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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單選題，30 分。(以下每小題各占 3 分) 

1. 下列何者正確？a).垂直之需求曲線代表該產品之需求彈性為零， b).正常財降價 

    時，其需求曲線往右上平移，c).在需求富有彈性下，價格下降將使賣者之總收入 

    下降，d).實施價格下限將帶來短缺之問題。 

2. 下列何者正確？a).較平緩之無異曲線代表該消費者較喜歡縱軸之財貨，b).若橫軸 

    產品之價格上升，則消費者之無異曲線將變得更陡直，c).若生產技術提升，則該 

    產品之供給曲線往左上平移，d).已知 X 與 Y 為生產上之替代品，則 Y 價格提高後， 

    X 之供給提高。 

3. 下列何者正確？a).預算線可能因為所得之增加而向左平移，b).劣等財降價後，消 

    費者對該財貨之需求量一定減少，c).替代效果隱含消費者將多消費降價的財貨以 

    令效用水準不變，d).當財貨降價時，其替代效果一定大於所得效果。 

4. 有關於完全競爭市場，下列何者正確？ a).廠商必須接受低於市價之價格，假如它 

    要賣更多之產出，b).每一生產者之利潤一定大於零，c).當生產者之賣價大於平均 

    變動成本（AVC）時，其利潤必大於零，d).在長期下，廠商之關門點存在於賣價 

    與長期平均成本相同時。 

5. 在寡占與獨占性競爭兩市場中，下列何者正確？a).兩市場皆生產異質性產品，b). 

    兩市場皆具顯著的加入障礙，c).在短期下，兩市場生產者之利潤都不一定大於零， 

    d).兩市場之市價都是相對穩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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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下列何者正確? a).賽伊法則謂需求創造本身之供給，b).在 AS 曲線中，物價水準 

    變動是造成總合供給變動的原因之一，c).邊際進口傾向(MPM)提高將令均衡所 

    得提高，d).需求管理政策通常解決了一個經濟問題，但卻又帶來另一個經濟問題。 

7. 在貨幣需求/供給之架構中，a).提高儲蓄將提高貨幣需求量，b).一國信用卡之使用 

    越頻繁，將越正向的影響該國的貨幣需求，c).中央銀行調降法定準備率後，利率 

    水準將上升，d).物價水準上升後，利率水準將上升。 

8. 在 AD/AS 架構中，a).利率效果是令 AS 曲線具正斜率的一個因素，b).貨幣供給量 

    增加將使 AD 曲線往右上平移，c).由於供給法則，AS 曲線具有正斜率，d).原油價 

    格大幅上漲會使 AD 曲線往左下平移。 

9. 在所得/支出模型中，下列何者正確？a).儲蓄排擠消費，因此前者之增加會令均衡 

    所得上升，b).投資增加將增加預擬支出，並增加均衡所得，c).增加進口將使均 

    衡所得提高，d).欲提高所得$100，吾人可應用增加政府支出之方法，亦可應用提 

    高稅賦的方法，而且這些的變動量均小於$100。 

10. 下列何者不正確? a).在不考量政府與國外部門下，MPC + MPS = 1，b).短期菲律普 

    曲線是在自然失業率與預期之物價上升率固定的條件下推導出來，c).總合需求 

    下降將使短期菲律普曲線往左下平移，d).中央銀行進行公開市場操作賣公債時， 

    該國貨幣供給量將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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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問答題， 28 分。(以下每小題各占 14 分) 

1. 在凱因斯總體經濟學中，當總合預擬支出(Aggregate Planned Expenditure, AE) 

小於實質 GDP 時，該國經濟將如何調整以達均衡? 詳細分析之。 

2. 在貨幣需求/供給之架構中，當通行之利率高於均衡利率時，該國經濟將如何調整 

以達均衡? 詳細分析之。 

 

III. 評論題，42 分。 (以下每小題各占 14 分。考生答題時，請先針對各小題之陳述是 

                   否正確做一回答，之後再進行詳細說明或證明。) 

1. 若某產品隸屬劣等財，則其必為積棻財(Giffen good)。 

2. 若廠商採取利潤極大的方法進行生產，則將穩賺不賠。 

3. 大幅的對外投資是令我國實質工資近二十年來停滯不增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