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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为什么愿意推荐这本书　　茅于轼　　我认识本书的作者差不多有十五年的历史。
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涉及的领域很广，但多半跟经济学有关。
在这本书中他自称为半个经济学家。
大家也许会奇怪他另外半个是什么。
我觉得他的另外半个可以称为杂家，既有政治，又有历史，还有各种新奇的想法——不好归类的想法
。
所以不得不称为杂家。
　　他又是一位特别有创造性的作者，他的思想没有边界，但有追求真理的动机。
为此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所以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学者。
　　在这本书中，他用最通俗的方法叙述经济学的基本道理，特别是关于交换的知识。
我认为现在主流经济学虽然成果累累，但是对于交换的讨论是远远不够的，对于交换的认识停留在很
肤浅的程度，一般人不懂得交换对我们生活的重要意义。
也不去想，一旦交换停下来会有什么样的灾难。
比如说，灾荒大批饿死人并不是缺粮，而是缺市场，是因为没有了交换。
相反地，近二百年来全世界的财富如此迅速地积累，科学如此地发展，归根结底是交换的功劳。
换句话讲，如果没有市场，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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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经济学原理为依托，以日常生活为分析对象，向读者揭示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经济学本身
就是普通大众的消费品；其二，交易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本质，人的一切行为皆可用“交易”一词来解
释；其三，信息质量决定交易质量，也决定每个人的生活质量。
    在现实分析方面，力图向读者说明自我交易、与他人交易、与国家交易等一系列问题的真实性，让
读者重新审视生活本身。
通过重新审视，提高自己把握信息的能力，从而增值财富、改善心态，提高生活质量。
    本书借助民间俗语来诠释经济学原理，并精选经典历史案例与文学故事来衬托主题叙述，大大增加
了可读性。
本书还有两大特点：其一，大量个案源于作者实地调查，真实可靠；其二，内文图片均为作者原创，
生活气息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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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綦彦臣，1964年10月生，河北泊头市人。
自由撰稿人、独立经济学者，自称“半个经济学家”，并开有同名博客http
：//blog.sina.com.cn/cheemyee。

    1997年3月至1999年3月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2007年初，入选“2006年百名华人公共知
识分子名单”。
著有制度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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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股市赔钱的细账　　说起经济学，人们一般会认为它是属于有学问人懂的东西。
其实，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尤其是由于社会对经济学知识的需求大增，通俗表达就成了一个趋势。
因此，它的原理性表现在日常生活细节中随处可见。
比如，一家人到餐馆吃饭，只要不是提前订好了餐馆，大多会商量一下去湘菜馆还是川菜馆，吃涮火
锅还吃炒菜。
此类情况不一而足，即便是某个人决定请客，在正式发出邀请之前，也会作出如上选择。
　　这类情况在经济学里称作“人常常面临取舍”，它是经济学里既简单又重要的原理之一。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时不时也会用“成本”一词表达自己取舍的结果。
比如，你要到同一城市的某个地点与一位普通的朋友见面，坐公交去比打出租车去肯定会省一些钱。
或许你会说“坐公交成本低”。
成本还不只表现在花3元钱坐公交，或者花22元钱打车方面。
更多的是无形的取舍，即除了花钱之外，还有“抉择成本”要计算——去湘菜馆的成本是放弃去川菜
馆。
同样，我手头的钱有限（比如300元），急需支付水电气等费用（大约200多元），那么我就要放弃买
一套休闲服（恰好也是200多元）的打算，尽管我对后者想了很久。
水电气费用与休闲服的价格在此时互为成本，这样的成本，说的是“机会”状态下的事情。
本来，我在手头比较宽松的时候，可以买休闲服，但是一拖沓，到了水电气费用要交的时候，就失去
宽松时的那个“机会”。
　　机会成本往往不是用钱的数量来表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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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綦彦臣可能是国内第一位提金融反危机警告的人，他对金融安全、资本市场与监管、危机处理、
国外经验教训、IMF功能都具有比较研究优势。
　　——著名经济学家畅销书《生活中的经济学》作者 茅于轼　　经济学是学术象牙塔的明珠，也是
百姓日常用的东西。
作为后者，其实比前者更稀缺。
从来学问深入浅出，要比深入深出更难。
这是一本百姓生活里的经济学著作，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用。
　　——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 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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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真实的交易：提高生活质量的通俗经济学》的两大看点　　展示自我交易、与他人交易、与国
家交易等一系列问题的真实性，帮读者重新审视生活本身　　借助中国民间俗语来诠释经济学原理，
精选经典历史案例与文学故事风趣解读专业知识内容　　《真实的交易：提高生活质量的通俗经济学
》的三大价值　　提供新颖的信息筛选与利用系统　　描述中国家庭经济学的特色存在　　改变数以
千万计小资的生活模式　　通俗，简洁，有趣不看不知道，一看就开窍　　经济学家茅于轼倾情作序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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