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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于高深莫测的经济学，厉以宁先生并没有一板一眼地用那些艰涩、枯燥的文字对它进行学术性
的表达，而是以通俗易懂的文字、严谨幽默的语言方式，向大众解释了什么是经济学，我国目前的经
济是什么样儿的，从而使读者在轻松的氛围中领略经济学的无限魅力及社会发展的完整历程。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听厉以宁讲经济>>

作者简介

　　郑权，浙江台州市人，学者，曾针对当今市场经济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对市场经济有深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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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经济学的基础：人是自利的　　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受着类似“为他人着想”、“不要自私自利”
这样的教育，从做人的角度看，大公无私的确是我们应当追求的一种品格。
然而开始接触到经济学时，我们必须适当扭转一下思路，因为经济学通常是以“利己心”为出发点来
解释人类行为的，这一点构成了经济学家的基本研究基础，即具有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和追
求最大利润的厂商在市场中的相互作用。
　　经济学中的“理性”就是假设人们对每一种可能性都衡量其代价和收益。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国家领袖、企业老总、工厂工人，抑或个体小商贩、普通消费者，甚至慈善家，
他们的行为动机均是满足自身的利益。
一方面，任何人无论干什么事，他时刻关心的都是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在行动上人又都是理性的
，能够最充分地利用他所得到的资源（时间、精力、金钱等）和所处环境的信息（价格、舆论等），
在精心衡量把握的基础上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这种理性的自利主义者在经济学理论上就抽象为“经济人”。
　　自私自利是否为人的本性属于哲学范畴，经济学仅以此作为一个假设前提来研究人类行为。
而且经济学所谓“利己”与我们日常所讲的“自私自利”也是有区别的，经济人假设并不涉及品质和
道德问题，在经济学家看来，道德仅仅是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权衡时的一个影响因素而
已。
　　经济学的这一假设其实与我们日常所提倡的助人为乐、关心他人等并不相悖，只不过需要我们转
化一下思维方式即可。
如果一个人把别人的幸福也当做自己的幸福，那么当他帮助了别人使别人获得利益时，他自己也更加
幸福了，这可以看做他本人利益的增加，比如帮助贫困的人、向慈善机构捐款、参加义务劳动等。
经济学家往往对“无私的奉献”不以为然，也不大同意“天下母爱最无私”之类的说法，因为这些完
全可以换个角度被纳入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中--人们之所以会奉献，会无私地爱自己的孩子，是因为他
人的快乐以及孩子的健康成长都可以看做自己收益的一部分。
　　经济学中将人的自私自利行为分为两类：一类是只利己但不“损人”，比如“一个和尚挑水吃”
，这类人自食其力，既不占别人的便宜也不会无偿帮助别人，经济学上称之为“行为内部化”，即这
类行为并不妨碍他人。
另一类是不但利己而且影响他人，具体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好的影响，如“一人栽树，大家乘凉
”、“一人种花，大家观赏”等；另一种则是不好的影响，如企业生产时排放污染物破坏环境、厂商
兜售伪劣商品等。
这类利己但也影响他人的行为在经济学上称为“行为外部化”或“外部性问题”，我们在下文中还将
详述。
　　“损人利己”的行为也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意的，即在追求自身利益时，“附带地
”损害了他人利益，如工厂生产污染环境等，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或者说是客观上造成的；另一
类则纯粹是人为的有意的，即在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为自己谋利，如偷窃、以权谋私等，经济学上
形象地称之为“机会主义行为”。
损人利己行为的可恨之处就在于它增加了交易费用，导致了社会损失。
举例来说，就是因为盗窃行为的存在，才使广大居民被迫购买财产保险、安装防盗门窗，把自己的住
房修护得像个“监狱”。
如果没有盗窃，这些费用就不会引起，社会也无须雇用警察、保安了。
节省下的这笔钱完全可以用于更有益的投资。
因此说，损人利己行为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值得我们痛恨和制止。
　　其实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自利”对社会是有很大贡献的。
厂商为了利润才生产和销售产品，这样为了争取更多的客源，他们就必须在价格、质量、包装以及服
务等方面让你满意；厂商之间的竞争越激烈，也就是说，各个厂商追求私利的欲望越强烈，那么他们
为消费者所提供的服务就越周到，消费者从厂商的利己行为中也就可以获得越多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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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经济人的存在成为市场经济的基础，现代经济对私有市场的信赖可以追溯到经济学鼻祖亚当
？
斯密在1776年的杰作《国富论》，他认为，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好方式是个人对他们自身利益的追求。
用亚当？
斯密自己的话说：　　“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但要想仅仅依靠他人的恩惠，那是一
定不行的。
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
目的就容易得多了。
⋯⋯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品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饼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
算。
我们不说唤起他们的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的利己心的话。
我们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　　在另一段论述中，亚当？
斯密则用“看不见的手”做比喻来说明个人利益如何给社会带来好处：　　“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
己的利益。
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
要达到的目的。
也并不是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
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　　当然，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绝非单单出于“利己”之心，只有完善市场竞争体系并健全法律规范
，才能使利己心在最大程度上发挥作用。
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年来我们在保证以市场为主体的同时，还不断强调政府作用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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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学很枯燥？
其实里面也有诗意画意！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给你讲述最有意思的经济学，权威不失幽默，深刻不乏生动，骑自行车的人
都知道，骑得快车子反倒稳，慢就晃，停就倒。
因此只有发展经济才能有更多的岗位出现。
　　中国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
成功，也就是企业改革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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