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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課市場機能與政府管制   年  班 座號：    姓名：       

[滿分 100分]

一、 單選題 （每題 2 分，共 100 分） 

1. (   ) 智慧財產權原在鼓勵研發創新，但有時會降低經濟效率，例如一些開發中國家授予國際大藥廠抗愛滋病毒藥物專利權

之後，一旦國內感染人口日益增加，許多患者將無法負擔高額的藥價。因此，巴西、泰國等政府便曾經採取「強制授

權」，強制國際大藥廠在一定期間內無償或以低價授權國內廠商生產特定藥品，導致國際大藥廠蒙受損失。廠商與政

府立場不同，若雙方無法調解，得由國際仲裁介入。請問依上所述，有關抗愛滋病毒藥物專利的智慧財產權會降低經

濟效率的主要原因為何？〔110.學測〕  

(Ａ)政府下令多家廠商加入生產行列，形成生產資源的浪費 (Ｂ)強制授權是一種政府干預，會使國際藥廠蒙受巨大

損失 (Ｃ)智慧財產權使許多患者無法負擔藥價，減少市場交易數量 (Ｄ)國際大藥廠與開發中國家的矛盾擴大，消

耗國際仲裁資源。 

答案：(Ｃ) 

解析：抗愛滋病毒藥物專利的智慧財產權，會讓藥價居高不下，因此需要購藥的患者將無法支付高藥價，進而減少購

買或直接放棄治療。(Ａ)政府下令多家廠商加入生產行列是基於國內用藥之需要，不至於形成生產資源的浪費。

(Ｂ)政府強制國際藥廠授權，依舊能獲利，只是獲利較少。(Ｄ)會消耗國際仲裁資源，但與經濟效率無關。 

2.  (   ) 附圖是擔任口譯員的供需線，請依市場均衡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Ａ)此口譯的供需均衡介於 450 元到 500 元之間 (Ｂ)價格 500 元時各有 3 個單位的需

求量與供給量 (Ｃ)市價在 800 元時產生的供過於求現象稱為過剩 (Ｄ)市價在 400 元

時產生的供不應求現象稱為稀少。 

答案：(Ｄ) 

解析：(Ｄ)經濟學上的稀少（scarcity）是指相對於人類的欲望，凡是無法滿足的商品都

具有稀少性；短缺（shortage）是指當需求數量大於供給數量的狀態。 

3.  (   ) 桃園市有一間超人氣古早味餐廳，每位客人都是專程為了「手工粉漿蛋餅」而來，主打酥脆中帶有  Q 彈口感的外皮，

且蛋餅種類高達近 25 種，只要 30 元銅板價就能吃到飽，是當地人才知道的在地隱藏版美食。如果小甄對手工粉漿蛋

餅的需求如附表所示，試問當 P＝30 元時，消費者剩餘為多少？ 

價格（P） 70 60 50 40 30 

需求量（Q） 1 2 3 4 5 

(Ａ) 250 元 (Ｂ) 150 元 (Ｃ) 100 元 (Ｄ) 50 元。 

答案：(Ｃ) 

解析：小甄願意支付＝70×（1－0）＋60×（2－1）＋50×（3－2）＋40×（4－3）＋30×（5－4）＝250 元；實際支付＝

30×5＝150 元；因此，消費者剩餘＝250－150＝100 元。 

4.  (   ) 臺灣的十元商店、日本的百元商店和美國的一元商店，在近年得到不少消費者喜愛。下列何者最「不可能」是造成此

現象的原因？〔109.指考〕  

(Ａ)消費大眾預期此類商品仍有降價空間，因此提高該產品之需求量 (Ｂ)廠商重新定位產品市場，發現消費者對這

些商品存有不小的需求 (Ｃ)新興國家的勞動力充沛，而且工資低廉，可以提供全球市場低價產品 (Ｄ)廠商盲目擴

充產能，但是消費者需求不振，供過於求的情況相當嚴重。 

答案：(Ａ) 

解析：(Ａ)這類商店的商品以售價低廉，來引起消費者的購買欲望，因為通常低於市價許多，甚至超乎消費者的想像，

使消費者的消費者剩餘提高而增加購買的意願與數量，所以消費者應該不會想再追求更低價或是降價空間，此時的需

求量應該已經是最高。(Ｂ)這類型商店屬於廠商對產品市場的重新定位，發現消費者對這些商品有需求才會設立。

(Ｃ)新興國家讓生產成本降低，因此可以提供全球市場低價產品。(Ｄ)若廠商供給過量造成供過於求，商品售價仍不

會低於生產成本，顯示此非原因。 

5.  (   ) 若以 P 代表酒類價格，Q 代表酒類交易量，S1、D1 為課徵酒類規費前，酒類市場的供給線與需求線，S2、D2 為課

徵酒類規費後，酒類市場的供給線與需求線。根據題文內容，在偏好不變下，有關課徵酒類規費，對酒類市場供給或

需求的影響，下列何者正確？〔109.指考〕  

(Ａ)  (Ｂ)  (Ｃ)  (Ｄ)  

答案：(Ａ) 

解析：對廠商課徵酒類健康福利捐（酒類規費），將增加生產成本，因此供給線將左移，由 S1 左移為 S2，但是消費

者卻不用付酒類規費，因此需求線不變，D1＝D2。故選(Ａ)。 

6.  (   ) 附圖中，供給線與需求線相交於均衡點（E），可劃分出四個區域，請問市場出現「丙」的區

塊，與下列情況何者相同？ 

(Ａ)高麗菜大豐收，市場出現高麗菜比一顆茶葉蛋還便宜的價錢 (Ｂ)經濟不景氣，台積電欲

招募 30 名新進人員，卻有 5,000 人參加面試 (Ｃ)後疫情時代通膨危機持續，黃金價格不斷飆

漲 (Ｄ)政府為保障勞工，訂定每月最低基本薪資。 

答案：(Ｃ) 

解析：「丙」區代表供不應求。(Ａ)為供過於求。(Ｂ)為供（求職方）過於求（招募方）。

(Ｃ)多數人選擇購買保值的黃金，以致產生供不應求。(Ｄ)為設定價格下限，導致供（勞方）過於求（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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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 當市場發生某商品供不應求的現象時，有些消費者面對較低的價格會增加購買慾，有些則會因為買不到所需求的產品

而搶購，如此一來將導致商品價格上漲。此時，廠商見到商品價格上漲，則願意增加生產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供給

量就會增加。請問：綜上所述，是以下何項理論的概念？  

(Ａ)價格機能 (Ｂ)供給法則 (Ｃ)需求法則 (Ｄ)生產可能曲線。 

答案：(Ａ) 

解析：本題測驗的是市場機能運作的主要原理（價格機能），意即市場上有「無數個供需雙方」，根據其對價格的期

望、調整，進而達成市場均衡的機制。 

8.  (   ) 某項消費行為的研究發現：飲用咖啡時人們通常附加奶精，然而多飲用咖啡卻會減少人們對可樂的消費。在這個研究

結果下，當咖啡的價格下降時，則市場上最可能出現下列何種情況？〔100.學測〕  

(Ａ)消費者對咖啡的需求上升 (Ｂ)消費者對奶精的需求上升 (Ｃ)消費者對咖啡的偏好度提高 (Ｄ)消費者對可樂

的需求量下降。 

答案：(Ｂ) 

解析：(Ａ)當咖啡的價格下降時，消費者對咖啡的「需求量」上升。(Ｂ)咖啡和奶精是消費上的互補品，當咖啡的價

格下降時，同時增加對奶精的需求。(Ｃ)偏好度是消費者主觀的喜好感受，消費者的偏好會影響對產品的需求。

(Ｄ)咖啡和可樂是消費上的替代品，當咖啡的價格下降時，消費者對可樂的需求下降。 

9.  (   ) 已知某產品之供給函數 Q＝－15＋3P，若市場均衡價格為 45 時，生產者剩餘為多少？  

(Ａ) 5,400 (Ｂ) 4,500 (Ｃ) 2,700 (Ｄ) 2,400。 

答案：(Ｄ) 

解析：此題圖形如附圖所示，市場均衡價格為 45 時，帶入供給函數，可得均衡數量為 120。

此時計算生產者剩餘面積，將 Q＝0 帶入供給函數，得到 P＝5，因此計算生產者剩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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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545 ）－（
＝2,400。 

 

10.  (   ) 附圖為南二中美食廣場關東煮市場供需表，當價格在 40 元時，生產者剩餘為何？ 

價格（元） 20 30 40 50 

需求量（碗） 120 100 80 60 

供給量（碗） 40 60 80 100 

(Ａ) 200 元 (Ｂ) 1,000 元 (Ｃ) 1,400 元 (Ｄ) 3,200 元。 

答案：(Ｂ) 

解析：關東煮的生產者剩餘是〔（40－20）×40〕＋〔（40－30）×20〕＝1,000 元，或是總收益（40×80＝3,200）－總

成本〔（20×40）＋（30×20）＋（40×20）＝2,200〕＝1,000 元。 

11.  (   ) 生產者實際支付價格與最低要求價格的差額，稱為生產者剩餘。附表是小胖師傅麵包店對於草莓大福蛋糕的供給表，

請問當價格為 300 元時，則其生產者剩餘為多少？ 

價格（元） 供給量（個） 

300 8 

250 6 

200 4 

150 2 

(Ａ) 150 元 (Ｂ) 200 元 (Ｃ) 300 元 (Ｄ) 600 元。 

答案：(Ｄ) 

解析：生產者剩餘是生產者總收入（300 元×8）－總成本（150×2）＋（200×2）＋（250×2）＋（300×2）＝600 元。 

12.  (   ) 臺灣是全世界唯一仍保留稻米保證價格收購制度的國家。有立委指出，近年來薪資、物價不斷調整，期間成本價格已

上漲 15 ％，包含人工、肥料、農業資材等成本，導致農民耕作利益嚴重縮水。然而，公糧收購價格卻凍漲 12 年，因

此立委認為有提高的必要，要求農業部將目前收購價從每公斤 26 元調高至 38 元。針對立委要求提高稻米收購價所產

生的影響，下列何者說明正確？  

(Ａ)稻米收購價格為價格下限管制，會使市場出現短缺現象 (Ｂ)若調高收購米價至 38 元，顯示市場均衡米價超過 

38 元 (Ｃ)政府要求稻米市場維持保價購買，生產者剩餘必會增加 (Ｄ)稻米的收購價格若調高至 38 元，市場超額

供給量會大增。 

答案：(Ｄ) 

解析：(Ａ)(Ｄ)價格下限管制是使管制價格高於均衡價格，市場會出現過剩或供過於求的現象，而調高收購價格，會

使超額供給量大增。(Ｂ)若收購米價是 38 元，顯示均衡米價應低於 38 元。(Ｃ)政府要求稻米市場維持保證價格，消

費者可能應價格提高而降低購買量，生產者剩餘就不一定會增加。 

13.  (   ) 政府為了促進社會公平與公共利益，或使經濟穩定，有時會透過價格或數量管制來直接干預市場，請問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Ａ)價格下限通常會造成需求量大於供給量 (Ｂ)價格上限通常不得高於市場均衡價格 (Ｃ)政府管制最高價格通常

會增加社會福祉 (Ｄ)政府管制消費者購買數量上限主要是為了「以量制價」。 

答案：(Ｂ) 

解析：(Ａ)價格下限通常訂在市場均衡價格之上，因此常會造成供給量大於需求量。(Ｃ)政府管制最高價格通常會減

損社會福祉。(Ｄ)限量購買政策主要是限制消費數量以分配有限資源，避免有人「囤積哄價」。 

14.  (   ) 巴西的薩爾維拉斯鎮的人民往往省吃儉用就為了享用一頓后蟻大餐，該鎮居民對后蟻這項「美食」常出現超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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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居民會去黑市購買未經政府衛生認證的后蟻。請問為解決市場上超額需求所引發的黑市現象，下列哪一項辦法有

助於解決市場上供不應求的現象？  

(Ａ)提高價格販售，使消費者減少對后蟻之需求 (Ｂ)增加供給，從外國進口后蟻至國內 (Ｃ)降低價格販售，吸引

更多廠商加入市場 (Ｄ)減少供給，改善消費者需求習慣。 

答案：(Ｂ) 

解析：(Ａ)提高價格會使消費者減少「需求量」。(Ｃ)價格降低無法吸引廠商加入市場，且會使需求量增加。(Ｄ)目

前已出現供不應求現象，若減少供給，短缺的現象會更嚴重。 

15.  (   ) 我國政府在 2024 年再次調高基本工資，月薪漲幅約 4 ％。對此，工商團體表示，市場機制自然會調節薪資水準，政

府若不斷干涉企業的經營，恐適得其反。若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政府調整基本工資的做法，下列何者正確？  

(Ａ)政府介入勞動市場設基本工資下限，可能導致廠商對勞工需求量下降 (Ｂ)假設基本工資調漲後仍低於市場均衡，

將會使勞動市場出現超額供給 (Ｃ)政府調高基本工資會使勞工薪水增加，勞動市場生產者剩餘一定增加 (Ｄ)基本

工資調高讓更多人想找工作，需求量增加，勞動市場會供不應求。 

答案：(Ａ) 

解析：政府設定基本工資是屬於價格下限，會造成市場上供過於求或超額供給的狀況，故(Ａ)正確。(Ｂ)假設基本工

資調漲後仍低於市場均衡，將不會影響市場，市場價格會維持在均衡狀態。(Ｃ)政府調高基本工資後，勞工薪水增加，

可能讓廠商對勞工的需求量減少，勞動市場的生產者剩餘不一定增加。(Ｄ)基本工資調高讓更多人想找工作，勞動供

給量增加，勞動市場可能出現供過於求。 

16.  (   ) 附表是小珍對某財貨的需求表，請問當價格為 150 元時，需求量為 15 單位，則其消費者剩餘為多少？ 

價格（元） 需求量 

250 5 

200 10 

150 15 

100 20 

(Ａ) 750 元 (Ｂ) 850 元 (Ｃ) 1,000 元 (Ｄ) 1,250 元。 

答案：(Ａ) 

解析：（200－150）×（10－5）＋（250－150）×（5－0）＝250＋500＝750。 

17.  (   ) 近幾年基本工資不斷調漲，對此工商團體表示，市場機制自然會調節薪資水準，政府若不斷干涉企業的經營，恐適得

其反。若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下列何者正確？(甲)基本時薪調高則更多人想找工作，勞動需求量增加，勞動市場可

能供不應求(乙)基本時薪若低於市場均衡，將使勞動市場供不應求，進而帶動薪資水準上漲(丙)基本時薪可適用於每

一位勞工，因此所有勞工都將因為基本時薪調高而受惠(丁)在市場機能下，即使勞工供不應求，廠商為了賺錢，還是

會使薪資水準凍漲(戊)勞動市場有超額需求時，薪資水準會上漲；有超額供給時，薪資水準會下跌  

(Ａ)(甲)(乙) (Ｂ)(丙)(丁) (Ｃ)(戊) (Ｄ)(甲)(乙)(戊)。 

答案：(Ｃ) 

解析：(甲)基本時薪調高會增加資方成本，可能減少聘僱勞工，有時不利勞工謀職；(乙)基本時薪若低於市場均衡時

薪，則無法發揮保障勞工的作用；(丙)基本時薪僅適用於部分工時勞工；(丁)勞工供不應求，廠商會提高薪資吸引勞

工就業。 

18.  (   ) 根據附圖所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甲)當政府設定價格在 P2 時，其目的是保障消費者

(乙)當政府不干預價格時，此時經濟效率最大(丙)當政府價格訂在 P2 時，為採取價格上

限的作為，消費者剩餘為 CAP2(丁)若價格訂在 P1，此市場有可能產生地下或黑市交易

(戊)政府調漲勞工最低薪資，即價格管制為 P2 

(Ａ)(甲)(乙)(丙) (Ｂ)(乙)(丙)(戊) (Ｃ)(丙)(丁)(戊) (Ｄ)(乙)(丁)(戊)。 

答案：(Ｄ) 

解析：(甲)價格下限是保護生產廠商或供給者；(丙)價格上限是指政府將價格限定在  P1。 

19.  (   ) 生產者銷售商品實際收到的金額減去生產總成本的差額，稱為「生產者剩餘」，附表是全記得烤鴨店對烤鴨的供給表，

請問當價格為 250 元時，則其生產者剩餘為多少？ 

價格（元） 供給量（隻） 

150 2 

200 4 

250 6 

300 8 

(Ａ) 150 元 (Ｂ) 200 元 (Ｃ) 250 元 (Ｄ) 300 元 

答案：(Ｄ) 

解析：生產者剩餘是收到的金額（250 元×6 隻）－總成本（150 元×2 隻）＋（200 元×2 隻）＋（250 元×2 隻）＝300 

元。 

20.  (   ) 請問「穀賤傷農」與「僧多粥少」兩種現象，可以用附圖中哪一條線段表示？ 

(Ａ)兩者都是 ac 線段 (Ｂ)穀賤傷農：ac 線段；僧多粥少：bd 線段 (Ｃ)穀賤傷農：bd 線段；

僧多粥少：ac 線段 (Ｄ)兩者都是 bd 線段。 

答案：(Ｂ) 

解析：(Ｂ)穀賤傷農是因為農產品豐收，「供過於求」，為 ac 線段；僧多粥少是「供不應

求」，為 bd 線段。 

21.  (   ) 「集合啦！動物森友會」是一款由任天堂發行在 Switch 上的遊戲，除了遊戲本體之外，任天堂也公開發行「同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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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亦即推出「集合啦！動物森友會」遊戲與特別樣式的 Switch 主機的販售組合。由於新冠肺炎疫情蔓延，造就「

宅經濟」崛起，導致同捆機出現「一機難求」、價格飆升的現象。請問以下有關「集合啦！動物森友會」同捆機的價

格及其對經濟福祉的影響，何者正確？  

(Ａ)若政府管制同捆機維持在原價，可以避免經濟福祉下降 (Ｂ)提高同捆機價格會造成供過於求，反而會對製造商

不利 (Ｃ)政府限制同捆機價格在市價以下，可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Ｄ)同捆機價格提高雖然會降低需求量，但可提

升經濟福祉。 

答案：(Ｄ) 

解析：根據題幹，因為宅經濟以至同捆機出現一機難求，顯示出前的定價低於市場均衡價格，故會出現供不應求。此

時若政府限制維持原價，則(Ａ)將會出現供不應求，造成經濟福祉損失。(Ｂ)若提高價格，如果達到市場均衡，則未

必不利經濟福祉。(Ｃ)限制價格在市價以下，會出現供不應求，未必保障消費者的權益，還可能促進黑市交易。

(Ｄ)同捆機價格提高，一方面可使廠商願意增加供給量，同時讓消費者減少需求量，市場將趨向均衡，可提升經濟福

祉。 

22.  (   ) 經濟學所謂經濟效率是指生產者和消費者均在理性的選擇中，決定最大的滿足感。因此生產者儘量降低生產成本獲得

最多收入，消費者試著以最少代價獲得最滿意的商品。依此定義，請問下列哪一項符合經濟學中的效益概念？  

(Ａ)小馬童裝因轉投資故大拍賣出清存貨 (Ｂ)房屋買賣在資訊不充分的情況下達成交易 (Ｃ)廠商將過期貨品重新

包裝後，再賣給消費者 (Ｄ)感冒流行時，口罩供不應求，消費者以較高價格買到所需要的口罩。 

答案：(Ｄ) 

解析：經濟效率意指在看不見的手（市場）下，消費者與生產者秉持著供給與需求法則，均能獲得最大的利益，故選

(Ｄ)。 

23.  (   ) 小美進行研究時發現，農村年輕人口外流，農民因而選擇種植成功率較高的香蕉，導致生產地供過於求、價格低迷。

政府後來祭出「休耕廢園」政策，才使價格稍稍回升。（註：若 D 代表市場對香蕉的需求且固定不變，S1 代表香蕉最

初的供給曲線，S2 代表農民廣種香蕉後的供給曲線，S3 代表政府採行休耕廢園政策後，香蕉價格略有起色的供給曲

線）。則下列哪個圖形符合上述內容？  

(Ａ)  (Ｂ)  (Ｃ)  (Ｄ)  

答案：(Ｂ) 

解析：市場對香蕉的需求不變，只有一條需求線；S1 代表第一條供給線；S2 代表農民大幅種植香蕉的供給線，因此 S2 

供給線右移；S3 代表政府推動「休耕廢園」政策後，香蕉產量縮減，由於「香蕉價格略有起色」，S3 供給線介於 S1 

與 S2 之間。故選(Ｂ)。 

24.  (   ) H1N1 病毒引發的新型流感快速蔓延，引起各國關注，並建立防範機制。首先我國政府針對受感染之入境旅客檢疫隔

離，其後國內口罩因需求增加造成價格上揚，引發社會議論，政府因此協調廠商緊急調度資源，24 小時生產線不停工，

供給增加才使得口罩價格回穩。隨著疫情加溫，政府已針對學校感染情況發布停課標準，並逐步展開全面性的疫苗注

射。請問下列何者價格上升而後回跌的供需變動原因與上述口罩的例子一樣？〔99.學測〕  

(Ａ)颱風過後，蔥價爆漲；其後產地氣候大致穩定，蔥價因此回跌 (Ｂ)油價飆升，國道客運車票價格調升；但因高

鐵的競爭，車票價格隨後調降 (Ｃ)澎湖的地價因離島博奕條例之施行而急揚；但公投沒過使得地價下滑 (Ｄ)研究

指出蒜頭有益健康使得蒜價高漲；農民因此搶種蒜頭，價格回跌。 

答案：(Ｄ) 

解析：H1N1 疫情造成消費者對口罩需求增加，價格上升，業者對口罩的生產量也隨之增加，使價格回跌。(Ａ)颱風

過後，供給減少造成蔥價爆漲；產地氣候穩定後，供給也穩定增加，蔥價因此下跌。(Ｂ)國道客運因油價飆升，成本

增加，供給減少而車票價格調升，但因高鐵瓜分市場，對國道客運的需求減少，價格下降。(Ｃ)消費者預期公投會投

過，對土地需求上升，使澎湖地價急遽上揚，但後來預期落空，對土地的需求下降，價格下降。(Ｄ)研究指出蒜頭有

益健康使得消費者需求增加，價格上升，農民因此搶種蒜頭增加供給，造成價格回跌。 

25.  (   ) 某國風災過後，政府釋出庫存稻米以增加市場供給，雖然政府已出面調節，但災後由於人民擔心稻米未來有更大漲價

幅度，故增加購買囤貨所需，請問稻米市場最可能發生的變動情形為何？  

(Ａ)均衡價格不一定，但均衡數量上升 (Ｂ)均衡價格上升，但均衡數量不一定 (Ｃ)均衡價格下降，但均衡數量上

升 (Ｄ)均衡價格上升，且均衡數量上升。 

答案：(Ａ) 

解析：稻米供給增加，供給線往右移動；消費者囤積稻米，稻米需求線往右移動。由於無法知悉兩者增加幅度，因此

市場的均衡數量一定增加，但均衡價格則不一定。故選(Ａ)。 

26.  (   ) 稻米是亞洲的主食，從開發中國家糧食進口量的成長趨勢可以看出，這些國家的人口數快速上升，糧食產量卻無法跟

上其境內需求，而某年印度和越南宣布限制稻米出口後，各國市場出現恐慌心理，引發搶購熱潮，將米價推升至創新

高的每噸 1,000 美元，各國政府對此狀況十分擔憂。請問下列哪些可能是造成此次稻米價格飆漲的原因？(甲)稻米出

口國家限制出口(乙)全球稻米需求穩定成長(丙)生產稻米技術無法突破(丁)稻米互補品之價格上升  

(Ａ)(甲)(乙) (Ｂ)(乙)(丙) (Ｃ)(丙)(丁) (Ｄ)(甲)(丁)。 

答案：(Ａ) 

解析：(甲)主要稻米出口國限制出口，會使其他國家需求線不變但供給線左移，新均衡點的價格上升，數量下降；

(乙)人口數上升，需求成長，供給線不變但需求線右移，使得新均衡點的價格上升，數量上升；(丙)(丁)題目中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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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這兩個因素。 

27.  (   ) 某大賣場趁著中元普渡促銷，推出衛生紙「限時」特價，1 串只要 30 元。業者原本預計全臺銷量為 3 萬串，沒想到

短時間內就賣了 5 萬串，只好缺貨不補。結果民眾大排長龍不願離去，抗議業者不補貨的行為是「限時變限量」。請

問就該大賣場及消費者而言，下列何者最為正確？  

(Ａ)衛生紙每串 30 元時，其供給量會是 5 萬串 (Ｂ)衛生紙每串 30 元時，會出現 2 萬串的短缺 (Ｃ)衛生紙每串 30 

元時，只有 5 萬串的需求量 (Ｄ)衛生紙每串 30 元時，會出現供過於求的情形。 

答案：(Ａ) 

解析：(Ａ) 1 串 30 元共出售 5 萬串。(Ｂ)每串 30 元時無法預估衛生紙的銷售總量。(Ｃ)廠商只願供應 5 萬串，無法

預估衛生紙的需求總量。(Ｄ)會出現供不應求。 

28.  (   ) 俄烏戰爭造成國際油價動盪不止，附圖為計程車市場的價格數量關係圖。假設油

價上漲前計程車市場的均衡點為附圖的 e0 點，均衡價格為 P0，均衡數量為 Q0。當

油價上漲時，各大車行因擔心同業競爭與顧客流失，而要求旗下計程車不能調漲

價格，也不得取消優惠。當其他條件不變時，從此圖來看，計程車市場的價量關

係，最有可能會有以下何種變動？ 

(Ａ)供給量與需求量皆維持為 Q0 (Ｂ)供給量維持為 Q0，需求量則從 Q0 減為 Q2 

(Ｃ)供給量從 Q0 減為 Q2，需求量從 Q0 增為 Q3 (Ｄ)供給量從 Q0 減為 Q1，需求

量皆維持為 Q0。 

答案：(Ｄ) 

解析：本題的情境類似於制定價格上限的效果，此舉將造成供給量減少至 Q1（因生產成本提高，且又被限制不得漲

價），需求量則應計程車價格不變而維持原樣，因此(Ｄ)為最可能發生的情形。 

29.  (   ) 曾有學者認為在房地產市場低迷時，是政府推出相關房地產租稅改革的最佳時機，因而主張財政部的房地稅合一（依

房屋與土地實際交易價格，課徵房地合一所得稅），及臺北市提高第二戶以上的房屋稅等制度應該儘早實施。請問若

政府推動上述房地產租稅改革，則房市的供給、需求可能有何種變動？  

(Ａ)供給減少，需求減少 (Ｂ)供給減少，需求增加 (Ｃ)供給量增加，需求量增加 (Ｄ)供給量增加，需求量減少。 

答案：(Ａ) 

解析：房地產市場的供需關係是受到政府政策的影響，故供給需求都呈現「線的變動」，不論是房地稅合一或提高第

二戶以上的房屋稅制度都不利於房地產市場交易，供給方將停止增加新建案或減少賣房以觀望市場趨勢，因此供給可

能減少；需求者也因稅制改革會增加負擔而使消費需求減少，故答案選(Ａ)。 

30.  (   ) 附表為豪野人雞排 2023 年內部的供給分析，當市場價格為 50 元時，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供給價格 30 40 50 60 70 

供給數量 0 4 10 16 20 

(Ａ)市場供給數量為 16 (Ｂ)生產者剩餘為 40 元 (Ｃ)生產成本為 500 元 (Ｄ)市場雞排供給增加。 

答案：(Ｂ) 

解析：依據題幹所述，市場的價格為 50 元時， 

(Ａ)市場的供給量為 10 個。(Ｂ)生產者剩餘＝（50－30）×0＋（50－40）×（4－0）＋（50

－50）×（10－4）＝40。(Ｃ)生產成本＝（50×10）－生產者剩餘 40＝460。(Ｄ)無法判斷。 

31.  (   ) 附圖為奇妙國政府介入勞動市場的供需變化，關於圖中的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Ａ)當政府設定價格在 P1 時，其目的是在保障消費者 (Ｂ)當政府完全沒有設定價格時，

市場不會有無謂損失 (Ｃ)當政府設定價格在 P1 時，表示政府採取價格上限的作為 

(Ｄ)當政府設定價格在 P1 時，消費者剩餘會比沒有價格限制時大。 

答案：(Ｂ) 

解析：(Ａ)價格下限是保護生產廠商或供給方。(Ｃ)價格上限會低於市場的均衡價格，本圖

為價格下限。(Ｄ)政府未干預價格時消費者剩餘是 AEP*，價格下限時消費者剩餘是 AYP1。 

32.  (   ) 假設某國的一般家庭每年只購買高麗菜和高麗菜水餃兩種商品，該國統計資料如附表所示。若 2015 年以來，因病蟲

害蔓延，使高麗菜年產量持續下降，導致高麗菜價格上揚。在其他條件不變下，下列對高麗菜水餃市場供需的敘述，

何者正確？〔107.指考〕 

年度 
高麗菜

單價 

消費

數量 

高麗菜水餃

單價 

消費

數量 

2014 40 90 6 800 

2015 20 100 3 1,000 

2016 40 80 6 900 

2017 60 50 9 500 

(Ａ)高麗菜水餃供給增加 (Ｂ)高麗菜水餃需求減少 (Ｃ)高麗菜水餃供給減少 (Ｄ)高麗菜水餃需求增加。 

答案：(Ｃ) 

解析：因病蟲害蔓延，使高麗菜年產量持續下降，造成供給線左移，高麗菜價格上揚，高麗菜水餃的成本因此提高，

故高麗菜水餃的供給將減少，整條供給線左移，應選(Ｃ)。(Ｂ)(Ｄ)本題並未提及影響需求變動的因素。 

33.  (   ) 日本熊本大地震後民生物資價格飛漲，日本政府為防止不肖業者乘機哄抬物價而進行價格管制，此一措施可能造成  

(Ａ)超額需求 (Ｂ)需求減少 (Ｃ)超額供給 (Ｄ)供給減少。 

答案：(Ａ) 

解析：由題意可知，政府將訂定價格上限，則價格將低於市場均衡價格，故造成供不應求（超額需求），答案選(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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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 近期民眾時常關心霾害問題，空氣品質下滑、天空總是霧茫茫，口罩成了每個人秋冬的最佳裝

備。附圖為我國口罩市場中價格與數量的供需關係。請問「口罩廠商」的總效益、「消費者」的

總效益分別依序為何？ 

(Ａ)乙；甲＋乙 (Ｂ)丙；甲＋乙＋丙 (Ｃ)丙＋丁；甲＋乙 (Ｄ)乙＋丙；甲＋乙＋丙。 

答案：(Ｄ) 

解析：口罩廠商的「總效益」也就是「總收入」是指生產者銷售某數量產品所獲得的最高總金額，

為乙＋丙；消費者的「總效益」是指消費者消費某數量產品所願意付出的最高總金額，即對每單位產品的需求價格的

總和，為甲＋乙＋丙。故選(Ｄ)。 

35.  (   ) 報導指出，2018 年年初，強勁寒流使雲嘉南沿海連日陷入低溫，虱目魚養殖魚塭接連傳出災情，大批虱目魚被凍得

非死即傷，只好被送去製成虱目魚丸，虱目魚價格也下跌。根據上述新聞，請判斷是什麼原因造成虱目魚價格下跌？  

(Ａ)虱目魚供給減少，但需求增加 (Ｂ)虱目魚需求減少，但供給增加幅度更大 (Ｃ)虱目魚供給減少的幅度小於需

求減少的幅度 (Ｄ)虱目魚供給增加的幅度小於需求增加的幅度。 

答案：(Ｃ) 

解析：災情使虱目魚供給減少，但虱目魚價格卻下跌，代表需求也減少，且減少幅度更大，故選(Ｃ)。 

36.  (   ) 當台塑石化宣布明天凌晨零時起各種汽柴油價格上漲 1 元，則下列哪一個圖形可以解釋今日汽柴油市場的供需變化？  

(Ａ)  (Ｂ)  (Ｃ)  (Ｄ)  

答案：(Ｃ) 

解析：對未來預期產品價格上漲，今日生產者會減少供給，造成供給線左移；消費者則會增加需求，使需求線右移，

呈現(Ｃ)的圖形。 

37.  (   ) 某國為乳品進口國，最近該國某連鎖量販店發布新聞稿表示，因國際乳品價格持續上揚和國內運輸物流勞動成本增加，

數家主要供應商近期將調漲嬰兒奶粉價格最多達 35 ％。消息披露後，新聞媒體紛紛大幅報導，也引發搶購風潮，各大

銷售通路均出現嚴重缺貨的現象。嬰兒奶粉搶購、缺貨的話題也在網路社群媒體延燒，多家新聞媒體又不斷發布「漲

價前搶最後一波便宜嬰兒奶粉，一張表秒懂何處下手」訊息，更強化搶購風潮。該國政府面對這波漲價和搶購風潮，

除向民眾保證嬰兒奶粉不會短缺，也向主要供應商和量販業者進行「不要調漲」的道德勸說，但沒有進一步採取其他

作為。許多網友留言批評該國政府缺乏效能，既未鼓勵哺育母乳，又放任嬰兒奶粉廠商漲價；此外，也有網友主張政

府消保官應主動查訪廠商是否涉及集體漲價。若其他條件不變，上述價量變動的現象及搶購風潮因應政策的效果，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107.指考〕  

(Ａ)該現象的發生是需求增加，但供給不變 (Ｂ)該現象的發生是需求不變，但供給減少 (Ｃ)若實施限購六罐政策，

亦無助紓解漲價壓力 (Ｄ)若保證一個月內不漲價，則可減緩搶購風潮。 

答案：(Ｃ) 

解析：消費者是基於未來會漲價的預期心理，因此產生需求增加，出現搶購行為。(Ａ)(Ｂ)該現象的發生是需求增加，

但無法研判供給的變化狀況。(Ｃ)即使實施限購六罐政策，消費者仍會搶購或找人代購，因此無助於紓解漲價壓力。

(Ｄ)因為一個月後仍可能漲價，在不漲價的這個月分，消費者會更積極搶購，並無法減緩搶購風潮。 

38.  (   ) 一例一休政策實施後，造成客運業人事成本提高，假設一般民眾對車票的需求維持不變，但為了因應人事成本客運業

提高票價，請問跟一例一休政策未實施前相比，客運業市場的經濟效率產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Ａ)僅消費者剩餘減少，生產者剩餘不變，社會總剩餘減少 (Ｂ)僅生產者剩餘減少，消費者剩餘不變，社會總剩餘

減少 (Ｃ)消費者剩餘減少，生產者剩餘增加，社會總剩餘增加 (Ｄ)消費者剩餘及生產者剩餘皆減少，社會總剩餘

減少。 

答案：(Ｄ) 

解析：供給減少、需求不變，新的均衡點會在原均衡點的左上方，因此消費者剩餘、生產者剩餘皆會減少，總剩餘也

會跟著減少。故選(Ｄ)。 

39.  (   ) 稻米的供給與需求原來處於均衡狀態，如果現在種植稻作所需的勞動

力價格下跌，且因報導強調食用稻米有益身體健康，大眾對食用稻米

的喜好增加，請問新的均衡價格及數量與原來相比，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Ａ)均衡價格、數量都上升 (Ｂ)均衡價格、數量都下降 (Ｃ)均衡

價格上升，均衡數量不一定 (Ｄ)均衡價格不一定，均衡數量一定增

加。 

答案：(Ｄ) 

解析：根據本題題意，市面上對於稻米的需求應會增加（因大眾對食

用稻米的偏好增加），稻米的供給應會上升（生產稻米的成本下降），

因此屬於供給、需求同時增加的情況，故答案應為(Ｄ)。 

40.  (   ) 臺灣的電力及計價方式一直都是大家討論的重點，2023 年 4 月開始，

臺電以新的電價計算方式，希望可以平衡電價需求，附表為兩階段電

費計價方式，請問根據該表內容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了解夏月為一年中用電高峰 (Ｂ)計價方式不同，能影響需求 

分類 

夏月（

6/1～

9/30） 

非夏月

（夏月

以外的

時間） 

基本

電費 
按戶計收 

每戶

每月 
75.0 

流動

電費 

週一

～週

五 

尖峰

時間 

夏

月 
09：00～24：00 

每度 

4.71 — 

非

夏

月 

06：00～11：00 

14：00～24：00 
— 4.48 

離峰

時間 

夏

月 
00：00～09：00 1.85 — 

非

夏

月 

00：00～06：00 

11：00～14：00 
 1.78 

週六

、週

日及

離峰

日 

離峰

時間 
全日 1.85 1.78 

每月總度數超過 2,000 度之部分 每度 加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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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因供給量不同而有不同訂價 (Ｄ)調整方式可望達成以量制價。 

答案：(Ａ) 

解析：(Ａ)表中將夏月與非夏月分開計價，且夏月時間高額計價時間較長，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降低用電量，所

以推估夏月為一年中用電高峰。(Ｂ)不同時段有不同的計價方式，代表政府希望透過價格設定來影響需求量。(Ｃ)表

中只說明臺電的計價方式，無法得知供給量的多寡。(Ｄ)調整方式是以調整價格的方式減少需求的數量，屬於以價制

量。 

41.  (   ) 某國因為經濟快速發展使人口逐漸往大都市聚集，加上國內外資金不斷流入房地產市場，雖然大都市的房屋數量增加，

房價卻也居高不下。不斷攀升的房價引起無力購屋者的不滿，也促使該國政府計畫採取相關措施以平抑房價。依據上

述房地產市場的價量變化，若其他條件不變，下列敘述何者最為可能？〔107.指考〕  

(Ａ)需求量變動引起數量改變，導致供給變動 (Ｂ)需求量變動使價格改變，導致供給量變動 (Ｃ)需求變動引起數

量改變，導致供給的變動 (Ｄ)需求變動使價格改變，導致供給量的變動。 

答案：(Ｄ) 

解析：大都市由於消費者對市區房屋偏好，造成需求增加，需求線右移，房價提高；也由於房價提高，房屋的供給量

將增加。故選(Ｄ)。 

42.  (   ) 某天早上等公車時，品辰瞄到路邊新聞跑馬燈出現了「美國原油庫存減幅小於預期，但燃料油需求大漲……」兩句話，

但此時公車到站，品辰來不及看到後面的報導，根據這兩句話判斷，美國原油市場可能出現什麼樣的變動？  

(Ａ)均衡價格上漲，均衡數量增加 (Ｂ)均衡價格不一定，均衡數量不變 (Ｃ)均衡價格上漲，均衡數量不變 

(Ｄ)均衡價格下跌，均衡數量減少。 

答案：(Ａ) 

解析：供給減少的幅度較小，需求增加的幅度較大，供需變動後均衡價格會上漲，均衡數量會增加，答案選(Ａ)。 

43.  (   ) 上個世紀，世界經歷了三次石油危機，但是人們都走過來了。如今，車輛還在高速公路上奔馳，石油化工業仍然源源

不斷地為我們提供著各類商品。世界經濟的發動機仍然靠能源推動，而人們對堪稱能源之首的石油依賴也依然嚴重。

也正因為如此，原油耗盡的能源危機依然是現代社會的重大問題，然而卻有經濟學家認為，依據經濟學的法則，原油

不會用完，無需過於擔心。請問下列何種理由最適合解釋該位經濟學者的論點？  

(Ａ)開採技術進步，未來原油供給遠大於需求，供給數量有增無減 (Ｂ)價格愈來愈高，供過於求使原油有所剩餘，

而剩餘將持續增加 (Ｃ)替代能源愈來愈多，導致原油價格下跌，需求數量進一步減少 (Ｄ)原油若因數量稀少而變

得愈來愈貴，市場需求數量自然會減少。 

答案：(Ｄ) 

解析：(Ａ)原油的蘊藏量有限，即使開採技術進步，未來的供給數量也不可能有增無減，使供給遠大於需求。(Ｂ)若

原油價格「過高」導致供過於求，則原油價格將下跌，原油剩餘也會持續減少，直到原油供需平衡。(Ｃ)根據需求法

則，原油價格下跌將導致需求數量增加。(Ｄ)原油數量稀少時容易發生供不應求，導致價格愈來愈高，市場需求數量

則愈來愈少，原油的消耗速度也愈來愈慢。 

44.  (   ) 「沒有買不到的商品，只有買不到的價格；沒有賣不掉的商品，只有賣不掉的價格。」請問前

兩句與後兩句的情況分別位於附圖的哪兩個部分？ 

(Ａ) R1；R3 (Ｂ) R2；R4 (Ｃ) R3；R1 (Ｄ) R3；R4。 

答案：(Ｃ) 

解析：前兩句代表商品的價格是消費者願意接受並購買，但供給者不願供給，故為 R3 區。後兩

句代表商品的價格是供給者願意接受並提供，但消費者不願購買，故為 R1 區。 

45.  (   ) 2022 年泰國成為東南亞首個大麻合法化的國家，吸引大批外國觀光客以娛樂為目的，特地前往泰國「呼麻」。不過，

泰國公共衛生部於 2024 年 1 月簽署新草案，擬定推動禁止「娛樂用大麻」，大麻及大麻相關產品將僅限用於醫療及健

康目的，違反者將處以高額罰款、最高一年監禁或兩者兼施。請問禁止「娛樂用大麻」消息一出，對泰國當地的娛樂

用大麻市場可能立即產生何種影響？  

(Ａ)  (Ｂ)  (Ｃ)  (Ｄ)  

答案：(Ｂ) 

解析：泰國於 2024 年初預計擬訂禁止娛樂用大麻，因當時僅為擬訂草案，並非已經實施，因此民眾與大麻業者可能會

基於預期心理而增加對大麻的需求與供給（主因為未來將不得合法交易及使用），需求增加為需求線右移、供給增加

為供給線右移，因此正確答案為(Ｂ)。 

46.  (   ) 當政府採取了有效的價格上限與價格下限的管制措施後，下列何者敘述是正確的？  

(Ａ)無論價格上限或價格下限的管制，均使得交易數量較無管制時低 (Ｂ)無論價格上限或價格下限的管制，均使得

交易數量較無管制時高 (Ｃ)採價格上限時交易數量較無管制時高；採價格下限時交易數量較無管制時低 (Ｄ)採價

格上限時交易數量較無管制時低；採價格下限時交易數量較無管制時高。 

答案：(Ａ) 

解析：(Ｂ)(Ｃ)(Ｄ)政府的價格干預，均會使市場的交易數量下降。 

47.  (   ) 某研究報告分析某國房地產市場情形列出下列數點結論： 

(1)近年來，市場相當看好經貿開放後的前景，民眾紛紛積極進場購屋，帶動房價大幅走揚。 

(2)房價高漲下，屋主惜售，房屋轉賣為租的情況愈來愈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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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少民眾在該國產業結構大幅改變下失業，為節省租金支出，紛紛選擇回鄉居住。 

根據上述，下列何者是該國租屋市場較可能發生的現象？  

(Ａ)房屋的空租期可能拉長，租金下滑 (Ｂ)因房價看漲，房東會調高租金以求平衡 (Ｃ)租屋市場供需都減少，使

得租金價格不斷下滑 (Ｄ)因房價看漲，受預期心理影響，房屋供給會減少。 

答案：(Ａ) 

解析：從(2)可知，房屋轉賣為租的情況增加，即租屋供給增加；從(3)可知，民眾為節省租金而回鄉居住，造成租屋

需求減少。因此可判斷租屋市場供過於求，使租金下滑，故(Ｃ)(Ｄ)錯誤。(Ｂ)供過於求之下，不可能調高租金。 

48.  (   ) 颱風過境前，部分民眾擔心菜價上揚，出現搶買情形，使得菜價上漲，農委會農糧署指出，經過兩天釋出庫存蔬菜調

整，蔬菜交易價格已回歸平穩。農糧署也表示，將密切掌握市場供需，視蔬菜災損程度及供應情形，在兼顧農民及消

費者權益的前提下，適時採取調配措施，請民眾放心。下列何者價格上升而後回跌的供需變動原因與前述蔬菜的例子

一樣？  

(Ａ)馬祖地價在 2012 年因博奕公投通過而急揚；但遲未動工而出現土地拋售潮導致跌價 (Ｂ)研究指出紅豆能補血使

紅豆漲價；但其他研究發現紅豆熱量過高不宜攝取過多而價格回跌 (Ｃ)產油國實施減產措施使油價上漲；開車者轉

而搭乘大眾交通工具使油價下跌 (Ｄ)一例一休實施後業者成本上升，使國道客運價漲；後因油價下跌而調降票價。 

答案：(Ａ) 

解析：題幹敘述的是需求增加導致價格上漲，而後供給增加使價格回穩。(Ａ)為需求增加導致土地價格上漲，而後出

現拋售潮使供給增加、價格回穩。(Ｂ)為需求增加導致價格上漲，而後需求減少使價格回穩。(Ｃ)為供給減少導致價

格上漲，而後需求減少使價格下跌。(Ｄ)為供給減少導致價格上漲，而後生產成本下降使供給增加，導致價格下跌。 

49.  (   ) 某國政府為避免米價過低影響農民生計與生產意願，規定米價每公斤不得低於 50 元。在其他情況不變下，請問有關

此措施實施後對米市場影響的敘述，何者正確？〔106.學測〕  

(Ａ)當米的市價為每公斤 60 元時，此措施將不會影響農民的福祉 (Ｂ)當米的市價低於每公斤 50 元時，市場將出現

需求大於供給的現象 (Ｃ)此類價格上限的價格管制，將會降低消費者剩餘、提高生產者剩餘 (Ｄ)米的市價為每公

斤 40 元時，農民將惜售並囤積米糧，使市場出現無謂損失。 

答案：(Ａ) 

解析：(Ｂ)當米的市價低於每公斤 50 元時，政府規定米價每公斤不得低於 50 元，是價格下限管制，也就是米價必須

提高到 50 元，此時會產生供給大於需求的過剩現象。(Ｃ)從題目提及「避免米價過低影響農民生計，規定米價不得低

於 50 元」，可知此為政府的價格下限管制，將會降低消費者剩餘，但對生產者剩餘的影響則不一定。(Ｄ)當米的市價

為 40 元，而政府規定米價不得低於 50 元，此時農民願意提供的數量會高於消費者願意購買的數量，農民將願意出清

米糧，不會囤積。 

50.  (   ) 附表是民學在一週內對雞蛋糕的需求；假設市場目前成交價是 15 元∕個，民學在一週內買了 10 個雞蛋糕，他的消費

者剩餘是多少？ 

價格（元） 35 30 25 20 15 10 5 

需求量（個） 2 4 6 8 10 12 14 

(Ａ) 140 元 (Ｂ) 150 元 (Ｃ) 120 元 (Ｄ) 100 元。 

答案：(Ｄ) 

解析：民學的消費者剩餘是（35×2）＋（30×2）＋（25×2）＋（20×2）＋（15×2）－（15×10）＝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