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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財務資源與時間的有限性，每個人日常的選擇就是經濟議題，而經濟學

即是一門研究如何理性選擇的學門。本書以假想人物小葉為主角，以範例說明經

濟個體在消費、儲蓄、求學、就業、開店、投資、理財等經濟行為背後的決策原理。

除了個人，廠商生產在長短期要規劃要素的組合、國家政府對於公共財的提

供，也是在經費限制下需要進行成本效益的考量。同時，這些考量並不侷限於特

定的時間點，因此本書納入「跨期決策」的章節，介紹成本效益分析應用於廠商

規劃長期性投資、家戶規劃消費與儲蓄、或個人思考工作與教育投資時間配置的

評估，也加入理財入門的介紹。當然，生在地球村的我們，長遠思維代表「滿足

我們現今的需求，又不損害子孫後代能滿足他們的需求的發展模式」，因此，因

應時代趨勢，本書加入「永續經濟」理念的介紹，實是不可或缺。

經濟學理論模型看似繁多且複雜，但其實萬變不離其宗。不論是個別決策、

市場分析、或是總體模型架構，本書特別強調成本效益分析、供需模型與比較靜

態分析，以及生產所得流程圖三種分析工具，並於各章節中連貫的應用。本書以

系統性地介紹經濟運作的架構與原理，希望協助讀者在拼圖式、積木堆疊式的學

習之後，能善用活用「經濟理性」思維，練習做更好的決策。

另外，本書也著重實務面的應用。以「新聞時事」與「經濟視角」，印證或

補充相關的經濟理論。個體經濟多篇案例著重在提醒讀者思考「市場機制」與「政

府」在經濟社會資源配置上扮演的角色。在總體經濟分析部分，近年來國際經濟

局勢變遷快速，新聞時事案例分析的焦點則涵蓋 2018-19年中美貿易戰與 2020-21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以及政府實施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衍生的長短期效果。

作為公民的我們，藉由經濟理論的學習與案例經驗的對照，當能理解相關經

濟事件之間可能的影響層面與政策意涵，於未來面臨現實世界裡的景氣波動、政

府政策、或是經濟學家的評論或建議，能有更清晰的認識與評斷。

最後，作者感謝所有協助完成這本書的各方因緣，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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