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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让一向不太关心经济的老百姓，也开始关心起经济来。
普通人切实感受到了“经济”的重要性。
从工资待遇的变化到自己手中货币的升值与贬值，从银行利率的浮动到基金股票的走势，从物价的涨
落到房价的波动，无一不牵扯着国人的心思和眼球。
　　无论你相信不相信，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已经彻底被“经济”所“挟持
”了。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与所做，全都与经济活动有关。
　　那么，什么是经济学？
如何从经济的角度看待我们的婚姻、恋爱、面子、交际、教育？
价格大战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价格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怎样才能理性消费，不做冤大头？
如何利用信息指导经济行为？
做事要考虑哪些成本？
诚信、制度对我们有着怎样的经济学意义？
这些问题，对于经济学专业的人来说，可能根本就不是问题，但对于更多非专业的人来说，却是一个
很有必要搞明白的重要问题。
　　当然，像任何一门学问一样，经济学也有深有浅，深邃的经济学是经济学家所要研究的，而日常
生活中的经济学常识，却是生活中的普通人必须要了解和掌握的。
　　本书就是这样一本专门为普通人量身定做的关于经济学常识的通俗读物。
本书用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故事，讲述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学常识，将抽象、深奥、晦涩的经济学理论
还原为浅显易懂的事理常规，不仅普及了经济学的知识，还能够帮助读者正确地运用经济学，让经济
学更好地为自己服务。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中的这些经济学案例，都经过了千挑万选，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动故事
。
这些故事不但有趣，而且蕴涵着深刻的经济学知识在里面。
相信这些精彩的案例会让读者耳目一新，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掌握经济学的抽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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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好好学点经济学：看懂经济现象的平民武器》是一本专门为普通人量身定做的关于经济学常识
的通俗读物。
全书用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故事，讲述了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学常识，将抽象、深奥、晦涩的经济学理
论还原为浅显易懂的事理常规，不仅普及了经济学的知识，还能够帮助读者正确地运用经济学，让经
济学更好地为自己服务。
　　《好好学点经济学：看懂经济现象的平民武器》适合所有对经济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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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生活中的经济学　　家务劳动中的GDP　　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指出：因为做家务需
要消耗较长的时间，所以家庭提供的服务与商品，应当是国家整体生产的重要部分。
统计国内生产总值时，应当将家务劳动的贡献也算在内。
　　北京市海淀区曾对2000对夫妇做过一项调查，结果表明，伴随经济条件的大幅度改善，60％以上
的职业女性希望回家做全职太太，仅有30％多的职业女性愿意继续工作下去。
　　等到调查结果一公布，很多人都大吃一惊！
甚至有人放言评价：“如今的女人都是‘好逸恶劳’啊！
女人们不工作，男人们就惨啦！
”而那些学究派们则一本正经地宣称：“这是社会倒退的表现。
”不过，也有人相当理智地认为：“这属于社会进步的表现。
”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事例。
　　曾有一位先生发现自己雇来的保姆不仅勤劳、贤惠，而且非常可爱，于是便娶她为妻。
此前，他需要给保姆支付薪水，所以，她从事的做饭、清扫房间以及照顾老人等活动就理所当然地被
算进了GDP中。
然而当娶保姆为妻之后，尽管她从事同样的劳动，可因为雇佣关系不复存在，无人再向她支付这部分
劳动的薪酬，从此她的一切活动也不再算进收入范围中。
　　从经济学层面上来讲，保姆变成了妻子，对于一个家庭的收入总值而言，看起来无疑是一种“损
失”。
而倘若GDP以此来计算的话，那么，无疑国家的GDP也受到了“损失”。
　　不过，这就能够否认变换身份前后女方的劳动价值吗？
显然不能。
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曾在199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就主张：“统计国内生产总值时，应当
将家务劳动的贡献也算在内。
”他指出，因为做家务需要消耗较长的时间，所以家庭提供的服务与商品，应当是国家整体生产的重
要组成部分。
　　在现实生活中，家务劳动或者是由家庭成员“业余时间”来做，或者是由某个成员专门来做。
业余做家务活的，算是对家里“做贡献”；而专门做家务活的，也许就会被认为是“吃闲饭”。
这对于那些工作量极大的家庭主妇而言，是非常不公平的。
　　为什么在自己家里做家务就不能够算是就业，而走出自己家门，到他人家中做家务，便算是有了
一份工作呢？
为什么在GDP里，人们在自己家里做家务这部分劳动（就算是专职家庭妇女也一样）就从不体现，可
是若出去做保姆，就肯定会反映在GDP中呢？
　　也许，我们真该为家务劳动仔细算一笔账。
美国人曾经做过一项调查，一个主妇常年从事家务劳动的价值差不多相当于年薪6万美元。
据美国一项统计显示，美国妇女在家务劳动中所创造的价值相当于全国GDP总量的28％。
这个数字若以具体的金额来计算，将会是一个无比庞大的数字。
　　但是，人们的就业理念无法一下子转变过来，GDP的统计方法也无法马上改过来。
因此，很有必要把一部分家务社会化，尤其是抚养子女和照顾老人，完全可以采取市场化的途径来加
以解决。
这样做有两个方面的好处：首先，可以促进社会福利程度的提升，让经济发展体现在百姓的日常生活
中；其次，当孩子被送进幼儿园、老人被送入养老院时，这一部分家务劳动就立刻被转化为就业岗位
，当然也会被计算在GDP里。
　　换句话说，假如大家都不乐意做自己的家务，或者，假如做自己的家务不被GDP认同，那就该创
造条件，让没工作的人去干别人的家务，让社会认可他们对GDP所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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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客吃饭的经济方式　　小团体内人少，相互之间观察约束比较容易，因此每个人都比较容易有
理有节。
但是当团体变大时，个人的重要性就下降了，责任感也就随之减少，效率低下的局面几乎随处可见。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几个好友一起去饭店用餐，相互之间都让着点菜。
要是平时自己一个人吃，未必会点那些价格非常贵的菜，可在朋友面前，这种心理就会发生一些奇妙
的变化，常常会点一些价格昂贵而非常“显面子”的菜。
不过，最后吃完饭结账时，买单者就会感到非常心疼。
　　那就用AA制来解决这个问题呗！
可能很多朋友会这样建议。
假如你与两个好友一起去吃西餐，说好花费三人均担，那当你点自己的餐饮时，你就不太会慷别人之
慨搞“多多益善”。
因为，尽管你点的东西有三分之二的餐费由另两位朋友来负担，但你也要负担整个花费的三分之一。
而且倘若你多点，朋友便要多负担，就算朋友嘴上不说，心里也会犯嘀咕，对你有意见。
　　反过来也一样。
所以，将心比心的结果就是每人点的大约会与自己单独用餐时差不多。
三个人可能会有一些浪费，可是绝对不会浪费太多。
　　不过，经济学告诉我们，要是你今天是去参加聚餐，一共有30个人，也是AA制，情况就大不一样
了：你少点一些，他人不过少付1/30而已；你多点一些，他人也只是多负担1/30罢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会想：我又何必当傻瓜，浪费一点也无妨！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结果就是每人最后点的会远超三人吃饭或者自己单独用餐时点的量；而每
人最后分担的也就远远高于自己一人用餐时的花费。
　　由此可见，在小团体内人少，相互之间观察、约束较容易，因此每个人都较容易有责任感。
但是当团体变大时，个人的重要性就下降了，责任感也就随之减少，最后所呈现出的常常就是一盘散
沙的局面。
　　在现代生活中，这种大组织所造成的效率低下几乎随处可见。
例如，尽管许多大都市“彻底解决交通问题”的呼声很高，但在上班高峰时段，因为谁都不愿停在路
边休息而让他人先走，这就必然会导致塞车。
尽管这些现象让人难过，可是却不让人困惑，因为这是人多时十分自然的现象。
对这些现象，仅仅呼吁人们该怎样做是没用的。
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应用经济学知识，了解事情背后的原因，以及各种条件的相关结构，然后再考虑
用现有的资源进行调整和改变。
　　关于看一场电影的经济学评估　　在做出任何一项选择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花费机会成本，利
用51％原则或许可以让你得到的价值超过机会成本。
　　人们常说，世人就怕“认真”二字，花钱这件事，要是你不认真，钱也就糊里糊涂地花出去了。
不过，要是你认真对待花钱这件事，就会发现里面的学问非常大，真可谓是“门道多多”。
比如，当你决定今天晚上带朋友一起出去玩时，有两种选择，一是去看电影，二是去吃饭。
一张电影票是50元，与朋友一起吃晚饭大约需要300元。
从经济学角度看，当你选择时，你已把自己或许得到的收益与付出的成本进行了比较。
　　如果是看电影，两个人只需要支付100元作为自己的成本，得到的收益将是看电影所带来的享受；
而与朋友一起吃晚饭就要支付300元，其成本支出就是看电影的3倍，所以你必须期望与朋友一起吃晚
饭能够得到的收益将超过看电影的收益，只有这样，你才会理智地选择去吃晚饭。
　　在生活中，我们时时刻刻都在进行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不管是读书还是工作，都决定于行为者对
成本收益的评估。
　　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就是指既要善于选择，又要学会放弃。
经济学中将做出一个选择或者决策时放弃的东西叫做该决策的机会成本。
　　在K?E.凯斯与R?C.费尔合著的《经济学原理》中，对机会成本做出了以下描述：“产生机会成本
的原因就在于资源是稀缺的（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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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时间问题，一天只有24小时，我们必须在这个约束下生活。
看电影的机会成本是你用同样多的钱与时间能做的别的事情的价值；大学教育的一部分成本就是你从
事全日制工作能够获得的收入。
如果你的邻居今天要修剪自己的草坪，他就没有时间带孩子去动物园，而这就是修剪草坪的机会成本
。
”　　我们假定一件事情是非此即彼（二选一）的选择，而这两种选择差不多具有同样的吸引力，这
样就很难做出选择。
按以上原则，对两种选择对象进行分析，倘若其中一个有51％的选择理由，就该果断地选择它，这就
是51％原则。
　　也就是说，选择了一个，就表示放弃了另外一个，即表示失去了49％。
俗话说：有得必有失，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此时，你就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49％已成了零，没有必要再为它花费心思，而应该全力以赴地去筹
划怎样将51％尽快转化为100％。
　　在做出任何一项选择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花费机会成本，利用51％原则或许可以让你得到的价值
超过机会成本。
　　从贝克汉姆的身价看注意力经济　　有价值的不再是信息，而是注意力。
硬通货不再是美元，而是关注。
　　足球明星贝克汉姆谱写了一个堪称现代最完美的童话：英国最年轻的勋爵、足球场上最锋利的“
尖刀”、女性心目中最完美的王子。
可以这么说，贝克汉姆在商业运作和成功包装下，最大程度地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吸引了人们极有限
的注意力。
　　著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在对当今经济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时指出：“随着信息的发展，有
价值的不再是信息，而是注意力。
硬通货不再是美元，而是关注。
”这种观点被经济学家形象地描述为“注意力经济”。
注意力经济是新经济的一个独特之处。
　　所谓注意力，就是指人们关注一个主题、一个事件、一种行为和多种信息的持久程度。
注意力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它是不能共享和无法复制的；二是它是有限、稀缺的；三是它有易从
众的特点，受众可以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四是注意力是可以传递的，上文中的名人广告就说明了这
一点，受众的注意力可以由自己关注的名人到名人所做的广告物——产品；五是注意力产生的经济价
值是间接体现的。
　　在把注意力转化为经济价值的过程中，媒体既是注意力的主要拥有者，同时又是注意力价值的交
换者，所以传媒经济就是以注意力为基础的经济。
但在当今这个信息过剩的社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往往能产生商业价值，获得经济利益，因此在经济
上，注意力通常又会成为一种经济资源。
　　进一步说，注意力经济是指最大限度地吸引用户或消费者的注意力，通过培养潜在的消费群体，
以期获得最大的未来商业利益的经济模式。
在这种经济状态中，最重要的资源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资本，也不是信息本身，而是大众的注意
力，只有大众对某种产品注意了，才有可能让消费者购买该产品，而要吸引大众的注意力，最重要的
手段之一就是视觉上的争夺，因此，注意力经济也被称为是“眼球经济”。
　　英特尔公司前总裁格鲁夫在1996年就指出：全世界将会展开一场争夺眼球的战争，谁能够吸引更
多的注意力，谁就能够成为下个世纪的主宰。
　　当今时代是一个崇尚创新的时代，是一个崇拜力量和敬仰造势的时代，任何和庞大有力、引人注
目等有关联的事物自身就是成功的一种标志。
因此，能有效利用这种“注意力经济”来抓住他人的眼球，才能让自己的钱包快速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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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尽管有些人认为自己能够不受知识分子的影响，但是他们却往往被某些经济学家的观点所左右。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宏观经济学奠基人　　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
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
　　——哑当·斯密 现代经济学之父　　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然、合理和能够带来繁荣的经济，因为它
是能反映生活本质的经济。
　　——维克拉夫·哈韦尔 著名经济学家　　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文明程度、社会结构，所有这些
甚至更多，都记录在它的经济史上。
那些明白怎样读懂这个历史所蕴涵的信息的人们，在这里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能清醒地预感到震撼世
界的惊雷。
　　——约瑟夫·熊彼特 创新主义经济学之父　　在当今社会，谁不学习经济学，谁就不懂得怎样生
活。
　　——保罗·安·萨缪尔森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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