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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从1993年出第一版，2003年出第二版至今已经14个年头。
在此期间，正规渠道销售的数量可能不下15万册，另外还有大量盗版。
其之所以受到读者如此的欢迎．是因为我国正处于经济改革的迅速转型期，群众对经济学的知识有迫
切的需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经济是全世界变化最快、创新最多的一个典型。
大家为了跟上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需要更新自己的知识存量。
这本书正好满足了大家的需求。
　本书的第一版主要是介绍堪称世界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的市场和它的运行机制。
十年后的第二版一方面更新了数据，另一方面增加了新的内容，以适应我国经济的新形势。
这次改版还是遵循上次改版的原则，不同的是对问题的分析更涉及经济理论的本质，用更多的历史视
角，加强了从制度方面的比较和分析。
但是它仍旧保留了原书的风格，简单明了、深入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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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有44个题目，各成体系，作者用每个人都可能有的经验来说明国民经济核算、总量均衡、
通货膨胀、价格与资源配置、外部效应、国际贸易等基本理论。
尤其着且讨论了经济制度和交易费用，注意介绍市场经济的文化、法律、道德观念的背景，它们是市
场规则得以遵守的基础。
它引导读者思考分析、含英咀华，从而体会出能自己审握的的经济学来。
    工作繁忙的读者，只需片刻闲暇，就可以读上一两篇，有时间再作思考和分析，必能有所收获，使
你的“知识人生”更臻完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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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茅于轼，著名经济学家，被誉为“经济学界的鲁迅”。
1929年出生于南京，抗战时辗转于大后方，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
机械系，以后20余年从事铁道机车车辆研究。
20世纪70年代中开始运输经济、数理经济的研究。
1984年从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1993年退休后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曾在北京经济学院、中国矿业学院研究生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等院校教授经
济学，并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经济学研究。
先后担任亚洲开发银行、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顾问。
现任国内外十二种杂志的主编、顾问编辑和编委，2008年1月被聘为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特别顾问。
曾入选美国Marquis1993至1995年世界名人。
著有《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经济学的智慧》等书
。
发表了几百篇有关经济理论、经济政策、能源、环境、道德等方面的论文和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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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微观经济学　1.喜欢搬家的美国人　2.赌博在美国　3.从邮政的垄断与民航的竞争谈开去　4.节
约时间创造财富　5.垃圾中的边际效用　6.公用事业的收费原则　7.美国人如何看待“按劳分配”　8.
漫议超级市场　9.再谈超级市场　10.美国的进口货　11.喜欢旅游的美国人　12.有关“行”的经济学
　13.多生产未必多享受　14.环境保护的经济学　15.政府为百姓服务　16.节约能源（上）　17.节约能
源（下）　18.没有替代便没有经济学第二篇  宏观经济学　19.让银行为您服务　20.个体经济规律和总
量经济规律　21.美国人如何存钱（上）　22.美国人如何存钱（下）　23.美国人一年生产多少财富？
（上）　24.美国人一年生产多少财富？
（下）　25.美国经济为什么会衰退？
　26.美国如何对付经济衰退　27.美国的通货膨胀（上）　28.美国的通货膨胀（中）　29.美国的通货
膨胀（下）　30.现在如何与将来做交易第三篇  经济体制　31.经济活动中的是非观（上）　32.经济活
动中的是非观（下）　33.个人和社会的致富之道　34.一个人人都买、人人都卖的社会　35.最大多数
人的最大幸福　36.所有权漫议（上）　37.所有权漫议（下）　38. 从交通规则到经济效益　39.美国的
色情市场——一切交易都有利于买卖双方吗？
　40.“金钱万能”的经济学意义　41.交易费用　42.再谈交易费用　43.市场经济的基础：优势交换
　44.囚犯难题和市场规则　参考书目附录一　作者近年发表的部分有代表性的经济学文章　1.什么决
定价格——介绍一般均衡理论　2.价格要定在边际成本上　3.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居民的
收入从要素市场取得　4.价格万岁　5.通货膨胀的道德后果　6.消费者偏见　7.谈谈通货膨胀　8.价格
决定工艺　9.制度创新——致富之道——谈制度经济学的发展　10.珍贵的微笑　11.经济学从何处来？
往何处去？
附录二　关于作者及其作品的部分报道和评论　1.天生我才必有用——记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
于轼　2.生活中的经济学——记茅于轼先生和他的作品　3.经济学家的楷模　4.生活中的空气　5.《择
优分配原理》——茅于轼——与我　6.昂藏老鹤风——茅于轼评传　7.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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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微观经济学1.喜欢搬家的美国人根据美国政府发表的统计，全美国每年有17％左右的人搬了家
。
搬家的人中有约60％是就地迁居，其余的是搬往外地。
这个比率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到20世纪末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对比之下，我国从1982年到1987年5年之内只有2.8％的人迁往他乡，平均每年只有0.58％的人跨市镇流
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人口流动有显著加速的趋势。
美国人是一个喜欢搬家的民族。
也许这与美国人的祖先就是从外国搬来的有关，至少他们不像中国人那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故土难离
的恋乡感情。
他们为什么搬家？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有的人因为工作变动，有的人为了改善居住条件，有的人想节省开支，有的人为了照顾亲人等等。
但主要原因是工作变动。
最初从欧洲来到美国的移民首先在美国东北部的大西洋沿岸立足，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对新资源的
需要，经济实力的增强，人口和资金逐渐投向西部。
结果使约200年来美国的人口重心以每年4～10千米的速度不断向西移动，20世纪80年代初这个西移速
度再次达到高峰，并且一直继续到90年代。
这和我国人口、资金、技术力量不断朝东部沿海移动适成对照。
除了就业的地理分布的改变外，各行各业的盛衰也使人们改变他们的工作。
服务性行业（包括运输、公用事业、商业、政府部门、金融和保险业）迅速膨胀，制造业（轻重工业
）则相对缩小。
前者在近20年内增加了3200万人，占20年前人数的60％，而后者只增加约100万人，只占5％。
只有劳动就业发生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才能实现。
不管是由于新技术（如电子计算机）的出现，或是老资源（如美国的石油）的枯竭，还是国际市场的
竞争，如美国的汽车从出口变为进口（1996年进口为出口的4倍），都意味着人们就业的改变。
选择职业的灵活性，使美国的经济富于适应性，而这一切往往伴随着居住地点的迁徙。
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有1700多种日报，90年代末减少到1500多种，到2005年还有1452种。
其中大部分是地方报纸。
这些报纸的广告主要内容之一是招聘和住房，而且这两种广告互相关联。
凡是经济繁荣的地方，招聘的广告就比较多，从外地迁入的人口也较多，因而住房的需求也比较活跃
。
1986年由于石油跌价，南部几个产油州削减生产，失业增加，而东北部像马萨诸塞州等地由于发展了
高技术行业，需要补充劳动力。
于是有不少人来此州寻求工作，使该地房租以及地产飞涨一时。
近年来东北部经历了比全国更严重的经济衰退，房地产价格大跌，以前购进房地产的商人蒙受巨大损
失。
在美国搬家没有任何限制，没有户口制度。
搬家不必经过任何人的批准，甚至也不需要到警察局去报告一声。
搬家也很方便，有专用的搬家公司，有的专管本市搬家，有的则经营往外地的搬迁。
搬家时，人们几乎100％都用汽车做搬运工具，人们可以利用专门的搬家汽车。
但家具一般是不搬的，多半就地卖掉。
搬完之后，再按房问的大小、色调和风格重新购置。
搬家之所以方便，主要是因为有住房市场。
对中国人来说，“住房市场”这个名词已经变得陌生，正好像美国人不理解我们的“换房大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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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以后，我国很快就限制甚至取消了私房出租业务，要得到住房，几乎只有单位分配这一条路子
。
换房大会和住房市场有两个基本的不同点。
首先，换房必须找到换房对象，有了“换房大会”已经比以前方便些了，但仍很困难。
靠着换房协调员甚至借助于电子计算机，或许能找到三角换房或多边换房，但要使各方在住房的地点
、面积、设备、朝向、楼层、环境等方面的综合条件恰好相等，实在太难了。
而住房市场则可以用租金的不同来补偿条件的差异，因而各方可以有较广泛的选择机会。
第二，在住房市场条件下，通过房租水平的升降，供应和需求永远是平衡的。
换句话说，在美国，你只可能感到房租贵，而不会租不到房子住，所以即使你手头没有房子可以和别
人换，也一样可以租到房子住。
我国从1988年开始进行住房改革，引进市场机制。
但开始的两三没有多大成效。
房改的主要方法是提高房租，然而房租在城镇居民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从1％反而降到了0.7％，
到2000年这一比率上升到4％，到2005年上升到10％。
当然，是不是要像美国那样完全通过市场来配置住房是有争论的。
理论和经验都证明市场配置可以避免浪费，而市场配置的方法虽然有效率，但不利于穷人，他们的住
房问题比较难解决。
不论中外古今，最豪华奢侈的房子入住的人口密度最低，而最破旧肮脏的贫民窟人住的人口密度最高
，这种配置显然是不公平的。
然而我们也应该承认，由于市场制度的建立，社会生产财富的能力空前提高，能够住得起体面房子的
人也空前增多。
由于修新房（包括配套设施）总要花一年以上的时间，赶不上人口流动的变化，供给的变化赶不上需
求的变化，因而房租的升降幅度很大，房地产事业成为一项可以投机赚钱的大买卖。
可是不要以为这种投机对社会不利。
也不要以为房地产商赚钱容易。
它对社会的贡献是调剂了对房地产的需求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余缺；而且地产商会投资于绿化、道路
和环境，改善土地的利用。
如果赚钱容易，大家都去经营房地产了，而事实并非如此。
房地产商估计当地经济要走向繁荣时，纷纷事先购进，使得价格上升，刺激新住房的建造。
但如果估计错误。
就会赔本。
住房开支在美国人的总开支中大约要占1／4，这当然只是一个平均数。
在纽约市中心租一个带厨房和厕所的单间。
在20世纪80年代月租就在1000美元左右，但在小城市里，两间卧室外加客厅的一套中档住宅，月租
仅300美元。
现在大约上升了一倍多。
美国私人住宅的平均面积从1990年的177平方米增加到2005年的207平方米，我国北京2006年底待售住宅
平均每套达144平方米。
住房的价格极大地取决于地点。
华尔街的住房价出奇地高。
我国的上海外滩、杭州西湖边上、青岛海滩等地的住房价格比小城市同样质量的住房要贵出10倍，建
房用的人工材料等成本是一样的，区别是地价造成的，因此人们常说是地价推动了房价。
但我们进一步要问，地价是如何决定的？
大家知道，土地是天生的，不是劳动的产品，它的成本等于零，它的价格与成本无关，而与它的需求
有关。
沙漠中的地白送也没有人要，对它的需求为零，所以价格为零，像华尔街这样的地大家都想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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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地价就炒上去了，所以不是地价推动了房价，而是房价拉动了地价。
买房的人埋怨开发商或政府控制了地价，炒高了房价，这恰恰错了，是买房的人愿意出高价买房，才
把地价抬高的。
土地没有成本，但是能卖出钱来，这钱就是土地创造的财富，应该归土地所有者。
与成本无关而能卖出价格的，能创造财富的一类特殊商品，称为生产要素，除了土地还有别的自然资
源，更重要的生产要素还有劳动和资本。
归根结底，全社会的财富都是生产要素创造出来的，这些财富的分配在市场制度下会分给创造财富的
个人。
这就是收入按要素的贡献分配原则。
在第七章 “美国人如何看待‘按劳分配’”中再作进一步的讨论。
近年来，国内大城市的房价涨得很厉害，许多人埋怨是房地产开发商把房价抬上去的。
要知道，任何一种商品的卖方都想抬高价格，但是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上个别的卖方不可能抬价。
抬价的结果只会把自己的市场让给了竞争者，除非他能联合所有的卖方同时提价。
但这样做事实上几乎不可能，因为联合提价很可能被个别的卖方暗中破坏以谋利。
世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就有这样的经验，房价上涨的原因最终还要从供需关系中去找，任何一种
使供应减少都会导致房价上涨，例如，减少土地的供应、提高开发商资金运用的利息、建房的原材料
涨价（一部分开发商将退出）、对建房提出各种行政限制等。
另外，任何使需求增加的因素也会导致房价上升，例如，人们收入的增加、其他投资机会的减少、人
口的集中。
房租由租户和房东协商确定，万一协商不成，双方都可另觅高就，直到满意为止。
笔者在美时曾和房东（一家房地产公司）就房租激烈地讨价还价。
公司的理由是当地房租普遍上涨，并出示了他们所作的市场调查，某某地点的住房，条件如何，月租
若干。
我提出的理由是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没有那么高，我们的收入没有增加，并历数他们服务质量中的问题
，如没有按时来灭蟑螂，门锁坏了没有及时来修等。
最后双方都作了让步。
公司把每月租金增加150元减到只增100元。
于是我代表全体租户在为期一年的租房协议上签了字。
附带提一句，那次门锁坏了，我们打电话催促公司派人来修，可是他们拖延不来，最后同意我们自己
修理，将新购锁的钱外加劳务费从房租中扣除，扣了他们25美元。
大部分美国人并不租房子，他们喜欢买房子住。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鼓励“居者有其屋”，所以在税收上给予优惠。
办法是贷款所付的利息不用交所得税。
其实，这也算不上是优惠，因为你所付的利息变成了别人的收入，所得税应该由他来付：否则就有重
复征税的问题。
买房子的常见办法是分期付款，标准年限是30年，每月付的贷款和租房子的租金相差不多，所以多数
人宁可买房，过了30年，房子就归本人所有。
孟子说，民有恒产，始有恒心。
这句话在美国也不例外，自己拥有住宅的人家算是“殷实人家”，这种地位在美国这样一个以信誉为
联系纽带的商业社会中十分重要。
向银行贷款做生意、求职、赊购汽车等等，有房产的家庭往往得到优先考虑。
买了住房，会不会把一个人捆死在一地呢？
不会。
当他想搬家时，可以把房子卖掉。
如果这是分期付款，而账还没有偿还清，他可以把房子和债务关系一起出售。
但出售的价格和原定的房屋价格会有些出入。
当地房产价格上升时，他还可以从中获利，否则就会亏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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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商业发达的社会里，不但商品可以买卖，债务关系也可以买卖。
其实这就是资金市场的一个方面。
灵活的市场安排，提供给个人广泛的选择机会，造就了一个富有弹性的有生机的经济。
经济要得到发展，要使资源的使用合理化，杜绝各种可能的浪费，都必须通过个人在各种选择中作出
优化抉择方能实现。
我们从美国人搬家这件事中可以看到，市场就提供了这样一种机会，条件是政府保证个人的选择自由
，只要不损害他人，选择的自由越大越好。
一搬家，或人员的流动性，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我们常说，经济要发展必须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人怎样能尽其才？
让每个人有流动的自由，寻找有特长的感兴趣的工作来做。
过去计划经济时代人员的流动性很少，每个人都当成了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拧在那里一辈子也不会
动。
不但自己不动，连子女亲戚都在同一个单位上班，改革以后，特别是近十年来人员流动的自由度大大
扩充。
愿意去政府当干部的可以考公务员，公务员当腻了可以辞职下海：国内干得不顺心的可以出国谋生。
最大的人员流动是农民进城打工，改革以来已经有2.5亿农民进城，其中约一半已把家搬进城，这成为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活动。
可以预见还有更多的农民要进城来。
2.赌博在美国赌博应不应该禁止？
这在美国是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问题。
一些人认为只要双方机会均等，又是自愿参加，即使赌场所得乃不义之财，也算不上违法。
另一些人则认为即使双方出于自愿，此种财产的转移实无异于抢劫。
看来这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
为了把问题弄清楚，美国有不少研究机构把赌博问题作为一个研究专题，从经济、法律、社会、道德
等各方面加以探讨。
现在，人们对于赌博引起的各种后果，好的和坏的，都已经了解得相当清楚了。
可是对于赌博是否该禁止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仍然众说纷纭。
本来嘛，像这类涉及价值判断的是非问题并不存在什么“真理”。
如果追求这种“真理”，不是自己毫无结果，便是他人被你施以思想专制。
美国的州权力很大，各州有自己的宪法（但不允许与联邦宪法抵触）。
在对待赌博问题上各州的态度不同，十多年前只有两个州允许赌博合法存在，即著名的新泽西州的大
西洋城和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
1976年新泽西州30万公民投票决定使赌博合法化，以振兴当地日益萧条的经济；而拉斯维加斯则从19
世纪以来（除其中有26年被判定为非法）一贯是合法的赌城。
但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已经有28个州允许开设赌场。
最近底特律市政府正在考虑开放赌博，因为对岸加拿大的温莎市（Windsor）开设了赌场，游客拥向
加拿大，钱都让加拿大赚去了。
赌场老板靠精确计算的胜负概率之差来赚钱。
换言之，赌客赢钱的机会略低于输钱的机会，这个差数的平均值就成为赌场的收入，用以支付赌场的
各种开支并赚得利润。
赌场的开支，包括服务人员的工资、设备维护、房租，绝大部分是固定支出，与光临赌场的人数无关
。
因此赌客越多，利润越大。
各个赌场无不竞相设法招徕顾客。
他们最常用的方法包括：做广告，宣传某年某月某时某地某先生在此赢得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同
时贴出大幅照片，以资证实；改善服务，将赌场装饰得富丽堂皇，雇用年轻的女服务员，让她们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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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性感的服装，赌场门口也常有歌星演唱；降低其他相关服务的费用，例如，赌场一带餐馆的收
费标准往往只及普通餐馆的一半，大西洋赌城甚至派旅游专车到纽约去接赌客，非但免收车资，还奉
送赌本10元。
上述这些做法当然会增加一些费用，但他们聘请的管理专家可以计算出做到什么程度可以赚钱最多。
赌场内最普通的赌博有3种：吃角子老虎、轮盘赌、21点，尤以吃角子老虎最为流行。
这是一部无人看管的自动化机器，你只要投入一个硬币，将扳手拉动（现在已改成电动），机器内3
个轮子就以不同的速度转动，直到轮子停下。
如果当时3个轮子停在某些特定的位置，机器就会吐出从一个到成百上千个数量不等的硬币。
如果赢的数目特别大，机器会发出铃响并亮起一串红灯，向你祝贺。
在赌场大厅里摆有上百个吃角子老虎，你不时可以听到机器的铃响，你把眼光扫过去，就可以看见被
红灯照得浑身通红，脸上泛着难以抑制的兴奋和快乐表情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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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茅于轼先生的经济学专著影响了不少的青年学者走上了经济学研究之路。
——《中国改革报》其"家常式"的经济学随笔，说的虽然是日常琐事，却往往折射出一些惊人的启示
。
——《中国经济时报》书中有的论述不只是有理，而且大出常人意表，经他明示，大明醍醐灌顶之感
。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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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活中的经济学(第3版)》通过作者在美国这个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生活的点滴经验，说明市
场经济是如何动作的，把深奥的经济学还原为浅显易懂的事理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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