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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观经济学 》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微观经济学 课程类别（必修/选修）：必修 

课程英文名称：Microconomics 

总学时/周学时/学分：48/3/3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0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支撑：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 

授课时间：每周一 5-7 节 (14:30 a.m– 17:10 a.m) 授课地点：实 315 

授课对象： 21 金融 1、2 班 

开课学院： 粤台产业科技学院 

任课教师姓名/职称： 张志伟/副教授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综合实验大楼 208 

课程考核方式：开卷（）闭卷（）课程论文（）其它（ ） 

使用教材： 

《马工程 西方经济学上册》(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西方经济学》编写组编著  

课程简介： 

《微观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基本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类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科基础平台课，该课

程侧重于理论。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市场经济中的消费者和企业的行为及其相互作用，描述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论证市场机制的作用原理，从而解决

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在掌握微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内容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培养学

生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使学生了解西方经济理论对我国当前的经济改革和开放的借鉴作用，帮助学生理解当今经济生

活中的各种现象。 

课程教学目标及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  

课程教学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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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1： 

能阐述微观经济学基本概念、主要模型、基本理论及逻辑

体系 

学生应熟悉掌握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分

析方法与各种基础理论知识。 

B5 学科基础知识 

掌握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

高等数学等学科基础知识。 

目标 2： 

能进行微观经济学中的供求均衡、消费者最优选择、最适

生产要素组合、利润最大化的产量与价格决策等方面的计

算分析 

学生应能使用经济学分析方法，探讨日

常生活中所能观察到的各种经济现象。 

C2 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 

具有良好的综合应用知识能力和实践能力，能把学

到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知识运用于实践。 

目标 3： 

能对真实市场的供给、需求，市场结构及厂商决策、消费

者行为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剖析市场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对策建设 

学生掌握现代文献资料检索、查询的方

法，具备信息检索的技能，并能结合经

济学专业知识，对于各种经济政策提出

看法与建议。 

D3 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从事经济与金融相关的

高素质工作、应用型本科人才。 

目标 4： 

了解西方经济理论对我国当前经济建设的借鉴作用 

学生能明辨是非，区分西方经济学中的

有利和有害之处，结合我国国情进行考

察，对于有用的部份决定吸收与借鉴的

程度与范围。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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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教学主题 
授课教

师 

学时

数 

教学内容（重点、难点、课程思政融入

点） 

教学模式 

（线上/混合式

/线下 

教学方法 作业安排 
支撑课

程目标 

5 导论 张志伟 3 

一、西方经济学的界定、由来和发展 

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对西方经济学的作用有基本认知(重

点) ；理解边际分析法的概念(难点)。 

课程思政融入点：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的核心。   

线下 

课堂讲授

与小组讨

论 

 目标 1 

6 
需求、供给和均衡

价格 part 1 
张志伟 3 

一、需求 

二、供给 

三、市场均衡 

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的决定(重

点)；理解价格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

(难点)。 

线下 

课堂讲授

和小组讨

论 

 目标 2 

7 
需求、供给和均衡

价格 part 2 

张志伟 3 

四、弹性 

五、供求分析的应用事例 

能运用价格理论分析市场(重点) ；理解

并掌握弹性的概念与理论运用(难点)。 

线下 

课堂讲授

和小组讨

论 

课后作业：从教材

章节末思考题中选

取 

目标 3 

8 消费者选择 part 1 张志伟 3 

一、基数效用论——边际效用分析法 

二、序数效用论——无差异曲线分析法 

三、消费者均衡 

线下 
课堂讲授

和小组讨
 目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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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了解寡头厂商会通过哪些行为

限制竞争(重点)；明白垄断竞争的长期

均衡(重点)。 

论 

16 
不 完 全 竞 争 市 场

part 3 
张志伟 3 

三、博弈论初步知识 

四、不同市场的经济效率的比较 

理解博弈论基本概念和知识点：囚徒困

境、占优策略均衡、纳什均衡、重复博

弈(重点)；明白完全竞争市场的长期均

衡点是最优的资源配置方式(重点)。 

线下 

课 堂讲授

和 小组讨

论 

课后作业：从教材

章节末思考题中选

取 

目标 1 

17 
生产要素市场和收

入分配 part 1 

张志伟 3 

一、要素市场的特点 

二、要素需求 

三、要素供给 

了解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重点)。 

线下 

课 堂讲授

和 小组讨

论 

 目标 2 

18 
生产要素市场和收

入分配 part 2 

张志伟 3 

四、要素的价格决定(收入分配) 

五、收入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 

掌握生产要素价格的决定(重点)；运用

分配理论分析分配政策(难点)。 

线下 

课 堂讲授

和 小组讨

论 

课后作业：从教材

章节末思考题中选

取 

目标 2 

19 
市场失灵和微观经

济政策 part 1 

张志伟 3 

一、 概述：市场失灵的表现 

二、 外在性与公共物品、公共选择�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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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最优数量的决定(难点)。 

课程思政融入点：让学生了解西方经济

学对我国经济政策的借鉴作用，使学

生 清 楚 我 国 在 改 革 开 放 中 取 得 的 成

就，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国家荣誉

感。 

20 
市场失灵和微观经

济政策 part 2 

张志伟 3 

四、 信息不完全、不对称问题 

五、 不确定和风险条件下的决策问

题 

明确不完全信息和激励机制设计的有关

基本理论(重点)；理解败德行为与逆向

选择，以及激励机制设计的原则(难点) 

课程思政融入点：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的核心。 

线下 

课 堂讲授

和 小组讨

论 

课后作业：从教材

章节末思考题中选

取 

目标 3 

合计 48      

 

课程考核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作业 实验 考试 文献检索  

目标一  10 0 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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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三  10 0 15 0  

目标四  5 0 5 0  

总计 40 0 60 0 100 

备注：1）根据《东莞理工学院考试管理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旷课 3 次（或 6 课时）学生不得参加该课程的期终考核。2）各项考核标准见附件所示。 

 

大纲编写时间：2021 年 9 月 4 日 

系（部）审查意见： 

 

 

                                                                  系（部）主任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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