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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原理期中考試題

2005 年 11 月 11 日

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50 分，請全數作答。

1. ( 3 ) 一般而言，家庭的部份成員必須外出工作以賺取生活所需的費用，由市場供

需的觀點來看，此時家庭扮演了什麼角色？

(1)消費的供給者。

(2)消費的需求者。

(3)生產要素的供給者。

(4)生產要素的需求者。

2. ( 1 ) 一般而言，當觀察的期間變長，需求線有何變化？

(1)價格彈性變大。

(2)價格彈性變小。

(3)所得彈性變大。

(4)所得彈性變小。

3. ( 2 ) 最近因為禽流感傳言不斷，以致羊肉的價格上漲，這是因為

(1)羊肉和雞肉是互補品。

(2)羊肉和雞肉是替代品。

(3)人們預期雞肉會漲價。

(4)人們預期雞肉會跌價。

4. ( 4 ) 青蔥的價格每斤漲到 300 元，會引發一些反應，但不包括下列哪項？

(1)消費者忍耐不吃青蔥。

(2)餐廳的「蔥爆牛肉」改用洋蔥烹調。

(3)農民拔掉韮菜改種青蔥。

(4)大蒜的價格被排擠而下跌。

5. ( 1 ) 義大利的法拉利汽車有許多車迷，但大部分車迷事實上買不起法拉利的汽

車，這些車迷對法拉利汽車

(1)是潛在消費者，也有需求。

(2)只是潛在消費者，但無需求。

(3)既非潛在消費者，也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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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是潛在消費者，但有需求。

6. ( 2 ) 汽車和汽油是互補品，如果沒有汽油，汽車無法開動。最近因為汽油價格大

漲，在其他條件不變下，可以推測

(1)汽車的需求增加。

(2)汽車的需求減少。

(3)汽車的供給增加。

(4)汽車的供給減少。

7. ( 3 ) 分析指出，當一國的每人國民所得（國民一年的平均收入）超過 1,000 美元

時，汽車的需求量就會「暴發」（大幅增加），這意謂此時汽車需求的

(1)價格彈性很大。

(2)價格彈性很小。

(3)所得彈性很大。

(4)所得彈性很小。

8. ( 1 ) 中國的餐廳一般在平日（週一到週五）時價格較貴，週末時就打折，據了解

是因為在中國平日請客吃飯者多由公家買單，到週末則必須自掏腰包。這表

示中國消費者的需求線在週末時

(1)價格彈性較高。

(2)價格彈性較低。

(3)所得彈性較高。

(4)所得彈性較低。

9. ( 2 ) 如果每個廠商的供給線都是向上傾斜的，則當廠商數目變多時，市場的供給

線

(1)變得陡峭。

(2)變得平坦。

(3)接近垂直。

(4)供給線的斜率和廠商數目無關。

10. ( 2 ) 如果汽油市場的均衡價格是 30 元，但政府規定每公升油價不得超過 24 元，

則可能會發生什麼現象？

(1)汽油供過於求。

(2)有些人加不到油。

(3)有人走私汽油進口。

(4)汽油商以贈品取代降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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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1 ) 一般而言，颱風來襲前菜價就會上漲，這是因為

(1)蔬菜需求增加了。

(2)蔬菜需求減少了。

(3)蔬菜供給增加了。

(4)蔬菜供給減少了。

12. ( 2 ) 大象如果經過長期的訓練也會跳舞，但人們對大象跳舞並無太大興趣（不

怎麼好看），因此「大象跳舞」並無市場存在（馬戲團從不作此種表演）。如

果我們畫出「大象跳舞」的供給線和需求線，則

(1)兩線交於 Q很小的地方。

(2)兩線交於 Q小於零的地方。

(3)兩線交於價格無限大的地方。

(4)兩線交於價格小於零的地方。

13. ( 1 ) 台北市自從實施倒垃圾必須購買官定的垃圾袋後，垃圾量減少了 30％。假

設垃圾袋使傾倒垃圾的成本增加了 50％（傾倒成本包括整理垃圾、傾倒時間

等），根據我們對彈性的定義，這表示台北市民眾對垃圾服務的

(1)需求彈性為 0.6。

(2)需求彈性為 1.67。

(3)供給彈性為 0.6。

(4)供給彈性為 1.67。

14. ( 3 ) 手機常常有打折促銷的時候，手機的電池則甚少有打折促銷的情形，這是

因為

(1)手機和電池是互補品。

(2)手機的價格高於電池。

(3)手機的需求彈性高於電池。

(4)手機的品牌多，而電池多是標準化產品。

15. ( 3 ) 政府希望民眾少抽煙，因此對香煙課徵「香煙稅」。什麼時候這種政策才會

有效？

(1)民眾對香煙需求量大時。

(2)民眾對香煙需求量小時。

(3)民眾對香煙需求彈性大時。

(4)民眾對香煙需求彈性小時。

16. ( 1 ) 如果以麵包和垃圾作為兩種「商品」，則無異曲線的形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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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向上傾斜。

(2)向下傾斜。

(3)呈直角狀。

(4)相互交叉。

17. ( 1 ) 假設 X 與 Y 是消費者可消費的商品，如果在目前的消費狀態下，X 和 Y 的

邊際替代率為 3（即無異曲線的斜率△Y/△X 等於 3），而 X的價格為 Y的 2.5

倍，則消費者應

(1)增加 X的消費，減少 Y的消費。

(2)增加 Y的消費，減少 X的消費。

(3)同時增加 X、Y的消費。

(4)同時減少 X、Y的消費。

18. ( 3 ) 假設 X、Y是消費者可選擇消費的商品，而 X和 Y是完全互補品，則當 X的

價格下跌而預算不變時，消費者的選擇有何改變？

(1)完全不變。

(2)X 的消費增加，Y的消費減少

(3)X、Y 的消費均增加。

(4)X、Y 的消費均減少。

19. ( 1 ) 假設 X、Y 是消費者可選擇消費的商品，而 X、Y 為完全替代品，若商品的

相對價格和無異曲線的斜率不相等，則消費者

(1)只選擇 X或 Y消費。

(2)把預算平均分配給 X、Y。

(3)X、Y 的任何組合均可能是均衡點（無限多組解）。

(4)選擇價格低的商品消費。

20. ( 1 ) 下列何項敘述是正確的？

(1)若所得效果為正，則需求線必定向下傾斜。

(2)若所得效果為負，則需求線必定向上傾斜。

(3)若所得效果為負，則該商品為季芬財。

(4)若所得效果為負，則需求彈性小於 1。

21. ( 3 ) 某人利用自己的房子開了一家 7-Eleven 的加盟店，由本人及兩個孩子輪流

看店，設備裝潢花了一百萬，商品由 7-Eleven 提供，賣不掉可回收。請問下

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1)一百萬裝潢費是固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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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兩個孩子的潛在薪資（雖不支薪）是變動成本。

(3)房子因為是自己的，如果沒有貸款，則無經濟成本。

(4)本店若欲提高產出，可增加人手或擴大店面面積。

22. ( 3 ) 買電腦的時候，有些人是買零組件自行組裝，有些人則買現成套裝的，兩

種不同的選擇，關鍵因素是

(1)電腦的複雜程度。

(2)市場是否發達。

(3)交易成本的大小。

(4)消費者所得的高低。

23. ( 1 ) 如果生產時的固定成本是 100 元，每增產 1單位，成本增加 10 元，則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1)平均成本隨產量增加而減少。

(2)邊際成本隨產量增加而減少。

(3)總成本隨產量增加而減少。

(4)變動成本隨產量增加而減少。

24. ( 2 )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如果邊際產量為負，則平均產量下降。

(2)如果邊際產量大於平均產量，則平均產量上升。

(3)如果邊際產量大於平均產量，則平均產量下降。

(4)如果邊際產量為正，則平均產量上升。

25. ( 3 ) 古人云「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試問當古

人在面對生命、愛情、自由時，若選擇了自由，其機會成本是多少？

(1)不自由的損失。

(2)生命的價值。

(3)愛情的價值。

(4)生命加愛情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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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答題，每題 10 分，共 50 分，請全數作答。

1.假設某汽車公司使用勞動（L）及資本（K）兩種生產要素。資本為固定生產要素，

K＝10；勞動為變動生產要素，生產函數為 Q＝4L；勞動的價格為 PL=5 元，資本的

價格為 PK＝10 元。請求出各公司的 TFC、AFC、TVC、TC 與 MC 函數（均為 Q的函數）。

2.假設效用函數為 U（X1,X2）＝5X1X2，請問

(1)（X1,X2）＝（20,30）點的效用是多少？

(2)若 X1增加為 25，X2應為多少，效用才不會改變？

(3)在（X1,X2）＝（20,30）的邊際替代率（△X2/△X1）是多少？

(4)若 X1的價格為 10 元，X2的價格也是 10 元，預算是 100 元，則消費者的最佳消

費選擇是什麼？

3.假設需求線為 Q＝100－2P，供給線為 Q＝20＋2P，其中 Q為數量，P為價格，請問

(1)均衡的市場價格是多少？均衡供給量和需求量是多少？

(2)若政府保證該商品的價格為 P＝30，則市場的超額供給量是多少？

(3)若政府規定市場的成交量不得高於 Q＝50，則會出現什麼現象？

4.政府為減少 CO2的排放，打算對每公升的汽油課徵 1元的碳稅，由加油站負責徵收，

請問這 1元的碳稅是由加油者負擔還是由賣油者負擔？（必須加以分析）

5. 冬天的蔬菜主要是供火鍋消費之用，若天氣冷時吃火鍋的人增多，而且蔬菜又長

得慢，請問

(1)天冷時蔬菜的價格和消費量有何變化？

(2)若天氣正常，但今年蟲害嚴重，使蔬菜減產，則菜價及消費量有何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