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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致讀者　　丹．艾瑞利　　歡迎閱讀《誰說人是理性的！
》全新增訂版。
　　從我年少時住進燒燙傷病房起，我就很清楚，人類會涉及通常與理性背離、而且有時極不完善的
行動和決策。
這些年來，我嘗試要了解，我們全都會犯下的愚蠢、糊塗、怪異、有趣、而且有時危險的錯誤，希望
藉由了解我們不理性的怪癖，重新訓練自己做出更好的決策。
　　我在「不理性」方面的理論和應用興趣，引導我走向新興的行為經濟領域，在這個領域中，我將
這些怪癖納為人類行為的一個基本要素。
在我的研究裡，我檢視各種人類缺點，詢問諸如以下的問題：如果某樣東西是「免費」的，為什麼我
們會變得極度興奮？
在我們的決策中，情緒扮演什麼角色？
拖延是怎麼和我們玩遊戲？
我們奇怪的社會標準有哪些功能？
我們為何執著於錯誤的觀念，即使證據顯示事實正好相反？
嘗試回答這些問題，讓我得到無限的樂趣，它所帶來的新領悟，已經改變了我的公私生活。
　　我同事和我所做的實驗，協助我們發現，受試者（以及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一般人）為何無法適
當地推理。
嘗試了解我們為何會這樣行事，是令人滿意的，此外，和同樣好奇自身決定的人們分享我們的研究結
果，是件很有趣的事。
　　然而，在二○○八年金融危機之前，我試著詳細闡明我們的構想、實驗和研究結果的含意時，遇
到許多障礙。
例如，我在一項會議做完簡報後，一位我稱之為「邏輯先生」的人強留住我談話（多年來我曾經和許
多人爭辯，此人便是那些人的綜合體）。
　　「我喜歡聽你說明，你在實驗中證明的各種小規模的不理性行為，」他告訴我，並遞給我名片。
「它們相當有趣，是適合在雞尾酒會談論的精彩故事。
」他停頓了一下。
「但是你不了解，事情在真實世界裡的運作方式。
顯然，在論及重要決定時，這一切不理性都會消失，因為當事情真的很重要時，人們會先仔細思考手
邊的選擇，然後才會行動。
而且當然，談到股市這個十分仰賴『決定』的地方，這一切不理性都會消失，理性會佔上風。
」　　持這種觀點的人，並不僅限於芝加哥經濟學家，也就是理性經濟思想的菁英。
我對於沒有受過經濟學特別訓練的人們普遍抱持這種觀點（我甚至敢稱之為灌輸），往往感到相當訝
異。
不知為何，在我們對周遭社會、世界的理解中，基本的經濟學概念，以及對整體理性的信念，已經變
得根深柢固，因此各行各業的人們似乎都把它們視為基本的自然法則。
談到股市，理性和經濟被認為是最佳拍檔，就像好萊塢銀幕情侶佛雷．亞斯坦（Fred Astaire）和琴逑
．羅傑斯（Ginger Rogers）一般。
　　每當我遭遇這類批評，我會試著進一步追根究柢，詢問為什麼每次人們在股市中做決定時，對於
理性的信念就會顯現出來。
我的談話夥伴通常會試著耐心說服我接受他的想法。
「你不了解嗎？
」邏輯先生會說，「如果要考慮的金額很多，人們會特別認真思考手邊的選擇，並且盡全力充分提高
收益。
」　　我會反駁說：「盡全力，和能夠做出最佳決定，兩者並不一樣。
那些把所有的錢投入自家公司股票，沒有充分多樣化投資，結果損失慘重的個別投資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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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滿六十歲，卻還沒有加入退休計畫的人呢？
他們放棄了公司提撥的錢，因為一到六十歲，他們幾乎馬上就可以一併領取公司相對提撥的金額！
」　　他會勉強同意：「好，的確，有時候有些個人投資人會犯錯。
但是根據定義，專業投資人必須理性行事，因為他們經手鉅款，而且拿人薪水，任務就是充分提高收
益。
此外，他們在競爭的環境中工作，這種環境讓他們保持警覺，並且確保他們總是會做出符合規範的決
定。
」　　我斜眼看他：「你真的想要爭辯，只因為專業投資人以最符合本身利益的方式行事，他們就絕
不會犯下重大錯誤？
」　　邏輯先生會冷靜地回答：「並非一直都是如此，但整體而言，他們會做出符合規範的決定。
某個人會在這方面犯下隨機錯誤，另一個人會在另一方面犯下錯誤，整體來說，這些錯誤會互相抵消
，使市場定價保持最佳狀態。
」　　話談到這裡，我必須承認，我的耐心已開始逐漸喪失。
我會問：「是什麼原因讓你認為，即使是專業投資人，人們犯的錯也只是隨機性質？
想想安隆的例子，安隆的稽查人員涉及重大的利益衝突，最後促使他們對公司裡發生的事情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或者可能完全視而不見、塞住鼻子、掩住耳朵）。
再想想財務經理的獎勵方案：客戶賺大錢，他們就賺大錢，但若是客戶慘賠，他們絲毫不受影響，這
該怎麼說？
在這種環境中，方向偏離的獎勵和利益衝突很普遍，人們很有可能會一再犯下同樣的錯誤，這些錯誤
不會相互抵消。
事實上，這些錯誤是最危險的，因為它們絕非隨機，而且整體來說，對經濟可能極具破壞力。
」　　這時，邏輯先生會從理性彈藥庫中拿出最後的武器，提醒我套利的力量，也就是排除個人錯誤
所造成的影響，並且使整體市場充分理性行事的神奇力量。
套利如何校正市場？
當市場自由、沒有磨擦，而且即使大多數投資人是不理性的，也會有一小群超級聰明、理性的投資人
利用別人的錯誤決定（例如，他們可能會買下那些錯誤低估股價者的股票），在爭奪大餅的過程中為
自己賺大錢，同時使市場定價恢復理性和正確的水準。
邏輯先生會洋洋得意地告訴我：「套利可以解釋，為什麼你的行為經濟學觀念是錯的。
」　　可惜的是，套利並不是我們可以實際測試的概念，因為我們無法操作某個版本的股市，這個股
市包含像你我這種普通人，然後又操作另一個版本的股市，這個股市包含普通人，再加上一些極為特
別、超級理性的投資人，也就是每天拯救金融世界遠離危險，同時保持「克拉克．肯特」（Clark Kent
）化名身分的超人。
　　但願我可以告訴你，我經常成功說服談話對象接受我的觀點，但是在幾乎所有的情況中，有一件
事情變得非常清楚：我們彼此都無法改採對方的觀點。
當然，我在和標準的理性經濟學家辯論「不理性」主題時，會遇到最大的難題。
這些經濟學家對我的實驗資料漠視的程度，和他們對「理性」幾近宗教崇拜的程度不相上下。
（如果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聽起來不像上帝，我不知道什麼聽起來像上帝。
）芝加哥兩位傑出經濟學家，史蒂芬．列維特（Steven Levitt）和約翰．李斯特（John List）簡潔地表
達了這種基本觀點。
他們指出，事實顯示，行為經濟學的實用性充其量是微不足道的：　　或許行為經濟學面臨的最大挑
戰，是證明它在真實世界的適用性。
在幾乎每一個例子中，實驗室都會得到最強大的實證，證明人類行為的不理性。
但是有許多理由可以懷疑，這些實驗結果可能無法類推到真實的市場&hellip;&hellip;例如，市場的競爭
性質鼓勵個人主義行為，並且選擇具有那些傾向的參與者。
因此，相較於實驗室行為，市場力量和經驗的結合，可能會減少這些特質在日常市場中的重要性。
　　考量到這種反應，我通常會抓頭納悶：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聰明的人相信，如果是關於金錢的重要
決定，不理性的行為就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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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他們會假設，機構、競爭和市場機制，可以讓我們避免錯誤？
如果競爭足以克服不理性，它不也可以消除體育競賽中的打架鬧事，或是職業運動員的不理性自毀行
為？
所謂「牽涉到金錢和競爭的環境可能會讓人們更理性」的說法，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主張「理性說」的人難道認為，我們有各種不同的腦部機制，一個可以做出大型或小型決定，另外還
有一個又一個機制可以用來處理股市？
或者，他們深深相信，看不見的手和市場的智慧，會保證所有情況下的最佳行為？
　　身為社會科學家，我不確定，哪個說明人類在市場中的行為理論（理性經濟、行為經濟，或其他
理論）最好，我真希望我們可以安排一連串實驗來釐清這一點。
不幸的是，由於根本不可能對股市進行任何實際實驗，我還是一樣疑惑，為什麼有人深信市場的理性
。
此外，我一直很想知道，我們是否真的想要根據這種基礎，建立我們的金融機構、法律制度和政策。
　　當我自問這些問題時，有一件重大的事情發生。
　　就在《誰說人是理性的！
》一書出版後不久，也就是二○○八年初，金融界就像科幻電影裡的情節一樣，遭到粉碎。
二○○八年十月，備受推崇的前聯邦準備理事會（Federal Reserve）主席葛林斯班（Alan Greenspan）告
訴國會，他很「震驚」市場未如預期運作，或是在理應自動自我修正時這麼做。
他說，他犯了一個錯誤，這個錯誤，就是假定組織，特別是銀行和其他企業的自我利益，會讓他們能
夠保護自己的股東。
　　就我而言，我感到震驚的是，葛林斯班一向極力主張解除管制，而且深信要讓市場力量自行其是
，如今他竟然會公開承認，他對「市場理性」的假設是錯的。
在他作這項告白的幾個月前，我根本無法想像，葛林斯班會說出這樣的話。
我除了確認自己的主張是正確的，同時也認為，葛林斯班坦承錯誤，是向前邁出重要的一步。
畢竟，他們說，邁向復甦的第一步，是承認自己有問題。
　　儘管如此，還是有很多人付出高昂的代價後才了解到，我們並不像葛林斯班和其他傳統經濟學家
所認為的那麼理性，這個代價就是失去房子和工作。
我們學到的是，若只仰賴標準經濟理論做為建立市場和機構的指導原則，事實上可能很危險。
顯然，我們所有人犯下的錯誤，絕不是隨機發生，而是人生狀況的主要部分。
更糟的是，我們在判斷上的錯誤，會在市場中集結起來，產生彷彿地震、而且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
的情節。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同時也是我認識的人當中數一數二聰明的艾爾．羅斯（Al Roth），在概述這個
議題時說：「理論上，理論與實務之間沒有差別，但實際上差別很大。
」﹞　　在葛林斯班出席國會聽證會幾天後，《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
寫道，葛林斯班的自白，「&hellip;&hellip;等於是行為經濟學家以及把複雜的心理學帶進公共政策領域
的其他人初次進入社交界宴會，至少，這些人有表面上講得通的理由可以解釋，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對
於自己所冒的風險，會有如此錯誤的看法。
」　　突然間，一些人好像開始了解，對於小規模錯誤所進行的研究，並不只是飯桌上軼聞趣事的來
源。
我感到無罪一身輕。
　　對整體經濟而言，這是令人極度鬱悶的時刻；但是對所有個人而言，葛林斯班態度的轉變，為行
為經濟學，以及願意學習和改變思維及行事方式的人們，創造了新機會。
危機就是轉機，或許這項悲劇會使我們最後接納新構想，並且如同我期望的，開始進行重建。
　　在部落格和電子郵件時代寫書，絕對是一大樂事，因為我不斷得到讀者的反應意見，這使我重新
考慮和重新思索人類行為的不同層面。
我也和讀者們進行一些非常有趣的討論，例如關於行為經濟學以及金融市場發生的事情之間的關聯，
以及與日常不理性行為相關的任何主題。
　　在本書最後，我提供一些關於某些章節的反思和軼事，以及我對金融市場的想法｜是什麼因素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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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陷入這種困境、要如何才能夠從行為經濟學的觀點了解這種困境，以及如何脫離。
　　但是首先，讓我們探索自己的一些不理性行為。
導讀　　重新思考，找到自我的平衡　　黃復華　　這幾年在行銷傳播業界，有一個常用流行語
：Insight（洞察），意指對於消費者或其消費行為背後的成因或決策過程有更深一層的理解及認識。
　　為什麼Insight會成為顯學，原因有二：　　一、除了少數很新的產品 / 服務類別（例如：WiMax）
，絕大多數的產品及服務均已存在且為消費者所熟悉，即使尚未進入某類別（例如：數位攝影機），
也很容易能從周遭的人脈及網路上獲取資訊；而即使有「全新」產品上市，基本上也是在原有的基礎
上，加入新的功能。
因此，總體而言，消費者的接觸、理解、經驗、蒐集資訊、評比及決策能力，相較於過往，大幅增加
！
　　二、在這樣一個資訊快速流通的世界，口碑與使用經驗愈來愈重要，如果還是只靠著曇花一現式
的煙火表演，或是人云亦云式的跟隨等傳統式思維，絕對無法在競爭愈來愈激烈，而消費者卻愈來愈
精明的狀況下殺出重圍。
　　唯一的方法，就是真正認識你的顧客，亦即那些曾經或正在購買你產品的人；也要去認識你的消
費者，就是那些曾經或正在購買你競爭對手產品的人。
這裡所謂的「認識」，不是只作幾場市場調查或座談會，不只是一場結案報告的簡報，不是那些統計
圖表和數字，而是背後所代表的意含，這些通常很難藉由市場調查研究而能窺其全貌，需要整個企業
組織，而非僅由行銷部門，藉由各個與消費者接觸到的管道，蒐集、整理、分析所有的資訊，包括理
性與非理性，再將其拼接成為一幅專屬你企業、品牌與消費者 / 顧客的圖像。
　　由此，你才有基礎能夠：　　一、分辨競爭對手對你的影響，是在門口叫囂或是已經登堂入室？
　　二、了解你的顧客對你的感覺，是興奮期待，或是已感到乏味？
　　三、了解目前的行銷規劃與投資，是恰如其分或是資源錯置？
　　四、思考企業與品牌的未來發展，是自己一廂情願或是能夠和顧客 / 消費者的需求與期待緊緊相
連？
　　對企業而言，這是一個關鍵的課題。
而本書正是由科學實證的角度，以行為經濟學，又名「判斷與決策理論」為架構，同時涉及心理學及
經濟學。
以經濟學來研究人類在各種事物的理性判斷與決策；而以心理學來探討人類在人生中各種事物的非理
性部分，所造成最後判斷及決策的影響。
　　當我們可以了解並解讀那些非理性的行為背後的原因時，我們抓到「Insight」的能力及精準度才
能提昇。
作者舉出很多在生活中的淺顯例子，為讀者不僅是在生活面向，更可以在商業及政策面帶來啟示。
　　第一章：相對性的真相　　提出「所有事情都是比較得來」的觀點，我們看待身邊事物時，總是
根據它們與其他事物的相對關係來評斷。
誘餌效應很有趣，記得，沒事不要邀請別人參加你的約會。
　　第二章：供需的謬誤　　提出銘印（Imprinting）、初始價格、定錨點（Anchor）、任意連貫性、
從眾（Herding），自我因循（Self-herding）等論述，以說明我們的認知及習慣是如何形成的，而這一
個重新思考我們生命中的銘印及定錨點的過程，能夠幫助我們改善自己，改善人我關係。
　　第三章：零成本的成本　　害怕損失以及貪小便宜是天性，聰明的廠商以此設計包裝了新的行銷
手法&mdash;&mdash;免運費、免服務費、免費入場、零熱量，其實，政府也可以運用來推動一些公共
政策。
免費真是有神奇的魔力！
　　第四章：社會規範的成本　　藉由很多有趣的例子來說明社會規範及市場規範如何操控我們的感
受及判斷。
而在企業經營方面，社會規範及激勵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領域，它可以融入企業文化、品牌精神而成為
你的資產。
 　　第五章：性興奮的影響　　我想這一章由你自行探索，效果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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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拖延和自制力的問題　　因為人性中的拖延與自制力的不足，造成了相當多的社會與經
濟問題。
作者建議用折衷及自制參與的方式來協調企業及消費者兩端，可謂創見。
其中向大銀行獻策的故事，發人深省。
　　第七章：所有權的昂貴代價　　由於某人的屋頂是另一個人的地板，人事物的所有權及價值取決
於每一個人的觀念及信念，因此不可能會一致。
而所有權在現代的競爭壓力之下，也是一個陷阱及無可救藥的毛病，唯有冷靜清心以對。
　　第八章：不願關上門的結果　　通常在我們不確定哪一個選擇是對的時候，都會拖延並拚命希望
保有各種選擇的機會。
但結果不是疲於奔命，就是錯失良機。
這在我們人生中的例子有很多：戀情、事業、健康、子女童年等等。
或許智慧的取捨就是刻意關上幾扇門。
　　第九章：預期心理的效應　　通常我們先入為主的印象會矇蔽我們的認知。
而藉由重作Pepsi Challenge的活動實驗，運用現代化的儀器&mdash;&mdash;核磁共振造影來確切了解喝
不同品牌飲料時的大腦活動。
非常有趣的發現。
對於品牌的力量有疑慮的人，必讀。
　　第十章：價格的力量　　解釋了正向思考及制約所扮演的暗示力量，進而讓安慰劑發揮預期心理
的作用。
也揭露出人類由心靈控制身體的不可思議，以及即使在科技文明是人類歷史上最強的現代，我們對於
頭腦與身體的關聯理解仍然是剛剛起步而已。
　　讀後，有幾點心得與你分享。
　　一、非理性的部分，也就是我前面所提的「Insight」在現代的企業經營及行銷非常重要。
它是企業與目標市場的接軌點，也是行銷策略規劃的起始點。
有好的洞察，才可能邁向成功。
　　二、理性與非理性其實也是相對的。
我們每一個人的理性，都是來自於教育、家庭、經驗等人生的歷練而逐漸成形的，重點是，我的理性
（我所認為的理所當然）很可能在別人的眼中是不理性的，反之亦然。
因此，如何超越理性與非理性的爭辯，進而體認到人性是兩者的總和，如何深入了解進而調和彼此，
是我們的功課。
　　三、我們每個人都會有自己各式各樣的銘記、定錨點，也因此，一定會有先入為主的觀點或甚至
偏見，如果再加上自以為是的態度，就成了傲慢。
在這個網網相連的新世界裡，我們其實擁有前所未有的機遇，更多的豐富性、多樣性及可能性發生在
各個層面之中。
但相對也帶來艱困的挑戰，不論是文化的、市場的、宗教的、政治的、經濟的，都在在從我們生活中
隱性的位置，逐漸往前更強烈的影響我們。
　　在這個時刻，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反省與重新思考的態度。
唯有重新思考解讀世界，認識自己、認識別人，放下成見、放下立場，才能找到自我的平衡、人際的
和諧與企業發展的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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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任何行為都值得檢視，你沒有你想得那麼理性。

　　藉由行為經濟學，
　　了解我們天生不理性的怪癖，重新訓練自己做出最好的決策！

　　接受不理性，才是理性的開始！

　　◎我們如何看待錢這件事？
 ?為何免費常讓人更花錢？

　　◎為何人們會採用自己其實負擔不起的抵押貸款？

　　◎銀行家該拿多少薪酬？
 ?非理性如何引導我們的決策？

　　◎為何我們就是無法未雨綢繆？

　　《誰說人是理性的！
》，這本長踞《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出版人週刊》暢銷排行榜著作，出了全新增訂版！

　　作者丹·艾瑞利，杜克大學行為經濟學家，深切探索人類在做決策時，背後究竟隱藏什麼力量，
其中包括造成金融危機的因素。
針對人們不理性的行為如何導致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及影響我們日常生活，艾瑞利運用大量有趣且
立意新穎的心理學實驗，提供獨到的見解，告訴你如何趨吉避凶，克制自我不理性的傾向，極大化個
人的幸福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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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丹·艾瑞利（Dan Ariely）
　　18歲時的一場爆炸意外，讓艾瑞利全身皮膚70％遭灼傷，住在燒燙傷病房達三年之久。
身穿彈性衣、頭戴面罩的他，活像個行動不便的冒牌蜘蛛人。
在這段漫長、無聊、而又痛苦不堪的歲月裡，他發展出觀察人類行為的興趣，滿身疤痕的他最後終於
成為一名行為經濟學家。
艾瑞利是杜克大學行為經濟學教授，同時也在該大學福古商學院、認知神經科學中心、經濟學院，以
及醫學院擔任教職。
艾瑞利擁有認知心理學博士及商學博士頭銜。
他的文章曾發表在重要的學術期刊，以及許多大眾媒體上，包括《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
波士頓環球報》、《科學人》雜誌，以及《科學》期刊。
艾瑞利曾接受CNN、CNBC專訪，也在「美國公共媒體」
（American Public
Media；APM）《市場》（Marketplace）節目中擔任評論家。
艾瑞利目前與妻子及兩名子女住在杜克大學所在地北卡羅來納州的杜罕市（Durham,
North Carol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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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推薦序　
發掘影響消費者決策的「隱性動力」 / 黃晴雯（太平洋SOGO百貨董事長）
海嘯崩壞後的清醒之聲 / 陳樂融（鷗業新媒體首席創意長）
導讀
重新思考，找到自我的平衡 / 黃復華（奧美集團執行長）
致讀者
前言　一場意外傷害領我走入人類的非理性層面
第1章　相對性的真相
為何我們那麼愛比較？

第2章　供需的謬誤
珍珠的價格誰說了算？

第3章　零成本的成本
為何免費讓你更花錢？

第4章　社會規範的成本
為何人們樂於自發行事，不喜歡拿錢辦事？

第5章　性興奮的影響
為何高張的情緒讓我們失去理智？

第6章　拖延和自制的問題
為何我們不能讓自己為所欲為？

第7章　所有權的昂貴代價
為何我們會敝帚自珍？

第8章　不願關上門的結果
為何選擇太多會讓人偏離目標？

第9章　預期心理的效應
為何心誠則靈？

第10章　價格的力量
為何貴的阿斯匹靈比便宜的阿斯匹靈有效？

第11章　品格的問題（Ⅰ）
人為何會不誠實？
有何對策？

第12章　品格的問題（Ⅱ）
為何使用現金會讓我們更誠實？

第13章　啤酒與免費的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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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經濟學是什麼？
免費的午餐又在哪裡？

關於某些章節的反思和軼事
關於次級房貸危機及其後果的一些想法
誌謝
貢獻者名單
參考書目與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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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當我們可以了解並解讀那些非理性行為背後的原因時，我們抓到「insight」（洞察）的能力及精準
度才能提昇。
作者舉出很多生活中的淺顯例子，為讀者不僅在生活面向，更可以在商業及政策面帶來啟示。
」&mdash;&mdash;黃復華（奧美集團執行長）　　「不管您贊成『理性消費』或『感性消費』，相信
讀者都可從丹．艾瑞利的這本新書中找到答案！
」&mdash;&mdash;黃晴雯（太平洋SOGO百貨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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