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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 
 

命題意旨 
本試題難易適中，惟應有較佳之作答技巧，才能爭取更高分數。一般考生欲得 70 分以上應不難，但

程度佳，臨場表現優良者亦可得 90 分以上。各題作答技巧如下。 

 
一、某廠商的生產成本與收益函數如下： 

        TR = 300q – q2 
        TC = 20q 
其中，TR 為總收益，TC 為總成本，q 為產量。試問： 
(一) 廠商的最適生產數量為何？（10 分） 

(二) 若廠商生產時會排放溫室氣體並造成 SD 的社會損失，若 21
SD 40q q

2
= + ，則對整個經濟體系

來說最適的產量應該是多少？（15 分） 

答題關鍵 依私人、社會觀點求解，以極大值之一階、二階條件解。 

考點命中 《經濟學申論題完全制霸》，高點文化出版，蔡經緯編著，頁 10-18，範題 4。 

【擬答】 
(一)廠商依利潤極大化目標決定產量，分別以利潤法、邊際法求解如下。 

1. 利潤法 

Max π = TR – TC = 300q – q2 – 20q = 280q – q2， 

F.O.C 
d

280 2q 0
dq

π
= − = ，q = 140； 

S.O.C 
2

2

d
2 0

dq

π
= − < 。 

2. 邊際法 

dTR
MR 300 2q

dq
= = − ，

dTC
MC 20

dq
= = 。MR = MC，300 – 2q = 20，q = 140。 

3. 結論：廠商之最適生產數量為 140。 
(二) 依整個經濟體系觀點，追求社會福利極大化，此時生產具有負外部性，產生社會損失，故福利函數將 SD 列

減項。 

1. Max SW = TR – TC – SD = 280q – q2 – 40q 21
q

2
−  = 240q – 3

2
q2， 

F.O.C 
dSW

240 3q 0
dq

= − = ，q = 80。 

S.O.C 
2

2

d SW
3 0

dq
= − < 。 

2. 結論：對整個經濟體系而言，因生產會排放溫室氣體並造成社會損失，故最適產量應為 80，低於廠商最

適產量。 
 
二、 若本國對於 X 財的供給函數與需求函數分別為： 

        Qs = P 
        Qd = 60 – P 
式中 Q 和 P 分別為數量與價格，試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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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國X 商品市場的均衡價格與均衡交易量分別是多少？本國的剩餘出口供給函數為何？（10
分） 

(二) 若存在另一個國家，該國的生產函數為 Q*s= P*，需求函數為 Q*d = 100 – P*，則兩國是否可

能產生貿易？若可能，則兩國的商品交易價格是多少？本國進口還是出口多少數量的商品？

（15 分） 

答題關鍵 以出口供給，進口需求函數求解。 

考點命中 《經濟學申論題完全制霸》，高點文化出版，蔡經緯編著，頁 18-6，範題 4。 

【擬答】 
(一)1. 本國 X 商品市場自給自足下之均衡條件為：Qs = Qd，代入已知條件，P = 60 – P，2P = 60，P = 30，Q = 30。 

2. 出口供給即超額供給，以 QEX 表示。QEX = Qs – Qd = P – (60 – P)，即：QEX = 2P – 60。 

(二)1. 另一國（即外國）自給自足下之均衡，Q*s = Q*d，P* = 100 – P*，得 P* = 50，Q* = 50。由於 P* > P，兩

國自給自足下之價格不相等，將會產生貿易。 

2. 外國自給自足下之價格較本國高，為進口國，其進口需求即其超額需求，以 QIM 表示。QIM = Q*d – Q*s = 
 100 – P* – P*，即：QIM = 100 – 2P*。 

3. 均衡貿易條件：QEX = QIM，2P – 60 = 100 – 2P，4P = 160，P = 40，QEX = QIM = 20。 
4. 結論：兩國將產生貿易，均衡之貿易價格為 40，本國將出口 20 單位 X 商品。 

 
三、何謂消費者物價指數（consumption price index, CPI）？消費者物價指數通常被用來當成衡量生活

成本的指標，但卻容易產生一些衡量的偏誤，是那些偏誤？使得生活成本會被高估還是低估？為

什麼？（25 分） 

答題關鍵 若能答出 CPI 偏誤，及利用無異曲線分析，將很完美。 

考點命中 《經濟學申論題完全制霸》，高點文化出版，蔡經緯編著，頁 17-16，範題 11 之第二題、第三題。 

【擬答】 
(一) 消費者物價指數用以衡量家庭購買消費性商品及服務之價格水準變動情形。主計處以民國 110 年為基期，選

查 368 個項目群價格，依下列公式編製 CPI。 

t 0
t,0

0 0

P Q
CPI 100

P Q
= ×∑
∑

，下標 t，0 分別為 t 期，基期。 

(二) CPI 產生之偏誤 
1.產品替代偏誤：理性消費者會以相對便宜產品代替相對昂貴產品之購買，但 CPI 之編算係以拉氏（Laspeyres）
指數計算，即以基期消費組合不變之前提計算，所以會高估真實物價之變化。 

2. 品質偏誤：未能對產品之品質變化進行調整。 
3. 新產品偏誤：拉氏指數固定基期之消費組合，未能反應新產品對物價之影響。 
4. 銷售網點替代偏誤：銷售網點之變化，亦因固定基期消費組合之網點（即行銷通路）調查而產生採集資訊

誤差。 
(三) 由於上述偏誤，將高估生活成本之變化： 

1. 維持效用（u0）不變下，真實之物價（π） 1 1

0 0

P Q 0B

P Q 0A
= = ； 

2. CPI 1 0

0 0

P Q 0B 0B

P Q 0A 0A

′
= = >  

3. 其原因係來自 CPI 為拉氏指數，固定基期之消費組合 Q0 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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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國政府利用 5 種不同顏色的景氣燈號來描繪經濟體系的景氣狀態，請問是那 5 種？代表的意義

分別為何？另外，景氣對策燈號是那個單位編製的？基期是那一年？（25 分） 

答題關鍵 記熟景氣對策燈號（課堂一再要求學員背熟）即可輕鬆作答。 

考點命中 《經濟學申論題完全制霸》，高點文化出版，蔡經緯編著，頁 17-3，範題 1 之第二題。 

【擬答】 
目前國發會編製的景氣對策信號包括：貨幣供給 M1B、股價指數、製造業銷售量指數、海關出口值、製造

業營業氣候測驗點、工業生產指數、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

等九項。另將躉售及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率，以及經濟成長率等列為參考資料。以五種信號燈表示景氣狀況。

國發會編製景氣對策信號，係供政府採取因應措施之參考。若對策信號亮出「綠燈」，表示當時的景氣穩定；

「紅燈」表示景氣過熱，政府宜採取緊縮措施，使景氣逐漸恢復正常狀況；「藍燈」表示景氣衰退，政府須採

取強力刺激景氣復甦的政策；「黃紅燈」表示景氣活絡，「黃藍燈」表示景氣欠佳，二者均為注意性燈號，均

宜密切注意其後續之景氣動向，而適時採取因應措施。 
為更精確反映景氣概況，國發會於 2018 年 7 月修正，並依此為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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