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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才是我们要的经济学    市场归市场，生活归生活，恐怕是世人对经济学最深的误会。
他们以为，只要不涉及商品、价格和市场，那么人的行为和选择，就只与亲情、道德和文化相关，而
不受任何经济规律的制约。
所以不难想象，当本书作者加里·贝克尔教授最初提出“生儿育女”可以与“购买耐用消费品”相提
并论时，别说经济学的门外汉，就连专业经济学家，绝大部分都坐不住了。
    令人坐不住的论述，在本书里比比皆是：政府不应该管制油价、最好的产业政策就是不扶持任何产
业、义务兵役制只会对军队造成危害、应该废除保障工人利益的劳动法、“同工同酬法”只会伤害妇
女权益、资源将要耗尽的预言只是庸人自扰、政府不应该直接资助公立学校、毒品应该合法化⋯⋯这
些似乎都不是“经济”问题。
    然而，经过半个世纪的洗礼，这些题材不仅都变成了经济学研究的典型领域，上述观点也逐渐构成
了自洽和相联的体系。
换言之，本部文集所讨论的种种话题，成了检验市场经济信念的试金石。
一位读者，如果反对本书的绝大部分观点，那么他很可能是对经济学思维一无所知的；如果他赞成本
书的绝大部分观点，那他很可能已经融会贯通了经济学分析方法；如果赞成和反对各半，那他很可能
还需要加强举一反三的练习。
    这是说，本书精彩纷呈的观点，背后有着一以贯之的逻辑：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需求之间的取舍
，哪里就适用于经济规律，哪里就自然是经济学研究的地盘。
在这种逻辑的驱使下，经济学本身，还有法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在过去半个世纪都经历了视角和方
法的革命。
这场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革命，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而加里·贝克尔教授本人，正是这场
运动的始作俑者之一。
    在1955年，加里·贝克尔以论文《种族歧视经济学》取得博士学位。
他认为歧视者必须付出代价，而市场竞争能减少种族歧视。
作者深信，人们总是以稳定的偏好，根据各种各样的约束条件，在谋求利益最大化和损失最小化。
有鉴于此，他继续把经济分析用到犯罪、毒瘾、执法、刑罚、家庭、离婚、生育和教育等领域，从而
引发了经济学对社会学、法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革新，而他的贡献也在1992年得到了诺贝尔奖的嘉
许。
    本书是加里·贝克尔教授（在其夫人吉蒂·贝克尔的协助下）在长达10年时间里对日常经济现象做
深刻思考和浅白解释的结晶。
它尤其适合三种读者：一是数学训练有余、世事所知甚少的经济学学生，他们在这里得到的不是乏味
的维生素，而是香甜有肉的苹果、鲜橙和香蕉；二是道德感有余、分析力不足的时事评论员，他们在
这里得到的不是心灵鸡汤，而是基于数据和逻辑的因果规律；三是对经济学怀有戒心的法学、社会学
和政治学学者，他们在这里感受不到咄咄逼人的气势，有的只是极具启发意义的新范式。
但不管是谁，看完本书都会说：这才是我们要的经济学。
    薛兆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2013年5月4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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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加里·贝克尔、吉蒂·贝克尔 译者:章爱民、徐佩文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    美国著名
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他因“把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推广到包括非市场行为的人类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而获得诺贝
尔经济学奖。
贝克尔教授是以经济理论来分析人类行为的先驱经济学家之一，著有《生活中的经济学》《反常识经
济学》《人力资本》《家庭论》和《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等作品。
吉蒂·贝克尔(Guity Nashat Becker)    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执教于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
在芝加哥念书期间，认识了加里·贝克尔，并结为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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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管制    在自由市场，宗教也兴旺(1996)    要求宗教权的呼声日益高涨，这让很多人感到不安。
但我认为，只要各个宗教在争取信徒方面是自由竞争的，而且没有哪个宗教得到政府的特殊关照，那
么这一现象就不值得担心。
    在竞争的环境中，福音派基督教、正统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组织要想吸引新教徒入教的话，它
们只有在满足精神需求和道德需求方面比主流教派做得更好才行。
大多数人认为，个人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即使他们是在困难的环境下长大的，也是如此。
他们希望通过宗教的布道来重申他们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由于主流教派没有强调人们需要发挥自我约束力和责任感，这些主流教派正在流失信徒，而这些信徒
正在流向那些宣扬更多传统教义的原教旨主义团体。
原教旨主义者也一直战斗在攻击那些分裂家庭、、色情和藐视权威等行为的前线。
    美国等一些国家形成了开放的宗教“市场”。
不同的教派和宗派通过精神引导和其他诱惑来为争夺新信徒而展开竞争。
竞争对宗教是有益的，就像对普通商品有益一样，因为在竞争压力下，宗教团体不得不学会比在他们
处于垄断地位时更好地满足信徒的需求。
保持竞争的态势    早在200年前，亚当·斯密就在他的《国富论》中提到了竞争对宗教组织行为的重要
性，只是大家没有注意到这一章。
他列举的大量证据表明，英国国教在英国政府赐予的特权地位的庇护下，已经开始对英国民众的宗教
需求变得漠不关心了。
斯密言之凿凿地声称，结束教会领袖的懒惰和冷漠的唯一途径就是解除他们的特权，让英国国教和其
他新教派之间展开竞争。
    托马斯·杰斐逊等美国开国元勋明白，建国后的教会和政府应该分离。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既不能立法支持宗教的建立，也不能禁止宗教的自由活动。
”政府和宗教之所以要分离，一个原因就是要强迫各个宗教在和竞争者争夺信徒的过程中保持竞争的
态势。
    圣塔克拉拉大学的劳伦斯(Lawrence)利用欧洲和北美的一些新教国家中的宗教虔诚度作为证据，检验
了斯密一杰斐逊原则。
他以定期去做礼拜的人数和宗教信仰的忠诚度作为衡量标准，结果发现，与单宗教国家的情况相比，
在拥有多个宗教且宗教之间相互竞争的国家，宗教对人们的重要性更大。
比如，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诸国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对宗教感兴趣，主要是由于当地的路德教会拥
有特权地位，且大部分资金由政府提供(当然，宗教和政府在瑞士已经开始分离)。
相反，在美国，不同宗派和教派之间为了争夺信徒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宗教在那里也很繁荣兴盛。
受到压制的宗教组织    在南美，天主教逐渐失去其强大的垄断地位，而原教旨主义新教正取而代之，
发展迅速，原因就在于太多牧师在一门心思追求政治目标的同时，忽视了人的精神需求。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政府补贴神道教(日本宗教教派的起源)，并歧视其他教派。
战争结束后，神道教的保护地位被废除，现在有成百上千个新教组织在日本兴盛起来。
这些宗教团体满足了神道教明显未能满足的精神需求。
    在当代，可以用来证明宗教需要竞争的最好例子来自东欧国家和苏联。
然而，自从苏联解体以后，宗教开始兴盛起来。
接受采访的俄罗斯人中，超过22％的人承认自己以前是无神论者，但现在信“上帝”了。
俄罗斯的6 000多所东正教教堂和修道院重新开放，而且许多其他宗教已经开始吸收信徒。
    这些例子表明，当宗教团体不得不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争夺信徒时，不论是自由的还是严格的宗教
团体都会更加有活力。
健康的竞争要求宗教市场保持开放，在这个市场中没有哪个宗教团体享受政府给予的特权或特殊保护
。
    解决过度捕捞的最佳方法，就是针对捕鱼量征税(1995)    每年我都会到马萨诸塞州的科德角海滨去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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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因此我知道，对当地民众来说，捕鱼这件事，不仅是食物的重要来源，也是当地居民维持生计及
休闲娱乐的重要途径。
不过，该地区正为应该如何控制滥捕鲈鱼而伤脑筋。
鲈鱼是一种味道鲜美的白鱼，长期以来深受当地食客喜爱。
从这一实例，可以看出政府要做出智慧的管制，总是存在磕磕绊绊。
    20世纪70年代，从缅因州到马里兰州外海一带的鲈鱼数量严重枯竭，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气候干
旱、繁殖海域的环境受到污染、过度捕捞等。
针对这种状况，马萨诸塞州及该地区其他各州决定对商业性捕鱼和休闲性捕鱼设定严格的配额。
过度捕捞未必是鱼类供应逐渐减少的主因，但环保主义者鼓吹，只要对捕鱼量设定配额限制，就能恢
复鱼类的数量。
    马萨诸塞州对鲈鱼的商业性捕获量设置了上限。
遗憾的是，以此来控制捕获量是个很糟糕的方法：它鼓励每艘渔船在捕鱼季节开始之初，就抢在其他
渔船之前先行大肆捞捕，以免当年的配额先被用完。
    “无鲈鱼可售”    1994年就发生了这样的状况——马萨诸塞州政府为商业性捕获设定的上限是20万
磅，但这个配额在7月底以前就用完了，往年渔季通常要到9月才会结束。
人们提前大量捕捞鲈鱼的结果是，在配额用完之前，渔民手上有大量鲈鱼待售，鲈鱼批发价格大幅度
滑落；但在配额用完之后，市场上没有足够的鲈鱼可售，价格自然急剧上扬。
这种对捕鱼量设定上限的做法提供了不当的激励，给当地渔民的生计增加了困难。
    P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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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位读者，如果反对这本书的绝大部分观点，那么他很可能是对经济学思维一无所知的；    如果赞成
这本书的绝大部分观点，那他很可能已经融会贯通了经济学分析方法；    如果赞成和反对各半，那他
很可能还需要加强举一反三的练习。
    ——薛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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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活中的经济学(珍藏版华章经典经济)》是加里·贝克尔教授（在其夫人吉蒂·贝克尔的协助下）
在长达10年时间里对日常经济现象做深刻思考和浅白解释的结晶。
它尤其适合三种读者：一是数学训练有余、世事所知甚少的经济学学生，他们在这里得到的不是乏味
的维生素，而是香甜有肉的苹果、鲜橙和香蕉；二是道德感有余、分析力不足的时事评论员，他们在
这里得到的不是心灵鸡汤，而是基于数据和逻辑的因果规律；三是对经济学怀有戒心的法学、社会学
和政治学学者，他们在这里感受不到咄咄逼人的气势，有的只是极具启发意义的新范式。
但不管是谁，看完本书都会说：这才是我们要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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