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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写给所有对经济学感兴趣的人士。
　　经济学俨然已经成为一门科学，从1969年开始，著名的诺贝尔奖中就设立了经济学奖。
既然是科学，就得有严肃的外表，所以，即使是最基础的经济学教科书，也充斥着定理、模型和统计
数据，让人望而生畏。
这些枝枝权权把经济学特有的卓见和盎然都给遮蔽起来了。
本来是与大众最切近的一门学问，却主动远离了我们。
　　本书用浅近的方式，而且是中国文化的方式，让读者面对经济学的本来面目，感受经济学朴素的
美妙和深刻。
　　本书的目的，首先让读者学会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而更重要的是让读者对世界、社会和人生有
更新的体会，从而更快乐！
这实际上也是经济学本来就有的功能。
　　王福重　　2008年5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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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极为通俗易懂而又不失准确深刻的经济学读物。
　　全书分3个部分，共20章，涵盖了整个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
第一部分讲述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即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和特有的思维模式。
第二部分阐述微观经济学理论，主要内容是消费者理论、厂商理论，以及市场结构理论。
第三部分为本书重点部分，着力论述宏观经济学方面的问题，包括短期和长期的宏观经济问题、宏观
经济政策、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等。
　　本书深入浅出，摒弃了经济学这门“沉闷的科学”惯有的复杂公式与枯燥模型，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将经济学内在的深刻原理与奥妙之处娓娓道来，使读者在快乐与享受中迅速了解经济学的原貌。
　　本书适合所有想了解经济学、对经济学感兴趣的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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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福重， 1965年生，经济学家，1998年获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9~2001年，在北京大
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进行研究工作。
现在北京高校任教，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学基础理论、国际经济学和公共财政。
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译著十余部。
书斋笔耕之余，特别关注经济社会现象，担任《上海证券报》、《国企》等多家媒体的专栏主笔，香
港凤凰卫视特约评论嘉宾，其评论风格清新，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是中国世界经济学学会理事，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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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经济学到底是什么　　如果问，中国最近30年来取得巨大进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会回答说，因为科学技术进步。
　　确实，在这期间，我们取得了若干技术上的进步；可是仔细想想，在这30年，科学上的进展似乎
没有。
科学是原理性的、形而上的东西，比如相对论、元素周期律、二进制，也包括经济学原理等；而技术
说到底只是科学的应用，比如小麦的品种改良、石油开采的新手段等。
　　不错，中国人正在使用着大量高科技产品，如笔记本电脑、手机、互联网等等，但是所有这些都
不是我们的发明。
实际上，这30年来我们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发明。
我们原创成分最多的发明差不多都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两弹一星都是那个时候搞出来的，当时西方
封锁中国，信息闭塞，没有办法不自己解决问题。
　　中国30年来的巨大进步，不能说跟科学技术进步毫无关系，但是，关系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
么大。
那么我们能取得进步，最主要的靠的是什么呢？
很简单：改革和开放。
　　改革，就是用市场取代原来的计划。
如今，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最富裕、最有活力的地区，这是市场效率高于计划的
生动反映。
开放，就是打开国门，跟全世界做生意。
比如，我们目前还不能制造大型客机，可是很多人却坐上了大飞机。
飞机是怎么来的呢？
用牛仔裤换来的——我们出口一亿条牛仔裤，就可以换回来一架波音飞机。
这是很划算的买卖，因为我们用一亿条牛仔裤的成本，制造不出来一架波音那样的飞机；同时，美国
人也觉得合适，它用生产一架波音的成本更生产不了一亿条牛仔裤。
用牛仔裤换飞机，就是开放。
　　改革开放的思想，比任何技术发明或者改进，都更能提高人民的福祉，而且更快、更明显。
如果等着坐自己造的大型客机，至少现在我们还不能坐上像波音那样的飞机。
　　而改革开放只是经济学的ABC。
如果经济学能早一点普及，我们的改革开放或许会搞得更早、更好。
　　经济学，无疑是当今的显学，甚至有“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说法，意思是经济学研究涉足的范围
超过了经济问题本身，而侵占了其他学科的领地。
　　在大学里，经济类专业是最热门的，非高分者不能进。
如果大学期间没有机会读经济学，研究生阶段再也不能错过，于是跨专业考经济学研究生成为大学的
一道风景。
　　打开电视，翻开报纸，满眼尽是财经新闻、股票行情；经济学家们经常被邀为政府的座上宾，对
国家经济政策出谋划策，指点江山。
　　生活在当下，如果不懂一点经济学，不知道需求、供给、GDP、CPI、股票指数、个人所得税，
你就会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世外，简直是寸步难行。
　　那么，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呢？
　　经济学的历史很短，只有200多年。
1776年，一位叫亚当?斯密（1723—1790）的英国人写了一本书，叫《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也就是俗称的《国富论》，这本书是公认的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亚当?斯密也就成了“经济
学之父”。
此后，经济学登堂人室，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历久不衰，甚至被称为所有社会科学的“皇后”。
　　经济学成为显学，自然不是没有缘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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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是因为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是人类最基本、最重大的问题，也就是：人类怎样才能更快乐
，更幸福！
　　人活着就有欲望，欲望的意思就是“想要”，比如饿了想要吃饭，渴了想要喝水，想有安全的感
觉，想与人交往，想被人尊敬，还想要干出点名堂来等，这些都是欲望。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是对人类欲望的经典诠释。
　　欲望的最显著特征是无穷大，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欲壑难填”。
人的欲望没有止境，除非生命结束。
　　明朝有个叫朱载堉的人，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孙，也是个大学问家。
他写了一首词，说的就是人的欲望的这种特点。
词中道：　　终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
　　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
　　盖下高楼并大厦，床前却少美貌妻。
　　娇妻美妾都娶下，又虑门前无马骑。
　　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马后少跟随。
　　家人招下数十个，有钱没势被人欺。
　　一铨铨到知县位，又说官小势位卑。
　　一攀攀到阁老位，每日思想到登基。
　　一日南面坐天下，又想神仙来下棋。
　　洞宾与他把棋下，又问哪是上天梯。
　　上天梯子未做下，阎王发牌鬼来催。
　　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梯还嫌低。
　　这首词把人欲望无穷的特征刻画得非常形象生动。
想想，也确实是这样。
　　也许有人说，我的欲望就不是无止境的，只要住上别墅、开上宝马车，此生就足矣。
那我们可以马上就给他别墅、宝马，他会不会就此打住，不再有新的欲望产生了呢？
肯定不会，他会立即生出新的、更大的欲望来，比如他还要娶个绝色美女等等。
　　欲望太大了，必然就不能全部得到满足。
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的状态，就叫“痛苦”。
所以，有了欲望，就要想办法满足，否则就会陷入痛苦之中。
　　要满足欲望就得有满足的手段，经济学把满足人的欲望的手段，叫“资源”。
　　资源的特点跟欲望相反，跟人的无穷的欲望比起来，资源总是显得不够，经济学家把资源的这个
特点叫作“稀缺”。
　　每个人都面临稀缺问题。
穷人自然有稀缺问题，穷人的钱就是稀缺的。
富人，超级富豪们，是不是就没有稀缺问题了呢？
同样有。
比如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是2008年《福布斯》公布的世界上最有钱的两个人，但是他们也有稀
缺问题。
跟咱们普通人一样，他们也想活得更长久，所以，对他们来说，时间这个资源就是稀缺的。
　　当你去吃自助餐的时候，你总想把钱吃回来，要不就认为吃亏了，此时，你的胃的容量就是稀缺
的，你总嫌自己的胃太小。
　　每个人都面临稀缺问题，每个社会也都面临稀缺问题，不管是穷国还是富国。
美国是最富裕的国家，难道美国人就不想更安全、更强大了吗？
当然不是。
所以，稀缺是普遍的。
　　如果是这样，问题就出来了：欲望人人有，每个社会都有，还无穷大；而资源是稀缺的，满足欲
望的手段没有那么多，所以，痛苦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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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人生的目的是快乐，社会的目标也是所有个人都快乐，它们是痛苦的反面。
所以，必须解决资源稀缺与欲望无穷的矛盾，让痛苦少一点，快乐多一些。
　　在过去的时代，解决人类的欲望无穷与资源稀缺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压抑人的欲望，让欲望和资
源相接近，比如各种宗教在本质上都有这个作用。
而现代社会，解决这个困境的办法，却是发展生产，缓解稀缺。
　　但是毕竟欲望太大，而资源又总是那么稀缺，它永远比欲望要求的少，即使再怎么发展生产，也
并不是所有欲望都能得到满足，而只能满足一部分。
那人类就要决定：让哪些欲望得到满足，哪些欲望不得到满足，至少是暂时不能满足。
　　既然满足欲望靠生产，那么生产什么，就意味着让什么欲望得到满足。
比如生产粮食，就是为了让吃的欲望得到满足。
　　因为资源稀缺，不可能什么都生产，所以，生产一种东西，就意味着放弃另外的东西。
一亩地，种了玉米，就不能同时再种水稻，因此，需要仔细考虑究竟选择生产什么，满足什么欲望，
在经济学上，这叫“生产什么”。
　　生产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
比如经营快递的公司，可以用飞机，也可以用汽车送递快件。
但是除了联邦快递等几家大公司外，一般都是用汽车送。
因为联邦快递名气大、信誉高、收费更高，用飞机送也可以赚钱。
但是大量的小快递公司，只能用汽车，因为小快递公司很多，竞争很激烈，主要靠收费低来维持经营
，如果用飞机送，只能是亏损倒闭。
还有那些送外卖的，几乎都用自行车，尽管汽车可能更快，但是那样成本太高，没法赚钱。
对企业来说，赚钱才是硬道理。
这个说明，用什么方式生产是很重要的，需要仔细考量，做出抉择，经济学家把这叫“如何生产”。
　　东西生产出来以后，就该让它去满足人的欲望了。
但是怎么把东西分到每个人手里呢？
要靠规则。
规则怎么定？
是谁出价高就给谁，类似于拍卖，还是谁权力大就给谁？
还是根据其他标准？
这些都是规则。
　　不同的规则对人们的影响和造成的后果是很不一样的，社会要想和谐，就必须采取更妥当的办法
，采用更合理的规则，所以，对于如何分配，人类也得做出选择，这叫“为谁生产”。
　　“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这三个问题合起来，就是经济学著名的“资源配
置”问题。
　　资源配置直接来源于资源稀缺与欲望无穷的永恒矛盾，所以资源配置非常重要，而且永远都存在
如何更好配置的问题。
　　经济学就是关于资源如何配置的学问。
配置，就是放；资源配置，就是把资源放到哪里去。
　　资源配置的目标是有效率。
经济学上的效率和生活中的效率是两个概念。
经济学效率的含义是一种最好的状态。
在这个状态下，如果想让某个社会成员变得更好，就只能让其他某个成员的状况变得比现在差。
换句话说，如果不让某个人变差，就不能让任何人变好。
想想，还有比这个状态更好的吗？
这个状态，很像“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如果在不使任何人变差的情况下，还能让某个人变好，那么这个状态，就不是最好的，还有改进的余
地。
只有达到有效的状态，才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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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的效率，有一个专门的概念叫“帕雷托效率”。
帕雷托是一位意大利的经济学家，他最先提出了这个效率概念，因此以他的名字命名。
　　迄今为止，人类找到了两种配置资源的方式。
一个是计划，一个是市场。
主要用计划方法配置资源的经济叫计划经济；主要用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叫市场经济。
　　计划方式，就是计划部门的人说了算，只有他们有权决定资源怎么配置，生产什么，如何生产，
为谁生产，是计划事先规定好了的。
所有人都必须服从，不能各行其是。
　　问题是，计划部门的人即使再聪明，也不能了解所有人的欲望，不能了解所有企业的状况；计划
部门的人再多，也不过就是几百人、几千人而已。
因此，计划部门根本没有能力处理一个庞大经济体的全部生产和消费活动，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所导致
的无效率和失败是必然的。
　　说到底，计划经济是一种由个别人说了算的经济，是一个公众不能自主决定自己事务的经济。
　　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手段是市场，说得更直接点，就是价格机制。
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买什么、买多少，由消费者根据市场价格和自己的收入和偏好决定；企业生产
什么、生产多少，要看生产什么更赚钱。
说得通俗点，市场经济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的经济，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
　　30年前（1978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
　　为什么要改革？
就是因为虽然计划经济在开始的时候也曾经创造了奇迹，但是它固有的弊端最终使它归于失败。
完全的计划经济既不公平，又缺乏效率。
　　在有些国家，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挨饿经常发生，人民生活困顿，国家生机全无。
　　奇怪的是，计划部门的人都很聪明，是一个社会的精英，也都想把经济搞好，而且自认为有能力
搞好，但是愿望终究只是愿望，规律是不能违背的。
　　诗人赫尔德林说，总是使人间变成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使其变成天堂！
世界就是如此奇妙。
　　中国30年的市场经济实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最好的证明。
　　那么，为什么我们以及很多的国家过去都实行计划经济，而另外更多的国家却选择了市场经济呢
？
除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必然选择之外，归根到底，是因为不同国家的人们对于世界的看法不一样。
有人认为有意识的管理、管制、计划更好，集体的力量更强大，应该由集体来决定资源如何配置，也
就是由计划当局来规定人们如何行动。
有人的认识却相反，他们觉得个人自发的力量更强大，应该由个人来决定自己的事情，而后者正是经
济学的传统。
　　这也说明，经济学很重要。
　　由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人民从贫困的泥淖中走出来，正在享有前所未有的生活福祉。
笔记本电脑、ipod、互联网、出国留学、外国大片等都是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结果。
　　由于看世界的方式不一样，导致不同的经济学，不同的经济学导致不同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
造成不同的经济后果，何止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经济学值得了解，还因为经济学很深刻，能够让人更好地理解社会、理解人生、认识世界。
　　经济学可以帮助你澄清你从小就有的似是而非和难解之谜。
比如为什么物以稀为贵？
粮食是农民打出来的吗？
利息就意味着剥削吗？
浪费是否就是可耻的？
虚荣奢侈就那么不好吗？
为什么美国不生产电视，日本不生产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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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理论包括两部分，一个是微观经济学，一个是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关注的是微观的行为，也就是一个消费者、一个厂商、一个市场是如何行为的；宏观经济
学关注的则是一个国家甚至全世界的经济是如何运行的，如果出了问题怎么办。
　　经济学不但伟大，而且有趣，读过本书，你就能体会。
　　好了，开篇先说这么多。
　　第2章　经济学如何看世界　　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是人的行为。
可是经济学常常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
这使得经济学对世界的解释更精确，对于指导人类实践也更有效。
　　物以稀为贵，这是人人皆知的常识。
可是为什么物稀了就贵？
毕竟，东西稀少的时候跟富余的时候，就表面，也就是物理性质来说，是一样的。
到底怎么回事？
经济学的边际效用原理，从人的心理出发，把其中的道理解释得透彻如水。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首先说这句话的，是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
当你也这样说的时候，你可能误会了它本来的含义。
它的本义是说，人家花钱请你吃饭，你没有买单，可是你是有代价的。
因为你吃这顿饭的时间，可以用于做其他事情，这些事情，对你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你把时间用于白吃这顿饭，就失去了这些本来能有的价值。
　　这就是机会考虑。
它提示我们，做事的真正成本，不是为做一件事已经付出的多少，而是为做它所必须放弃的那些东西
。
当你面临两难选择的时候，你应该想想哪种选择所放弃的更多，两难也就不难了。
　　我们知道事情处于暂时平衡或者相对静止的状态时才有意义。
比如价格就是这样。
这个状态就是均衡。
均衡是各方利益都得到关照以后的结果，均衡的达成也是通过边际调整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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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王福重先生的这部书稿之后，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向广大读者大声地加
以推荐。
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但不失深刻和准确；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内涵和形式，目前大多还是
来自国外经济学的东西，由于同中国历史掌故和现实生活场景的自然融合，使当今中国读者对之容易
理解和十分亲近；也许更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在述说经济学的种种奥妙之时，力戒空洞抽象的议论和
说教，通篇都渗透着作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刻理解和热诚拥护。
经济学本来就是经世济用之学，经作者对经济学一般原理如此加工再创作，更突显其认识价值和实践
意义。
没有对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实践的深思熟虑，没有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没有致力于劳神费力的科学
普及的志向，要成就这一份科学成果是不可能的。
　　——晏智杰：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学院前院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　　　　
我与王福重博士先后同在中央财经大学和北京大学从事经济金融研究，福重兄性情中人，辨才冠绝同
侪，治学亦在严谨中独辟蹊径，令我受益良多；他博士后出站后在高校任教，广受学生欢迎。
我相信福重兄的新著对于读者加深对经济学、现实经济问题和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解 ，都会有积极帮助
。
　　——巴曙松：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央人民政府驻香
港联络办公室经济部副部长。
　　　　在我们这个时代，无论是理财、投资还是规划自己的事业，懂得基本的经济学常识都是大有
裨益的。
但经济学深奥的原理、枯燥的模型与复杂的公式，常常让非专业人士望而却步。
我的好朋友王福重先生针对普通人群，写了这本通俗易懂又生动有趣的书。
翻开这本书，你会发现，经济学原本是如此的贴近生活又如此的有趣味。
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让你在快乐和享受中，迅速了解经济学的基本全貌。
　　——时寒冰：中国财经传媒人联盟特约观察员，凤凰卫视?凤凰博报特约顾问，南京大学客座教授
，《上海证券报》评论主编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人都爱经济学>>

编辑推荐

　　为什么物以稀为贵？
粮食是农民打出来的吗？
利息就意味着剥削？
浪费是否就是可耻的？
虚荣奢侈就那么不好吗？
为什么美国不生产电视，日本不生产药？
　　经济学不但伟大，而且有趣，读过本书，你就能体会。
　　书中论述深入浅出，摒弃了经济学这门“沉闷的科学”惯有的复杂公式与枯燥模型，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将经济学内在的深刻原理与奥妙之处娓娓道来，使读者在快乐与享受中迅速了解了经济学的基
本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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