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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引言　　解决问题的出发点　　&mdash;&mdash;无处不在的交易　　(一)　　为什么古人类和其
他灵长类动物走上了完全不同的进化路线？
中学课本上的答案是：我们的祖先爱劳动；而进化生物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告诉我们：我们的
祖先善于交易是更重要的原因。
　　劳动提供了让大脑更发达的外部刺激，但大脑是否能够处理这些刺激，要看是否有充足的能量供
给，正是交易为古人类提供了更丰富的能量供给。
美国学者哈伊姆？
奥菲克在《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指出：热量分配的不同，造成了大猩猩、黑猩猩的祖
先和古代人类在身体上的差别。
两者大多数器官消耗热量占身体总摄入量的比例都是一样的，只在肠胃和大脑上有着决定性的不
同&mdash;&mdash;古人类大脑消耗热量占比为16%，肠胃是15%；而猩猩们的祖先则分别是不到10%
和25%。
也就是说我们的祖先以肠胃变得娇弱挑剔为代价，获取了高度发达的大脑，进而甩开猩猩们的祖先迈
向万物之灵。
古人类以交易为基础的摄食策略则是这一革命性的器官改变的前提。
　　其他灵长科动物的摄食策略是走一路吃一路，各自将取食和进食在同一时空中完成。
而古人类则是通过群体内的交换把获取食物和进食消化在时空上分开。
具体来说就是，古人类群落通过分工和交易，使得果实采集、狩猎、火种保护这三大类工作都有专人
去做；采集者和狩猎者也改变以往的习惯，不再当场吃掉获取的果实与猎物，而是将其运送回群落聚
居地，大家一起交换、分享各自工作的成果，让群落成员都能吃到烤热的肉食和果实。
这套摄食策略使得古人类在获食和摄入上耗费的时间与热量越来越少，但获取的热量却越来越高。
　　食物多样化带来了更丰富的营养、热食更易消化吸收提供了更高的热量、分工协作节省了获食时
间&hellip;&hellip;这些好处不但推动了人类体质的进化，而且促使人类在野生动植物资源都很丰富、获
取食物轻而易举的时候，耗用大量时间开始从事原始农业、畜牧业。
这项工作在当时看似划不来，能被坚持下来就是因为这保障了古人类的交易需求，让他们身边有粮食
和家畜家禽，想交易随时就可以交易，于是交易又推动了人类生活方式的演进。
　　农业、畜牧业的发展与成熟，使我们的祖先有了比较稳定的食品供给，这使他们可以进一步将很
多时间投入到取食消化之外的行为，从而发展出了丰富的社会行为和复杂的社会关系。
发达的大脑，出色的协作取食能力，这两者帮助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人类逐渐布满了除南极洲以外
的所有土地。
据说陆生哺乳动物中只有人类和老鼠拥有如此成就，而且老鼠往往还是嗅着人类的随行食物跟过去的
。
　　人科中的其他种类&mdash;&mdash;我们遗传上的堂兄弟们&mdash;&mdash;则未能通过交易获得丰
富多样的食物和高效的消化能力，所以只能停留在整日为吃忙碌的状态，没有机会发展出更先进的生
存方式。
非洲的大猩猩们十万年以来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每天睁眼之后的全部事情就是找到并推倒一棵野香
蕉树，然后就是一整天的狼吞虎咽和缓慢消化。
每天需要进食并消化25千克植物茎叶和果实，这使大猩猩们只能呆在长有大片野香蕉树可供它们暴搓
的地方，于是它们再也走不出非洲中部的那片丛林。
　　(二)　　交易促使人类成为万物灵长，人类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不断丰富了交易的内容与方式，
进而创造出一部异彩纷呈的人类文明史。
为了解决面对面、一对一简单易货交易的种种不便，我们发展出了多种交易模式，这些模式不但使得
交易更加便利，更是改变了整个世界。
　　为了不再局限于琐碎的物物交易，我们有了货币与信用。
这是分工发展的温床，为经济成长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这也使得我们常因寅花卯钱而误以为真能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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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卯粮，引发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
　　为了便利交易双方的支付，使交易行为不必局限于一个空间里，我们有了汇兑方式。
这使得交易得以异地进行，进而推动了人类远程商贸的发展。
从横跨欧亚大陆的毛皮贸易到今天的信用证抵押贷款，异地交易方式使得各地区间的联系更加丰富多
彩。
　　为了使交易不必局限于一个时间点上，我们有了远期交易和期货制度，还创造了卖空制度。
这让生产者们可以更好地回避风险，又使投机者们有了更多的冒险机会。
异时交易使价格机制因包含未来的风险而更有力，既有助于生产的繁荣稳定，又让商品的流转更有效
率。
农产品和矿产品的价格与产量波动在这一机制下得以控制在比较温和的范围内，这填饱了全球实体经
济的好胃口。
利率、汇率与资本市场走向也被纳入这一机制，这又让全球虚拟经济得到了爆炸性的成长。
　　为了让交易不必局限于一对一的简单方式，我们有了竞价拍卖、证券公开市场等一对多、多对多
的交易方式。
从荷兰鲜花市场的倒拍制到今天的网上在线竞价专用软件，交易的效率因方式的创新不断提高，交易
者的意志也得到了更充分的表达。
交易方式逐步成为一种新型专利，更成为商业竞争的焦点，这才有了今天&ldquo;新经济&rdquo;的繁
荣昌盛。
　　为了让能纳入交易的内容更加丰富，我们发明了将机构和个人的未来收益、土地的未来增值空间
、未开采的地下矿藏等经济资源证券化的技术，使得资本市场得以蓬勃发展，也为过度投机和资产泡
沫准备了充足的弹药。
　　为了让自己尽可能在交易中处于不败之地，我们绞尽脑汁把原本不同的交易组合起来，从只抽头
不下场的赌场老板到借对冲交易大发横财的投机巨鳄，魔术般的组合交易手段披盖着光彩夺目的外衣
，各种绝妙的商业模式随之新鲜出炉。
　　这万花筒般眼花缭乱的交易世界其实可以归结为几个要素：　　交易的主体，即能决定交易行为
是否成立的各类独立行动主体，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买主、卖主。
　　交易的客体，即交易主体之间交换的具体内容，如现金、实物、服务或者所有权、受益权等各类
权利。
　　交易的方式，即对交易行为的具体约定，比如是在一个指定地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还是规定异
时异地完成交割；是一事一议的零散交易，还是签一次长期协议就能统一处理多笔交易。
　　很多商业问题看似非常棘手、难以解决，其实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交易安排，交易主体难以确保
自己的交易收益，所以要么进退维谷要么意兴阑珊，总之交易难以促成，陷入了困局。
当我们从交易的角度出发，用上述几个要素重新思考这些商业问题时，往往就会感到豁然开朗。
比如说我们可以调整交易的具体方式，使得交易收益实现的时间、空间更具弹性；我们可以改变交易
的内容，调换交易客体的构成，使得交易主体的收益价值更高，例如资产交易与股权交易间的转化；
我们可以更换、增加或缩减我们的交易对手，通过组合不同交易主体的交易意愿，让我们的交易意图
得到更好的实现。
　　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易创新，我们可以让各交易主体在不同时间、空间上，以不同的形式完成对各
类交易客体的交易。
这样交易主体就有机会享有更丰富的交易收益，其从事交易的意愿就会更高涨，社会整体的交易活动
也就会更活跃。
总而言之，在一个既定的环境里，交易客体、交易方式越丰富多彩，我们就越能够灵活运用交易的思
路，促成不同交易意愿的弥合、实现，打破种种看似无解的僵局。
　　美国曾有一位学者认为，历史学家、哲学家们划分人类历史阶段的各类概念往往复杂而难于理解
，比如生产关系、社会结构等，这并不利于普通人理解人类社会是如何演进的，反倒常常使得他们的
思维更加混乱。
他认为倒不如用人类对能源的使用情况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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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看一个社会能够充分利用的能源都有哪些类型，这就能认定这个社会的发展阶段。
比如这个社会只是使用人类自身的体力，那肯定还是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如果能大量运用畜力和水
力，说明已经进入文明时代了；要是能广泛运用蒸汽动力，就进入近代化社会了。
其次，用人均能源使用的数量来判断一个社会在某阶段内的具体状态。
比如在进入文明时代后，一个社会的人均能源消耗折合标准煤的数量如果比较高，这个社会发展得就
比较先进，反之则说明这个社会还比较落后。
　　借用这个思路，我们也可以通过考察交易行为的发达程度来判断一个社会的发展状态。
比如说在一个社会里人们可以放心地进行异地异时的交易，而在另一个社会里只有面对面的物物交易
让人放心，那么前者肯定比后者发展得更好些。
一个社会越能支持复杂的交易行为，对交易的不合理限制越少，那么身处其中的人们的交易选择就越
丰富，可实现的交易意愿也越多，其自由行动的空间当然也就越大。
这样的社会创造财富与福利的能力就越强，对社会成员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对这个社会之外的人们也
富有吸引力，这个社会的演进也就越成功。
　　社会进步也体现在交易的合理约束上。
一是在不宜使用交易思维的领域里限制滥用交易思维，比如美国石油巨头们用政治支持换得布什政府
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使国际社会谋求共同应对全球变暖的努力遭到沉重打击，这本不该是
一个先进社会所为。
二是对交易客体的范围予以必要的限定，比如有些国度今天还存在着各种奴隶贸易，这恰恰意味着这
些社会的进步存在重大问题，拿别人的身家性命做自己的交易本钱的戏码还有许多变种，这些行为盛
行的社会都会受到其成员&ldquo;用脚投票&rdquo;的抗议。
三是对掩盖交易风险、刻意夸大交易成功可能性的行为有适当的监管，比如减少麦道夫的庞氏骗局等
欺诈手段对交易行为的扭曲，避免让交易风险与交易收益无法匹配的病毒感染全社会，确保未来交易
活动的基础不会因此被削弱。
　　在一个既定的交易环境里，如何把握环境的变化趋势，发现合适的交易机会与交易对手，选择合
适的交易方式，实现合适的交易，这是从个人到国家的各类交易主体们最应重视的问题。
只有在此过程中改善交易环境，促成更多交易机会，实现良性循环，这些交易主体才能获得理想收益
、实现远大目标。
这是本书第一章到第五章主要探讨的内容。
　　(三)　　今天，当我们在日常企业管理中需要解决问题拿出方案的时候，常常遗忘了如何从交易
的角度来审视问题，要么墨守成规，把具有丰富可能性的现实世界削足适履地塞进一个教条体系里；
要么谈玄论幽，在过度的抽象化、概念化中让问题更加复杂和模糊。
　　面对不同企业千差万别的问题，商学院出身的管理者或咨询师往往给出的是标准化的答案。
如三种战略定位、四种组织形式、五种管控模式，又如成为套路的流程、绩效与薪酬管理体系，这样
最后得到的管理方案往往千人一面，难以切中企业解决问题的实际需求。
有时他们则给出些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基因、商业模式创新等难以把握的思路。
这些主张的立意很振奋人心，但概念过于复杂、前提太多，在具体情境下难以准确操作，常常曲高和
寡无疾而终。
　　困惑的人们面对层出不穷的企业管理理论往往无所适从。
各家理论听起来各有各的道理，但经常彼此间有些抵触，到底该如何取舍呢？
想从大师们的交锋中得到指引，却往往看到的是门户之争，比如&ldquo;竞争战略之父&rdquo;迈克尔
？
波特先生和《蓝海战略》的作者们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隔空论战，双方更多的是暗示对方的理论
不过是自己体系中的一小部分，但却未能就战略选择这一论战主题展开更深入浅出的探讨。
围绕实务问题展开的讨论也往往如此，在是否应该引入外部经理人来改善企业管理的问题上，既有《
基业长青》以数据统计为论据的否定派意见，也有用日产、索尼实例撑腰的支持派意见，而且各自的
理由都自成一体，皆能自圆其说，但却总有一种隔靴搔痒未及痒处的感觉。
　　出现这种无所适从的局面，主要是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手段将理论还原到具体的问题情境中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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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那么能否在企业管理领域中找到一些清晰、简明、易用的基本原则，为具体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坚实
的立足点，给予我们起码的信心来展开讨论呢？
要想完成这个工作就必须深入解剖交易行为，紧紧围绕着交易这个根本来展开讨论。
　　在今天的工商管理学界中，大家普遍认可对各种工商方案的最终评价依据是NPV及ROE①，也认
同企业的实质是一组契约的总和。
契约的实质是制度化的交易安排，也就是说企业用于开展业务的资源是通过交易获得的，如资金、土
地、技术、设备、品牌、管理才能等要素都可以成为公司资本的一部分。
企业开展业务创造NPV获得发展的过程，则是内外部各利益相关方以企业为平台，进行各类交易的过
程，客户、管理层、员工、政府、供应商、同业者、金融机构、社会组织等都是其中的重要角色。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创造的NPV最终将作为从事交易的收获分配给契约缔约者，ROE则是一台天平，专
门用来评价这些缔约者从事交易、创造NPV的成就。
　　根据科斯定理，企业之所以能够出现，就是因为在完成某些经济活动时，基于长期契约的企业内
部协作成本较低，而依靠基于自由市场的频繁交易来完成这些活动的成本较高。
②其实内部协作就是一种高度固化、规范化的交易行为。
规范带来的效率提高与限制自由交易造成的机会损失孰高孰低，这是业务行为究竟放在企业内部还是
外部来完成的根本。
　　所以是否设立企业也好，企业如何开展业务也好，企业的收益应如何使用也好，企业所有的活动
或者说所有的工商活动都是基于交易开展的。
　　看清楚企业内外的各类资源提供者与利益相关者间的各类交易关系，我们就牢牢抓住了商业的根
本，也就能将那些让人迷惑的企业管理理论还原为不同的交易安排思路。
透彻地审视具体情景中这些交易思路中的利害取舍，我们就能轻松判明在此时此地，这些思路到底孰
优孰劣，我们究竟该用哪一条。
　　从交易出发，战略、品牌、客服、组织、人力、文化建设&hellip;&hellip;企业管理中的各种问题自
然能有简明清晰的解决思路。
其实跳出企业，个人、社会组织、国家，每个行动主体面对的各种具体问题也往往可以使用交易思维
来解决。
这是本书第六章到第十一章主要探讨的内容。
　　(四)　　关于交易，还有几点值得聊聊。
　　第一，交易不等于交往。
交易不足以说明世间的一切，让这个世界丰富多彩的是人类对创造人间天堂的憧憬，以及随之而来的
无限热情与不懈奋斗。
博弈理论中的冷酷理性不是人际交往的真谛，绝大多数人不会因为将要出国或整容，就搞个卷包会向
所有朋友能借多少借多少，然后人间蒸发。
因为即使一个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与朋友们不再有交往，这也不意味着朋友们在他心中就只是一张
裹钱的包袱皮，那些温情美好的回忆才是人们心里最珍视的。
而置身于更宏大的环境中，个人通过交易本身能得到什么，就更不是一个压倒一切的问题。
战场上的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他们在生命最后瞬间时的选择是无法用交易来解释的，那是将个
人生命融入一项伟大事业时毅然决然的重义轻生。
当我们的媒体30年前开始很功利地讨论一个大学生舍身粪坑救老农值与不值时，滥用交易视角谈论功
利之外的问题便渐渐成为潮流，直到有人提出舍己为人也只是满足某种个人欲望的自私之举时，这股
乱流就到达了荒谬的顶点。
如果我们想从生活中得到的不只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还有内心的宁静与自矜，那么我们还是应当和
这股乱流保持适当的距离，人生中美好的事情大多不需要那么精细的计算。
　　第二，对交易的思考不能极端化为纯利害计算。
用这种角度思考问题容易走向合理不合情的方向，而真要造就大局面，只有合理不合情是远远不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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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经济学中经典的埃奇沃斯交易框图，只要交易双方没有福利损失就可以形成一个最佳交易方案。
①这种思路下的最佳交易方案集合里会有一种极端局面，那就是&ldquo;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
骨&rdquo;式的赢者通吃，这样的安排也能被称为最优方案，本身就是极大的讽刺。
在谈论资源分配的效率时，通常的评判思路总是看重参与分配者们的效用总和是否最大化，而这个最
大化常常被异化为出价最大化，既不问出价能力的&ldquo;颜色&rdquo;，也不问出价低者究竟丧失了
什么、被剥夺了什么，这样的逻辑只能导致&ldquo;经济学不讲道德&rdquo;等尴尬结果。
经济学可以不讲道德，但经济政策不能不讲道德，那会造成社会的崩溃，所以我们绝不能把经济政策
完全委托给那些只懂经济学却决意不讲道德的专才们。
有关交易的问题也不能完全按只算利害不问是非的路数去解释。
　　第三，对交易中功利的一面也不必过分厌恶。
天作棋盘星作子谁人敢下，地为琵琶路为弦哪个能弹？
我们大多都不愿意做别人的棋子，也不愿意坐在对局者的位置上体会那种&ldquo;身怀利器杀心自
起&rdquo;的别样心情，但世间的大棋盘是我们跳不出的。
不少人因厌恶办公室政治，躲到人际关系相对简单的咨询公司，但在咨询工作中依然看到办公室政治
的无处不在，从营业额600万元的公司到营业额600亿元的公司概莫能外，逃避就只能失败。
其实看看历史，各种组织中的这种内耗无处不在，恐怕这也是基于人类本性的必要的恶。
二战中的日本陆海军、德国的陆空军和党卫军在以国运相搏的大战中内斗一刻不停，美国陆海军在争
夺太平洋战区指挥权时也没少互相掣肘，苏联大陆军主义的战略思想使它的军种间主从关系非常明确
，没有什么争执，但秘密警察们却从不忌讳因私人信件中的言论问题从火线上逮捕指挥官。
看多了这些，慢慢会发现小圈子、小山头这些东西也还是有些道理的。
至少对于当局者而言，用好了可以节省磨合成本，能很快达成共识，便于推行政略。
现实的就是合理的，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是某个棋局上的棋子。
既来之则安之，正视现实，多了解些棋手的考虑，尽量为自己争取更大的选择空间，这才是正确的选
择。
而当我们坐上棋手的位置时，也可以多提醒提醒自己：君子不器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君子不以人
为器。
孟子曰：&ldquo;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
&rdquo;老百姓大白话说：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
让我们把事情做好，同时尽力为自己保留足够高的做人底线吧。
　　如何在交易中获利和发展，如何用交易思路管理各种组织和事业，这两个问题是本书的核心议题
。
认真讨论这两个问题，或许还能帮我们决定在滚滚红尘中如何自处。
希望这本书能让做研究的朋友觉得有些值得商榷的思路，让做实务的朋友觉得有些可以借鉴的方法，
让随便翻翻的朋友觉得有些阅读的乐趣。
希望读者朋友们都能从这本书中得到一点点启发，发现更多改善自身生活、有益社会进步的努力机会
。
　　好了，让我们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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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切都是交易》围绕古往今来商业、政治和生活中的交易，为读者提供了通过交易来谋求利益
、管理组织和洞悉世事的独特视角以及解决相关问题的思路。
本书作者认为，每个人都必然要通过交易来利用他人的力量，所不同的是有些人总是能在交易中审时
度势，把握交易机会，改善交易环境，为自己创造更多的交易内容、交易条件和交易对手，进而成为
交易中获利较大的一方。

　　婆媳吵架、改行跳槽、房价涨跌、长城修筑、皇位传承⋯⋯小到个人的生活和事业，大到国运兴
衰、人类繁衍，都可以看成交易行为。

　　在多数都市报死守“二重销售”老皇历时，善于交易创新的《精品购物指南》在发行量不变的情
况下照样赚得盆满钵溢；用学校引居民，用居民引房地产商，用房地产商引银行⋯⋯增加更多交易主
体可以让门可罗雀的产业园区热销一空；把握住了社会角色认同，就能让都市男性白领心甘情愿地为
费用高昂但在水泥森林里举步维艰的越野车埋单；把握不住组织管理者的交易需求，如同从属于皇权
的相权能让皇帝本人备受折磨，本该为企业所用的企业家才能也会反制甚至分裂企业；获得国家许可
和财力支持的西班牙冒险者能够征服海外名留青史，而自我设限拙于交易的郑和舰队只能销声匿迹于
历史舞台⋯⋯
　　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不谈策略，无以言术，仅谈策略，言浮于水。
策略不是阴谋，交易非关道德。
善用交易思路，让复杂的问题有清晰的切入路径，让分析有落脚点，让方法有评价标准，让组织管理
化繁为简。
这本书旁征博引、意趣横生，好用，好看，在微观镜头之外，给出了另一套看世界的镜头。
敬请开启一次美妙的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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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哨情愿、头重脚轻：组织文化建设为什么不尽如人意
　2三湾改编、东野整军：军史中的文化建设借鉴
　3文化建设的成功：组织与成员的长久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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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这个复杂、急变、庞大的经济体，催生了各种探讨经济和行为的可能性。
《一切都是交易》一书有一得之见，这种有价值的讨论在今天越多越好。
　　&mdash;&mdash;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 刘伟教授　　这是一本开卷有益、引人入胜的书。
围绕着用交易实现发展、用交易实施管理这两个主题，作者巧妙地将经济学、工商管理的基本原理和
各种精彩生动的历史事件、现实案例融合在一起，引出了一套别有特色的分析思路和管理建议。
读者朋友如能结合具体环境做些&ldquo;二次开发&rdquo;，将会有更切实、更丰富的获益。
　　&mdash;&mdash;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EDP中心主任 刘学教授　　一本颇有益于世道人
心的书。
信息密集，文字精彩。
各种饶有兴味的故事后，讨论着一个严肃的大问题：如何用利益引导人们更好地相处，改善我们的社
会。
有人说社会的进步在于将规范变成现实，让实然之则的逻辑逐渐趋向应然之则，途径非常重要。
作者进行了一项有益且有趣的尝试。
　　&mdash;&mdash;北京大学法学院 贺卫方教授　　交易，是个既古老又现代的经济社会话题，近30
年来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我们逐渐熟悉了交易的含义、作用与相关规则。
然而，正如郝大秦先生在本书中试图解析的，&ldquo;如何在交易中获利和发展，如何用交易思路管理
各种组织和事业&rdquo;，仍然不时困扰着决策管理者。
《一切都是交易》以时空交错的视角，审视并梳理切实影响我们生意与生活的交易本质与交易规则，
探讨可普遍适用的建议，这种尝试值得重视。
　　&mdash;&mdash;《财经》杂志执行主编　何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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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种化繁为简破解僵局的思路与方法　　婆媳关系、求职跳槽、公司投资、政军大
业&hellip;&hellip;本质无非交易　　一本有用好看的策略书，换个镜头看世界　　经济学家、北京大学
副校长  刘伟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刘学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贺卫方　　《财经》杂
志执行主编  何刚　　联袂热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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