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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是作者经过两年的时间写成的，针对普通人了解行为经济学的普及著作。
目前经济学的普及图书虽然多，但是经济学中真正跟大家关系密切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者很少，这类
书也很少。
在国内研究行为经济学的作者中，董志勇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位。
书稿内容精彩，贴近生活，又有学术深度。
本书是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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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以在很多时候决策的时候，我们并不是那么理性。
我们往往把小概率事件赋予一个大的权重，给予一个大的“帽子”，但是往往给大概率事件一个小的
权重，一个小的“帽子”。
并且很多时候，我们倾向于把不太相关的事情放在一起决策。
　　实际上，中国股市泡沫争论主要是源于“初始值”的“锚定”：泡沫论者A将中国A股市场估值的
初始参照值锚定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成熟股市的市盈率而引发了泡沫之争；泡沫论者B将中国A股上市
公司成熟度的初始参照值锚定为所谓国际标准的上市公司成熟度而引发了泡沫之争；泡沫论者c将上
证指数合理点位的初始参照值锚定为五年熊市的极端值998点而引发了泡沫之争；泡沫论者D将衡量A
股市场投资价值的初始参照值锚定为H股市场的数只蓝筹股股价而引发了泡沫之争；泡沫论者E将衡
量A股上市公司质量和公司治理水平的初始参照值仍锚定为数年前大面积的会计造假、公司治理水平
低下的极端情况而引发了泡沫之争⋯⋯　　同时，锚定心理的一个特点在于人们在进行判断时常常过
于看重那些显著的、自己难忘的证据，也就是说人们容易把这些证据当作参照系，而在这种情况下人
们很容易从中得出歪曲认识。
例如，戒毒所的工作人员在估计病人因极度失望导致自杀的可能性时，常常易于想起戒毒者无法忍受
毒瘾发作时的痛苦自杀的偶然性事件，这时如果进行代表性的经验判断，则可能夸大极度痛苦的病人
自杀的概率。
又如，中国有句俗话“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实际上也是锚定心理非常形象的一个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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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活中的行为经济学(下)》一部关于幸福生活的决策全书，那些我们沾沾自喜的选择，往往是
非理性的。
　　投资行为的非理性陷阱。
　　为什么有时人做的决策还不如一只猴子的正确?　　为什么在证券市场上，“过去的赢家一般是将
来的输家”？
　　为什么很多炒股者买涨不买跌?　　为什么市往往对好消息反应不足而对坏消息反应过度?　　为
什么“供不应求”和“定价偏低”会同时存在?　　商家一掷千金请大牌明星代言，仅仅是为了吸引消
费者吗?　　商家这样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用高代言费显示自己“财大气粗”、未来预期收入很
高，从而“逼退”潜在的市场模仿者。
　　获得超出自己努力程度的奖励，一般人都会更加卖力干活吗？
　　大部分人开始会“受宠若惊”，增加努力程度，时间一长他们会重新评估自己，觉得自己确实应
该得到这么多，努力程度会回到之前的水平。
　　什么是马尔基尔的“最大笨蛋理论”？
　　投机行为就是建立在对大众心理的猜测上。
你之所以完全不管某个东西的真实价值，即使它一文不值，你也愿意花高价买下，是因为你预期有一
个更大的笨蛋，会花更高的价格，从你那儿把它买走。
投机行为的关键是判断有无比自己更大的笨蛋，只要自己不是最大的笨蛋就是赢多赢少的问题。
如果再也找不到愿出更高价格的更大笨蛋把它从你那儿买走，那你就是最大的笨蛋。
　　同事活比自己少，薪水却比自己高，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倾向与要求提高报酬、消极怠工，还
是愤面辞职？
　　大部分人都会采取前两种方法，如果不奏效，却很少真的卷铺盖走人，而是找别的比较对象来找
回心理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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