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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济学就是幸福学    1776年，获得极高赞誉的《道德情操论》的作者、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受
朋友之邀，着手著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国富论》。
亚当·斯密当初并未预料到自己即将问世的著作将会对自己，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产生的重大影响。
除英国本土外，欧洲和美洲各国无不为之疯狂，亚当·斯密也因此获得“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
企业的守护神”的美誉。
    亚当·斯密并不是经济学说的最早开拓者，他的许多著名思想也并非新颖独特，但他首次提出了全
面系统的经济学说，为经济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经济作为一门学问的历史也从此开始。
    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正如美国经济学泰斗保罗·萨缪尔森所说：“学习经济学并非要让你变成一个天才，但是不学经济学
，那么命运很可能会与你格格不入。
”在当前这个经济占主导的社会里，无论是政府的决策，还是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都
无时不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当然，我们关心经济学，最重要的是，“经济”和“财富”是一脉相承的。
虽然懂经济学不一定会让你成为富翁，虽然金钱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这世上能像金钱一样能左右
人的东西还是少之又少。
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
看懂经济学，会让你离财富更进一步，经济学就是幸福学！
    因此，了解经济的人越多，个人、国家就越富有。
如果你希望随心所欲地享受富足的生活，就应该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用经济学家的思维来看周围世
界的发展和变化，让自己更具智慧和眼光。
    基于此，我们编写了这本向广大读者普及经济学知识，扩大阅读视野，融趣味性、专业性、全面性
和实用性于一体的趣味经济学读本。
    我们以当前最权威、最专业的经济学著作为蓝本，以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为主线，从生活化的场景出
发，寓深奥的经济知识学于精彩的案例中，让你在轻松愉悦中学到最有用的经济学知识，不仅能领略
经济学的思想魅力，对经济学有个全面透彻的了解，而且能学以致用。
    在本书编写的过程中，我们广泛参考了现有的经济学著作以及相关网络、报刊的案例、材料，在此
向诸多专家及学者深表谢意。
由于编者知识及经验有限，本书难免存在纰漏之处，还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经济学本身就是有趣的，人类的生活同样充满神秘。
现在，让我们一起用经济学的金钥匙，开启你精彩的人生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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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正如萨缪尔森所说：“学习经济学并非要让你变成一个天才，但是不学经济学，那么命运很可能会与
你格格不入。
”在当前这个经济占主导的社会里，无论是政府的决策，还是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都
无时无刻不在左右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当然。
我们关心经济学，最重要的是，“经济”和“财富”是一脉相承的。
因此，了解经济的人越多，个人、国家就越富有。
如果你希望随心所欲地享受优越的物质生活，就应该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以经济学家的思维来看周
围世界的发展和变化，让自己更具智慧和眼光。

　　本书从生活化的场景出发，以经济学家的视角分类解读，力图为读者呈现浅显易懂的经济学常识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对经济学有个全面透彻的了解，并且能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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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026绝对自由带来的副作用——市场失灵 在很多西方经济学家眼里，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是
最完美的调节机制。
然而，绝对的完美是不存在的。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有自己难以克服的弱点和软肋，在经济学中用市场失灵这个概念来表示。
 1929～1932年经济大危机就是一次典型的市场失灵。
1933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40％，各国工业产量倒退到19世纪末的水平，世界贸易总额
减少2／3，美、德、法、英共有2977家企业破产。
 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这场经济危机宣告了古典经济学“市场神话”的终结，“市场失灵”这一经济
术语在西方经济学界被广泛使用。
导致市场失灵的因素主要有：外部性、公共物品、收入分配不均等。
 1.市场不能保持经济的综合平衡和稳定协调的发展 市场调节实现的经济均衡是一种事后调节并通过分
散决策而完成的均衡，它往往具有相当程度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由此产生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和经济总
量的失衡。
此外，市场经济中个人的理性选择在个别产业、个别市场中可以有效地调节供求关系，但个人的理性
选择的综合效果却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行为。
例如通货膨胀发生时，作为理性的个人自然会做出理性的选择——增加支出购买商品，而这所产生的
效果便是集体的非理性选择——维持乃至加剧通货膨胀；同样，经济萧条时，也会因每个个体的理性
选择——减少支出而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行为——维持乃至加剧经济萧条。
市场主体在激烈的竞争中，为了谋求最大的利润，往往把资金投向周期短、收效快、风险小的产业，
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
 2.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最终必然走向垄断 因为生产的边际成本决定市场价格，生产成本的水平使市场
主体在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同地位，进而导致某些处于有利形势的企业逐渐占据垄断地位。
同时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一些市场主体往往通过联合、合并、兼并的手段，形成对市场的垄断，
从而导致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扭曲。
 3.市场机制无法补偿和纠正经济外部性 外在效应是独立于市场机制之外的客观存在，它不能通过市场
机制自动减弱或消除，往往需要借助市场机制之外的力量予以校正和弥补。
显然，经济外在效应意味着有些市场主体可以无偿取得外部经济性，而有些当事人蒙受外部不经济性
造成的损失却得不到补偿。
前者常见于经济生活中的“搭便车”现象，即消费公共教育、公用基础设施、国防建设等公共产品而
不分担成本；后者如工厂排放污染物会对附近居民或者企业造成损害，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对
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等承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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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读越有趣的经济学》从生活化的场景出发，以经济学家的视角分类解读，力图为读者呈现浅显易
懂的经济学常识，让你在轻松愉悦中对经济学有个全面透彻的了解，并且能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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