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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济学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曾经有个笑话说智商在60以下的人都可以成为经济学家。
众所周知，一般人的智商都在90～100之间，智商在70以下的人都属于智障。
那么也就是说，智障的人也可以成为经济学家。
虽说这话稍有些夸张的成分，但正如某人经济学家所说，经济学无非是一门研究人们日常生活事务中
活动与思考的学问，一般人经过努力也都可以成为经济学家。
　　经济学真的有这么容易懂吗？
为什么当我们接触到这样GDP、绿色GDP、CPI、PPI、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等这样一些词时，我们
还是一头雾水呢？
为什么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样才算是通货膨胀，还是不知道人民币是升值好还是不升值好？
不知道什么叫积极和紧缩的财政政策？
确实，即便是大学毕业，面对这样一些经济学的词汇，我们可能还是不知道这到底是些什么玩意儿。
其实道理可能很简单，因为我们平时在接触到这样一些词汇时，往往呈现给我们面前的可能只是一个
概念的诠释，一堆干巴巴的文字堆砌在一起，读起来似懂非懂的。
但如果我们采取这样一种方式，或者理解起来就是不一样。
想必大家都10比9大，但是在经济学中，10却不如9大，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些有趣的故事。
　　在现实生活中，或许大家都可能会发现这样一些简单的现象：女人都喜欢一直都出来29岁的年龄
，可能谁都不想成为30岁的女人哪？
而男人呢？
也一样！
49属于壮年，还是一朵盛开的花，而50岁，这朵花可能就已经枯萎了。
这虽然是一种心理上对年龄的一种抗拒，但是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就经常会感觉9比10要珍贵。
所以我们在商场或者超市看到商品的定价，即便是9.99元的商品，商场也不会把价格定为10元。
　　或者这些生活中的事都还不足以说服大家相信10不如9大。
所以我们再来看看这样一个故事。
丰收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了，但是农民却也经常为“丰收年的贫困”担忧。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去年农民收了9吨麦子，而今年收了10吨，但是结果10吨麦子换来的钱还没有9吨换来的多？
为什么收获多了，收入反而降了呢？
因为丰收年，整个市场的收购价就会降低，折回到农民身上，丰收年的10吨麦子收入还不如去年的9吨
多。
其实这种现象在市场上经常都会发生。
在经济学上，之所以会出现10不如9大的理论，其实是因为9比10更稀有，而越稀有的商品，其价值就
会越高，也就是说如果钻石跟水一样多了，人们结婚的时候可能就不再稀罕什么钻戒了。
　　通过上面这个故事中我们了解到了商品的价值与供应的关系，也明白了商品稀缺性，也知道了为
什么商场及超市的价格为什么会热衷于9的原因。
通过这样一些有趣的故事，我们对于这些经济现象也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
如果我们能够将之前一头雾水的词汇也都用一个故事来讲述的话，我们可能真的就能成为一个经济学
家了，即便成不了，至少也能了解一些市场的规律，理性地选择消费，成为一个理性的社会人。
该书就是根据这样一个初衷，为读者呈现最有趣故事，让读者在故事中了解到身边的一些经济学原理
，比如为什么女人的衣服扣子在左边，而男人的却在右边，为什么牛奶装在方盒里，而可乐却装在圆
瓶子里？
为什么看似斤斤计较，实则是处处吃亏？
也能从故事中了解一些经济学原理，明白从房子、股票、黄金⋯⋯中选择我们应该投资的种类，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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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大蒜、绿豆、萝卜、青菜⋯⋯你该生产什么？
消费什么？
从而从一个经济学的门外汉成为经济学“专家”做一个聪明、理性的社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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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什么女人的衣服扣子在左边，而男人的却在右边？

为什么牛奶装在方盒里，而可乐却装在圆瓶子里？

为什么看似斤斤计较，实则是处处吃亏？

万物皆有价，一切都是经济！

本书通过有趣的故事，将经济学全面解构。
甩掉复杂的公式与冗长的定义，让你在轻松幽默的故事中感悟经济学的智慧。
读懂了书中的故事，也就有了对经济学全盘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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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吃狗屎”创造的社会财富——GDP　　▲一分钟经济学故事　　吃狗屎也能创造1亿GDP？
来看一个笑话。
　　经济学研究生甲和乙一同在路上走，这时他们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一坨狗屎。
看着狗屎，甲对乙说：你把它吃了吧，我给你5000万。
听了这话，乙琢磨一下，心想：这么容易就赚5000万，臭就臭吧，大不了得到钱就去洗胃。
想着，他便把狗屎吃光了。
　　两个人继续向前走，虽说是有说有笑，但心里难免都有点不平衡。
甲白白损失了5000万，乙倒是赚了5000万，可一想到吃了坨狗屎心里就不舒服。
　　这时，他们发现不远处又有一坨狗屎。
为了让自己找到一点心理平衡，乙指着狗屎，对甲说：你把它吃了，我也给你5000万。
甲有点犹豫，但一想到可以把之前损失的5000万赚回来，他也就不在乎了。
乙不是也吃了吗？
于是，甲也把狗屎吃了。
　　这下，二人的心理都平衡了。
然而，继续往前走，他们越发觉得不对劲，两个人的资本一点也没有增加，反而一人吃了一坨狗屎。
最后他们决定去找教授诉说。
听了他们的话，教授慈爱的安慰他们说：同学们，你们应该高兴啊，因为你们仅仅吃了两坨屎，就为
咱们国家贡献了1个亿的GDP！
　　▲一分钟经济学诠释　　虽然是一则笑话，但笑过之后我们可以深刻感到，无论是两名学生还是
教授，对于GDP的不甚了解直接导致了笑话的产生。
为了避免这种笑话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有必要对GDP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GDP，即国内生产总值，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
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
它不但可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更可以反映一国的国力与财富。
一般来说，国内生产总值共有四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其中包括消费、私人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额
。
　　GDP用公式表示为：GDP=CA+I+CB+X式中：CA为消费、I为私人投资、CB为政府支出、X为净
出口额。
其测算有生产法（GDP＝∑各产业部门的总产出－∑各产业部门的中间消耗）、收入法（GDP＝∑各
产业部门劳动者报酬＋∑各产业部门固定资产折旧＋∑各产业部门生产税净额＋∑各产业部门营业利
润）、支出法（GDP＝总消费＋总投资＋净出）三种。
　　对于研究生甲和乙来说，他们既没有为国家提供食品、服装等有形的货物，也没有付出科、教、
文、卫等方面的服务。
在每人吃了一坨狗屎后，他们各自都没有产生更多的价值，他们手中的钱丝毫没有折损，和之前比，
既没有赢利也没有利润可言，更没有投资。
所以，他们只是吃了两堆本不能算到GDP里的垃圾，完全没有教授所言的创造价值。
　　关于GDP，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他将GDP比做描述天气的卫星云图，能够提供经济状况的完整图像，帮助领导者判断经济是在萎缩还
是在膨胀，是需要刺激还是需要控制，是处于严重衰退还是处于通胀威胁之中。
没有像GDP这样的总量指标，政策制定者就会陷入杂乱无章的数字海洋而不知所措。
　　由此可见，GDP犹如宏观经济的晴雨表，衡量着所有国家与地区的经济表现。
在国际社会中，一个国家的GDP与该国承担的国际义务、享受的优惠待遇等密切相关。
例如，联合国决定一国的会费时，要根据其“连续6年的GDP和人均GDP”；世界银行决定一国所能
享受的硬贷款、软贷款等优惠待遇时，也是根据“人均GDP”。
GDP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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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20多年，中国比世界任何其它地方都更关注GDP，追逐GDP。
作为中国经济的第一指标，GDP核算已经成为我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了解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手段，
以及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和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
　　但是，GDP毕竟只是宏观经济的一个指数，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并不能准确反映经济发展的所有
问题。
GDP数字增长的背后可能存在对资源环境的浪费破坏和人力物力的浪费。
比如，只要采伐树木，GDP就会增加，但过量采伐后会造成森林资源的减少，GDP却不考虑相应的代
价。
　　此外，天灾人祸和灾后重建也能让GDP增长。
如：城市不断建路修桥盖大厦，由于没有科学规划或是因为质量原因，没多久就要拆除翻修，马路拉
链每次豁开，挖坑填坑，GDP都增加了一次。
　　GDP增长了，可是牺牲了环境，滥用了资源，在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还违背了追求GDP的初衷，
即全民的不断进步的幸福生活，这样的GDP增长是以牺牲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为代价，实在不可取。
好在现在大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注重环境核算的问题，提出来了“绿色GDP”的概念。
这值得我们探索和研究。
　　▲一分钟知识链接　　GNP，即国民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所有常住机构单位在一定
时期内（年或季）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成果。
一个国家常住机构单位从事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国内生产总值）在初次分配过程中主要分配给
这个国家的常住机构单位，但也有一部分以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等形式分配给该国的非常住机构单
位。
同时，国外生产单位所创造的增加值也有一部分以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等形式分配给该国的常住机
构单位。
从而产生了国民生产总值概念，它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加上来自国外的劳动报酬和财产收入减去支付给
国外的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
　　国民生产总值与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有所区别，一是核算范围不同，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都
只计算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成果，而国民生产总值对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成果都进
行计算。
二是价值构成不同，社会总产值计算社会产品的全部价值；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在生产产品和提供劳务
过程中增加的价值，即增加值，不计算中间产品和中间劳务投入的价值，国民收入不计算中间产品价
值，也不包括固定资产折旧价值，即只计算净产值。
　　国民生产总值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
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可以计算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增长率）。
　　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方法有三种：　　（1）生产法（或称部门法），是从各部门的总产值（收
入）中减去中间产品和劳务消耗，得出增加值。
各部门增加值的总和就是国民生产总值；　　（2）支出法（或称最终产品法），即个人消费支出+政
府消费支出+国内资产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和库存净增或净减）+出口与进口的差额；　　
（3）收入法（或称分配法），是将国民生产总值看作为各种生产要素（资本、土地、劳动）所创造
的增加价值总额。
因此，它要以工资、利息、租金、利润、资本消耗、间接税净额（即间接税减政府补贴）等形式，在
各种生产要素中间进行分配。
这样，将全国各部门（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的上述各个项目加以汇总，即可计算出国民
生总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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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经济学家的思想无论是否正确，其力量之大都超过对他们的普通理解。
事实上，世界总是受这些思想统治的，许多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影响的实践家却往往是某个已故经济
学家的奴隶。
”　　——凯恩斯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
”　　——马歇尔　　　　“学习经济学的目的不是找到一大堆答案来回答经济问题，而是要学会不
要被经济学家欺骗。
”　　——琼·罗宾逊　　　　“学习经济学并非要让你变成一个天才；但是，如果不学经济学，那
么命运很可能会与你格格不入。
”　　——萨缪尔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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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最有趣的故事导航，引领对经济学的全盘认知；甩掉那些复杂的公式，抛掉那些冗长的定义。
让你在轻松幽默的故事中感悟经济学的智慧。
读懂了书中的故事，也就读懂了对经济学的认知。
　　最实用的经济学幽默读本，让你对经济了然于心；你不是天生穷苦，只是还没开窍。
正确运用经济学知识，让你有钱有快乐。
　　简洁、快速，三分钟搞定经济学；1分钟故事+1分钟经济学阐释+1分钟知识链接=3分钟搞定
；GDP、CPI、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拉弗曲线、破窗理论、博弈论、财政赤字、通货膨胀、银根
紧缩、市场泡沫、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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