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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不久之前，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对未来的经济形势忧心忡忡，但是，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
尔(Alfred Marshall)却是个例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始时，他就表示对下一代经济学家充满了信心，称他们会将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
好。
他在写给朋友的一段话中说道：据我估计，1920～1970年之后的一千年将会成为历史学家最为活跃的
时代，你大可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而当1930年大萧条来临之初，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阿尔弗雷
德·马歇尔最得意的门生——撰写了一篇小论文，指责他的同行们过度夸大了经济萧条的负面影响，
在这篇题为“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 Children)的文章中，凯
恩斯痛斥了这些人的消极和悲观，指出他们对未来的判断犯了“荒谬的错误”。
依凯恩斯之见，大萧条属于“暂时的失调”，不过是“人类在解决长期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而已
。
(你认为我接下来就要引用凯恩斯的名言“长期而言，我们都死了”，是吗？
)根据凯恩斯的预测，一个比我们曾经想过的任何一种进步都“更大的进步”将会出现，在一百年之内
，人类会在经济上取得非常大的进步，以至于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可能会是“如何利用关注自身经济
问题之外的自由，如何消磨空闲时光，也许关注一下科学和其他一些学科会比较好，这样可以让人更
明智、快活、健康”。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乐观预言被证明是正确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
他们之后的一代经济学人，他们利用改良的政策和令人兴奋的实证研究理论改变了世界运转的方式。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世界经济开始繁荣，企业家们开始大展拳脚，新发明和新技术进步像雨后春
笋般层出不穷。
整个世界虽然还会不时地在个别地方出现经济不景气或者小危机，但我们毕竟成功地避免了另一场危
机和世界大战。
马克·史库森(Mark Skousen)的著作《当生活遇见经济学》(Econopower)非常值得一读，在书中他向人
们阐述了经济学家在战后世界经济繁荣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新一代具有号召力的人是怎样成功实
现变革的。
即便是我也不得不惊讶于当今这些经济学家在做的事情——使储蓄更便捷，避免债务困扰，谨慎投资
；通过私人银行的小额贷款，使千百万人免受贫穷的煎熬；减少犯罪，改善公共教育；帮助政府节约
开支，通过更有效率的拍卖方式使公司的经营活动更加公开；通过峰值定价法，缓减交通拥堵；使公
司在奖励员工、回报股东的同时盈利更多；帮助国家实现经济腾飞，并且避免将来可能发生的国际冲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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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房价什么时候才会出现拐点？
”　　“人类都已经让卫星上天了，为什么交通拥堵问题还得不到解决？
”　　“我们每天朝九晚五、疲于奔命地工作，为什么还要为自己的养老问题操心？
”　　没有人被苹果砸到了，会埋怨物理学家。
　　可是一涉及经济问题，经济学家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经济学家是游走于数字和模型中的天才？
还是利益集团的傀儡？
　　透过马克·史库森先生的举证，你会认识庞大经济帝国的构造者。
　　此书描绘了真实世界中的“经济学人”，而非“经济学家”。
　　献给每一位热爱并关心经济生活的“经济人”！
    在1930年大萧条开始之初，凯恩斯就曾倡导，经济学家们应该从他们的象牙塔中走出来，成为一个
更有价值、更合格的经济学人，“就像那些牙科医生一样”。
但是，就算是凯恩斯自己当时没意识到这些经济领域里的年轻开拓者能走多远，他们也已经在一点点
地改变我们生活的维度。
     基于行为经济学家的突破性研究，本书提供了诸如储蓄、投资、养老和赚钱等方面的实用建议，并
展示了经济学家在解决国际、国内社会问题方面的能力，从交通阻塞、医疗保健、公共教育、犯罪、
拍卖等领域，再到贫穷、不平等、污染、全球变暖、人口增长、全球化、军事冲突以及宗教战争等问
题，不一而足。
     史库森让我们知道，经济学家是如何从撰写抽象的学术论文和书籍中摆脱出来，转而将经济理论应
用到现实世界中的，他们有的自己经营公司，有的为公司提供顾问服务，有的在政府任职。
史库森说，经济学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可以影响一国的财富，究竟是好是坏，要看其遵守或者违反
基本经济准则的程度。
书中提到这些基本的经济准则包括责任、成本收益分析、投资以及企业家精神等。
如果能理解并很好地融合这些经济准则，个人、公司以及政府就能做出更好的决策。
为了证明这一点，融合对国内和国际上热门议题的探讨，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多位顶级经济学家的例子
。
     不管经济学家是否屡遭诟病，也不管是否应该将他们置于神坛之上，我们在这本书中看到的都是真
实世界中的经济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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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克·史库森是一位专业的经济学家、投资专家、大学教授，超过25本书的作者。

    他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经济学。
现在，他掌管着格兰瑟姆大学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管理学院。
为了庆祝马克·史库森在经济学、金融学，以及管理方面的成就，格兰瑟姆大学把该商学院重新命名
为“马克·史库森商学院”。

    从1980年开始，史库森博士还担任《预测与策略》杂志的主编、中央情报局（CIA）的经济分析师、
《福布斯》杂志的专栏作家。
他还曾任纽约经济学教育基金会（FEE）的主席，他还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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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你能战胜股市吗？
把一个猴子蒙上双眼后让它向报纸的金融版掷飞镖而选中的投资组合，和那些专家小心谨慎选择的投
资组合相比，盈利性可能一样好。
——伯顿·麦基尔(Burton Malkiel)《漫步华尔街》(A Random Walk Down Waft Street，1973年)接下来的
三章将会告诉你，健全的经济理论将如何帮助你提高投资技能。
你一定注意到了，学院派经济学家一直对那些声称能让你在风云莫测的股票市场上快速致富的股票经
纪人、资金管理人、共同基金以及金融时事分析的写手抱有怀疑态度。
不过，不管怎样，这些人也确实取得了一些不俗的成绩。
接下来，我们就从经济学家所说的投资的“有效市场理论”说起吧！
有一段时间，华尔街的分析师和资金管理人对经济学家恨之入骨。
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学院派教授们来到了华尔街，并公然将股票市场分析批判得
一文不值。
通过众所周知的“有效市场理论”和“随机漫步”模型，这些学院派经济学家告诉世人，那些昂贵的
、辛苦的证券分析和看似积极的货币管理，其实都是“没用的”，也许甚至比“没用”还糟糕。
因为个人持股者比起那些购买并长期持有多种股票的大客户来说，大多数时候都表现欠佳。
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宣称，猴子的选择甚至都比那些专业分析人士和资金管理人的选择要好。
这场类似恶作剧的斗争的始作俑者就是学院派经济学家尤金·法默(Eugene Fama)，一位美国经济学者
，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MBA及经济学和金融学博士。
毕业后他一直留在芝加哥大学执教，他的博士论文《股票市场的价格行为》，发表在1965年1月的《商
业杂志》(Journal of Business)上，占据了一整版的篇幅。
他在论文中总结说，“股票市场的价格是不可预测、随机变动的。
”法默的论文后来成为著名的“有效市场假说”以及微观经济学中“完全竞争模型”的雏形。
盲目的竞争及奋斗精神使得战胜股市几乎是不可能的，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伯顿·麦基尔说。
他于1973年出版了《漫步华尔街》一书，正是这本书使得“有效市场理论”广为流传。
白出版以来，这本书已经出了第9版。
伯顿·麦基尔对于有效市场理论或说随机漫步模型做出了如下解释：股票价格的短期变化是不可预测
的，投资咨询服务、盈利预期以及复杂的股市分析图表实际上都是毫无用处的⋯⋯极端一点儿说，这
就意味着“把一个猴子蒙上双眼后让它向报纸的金融版掷飞镖而选中的投资组合，和那些专家小心谨
慎选择的投资组合相比，盈利性可能一样好。
”有人称有效市场理论的支持者为“随机漫步者”，因为他们认为股票市场短期内的变化是不可预测
的、随机的，就像一个醉酒的水手沿着华尔街曲折地前进一样。
基于这种分析，证券分析师和基金经理是不可能战胜股市的。
受麦基尔《漫步华尔街》一书的启发，《华尔街日报》的编辑们和专业分析师之间开展了一场竞赛。
编辑通过扔飞镖的方式随机选择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股票，而专业分析师基于基础性分析或技术分析，
小心翼翼地选择他们最钟爱的股票。
这场比赛每6个月进行一次，一直持续了14年，从1988年开始直到2002年。
有意思的是，专业分析师们以平均10．2％的回报率胜过了平均回报率只有3．5％的扔飞镖的人。
但是，麦基尔说这场比赛的结果是不足为证的。
“有媒体宣传的效果。
”他解释说。
通过对专家们选择的股票的宣传，《华尔街日报》影响了市场。
“因为《华尔街日报》先是讨论专家何以如此选择，之后就是专家们兴致勃勃地解释选择这些股票的
理由，这些股票无形中就得到了更多公众的支持。
”麦基尔说。
他还补充道，“如果用《华尔街日报》关于专家选择股票的文章发表之前的回报率重新计算的话，恐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生活遇见经济学>>

怕他们的表现并不见得比掷飞镖的人要好。
”经济学家创造了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有许多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华尔街一直以来被人操控着压榨
那些普通的投资者，麦基尔和其他一些人把矛头指向了积极管理证券投资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例如佣
金、表现费、买卖差价还有税费。
因为每个人都在寻找被低估了价值的股票并进行投资，这也使得想要获得比其他众多证券分析师更高
的回报率变得异常困难。
如果你也发觉果真不大可能战胜股市，那么法默、麦基尔和其他持有效市场理论观点的经济学家对此
又有何建议呢？
难道就只能远离股票市场，将希望寄托在银行储蓄账户和定期存单上吗？
恰恰相反，他们想出了一个非常有创意而且很简单的方法：做一个被动的投资者。
购买一大笔个人投资组合或者股票指数基金，并且长期持有，在熊市到来的时候，依然能安之若素。
这种投资策略就是你一直渴望的，非常轻松就可以让你在50年之后获得高额回报，根据标准普尔500指
数，这个投资回报率大约是每年12％(包括股利)。
在刚开始的时候，学院派的有效市场理论在华尔街激起一阵狂怒，报酬颇丰的证券分析师和基金管理
人感到他们的职业岌岌可危，那些证明他们的表现甚至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证据，像大山一样让他们
压抑难安。
更让人头疼的是，这些证据又很难驳倒，经济学家开展了许多研究来证实麦基尔的论断(参见图2．1，
一项由《经济学家》杂志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研究)，几乎没有哪个专业投资人或者共同基金的表现
能和标准普尔500指数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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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马克·史库森是位有才华、富于想象力、精力充沛的经济学家。
”　　——米尔顿·弗里德曼，“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Ronald Coase)指出经济学不应纸上谈
兵，而史库森(Mark Skousen)则为经济学大显身手开出了方案。
这些方案既充满想象，又扎根于经济逻辑哪怕只有部分得到实施和推广，世界也会改头换面。
　　——薛兆丰，新锐经济学家，中国十大青年领袖之一“讲求实际的人们，自以为能够与所有精神
世界中的影响绝缘，到头来不过是某位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而已。
”　　——凯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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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生活遇见经济学》：“房价什么时候才会出现拐点？
”，“人类都已经让卫星上天了，为什么交通拥堵问题还得不到解决？
”，“我们每天朝九晚五、疲于奔命地工作，为什么还要为自己的养老问题操心？
”。
 没有人被苹果砸到了，会埋怨物理学家。
可是一涉及经济问题，经济学家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经济学家是游走于数字和模型中的天才？
还是利益集团的傀儡？
 透过马克·史库森的举证，你会认识庞大经济帝国的构造者。
此书描绘了真实世界中的“经济学人”，而非“经济学家”。
献给每一位热爱并关心经济生活的“经济人”！
我们提供知识，以应对变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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