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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时代的发展中，经济学已逐渐成为人们离不开的一种主旋律。
了解经济学、认识经济学以及运用经济学原理，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当然，经济学是一门学问，不可能一时半会就能将其学好。
所以，这需要人们有一定的毅力来坚持。
时间一长，你就会在无形中收获一些经济学常识。
同时，当你了解了经济学常识之后，可以帮助自己更深刻地了解那些存在自己身边的，与自身幸福和
成功的生活相关的现象背后的本质和真相。
这样一来，可以让你在面临某些问题时，能让自己理性地明智地做出决策。
另外，懂得经济学的人还能有效地减少人生沉没的无形成本，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收益。
    事实上，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时刻被经济学的影子缠绕着。
比如，生活中发生的生存竞争、投资理财、国计民生、宏观政策等现象。
无论你做什么，都充满着经济学的味道。
所以，一个人若能掌握经济学，不仅能解决生活中的困惑，还能让你认识到你所做的决策到底是什么
，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等。
同时，当你精通经济学后，可以让自己在看懂经济现象的同时，收获幸福的生活。
    阅读本书可以帮助你在当今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
除此之外，还有助于你成就美好的事业。
基于这点，我们收集和整理了一些有关经济学的法则，各类经济学实例，帮助广大读者在竞争激烈的
社会中，打造出一生属于自己的天地。
本书系统地编写了生活与经济学的关系、经济学原则以及经济学在生活中的运用法则，等等。
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详写了经济学在生活中的主要用处。
全书的结构分为上篇、下篇。
相关的内容详略得当，语言精练，内容全面、实用性强。
阅读本书可以帮助读者更深刻地认识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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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你认识经济学大全集(超值典藏版大全集)》旨在用生动、通俗的语言来告诉人们如何认识经
济现象和经济活动，如何在经济活动中做出正确的决策。
读完《教你认识经济学大全集(超值典藏版大全集)》。
你会蓦然发现，那些你耳熟能详的故事中、你每天都会见到的生活现象中，无不闪耀着经济学的光芒
。
让我们共同在经济学的那些伟大而有趣的定律中寻找生活的本质和真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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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新时代人人都需要经济学
第一章　生活离不开经济学
第一节　什么是经济学
第二节　经济学里的现实世界
第三节　研究经济学的前提条件
第四节　懂经济学需学会选择
第五节　经济学的真正魅力
第二章　不能不知的经济法则
第一节　蝴蝶效应：小错变大祸
第二节　羊群效应：应不应该随大流走
第三节　马太效应：经商要借力使力
第四节　鲇鱼效应：让竞争更高效
第五节　木桶效应：决定最终结果的“短板”
第六节　棘轮效应：消费习惯真的不可逆吗
第七节　多米诺骨牌效应：经济也有雪崩
第八节　青蛙效应：适应未必是好事
第三章　货币中的经济学
第一节　关于货币的起源
第二节　市场交易为什么缺它不可
第三节　认识货币新宠——纸币
第四节　无影无形的新成员——电子货币
第五节　没有规矩，难成方圆——货币制度—42
第六节　会惹祸的“钱”——货币危机
第七节　钱不值钱的背后——通货膨胀
第四章　经济学教你如何“不上当"
第一节　什么样的东西不值钱
第二节　决定商品价格的要素
第三节　价格和价值的内在规律
第四节　当买方遇到卖方
第五节　钻石为什么会值钱
第六节　价格能限定住吗
第七节　真的能得到实惠吗
第八节　扩大内需：要看清形势
第九节　从需求定理看商品价格与需求量
第五章　税收和福利不相伴
第一节　生活离不开的税赋
第二节　增值税，我国税收的老大
第三节　税收大问题该如何解决
第四节　禁烟能简单依靠税收吗
第五节　以小帮大的社会福利
第六节　带薪休假，职工新福利
第七节　不靠儿女救济的养老
第八节　有病就医不难
第六章　一本万利的生意经
第一节　越少见，价越高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超值典藏书系>>

第二节　为什么别人的生意好
第三节　玉米比小麦贵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四节　从粮盐变化看经济发展
第五节　同货不同价的秘密
第六节　做买卖少不了讨价还价
第七节　寻呼业的兴衰荣辱
第七章　经济中的偏好与效用
第一节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第二节　找到知“鱼”之乐
第三节　偏好和效用的顺序
第四节　从1元钱看穷人和富人
第五节　经济与黑玫瑰
第六节　企业用人要双赢
第七节　你的消费行为受消费预期制约
第八节　贫富差距为何越来越突出
第八章　 当前经济学领域的看点问题
第一节　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世界“大风暴”
第二节　全球经济大动荡——金融危机
第三节　国家经济灾难——国家破产
第四节　市场失灵是上帝之手
第五节　多劳多得，多得多交
第六节　消费观和节　俭观大冲撞
第七节　用长尾理论搏击信息经济时代
第八节　可以衡量国家财富的GDP
第九节　自己的价值要看GNP
第九章　生活中的经济学
第一节　新经济时代下的贤妻良母
第二节　火得不能再火的春运
第三节　剩饭到底该不该吃
第四节　你的飞机票打折了吗
第五节　节　俭有度，量人为出
第六节　为什么买贵就是买对
第七节　覆水难收不必收
第八节　健康就是最大的财富
第九节　小成本，大健康
第十节　三农问题：不让农民再受伤
下篇　无所不包的经济学
第一章　金融经济学
第一节　宏观经济调控是一只看得见的手
第二节　市场机制调控是遥控器
第三节　财政收入是国家繁荣昌盛的证明
第四节　网络时代下的虚拟经济
第五节　幸福指数与钱有关吗
第六节　市场泡沫：美丽的背后是危机
第二章　对外经济学
第一节　汇率：人民币“破7”意味着什么
第二节　国际贸易：经济领域中的隐形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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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贸易补贴：为什么美国农民会高枕无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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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人们通常以为利己是可鄙的，无私是高尚的。
在很多人的眼里，利己和无私是天然的反对面。
那么什么是利己，什么是无私呢？
笼统来说，利己者为自己生活，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无私者不为自己生活，为他人生活，为他人谋
取更大利益。
但是，对经济学有所了解或者善于观察事实的人都不难发现，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离不开利己。
严格来说，利己的内涵是利己且不害人，在主观意图上既不侵犯他人，也不依赖他人，既不奉献他人
，也不乞求他人；在客观行为上，自己尽量单独劳动生存，如果要协助就坚持等价交换。
如果侵犯他人，就成为自私这种极端化形式。
 或许是人们憎恶人性“利己”的一面， “无私”总是成为文人墨客心中永远的追求。
清代小说《镜花缘》中的“君子国”代表了人的一种追求： 有一个君子国，在这个国家，人人都大公
无私，绝不存有半点私心。
 君子国也有交易行为，但卖者却少要钱，而买者却要多给钱。
以下是其中的一幕场景： 买东西的人说：  “我向你买东西所付的钱已经很少了，你却说多，这是违
心的说法。
” 卖东西的人说： “我的货物既不新鲜，又很平常，不如别人家的好。
我收你付价的一半，已经显得很过分，怎么可能收你的全价？
” 买东西的人说：  “我能识别好货物，这样好的货物只收半价，太有失公平了。
” 卖东西的人又说： “如果你真想买，就照前价减半，这样最公平。
如果你还说这价格太低了，那你到别的商家那儿去买，看还能不能买到比我这儿更贵的货物。
” 他们争执不下，买东西的人给了全价，拿了一半的货物转身就走。
卖主坚决不让走，路人驻足观看，都说买东西的人“欺人不公”。
最后，买东西的人拗不过大家，只好拿了上等与下等货物各一半才离开了。
 “君子国”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人人利他的大公无私的社会。
实际上，不可能有这样的国度存在，任何无私的背后总是具有利己的影子。
这也许表明无私具有某种不洁性，但更加雄辩地表明了无私的实在基础和真实客观。
俗话说：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其实，不用天地去灭，自己就把自己灭了，你自己不为自己生活，难道让别人养活你吗？
而无私不仅表明别人要帮助你，同时要求你帮助别人，把你的收入给他人一部分，让你在休息时间给
别人干活。
那时，你会认为利己该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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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你认识经济学大全集(超值典藏版大全集)》是颠覆你的传统印象而又妙趣横生的书，书中幽默的
故事、有趣的案例和我们对案例的精彩点评，避免了传统经济学著作空洞的理论、抽象的概念和公式
、让人一头雾水的数字和符号。
所以你大可不必担心看不明白，完会可以放下负担，抹去经济学给你的枯燥感，现在就跟随《教你认
识经济学大全集(超值典藏版大全集)》去拨开生活的迷雾，寻找破解一切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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