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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前，有一个幸运的人被上帝带去参观天堂和地狱。
他们首先来到地狱。
只见一群人，围着一大锅肉汤。
但这些人看来都营养不艮、绝望又饥饿。
仔细一看，每个人都拿着一只可以够到锅子的汤匙，但汤匙的柄比他们的手臂长，所以没法把东西送
进嘴里。
他们看来非常悲苦。
紧接着，上帝带他进入另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和先前的地方完全一样：一锅汤、一群人、一样的长柄汤匙。
但每个人都很快乐，吃得也很愉快。
上帝告诉他，这就是天堂。
这位参观者很迷惑：为什么情况相同的两个地方，结果却大不相同?最后，他终于看到了答案。
原来，在地狱里的每个人都想自己舀肉汤；而在天堂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用汤匙喂对面的另一个人。
结果，在地狱里的人都挨饿而且可怜，而在天堂的人却吃得很好。
这个寓言有助于说明什么是经济学。
人类要生存就离不开物质财富的生产。
但是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不同的人际关系安排，生产财富的效率是非常不同的。
经济学就是研究人类社会如何组织，实现高效地生产财富的一门学问。
经济学能够解释为什么美国人富有，同样的劳动在美国获得的报酬比较高，人们都想移民到美国去。
目光肤浅的人往往以为那是因为美国的科技发达，但懂得经济学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
经济学不仅仅回答当今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而且回答人类历史何以在19世纪之后进入了财富的高
速增长期。
当然也能够回答我国改革开放25年，怎么实现了人均收入长了四五倍，以及今后收入增长的潜力还有
多大等等。
这样一门学问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从内容上看，经济学主要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微观经济学。
只要市场在，供不应求涨价，供过于求落价．我们永远可以以合理的价格买到东西，永远不会饿死人(
除了身无分文的人)。
如果大规模饿死人，那是因为市场被破坏。
或者由于战争，或者由于人类的愚蠢。
少数人饿死，是因为没有钱，不是没有粮。
因为有价格的波动，和人类追逐利益的本性，各种资源会随着价格变化而流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电厂生产出来的每千瓦时电有许多种用途，在价格的引导下它会被用于最迫切需要的地方。
同时由于替代的可能，粮食可以用水果、肉类来替代，石油可以用煤炭、原子能来替代等等，社会的
生产和消费结构具有弹性，以适应地球资源的约束。
市场非常重要，它保证我们能以合理的价格买到所需要的东西。
通过市场的竞争，生产和需求能够匹配，经济结构能够经常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人口、资源、偏
好和科技的进步。
市场竞争能够消除低效率的生产和消费，保持社会以高效率完成经济活动。
市场既然如此重要，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市场是如何建立、维持，或者被破坏的。
这个经验可以从人类历史中去发掘，也可以从当今世界的现实比较中去认识。
建立市场经济的困难何在?首先是人在法律面前的地位平等。
在权势社会中，统治者不需要遵守法律，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欺侮百姓。
平民百姓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他们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很容易被权势者剥夺。
人们争做有权有势者，实在不得已才去从事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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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剥夺别人财富越来越困难，代价越来越高，人们转向生产财富而不是争取权势。
不过市场经济把人们分成有钱人和穷人，钱能够交换权，所以法律上的平等并不容易做到，富人往往
得到更多的法律保护。
其次是财产权的确立。
私人所有的财产应该受到严格保护，不受任何权势人物的侵犯，特别是不受政府的侵犯。
财产权得不到保障，通过巧取豪夺就能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交换还有什么意义呢?政府侵犯私人财
产往往有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这就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建立。
财产可以找一个理由来侵犯，以后就后患无穷，社会将陷入剥夺和反剥夺、革命和反革命的混乱和无
序。
再就是个人自由的承认和确保。
个人有权创业，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选择自己所喜欢的职业，可以辞职不干，有权选择交换对象
，可以讨价还价。
在一个权势社会中，权势者往往限制别人的自由，以扩大自己的自由，用各种似是而非的口号为特权
者额外的自由寻找借口。
由此可见，法律面前平等也好，财产权的保障也好，自由也好，对这一切造成障碍的就是特权。
市场经济之前和之后作比较，就是特权的受制约。
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志，也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结论。
然后我们要学宏观经济学。
虽然从微观上通过价格波动，供应和需求经常处于均衡状态，不会买不到东西，也不会卖不掉东西，
但是如果家庭的储蓄不等于社会的投资，全社会在总量上发生供需的不均衡，于是发生萧条或者过热
。
此时价格起不到均衡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作用，要靠市场之外的力量，就是政府。
这是凯恩斯在二次大战以后提出的宏观经济理论。
1929年在关国爆发了后来波及全球的经济大萧条，将近十年的萧条损失的财富相当于一次世界大战。
当时大家不懂凯恩斯学说，执行了不少倒行逆施的政策，否则情况不至于如此严重。
现在类似于1929年的大萧条已经不可能再发生了(但是别的危险仍然存在着)，因为世界各国都用凯恩
斯理论作为宏观经济调整的指导。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有实用价值、最成熟，研究的人也最多的一门学问。
它既非常深奥，又平白易懂，就看我们怎么学。
一个人不学经济学也能懂一般的经济规律，比如说物以稀为贵，这就是经济学。
但是学过经济学就懂得更深刻，问题看得更透。
而且能够用经济学的规律来解释世界，判断事物的是非，估计局势的发展。
我们还能够发现，由于古人不懂经济学，人类的发展大大地延误了，而且至今类似的错误还一犯再犯
。
可见普及经济学知识有多么重要。
经济学又有助于我们懂得人生，建立良好的人生观，处理好和周围人群的关系，懂得个人的社会责任
。
学好经济学，不但自己享受人生，同时也能帮助别人享受人生；懂得怎样赚钱，怎样花钱，要做钱的
主人，不做钱的奴隶。
但是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同样是学，学得深，学得浅，大不一样。
小学生读孔子的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和成年人读的感受完全不同。
一方面透彻的理解需要生活经验，另一方面，更需要深入的思考。
同样年龄的人，有的显得肤浅，有的比较深刻，差别就在能不能思考。
青少年是处于人生最重要的阶段的一群人。
他们的人生观开始形成，他们观察社会，学习如何处理人和人的关系。
可是现在的学校里并没有很好的关于人生观和正确认识社会关系的课程。
教育部门不是不想，而是没找到合适的切入点，来讨论怎样建立符合社会需要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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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学经济学可能是一个合适的切入点。
本书作者岑科先生是学经济管理出身，但是他的经济学修养相当好，由他来编写这本书是再恰当不过
了。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改变目前学校里的经济学脱离实际，内容沉闷，逻辑不清的种种毛病，开辟出一条
教授经济学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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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家的经济学(修订版)》的目的，就是想通过一些浅显的案例来告诉读者什么是经济学。
现在经济入门的图书充斥书店，《大家的经济学(修订版)》与它们不属同类，易懂自然很重要，但如
果没有深度则毫无意义。
《大家的经济学(修订版)》通过通俗的话题，深入浅出地分析经济问题。
这本书能够改变目前学校里的经济学脱离实际，内容沉闷，逻辑不清的种种毛病，开辟出一条教授经
济学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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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总是希望价钱越低越好；而卖主总是希望价钱越高越好。
但上面故事里的人正好相反，买东西的人要抬价，卖主却要压价，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君子国”。
按照通常的想象，如果一个社会中大家都无私谦让，时刻替别人的利益着想，那一定是一个和睦安康
的社会。
但在“君子国”里我们看到，为了让自己吃亏、让别人受益，人与人之间同样出现了纠纷和争执。
故事中幸好有一个老人做裁判，才勉强平息了纠纷。
前面我们讲到，作为一种生物，人必须懂得自利才能生存在世界上。
另一方面，在生物进化中，舍己为人的无私行为有利于一个群体的生存与发展。
这样一来，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人能不能仅仅在面对自然界的时候才讲自利，而在人与人之间都讲
无私奉献?既然利他主义是值得鼓励的，是不是把所有人都变成利他主义者，祛除一切私心杂念，就能
把世界变成美好的人间?不要小看这个问题。
历史上的很多有识之士，正是因为看到追求自利给人们带来的纷争和痛苦，所以提倡大公无私、舍己
为人，希望以此建立一个和谐美满的社会。
他们中甚至有人根据这样的思路，进行了各种形式的社会试验。
这些试验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种努力遭到失败的根本原因。
现在我们来设想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是真诚的、纯粹的慈善家，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是
为了让别人过得更好；他宁愿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促成别人的幸福；他们这么做是发自内心的、全
心全意的。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会发生什么?每天，当一个人醒来，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对别人行善，同时不让别人
为自己受累。
起床之后，他会慌慌忙忙地寻找别人头一天换下的睡衣来清洗，还要把自己的脏衣服藏起来，以免让
别人找到。
接下来是，你掏钱为我买饭菜，我掏钱为你买饭菜。
结果钱没有少花，饭菜却浪费了很多。
吃完饭之后，没有一个人会把碗放下，那样的话会有人抢着帮他洗碗。
为了避免让别人帮自己洗碗，每个人都把碗拿在手里，一直到下一顿饭。
如果遇上灾荒，粮食歉收，那么大家在吃饭的时候一定是你推我让，谁多吃一口就会惭愧得比死还难
受。
于是大家就会比赛看谁吃得最少。
这样一来，后果肯定是一个个面黄肌瘦，身体虚弱，疾病缠身。
到了医院，如果是公费医疗，一定要少吃药，尽可能不住院，这样才能为国家节省医药费。
如果钱不是问题，那么每个人也会时刻关心着其他的病人，不断把医生和护士赶去照顾其他的病人。
这样，每个人推三阻四，延误治疗，最后很可能病情恶化，光荣牺牲。
即使没有生病，每个人也会面临自己的终身大事。
为了促成别人的幸福，每个人都会争先恐后地替别人介绍对象。
如果别人没有结婚，自己就绝不结婚。
因为每个人都要把别人的幸福放在自己的幸福的前面。
但所有人都同时找到满意的对象是不可能的。
于是，为了坚持让别人先找到幸福，每个人都不结婚。
这些人慢慢变老，有一天他们都去世了，没有留下后代，这个社会就消亡了。
通过上面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出：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每个人都大公无私，奉行完全的利他主义，不
仅避免不了纠纷，而且这个社会根本就无法运转和生存。
所以说想通过改变人的自利本性来追求美满社会的想法是行不通的。
先不说人的自利本性能不能改变，就算可以改变，想象中的幸福生活同样不会出现，社会反而会陷人
混乱和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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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每个人的利益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如果人们以利他为原则。
往往找不到利益的落脚点。
因为别人想要什么，你不可能完全清楚。
你根据自己的想象去为别人追求利益，往往会张冠李戴，甚至颠倒是非。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喜欢安静，有的人喜欢热闹；有的人喜欢吃素，有的人喜欢吃肉⋯⋯如果每个
人都坚持用自己的标准去为别人谋利益，往往导致的是灾难。
打个比方，在一个由狗和兔子组成的社会里，如果奉行利他主义，狗就会把自己找来的每一块骨头都
塞给兔子，而兔子总是把自己得到的青草硬推给狗，结果双方都无法存活下去。
进一步分析，你会发现，完全的利他主义存在逻辑上的内在矛盾。
拿“君子国”的故事来说，一个人如果把钱看作利益，为了利他，就要不停地给别人送钱。
另一个人呢?如果也把钱看作利益，他就不能收这份钱，如果收了钱，他就不再是一个利他主义者。
如果他不把钱看作利益，他可以收下了第一个人给的钱，但这样一来，第一个人又不能再称为利他主
义者，因为他做的事并没有给别人带来好处。
除非两个人喜欢钱，并把所有的钱不停地推来推去，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利他主义。
但这样的情况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
可见完全的利他主义社会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利他主义要成为现实，必须有一个接受利益的对象。
如果人人都要奉献出自己的利益，只好把这些利益扔到大街上。
所以说利他主义是和自利行为相辅相成的，有一次利他行为，就必然有一次自利行为。
不仅如此，利他行为必须有条件、有限度地施行。
如果无条件、没有限度，利他行为就不能维持下去。
比如说有两只兔子，第一只兔子是利他主义者，它总是把得到的青草全部塞给第二只兔子，而第二只
兔子只是接受恩惠、永不回报，那么第一只兔子一定会死去，利他行为也就停止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无条件的利他行为将为另一批人提供白占便宜的机会。
比如一位学雷锋的好心人为附近群众免费修理锅碗瓢盆，于是在他面前排起了几十个人的长队，每个
人拿着一个破损待修的器皿。
这样的场景经常被当作宣传好人好事的典型，可事实上除了那个修理人，其他几十个人不是来学雷锋
做好事的，而是来捡便宜的。
这时候如果有人再找一位做好事的人义务替他排队，他就更捡了便宜。
由此推论，一个社会中如果大多数人都做到无私奉献、舍己为人，就很可能被少数人利用，肆无忌惮
地满足自己的私欲。
总之，利他行为只能根据双方自愿的原则，有条件、有限度地施行。
人们不仅要在面对自然界的时候讲自利，在社会交往中也要讲自利。
纯粹无私的社会不可能存在，追求完全的利他主义将导致社会的混乱和灾难。
但最后要强调，虽然不能把无私奉献作为社会交往的根本原则，生活中仍然需要无私谦让的精神。
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情况下，利益的界限并不清楚，或者人与人之间处于不对等的地位。
这时候，只有有人暂时牺牲自己的利益，奉行利他主义，才能避免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使社会和谐地
运转。
例如几个人一起，共同完成一项工作或科研成果时，我们很难分清楚谁的贡献到底是多少。
这时候，如果有一笔科研奖金发下来，要分配奖金时就没有一个精确的标准。
如果人人都想多得一点而不是少得一点，就会发生纠纷。
这样的事例多得不胜枚举。
如果大家各不相让，最后只能不欢而散，事业垮台。
再有，当人们处于不对称的地位时，牺牲自己帮助别人就成为一种必要。
一个不识水性的人落水遭到危险，他需要别人来救助。
这种情况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可见：青年人对于老年人或儿童，男人对于女人，健康人对于生病的人—
—更一般地，强者对于弱者，地位都是不对称的。
这就需要前者照顾后者，因为每个人都可能落到弱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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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在一个社会中存在人与人的处境、条件不对称，舍己为人、先人后己才成一种道德要求。
一个处处克己奉公，把别人的利益看得比自己利益还重的人，是一个高尚的人、值得尊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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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4年1月，我和茅于轼先生在广州见到了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先生。
他表示，他想为自己集团所属的中学编写一本经济学教材，在中学开设经济学课程，并向其他学校推
广。
这就是这本书的缘起。
基于这个背景，这本书希望做到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当然，这也是一切优秀教材和图书努力的方
向。
至于本书是否做到了这一点，有待读者的评判。
不过我希望，以后读者买书和作者出书的时候，都应该注意这一点。
除了不够通俗有趣，以往的经济学教材还存在一个通病：内容割裂，不能把制度经济学、微观经济学
和宏观经济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当前的大部分经济学教材一开始就讲市场的供求和价格，可是最基本的问题——市场是怎么来的?——
却只字不提。
这无疑是给读者设置了一个障碍。
而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割裂，更是困扰经济学教学的头号难题。
本书希望改变这种状况。
所以，这本书一开始就讲人的本性，讲法律和道德如何形成，构建了社会。
然后讲社会制度如何演变，产生了市场经济。
接下去，再讲述市场中的供求和价格。
这就是制度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内容。
至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衔接，本书强调“一般均衡”的概念。
在微观经济学中，一般均衡是人们在市场上追求自利、讨价还价的结果，也是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
的表现。
这一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论述，也是整个经济学的核心。
在本书的宏观经济学部分，经济增长被视为创新的结果，经济波动也被解释为一般均衡发生变动的过
程。
这就使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有了一条共同的逻辑主线。
鉴于200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了动态一般均衡理论，我对本书的知识结构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充满信心。
这些介绍可能使部分读者感到头疼，但不必介意。
之所以说这些，是为了强调这本书与其他经济学教材的不同，也是为了向有兴趣深入学习的读者提供
一个指引。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参考了大量文献资料(见参考书目)，还引用了其中的一些内容。
我向这些文献的作者和出版者表示感谢，也向有兴趣深入学习的读者推荐这些书。
我声明，如果引用出现问题，我负完全责任。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曾向茅于轼先生和薛兆丰先生征询意见，也得到了信孚集团孙红璎小姐的帮
助，在此一并感谢。
我对信力建先生的远见卓识表示钦佩。
我希望他倡导的中学经济学常识普及教育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中国社会的转型和进步充实
观念基础。
我期望读者通过电子邮件cenke888@163.com与我联系，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再版，并且越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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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在学过多年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之后，才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学！
　　——读者 何成纲本以为经济学是晦涩难懂的，但书中幽默风趣的讲解、丰富生动的事例，颠覆了
我对经济学的一贯成见。
　　——读者 黄子由这本《大家的经济学》很有创新，至少读起来很有意思，通俗易懂却不显肤浅。
我个人认为，这本书在很多细节上比我在英国用的经济学教材还要出色。
　　——读者 张珩胤拜读您所著《大家的经济学》后赞叹不已，其实我一直苦干缺乏好的经济学教材
推荐给学生，您所做的真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基础性工作，感谢您！
　　——读者 陈圳我从小就对经济学很感兴趣，读了一些书。
但是都很难坚持下去.因为里面的说教太缺乏吸引力。
我想您的书是我读过最系统、最详细、例子最易懂的书。
　　——读者 林霖读了您的《大家的经济学》，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我觉得这本书很适合非经济学
专业的人阅读。
真希望您的书能让更多的人阅读。
　　——读者 雪柔对于像我这样只具有零星的经济学知识和个人的一点理财经验的人，这本书太合适
了。
每读完一章都觉得搞懂了一点概念，加深了对国家和个人经济事务的理解。
　　——读者 老熊这本书给我很大的收获，我之前对于什么是经济学、它研究什么问题之类的都很模
糊。
望您能继续努力，让本书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精彩！
　　——读者 覃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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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家的经济学(修订版)》第一版读者反馈：本以为经济学是晦涩难懂的，但书中幽默风趣的讲解、
丰富生动的事例，颠覆了我对经济学的一贯成见。
修订版新增18篇茅于轼专栏作品，以经济学原理剖析社会现实。

Page 1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家的经济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