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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诺贝尔奖设立的唯一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经济学被人们誉为社会科学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
经济学研究的是与人最密切相关的东西，这是她经久不衰的真谛。
社会是由人联结的，人有多复杂多变，社会就有多复杂多变，因此，社会科学的一大特点就是相互联
系紧密，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
萧伯纳说，“经济学是充分利用人生的艺术”，此言不虚。
经济学的发展日新月异，行为经济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一场革命，否则，诺贝尔经济学奖也
不会连续授予行为经济学家。
社会科学应“以人为本”，行为经济学就是一门充分体现了“人文关怀”的学科一她还原了人性的本
来面貌，在研究经济问题中充分考虑到了影响人们决策选择的内外因素，包括人的情绪、人的社会角
色等；相较于其他学科，行为经济学特别关注人的普遍价值观、人渴望被认同、人有价值实现需要等
因素，并在实验设计、政策建议上充分考虑到了这些“人”自身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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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每个人每天都在面临选择和决策，但这些选择并非全都是“理性”的，恰恰相反，人们过去的经
验、满足的假想、不精确的参照系等因素的影响，时常会做出有损最大利益的“非理性”选择。
行为经济学更深地洞悉了人们思维深处的奥秘，指出生活中“荒唐”决策的本质，探究非理性行为的
规律，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会连续授给行为经济学家的原因。
　　人们很多看似荒诞的经济行为，其实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
着我们的生活。
比起亚当?斯密那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这只手更加敏感、细腻，带着浓浓的人情味儿。
研究人的行为规律，本来就是经济学永恒不变的主题，所以。
行为经济学跟每个人相关，跟每个企业相关。
它有时候像那个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虽然道明了真相，但是人在面对真相的时候多少有点尴
尬。
　　《生活中的行为经济学（上）》深入浅出地分析个人的日常经济行为（包括投资决策）以及商家
的营销策略，让人不仅看到普遍实例中非理性的思维根源，更有触类旁通的联想和分析，让自己成为
更为聪明的消费者和投资者。
　　《生活中的行为经济学（上）》分上下两册，本册主要解析人的日常消费行为中的误区，下册主
要解析行为博弈、时间偏好，金融市场的“奇异现象”以及个人投资决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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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钱和钱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心理账户第一节 心理账户：个人财务管理的捷径不同心理
账户里的钱不同买了新房子丢了旧家具第二节 心理账户如何运行?白马非马，赌资非钱抓大放小与意
外之财富豪抠门也正常，只是没到花钱时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时什么情况下，你可以忘记成
本?扔掉挤脚的鞋好消息与坏消息的组合本章小结第2章 保守与冒险——风险条件下的个人行为第一节 
给决策找一个标秆——参照依赖度量世界的标杆坐地日行八万里“朝三暮四”还是“朝四暮三”买了
鞭炮却让别人放第二节 损失>获得得而复失，甚于不得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表达的艺术”与
框架效应疯狂的赌徒第三节 几何级和算术级增长——敏感度递减钱，在什么情况下只是-个符号?——
韦伯-费希纳定律要不要为50块钱跑腿?第四节 心理概率：一百万分之一和一百分之一的区别杞人忧天
与买彩票天上会掉林妹妹吗?本章小结第3章 被营销改变的选择——行为营销经济理论第一节 看上去很
美天价的胸罩番茄酱是如何定价的?分两次失去10元钱第二节 什么改变了你的偏好?多出一支普通钢笔
之后你为什么选择中杯?决策之前的影响第三节 悄悄改变的心理账户北大周围的“何贤记”告诉你生
产过程的广告以旧换新优于打折供不应求为啥还定价偏低?“不满意全额退款”的秘密第四节 期待与
配套不开分店的钜记手信店“得寸进尺”与“先过分后让步”第五节 你怎么被说服的?“循循善诱”
的推销员练就三寸不烂之舌本章小结第4章启发和偏差——什么影响了你的判断?第一节 挖掘你的记忆
——可用性启发法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脑白金的广告哲学第二节 直觉抓出特征——代表性启发法
典型特征带来的偏差自我矫正与小数定律第三节 给你的判继找一个初始值——锚定式启发法初始值+
调整早餐店的秘密第四节 日久生情——熟悉性启发法第五节 孩子是自己的好．太太是他人的好——
禀赋效应与反禀赋效应谁动了我的奶酪?经济爱国主义太太永远是别人家的好本章小结第5章 凭什么相
信自己——自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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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行为经济学家称这个过程为心理账户的关闭。
在关闭心理账户的过程中，我们会经历巨大的痛苦。
像买鞋子的钱这种无法回收的成本，我们称之为沉没成本。
关闭心理账户的现象在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
比如，股票市场上，经常会出现购买股票之后，这只股票连续暴跌，丝毫不见有反弹的迹象，即通常
所说的“套牢”。
这种情况下，这只股票的心理账户已经不能给我们带来收益，适时将其关闭将是一个明智的抉择。
但是，正如之前所说，关闭心理账户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痛苦，因而卖掉这只亏本的股票会给股民们
心中造成巨大的痛苦，股民们形象地称这种行为为“割肉”。
了解了关闭心理账户的含义之后，还要明白，哪些因素会影响心理账户关闭的决策呢？
重新看买鞋的例子，考虑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花掉了500块钱来买这双鞋子；第二种情况，花2000
块钱来买这双鞋子。
在这两种情况下，心中纠结的时间以及不断“试穿”这双鞋的次数会有所不同吗？
理性地来看这个问题，会发现无论这双鞋子多贵，都已经不能带来任何好处；相反，穿得越多，越对
不住自己的脚。
因此，不管这双鞋多贵，扔掉这双鞋绝对都是一个适时而明智的选择。
但是，我们自身的生活经验却不是这样。
如果这双鞋只值500块，没准儿一个星期就会忘记它；而如果它值2000块，可能一个月之后还会常常记
起它。
也就是说，这双鞋越贵，就越不舍得扔掉它，还往往“寄希望于这双烂鞋”，幻想穿着穿着就不再挤
脚了。
以上的例子能形象地表明心理账户的关闭与在这个账户上的沉没成本有关，沉没成本的数额越大，关
闭心理账户所带来的痛苦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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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活中的行为经济学(上)》：一部关于幸福生活的决策全书，那些我们沾沾自喜的选择，往往是非
理性的。
投资行为的非理性陷阱。
为什么我们的很多决策常常“自欺欺人”?为什么不要送别人昂贵的日用品，而要送廉价的奢侈品?为
什么让赢了钱的赌徒离开赌桌更容易?为什么人总是“敝帚自珍”，同时又认为“太太是别人的好”?
为什么推销员会把产品的缺点一次性说完，却要像挤牙膏一样说出它的优点?为什么当面临得剑30元钱
时，人们倾于分两次得到，但令人惊讶的越，当面临失去10元钱的时候，很多人依然认为分两次失去
是个不错的选择？
为了回避损失，人们总是认为，现在的损失比以后的损失更让人痛苦，也就是说，不能简单地把损失
舍在一起发生，而是应该让它们分离，因为人们总是倾向于把令人厌恶的损失无限期延后。
为什么人们极少购买随机生成的彩票号码，却相信毫无科学性可言的彩票数字走势和规律分析，并以
此作为自己下注的依据？
当人们感觉自己能对事件施加影响时，往往会表现得更为自信。
从客观上讲，很多情况下人们根本不能影响事件，能够影响事件的感觉只是幻觉，行为经济学家称之
为“控制幻觉”。
为什么别猜你认为最漂亮的美女能够拿冠军，而应该猜人家会选哪个美女做冠军？
金融投资如同选美，其中的诀窍是，要猜准大家的选美倾向和投票行为。
不论是炒股票、炒期货，还是买基金、买债券，不要去买自己认为能够赚钱的金融品种，而是要买大
家普遍认为能够赚钱的品种，哪怕那个品种根本不值钱，这道理同猜中选美冠军就能够得奖是一模一
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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