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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终于把这几年的细末的思考付诸文字的时候，心里却颇有些不安。
这不安令人困扰，像是终于把一屋子的家具器物擦洗干净，摆放整齐了，却还是觉得这有序的房间未
必足以待客一样。
想想也觉得可笑，真正困扰我的，或许正是这待客的心思吧。
毕竟，收拾自己的屋子和设计一个展厅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需要供认不讳的是，虽然学了好些年的经济学。
自己却并非是所谓的经济学专家，也并非是什么实业家或者有钱人，相反，我不过是一个市井里的草
野小民。
以这样的身份来写作一本经济学的书，似乎颇有点不合时宜的感觉。
“时宜”这种事情，在很多时候，尽管不合情理，却也会让人不合情理地不安起来。
接着上面的比方来说，我远非什么空间设计师、也并非是什么巨富名流，只是有些逐年积累下来的“
古董”和“玩意”，可以拿来给大家把玩。
作为一个草野小民，我所有的不过是些日常“物件”，我的擦洗和整理，似乎带了太多的烟火气，不
够堂皇。
我想，好在客人大概也都是些与我相同的平凡市民吧。
这样，那烟火气也许也正合他们的意思。
我之所愿，想要和他们分享我的“房间”和“物品”，好像也就没那么冒昧难堪，这样，也大概可以
心安。
其实作为日常生活的一分子，人们对柴火油盐、衣食住行等诸多事情，大概都有一种“使之有序”的
愿望。
而在我看来，这其实正是经济学的愿景。
或许。
这愿望大概就是人性之一种吧。
还有一件凑巧的事，就是我所整理的“房间”和“物品”，看起来似乎是另一种心理的表征——看起
来像个不安分的小市民——我希望天上可以掉块馅饼下来。
并且，我认为天上真的可以掉馅饼下来。
为此，我甚至还进行了很多的思考和辩证。
我像个执拗且发了癔症的孩子一样，跑遍大街小巷，到处收集信息和论据，我登门拜访那些已经见到
过馅饼的人，并把他在何时何地捡到馅饼的事情记录下来，甚至我还想把这些被捡到的馅饼的形状和
重量都弄清楚。
我的癔症的表现是，我以为，我一定看到了一幅新景。
我想把这幅新景绘制下来，给人们看。
其实，那新景早已存在，就在我们居住的城市和街道上，每天都在发生，并正在被很多人看见。
我坐下来仔细思考那些我所听过的理论，也发现有许多字在松动散落，在生成新的文句。
可惜的是，我不大能够把那些字记录下来。
我最后整理出来的不过是一些细小的逻辑和日常的事情，它们同样都带着浓厚的烟火气。
不够堂皇，这是有点不好意思的事情。
值得庆幸的是，我觉得这些已经足够，因为我并非高深的专家。
我所关心的说到底还是些日常事件，我需要更新的也不过是些聪明且有用的观念和逻辑。
我喜欢有效的，甚至说得更庸俗些，我喜欢有利的。
我喜欢让自己的生活更加便捷、更加轻松。
对我来说经济学就是柴米油盐，然而，我所希望的是不要让柴米油盐这样的事情压得人气闷，我想做
得比别人稍微聪明点。
显然，这并非只有精心算计这一条路。
或者可以这样说，经济学并非只有教你如何精打细算这一条路，相反，它甚至可以有挥霍的途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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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领到免费午餐的方法。
这一点，并非我的发明。
而是生活的发明，我们在很多时候都不去注意、不去重视它。
如果我们真的去思考它、了解它。
我们会发现它有自己新的逻辑和智慧，我们需要转变的是我们自己的观念。
经济学是应该有烟火气的，甚至，是应该有人性和感性的，它绝非仅仅是我们所理解的板着面孔的精
算主义，或者是不可更改、没有回旋余地的概念和原理。
把经济学理解成铜板和钞票就更是一种不可原谅的错误。
经济学是生活的发明之一，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发明新的经济学。
因为在城市和日常生活中，到处都有经济学的信息。
当生活在改变的时候，经济学也自然会有新的面貌和角度。
所谓不花钱的经济学想要说的，大概就是在市场的某些条件做出变动的时候，作为平常的经济个体—
—即使是作为一个消费者，都将具有更多的主动性，有更多的用武之地。
随着市场的发展，生意的价值空间不是变小了，而是变大了。
在这样的市场里面，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来获得新的利益，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充裕。
只要我们用心，在这个正在改变的时代。
在市场里捡到免费的馅饼实在不是一件难事。
如何不花钱生产产品？
如何不花钱消费？
如何不花钱交换？
如何不花钱开拓市场？
如何不花钱做大生意？
本书就是想从这一系列颇为不可能的问题人手，来描绘新的市场图景，并且勾勒出新的商业世界的生
意逻辑。
还是那句话，虽然很烟火气，但是却还有属于市井的那种情理，甚至，在许多时候，还有“泼辣”。
因为，只要你转变角度，那些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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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不管是新时代的“三无”青年(无房、无车、无老婆)，还是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21世纪最大的危机
是什么？
没钱！
请不要害怕，本书将为你揭开经济学的新图景，教你玩转不花钱的经济学。

经济学其实是感性的，亦是有烟火气的。
当规限被打破，新的商业逻辑逐渐显现，市场便大有可为，而每个人都有利可图。
本书摒弃复杂的公式与枯燥的模型，用通俗的语言将经济学的深刻原理与奥妙之处娓娓道来，使你在
快乐与享受中迅速了解经济学、使用经济学，从而获得一个快乐富足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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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皮，现代社会现象的热心观察者。
经济学栏目特约评论员。
身在草野。
心亦在草野，涉猎甚多。
对社会、经济多持冷静的旁观态度，对市井民间却怀抱一腔热爱。
读书多年，对日常的经济动向和经济事件异常敏感，一直相信经济学应该是也必须是与生活最息息相
关的学科。
如此，信念使然，便常常从平常人的角度出发，来思考经济之事。
此书为近几年来潜心思考许多不花钱的经济现象的心得，拿来与更多的平常人分享。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不花钱的经济学>>

书籍目录

1 经济学里到底有没有“免费午餐”
  丰富和贫穷的故事
  经济学的愿景和困境
  音像商和免费下载的是与非
  经济学里的免费午餐
  新商机和不花钱的经济学
2 当边际成本为零的时候
  为什么当当网的书那么便宜
  为什么会有免费邮箱
  为什么开网店是有利可图的
  怎样免费打电话
3 市场规限的打破
  用布做纽扣的裁缝师傅
  富庶的新大陆
  把教材打折卖给师弟的大学生
  规限的打破
4 从事生产的消费者
  玩吉他的人
  为什么要做网络时代的写作者
  生产工具的普及
  为什么要尊重创作冲动
  不花钱经济时代的三种身份
  从事生产的消费者
5 在没有缺乏的情况下
  如何实践不花钱的经济学
  把产品分为两个部分
  让市场替你做事
  让消费者参与进来
  尽最大努力降低成本和价格
6 像媒体一样做大市场
  雅虎和谷歌的故事
  怎样不花钱开拓市场
  新的营销原则
  一种产品、一种价格、一种传播途径并不适合所有人
7 弄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生意
  马车生产商为什么会被淘汰
  找出那些正在改变的，转变原有的商业逻辑
  思考那些不变的，找出生意的存在价值
  研究能提供的服务，找出真正稀缺的
8 价格歧视理论及其延伸
  免费网络游戏如何赚钱
  怎样不花钱装扮QQ空间、获得QQ币
  价格歧视不仅仅是细分
9 让产品做“兼职”
  打火机和报纸为什么那么便宜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不花钱的经济学>>

  “兼职”为什么更能赚钱
  每一件东西都是载体
  怎样为产品找“兼职”
10 稀缺的额外价值和可复制
  奔驰和麦当劳的故事：什么是边际非稀缺产品
  脑白金和奢侈品的故事：怎样寻找产品的额外价值
  茅台酒的故事：怎样做“稀缺价值”营销
11 平台整合和多方生态系统
  寻找关联性以加强流程整合
  重新审视企业价值链系统
  转向自组织的商业网络协作模式
  如何搭建开放的社会广场
12 影响有关系的人
  小姑娘的鞋子：影响有关系的人
  博客和豆瓣网的营销故事：从小众到群体部落
  劳务交换模式及其他：如何在网上不花钱却赚钱
13 价值传递
  怎样运用交叉补贴模式
  “创业联盟”的故事
  怎样创作一本畅销书
14 长尾与机会成本
  经济危机下的两个人
  怎样利用长尾
  如何看待机会成本
15 在这个资讯过剩的年代里
  个人博客的价值在哪里
  实践注意力经济的方法
  几种新的聚合工具
  怎样在网上用注意力注册赚钱
16 让顾客参与进来
  Web2.0和开源软件的故事
  “说话权”和“听话权”
  经济学里可不可以有感性成分
17 声誉经济和个人档案
  豆瓣网的个人档案和声誉经济
  怎样在淘宝网上获得较高的卖家信誉
  怎样做好博客行销
18 不花钱其实是另一种充裕
  不花钱经济学的挥霍定理
  寻找新的价值空间
  如何不花钱上网
参考文献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不花钱的经济学>>

章节摘录

丰富和贫穷的故事我还能记得我当时有一款sony的小随身听，那时，它是我心爱的东西。
在那列开往北京的火车上，我就是在它的陪伴下，体味着那种有点惆怅又有点恐慌的心绪。
这么多年之后，我还是能想起我穿过广场去音像店挑选磁带时的情形。
我像许多人一样，对听音乐有种需要，这种需要要比爱好稍稍多一点，接近一种嗜好。
十几年前，我带着那个蓝色的小索尼随身听，穿过广场，去西北角上的那几家音像店挑选我需要的磁
带。
在我居住的小城，只有那里有几家像样的音像店。
其他卖磁带的店都似乎带有点兼营的感觉，大多是书店或者报亭，在柜台上摆了十几种当时流行的几
个歌手的磁带。
那几年流行的也差不多就只有那几个港台的歌星，在那些音像店里能找到的也差不多就只有这些，这
是令人沮丧的事情。
我只是在想，如果那时我有幸听到更多其他的声音，该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当然没有如果，转眼我就身在世纪交替的北京了。
北京的丰富可以供给我一个自由选择的空间。
尽管自己离开从小居住的故乡令人寂寞，但能找到其他更多的东西也未尝不是一种补偿。
在与一个更丰富的世界默默对话和磨合的过程中，会懂得更多，当然，有时候，也会迷失。
我把很多业余时间用在淘唱片(CD等)的过程中，我开始知道，这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在唱不同的歌。
这个发现对我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这有时候令人狂喜，有时候也令人困惑。
困惑的是，那么多唱片，不知道要买哪一张。
买的时候，往往并不能确定自己喜不喜欢。
那时候自己是穷学生，买唱片总是慎之又慎，就这样自己还是买了许多自己不喜欢的唱片，听一次就
扔到床角。
十多年前，我们根本不知道MP3是什么，甚至连听都没听过。
我们要想听歌，首先得去音像店买磁带、CD。
我们要去挑选那些我们听说过的音乐，或者是那些我们知道并且在别处听过的音乐。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会有些把握，知道我们买到的音乐起码不会让自己不喜欢。
若我们去挑选的是一些我们并不了解的音乐，事情往往就会有偏差。
因为在我们还没有听过他们的时候，差不多只能靠介绍，甚至只能靠包装去判断自己会不会喜欢。
在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买来的音乐并没有听说的那么好。
即便是我们之前在别处听过了的，说不定也会发现，仔细听起来也并没有我们期盼的那样好听，或许
仅仅是当初听到的那个片段和旋律还不错罢了。
记得那时候，常常与一些朋友交流，在买唱片之前，听取别人的建议。
后来，也渐渐地开始给别人提意见。
但是，麻烦也常常有，因为人们对音乐的喜好大相径庭。
经济学的愿景和困境当然那个时候，音乐品种不会有现在这样多，歌手也不多。
这使我们的选择显得没有现在想象的那么困难。
也就是说，缺乏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我们，这有点让人啼笑皆非，缺乏这种事情总是会使环境和资源
显得有章可循一点。
于是，会有我要学习的那个专业——经济学。
根据我在大学里学到的解释，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
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
就是说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的分配的，经济学的愿景其实也是让这个社会有章可循。
其实可以就我上面所说的那些往事，做一个象征性的比较：(1)小城象征缺乏的环境。
1996年之前，我居住那个小城时所感到的有序和安静，其实更多的也是由于各种物质和精神资源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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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所带来的吧。
(2)北京象征丰富。
而当我离开小城，来到北京的时候，随着那缺乏的消失，我面临更多的选择和自由，也遇到许多困难
和迷茫，或许也正印证那有序环境的坍塌。
(3)涌动的感觉和选择的困难象征着经济学的新处境。
当年，我在火车上所感到的那种涌动感，直到多年以后还一直存在，并提示我们在非缺乏、非有序情
况下的新处境。
这件事，从大的方面说，甚至可以提到哲学的高度，而仅仅从资源分配上看，就是经济学的问题。
而经济学要关心的其实就是这些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需要明白的事情是：那困难既然是切实存在，我们要怎样才能使一切重新有章可
循呢？
这是传统的思路。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想，既然丰富远不能算是一件坏事，或者说，我们绝不能想象从丰富退回缺
乏，就好像我们不能像硬说我的小县城比北京更适应时代一样。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更加丰富起来的话，经济学将如何实现自己的愿景？
这就出现了第四个方面的象征。
(4)MP3的出现象征资源匮乏环境的彻底清除。
随着限制的被打破，事情就会呈现出另外的样子。
当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迅速，听音乐这件事情就得到了根本的改观，有了MP3这种东西，也有了免费
下载这种方便的事情后，远远不是省下了买CD的钱。
有了MP3，才可以不受限制，不加过滤地接触到多种多样的音乐，从主流音乐到那些地下音乐，应有
尽有。
只要你在互联网上搜索试听、听满意了就可以下载下来，这一切都不需要你花一分钱。
音乐的免费下载实际上也是一种观念的分享。
音乐的创造者与观念的拥有者一样，不会因为多一个人聆听而有所损失。
一个音乐作品诞生以后，就可以被无限次欣赏和使用，这不是一个缺乏的资源，而可以制造缺乏的因
素是工具，传统音像商利用的就是这个，他们把某个作品固定在一个只有自己可以生产的磁带和盘片
当中。
然而，互联网改变了这一切。
其实，从经济学角度来思考，这绝对是一件新鲜事。
在这件事情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新的经济学，这种新的经济学要求我们学会把传统经济理论应用在一
个新的范畴。
传统经济学的中心思想，是在有限环境下分配资源。
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学对“没有缺乏”的环境相当陌生，很多经济理论在这种环境下并不成立也不适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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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不花钱的经济学》：经济不好，怎么办？
减薪裁员，怎么办？
不管是新时代的三无青年(无房、无车、无老婆)，还是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21世纪最大的危机是什
么，没钱！
请不要害怕，《不花钱的经济学》要告诉你的是：不花钱，也能做很多事！
开动脑筋，金山银山，就在你身边！
  用经济学家的眼睛看生活，让简单的经济学帮你过好日子。
  揭开经济学神秘的面纱，为你的生活答疑解惑。
  为什么会有免费邮箱?  为什么开网店是有利可图的?  为什么打火机和报纸那么便宜?  为什么“兼职”
更能赚钱?  怎样免费打电话?  怎样不花钱开拓市场?  怎样不花钱装扮QQ空间、获得QQ币?  怎样利用长
尾?  怎样在网上用注意力注册赚钱?  怎样在淘宝上获得较高的卖家信誉?  怎样做好博客行销?  怎样免费
网络游戏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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