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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提起经济学，人们往往将其与“发财致富”联系起来。
其实这是莫大的误解。
试看一些商业杂志每年推出的所谓“富豪排行榜”，上榜之人几乎没有一个是研究经济的，甚至根本
不知经济学为何物。
而那些满腹经纶的经济学者，却大抵“解名尽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
可见，学习经济学并非是致富之道。
经济学原本就不是一门研究“赚钱之道”的学问。
    经济学研究什么？
研究生活在真实世界里的人们的行为。
人间是热闹的所在，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经济学就是观察这纷纷扰扰的世界的一个角度，或者说一个维度。
不是唯一的角度和维度，但无疑是重要的。
以愚观之，倘要深切地了解这个真实世界，经济学是不可或缺的，其重要性远在人们的想象之外。
    收集在这里的文章，就是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或维度，好奇地观察和打量着发生于身边的林林总总，
试图解释和揭示那些人、事背后的内在经济逻辑，而行文也力图轻松从容。
因为个人之见，文章之道，不外乎思想与情趣。
说得直白一点，无非是要“有意义”，而且要“有意思”，缺一不可。
强调前者易失之于干枯，致力后者易失之于肤浅。
子日：“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君子之道，亦文章之道也。
    西方一位作家在文稿杀青之后曾经这样感叹：“总算写完了。
它也许不是最好的，但只要写完了，总是好的。
”这话，实在是“于我心有戚戚焉”。
断断续续地写了一年，其中的甘苦，可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如今收拢起来出版，自然是值得高兴的。
本来，“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自个儿高兴也就得了。
但据说“独乐乐，不如与众乐乐”，所以不揣浅陋，发表出来，“或于世道人心不无裨益云尔”。
    是为序。
    201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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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现象纷繁复杂，让人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感。
如何在表象之下，看清事情的真相？
《乡愁的成本：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学》关注与百姓日常经济生活中的林林总总，从宏观的经济运行到
微观的经济生活，无不涉及。
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对经济时局、政策走向、社会民生、日常生活予以审视，深入浅出地道出其内在的
本质，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看懂一个真实的中国经济。
相比枯燥难懂的高头讲章，它生动活泼；相比快餐式的经济时评；它专业独到。
犀利华彩的文字，独特深刻的见解，淋漓充沛的激情，让你在准确把握经济生活脉动的同时，别有一
种阅读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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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华说，原名郁忠华，经济学硕士，主任记者。
长期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走向。
著有《百姓身边的那些事》（书中的文章被《读者》、天津日报读书版、《书摘》、《中外书摘》转
载）。
在《经济问题探索》、《经济问题》、《经济学消息报》等多家经济学核心刊物发表过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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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辑 民以食为天 “万人抢萝卜”的经济分析 “免费午餐”与营养改善计划 两个菜场的故事 阳澄湖
大闸蟹需要打假么 “价格虚高”是一个问题么 “不打压猪肉价格”论的谬误 “天价榨菜”惹了谁 “
无利可图”的馒头：红旗能扛多久 乳业标准的争辩双方错在哪里 西瓜、膨大剂以及讯息费用 饮料业
的“瘦身”游戏 面包店前的队伍 “菜贱伤农”背后的经济逻辑 食品安全事件与香港老太的故事 “农
超对接”为什么“叫好不叫座” 平价商店的“秘密” 食盐抢购风波与羊群效应 茅台为什么能“想涨
就涨” 第二辑 “长安居，大不易” 保障房何以成为“关系房” 楼市维权风波：表象与真相 “明码标
价”管不了价格 限购、局限条件及其他 楼市拐点渐行渐近——浅析新一轮房地产调控 “有法不依”
：一个经济学解释——从房屋租赁管理新政看法规的实施 地方政府为什么喜欢用“房补”吸引人才？
 第三辑 红灯停，绿灯行 收费公路的争议 一厢情愿的“公交学生班车” 航空燃油附加费“内升外降”
为哪般？
 外地“的哥”入沪的背后 “加价提车”是“钱多人傻”么？
 生产厂商、经销商与“加价提车” 出租车涨价后，为什么客流会出现“先降后升” 京沪高铁：票价
与速度 物流成本高企源于“与民争利” 高速公路收费究竟是高是低 “公车私用”与“道德神话” 计
重收费与超载治理 摇号上牌：黄牛的盛宴——浅析北京的交通新政 第四辑 一言难尽话税负 减税的话
题 从经济角度看“加名税” 税收为什么——浅说税收问题之一 税收的代价——浅说税收问题之二 税
收的归宿——浅说税收问题之三 第五辑 喧闹的十字街头 天真的幻想——火车票实名制会让“黄牛”
束手么 “社会性讨薪”频发的背后 行业收入差距与银行利润 徒劳的“限广令” 《金陵十三钗》：片
商为什么完胜院线 电信联通垄断案：一场争夺垄断权的竞争 承诺是靠不住的——再谈电信联通垄断
案 书店的新陈代谢 苹果代言风波 淘宝“围城”：门槛与算盘 从温州企业老板“跑路”说到“高利贷
” 东部为什么比西部更“绿色”？
 从讯息费用看“跌倒干预指南” “金缕玉衣”与灵魂之价 二线洋品牌受推崇为哪般 “零投档”预示
着什么 “钱荒”的真相 慈善之困：竞争的缺席 由北大“富豪校友”风波想到 碳交易：节能减排的市
场解决之道 “减负”为什么成为一句空话 商务部、市场与猪价 分工与市场范围：一个企业的例子 “
电荒”与“油荒”：价格管制惹的祸 信息不对称与北大“会商事件” 无稽的“垄断”——浅析日化
产品集体涨价 GDP是个什么东东？
 提前出现的“民工荒”预示着什么？
 “社会办医”能否破解看病困局 从联通的“停机合约”说到捆绑销售 第六辑 世事洞明皆学问 戏说“
男人有钱就变坏” 饭店包房为什么设“最低消费” 乡愁的成本 “门面转让费”是什么玩意儿 谫论“
合影经济” 成本的概念：戏说上海高考作文 从“怎么给领导开电梯”说开去 也说“阿富汗牧羊人” 
看客现象：道德困境与利害计算 鱼塘的价格歧视 《佣金分配表》背后的消费者行为 闲话“出名要趁
早” 控烟之困：价格的缺席 曝光“陋习市民”的经济分析 商人的慈善之道 幸福可以计量么 超市进场
费的背后 大学生与农民工的薪水：不靠谱的比较 从经济角度看《春天里》的风波 市场对谁更有利：
富人还是穷人 有偿失物招领”有何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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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天价榨菜”惹了谁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据说，这是中国人传统的为人处世之箴言。
不过，从现实来看，似乎是过时了，或者说为现在的人所不屑。
对很多人来说，在这个人声嘈杂的时代，沉默是有落伍之嫌的。
 这些日子，一包小小的榨菜，拨动着众多人的神经。
在中国，涪陵几乎是榨菜的代名词。
涪陵榨菜之声名，几乎人人皆知。
这一原本普通的大众食品，因为一则消息的披露，不经意中闹出了大动静。
那消息说，涪陵榨菜公司推出了一款600克装的沉香榨菜，零售价达到2200元，是迄今为止涪陵榨菜最
高端的产品。
 一包榨菜，要卖2200元！
自然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冷嘲热讽者有之：这年头太疯狂，榨菜都卖出燕窝价了；顾影自怜者有之：一个月的工资就只够买包
榨菜了；忧国忧民者有之：榨菜本是大众消费品，非要赶奢侈大集，前途一定很“咸”；当然，更多
的是慷慨激昂的痛斥：这是炒作，这是作秀，这是厂家策划的恶意“炫富”⋯⋯ 这样的言论，外强中
干，表面上气势汹汹，实则虚弱得不堪一击。
咸菜为什么不可以卖出鲍鱼价？
市场上一两块钱的榨菜遍地都是，嫌2200元的榨菜太贵大可以不买，是不是？
这2200元的榨菜无论是卖得出去还是卖不出去，那都是企业自己的事情，你操哪门子心呢？
生意人都知道，好货还得勤吆喝。
试看市场之上，哪家企业不在炒作，哪家公司不在作秀？
 更为荒谬的声音，是居然还有人认为“榨菜价格畸高，政府不作为”。
总算重庆市物价局的脑子清醒，回答得干脆利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是不能随意干预企业定
价行为的。
榨菜并不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多年来一直是自主定价，不需要到物价部门备案，无论其行为
合理与否，2200元的定价肯定不违法。
” 毫无疑问，2200元的榨菜是一种市场营销行为，一种品牌推广行为。
其目的，无非是想要提升产品的定位和形象。
用该企业负责人的话说，是想“把榨菜打造成高端产品”。
一个企业有这样的追求和志向，非但无可指责，而且应当加以鼓励，尤其是在当下的中国。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痛心疾首于“中国制造”与中低档产品联系在一起，痛心疾首于中国已成世界第
二经济体，却鲜有世界级的品牌。
以时下的舆论而言，最为热门的经济话题之一，就是有关奢侈品的议论。
在中文世界里，奢侈品具有明显的贬意，从客观的角度看，其实以“高档商品”名之更为合适。
这些日子，媒体纷纷报道说，中国已经成为奢侈品消费大国，而且有望在一两年内登顶第一奢侈品消
费国。
不止此也。
由于国内外价格落差，中国的消费者前赴后继地到国外“扫货”，据说令外国人为之惊叹。
这种消费的外流，自然有多种原因，但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国内企业生产奢侈品或“高档商
品”能力的欠缺。
倘若国内也能够生产出众多的奢侈品或“高档商品”，则进口的奢侈品在国内的价格不会如此之高，
而国人的消费也不会外流到如此程度。
自然，打造“高档商品”非一日之功，需要日积月累地努力。
但倘若连尝试的想法都没有，何谈实现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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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学研究什么？
研究生活在真实世界里的人们的行为。
人间是热闹的所在，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经济学就是观察这纷纷扰扰的世界的一个角度，或者说一个维度。
不是唯一的角度和维度，但无疑是重要的。
以愚观之，倘要深切地了解这个真实世界，经济学是不可或缺的，其重要性远在人们的想象之外。
收集《乡愁的成本: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学》里的文章，就是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或维度，好奇地观察和打
量着发生于身边的林林总总，试图解释和揭示那些人、事背后的内在经济逻辑，而行文也力图轻松从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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