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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姓名 李慧玲 职  称 副教授 所在院系 经济学系 

课程名称 微观经济学 总学时 72 学时 授课专业 经济学 

授课班级 
经济学 21-2

班 
授课地点 温泉校区 授课时间 

2022年 3月

－7月 

课 

程 

目 

标 

微观经济学主要由新古典经济理论体系发展而来，旨在探究微观

主体理性决策、市场经济运行规律、资源优化配置以及针对市场失灵

的政府调节政策等问题。因此，《微观经济学》课程的基本教学目标

是，使学生了解流行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现代微观经济理论和

政策，掌握相关基本概念、原理和分析方法，强化逻辑思维能力，能

够理解、分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微观经济现象。同时，

要求学生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武装头脑，不盲目

崇拜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提高缘事析理、明辨是非的能力，增强

“四个自信”“五个认同”和新疆工作总目标意识，努力成为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及 

学 

时 

分 

配 

本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情况如下： 

1.导论（4 学时） 

2.第一章需求、供给和均衡价格（6 学时） 

3.第二章消费者选择（10 学时） 

4.第三章企业的生产和成本（8 学时） 

5.第四章完全竞争市场（8 学时） 

6.第五章不完全竞争市场（8 学时） 

7.第六章生产要素市场和收入分配（6 学时） 

8.第七章一般均衡和效率（6 学时） 

9.第八章市场失灵和微观经济政策（10 学时） 

10.习题课、答疑（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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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参 

考 

书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1 月第七版。 

[2]尹伯成.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第八版）[M].格致出版社、上海人

民出版社，2013 年 10 月第一版。 

[3][美]哈尔·R.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第八版）[M].费方

域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 2 月第一版。 

[4][美]克莱格·纽马克.应用微观经济学读本：市场的力量[M].刘勇

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 12 月第一版。 

[5]张元鹏.微观经济学中级教程（第二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 3 月第二版。 

章节名称 

第三章 企业的生产和成本 

第三节 短期生产函数 

 

课堂教学

目的 

一是通过教学，让学生理解并掌握总产量、平均产量、边际产量

曲线及其相互关系，把握短期生产三阶段；二是通过教学，使学生能

够联系实际，运用边际产量递减规律以及短期生产三阶段解释生产中

的现象。 

教学内容

及时间分

配 

注：一般要列出各章节次主要教学内容及时间分配（一般以分钟

为单位）、教学进程，教学步骤的时间分配。通过对教学大纲、教材

和主要参考资料的研析，确定课程教学或课堂教学知识信息的总和。 

 

重点、难

点以及对

策 

生产函数的概念★； 

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总产量、平均产量和边际产量曲线及其相互关系★★； 

短期生产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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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设计 

一、导入新课 

通过导入案例《韩国如何扶植小微企业》引出问题，企

业竞争生存的目的是什么？企业的规模对企业的生存与发

展有什么关系？从而引出本次课讲的内容——第三节 短期

市场函数。 

二、短期和长期 

出示幻灯片：短期和长期 

提问：短期和长期是不是一个事件的概念？ 

目的：通过提问，提醒学生注意短期和长期划分的标准 

教学方法

和手段 

 

教学方法：板书与多媒体展示相结合、启发与自主探究相结合、

讲授与讨论相结合。 

辅助手段：利用长江雨课堂提前发布预习材料和作业。 

教学用具 模型、挂图、投影仪。 

作业、思

考题 

注：是指为引导学生掌握所学知识而布置的作业题和思考题，应

做到题量适中，能够覆盖本次课程讲授的主要内容。 

课后记 

由于学生对短期生产没有太多生活经验，因此，在教学中穿插了

一些相关的案例帮助学生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吸引学生，教学效

果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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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短期和长期划分的标准是生产要素数量是否能够

全部进行调整，注意提示全部调整。 

理解：短期与长期的区别，与时间长短无关，关键看是

否来得及调整规模。 

三、生产函数 

出示幻灯片：生产函数 

讲解：生产函数表示的是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注意，

是投入和最大产出的关系。 

理解：生产函数是描述投入产出之间的关系。 

四、短期生产函数 

（一）、短期生产函数 

出示幻灯片：短期生产函数 

讲解：注意短期生产函数中的可变和不可变的部分 

（二）、总产量 TP、平均产量 AP 和边际产量 MP 

出示幻灯片：总产量 TP、平均产量 AP 和边际产量 MP 

讲解：三个量的概念 

举例：连续投入劳动量时，总产量 TP、平均产量 AP 和

边际产量 MP 的变化 

提问：这三个量的变化趋势是什么？ 

目的：引导学生回答这三个变量都是先递增达到极大值

以后递减。 

（三）、边际产量递减规律 

商
学
院
李
慧
玲



 

1.出示幻灯片：边际产量递减规律的内容 

2.讲解：（1）前提：技术不变、短期生产中 

（2）L 数量持续增加，MP 先增加后递减，MP 最终会

递减 

（3）举例：农业生产，肥料不断增加，边际产量的变

化 

（4）原因：可变要素和不变要素之间有最优的配比关

系 

（四）、劳动的总产量、平均产量与边际产量 

出示幻灯片：劳动的总产量、平均产量与边际产量 

1.边际产量和总产量的关系 

提问：边际产量公式 

目的：通过回顾边际产量的公式引出边际产量和总产量

的关系 

讲解：边际产量是总产量的一阶导数，总产量曲线上的

切线的斜率就是该点对应的边际产量。 

MP>0，TP 递增 

MP<0，TP 递减 

MP=0，TP 达到极大值 

2.平均产量与总产量之间的关系 

画图：总产量曲线，在总产量曲线上找任意一个点，该

点会对应劳动的数量，在图上表示出平均产量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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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AP是总产量曲线上任意一点与原点连线的斜率。 

不断在图上增加劳动的数量，显示总产量曲线上的点与

原点连线的曲线中，切线的斜率最大。 

3.边际产量与平均产量之间的关系 

举例讲解：篮球队的平均身高变化，加入新队员如果高

于原来的平均身高，会拉高平均身高；如果低于原来的平均

身高，会把平均身高拉低。 

观察图：MP 与 AP 在 AP 最高点处相交 

总结：MP>AP，AP 递增 

MP<AP，AP 递减 

MP=AP，AP 达到极大值 

（五）生产的三个阶段 

五、本单元重点、难点总结 

1．生产函数概念；总产量、平均产量和边际产量曲线

及其相互关系； 

2．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六、布置作业并告知下次课主要讲述内容，要求学生做

好课前预习 

 

 

 

 

商
学
院
李
慧
玲



 

【板书】 

第三章 企业的生产和成本 

第三节    短期生产函数 

一、短期生产函数（技术不变  L 可变） 

二、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在其他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一种要素的投入量增加到一

定水平后，增加的单位投入所带来的总产出的增量递减（边

际产量递减）。 

三、总产量 TP、平均产量 AP 和边际产量 MP 

1、TP=f（L）  AP=TP/L  MP=dTP/dL 

2、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1）前提：技术不变、短期生产 

（2）L 持续增加，MP 先增加后递减，MP 最终会递减 

（3）举例：农业生产，肥料不断增加，边际产量先递

增，达到极大值后递减 

（4）原因：可变要素和不变要素之间有最优的配比关

系 

3、劳动的总产量、平均产量与边际产量 

（1）边际产量和总产量的关系 

MP>0，TP 递增 

MP<0，TP 递减 

MP=0，TP 达到极大值 

（2）平均产量与总产量 

AP 是总产量曲线上任意一点与原点连线的斜率,切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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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率最大. 

（3）边际产量与平均产量 

MP>AP，AP 递增 

MP<AP，AP 递减 

MP=AP，AP 达到极大值 

四、生产的三阶段 

第一阶段：平均产量递增（MP>AP）属于生产初期； 

第二阶段：平均产量递减（MP<AP 且 MP>0）属于生产

中期； 

第三阶段：边际产量小于零（MP<AP 且 MP<0）属于生

产后期。 

 

 
教案 

1上次课复习： 

1.什么是企业？企业的类型有哪些？ 

2.企业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3.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目标，内在是否

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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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讲授内容：                     

第三节    短期生产函数（2 课时） 

引言：消费者行为是从需求角度入手的，从供给角度入手就要研究生产

者行为，生产者行为理论可以分为两方面，即生产理论和成本理论。 
一、生产要素 
生产要素是指厂商为生产物质产品所需投入的各种经济资源。在西方经济学

中，一般认为生产要素有四种：土地、资本、劳动、企业家才能。 
² 土地（N）：在经济学中是广义的，即生产中所使用的，自然界所提

供的自然资源。☺例：陆地、海洋、森林、矿藏、凤梨、水力等等。 
² 资本(K)：用于生产过程的一切资本品。☺例：厂房、机器设备、原

材料等有形物，工业产权、商标等无形物。                           
² 劳动（L）：一般指被雇佣的工人的生产劳动。  脑力劳动 

 
                                                 体力劳动 

² 企业家才能（E）：包括组织上述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和创新活动以及

承担企业经营风险等等。主要指厂商。 
² ☺例：海尔集团的例子                    

 
二、生产函数 

² 生产函数就是表示一定期间内在生产技术不变的条件下生产要素的

投入量与它所提供的最大产出量之间的数量关系。 
² 记为：Q= f（L，K，N，E） 
² 为了分析方便，一般假定投入要素只有两种，即劳动和资本。 
² 短期内，一般假定只有一种投入要素可变，如劳动，则生产函数变

为：Q = f ( L ) ，这被称为短期生产函数。 
² 长期内，劳动和资本的投入量都可变，从而生产函数变为：Q = f (L，

K)，这被称为长期生产函数。 
u  

三、总产量、平均产量和边际产量 
1．总产量：指在一定技术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后所产生的最大产

量。用 TP 表示，即 TP=Q=f(L) 
2．平均产量：指在一定技术条件下，平均每单位可变生产要素所产出的产

量。用 AP 表示，即 AP=TP/L=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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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边际产量：指在其它投入要素不变条件下，每增加一单位某投入要素所

引起的产量的增量。用 MP 表示，即 MP=ΔTP/ΔL=dTP/dL=dQ/dL 

☺例：TP=21L+9L2-L3时,AP=21+9L-L2,MP=21+18L-3L2  

 

四、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也称边际报酬递减、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1． 内容 

在其他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一种要素的投入量增加到一定水平后，增加的单

位投入所带来的总产出的增量递减（边际产量递减）。这是一条经验规律。 

2． 条件 

技术不变；其他要素的投入量不变；投入超过某一点；生产函数的技术系数

是可变的。 

 

五、曲线图形及相关关系 

利用教材 P153 的图表数据绘制出总产量曲线、平均产量曲线和边际产量曲

线的图形如下： 

 

 

 

 

 

 

 

 

 

 

 

 

 

 

 

 

 

 

 

 

劳动量 

产量 

产量 

劳动量 

TP 

MP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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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通过分析，得出三条曲线之间的关系为： 
1．在 TP 曲线上任意一点与原点连线的斜率即为平均成本；过任意一点切

线的斜率即为边际成本。 
2．在 S 点，平均产量达到最大，同时，在 TP 上过 S 点的切线与平均产量

线重合，斜率相等，说明当平均产出达到最大时，与边际产量相等。 
3．在 T 点，总产量达到最大，边际产量为 0。 
4．边际产量的最高点，位于 TP 曲线的拐点 N 上。 
☺例：边际产量与平均产量之间的变化关系可以用球队队员平均身高和新来

队员的身高对于全队平均身高的影响的例子来说明。 
六、生产三阶段 

1． 第一阶段：平均产量递增（MP>AP）属于生产初期； 
2． 第二阶段：平均产量递减（MP<AP 且 MP>0）属于生产中期； 
3． 第三阶段：边际产量小于零（MP<AP 且 MP<0）属于生产后期。 

结论：厂商尽量使生产避免进入第三阶段，一般选择第二阶段作为生产的最

佳时期，增加可变要素投入以增加生产是有利可图的。 
 

 

 

 

 

 

 

 

 

 

 

& 习题： 

1．总产量曲线的斜率是（   ）。 

A.总产量       B.平均产量       C.边际产量         D.以上都不是 

2.当 TP 下降时，（   ）。 

A.AP 递增     B.AP 为零        C.MP 为零         D.MPL 为负 

3.当 AP 为正且递减时，MP 是（   ）。 

A.递减         B.负的           C.零                D.以上任何一种 

T

III II I 

MP 

AP 

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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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产的第二阶段始于（  ）止于（  ）。 

A. AP =0，MP =0             B. AP = MP ，MP =0   

C. AP = MP ，MP <0         D AP >0，MP =0 

5.已知生产函数为 Q=f (K, L )=KL –0.5L2 –0.32K2, 若 K=10。 

(1)求 AP 和 MPL 函数; 

(2)求 AP 递减的产出范围; 

(3)求 MP 最大化时厂商雇佣的劳动。 

6.在单一生产要素可变的条件下，请问： 

（1）生产的三阶段是如何划分的？ 

（2）为什么企业的理性决策应在第二阶段？ 

（3）如何 W=0 或 r=0,企业应在何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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