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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晃，这本书出版20年了。
    这二十年间，此书重印了两次，再版了一次，书名从最初的《求解命运的方程》，改为《经济人生
》，两版之间有过一些大小标题上的润色，但内容基本没有改动。
不曾大卖，但也总有人在问起，长期处在断货的状态中，经常会有出版社问及再版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这二十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生了许多的变化，我们的生活，发生了许多的变化。
因此，人们每每提及再版时，通常都会问，是否可以根据社会的变化而做些改动与增补，使其更针对
当下的新问题与新情况。
毕竞，这是一部关于“人生”的书，生活变化了，今天年轻人的生活内容与20年前年轻人相比，有着
许多的不同。
20年前，这本书我已经是在电脑上写成的了，但还不是笔记本电脑，那时还没有手机，生活中还没有
互联网，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还是很有保障的，而工资还只有几百块。
    但是我一直没有同意进行改动。
我也许完全可以针对当今的新问题写一本新的书，但这本书就是二十年前写成的书，它引用的实例，
是那个时代（甚至是更早些时候）的生活，它们当然会对那一代人有着特殊的意义，但也许对后人也
有史鉴的意义，就像我们今天读几百年前的书仍会饶有兴趣一样。
    更重要的是，这本书的初衷，就是要用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来分析我们的百味人生与万千世象；用经
济学的逻辑体系，将我们人生中所面对的问题进行一些系统的梳理与分析。
就是想告诉人们，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因其一般，所以普遍，既可分析历史，也可分析当下，不会因
时过境迁而失去效力。
分析的实例总是具有历史的特点，但其中的一般道理，没有什么两样。
而且事实上，今天当我自己为了再版重读时，我发现现在人们纠结着的各种问题，本质上与20年前没
有什么两样，本书基本也都涉及了：无论何时，我们都在努力地追求自己一生幸福的最大化或痛苦的
最小化；我们都在问“什么是幸福？
”“你幸福吗？
”或者“为什么我不幸福？
”（经济学的基础性的，也就是“深层次”的分析变量其实不是金钱，不是收益与成本，而是“幸福
”与“痛苦”。
）我们每天都在做着两难的选择（“经济学就是关于选择的科学”），只不过20年前由于社会制度的
局限，我们的选择范围小一点，今天人们面临的可能是“八难选择”（其实最初是“八难”，筛过两
轮后真正面临的还是“两难”）；我们的每一个决策，小到买个东西，大到就业应聘，都面临着各种
“预算约束”——这是对各种约束的一个统称，包括金钱的约束或能力的约束，资源的约束或制度的
约束；20年前的贪腐行为与今天的贪腐行为有着不同的规模，但腐败行为是“利用公权谋私利”这一
本质没有什么两样。
社会对我们每个人的重要性，总是在于你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会面对别人、社会所有的人也
要争取他或他们利益最大化这一前提条件的制约；你与上级和同事的矛盾、那些你死我活的公司政治
，或者“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斗争，不过就是这种利益冲突的不同的具体表现而已。
自己少年不努力，不能不断改进和提高自己的生产力，就没有市场竞争力，在激烈的竞争中就会被淘
汰；社会可以给你一些“保障”，但你还是会在差距中处于劣势，等等。
尽管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我们20年前面对的问题，与今天的年轻人所面对的问题，本质上是一样的。
    作为一名经济学者，我在本书中隐含着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学一点经济学知识，这或许会
使我们活得更“明白”一些。
它不一定能解决你的问题，但总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你的问题，并给出一些“政策建议”。
纠结总是有的，但总是可以少一些困惑。
掌握一些经济学原理，我们就可以举一反三，对今天的事情多明白一些，20年后也可用来分析那时的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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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一版，我还是没有作大的改动，原稿呈现给读者。
    也因如此，这里要感谢东方出版社，同意我再版原文。
包括上一版的前言与跋，也原文收录。
这样做，可能书因此不那么“时髦”，面临经济收益减少的风险，但出版社对作者意愿的尊重，使我
深受感动。
    以往人们对本书有着各式各样的评论，今天我诚惶诚恐地期待着当下读者的批判。
    樊纲    写于2013年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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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人生》中，作者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以最浅显的经济学理论提供了对许多重要人生要素的解
读，比如，我们应该怎样看待金钱与权力，怎样看待能力与性格。
作者展示了如何用“需求与供给”的经济学理论分析竞争与创新，在诸事不可兼得的“边际条件”下
，人们应该如何做出选择。
作者以经济学中的“外部效应”解释了我们所处的“竞争性社会”的规律；从“收益与成本”理论出
发，论证了人，特别是年轻人，应该怀有对“成就”的偏好，不能过于“闲在”。
通过阅读《经济人生》，读者会领悟到，我们在人生中可能面临的种种选择，都可以得到经济学的分
析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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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樊纲，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转
轨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
早年上山下乡，1982年由河北大学经济系（七七级）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经济系，主攻“西方经济学”专业，1985年至1987年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
，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至1993年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1994至1995年任经济研究所副
所长。
1996年起创办国民经济研究所；2006年起兼任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
2006-2010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委员会委员。
2004年被法国奥弗涅大学、2010年被加拿大皇家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2005、2008、2010年，樊纲连
续三次被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与英《观点》杂志评选为“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2010年为“世界100位思想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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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新版自序／1 序（1999年版）／5 选择与约束 无处不在的约束／3 机会并不均等／4 选择的余地／9 社会
进步的意义／14 幸福的评价 多样的幸福／21 闲暇的快乐／25 “机会成本”／26 “均衡”与“中庸”
／31 “偏好”的差异 分析与假定／39 先天的爱好／40 “养成的”兴趣／46 “无为”与“野心” 不同
的“活法”／55 “为过”和“未为”／60 嫉妒与“攀比”／65 金钱与权力 金钱的悖论／7l 权力与约
柬／77 “为他”与“为己” “利他主义”／86 个别与一般／89 欺骗与道德／93 能力与性格 天赋的差
异／99 生活的积累／105 复杂的性格／110 真诚与宽容／116 需求与供给 竞争与创新／121 社会的需要
／123 “时髦”的风险／127 机会与诱惑／132 投入与产出 生活的艰辛／136 没有免费的午餐／137 “多
样的人生”／143 预期与风险 预期的作用／151 “风险”的把握／155 求解“人生方程” “人生方程”
／163 “理性”是否存在／166 偶然性的作用／170 两难选择之一：“是否回国？
”去与留的难题／180 “梁园”确有好处／181 与己无关的享受／186 事业的“情结”／190 外来人的位
置／196 “代价”与“良心”／200 两难境地之二：“下海”的诱惑 面对新的环境／205 重新审视自己
／207 没有轻松的人生／210 皇冠上的明珠／215 跋／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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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从对闲暇的分析，可以引出许多有意思的结论。
比如，它可以使我们保持一种无忧无虑、轻松乐天的生活态度，多看生活中积极的一面，在平凡中发
现无处不在的生活乐趣。
有钱可以“悠闲”，没钱照样悠闲，但它也可能产生一种“阿Q”精神，把贫穷叫“简朴”，称懒惰
为“不争”，自己消极混世，还说出一套“闲适”的穷酸道理误人子弟。
得意时踌躇满志，到处贴上“闲谈不得超过三分钟”的条子；失意时又要作慷慨激昂状，大骂努力进
取者为“俗气”。
不过我们可以先不管这些。
闲暇可以提供满足的道理，在经济学的意义上可以首先把我们引到经济学的另一重要概念：机会成本
。
 所谓机会成本，基本的意思就是有一得，有一失，“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经济学的老祖宗，英国的亚当·斯密曾经说过（大意）：国王会羡慕在路边晒太阳的农夫，因为农夫
有着国王永远不会有的安全感。
这话中包含着许多层含义，其中一层就是说，国王的权势也是有代价的，至少是以那种“安全感”为
代价———你要有权势就不能不时时防范有人在搞阴谋诡计想要暴动叛乱、篡党夺权，而你要有农夫
那样的安全感就不能有国王的权势。
不过经济学中机会成本概念的意思要更狭一些，它往往特指在“资源是有限的”这个前提下，将一种
资源更多地用于这一目的，便不能更多地用于另一目的。
经济学中最普通的一个例子就是“黄油与大炮”：一个国家总共有那么多的资本和劳动，既要生产黄
油（消费品），又要生产大炮（武器），多生产了一吨黄油，就要少生产（比如说）两门大炮，这时
那少生产的两门大炮，就被称为多生产一吨黄油的“机会成本”。
 一个人生到世上来，至少拥有一种“天赋的”资源，那就是时间，每天24小时，每年365天，一生七
八十年。
人与人之间在时间资源问题上可能也是不平等的。
有的人体质好些可以长寿，有的人则半路夭折；有的人反应快些，读书一目十行，外文过目成诵，于
是他的时间比别人的“密度”更大，一天等于人家两三天；更有些奇才天生可以少睡觉，别人要睡8
小时，他只需打个小盹，所以每天就比别人多赚好几个小时。
但无论如何，就每一个人来说，时间资源对他总是有限的，多有多的有限，少有少的有限。
因此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所能干的事情就是有限的：读书了就不能看报，打牌时无法打球，今天要开会
读文件，研究怎么管理国家大事，就不能去跑买卖看摊；今晚要去官场上应酬，就无法到商场上去交
易（“官商一体”的情况当然要另作分析），而且，当过官可能不妨碍你去经商，但在有些社会环境
下，经商者恐怕很难在官场上得到大家的认同；要想做学问，就得多花工夫多读书，你就只能有较少
的时间去经商挣钱或开会升官。
有的人特别“能干”，一生能成就许多事情，有时似乎是一心几用，似有分身术一般，同时干着升官
、发财、做学问的事业，这除了可能是因为他天赋特高、特别能干之外，无非是由于前面所说的原因
：他的时间“密度”比别人高，或者特别善于利用时间、抓紧时间，在有限的时间里同时做成好几件
事。
可是仔细分析起来，机会成本对这样的人也同样适用：他尽管比别人做的事多，但毕竟不能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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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求解命运方程——一位青年经济学家关于人生的说法》一书的修订本。
那本书1993年出版以来获得了不少读者的厚爱，当时也获得了几个国家级的奖项。
两次印刷都是不久便脱销，而且因销售渠道方面的问题，全国多数地方从未售过此书。
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来信询问如何能搞到此书。
因此便有了再版的打算。
承蒙广东经济出版社的支持，现在能在修订的基础上再版，并有了一个新的书名：《经济人生》。
    几年来，此书获得了些褒扬，也得到了一些批评。
褒扬的话我不多引了，只想提到来自一位同行的评语。
这位同行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来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系任教的中国学者钱颖一。
他1994年回国在北京大学研究生院讲学，读过此书后向北大的经济系同学们推荐，说此书可用三个英
文词加以评价：一是“Honest”即真诚，因为他认识我、了解我，所以知道我在书中讲的是真话；二
是“Reliable”即可信，因为他也是学经济学的，所以知道书中所说的理论与所作的分析是可以信赖的
知识；三是“Relevant”，即是说，书中所阐述的道理，的确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相关的，读来是有
用的。
毕竟，来自同行的褒奖，是最可贵、最值得珍重的。
    下面我要谈一些有关的批评，特别是来自两位作家的批评。
    第一个批评关系到本书的写作形式。
在一次写作研讨会上，作家陈建功指出，本书读来让人感到缺乏节奏感，许多地方有了很好的素材，
完全可以描写得再丰富些、充实些、形象些，读来也可以使人更轻松些。
这是一个十分中肯的批评。
我第一次拿到印好的书翻开来读的时候，自己也感到它节奏太快、“密度”太大，“读起来很累”；
本想轻松一回，写出一个轻松的东西，但没想到写出来大部分的地方还是上句赶下句，一个观点接一
个观点，缺乏起伏与节奏。
我想这是我的“职业习惯”所致。
我们习惯了的是写理论文章，而理论文章的要求是处处“惜墨如金”，前提条件说清为止，逻辑推理
到家为止，举例也是点到为止，不得多“哕唆”一句，不靠形象描述取人，也不靠堆砌文字赚取稿费
。
本以为自己过去多少也学过一点文学创作，但没想到十几年的理论生涯，已经把自己“磨炼”到了积
习难改的地步。
当时曾经想到如果有机会重写或修订，一定想办法克服这个缺憾，力求使形象再生动一些，行文再轻
松一些，“拉”得再开一些。
但是后来，一些读者的评论却使我有了另外的想法。
有几位读者告诉我说，他们把这本书读了“两三遍”；有的还说他们就是把它当做一本经济学入门的
教科书在读（或是让他们的孩子把它当教科书来读）。
我想这可能就是一本由搞理论的人写的“理论性”稍强的通俗读物可能应该拥有的特殊之处——从内
容上说它是通俗的，但写法上仍是理论性的，仍然需要让读者多一点思索，而不是像文学作品那样使
人们在读故事当中、从形象的描述当中获得教益。
我反正也不擅长以文学家的手法写作，现在学习那种写法还可能搞得不伦不类，还不如继续保持我的
这一特殊的“风格”，反倒能给读者一点有特色的东西。
所以，真的到有机会修订的时候，我反倒决定对全书不做大的改动了，基本让它保持了原样。
    第二个批评来自作家梁晓声，这关系到本书的内容。
他在他的《九三断想——谁是丑陋的中国人》中提到了我的这本书，以及与这本书有关的他与我的一
次“争论”。
那指的是：在一次讨论有关“人生观”问题与社会现象的写作计划会上，我发言时表达了本书中的一
个观点，即我们不能强求人们都按一种方式生活，各种活法对不同的人来说可能都是最好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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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也不能总是教人们应该如何活着。
梁先生听后不以为然，说不能认为那些堕落的活法是好的活法，社会总得有点“正确与错误”、“好
与坏”的标准与主张，等等。
后来，梁先生在他的著作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讨论那次的争论，解释他当时还没有看我的这本书，
对我的思想不大了解，并还向青年朋友推荐我的书等等。
当然，更重要的是在书中进一步阐发他的观点，仍然认为我们不能容忍堕落，书中充满着一种义愤、
一种激情、一种正义感。
他对于他与我的差异的解释是：“⋯⋯还由于，我们对现实社会的，以及我们写一本书时的立足点和
视野的幅度是分明有很大差别的。
”他说我是在为那些正常的、有理性的人们写一本如何理性地分析人生与社会的书，是在“摈除了‘
恶’的‘活法’之后，对普通人的‘活法’娓娓的论说”；而他所要做的则是要在善与恶之间划出一
道界限，正是要面对、批判我们现今社会的种种“丑恶”的“活法”。
    但我想我与梁先生的差别恐怕首先是职业上的差别。
我是搞经济学的。
经济学要研究的是人们如何追求与实现自己的“最大满足”。
问题在于如我们这本书中所说，关于什么是“满足”这件事对不同的人是不同的，而不同的“口味”
、不同的“偏好”，说到底也就是人的不同的“价值观”，其中就包括“道德观”，因为不同的“偏
好”也就是一个人关于“什么好”、“什么坏”，什么较好、什么较坏，什么“值”、什么不值、什
么不那么值等等的一种评价。
为了挣点钱，不顾“廉耻”，说明对于他来说，那些“钱”要比他的“廉耻”更“值”；“舍己救人
”，说明他认为“救人”很“值”或“救人”这件事好，“见死不救”不好，等等，这与我认为喝酒
比抽烟好，你认为猪肉比羊肉香的道理是一样的。
问题在于，经济学作为一种实证科学，在它的分析过程中，假定各人不同的偏好是“事先给定的”、
“已知的”。
这其实就是在说，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对你有什么样的价值偏好、道德标准，没有办法，“管不着”
，我们只是在你们已有的价值标准条件下研究你的行为和你的行为的后果，以及你的行为对社会上他
人的影响，或者告诉你怎么才能实现你的愿望，或者告诉别人怎么“对付你”，你又怎么“对付”他
人。
原则上说，经济学家就其职业本身来说，可以为希特勒服务（第三帝国有从职业标准上说很合格的经
济学家，虽然我们作为个人来说不能从人格上、道义上认为他“好”），也可以为丘吉尔服务；可以
为黑帮服务，也可以为政府服务。
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就其学科、就其职业来说是“道德中性”的，经济学家是“不讲道德”的。
经济学家只从一个角度谈“道德”、谈“价值观”，那就是分析不同的道德观、偏好体系会对经济行
为有哪些影响，要求社会经济制度做怎样的改进，道德观、价值观变化的经济原因，以及道德观、价
值观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所会产生的各种影响。
但经济学家对价值观、道德观本身的“好与坏”不做评价。
经济学分析离不开道德、价值观一类的东西，但他们只是经济分析的前提之一、“约束条件”之一，
而不是经济学的分析对象本身。
当然，经济学家也是人，作为个人，他当然可以就价值观、道德观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但他这样做
的时候应该明确地意识到并告诉他人，他只是作为个人而不是经济学家在发表看法，因为从经济学本
身中我们得不出关于道德观的论断（其实，从任何可以称为“科学”的学问中都得不出这样的论断）
。
    什么人“管这件事”呢？
伦理学家、政治家（不是政治学家）、文学家以及“牧师”等等一切用各自的方式管理“意识形态”
的人们（当然还有我们每个人，即作为无“职业特征”的社会的普通人）。
是他们在构造着、改变着、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是非观，等等；是他们在就什么是好、什
么是坏、什么正确、什么错误进行着研究与评判，教导着人们应该这样生活而不是那样生活，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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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而不是做那样的选择。
总之，那正在作为文学家的梁晓声的“职业范围”之内。
    作为一个一般个人，我非常赞赏梁晓声关于善与恶的“道德批判”，非常支持他对当今各色“丑陋
的中国人”、对各种丑陋的、不道德的、邪恶的、不顾廉耻的种种社会现象进行鞭挞。
但是，当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写作时，或者，在给出“经济学家关于人生的说法”的时候，我还是只
能做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职业范围内的事，也就是只做实证分析，不做道德批判，也不管这种实证分
析的适用范围究竟只是对“一般的正常人”呢，还是对所有的人。
我如果什么都想管，我就可能什么都管不好，不能为社会提供一些“专门性的知识”。
    以上是本书出版以来所收到的几点较为重要的评论与批评。
这些都是十分善意的评论，我衷心地表示感谢。
把它们记录在此，让读者们有所了解，也是为了使读者们更好地了解此书，并提出你们的批评与忠告
。
    最后，我要感谢为此书付出辛勤劳动的编辑们。
编辑杨刚是“逼”我写出此书的始作俑者，我一直怀着感激之情。
此次修订再版，则靠了责任编辑积极的推动和细致的工作。
    樊纲    1999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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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人生》编辑推荐：“庸庸碌碌”是一辈子，“轰轰烈烈”也是一辈子。
读过《经济人生》，你将以更理性的态度审视人生，做出最聪明的人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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