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１． 在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中， （　 　 ）环节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Ａ． 生产 Ｂ． 流通 Ｃ． 分配 Ｄ． 消费

２．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　 　 ）。
Ａ． 集体经济 Ｂ． 国有经济

Ｃ． 股份制经济 Ｄ． 生产资料公有制

３． 全体社会成员联合起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形式是（　 　 ）。
Ａ． 个体经济 Ｂ． 私营经济

Ｃ． 全民所有制经济 Ｄ． 集体所有制经济

４． 在社会生产关系中， 处于核心地位的是（　 　 ）。
Ａ． 产品分配方式 Ｂ． 资源配置方式

Ｃ． 收入分配方式 Ｄ． 生产资料所有制

５． 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劳动者资本联合与劳动联合相结合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 从性质上

看， 属于（　 　 ）的一种新的形式。
Ａ． 集体经济 Ｂ． 个体经济 Ｃ． 私营经济 Ｄ． 外资经济

６． 下列属于非公有制经济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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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集体所有制经济 Ｂ． 国有经济

Ｃ． 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非公有成分 Ｄ． 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

７． 在我国现阶段，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就是（　 　 ）。
Ａ． 国有经济 Ｂ． 集体经济

Ｃ． 混合所有制经济 Ｄ． 股份制经济

８． 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 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一种非公有制经济形式是（　 　 ）。
Ａ． 个体经济 Ｂ． 外资经济 Ｃ． 私营经济 Ｄ． 国有经济

９． 国有资本、 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 相互融合的一种经济形式是（　 　 ）。
Ａ． 外资经济 Ｂ． 私营经济 Ｃ． 国有经济 Ｄ． 混合所有制经济

１０． 居民个人通过持有股票、 债券等资产而获得的收入属于（　 　 ）。
Ａ． 按劳分配收入 Ｂ． 再分配性收入

Ｃ． 财产性收入 Ｄ． 福利性收入

１１． 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 处于核心地位的是（　 　 ）。
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Ｂ． 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Ｃ． 国家宏观经济治理

Ｄ． 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１２．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是（　 　 ）。
Ａ． 市场 Ｂ． 计划 Ｃ． 国家 Ｄ． 企业

１３． 以市场调节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的一种经济体制是（　 　 ）。
Ａ． 市场经济 Ｂ． 计划经济 Ｃ． 商品经济 Ｄ． 虚拟经济

１４． 资源配置的实质是（　 　 ）。
Ａ． 利用有限资源满足人类无限欲望 Ｂ． 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

Ｃ． 自然资源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 Ｄ． 社会总劳动时间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

１５． 我国现阶段的个体经济是（　 　 ）。
Ａ． 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 Ｂ． 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非公有制经济

Ｃ． 同社会主义经济完全对立的经济 Ｄ． 处于主导地位的经济

１６． 我国现阶段的私营经济是（　 　 ）。
Ａ． 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 Ｂ． 同个体经济没有区别的经济

Ｃ． 起主导作用的经济 Ｄ． 国家不鼓励发展的经济

１７． 区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一个关键在于（　 　 ）。
Ａ． 是否存在雇佣劳动关系 Ｂ． 是否以营利为目的

Ｃ． 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不同 Ｄ． 经济规模的大小不同

１８． 我国现阶段公有制经济除了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之外， 还包括（　 　 ）。
Ａ． 中外合资经济

Ｂ． 股份合作制经济

Ｃ． 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

Ｄ． 股份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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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下列收入中属于按劳分配性质的收入是（　 　 ）。
Ａ． 居民个人持有股票、 债券获得的收入 Ｂ． 居民个人的福利性收入

Ｃ． 集体企业职工工资奖金收入 Ｄ． 股份制企业职工按股分红收入

２０． 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是（　 　 ）。
Ａ．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Ｂ． 以按资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Ｃ． 以按生产要素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Ｄ． 以劳动力价值分配为主体， 其他收入分配为补充

２１． 下列关于所有制的说法， 错误的是（　 　 ）。
Ａ． 集体所有制经济属于公有制经济

Ｂ． 私营经济是一种非公有制经济形式

Ｃ． 外资经济完全是非公有制经济

Ｄ． 混合所有制经济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所有制

２２． 关于按劳分配的说法错误的是（　 　 ）。
Ａ． 部分居民个人或家庭获得的政府转移性支付不属于按劳分配的收入

Ｂ． 居民个人通过持有房产而获得的收入属于按劳分配

Ｃ． 按劳分配就是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都必须参加社会劳动

Ｄ． 实行按劳分配， 意味着承认物质利益原则和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

２３． 下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说法， 错误的是（　 　 ）。
Ａ．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Ｂ． 市场是调节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

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制度基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

Ｄ．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和存在的基础

２４． 下列属于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有（　 　 ）。
Ａ． 个体经济 Ｂ． 私营经济

Ｃ． 股份合作制经济 Ｄ． 外资经济

Ｅ． 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非公有成分

２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通过（　 　 ）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
Ａ． 供求机制 Ｂ． 价格机制

Ｃ． 竞争机制 Ｄ． 国家计划

Ｅ． 信贷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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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包括（　 　 ）。
Ａ． 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Ｂ． 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Ｅ．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２７． 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中， 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　 　 ）。
Ａ． 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

Ｂ． 与非公有制经济处于相同地位

Ｃ． 是非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Ｄ． 满足全体人民的共同需要， 保障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 实现共同富裕

Ｅ． 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 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

２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需

要做到（　 　 ）。
Ａ． 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

Ｂ． 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

Ｃ． 平均分配， 避免差距过大

Ｄ． 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Ｅ． 降低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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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市场需求、供给与均衡价格

２９． 需求交叉弹性小于 ０ 的是（　 　 ）。
Ａ． 燃气和电 Ｂ． 汽车和汽油

Ｃ． 口罩和钻石 Ｄ． 苹果和自行车

３０． 在构成商品需求的基本要素中， 除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外， 还应包括（　 　 ）。
Ａ． 消费者的潜在收入 Ｂ． 消费者的支付能力

Ｃ． 产品的市场价格 Ｄ． 产品的生产成本

３１． 需求规律指的是（　 　 ）。
Ａ． 价格与需求之间的反向变动关系 Ｂ． 收入与需求之间的同向变动关系

Ｃ． 价格与供给之间的反向变动关系 Ｄ． 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同向变动关系

３２． 下列属于影响供给的主要因素的是（　 　 ）。
Ａ． 消费者偏好 Ｂ． 生产成本

Ｃ． 消费者预期 Ｄ． 消费者收入

３３． 能够导致某种商品的需求曲线发生位移的因素是（　 　 ）。
Ａ． 该商品自身的价格 Ｂ． 该商品的成本

Ｃ． 消费者偏好 Ｄ． 该商品的税率

３４． 当某种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价格上涨幅度过大， 并且影响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时，
政府一般可以采取的干预方式是（　 　 ）。
Ａ． 限制进口 Ｂ． 实施保护价格

Ｃ． 实施最高限价 Ｄ． 增加政府库存

３５． 两种商品的需求交叉弹性系数 Ｅ ｉｊ为正数， 如果 Ｅ ｉｊ越接近 １， 则说明（　 　 ）。
Ａ． 两种商品之间的替代性越弱 Ｂ． 两种商品之间的替代性越强

Ｃ． 两种商品之间的互补性越强 Ｄ． 两种商品之间的互补性越弱

３６． 政府对部分食品实施最低限价政策会造成的现象是（　 　 ）。
Ａ． 刺激消费 Ｂ． 出现市场短缺 Ｃ． 变相涨价 Ｄ． 产品供应过剩

３７． 假设一定时期内消费者的个人收入增加了 ３０％， 由此导致消费者对某商品的需求下降

了 １５％，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该商品属于（　 　 ）。
Ａ． 低档品 Ｂ． 高档品 Ｃ． 边际商品 Ｄ． 必需品

３８． 当需求量变动百分数小于价格变动百分数， 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小于 １ 时称为（　 　 ）。
Ａ． 需求富有弹性 Ｂ． 需求缺乏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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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需求单一弹性 Ｄ． 需求完全有弹性

３９． 政府规定最高限价的目的是（　 　 ）。
Ａ． 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Ｂ． 保护某些生产者的利益

Ｃ． 保护政府的利益 Ｄ． 维护市场秩序

４０． 已知某商品的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分别为： ＱＤ ＝ ２０－３Ｐ， ＱＳ ＝ ５＋２Ｐ， 该商品的均衡价格

是（　 　 ）。
Ａ． ２ Ｂ． ３ Ｃ． ５ Ｄ． ７

４１． 某商品的价格为 ２ 元 ／ 件时， 销售量为 ３００ 件； 当价格提高到 ４ 元 ／ 件时， 销售量为

１００ 件。 按照弧弹性公式计算， 该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是（　 　 ）。
Ａ． ０ ４０ Ｂ． ０ ６７ Ｃ． １ ５０ Ｄ． ２ ００

４２． 支配着消费者在使用价值相同或接近的替代品之间的消费选择的因素是（　 　 ）。
Ａ． 消费者预期 Ｂ． 生产成本

Ｃ． 消费者偏好 Ｄ． 消费者个人收入

４３． 可以用于判断两种商品是否具有替代关系或互补关系的指标是（　 　 ）。
Ａ． 需求价格弹性 Ｂ． 需求交叉弹性

Ｃ． 供给价格弹性 Ｄ． 需求收入弹性

４４． 假设一定时期内消费者的个人收入增加了 １５％， 由此导致消费者对某商品的需求增加

了 １２％，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该商品属于（　 　 ）。
Ａ． 低档品 Ｂ． 高档品 Ｃ． 替代品 Ｄ． 必需品

４５． 两种商品的需求交叉弹性系数为正数， 表明这两种商品的关系属于（　 　 ）。
Ａ． 互补关系 Ｂ． 正反馈关系

Ｃ． 无关产品关系 Ｄ． 替代关系

４６． 政府为了保护农业生产者利益， 对部分农业产品规定了保护价格。 为了实施这种价格

政策， 应采取的相应措施是（　 　 ）。
Ａ． 取消农业税

Ｂ． 对城镇居民实行粮食配给制

Ｃ． 当市场上出现农产品过剩时进行收购

Ｄ． 扩大农民家电消费

４７． 假设纵轴是商品价格， 横轴是数量， 绘制出某种香烟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 当政府

实行增税措施， 使得香烟的生产成本增加时， 在坐标图上的曲线变化是（　 　 ）。
Ａ． 香烟的需求曲线将向左移动 Ｂ． 香烟的供给曲线将向右移动

Ｃ． 香烟的供给曲线将向左移动 Ｄ． 香烟的需求曲线将向右移动

４８． 下列商品中， 适合采取“薄利多销”的定价策略的是（　 　 ）。
Ａ． 生活必需品 Ｂ． 需求价格弹性为 １ 的商品

Ｃ． 需求价格弹性大于 １ 的商品 Ｄ． 大宗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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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下列不属于影响需求的主要因素的有（　 　 ）。
Ａ． 消费者预期 Ｂ． 生产费用

Ｃ． 消费者偏好 Ｄ． 生产周期

Ｅ． 消费者的个人收入

５０． 下列商品中， 需求价格弹性大的有（　 　 ）。
Ａ． 生活必需品 Ｂ． 奢侈品

Ｃ． 用途多的商品 Ｄ． 替代品较多的商品

Ｅ． 用途少的商品

５１． 影响供给的因素不包括（　 　 ）。
Ａ． 生产成本 Ｂ． 消费者的个人收入

Ｃ． 生产者的预期 Ｄ． 消费者的预期

Ｅ． 消费者偏好

５２． 均衡价格的特点有（　 　 ）。
Ａ． 绝对的 Ｂ． 相对的

Ｃ． 偶然的 Ｄ． 频繁的

Ｅ． 暂时的

５３． 当政府对部分重要产品（如肉类、 禽蛋等）实施最高限价政策时， 通常会发生的情况

有（　 　 ）。
Ａ． 刺激生产增加 Ｂ． 增加经营者收入

Ｃ． 增加生产者成本 Ｄ． 出现市场短缺

Ｅ． 如果政府监管不力， 会产生黑市交易

５４． 对缺乏弹性的商品而言， 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Ａ． 价格下降的幅度小于需求增加的幅度

Ｂ． 价格的下跌会使销售收入减少

Ｃ． 价格的上涨会使销售收入增加

Ｄ． 价格需求弹性＞１
Ｅ． 这是企业实行薄利多销策略的理论基础

５５． 下列关于政府限价的说法， 正确的有（　 　 ）。
Ａ． 最高限价的目标是保护消费者利益或降低某些生产者的生产成本

Ｂ． 最高限价和最低限价均属于政府对价格的干预措施

Ｃ． 最高限价低于均衡价格， 会导致市场短缺

Ｄ． 最低限价高于均衡价格， 会导致市场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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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最高限价也叫做支持价格

５６．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关于需求价格弹性和总销售收入关系的说法， 正确的

有（　 　 ）。
Ａ． 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大于 １， 产品价格降低时， 会使生产者的销售收入增加

Ｂ． 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小于 １， 产品价格提高时， 会使生产者的销售收入减少

Ｃ． 需求价格弹性系数等于 １， 产品价格提高时， 不会影响生产者的销售收入

Ｄ． 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小于 １， 产品价格提高时， 会使生产者的销售收入增加

Ｅ． 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大于 １， 产品价格提高时， 会使生产者的销售收入增加

５７． 关于需求曲线的说法正确的有（　 　 ）。
Ａ． 需求曲线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

Ｂ． 需求曲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

Ｃ． 一般情况下需求与价格的变动呈反方向变化

Ｄ． 一般情况下需求与价格的变动呈同方向变化

Ｅ． 需求曲线反映了价格与需求量之间的对应关系

５８． 关于保护价格的说法， 正确的有（　 　 ）。
Ａ． 保护价格可能导致市场供给过剩

Ｂ． 保护价格可以刺激消费

Ｃ． 一些国家或地区采用保护价格政策来支持农业生产和稳定农民收入水平

Ｄ． 保护价格一般高于均衡价格

Ｅ． 保护价格就是最高限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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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生产和成本理论

５９． 美国经济学家科斯认为， 企业的本质是（　 　 ）。
Ａ．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组织 Ｂ． 价格机制的替代物

Ｃ． 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 Ｄ． 追求成本最小化的组织

６０． 在生产者行为分析中， 关于生产者或企业目标假设的说法， 正确的是（　 　 ）。
Ａ． 追求利润最大化 Ｂ． 追求生产成本最小化

Ｃ． 追求市场份额最大化 Ｄ． 追求产品销售最大化

６１． 某企业租赁一批机器设备， 实际支付货币 １０万元， 这笔支出从成本的角度看， 属于（　 　 ）。
Ａ． 可变成本 Ｂ． 隐成本 Ｃ． 显成本 Ｄ． 机会成本

６２．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如果连续增加劳动的投入， 在总产量达到最大值时， 劳动

的边际产量（　 　 ）。
Ａ． 大于 ０ Ｂ． 小于 ０ Ｃ． 等于 ０ Ｄ． 等于平均产量

６３． 在进行短期成本函数分析时， 关于各种成本曲线变动规律的说法， 正确的是（　 　 ）。
Ａ． 平均总成本曲线和总固定成本曲线的变动规律是一致的

Ｂ． 总固定成本曲线和总可变成本曲线的变动规律是一致的

Ｃ． 总成本曲线和总可变成本曲线的变动规律是一致的

Ｄ． 平均固定成本曲线和总可变成本曲线的变动规律是一致的

６４． 根据边际产量递减规律， 劳动的边际产量变化趋势为（　 　 ）。
Ａ． 一直递减 Ｂ． 一直递增 Ｃ． 先增后减 Ｄ． 先减后增

６５． 在一种可变要素的条件下， 从产量曲线图形上看， 如果连续地增加某种生产要素， 在

总产量达到最大值时， 边际产量曲线与（　 　 ）相交。
Ａ． 横轴 Ｂ． 纵轴 Ｃ． 平均产量曲线 Ｄ． 总产量曲线

６６． 当边际成本与平均总成本正好相等时， （　 　 ）处于最低点。
Ａ． 边际成本 Ｂ． 平均可变成本 Ｃ． 平均总成本 Ｄ． 平均固定成本

６７．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如果连续增加劳动的投入， 当劳动的边际产量为 ０ 时， 则总

产量（　 　 ）。
Ａ． 达到最小值 Ｂ． 达到最大值 Ｃ． 开始减少 Ｄ． 出现负值

６８．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科斯的企业理论，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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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企业是市场机制的核心

Ｂ． 企业是市场机制的补充物

Ｃ． 签订、 监督和执行契约所花费的成本就是全部的交易成本

Ｄ． 企业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或成本而产生的

６９． 从长期看， 关于成本的说法， 正确的是（　 　 ）。
Ａ． 所有成本都是变动成本 Ｂ． 所有成本都是固定成本

Ｃ． 固定成本比重较大 Ｄ． 变动成本大于固定成本

７０． 假设只有一种生产要素投入可变， 其他生产要素投入不可变， 关于边际产量和平均产

量关系的说法， 正确的是（　 　 ）。
Ａ． 只要边际产量等于平均产量， 平均产量就是递增的

Ｂ． 只要边际产量大于平均产量， 平均产量就是递增的

Ｃ． 只要边际产量小于平均产量， 平均产量就是递增的

Ｄ． 只要边际产量大于平均产量， 平均产量就是递减的

７１． 某企业在短期内， 当产量为 ３ 个单位时， 总成本为 ２ １００ 元， 当产量增长到 ４ 个单位时，
平均总成本为 ５６２ ５ 元， 则该企业此时的边际成本是（　 　 ）元。
Ａ． １００ Ｂ． ２００ Ｃ． １５０ Ｄ． ２５０

７２． 当某企业的产量为 ４ 个单位时， 其总固定成本、 总可变成本分别是 １ ４００ 元和 ８００ 元，
则该企业的平均总成本是（　 　 ）元。
Ａ． １５０ Ｂ． ２００ Ｃ． ３５０ Ｄ． ５５０

７３． 下列关于短期成本曲线的说法， 错误的是（　 　 ）。
Ａ． 平均固定成本曲线随产量的增加而下降， 逐渐接近横轴

Ｂ． 平均总成本、 平均可变成本都是先下降后上升的 Ｕ 形曲线

Ｃ． 边际成本曲线是先上升后下降的曲线

Ｄ． 无论上升或下降， 边际成本曲线的变动都快于平均可变成本曲线

７４． 某企业的工人人数为 １０ 人时， 其总产量为 ２ １００ 个； 当工人人数为 １１ 人时， 其总产量为

２ ２００个。 则当工人人数为 １１人时， 该企业的边际产量是（　 　 ）个， 平均产量是（　 　 ）个。
Ａ． １００， ２００ Ｂ． ２００， １００ Ｃ． ２１０， １０５ Ｄ． １００， ２１０

７５． 关于短期边际成本曲线和平均成本曲线之间的关系的说法， 正确的是（　 　 ）。
Ａ． 平均固定成本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都具有 Ｕ 形特征

Ｂ． 当边际成本与平均总成本相等时， 平均总成本曲线位于最低点

Ｃ． 平均总成本曲线比边际成本曲线更早到达最低点

Ｄ． 平均固定成本曲线总是高于边际成本曲线

７６． 决定短期成本变动的主要因素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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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预期 Ｂ． 资本的价格 Ｃ． 劳动的价格

Ｄ． 消费者偏好 Ｅ． 消费者收入

７７． 企业是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主要组织形式， 主要包括（　 　 ）。
Ａ． 公司制企业 Ｂ． 综合型企业 Ｃ． 合伙制企业

Ｄ． 专业型企业 Ｅ． 个人独资企业

７８． 关于经济学中成本的说法， 正确的有（　 　 ）。
Ａ． 生产成本可分为显成本和隐成本两部分

Ｂ． 隐成本实际是一种机会成本

Ｃ． 正常利润不应作为隐成本的一部分计入成本

Ｄ． 成本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支付的物质费用和人工费用

Ｅ． 不论从长期还是短期看， 成本均可分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

７９． 关于各种短期成本曲线变动规律的说法， 正确的有（　 　 ）。
Ａ． 总固定成本曲线和总可变成本曲线相交于某一点

Ｂ． 总成本曲线和总可变成本曲线相交于某一点

Ｃ． 总成本曲线和总可变成本曲线的变动规律是一致的

Ｄ． 总成本曲线和总固定成本曲线随着产量增长逐渐靠近

Ｅ． 总固定成本曲线和总可变成本曲线的变动规律是一致的

８０． 下列关于总产量、 边际产量、 平均产量曲线的说法， 正确的有（　 　 ）。
Ａ． 边际产量为零时， 总产量最大

Ｂ． 平均产量和边际产量曲线相交时， 总产量达到最大

Ｃ． 平均产量上升时， 边际产量增加

Ｄ． 边际产量和平均产量曲线相交时， 平均产量达到最大

Ｅ． 边际产量曲线是先增加然后递减， 直至出现负值

８１． 下列关于成本曲线的说法， 正确的有（　 　 ）。
Ａ． 平均总成本曲线先下降后上升

Ｂ． 平均可变成本曲线的变动慢于边际成本曲线

Ｃ． 边际成本曲线先下降后上升

Ｄ． 总固定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逐渐减少

Ｅ． 平均固定成本曲线先下降后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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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市场结构理论

８２． 下列市场结构中， 市场中的每一个生产者或消费者只是被动地接受市场价格， 对市场

价格没有任何控制的力量的是（　 　 ）。
Ａ． 完全竞争市场 Ｂ． 完全垄断市场

Ｃ． 寡头垄断市场 Ｄ． 垄断竞争市场

８３． 在完全垄断市场上， 生产者实施价格歧视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必须有可能根据不同的

（　 　 ）划分出两组或两组以上的不同购买者。
Ａ． 需求收入弹性 Ｂ． 供给价格弹性

Ｃ． 需求价格弹性 Ｄ． 需求交叉弹性

８４． 划分完全竞争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的主要依据是（　 　 ）。
Ａ． 市场信息是否对称 Ｂ． 所生产的产品是否具有差别性

Ｃ． 生产者的数量是否足够多 Ｄ． 市场是否存在进入障碍

８５． 从坐标图上看， 在完全竞争市场上， 单个企业的需求曲线是一条（　 　 ）。
Ａ． 与横轴相平行的水平线 Ｂ． 与整个行业的需求曲线相同

Ｃ． 与纵轴并行的垂直线 Ｄ． 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

８６． 在完全竞争市场上， 企业在进行产量决策时的依据是（　 　 ）。
Ａ． 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 Ｂ． 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的原则

Ｃ． 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的原则 Ｄ． 边际成本为零的原则

８７． 完全垄断市场的供给曲线（　 　 ）。
Ａ． 是平均总成本以上的边际成本曲线 Ｂ． 是平均可变成本之上的边际成本曲线

Ｃ． 不存在 Ｄ． 是边际收益曲线向右上方倾斜的那部分

８８． 某旅游景点， 一般参观者的门票为 ５０ 元， 中小学生的门票为 ２５ 元， 这种价格策略

为（　 　 ）。
Ａ． 一级价格歧视 Ｂ． 二级价格歧视

Ｃ． 三级价格歧视 Ｄ． 完全价格歧视

８９． 在完全竞争市场上， 处于平均可变成本之上的边际成本曲线是企业的（　 　 ）。
Ａ． 短期供给曲线 Ｂ． 短期收益曲线

Ｃ． 长期收益曲线 Ｄ． 长期供给曲线

·２１·



９０． 关于完全竞争企业的需求曲线和收益曲线的说法， 错误的是（　 　 ）。
Ａ． 需求曲线和平均收益曲线是完全重合的

Ｂ． 需求曲线和边际收益曲线是完全重合的

Ｃ． 边际收益曲线和平均收益曲线是完全重合的

Ｄ． 边际收益曲线位于平均收益曲线下方

９１． 若企业的平均收益曲线、 边际收益曲线和需求曲线是同一曲线， 则此时的市场类型

是（　 　 ）。
Ａ． 完全垄断市场 Ｂ． 完全竞争市场

Ｃ． 寡头垄断市场 Ｄ． 垄断竞争市场

９２． 关于完全垄断企业需求曲线和收益曲线的说法， 正确的是（　 　 ）。
Ａ． 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 斜率为负

Ｂ． 需求曲线和边际收益曲线是完全重合的

Ｃ． 平均收益曲线比边际收益曲线陡峭

Ｄ． 平均收益曲线位于边际收益曲线的下方

９３． 完全垄断企业的边际收益小于其平均收益， 这是因为（　 　 ）。
Ａ． 单位产品价格随着销售量的增加而下降

Ｂ． 单位产品成本随着销售量的增加而上升

Ｃ． 单位产品价格随着销售量的减少而下降

Ｄ． 单位产品成本随着销售量的减少而上升

９４． 在我国现实生活中， 近似于完全垄断市场的行业是（　 　 ）。
Ａ． 财产保险 Ｂ． 电力供应 Ｃ． 民用航空 Ｄ． 移动通信

９５． 关于寡头垄断市场协议价格的说法， 正确的是（　 　 ）。
Ａ． 协议价格制度非常稳定， 一旦形成就不会破裂

Ｂ． 协议价格制一般会受到政府的鼓励

Ｃ． 它是通过行业中某一占支配地位的企业率先确定价格， 其他企业跟随的方式形成的

Ｄ． 它通过限制各个生产者的产量， 使其行业边际收益等于行业边际成本

９６． 关于垄断竞争企业和完全垄断企业需求曲线的比较， 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Ａ． 垄断竞争企业和完全垄断企业， 短期中都遵循利润最大化原则

Ｂ． 垄断竞争企业和完全垄断企业面临的需求曲线都有右下方倾斜的形状

Ｃ． 垄断竞争企业面临的需求曲线有两种， 分别称为主观需求曲线和实际需求曲线

Ｄ． 完全垄断企业面临的需求曲线比垄断竞争企业面临的需求曲线更平坦

９７． 完全垄断市场的特征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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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整个行业内有很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Ｂ． 企业生产的产品具有差别性

Ｃ． 少数几个企业控制一个行业的供给 Ｄ． 整个行业只有一个生产者

Ｅ． 其他企业进入这一市场非常困难

９８． 寡头垄断市场具有的基本特征有（　 　 ）。
Ａ． 在一个行业中， 只有很少几个企业进行生产

Ｂ． 它们所生产的产品有一定的差别或者完全无差别

Ｃ． 它们对价格有较大程度的控制

Ｄ． 买卖双方对市场信息都有充分的了解

Ｅ． 进入这一行业比较困难

９９． 在完全竞争市场上， 关于产品的价格的说法， 正确的有（　 　 ）。
Ａ． 每个消费者可以自主定价 Ｂ． 生产者可以进行差别定价

Ｃ． 政府的价格控制是非常必要的 Ｄ． 每个生产者都是价格的接受者

Ｅ． 产品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

１００． 关于垄断竞争企业和完全垄断企业需求曲线的说法， 正确的有（　 　 ）。
Ａ． 完全垄断企业和垄断竞争企业在短期均衡时均处于盈利状态

Ｂ． 垄断竞争企业面临的需求曲线分为主观需求曲线和实际需求曲线

Ｃ． 完全垄断企业短期中遵循利润最大化原则

Ｄ． 完全垄断企业面临的需求曲线比垄断竞争企业面临的需求曲线更平坦

Ｅ． 完全垄断企业面临的需求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

１０１． 关于完全竞争市场中需求曲线的说法， 正确的有（　 　 ）。
Ａ． 个别企业的需求曲线高于其边际收益曲线

Ｂ． 价格是由整个行业的供给和需求曲线决定的

Ｃ． 个别企业的需求曲线是一条平行于横轴的水平线

Ｄ． 整个行业的需求曲线和任何一个企业的需求曲线是相同的

Ｅ． 整个行业的需求曲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

１０２． 以下属于垄断竞争市场特征的有（　 　 ）。
Ａ． 生产者是完全的价格接受者 Ｂ． 生产者对价格有一定程度的控制

Ｃ． 企业进入或退出市场比较容易 Ｄ． 同行业中只有少数的生产者

Ｅ． 同行业各个企业生产的产品存在一定差别

１０３． 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可称作（　 　 ）。
Ａ． 盈利的均衡条件 Ｂ． 盈亏平衡的均衡条件

Ｃ． 亏损最小的均衡条件 Ｄ． 利润最大化的均衡条件

Ｅ． 以上选项均正确

１０４． 关于完全竞争市场的说法， 正确的有（　 　 ）。
Ａ． 个别企业的需求曲线和整个行业的需求曲线相同

Ｂ． 所有企业都是价格的接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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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个别企业的需求曲线是一条平行于横轴的水平线

Ｄ． 不同企业生产的产品存在差别

Ｅ． 整个行业的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

１０５． 关于完全竞争市场上企业产量决策内容的说法， 正确的有（　 　 ）。
Ａ． 在短期中企业只能通过调整产量来实现 ＭＲ＝ＭＣ 的利润最大化

Ｂ． 在 ＭＲ＝ＭＣ 点上， 企业是盈利的

Ｃ． 不论是盈利还是亏损， 当企业处于 ＭＲ＝ＭＣ 时， 是最优的产量

Ｄ． 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可称作利润最大化的均衡条件

Ｅ． 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可称作亏损最小的均衡条件

１０６． 关于价格歧视的说法， 正确的有（　 　 ）。
Ａ． 一级价格歧视是指企业对每一单位产品都按照消费者所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出售

Ｂ． 在垄断竞争市场上企业经常实施价格歧视

Ｃ． 价格歧视是指企业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对同一产品规定不同价格

Ｄ． 二级价格歧视是按不同价格出售不同批量的产品， 但每个购买相同批量产品的购

买者支付的价格相同

Ｅ． 企业实行价格歧视的基本原则是不同市场上的边际收益相等并且等于边际成本

１０７． 关于垄断竞争市场特征和生产者行为的说法， 正确的有（　 　 ）。
Ａ． 个别企业的需求曲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

Ｂ． 企业面临的需求曲线分为主观需求曲线和实际需求曲线

Ｃ． 每个企业均可在一定范围的消费者内形成垄断地位

Ｄ． 完全垄断企业的需求曲线比垄断竞争企业的需求曲线更平坦

Ｅ． 个别企业的需求曲线是一条平行于横轴的水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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