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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学是一门实用的科学，它能让你变得更理性、更聪明。
用经济学破解生活影像，在生活中轻松学经济学，许多工作与生活中的难题就能迎刃而解。
本书的目标是，让你在轻松中学习，在学习中放松，在生活中逐渐认识和理解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做
一个理性经济人。
读完此书，你一定能学会如何更理性、更舒适、更精彩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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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耀文，湖南益阳职业技术学院经贸系主任。
1986年7月大学毕业后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一直进行经济学理论方面的研究。
先后在国家级、省级公开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主持或参与多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
曾参与策划与编辑《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穷爸爸，富爸爸全集》等多部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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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经济学的理论基石——理性经济人　　我们都是理性经济人　　13世纪，亚美尼亚作家奥洛
比安写过一则寓言，形象地展示了动物的本性：　　伶鼬是一种善于捕鼠的动物。
有一只伶鼬狂热地爱上了一个小伙子，它向爱神祈祷，把它变成一个美丽的少女。
爱神满足了它的心愿，它幸福地与自己心仪的小伙子结婚了。
在热闹非凡的婚礼上，突然一只老鼠从门口跑过去，这位新娘忘却了婚礼上的一切，狂奔过去追老鼠
。
　　这则寓言告诉我们：“本性难移”。
人和动物都是如此。
人的本性是什么？
经济学中的假设是所有人都是理性经济人。
　　理性经济人，又称作“经济人假设”，即假定人思考和行为都是目标理性的，唯一试图获得的经
济好处就是物质性补偿的最大化。
它包含两层意思：人是自利的，同时人又是理性的。
也就是说，每个人做事情都是为了有利于自己，并且每个人都知道做什么事情和怎样做事情才能有利
于自己。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一段话对理性经济人有较为清晰的阐述：“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
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我们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好
处。
”亚当·斯密的这段论述向我们表明：人和人之间是一种交换关系，消费者能获得食物和饮料，是因
为商家们要获得自己最大的利益。
　　欧文是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曾经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建立了历史上有名的“新和谐公社”
，建立“公社”就是基于人人都大公无私的人性假设。
　　1824年，欧文用20万美元在印第安纳州购买了3万英亩（1英亩约等于40.5公亩）土地。
于是，一个完全新型的“世外桃源”——“新和谐公社”就这样开始一砖一瓦地兴建起来了。
　　村外是红花绿草，交相辉映，青山绿水，蜿蜒曲折。
村内街道整齐，树木成列，各种公用设施一应俱全，会议室、阅览室、学校、医院，甚至临时休息室
，应有尽有。
街心花园恬静幽雅，温馨和谐。
　　欧文还带领全体公社成员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成果，他们规定，全体公社成员按照年龄大小从事
各种有益的劳动。
5岁到7岁的儿童，一律无条件入学。
8岁到10岁的儿童，除学习外，还要参加公社的各种有益活动和必要劳动，如修整花园、做家务等，从
中掌握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12岁以上的青少年，必须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在工厂、作坊等学习一定的手工技能，以便将来为参加
工作做好准备。
20岁到25岁的青年人，是公社建设的主力，因分工不同，有的在工厂做工，有的在农田参加农业劳动
，或是参加一定的脑力劳动。
25岁到30岁的人，每天只需参加两个小时的生产劳动，其余时间则从事公社的保卫工作和参与产品的
分配工作，也有一部分人从事科学研究和艺术工作等脑力劳动。
30岁到40岁的人负责管理、组织和领导各个部门的生产工作。
40岁到60岁的人，则主持对外交往，接待宾客或是产品交换等。
60岁以上的老人组成老人集体，负责捍卫宪法，维护宪法的尊严，监督宪法的落实等。
这样，“新和谐公社”所有成员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和谐”相处。
　　但一段时间以后，因成员觉悟水平不一，导致脑力劳动者日趋增多，而体力劳动者日渐减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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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技术工和一般工人匮乏，工厂、作坊经常停产关门，甚至连当时最先进的机器也不得不闲置起来
，如公社的一家染坊能与当时美国最完善的染坊相抗衡，但都无活可干，一个纺织厂每天能生产400磅
（1磅约等于0.5千克）棉纱、一个面粉厂每天能生产60桶面粉，都不得不时时停工。
还有一块大到3600英亩的麦田因缺少足够的劳动耕种而收成微薄。
这种情况，使欧文自己再也没有钱来补贴公社的逐日亏损了。
4年以后，“新和谐公社”宣告破产。
　　以经济学家看欧文的“新和谐公社”实验，其结果注定是失败的。
因为，在经济学家的眼里，千差万别的活生生的人都是理性经济人：不懈地追求自身最大程度满足的
理性的人。
显然，经济人都是自利的，以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为自己的追求。
当一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面临若干不同的选择机会时，他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经济利益的
那种机会，即总是追求最大的利益。
　　理性经济人是自利的，但自利并不完全等于自私。
举个例子说，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由于相信上帝，充满了行善的愿望，他人得到幸福时，他会觉得自
己也幸福——他是自利的，但并不自私。
　　可能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如果人人都是理性经济人，都是理性且自利的，社会秩序不会变得紊
乱？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给出了回答：“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处于本意的
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也就是说，人人都是理性经济人，更能在客观上维护社会的秩序。
　　相反，在一个社会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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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社会根本就无法运转和生存。
　　当然，现实生活中，这种完全利他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社会以及经济活动中，人人都是理性经济人。
比如说买一件商品时，都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绝不会希望买“物次价高”的商品，因为在
经济活动中他会保持最大的自利。
　　可以说，理性经济人是经济学的最基本概念之一。
　　欲望改变人生　　在《东坡志林》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两个穷困潦倒的人，互相谈着自己
的志向。
一个说：“我这辈子一直没有吃饱饭和睡好觉，将来一旦得志，我一定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就吃。
”另一个说：“我和你不一样，一定是吃了又吃，哪有空去睡觉！
”　　人在行为过程中，总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就导致了欲望的无限性。
欲望是一种心理现象，是主观上的需要。
20世纪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需要层次理论，把人由欲望产生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
、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与自我实现需要。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人的需要也是从低到高依次实现。
　　需要层次理论表明，人首先满足最基本的欲望，然后才会去追求其他更高的欲望。
低层次的欲望比较容易得到满足，较高层次的愿望较难得到满足。
　　“生死根本，欲为第一”，欲望是人性的组成部分，是人类与生俱来的。
欲望是指一种缺乏的感觉与求得满足的愿望。
　　人的欲望是多种多样、无穷无尽的。
市场经济是一个充满欲望的社会，而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满足自己欲望的权利都是平等的。
经济学家承认欲望是人的本性，而且肯定欲望是人自身提高和社会进步的推动力。
正是由于欲望的无限性，人才会不断提高，社会才会不断进步。
　　在市场经济中，人对财富的欲望是无可厚非的，而且这种欲望顺应人性，顺应社会发展的规律。
市场面前人人平等，市场不偏爱特权阶层，也不偏爱穷人。
不论你是什么人，都要遵循经济规律，这样才能获得财富。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活中的钱规则>>

在市场经济中，你所创造的财富越多，就能生活得越好，享受更优质的服务，赢得他人更多的尊重。
因此，欲望是创富的内驱力！
　　经济学家在肯定欲望的同时，又警示人们不要贪婪。
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对利己导致的欲望和贪婪进行了区分，欲望可以通过合法途径和正
当努力来实现，而贪婪则是通过非法途径与不正当努力来实现。
　　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就描述了一个有关贪婪的故事：　　一个老头儿和他的老太婆生
活在大海边，住在“一所破旧的小木房里”，老头儿天天撒网捕鱼，老太婆天天纺纱织布。
　　一天，老头儿捕到一条金鱼，不要任何报酬，将它放回了大海。
但是，老太婆知道这件事以后却破口大骂，硬逼着老头儿去向金鱼要一只新木盆。
金鱼满足了老太婆的要求。
但是老太婆又破口大骂，让老头儿再去要一座木房子。
金鱼给了她一座木房子。
　　随后，老太婆又三次向金鱼提出要求。
第一次，老太婆表示“不高兴再做平凡的农妇”了，她要做“世袭的贵妇人”。
金鱼满足了她的要求。
第二次，老太婆声称“不想再做世袭的贵妇人”，“要当个自由自在的女皇”。
金鱼又一次满足了她的要求。
第三次，老太婆声称她已经“不高兴再当自由自在的女皇”，而“要当海上的女霸王”，并且要金鱼
亲自侍奉她，听她使唤。
这一次，金鱼不但没有答应她的要求，还收回了以前送给她的一切。
当老头儿从海边回来时，他看到的“仍旧是那所小木房”，老太婆面前“还是那只破木盆”。
　　金鱼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已经看出老太婆贪婪的心是永远不会满足的。
　　欲望和贪婪只是一念之差，其实质却有根本不同。
合理的欲望是成功的推动力，贪婪却是滑向地狱的牵引力。
　　经济学正视人类欲望的无限性，人们在法律和社会伦理准则许可范围内极力满足个人欲望的动机
与活动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
通过消极地控制人类欲望是不会增进人类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通过对人类无限欲望的因势利导，激发
出对于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创新与奋斗精神，最终会开创繁荣富足的社会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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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启迪理性一人的智慧头脑，成就经济人的财富人生。
　　经济学与生活息息相关，人人都应懂一点经济学，做生活中的理性经济人，破解身边的经济学影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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