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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离经叛道”侃婚恋    贝克尔等经济学先贤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使婚恋家庭经济学成为现代经济学
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阅读和思考贝克尔、波斯纳和张五常等学者关于婚姻问题的洞见时，深深地为经济分析方法的魅力
所折服，使我从一个经济学帝国主义者变成一个无可救药的、彻底的、“无耻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者
。
在每次思路枯竭时，我会一次次重读贝克尔的《家庭论》等经典书籍，学习其精妙的分析视角，为我
的写作寻找灵感。
用相对通俗的语言将这些学者的洞见介绍给一般的读者，可能是愚笨的我能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大厦添
砖加瓦的唯一方式。
    波斯纳在《性与理性》一书中这样写道：“经济学理论把这些视角、洞见以及其他可以公道地称为
科学的或是社会科学的性态理论都包容进来，整合为一体，并超越了这些理论。
”对爱情、婚姻和家庭的研究同样如此。
本书就试图应用理性选择工具整合历史学、性学、社会学、社会生物学等学科对爱情、婚姻和家庭的
思考，当然，成功与否，有待读者评判。
    本书的不少内容在西安交通大学面向全校本科生的通识类选修课“社会问题的经济学分析”中得到
使用，在课上、课后甚至在答题纸的最后，学生时常表达这样的想法：“老师，您讲的东西我能够接
受，但决定爱情和婚姻不仅仅是成本和收益。
”这种问题在一些非经济学专业的专家中同样存在。
记得在向学校申请开设“爱情、婚姻和家庭经济学”选修课的答辩中，专家组就否认了开设这门课程
的价值，认为爱情、婚姻和家庭是情感关注的事情，无法用庸俗的经济学成本收益法去解释，经济学
“捞过界”了。
    面对这样的质疑，我时常觉得语言贫乏。
“我们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只懂得经济分析方法。
”这个万金油的答案是我敷衍学生提问的唯一方法。
的确，如果我没有学过和思考过相关问题，让我接受“一夫多妻制有利女性”、“小妾制度在特定的
历史时期有其社会价值”、“童养媳有利于女性”、“门当户对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有其经济理性
”等命题有很大的难度。
感谢学生对我“胡说八道”的宽容！
如果读者向我问同样的问题，也许我本人信奉的一个原则——“一个现象要长久存在，背后一定有其
经济理性”可能是这个问题更好的答案。
    尽管应用经济学分析人类的爱情婚姻制度，给人感觉以冷血，这也是不少人认同成本收益分析，但
无法在情感上接受其可以应用于爱情婚姻问题分析的原因之所在。
在现实中，每年有多少年轻男女因为感情问题走上绝路。
如果能理性的看待爱情和婚姻问题，尊重自身的生命和对方的选择，就能挽救在爱情中迷失自我的灵
魂，也许这是经济学“经世济民”的具体体现吧。
希望本书能在爱情和婚姻家庭的选择中普及一些理性的种子。
    要吸引读者购买本书，需要对本书的特色作生动而又能吸引人的描述。
在这里，我就做一番“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陈述，希望“过往的君子”“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
    本书的第一个特点是遵循道德中立原则，即对所分析的婚姻现象，如出轨、婚前同居、一夫多妻制
、童养媳等不作道德上的判断，只是应用成本收益法分析这些现象存莅的经济根源。
因为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从来不缺乏“道德主义者”，缺乏的是对所谓“不道德”现象的理性分析。
更何况随着约束条件的变化，爱情、婚姻和家庭现象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人类的婚姻道德和观念也会
随之发生变化。
500年前的人如果穿越时空到现代，可能无法接受现代人的爱情、婚姻和家庭观；500年后的人看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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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爱情、婚姻和家庭，可能会认为是非常的迂腐和可笑。
其实，不用500年，近20年来中国人的爱情婚姻家庭观的变化就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个特点是对中国传统婚姻家庭的经济分析。
中国传统婚姻制度为什么是这样安排的？
一些后人无法接受的婚姻制度安排，如童养媳、小妾、裹小脚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何社会价值？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名爱好者，诸如此类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
不要怀疑前人的智慧，中国古代婚姻制度能够基本不变地维持几千年，自有其逻辑合理性在里面，简
单地将其归纳为“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并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经济学的作用就是分析其存在的合理性及在现阶段其合理性丧失的原因。
本书就试图作这样的尝试。
    第三个特点是紧跟婚姻新现象。
本书对最近几年舆论和网络讨论非常火热的“三高”剩女、丈母娘抬高房价、丈夫应该为妻子的家务
劳动支付工资等社会关注的爱情和婚姻现象进行分析，希望为分析这些现象提供理性的观察视角。
    最后一个特点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人类婚姻没有未来”、“小妾制度和科举制度一样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促进了社会和谐”等命题
看上去是如此“离经叛道”，细读本书相关章节后，我敢保证即使您不同意我的论断，至少会认为这
样解释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笔者的联系邮箱为：xjtuyuwh@hotmail.com，欢迎读者批判指正！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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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婚恋与选择：经济学告诉你古今婚恋的奥秘》用经济学方法解释爱情、恋爱、婚姻、家庭，有
“离经叛道”之感，颠覆人们对婚恋的许多传统看法。
一夫多妻制是“有利于女性”的制度安排；男人纳妾“不仅提供了穷人向上流动的路径，也打开了富
人向下流动的通道”；童养媳制度“让社会变得更加和谐，善莫大也”；裹脚不过是“以身体伤残的
方式降低女性驯服成本”：而三从四德也不过是“以精神伤残的方式降低女性驯服成本”：恋爱权也
是一种天赋人权（包括学生）；人类婚姻会走向尽头，代之以母系社会的复兴⋯⋯这些论断，乍读，
意料之外；细读，情理之中。
这个情理就是经济学的逻辑。
本书还对鲜花插在牛粪上、老牛吃嫩草、剩女、失恋、处女情结、试婚、出轨、二奶、丈母娘推高房
价、丈夫要不要向妻子的家务劳动支付工资、婚姻法司法新解释等问题等做了分析，始终贯穿着成本
收益、边际分析等经济学方法，让人感受到“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
《婚恋与选择：经济学告诉你古今婚恋的奥秘》用经济学角度看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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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俞炜华，浙江嵊州人，西安交通大学金禾经济研究中心博士，高校“青椒”。
爱好经济散文， 《经济学家茶座》茶友，品茶赏文，自娱自乐。
身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者”，信奉芝加哥学派，注重经济解释，专业方向为经济史（中国古代农耕游
牧关系的经济分析），关注人类婚姻制度的演进，在高校为本科生讲授“社会问题经济学分析”，不
经意间成为朋友同学的爱情婚姻顾问，不亦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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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推荐序 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婚恋（董新兴） 自序 “离经叛道”侃婚恋 第1节 稀缺、选择与爱情 第2节 
恋爱的成本和收益 第3节 爱情婚姻市场中的信息 第4节 经济学怎样看网恋？
 第5节 鲜花插在牛粪上与老牛吃嫩草 第6节 一见钟情和日久生情 第7节 剩下还是被剩下？
——剩女之经济分析 第8节 大学要不要禁止学生谈恋爱？
 第9节 失恋经济学 第10节 彩礼与新娘的价格 第11节 高房价都是丈母娘的错吗？
 第12节 房产与婚姻——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对中国婚姻制度的影响 第13节 处女情结、杀头子和
人类婚姻的生物本质 第14节 婚前性交、同居和试婚 第15节 结婚的成本与收益 第16节 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 第17节 门当户对 第18节 女嫁男、裹脚和三从四德 第19节 童养媳制度为什么一度盛行？
 第20节 古代为什么结婚早？
——从十八里相送谈起 第21节 家庭的成因——基于交易成本的视角 第22节 家庭内分工 第23节 丈夫是
否应该向妻子支付工资？
 第24节 大家庭为什么会变成小家庭？
 第25节 男人不止一面 第26节 为什么会有出轨？
 第27节 男性还是女性更容易出轨？
 第28节 为什么现代社会出轨男女越来越多？
 第29节 你愿意生养几个小孩？
 第30节 父母收入增加对生育数量的影响 第31节 生男还是生女？
——性别选择和性别比失衡的经济学 第32节 边际人口与溺婴 第33节 养狗、移民和二奶的另类解读—
—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行为的影响 第34节 生育管制、生命周期理论和中国的外汇储备 第35节 为什么
会有人离婚？
 第36节 为什么现代社会离婚的人越来越多？
 第37节 严格离婚条件的利与弊 第38节 为什么是一夫多妻制而不是一妻多夫制？
 第39节 一夫多妻有利于女性和社会稳定？
 第40节 管制经济学视角下的一夫多妻制 第41节 古代中国独特的妾 第42节 为什么一夫多妻制逐渐消亡
？
 第43节 家庭中的利己和利他 第44节 血亲融资的作用 第45节 没有未来的人类婚姻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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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理性，但爱情从一定程度上却起源于非理性，即使最极端的
经济学帝国主义者也不敢保证经济学能说明“为什么就在一刹那，某位女士就这样喜欢上了某位男士
”。
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在爱情问题上没有发言权，即使经济学家不能说明贾宝玉为什么会更喜欢林黛
玉而不是薛宝钗，但经济学家知道“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在感性的冲动中，也包含理性的衡量。
 即使爱情的开始是一种不需要理由的盲目冲动，但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谁都知道不动脑筋是无法赢
得姑娘的芳心或小伙的青睐的，有付出不一定有回报，但没有付出肯定是没有回报的。
因此，爱情固然有经济学无法解释的感性成分，但同样也包含着更多的理性成分。
 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因此，如果爱情能够与稀缺和选择相联系，爱情就是经济学
研究的对象。
 有一首歌这样唱道：“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杲，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
”在女性的眼中，好男人只占全部男人中的十分之一，很明显，好男人是一种稀缺物品，即经济物品
。
你喜欢好男人，其他女性也喜欢那些“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好男人。
为了实现“好好爱，不要让他离开”的目标，就需要增加投入，如去割一个韩式双眼皮，去学做他的
家乡菜，讨好他的亲戚等等。
这些投入需要花费时间、金钱甚至肉体上的痛苦，同时，还要放弃一直在追求你的那位“果”男性。
同样的分析也适合于男性追求女性。
因此，作为人生的一项重大选择，面对稀缺的好男（女）人，我们会面临“爱谁”、“如何去爱”等
种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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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2010年底接到写作《婚恋与选择》的任务到今天已经过去整整半年，这半年的写作让我深刻地体会
到“痛并快乐”的生存状态。
也许在业余时间写作经济学小散文是一种快乐，但将写作经济学散文作为一项正式工作则面临诸多的
压力。
如何选择读者可能有兴趣且经济学分析能够出彩的题目则是诸多难题中最大一个。
曾经数次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选题而中断写作，此时前辈学人的著作成为寻找新选题的灵感所在。
不少人将自己写的书比喻成自己的儿子。
当本书完成之时，我深刻地体会到这个比喻的恰当性。
    在本书酝酿和写作过程中，得到不少前辈、同事和学生的帮助。
当然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导师郭誉森教授。
同门师弟就时常这样取笑我：“今天你又将郭老师思想的哪部分变成文字了？
”本书中不少想法来源于和郭老师日常的闲谈之中。
“人类的婚姻没有未来”，“人类即将重新进入母系社会”，熟悉郭老师的人看到这些论断，就知道
其中的“郭氏味道”。
可惜的是笔者才疏学浅，将郭老师深邃的思想能变成的文字百无一二，更无法变成经济学的通用语言
的“数学模型”，只能向郭老师表示歉意了。
    文笔朴质的台湾大学熊秉元教授经济学散文一直是本人的枕边书。
熊秉元教授也是我与经济学散文结缘的“介绍人”，是熊教授将我的“涂鸦之作”介绍给了《经济学
家茶座》编辑部，开始了我与经济学散文的一段“约定”。
    感谢同事赵媛MM对我的宽容，为了写作这本书，不得不一次次推迟展开大家商量好的课题；感谢
台湾教授胡春田、毛维凌和马泰成等对本书写作的建议；感谢同事寿纪麟教授、陈志平教授、李
芮MM、李丹MM和经济与金融学院孙早教授、李英东副教授，以及朋友郑庆华和郑庆祥兄弟、张卫
航、南文海、王志锋、马光辉和姚昕对本人学术发展和本书写作的建议和鼓励；感谢西安交通大学金
禾经济研究中心的学生和选修我“社会问题经济学分析”课程的同学，能够容忍一个年轻的老师在讲
台上狂喷爱情和婚姻是理性的，你们的意见对本书的完善至关重要。
    感谢《经济学家茶座》编辑部对本书写作的支持。
《经济学家茶座》对中国普及经济学丰功至伟，后人在评述21世纪中国经济学发展时，《经济学家茶
座》将会是一座绕不过去的高山。
    感谢父母对我求学的支持和爱人门敏对家庭的付出。
宝贝女儿俞欣言让我深刻地体会到“小孩是父母快乐的重要源泉”，也理解了小孩作为一种专用性资
产对婚姻的价值。
尽管时常因为写作而影响陪伴你成长，但你成长中的点滴我将铭记在心。
    本书的写作材料来自于教学，也将在未来应用于教学，陕西省本科教改重点项目（09BZ03）为本书
的写作提供了经费支持，本书也为该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俞炜华    2011年6月11日于古都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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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婚恋与选择:经济学告诉你古今婚恋的奥秘》的不少内容在西安交通大学面向全校本科生的通识类选
修课“社会问题的经济学分析”中得到使用，在课上、课后甚至在答题纸的最后，学生时常表达这样
的想法：“老师，您讲的东西我能够接受，但决定爱情和婚姻不仅仅是成本和收益。
”这种问题在一些非经济学专业的专家中同样存在。
记得在向学校申请开设“爱情、婚姻和家庭经济学”选修课的答辩中，专家组就否认了开设这门课程
的价值，认为爱情、婚姻和家庭是情感关注的事情，无法用庸俗的经济学成本收益法去解释，经济学
“捞过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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