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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于爱尔兰的英国戏剧大师萧伯纳称“经济学是一门使人生幸福的艺术”。
追求人生的幸福就是追求人生的快乐，这是人生的本能要求和归属，萧伯纳把它和经济学联系在一起
，自然是有大师级的感悟了。
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认为，经济学不过是“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经济学的任务当然是最大程度地
增进快乐并减少痛苦。
　　经济学理解的快乐又是一种相对的快乐。
不同人对快乐都有不同的理解，但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把快乐的方程式定义为“效用”与“欲望”之比
。
因此快乐总是相对的。
按照快乐的方程式，快乐应与分子上的“效用”成正比，“效用”大小由财富的大小决定，这样，快
乐程度的大小与财富的多少是有正的关系的；但快乐还与分母上的“欲望”成反比，这样快乐程度的
大小似乎又不与财富的多少成完全的对应关系，倒是和人们的心态有一定的关系。
经济学的这种分析恰合了“知足者常乐”的古训。
　　十大华人经济学家之一的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授黄有光，也十分强调经济学用“快乐”代替“
财富”来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
按照黄有光的研究，人均实际收入差距只能解释人际快乐程度差异的2％左右。
在人的生命周期中，与人们的通常感觉不同，人在孩童时期还不是最快乐的，而到了壮年或者中年，
也就是通常在30岁时，人的快乐程度会最低，再往后人的快乐程度又会不断上升，原因是30岁时面临
着赚钱、养家、职业升迁与否、是否买房子等很多难题，而往后这些因素相继会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
。
所以，人一生的快乐程度是小时候和老的时候比较高，而30岁时最不快乐。
从这个角度看，人在30岁压力最大时自杀，最不合算，因为此后人的快乐程度会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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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学的致用之味出在对生活的面向。
经济学的理论虽然博大精深，但却可以做到雅俗共赏，深入浅出。
其实经济学最直白的道理就是教人如何占便宜的。
理智的人对占便宜总是心怀谨慎，因为便宜不好占。
但经济学恰恰强调的是，便宜要占，但千万不要单方面占便宜，自己便宜的同时，也让对方便宜。
这就是谋求“双赢”的理念。
而从理论上证明“双赢”及其实现条件，是由经济学完成的。
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帕累托最优”标准，就是经济的一般均衡标准，也是“双赢”的标准。
这应该是经济学可以致用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一个极其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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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经典作家的理论描述到实践家们的艰苦探索，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的实践，逐渐形成了在资源
配置方式上实行计划经济、在所有制上实行公有制、在个人消费品上实行按劳分配的三大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的这一模式的形成，完全是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们反资本主义之道而行之的结果。
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内，社会主义的这一模式归于失败，因为社会主义的东欧发生了剧变，苏联走
向了解体。
　　本来人们是期待着这种社会主义模式的优越性的，但这种期待现实中渐渐被演绎成了一种巨大的
“扭曲”。
这种扭曲在经济关系上转化为价格的扭曲，即通常人们所说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价格既不反映价
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这种扭曲在社会关系上转化为舆论和现实的扭曲，比如，在传统的社会主义体
制下，舍己为公、无私奉献的舆论环境扭曲为现实生活中的自利行为，“公仆”精神扭曲为以权谋私
现象等等。
　　按照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理论，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不应该是传统的三大特征，“
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
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进一步地，社会主义的本质被认为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
达到共同富裕。
”　　显然，邓小平理论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生产力标准，改写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
由此曾一度引起了所谓的“目的与手段之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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