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案 
課題 自由進入及離開 

教學目標  闡明在公司可自由進入及離開市場的情況下，市場的利

潤如何在長期內均等地分到每間公司。 

主要名詞 
   及 
概念之闡明 

 長期 
 自由進入及離開市場 

所需時間         二節課 (共 80 分鐘) 
 
活動項目 細節內容 所需時間 

1 老師：假如你是一位農夫，你可以在你的農場栽

種任何農作物，你會栽種哪類農作物去出售呢？

(讓幾個同學回答。)當然，你會選擇裁種一種能帶

給你最大利潤的農作物。這樣，有甚麼因素影響

你的農作物所帶來的利潤呢？經過這個遊戲後，

你們將會知道有甚麼因素決定你在市場的生產利

潤。 

10 分鐘 
 
 
 
 
 
 

2 老師：你們每一位都是這個經濟體系裏的農夫，

每年你們都要決定裁種哪類農作物。有四類農作

物你們可以選擇去裁種及出售。它們是粟米、小

麥、米及黃豆。每種農作物各有不同的生產成本。

生產一個單位的粟米成本是八元、一個單位的小

麥是九元、一個單位的米是十元、一個單位的黃

豆是十一元。 

 
 
 
 
 
 
 

活動及宣佈 

3 老師寫下四類農作物的需求函數於黑板上。需求

函數可參考表一。用哪一套市場需求函數要視乎

班內同學的人數。在同學齊集課室而實驗未開始

前，老師需要計算同學的人數以決定用哪一套市

場需求函數。每條反向的需求函數都被假設為直

線，而其斜率都為負一。每條需求函數在 Y 軸的

交叉點都要大於或相等於每個單位的生產成本；

另外，將每條需求函數在 Y 軸的交叉點之數值與

它們每條個別的生產成本之相差加起來，要相等

於參與者的人數。這能確保在市場的長期均衡情

況下，各供應者也只得零利潤。 

 
 
 
 
 
 



4 老師：在黑板這裏已有四類農作物的市場需求函

數。(把寫上了農作物名稱及其生產成本的標誌清

楚張貼於教室的角落，例如：「粟米」「生產成本：

八元」。) 老師：這教室的四個角落分別代表四個

農作物市場。請選擇栽種哪類農作物，然後往教

室的那個角落去。每個農夫只能供應一個單位的

農作物。所以每種農作物供應的總數量就會相等

於市場裏農夫的數目。我會給你們三十秒時間去

選擇。然後我們會根據黑板上的市場需求函數計

算一下，看誰能賺得最多的利潤。 

 

5 當同學起初去選擇市場時，他們或會感到不知怎

麼辦才好，因為沒有資料背景供他們參考怎樣去

選擇栽種哪類農作物。如遇此情況，老師可建議

同學隨意選擇一個市場。當每人也選擇好了一個

市場後，老師可根據黑版上的市場需求函數，宣

佈每個市場的價格及利潤。記錄這些數字於表二

的市場表上。 

10 分鐘 
 
 

6 老師：當你知道自己栽種及出售的農作物價格

後，你可計算自己的利潤。你的利潤是相等於你

所選擇的農作物的價格減去該農作物的生產成

本。我會給你們每人一張農夫利潤表 (印於表

三) 。請記下你們每一輪的結果於表上。 

 

7 當同學已記下自己第一輪的利潤後，再請同學選

擇一種農作物生產以開始第二輪遊戲。老師是需

要給予同學足夠時間去數算不同市場的農夫人

數，並分析市場表以選擇栽種什麼農作物。繼續

遊戲，直至記錄於利潤表上四個市場的「單位利

潤」相等於零。以上步驟或許要重複八次才能出

現零利潤。 

30 分鐘 

30 分鐘 

 

8 討論： 
8.1 你起初是怎樣決定要栽種及出售哪類農作

物的呢？ 
8.2 經過幾輪遊戲後，你又怎樣決定？你會考慮

甚麼因素？甚麼因素影響你的利潤？(除了

生產成本，市場上農夫人數是主要影響單位

價格及農夫利潤的因素。) 
8.3 第一輪遊戲中，有多少人得到正數的利潤？

有多少人得到負數的利潤？(老師可請同學

 



 舉手從而得到基本瞭解。老師可再請於第二

輪、第三輪、最後二輪及最後一輪得到正數

及負數利潤的同學舉手。同學可見正利潤或

負利潤的農夫人數正在下跌。) 為甚麼當你

不斷調節生產時，利潤會趨向零？(教授同學

市場在長期均衡中會達至零利潤的概念。)
有甚麼基本條件才能達到長期均衡？(主要

條件是容許公司自由進入及離開市場。正利

潤是公司進入市場的信號；負利潤是公司離

開市場的信號。所以，在均衡時，所有公司

都得到零的利潤。老師應告訴同學自由進入

及離開市場是完全競爭市場的特性。故此，

在長期均衡時，每一間完全競爭的公司會得

到零的利潤。)  
所需工具  列印足夠的表三給同學。  
定義  長期─是指生產者能夠改變所有生產因素的情

況。(林, 1996) 
 自由進入及離開─是指公司能夠自由進入及離開

市場而不受限制。(林, 1996) 

 

過去經驗  遊戲的設計者發現在第五輪或第六輪的遊戲裡，每

個市場就能達到零利潤的長期均衡情況。但若多於

40 位同學參與遊戲，則需要多些時間才能達均衡

點。 
 有些同學可能因為沒有興趣參與遊戲或感到混淆

而在整個遊戲中只坐在同一市場內。但這些行為不

是太普遍，所以不會影響實驗的結果。 
 同學能從此遊戲中觀察到，只要有幾位利潤尋找者

(不用所有人也要極大化利潤)，便能使不同市場出

現相等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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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給予老師的資料 



表一  四種農作物市場的需求函數 
表二  市場表 
表三  農夫利潤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