）中心理论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1723—1790），
人们把他称作“经济学之
父”。亚当·斯 密1776年
出版一本书,名字叫《国民
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
究》，这就是著名的《国
富论》。
     



当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否意味着人与人的不平
等，这是一个规范经济学问题；而一部分人先
富起来能否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则是一个实
证经济学问题



分析的依据不同。实证经济学为了使经济学具有客观科学
性，就要避开价值判断问题；规范经济学要判断某一具体经济
事物的好坏，则从一定的价值判断出发来研究问题。

 2、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实证经济学要解决“是什么”的问题；
即要确认事实本身，研究经济本身的客观规律与内在逻辑，分
析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并用于进行分析与与预测；规范经济
学要解决“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即要说明事物本身是好还是
坏，是否符合某种价值判断，或者对于社会有什么积极意义。

 3、所得出的结论客观程度不同。实证经济学的内容具有客观性，
所得出的结论可以根据事实来检验，也不会以人们的意志为转
移；规范经济学本身没有客观性，它所得出的结论要受到不同
价值观念的影响。

联系：规范经济学研究要以实证经济学为基础，而实证经济学研究
也离不开规范经济学的指导。









请看经济
学家的智
慧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