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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

經濟學主題 課綱項目

資源有限
與分配

資源有限與分配 (4)
誘因 (1)

價格機能
交易與專業化生產 (3)
貨幣的功能 (2)
市場競爭 (2)

• 括號內數字代表對於上課節數之建議。

普高必修

經濟學主題 課綱項目

資源有限
與分配

資源有限與分配 (4)
誘因 (2)

價格機能

交易與專業化生產 (3)
供給與需求 (4)
市場機能與價格管制 (6)
市場競爭 (2)
外部成本 (2)

國民所得
國民所得 (3)
貿易自由化 (2)

• 國中階段, 觀念與例子以個人, 家庭, 學校為主; 但高中階段, 關
於廠商行為,社會議題與公共政策之分析與討論應占一定比率。

• 以下所列的高中課綱項目,不再重覆國中課綱項目。

普高選修

經濟學主題 課綱項目

物價膨脹 物價膨脹 (2)

景氣波動

薪資與勞動市場 (3)
景氣波動與失業 (2)
利率與固定投資 (2)
中央銀行與貨幣政策 (3)

技術型高中 (15節課)

經濟學主題 課綱項目

資源有限
與分配

資源有限與分配 (3)
誘因 (2)

價格機能 交易與專業化生產 (3)

勞動市場 薪資與勞動市場 (4)

貿易自由化 貿易自由化 (3)

• 「薪資與勞動市場」不討論實質薪資。
• 「貿易自由化」加入對勞動市場之影響 (相對於普高選修)。

綜合型高中 (9節課)

經濟學主題 課綱項目

資源有限
與分配

資源有限與分配 (3)

價格機能 交易與專業化生產 (3)

貿易自由化 貿易自由化 (3)

• 「薪資與勞動市場」 不討論實質薪資, 也不討論工廠外移, 移工,
自動化對勞動市場之影響。

2



1 資源有限與分配

主題 項目 條目 說明 備註 課時 補充說明

B.社會生
活的組織與

制度 (國中)

a.資源有限
與分配

1. 個人與家庭為何
需要做選擇?如
何選擇?

2. 如何計算某項選
擇的機會成本?

3. 如何使用機會成
本的概念來解釋

選擇行為?

4. 價格如何影響資
源分配?

5. 比較不同資源分
配方法之利弊。

1. 以學生個人為例,探究個人有何資源?為何須作選擇?如何選擇?

2. 家庭與學校有何資源?如何決定資源的用途?為何作此決定?

3. 某項資源只有 A, B用途,請說明使用在 A用途的機會成本為何?相對的,若
作 B用途的機會成本為何。 在什麼情況下,資源所有人會選擇 A用途?

4. 使用機會成本的概念,說明價格變動如何影響人的選擇。

5. 舉例說明家庭與學校裡資源分配的方法,並比較不同分配方法的利弊。 例如,
若學校宣布,中午下課時間學生使用籃球場每半小時需付費30元,你贊成或
反對?為什麼?又如,學校內有20個停車位,但有30位老師想要停車。 請制
訂兩種停車辦法,並比較兩種停車辦法之利弊。

資源有限,
選擇,機會
成本,資源
分配

4 定義機會成

本。

2 誘因

主題 項目 條目 說明 備註 課時 補充說明

B.社會生
活的組織與

制度 (國中)

b.誘因 1. 舉例說明,家庭
與學校如何透過

誘因影響學生的

行為?

2. 為何不同人對同
一誘因的反應不

同?

1. 誘因是指誘發特定行為的報酬,或抑制特定行為之懲罰。 提高報酬或減少懲
罰稱為正向誘因,反之,降低報酬或提高懲罰稱為負向誘因。

2. 誘因可分金錢誘因與非金錢誘因,請舉例說明家庭與學校提供的金錢誘因與
非金錢誘因。

3. 同樣的誘因對不同人的影響可能不同,原因是同一個誘因的價值對每個人未
必相同。

誘因,正向
誘因,負向
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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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易與專業化生產

主題 項目 條目 說明 備註 課時 補充說明

B.社會生
活的組織與

制度 (國中)

c.交易與國
際貿易

1. 如果沒有交易,
家庭如何解決食

衣住行的需求?

2. 人為何從自給自
足轉向交易?

3. 自願的交易為何
對雙方都有好

處?

4. 臺灣若開放外國
商品進口,對哪
些人有利?對哪
些人不利?

1. 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有一些是家裡自行生產的,有一些是交易而來。

2. 家庭從自己生產改成從市場購買,主要原因是成本較低,或者品質較佳。

3. 交易發生之後,交易雙方都可以較低的價格購入商品,故對雙方都有利。 例
如,臺灣若與日本貿易,在臺灣生產較便宜的產品會在臺灣生產,並出口至日
本。 反之,在日本生產成本較低的產品會在日本生產,並出口到臺灣來。

4. 例如,臺灣從日本進口某產品,則臺灣生產該產品的廠商將面對國外廠商競
爭,較為不利。 他們會反對商品進口。

5. 例如,網路購物盛行對傳統實體店面不利。

交易,國際
貿易,貿易
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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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貨幣的功能

主題 項目 條目 說明 備註 課時 補充說明

B.社會生
活的組織與

制度 (國中)

d.貨幣的功
能

1. 為什麼會出現貨
幣?貨幣有何功
能?

2. 使用儲值卡和使
用貨幣買東西有

什麼不同?

3. 使用信用卡和使
用貨幣買東西有

什麼不同?

4. 買賣外幣通常透
過銀行,哪些人
會想要買外幣

(如日圓或美元)?
哪些人會想要賣

外幣 (如美元)?

1. 貨幣帶來哪些便利性?

2. 從古至今有哪些物品曾經被當作貨幣,為什麼這些物品可以被當作貨幣?它
們具備哪些特性?

3. 以儲值卡購物之前,必須先存入一筆錢在儲值卡帳戶內,當儲值卡內儲存之
餘額不足時,將無法進行交易。

4. 以信用卡購物時,持卡人可能帳戶內並沒有錢。 但信用卡帳單到期付款時,
刷卡人必須有錢可以償還。

5. 匯率是指 1單位外國貨幣 (如 1美元)可以交換多少新臺幣。

貨幣,儲值
卡,信用卡,
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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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市場競爭

主題 項目 條目 說明 備註 課時 補充說明

C.社會的
運作、治理

及參與實

踐 (國中)

a.市場競爭 1. 家庭與學校附近,
哪些商家的競爭

較激烈,原因為
何?

2. 店家出售的商品
可能是不同廠商

製造的,哪些商
品的競爭較激

烈?原因為何?

3. 廠商間競爭愈激
烈,對消費者有
什麼影響?

1. 當同一個市場上廠商家數越多時,廠商間的競爭會越激烈。

2. 廠商可能以價格競爭,也可能以品質競爭。

3. 廠商間的競爭可能是價格更低 (例如:各大主題樂園折扣入場),或是提供更
好的服務。

競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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