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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變世界的魔力藏在怪誕思考裡　　什麼都怪異，什麼都不意外！
　　阿基米德曾發豪語：「只要給我一個支點，就能把地球舉起來！
」　　現在，「全美國最有趣腦袋」的李維特，要給大家這個支點，　　讓所有人都能成為「蘋果橘
子經濟學家」，打破既有的思考框架與常規，　　找出隱藏在問題與現象背後不可思議的瘋狂誘因，
掌握改變世界的魔力。
　　你會發現：最難解的問題，答案往往異常簡單！
　　來來來，現在先小試你的「蘋果橘子指數」：　　對芝加哥的流鶯而言，一週中的哪一天最賺錢
？
　　A.星期六　　B.星期一　　C.星期三　　D.星期五　　死於心臟疾病人數的減少中，有一半歸功
於：　　A.不昂貴的藥物　　B.血管修復術　　C.心臟移植　　D.冠狀動脈支架　　下列何者對阻止
溫室效應最具成效？
　　A.鼓勵減少消費的大眾意識宣導　　B.碳排放量的總限量與交易制度　　C.火山爆發　　D.大量
植樹　　爭議到爆，發燒到爆，各界同聲叫怪！
各界同聲叫買！
　　《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娛樂週刊》《經濟學人》⋯⋯爭論不斷　　前作
《蘋果橘子經濟學》(Freakonomics)，名列《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在全球創造大轟動，自二○○五
年出版至今，已在全球以三十五種語言銷售超過四百萬冊，並且改變了我們看待此世界的方式。
現在，李維特和杜伯納再度推出新作《超爆蘋果橘子經濟學》，讀者將在此續集中看到更怪誕、更有
趣、更令人驚奇的探討議題。
　　兩位作者歷時四年寫就的這本新作，引領我們深入思考一些令人費解、意想不到的問題：酒醉駕
車比較危險，還是酒醉走路比較危險？
化學療法的成效這麼差，為何仍然經常被採用？
變性手術能幫助你提高薪資嗎？
　　引爆火山爆發真有可能拯救地球暖化？
　　流鶯就像百貨公司裡的聖誕老人！
　　醫生連洗手這樣簡單的事情都做不好？
　　兒童汽車安全座椅到底能幫父母多大的忙？
　　捕捉恐怖分子最佳的方法和買保險有關！
　　颶風、心臟病發作、公路死亡事故，其實存在有共通之處！
　　吃袋鼠肉有助拯救地球！
　　皮條客比房地產經紀人還能創造更高的價值？
　　不論是大膽探究全球氣候暖化的解方，抑或解釋妓女口交價格大幅下跌的原因，李維特和杜伯納
結合聰慧思考與說故事的能力，讓人看得直呼：super f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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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帝文．李維特（Steven D. Levitt）　　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教授。
年僅42歲的李維特在2003年獲頒「約翰?貝茲?克拉克獎」，許多贏得此殊榮的經濟學家後來也贏得諾
貝爾經濟學獎。
李維特在2006年被《時代》雜誌評選為「對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百大人物」，《經濟學人》在十年前評
選他為經濟學界的八位明日之星。
李維特的研究與論述不僅使艱澀深奧的經濟學變得更平易近人、饒富趣味，也啟發人們更深入思考社
會與日常生活中，許多看似怪誕現象背後的道理與深義，並進而省思政策與措施的成效和影響性。
他與杜伯納和著的前一本作品《蘋果橘子經濟學》，至今已在全球以35種語言銷售，超過400萬冊。
史帝芬．杜伯納（Stephen J. Dubner）　　前《紐約時報雜誌》作家與編輯，為《紐約時報》、《紐約
客》等知名報章雜誌撰文，出版有多本著作。
李芳齡　　專事譯作，譯著包括《啟動革命》、《哈佛商業評論精選：企業策略》、《第五項修練III
：變革之舞》、《杜拉克——管理的使命、責任、實務》、《創新者的解答》、《創新者的修練》、
《創新者的成長指南》、《成功不墜——最適者再生》、《當債務吞噬國家》、《境外共和國》、《
新帝國遊戲》、《超級資本主義》、《開放式經營》、《豐田模式》系列、《尖子品牌》、《逆轉力
》等六十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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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推薦序　隱藏在事物背後的操縱黃國華推薦序　一小步變動就能引發全球經濟大地震趙辛哲導讀　他
竟然這麼快就回來了！
林明仁《蘋果橘子經濟學》沒說清楚的事前言　把怪誕加進經濟學裡酒醉不開車也別走路電視解放了
印度婦女沒排碳問題的年代被淹沒在馬糞中「蘋果橘子經濟學」到底在講啥？
無牙鯊魚和嗜血大象看見你從沒料到的另一面1流鶯就像百貨公司裡的聖誕老人男人真吃香出賣肉體
賺更多「皮條客作用」警察愛娼妓？
女教師都到哪裡去了？
男人愛錢，女人愛孩子快樂的娼妓2自殺炸彈客應該買壽險哦，所以才說生要逢時誰家會養出恐怖分
子？
九一一的涓滴效應怎麼分辨好醫生和壞醫生？
令人咋舌的「好死」與「賴活」無孔不入的恐怖分子3人是冷漠或利他的動物三十八人眼睜睜看吉諾
維斯小姐被殺？
利他主義背後的動機藍領階級經濟學家的影響？
吉諾維斯小姐故事的真相？
4令人驚奇便宜又簡單的解方生小孩得賭上性命高尚的意圖往往適得其反這個世界靠硝酸氨在養石油
取代了鯨魚疫苗征服了小兒麻痺症安全座椅的錯誤安全感颶風可以不再殺人嗎？
5笨蛋！
暖化問題不在減碳而已地球在發燒全球暖化儼然成了一門宗教全都是「負面外部性」害的嗎？
火山爆發可以解救地球暖化智權創投公司的那幫人我們是不是錯怪了二氧化碳？
現有解方太少、太遲、太樂觀大屁股火山與氣候變遷如何使地球降溫髒手與致命的醫生更多男人割包
皮後記　猴子也是人猴子也懂貨幣價值投資專家跟猴子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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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把怪誕加進經濟學裡　　生活中有許多困難的決定。
你應該從事哪一種職業？
是否需要把衰老多病的母親送往療養院？
你和你的配偶已經有兩個小孩了，該不該再生第三個？
　　這些決定之所以困難，有一些原因。
其一是利害性高，其二是涉及高度不確定性，說到底，類似這樣的決定並不常出現，這意味的是你並
不常有練習做這類決定的機會。
你大概很熟練於採買雜貨，因為你經常做這件事嘛，至於購買人生的第一棟房子，那可是全然不同的
一碼事。
　　另一方面，有些決定倒是十分容易。
　　想像你去參加一位朋友家裡舉行的派對，他家離你家只有一哩遠，你在派對上玩得很盡興，也許
是因為你喝了四杯紅酒。
現在，派對曲終人散了，你一邊喝掉最後一杯酒，一邊掏出你的汽車鑰匙，突然間，你決定不該這麼
做，因為你現在的狀況不適合開車回家。
　　在過去數十年，我們被嚴格教育有關於酒後駕車的危險性，酒後駕車的肇事率比清醒駕車高出十
三倍。
可是，酒後駕車的人仍舊很多，在美國，所有重大車禍事故中，有超過三○％涉及至少一名駕駛人酒
後開車。
在飲酒最盛的夜間時段，這個比例高達近六○％。
總的來說，平均每一百四十哩行車路程中，就有一哩路程是酒後開車，相當於每年有二百一十億哩的
酒後駕車。
　　為何有這麼多人酒後駕車呢？
也許是因為酒後開車者鮮少被抓到，這可能是最發人警醒的統計數字，平均每兩萬七千哩的酒駕路程
中，只有一哩被抓。
這意味的是，你可以一邊喝著啤酒，一邊開車橫跨全美，再開回來，接著再來回三趟後才會被警察攔
檢。
跟絕大多數壞習慣一樣，若能制定夠強烈的誘因措施，也許就能完全消除酒駕，例如隨機擺放路障，
對酒駕者就地正法，不過，我們的社會恐怕不能接受這種做法。
　　話說回頭，你在朋友家的派對結束時，做出了似乎是有史以來最容易的決定：你決定不開車，改
而走路回家，反正只有一哩路嘛。
你找到你的朋友，感謝他舉辦的這場派對，並告訴他你打算走路回家，他十分贊成你的明智判斷。
　　可是，他應該贊成嗎？
我們都知道酒後駕車有多危險，但酒醉後走路？
呢？
這個決定真的那麼容易嗎？
　　酒醉不開車也別走路　　讓我們來看看一些數字。
每年有超過一千名喝醉的行人死於交通意外？
，他們偏離人行道，走上城市街道；他們躺在鄉間道路上休息；他們搖晃莽撞地奔跑穿越車水馬龍的
公路。
相較於每年跟酒醉相關的交通事故死亡總人數（約一萬三千人），死於交通意外的酒醉行人數目相當
少，不過，當你選擇酒醉走路或駕車時，要看的並不是這些總數。
真正切要的問題是：以平均每哩來看，到底是酒醉駕車比較危險，還是酒醉走路比較危險？
　　平均每位美國人每天在住家或工作場所以外的地方走約半哩路，十六歲以上的美國人約兩億三千
七百萬人，所以，算一算，可駕車年齡的美國人每年在外行走四百三十億哩。
若我們假設這些行走哩程中，平均每一百四十哩中有一哩是酒醉走路（相同於酒駕的哩程比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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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於每年有三?○七億哩的酒醉走路。
　　用這些數字來算一算，你會發現，若以平均每哩來看，酒醉行人因交通事故致死的機率，比酒駕
者因交通事故致死的機率高出八倍。
　　還有一項重要警告：酒醉行人通常只會導致自身受傷或死亡，不會導致他人受傷或死亡，但酒駕
者就不同了，在涉及酒精的死亡車禍中，三六％的受害人是乘客、行人，或其他駕駛人。
不過，就算把那些無辜死亡者排除在外，以平均每哩來看，酒醉行人因交通事故致死者，仍然是酒駕
肇事致死者的五倍。
　　憑此數據，在離開朋友家的派對時，你的決定應該很明顯：開車比走路安全。
（當然啦，少喝點，或是叫輛計程車，會更安全。
）下一回，你在派對上喝了四杯酒後，在決定如何回家時，你的考慮應該會有點不同吧。
或者，要是你已經喝得太醉了，也許你的朋友會幫忙，因為，真正的朋友不會讓他的朋友酒醉走路？
。
　　電視解放了印度婦女　　若你能選擇出生於世界任何地方，印度大概不會是最明智的選擇。
儘管自我吹捧為全球經濟中發展快速的要角，但整體而言，這個國家仍然非常貧窮。
印度人民平均壽命和識字率仍低，汙染與貪腐情形嚴重，在超過三分之二人口居住的農村地區，獲得
電力供給的住家還不及一半，平均每四戶住家只有一戶住家有廁所？
。
　　當個印度女人尤其不幸，因為許多印度父母有強烈的重男輕女觀念。
已有兩個兒子的印度家庭中，只有一○％想再生個小孩；反觀已有兩個女兒的印度家庭中，有將近四
○％想再接再厲試試看。
在印度，生個男孩猶如創造了一個個人退休基金，他會長大成為賺錢的男人，奉養父母的晚年，時候
到了，替父母點燃火葬的柴堆。
反觀生了個女兒，意味著把退休基金換貼嫁妝基金的標籤，長久以來，嫁妝習俗雖為人詬病，但新娘
子的父母給新郎倌或其家人現金、汽車、房地產，仍是普遍之事。
還有呢，婚禮的費用通常也是由女方家庭支付。
　　為全球各地貧窮唇顎裂兒童施行修補手術的美國慈善組織微笑列車（Smile Train），最近在印度
清奈（Chennai）待了一段時間，當地一名男子被問到他有幾個小孩時，他回答：「一個」，該組織後
來得知該名男子的確有個兒子，但他還有五個女兒，他顯然認為這些女兒不值得一提。
微笑列車組織還得知，清奈的產婆有時收費二?五美元，受託悶死剛出生的唇顎裂女嬰，因此，該組織
決定利用誘因做善事，開始提供獎金以鼓勵產婆把唇顎裂女嬰帶到醫院施行修補手術，每帶來一名女
嬰，可以獲得最高達十美元的獎金？
。
　　在印度，女性地位嚴重低落，以至於印度女性人口比男性少約三千五百萬人。
經濟學家阿瑪提亞?沈恩（Amartya Sen）口中所謂的「失蹤女性」，大多數被推測為已經死亡，可能是
被間接手段致死（例如女孩的父母不提供營養食物或醫療，可能是為了保留這些照料給女孩的兄弟）
，或是被直接殺害（女嬰出生後被父母或產婆弄死），或是墮胎（這種情形愈來愈多）。
即使在偶爾才見電力供應、難以找到乾淨供水的印度最小村莊，孕婦也能付錢請技術員以超音波掃描
胎兒的性別，若懷的是女嬰，就施行墮胎。
近年，由於這類性別選擇性墮胎的情形愈來愈普遍，印度的男性與女性人口比例失衡狀況愈來愈嚴重
，這種現象也發生在其他重男輕女的國家，例如中國。
　　幸運得以長大成人的印度女嬰，在人生的幾乎每個階段都面臨不平等待遇，她賺的錢比男性少，
受到的健康照料較差，接受的教育較少，或許還受到日常的殘暴待遇。
在一項全國性健康問卷調查中，五一％的印度男性表示在某些境況下打老婆是合理的事；更令人吃驚
的是，五四％的女性贊同這種看法，例如老婆把晚餐燒焦了，或是未經丈夫允許而離開住家。
每年有超過十萬名年輕印度女性被燒死，這其中有許多是索奩焚妻？
（bride burning） ，或是其他的家暴情況。
　　印度女性的非意願懷孕及感染性病風險也很高，包括愛滋病高感染率，原因之一是印度男性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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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時使用保險套不當的情形超過一五％，為何失敗率如此高呢？
根據印度醫學研究委員會的調查，約六○％的印度男性陰莖太小，不適用依照世界衛生組織規格生產
的保險套。
這項研究調查歷時兩年，有超過一千名印度男性接受科學人員度量他們的陰莖大小及拍照，一名研究
人員指出：「保險套規格不適用印度男性。
」　　存在這麼多的問題，該如何改善印度女性（尤其是絕大多數居住在鄉村地區的女性）的生活呢
？
　　印度政府做了一些嘗試，例如立法禁止索討嫁妝和視性別選擇墮胎，但民間普遍漠視這些法律。
還有一些幫助婦女的金錢干預措施，包括「我的女兒，我的新娘」（Apni Beti, Apna Dhan）計畫，付
錢給鄉村婦女，以鼓勵她們不要墮掉女胎；龐大的微型信貸產業，對女性提供小型事業貸款；以及許
多國際性援助機構推出的種種慈善方案。
印度政府也誓言要促使更易於取得尺寸較小的保險套。
　　不幸地，這些方案大都複雜、所費不貲，充其量只獲致表面上的成功。
　　不過，另一種干預似乎見到了成效。
跟超音波機器一樣，這項干預得仰賴技術，但跟婦女本身沒多大關係，跟生小孩這碼事的關聯性更低
。
它也不需要靠印度政府或多國籍慈善組織的管理，事實上，它根本不是針對幫助任何人而設計的，至
少不是我們一般認為的「幫助」方式。
它只是一項已經有相當歷史的企業產物，叫作「電視」。
　　官方電視台已經存在數十年，但是，低品質和枯燥乏味的節目令人覺得不值一看。
不過，情況在近年間有了改變，拜器材與播送價格的明顯下滑所賜，印度有廣大地區已經安裝了有線
電視和衛星電視。
自二○○一年至二○○六年間，有一億五千萬印度人首度可以收看有線電視，他們的村莊突然間可以
收看到發送自印度大城市及海外的最新遊戲節目、肥皂劇、新聞、警政措施。
電視使得許多印度鄉村居民首度看到外面的世界。
　　不過，並不是每個印度村莊都能收看到有線電視，那些取得有線電視服務的村莊也只能在不同時
段收看，這種情形產生了經濟學家喜歡研究的資料，這可是極棒的自然實驗。
村莊能否收看到及何時可收看到有線電視，使得村莊居民及他們的生活產生了變化，愛蜜莉?奧斯特
（Emily Oster）和羅伯?詹森（Robert Jensen）這兩位年輕的美國經濟學家藉由度量這些變化與差異，洞
察電視對於印度女性產生的影響。
　　他們檢視印度政府對兩千七百戶家計單位（大多數位於農村）進行調查所獲得的資料，這項調查
詢問十五歲以上女性的生活型態、偏好和家庭關係。
調查結果顯示，最近可收看到有線電視的女性明顯不願意容忍打老婆的情形，較不會承認有重男輕女
傾向，並且較可能發揮個人自主權。
電視似乎以政府干預無法做到的方式賦予女性權力。
　　是什麼導致這些變化呢？
是印度女性從電視上看到遍布世界各地的影像後，變得更自主了嗎？
─在那些影像中，女性隨心所欲地裝扮自己、處理自己的錢、不被當成所有物或生孩子的機器。
抑或這些節目只是使得印度農村婦女覺得，羞於對政府訪查員承認她們受到太糟糕的待遇？
　　對於這些親身調查所獲得的資料，我們可以合理抱持懷疑，人們口中述說他們如何表現其舉止行
為，跟他們的實際行為之間往往存在相當大的差距。
套用經濟學的術語，這兩種行為是「宣稱偏好」（declared preferences）和「展現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s）。
再者，當撒謊不會付出代價時（例如在這樣的政府調查中撒謊），可以預期會出現不少撒謊的情形。
撒謊甚至可能是潛意識行為，受訪者說的是她認為訪查員想聽的話。
　　不過，當你能夠度量「展現偏好」或實際行為時，你就能獲得可信度頗高的洞察，歐斯特和詹森
就是因此而發現了確實變化的可信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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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收看有線電視的印度農村家庭，其生育率開始低於無法收看到有線電視的農村家庭（在印度這樣的
國家，較低的生育率通常意味女性有較高的自主權，且健康風險性較低）。
可收看有線電視的家庭也比較願意讓他們的女兒繼續接受教育，這意味這些家庭的女孩較受到重視，
或至少被認為應該獲得跟男孩平等的待遇。
（值得一提的是，男孩的入學率並未改變。
） 這些確實數字使得那項印度官方調查中受訪者的自述資料可信度提高，有線電視似乎真的對印度農
村婦女賦權，甚至已經到了促使她們不再容忍家暴的地步。
　　或者，也可能是她們的丈夫太忙於收看板球賽事，沒時間找碴施暴啦。
　　沒排碳問題的年代被淹沒在馬糞中　　當世界邁向現代紀元時，人口稠密度也在短期內暴增，這
種情形大多發生於倫敦、巴黎、紐約、芝加哥之類的大城市。
就以美國為例，在十九世紀，城市的居民增加了三千萬人，其中有一半是在最後二十年增加的。
　　但是，隨著人口和他們的家當從一地遷居至另一地，一個問題出現了。
主要的交通方式製造出一堆的副產品─經濟學家所謂的「負面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包括
交通阻塞、高保險成本、太多的交通死亡事故。
原本被供在餐桌上的穀物，有時被轉化為燃料，導致食物價格上漲和食物短缺。
還有空氣汙染和有毒排放物，危害環境與人們的健康。
　　我們談的是汽車，對吧？
不，不是汽車，我們談的是馬兒。
　　自古以來，力氣大、用途廣泛的馬兒是人類的好幫手，隨著現代城市的擴展，馬兒被用來做很多
事：拉街車和私家馬車、拖運建築材料、載運從船上及火車卸下的貨物，甚至為製造家具、繩索、啤
酒、衣服的機器提供馬力。
要是你的年幼女兒生了重病，醫生還會騎馬奔馳至你家。
當發生火災時，一隊馬匹拖拉消防泵車衝過街道，奔往現場。
在邁入二十世紀之初，大約有二十萬匹馬豢養在紐約市，且供人們驅使，當時，紐約市人口與馬口的
比例是十七比一。
　　不過，馬兒也會製造麻煩！
　　運貨馬車導致街道嚴重阻塞，當馬兒的健康垮了，牠往往被當場斃命，這導致進一步的交通延誤
。
許多馬主為防欺騙詭計，簽定的壽險合約中要求馬兒必須由第三方施行安樂死，這意味著必須等候警
察、獸醫，或美國防止動物虐待協會人員抵達現場。
就算馬兒死了，交通阻塞問題也沒就此完結，交通學者艾力克?摩里斯（Eric Morris）寫道：「死了的
馬兒非常笨重難移，因此，清道夫通常會等到馬屍腐爛，他們便能更容易地把牠鋸成塊後運走。
」　　鐵製馬車輪和馬蹄發出的聲響實在吵死人（據說導致很多人患精神病），因此，有些城市禁止
馬車行走於醫院和其他敏感地區的周邊街道。
　　馬兒或馬車並不像你在電影中看到的那般易於操控，尤其是在滑溜、擁擠的城市街道上，不論車
或馬經常撞倒人，據說在一九○○年，馬匹導致的意外事故奪走了兩百條紐約人性命，相當於平均每
一萬七千名居民中就有一人因此喪命。
這裡給你一個比較數字：在二○○七年，有二七四名紐約客死於車禍，相當於平均每三萬名紐約客中
有一人因車禍喪命。
換言之，紐約客在一九○○年死於馬匹導致意外事故的機率，是現今紐約客死於車禍機率的近兩倍！
（很遺憾，沒有關於酒後騎馬和酒駕馬車的統計資料，不過，我們可以設想數字恐怕高得嚇人。
）　　最嚴重的問題是馬糞，平均每匹馬一天拉出約二十四磅的糞便，二十萬匹馬一天拉出近五百萬
磅的糞便，這大堆馬糞都去了哪兒？
　　更早數十年，當城市裡的馬兒沒那麼多時，存在一個運作順暢的馬糞市場，農夫購買馬糞，運送
（當然是用馬運送囉）至他們的農場。
但是，隨著城市人口爆炸性成長，出現了馬糞嚴重供給過剩的現象，在空地上，馬糞堆積到六呎高，
在城市街道邊，馬糞堆積得猶如雪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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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天，臭氣沖天；下雨時，濃稠的馬糞湯湧上人行道，滲漏進商店與住家的地下室。
今天，當你欣賞舊紐約的褐石建築，以及它們優雅地比街道高出一道矮層，走上二樓才是客廳時，請
別忘了，這在當年是必要的設計，好讓屋主高居於馬糞海上。
　　這些糞便非常有害健康，它滋生多到難以計數的蒼蠅，散播各種致命疾病。
老鼠和其他害蟲群集於堆積如山的馬糞中，揀食未被消化的燕麥及其他馬飼料（拜更多馬兒需要飼料
之賜，人們食用的穀物價格更貴了）。
在當時，沒有人擔心地球暖化的問題，若當時的人們擔心此問題的話，馬兒鐵定成為頭號公敵，因為
馬糞排放出的沼氣是引發強大溫室效應的氣體。
　　一八九八年，紐約主辦第一屆國際城市規畫研討會，馬糞是這場研討會的主要議題，因為世界各
地的城市都面臨相同的馬糞危機。
但大家想不出個對策，摩里斯寫道：「被此危機難住之下，這場城市規畫研討會宣布徒勞無功，原訂
舉行十天的會議，只開了三天就落幕。
」　　這世界似乎到了沒有馬兒將無法生存、但有了馬兒也生存不下去的地步。
可是，後來，這問題消失了，妙計既不是政府頒布的什麼勒令，也不是來自什麼天啟，城市居民也沒
有屈服於馬力帶來的利益之下，起而推動什麼利他主義或自制之類的群眾運動。
是技術創新解決了這個問題。
不，不是創造出排糞量較少的動物，而是遠較乾淨、有效率的電車和汽車問世，把馬兒踢進了柵欄裡
。
比馬車更便宜、更易操控的汽車被稱為「環境救星」，世界各地城市終於能夠不用掩鼻地深呼吸，並
再度邁開大步向前進。
　　創造性破壞　　很不幸地，故事並未就此劃下句點。
拯救了二十世紀的解方，似乎已經危及二十一世紀，因為汽車和電車也製造出它們的負面外部性。
過去一世紀，超過十億輛汽車和成千上萬的燃煤發電廠所排放出的碳，似乎已經導致地球的大氣層溫
度升高。
馬兒的活動曾經對文明發展構成威脅，如今，人類活動也對文明發展構成威脅。
哈佛大學環境經濟學家馬丁?魏茲曼（Martin Weitzman）說，全球氣溫將升高到足以實際毀滅地球的機
率大約是五％。
在某些陣營（例如向來對任何世界末日預言都有興趣的媒體），這類毀滅論更強烈。
　　這其實並不令人太驚訝，當某個問題的解方尚未端在我們眼前之前，我們總是很容易認為問題沒
有解方。
但是，歷史一再證明，這種假設是錯的。
　　這世界絕對不完美，也不是所有進步都總是有益，就算是社會普遍蒙益之事，也無可避免地造成
某些人的損失，這也是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之所以稱資本主義為「創造性破壞」
（creative destruction）的原因。
　　不過，人類為看似棘手問題尋找技術性解決方法的能力很強，全球暖化問題很可能也是如此。
並不是說這問題的潛在嚴重性不大，但人類的智謀（尤其是在有適當誘因下）更大。
更令人鼓舞的是，技術性解方往往遠比毀滅論者所能想像的更為簡單、便宜。
事實上，在本書最後一章，我們將看到，一群工程師已經發展出三種全球暖化問題的解方，每一種解
方都可以用低於肯塔基州堅蘭（Keeneland）拍賣會上所有良種馬的價格買到。
　　順便一提的是，馬糞的價值已經回升了，最近，麻州一牧場的主人請警方制止一位鄰居運走該牧
場的馬糞，這位鄰居聲稱這是誤會一場，此牧場的前主人允許他這麼做。
不過，牧場現在的主人可不依，他要求這鄰居得為他取走的馬糞付六百美元。
　　這位喜愛馬糞的鄰居是誰呢？
正是那位提出全球暖化嚴重預測的經濟學家魏茲曼。
當此事見諸報端時，一名同事寫信給魏茲曼：「恭喜啊。
我認識的經濟學家幾乎全是馬糞的淨輸出者，而你，似乎是淨輸入者。
」　　「蘋果橘子經濟學」到底在講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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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服馬糞、有線電視的意外效果、酒醉走路的危險性，這些跟經濟學有什麼關係？
　　與其把這類事當「經濟學」來思考，不如把它們視為「經濟方法」（economic approach）的例示
，使這個名詞變得流行、通俗的是一九九二年諾貝爾獎得主、長期任教於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蓋瑞?
貝克？
（Gary Becker） 。
貝克在獲頒諾貝爾獎時的致詞中解釋，經濟方法：「不假設個人只受到自私或利益的激勵，它是一種
分析方法，不是有關什麼動機因素的假設⋯⋯，行為受到很廣泛的價值觀和偏好的影響。
」　　貝克的學術生涯始於研究和經濟學並非密切相關的主題，例如犯罪與懲罰、吸毒、時間分配、
婚姻的成本與效益、養育小孩、離婚等，他的多數同事並不鑽研這類東西。
「有很長一段時間，絕大多數重要經濟學家忽視或非常不喜歡我所研究的主題，我被視為偏離經濟學
領域，或根本稱不上是真正的經濟學家。
」　　噯，要是貝克研究的東西不是真正的經濟學，那我們也想研究它們。
坦白說，貝克研究的東西其實是「freakonomics」─把經濟方法和惡質、怪異反常的現象結合起來，只
不過，當時還未造出「freakonomics」這個字。
　　在獲頒諾貝爾獎時的致詞中，貝克指出，經濟方法並不是一種題材，也不是用以解釋經濟的數學
工具，而是決定對這個世界進行有點不同的檢視。
經濟方法是有系統地說明，人們如何做決定和如何改變他們的心意；如何選擇愛與結婚的對象，如何
決定恨、或甚至殺了某人；偶然看到一堆錢時，他們會偷走、不理會、抑或再加添上一些；為何他們
害怕某個事物，但對於僅僅有點不同的事物，卻又那樣渴望期盼；為何他們會懲罰某種行為，但獎勵
另一種類似的行為。
　　經濟學家如何說明這類決定？
通常是始於蒐集大量累積資料，可能是刻意產生的資料，也可能是意外留下的資料。
只要問對了問題，一群好資料可以大大幫助說明人們的行為，在本書中，我們做的事就是提出適當、
正確的問題？
，這可以幫助我們說明─例如，在某種情況下，腫瘤學家或恐怖分子或大學生如何行為，以及為什麼
。
　　把人類行為的怪異性歸納為冰冷的機率數字，有些人可能對此感到不舒服，我們之中有誰想讓自
己被描繪為「典型」（typical）呢？
舉例而言，若把地球上的所有女性和男性合起來計算，你會發現，典型的成年人平均有一個乳房和一
個睪丸；但實際上，有多少人符合這樣的描述？
若你所愛的一個人在酒駕車禍中喪生，那麼，得知酒醉走路比酒駕還要危險，這能對你產生安慰嗎？
若你是遭到丈夫家暴的年輕印度新娘，得知有線電視能對典型的印度新娘賦權，會使你開心嗎？
　　這些異議很好，也正確，不過，儘管每個規則都有例外，但知道規則仍然是有益的。
在人們可能有無限「非典型」方式的複雜世界裡，找出基線是非常有助益的事，而找出基線的一個好
起始點就是發掘平均而言的事實。
這樣，我們就可以避免在思考日常決策、法律、組織治理時，根據的是例外與反常，而不是以平均事
實為根據。
　　無牙鯊魚和嗜血大象　　回顧二○○一年夏季，在美國，那年夏天被稱為「鯊魚之夏」，媒體報
導各地紛紛出現鯊魚瘋狂殺人的事件傳聞。
最初的例子是八歲男孩傑西（Jessie Arbogast）在佛羅里達州彭沙科拉（Pensacola）的墨西哥灣海域淺
灘戲水時，遭到一頭公牛鯊咬斷右臂，大腿也被咬掉一大塊。
《時代》（Time）雜誌以鯊魚攻擊為主題，做了封面故事報導，以下是主文的導述：　　在毫無警訊
下，鯊魚靜悄悄地潛至。
牠們的攻擊方式有三種：撞上後立刻游走、猛撞後大咬、襲擊，最常見的是撞上後立刻游走。
鯊魚可能看到游泳者的單隻腿，以為是條魚，咬了一口，才發現這不是牠平常的獵物。
　　嚇到了沒？
　　理智者可能再也不敢靠近海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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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一年實際上發生了多少起鯊魚攻擊事件呢？
　　你猜猜看，然後把你猜的數字減一半，再減一半，對半再減上幾回。
二○○一年一整年，全世界總計只發生六十八次鯊魚攻擊事件，其中只有四次致人於死。
　　這些數字不僅遠低於媒體歇斯底里的暗喻，相較於之前和之後各年的數字，它們也沒有較高。
自一九九五至二○○五年間，全世界平均每年發生六○?三次鯊魚攻擊事件，次數最多的一年是七十九
次，最低為四十六次，平均每年被鯊魚咬死的人數是五?九，最高數字是十一人，最低是三人。
換言之，二○○一年夏天的新聞標題大可以這麼下，「今年的鯊魚攻擊事件次數跟歷年差不多」，不
過，這樣的標題可能無法使雜誌銷量增加多少。
　　暫且不去想可憐的傑西，以及他和他家人遭遇的悲劇，換個角度想想：在人口超過六十億的世界
，二○○一年只有四人因為鯊魚攻擊喪命，但每年被新聞轉播車輾過的人恐怕更多。
　　另一方面，平均每年至少有兩百人被大象殺死，為何我們就不怕牠們呢？
也許是因為絕大多數受害人居住的地方遠離世界各地的媒體中心，也可能和我們從電影中獲得的印象
有關。
友善、逗趣的大象是兒童片中常見的角色元素之一，例如《大象家族》（Babar）和《小飛象》
（Dumbo）；反觀鯊魚，總是被派當壞蛋的角色，要是鯊魚在法律界有人脈的話，牠們一定會告上法
院，要求下令禁止放映《大白鯊》（Jaws）這部電影。
　　可是，在二○○一年夏天，駭人的鯊魚新聞沒完沒了，恐懼高叫，直到九月十一日發生世貿大樓
和五角大廈的恐怖攻擊事件，鯊魚新聞才靜了下來。
那一天，有近三千人喪命。
比起最早有鯊魚攻擊事件記錄的十六世紀後期迄今數百年間遭鯊魚攻擊而喪命的總人數，高出兩千五
百人。
　　所以，從「典型」的角度來思考，雖有其缺點，但也有其優點。
因此，在本書中，我們盡全力根據累積資料來說故事，而不是根據個別軼事、顯明的異常現象、個人
意見、情緒爆發，或道德傾向。
也許有人會說，統計數字可被拿來任意詮釋，可被用以辯護站不住腳的理由，或是用來撒小謊。
但是，經濟方法力求相反：無懼、無偏好地探討一個主題，讓數字說真相。
我們不站在任何一邊，舉例而言，有線電視的引進顯著幫助印度農村地區的婦女，這並非指我們認定
電視產生的影響必然是正面的，你將在第三章讀到，電視的問世在美國造成了一項破壞性極大的社會
變化。
　　經濟方法並非要將這世界描述成，我們任何人想要、或害怕、或祈禱變成的世界，而是要解釋這
世界的真實面貌。
大多數人都想矯正或改變這世界的某些面貌，但要改變世界，你得先了解它。
　　看見你從沒料到的另一面　　在撰寫此書時，距離始於美國次貸風暴、進而像高傳染力疾病般快
速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機約莫過了一年，將有大量關於這個主題的書籍出版，就算沒有數千本，也有數
百本吧。
本書不探討這個主題。
　　為什麼？
主要是因為，總體經濟何其複雜、多變的無數，並不是我們的研究領域。
在經歷過最近發生的事件後，大概有人會懷疑：有任何經濟學家的研究領域是總體經濟嗎？
社會大眾遇到的經濟學家，大多被當成先知一般，能高度有把握地告訴你，股市、通貨膨脹率或利率
將朝什麼方向變化。
但是，最近我們已經看到，這類預測通常沒什麼用。
光是解釋過去，就已經讓經濟學家夠頭痛了，更遑論預測未來。
（經濟學家們至今仍在辯論，小羅斯福總統的政策究竟是減輕了大蕭條，抑或導致它更加惡化呢！
） 當然啦，忙於預測未來的，並非只有經濟學家而已。
相信我們自身的預測能力，似乎是人世間永遠少不了的一部分；而快速忘掉我們的預測有多麼不準確
，同樣也是人世間永遠少不了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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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本書中，我們幾乎不談人們所謂的「經濟」（總體經濟），對此，我們的最佳辯解是：
我們所寫的主題雖和總體經濟沒有直接關聯性，但也許可以為實際的人類行為提供一些洞察。
信不信由你，若你能了解導致學校老師或相撲選手作弊的誘因，你就能了解次貸泡沫是如何發生的。
　　書中的故事是發生於許多領域的場景─從安靜的學術界走廊到最汙穢的街角，許多故事是根據李
維特的近期學術研究，有些故事的靈感則是來自其他經濟學家、工程師與天體物理學家、精神病殺人
犯與急診室醫生、業餘歷史學家和變性神經科學家。
大多數故事可歸屬於以下兩種類別之一：那些你總以為你了解、但其實不然的事物；那些你從不知道
你想了解、但你其實想了解的事物。
　　我們的許多發現也許不是那麼有用，甚至可能不是那麼確實，但這不要緊，我們只是試圖開啟談
話，不是要下結論。
也就是說，你也許會在本書中發現一些值得爭議的東西。
　　事實上，若你沒發現，我們反而會覺得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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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Steve才華洋溢的創新作法，堪稱是「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最後一塊拼圖」。
然而他在學術及暢銷書上的名氣，總造成毀譽相隨，所以有人說，他把個體經濟帶進了歧途！
 他的回答是：『的確，我的研究方法與其他人差異很大，不過我的問題都是有重要的經濟與政策意涵
。
更重要的是，我回答了別人無法解決的問題！
』」　　－－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林明仁　　「經濟學常是很有洞察力的，從現象著手，用統計
數字說話，往往得到與常識相反的結論，這是經濟學最迷人的地方。
《超爆蘋果橘子經濟學》對台灣的經濟學家是個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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