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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故事是线，知识是珠。
把抽象的经济学改用形象的小故事串接起来，让您在轻松的阅读中，掌握了经济学的整体面貌，而不
再一知半解。
先掌握全面，再挖掘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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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经济学的思维　　一、选择的学问——比尔·盖茨愿意再回大学吗？
　　每一门科学都有其作用，经济学是干什么的呢？
有一个分粥的故事可以帮我们理解什么是经济学。
　　有七个和尚共同生活，每个人都是平凡而平等的，虽没什么凶险祸害之心，但不免自私自利。
他们本来没什么矛盾，但在吃饭的问题上却渐起纠纷。
原来他们的每顿饭就是分食一锅粥，起初由一个和尚专门负责分粥，很快大家就发现这个人为自己分
的粥多，给别人分的粥少。
于是便换了一个和尚，结果还一样。
后来大家不愿一个和尚专门分粥了，改为轮流值日，轮到的人分粥。
结果每个人只有一天能吃饱，还有剩余，其余六天都吃不饱。
于是大家又改变了轮流分粥的做法，选举出一个大家信得过的和尚来分粥。
开始这位品德高尚的和尚还能保持公平，但不久就开始为自己和溜须拍马的人多分，给其他人少分。
再后来大家选举产生了一个分粥委员会和一个监督委员会，每次分粥时分粥委员会都要讨论，监督委
员会还要检查，有时还争论不休。
粥是分公平了，可等到吃粥时早就凉了。
最后，他们制定了一条规则：不论谁分粥，领粥时分粥的人最后拿。
令人惊奇的是，所有问题都解决了，粥分得又快又公平　　这是个关于选择的故事，即选择什么办法
来进行分配，使大家满意。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说：“经济学研究人与社会如何作出最终抉择，在使用或者不使用货币
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在现在或将来生产产品，并把产品分配给各
个成员以供消费之用。
它分析改进资源配置形式可能付出的代价和可能产生的效益。
”也就是说，经济学是关于选择的学问。
　　2000年11月2—3日，以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教育局长熊金龙为首的长兴县教育考察团访问了美国
南加州的罗斯密学区，带回了教育券制的经验。
2001年，长兴县教育局在县委县政府和省教育厅的支持下正式实行教育券制度，到目前为止已发放三
种教育券：一是扶持民办学校的教育券；二是促进职业技术教育的教育券；三是资助贫困生的教育券
。
具体办法是：教育局直接将面额为200—800元不等的教育券发放给愿意上民办学校、职业技术学校的
学生家长以及贫困学生家长，学生家长自主选择学校并把教育券交给学校，由学校拿上教育券到教育
局领取相应的款项。
请问：长兴县教育局为什么不直接把相关经费拨付给学校，而是先给学生家长呢？
　长兴县教育局之所以不直接把经费拨付给学校而是先给学生家长，就是为了把接受教育的选择权交
给学生家长。
我们说经济学是关于选择的学问，它包括选择什么、怎样选择和由谁选择这三方面的内容。
长兴县教育局的做法看起来是个教育管理问题，其实它是个经济学问题。
过去，教育经费的选择权在教育局手上，它给学校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这就使得各个学校都是眼睛向
上，只盯着教育局要钱；现在，选择权下放到学生及其家长手里了，学校要想得到钱，就只有眼睛向
下，盯着学生和家长以及人才市场，就只有好好教学生，根据人才市场需求培养学生的知识和技能。
教育券就好比选票，发放教育券就好比在教育领域实行民主制度，制度好，效率才能高。
当然，教育局也是有导向的，三种不同的教育券就体现了对民办学校、职业技术学校和贫困学生的倾
斜。
这样一来，学校、学生及家长、人才市场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关系就理顺了，资源才能得到有效配
置。
　　事实证明，长兴县教育局的做法还是很有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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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自实行教育券制度以来，从2001年至2002年底，长兴县累计发放220多万元教育券，直接受益
学生5000多人发放教育券所需资金，除了财政投入外，还有“希望工程”、“春蕾计划”资金以及社
会、企业捐资等，社会资金也冲着民办教育能享受“国民待遇”而纷纷涌入，仅这两年全县已吸收2.3
亿元社会资金投入教育领域。
全县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数从2000年的1403人增加到2002年的3306人。
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使长兴初中升高中的比例大幅度上升，2002年达到81.7％。
用教育券代替过去的现金，也为扶贫助学建立了一种长效机制。
目前，该县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没有一个孩子因贫困失学。
长兴县下一步还准备把政府在高中段教育经费的投入，平均摊到每个高中生身上，用教育券的形式发
给学生，以加快高中段教育的发展。
　　人们之所以要选择，有时是因为僧多粥少，即所谓稀缺性；有时则是因为东西多了，“眼大肚子
小”。
　　苏理请他的女朋友西餐。
“就这个吧！
”她用小指头轻轻一点，“全餐”。
开胃小菜上来了，她一扫而空；汤上来了，立刻见底；色拉上来了，她一一吞下：主菜的前菜上来了
，她慢慢吃，吃了一半；主菜正盘上来了，她已经摸着胸口喘气：“太饱了，吃不下了。
”　　辛疆也请他的女朋友吃西餐，也是全餐。
她每样都吃一点，只挑她喜欢的入口，不仅主菜上来时仍然有胃口，就连最后一道甜点和餐后的美酒
，　　她也没有放过。
临走时还微微一笑：“谢谢！
”轻盈地离开人生也像一场盛宴，你如果不想留下遗憾，就应该懂得选择。
　　法国巴黎大学校长让·布里丹（1300—1358）讲述一头驴子的故事。
说是有一头驴子，它非常饿，到处找吃的，终于看到了前面有两堆草。
它迅速跑过去，却为难了，因为它不知道应该先吃哪一堆。
它犹豫不决，，在两堆草之间徘徊不定，最终因没办法选择而被活活饿死。
这头陷入两难困境的驴被后人称之为“布里丹之驴”。
　　选择有时很容易，有时很难，难就难在一种资源可能有多种用途，而不像干草对于驴子来说只有
果腹一种选择。
由于有多种选择，用于某种用途就得放弃其他用途。
机会成本就是因选择行为而产生的成本，也称为选择成本。
　　比尔·盖茨于1973年进入哈佛大学法律系学习。
他不喜欢法律，但对计算机十分感兴趣。
19岁时他。
面临两种选择：是继续学习直至毕业，还是辍学创办软件公司？
继续学习会失去创业的最佳时机，而辍学办公司又拿不到多少人向往的哈佛大学毕业文凭。
盖茨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学业，创办了自己的软件公司。
他终于成功了，1999年《福布斯》杂志评选，比尔·盖茨以净资产850亿美元荣登世界亿万富翁的榜首
。
1999年3月27日，盖茨应邀回母校哈佛大学参加募捐会，当记者问他是否愿意继续学习以拿到哈佛大学
的毕业证时，他向那位记者笑了笑，没有回答。
　　看来比尔·盖茨是不愿意回到哈佛大学继续学习了，因为那样的话机会成本太大——失去世界首
富的地位。
中国也有一个不愿上大学的例子，那就是姚明，因为他有到美国NBA打球的机会。
姚明同休斯顿火箭队签了5年7000万美元的工作合同，加上做广告，据说年收入早突破1亿美元。
如果他上了大学，这些收入都将失去。
　　一种东西的机会成本是为了得到这种东西而放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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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成本不是会计学意义上的成本，它纯粹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概念。
　　选择也是一个思维方法的问题，不过经济学的思维方法和一般思维方法有所不同，它主要思考在
一定约束条件下如何选择最佳的要素组合。
　　很多人都知道田忌赛马的故事：齐威王经常要大将田忌与他赛马，赛马的规则是这样的：每次双
方各出三匹马，一对一比赛三场，每一场的输家要赔一千斤铜给赢家。
齐威王的三匹马和田忌的三匹马按实力都可以分为上、中、下三等，但齐威王的上、中、下三匹马分
别比田忌的上、中、下三匹马更胜一筹，因为总是同等次的马进行比赛，所以田忌连输三场，输
了3000斤铜。
那时铜非常昂贵，3000斤可是一笔巨款了。
　　后来田忌的谋士孙膑出了个主意，让田忌把资源重新组合，不要用上马去对抗齐威王的上马，而
是对抗他的中马；不要用中马去对抗齐威马的中马，而是对抗他的下马；不要用下马去对抗齐成王的
下马，而是对抗他的上马。
这样.虽然田忌会输一场，却会赢两场，二胜一负，最后胜利还是田忌的。
田忌重新整合了资源，果然赢了1000斤铜。
　　同样是三匹马，由于选择的配置方法不同，效果就不同。
田忌的三匹马都不如齐威王的三匹马，这就是田忌选择的约束条件。
如果没有这个约束条件，就用不着选择。
所以约束条件是选择的前提，也是经济学的前提。
经济学家思考问题时首先要考虑这个约束条件，不能研究了半天，倒把前提给丢了。
　　有一个国家由于资源所限，只能生产黄油（代表民生物资）和大炮（代表国防物资）。
如果所有资源都生产大炮，就不能生产黄油；如果所有资源都生产黄油，就不能生产大炮　而大炮和
黄油对这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没有大炮，无法抵御外敌入侵；没有黄油，生活会发生困难。
怎么办呢？
他们只能既生产大炮，又生产黄油。
现在的问题是：他们该用多少资源生产大炮，多少资源生产黄油？
或者说，他们该生产多少大炮，多少黄油？
　　我们仅靠已知条件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可以大致划定可选择的范围。
经济学家喜欢用函数图像来帮助思维，用坐标和曲线来形象地表示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像这个问题就可以用图表来表示。
　　在书中，横轴表示大炮数量，纵轴表示黄油数量，A点表示全部资源都用来生产黄油所能生产的
最大数量，B点表示全部资源都用来生产大炮所能生产的最大数量。
将AB两点连接起来的那条凹向原点的曲线叫做生产可能线（也叫生产可能性边界、生产转换线），它
表示该国在既定资源和技术的条件下所能生产的最大数量的大炮与黄油的组合。
如E点在生产可能线上，它表示生产a单位黄油和b单位大炮，这是该国在既定资源和技术条件下是可
能的；而生产可能线外一点H，则是既定资源和技术条件下实现不了的产量；生产可能线内一点F所表
示的产量虽然能够实现，但不是最大产量的组合，表明稀缺的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
生产可能线虽然没有告诉我们具体生产多少大炮与黄油，但告诉我们可以在曲线上来选择。
可供选择的E点在曲线上沿曲线向B方向移动，表明随大炮产量的增加，黄油产量必然减少，黄油减少
的部分，就是增加的大炮的机会成本。
　　二、经济人假设——如果人人都大公无私会怎样？
　　在经济学界流传这样一个故事：茫茫沙漠中，烈日当头。
几个又渴又饿的学者由于没有工具，面对一堆罐头食品和饮料一筹莫展。
于是他们讨论如何打开罐头。
物理学家说：给我一个聚光镜，我可以利用阳光把罐头打开。
化学家说：给我几种化学药剂，我可以利用化学反应把罐头打开经济学家则说：假如我有一把开罐刀
⋯⋯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
　　经济学家在没有开罐头工具时说：假如我有一把开罐刀⋯⋯这显然是讽刺经济理论远离现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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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用处。
但是，这个故事确实也说明了假设在形成经济理论中的作用。
其实，任何一门科学的研究都是从假设开始的，正如故事中物理学家说：给我一个聚光镜，化学家说
：给我几种化学药剂⋯⋯无异于假设我有个聚光镜，假设我有几种药剂⋯⋯假设是一种使现实简单化
的方法，通过假设，研究者可以排除次要因素，保留主要因素，在一个相对纯粹的条件下研究主要因
素的作用和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对被研究对象有所认识。
否则，我们就可能面对一团乱麻，总也理不出头绪来。
当然，有了初步结论我们还要一步步放松假设，使最终结论更贴近现实，反映现实的规律性。
但从假设开始，可以说是经济学家的一种职业习惯。
我们学习经济学，也要习惯于这种方法。
　　如果经济学是关于选择的科学，那么，它是为谁而选择的呢？
我们从前面故事中的主人公来看，无论是分粥的七个人，还是吃西餐的女朋友，以及辍学的比尔·盖
茨、赛马的田忌，他们都是为自己而选择的。
经济学有个基本假设，那就是经济人假设，即假定每一个活动在经济过程中的个人都以追求个人的经
济利益为动机，他在面临选择时总是倾向于选择那个能给自己带来最大收益的机会，每一个参与者都
依据自己的偏好，用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活动。
　　曾经是美国首富的保罗·盖蒂年轻时很穷，仅有一块收成很差的旱田。
为解决灌溉问题，他在地里打水井，结果冒出了石油。
于是他把水井改油井，农田改油田，从银行里贷了款，添了设备，雇了工人，搞起了石油开采。
　　后来他在现场巡视时发现，那些油田监管人员都没有尽力，而是松松垮垮，漫不经心。
于是他请教一位经济学家，一句话就点醒了他：“因为那是你的油田而不是他们的。
”盖蒂顿时明白了，他把各位工头召集起来宣布：“从今天起，油田交给你们负责经营，收益的25％
由各位全权支配。
”从此，工头们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再没有了偷懒和浪费现象，油田欣欣向荣，财源滚滚而来
，盖蒂也成了石油大王。
　　如果你以为保罗·盖蒂之所以能成为美国的石油大王，是因为他家地里挖出了石油，那你就错了
。
他挖出了比石油更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员工的生产热情，而员工的热情是靠向他们让利激发出来的。
可见，个人利益才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经济学研究经济问题，就必须从这里开始。
　　某电视台请蒙牛集团老总牛根生谈他的成功经验，他讲了一个他小时候的故事。
他小时候很调皮，但小朋友都围着他转，他叫干啥就干啥，甚至他叫打谁就打谁。
小朋友们为什么听他的呢？
不是因为他个子大、拳头硬，别人怕他，而是他仗义疏财，常把家里好吃的、好玩的拿出来分给大家
。
所以他从小就明白一个道理：财散人聚，财聚人散。
他创办蒙牛集团时大家都愿跟着他干，因为知道他有分钱的习惯。
蒙牛集团成为中国乳业的龙头老大以后，他仍然保持这种习惯：工资不是最高的，房子不是最大的，
车子不是最好的，还把很多股票捐出去。
所以大家信服他，不好好干觉得对不起他，心里有愧。
这样蒙牛集团就具有了很强的凝聚力，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团结战斗的集体。
这是牛根生成功的重要原因。
　　牛根生和蒙牛集团成功的经验也说明，作为一个经济组织，要想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就必须满足
他们的个人利益，经济人假设对他们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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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愚公该移山还是搬家？
古董碎了该赔多少钱？
为什么你买车会犹豫？
怎样让男朋友听你的？
大学为什么要“宽口径”？
灯塔应该由谁建？
警察怎样才能抓住小偷？
脑白金广告好不好？
好医生给药为什么也一大把？
希特勒为什么要请客？
⋯⋯本书以形象生动的小故事，为你解释一系列抽象的经济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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