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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国家经济中的经济学CPI——消费者物价指数PPI——国家经济的“体温计”中央银行——最后
的放贷者恩格尔系数——达到小康水平的标尺二八定律——收入的差距是如何形成的基尼系数——穷
人与富人的差距税收——用之于民的社会福利消费者信心指数——为什么老百姓不花钱第二章 日常生
活中的经济学购买房产——是自住。还是投资精打细算——“存钱买房”还是“贷款买房”“按揭”
贷款——“第三条道路”可行吗权衡利弊——影响房子升值潜力的因素消费信贷——为何国内遭“冷
遇”汽车经济——汽车降价，是利是弊超市经济——超市里会摆满进口食品吗饮食经济——中国瓷碗
里装美国小麦服装经济——买反季衣服是否划算视觉消费——看上去很美第三章 投资理财中的经济学
致富原则——要致富，请投资买卖股票——最热门的财产增值手段购买基金——让专家打理你的财富
黄金投资——保值增值的宝贝投资保险——给未来系好安全带复利——最神奇的财富增值工具负利率
——为什么“存钱”反而赔钱套利——捕捉低风险赚钱机会投资创业——隔行如隔山马太效应——不
因它受益，就因它受损第四章 职场工作中的经济学鲶鱼效应——好羊离不开狼奥卡姆剃刀定律——化
繁为简机会成本——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不可替代性——职场中的“金饭碗”内卷化效应——你为什
么总是原地踏步人才经济学——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原因注意力经济学——怎样让别人注意自己择业经
济学——“热门”不热与“冷门”不冷智猪博弈论——你是“大猪”，还是“小猪”第五章 企业管理
中的经济学企业管理——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人力资源管理——先学留人再用人生产可能性边界——
选择饼干还是方便面沉没成本——覆水难收不必收规模报酬——“众人拾柴火焰高”与“三个和尚没
水喝”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少数服从多数”的危险帕累托最优——利己而不损人的“理想王国”
企业收购——失败者的诅咒杰米扬的汤——边际效应递减第六章 商业经营中的经济学广告经济学——
不可小看的宣传蝴蝶效应——为“限制天价烟”叫好庞氏骗局——高息回报的诱惑诚信原则——上帝
被“蓝森林”感动了供求关系——物以稀为贵价格歧视——同物不同价的缘由消费者剩余——讨价还
价的秘密消费引导——为什么她的水果店生意好“买二送一”——捆绑销售策略替代效应——寻呼业
的辉煌与落幕破窗效应——破窗户会更加“破”第七章 市场营销中的经济学利润最大化——市场主体
追求的目标市场泡沫——虚幻的存在，即将破碎完全竞争市场——经济学的理想实验寡头市场——几
个企业说了算的市场市场兼并——大鱼吃小鱼购买心理——为什么东西越贵越有人买信息有对称的产
物——逆向选择天天平价——零售巨头的成功密码加盟经济——双赢的商业经营模式示范效应——你
买，我也买销售未来——消费者时代的产物第八章 对外交往中的经济学热钱——凶猛的金融鳄鱼汇率
——人民币“破7”国际贸易——经济领域的世界大战贸易补贴——什么都不用担心的美国农民经济
一体化——破除经济发展的壁垒中国制造——世界加工厂的转型贸易顺差、逆差——1.8万亿美元外汇
储备的喜与忧附录 当前经济学领域的热点问题通货膨胀——钱不值钱的背后人民币升值——是好事还
是坏事次贷危机——金融世界的“大地震”金融危机——新世纪第一场全球经济大动荡国家破产——
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国家级灾难市场失灵——到底谁是上帝的手失业现象——你找到工作了吗累进税—
—收入高的人为什么多交税？财富观念——消费PK节俭长尾理论——信息经济时代新法则GDP衡量国
家财富的尺子GNP真正属于自己的价值经济学假设——经济学研究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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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国家经济中的经济学　　CPI——消费者物价指数　　曾经在10年前，人们记住了通货
膨胀这个词。10年后，中国人与时俱进，记住了CPI这个外来的词汇，把它作为判断是否出现通胀的
标志性指标。　　说到CPI，也许很多人会觉得比较陌生。其实一般在生活中我们都会对它有感性的
认识，那就是CPI升高了，生活就会显得有些拮据，但是大部分的人对CPI的经济含义还是不够了解。
　　那么CPI究竟是什么呢？　　CPI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它能够反映出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
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CPI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　　如果消费者物价
指数升幅过大，在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通货膨胀已经成为经济不稳定因素，央行会有货币政策和财
政政策的风险，从而造成经济前景不乐观。　　所以，人们都知道CPI过高的升幅往往不被市场欢迎
。　　提到CPI，我突然想到了物价的飞速上涨，到超市看看猪肉的价格，和前些年相比大相径庭，
猪肉价格翻着跟斗往上爬，带领粮食、蔬菜、食用油等生活物品价格飞涨。　　我的一位邻居老奶奶
，她不懂得什么是CPI，但是她能迅速感觉到物价上涨的“威力”。有一天，她悄悄地告诉我，她在
自己楼下的空地上，种上了丝瓜、茄子、白菜等蔬菜。我问她，就种这么一点点菜，有什么用呢？她
告诉我，别小看这些菜，每个月能帮她家节省200块生活费。谁知道物价会涨到什么程度，自己种点菜
。心里踏实。要是小区允许养猪，她肯定也会养上一两头！　　是的，在CPI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富
人的日子还是像以前那样过。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却无疑是一场噩梦。正是因为猪肉、粮食、
食用油等生活用品的价格飙升。才会出现重庆家乐福限时抢购桶装油活动引发踩踏事件的悲剧，才会
出现居民小区住户梦想着在自家阳台养猪的荒唐事⋯⋯　　CPI的变化对于年轻人来说，影响也很大
。年轻人一般都怕麻烦，所以就都愿意到超市买肉买蔬菜买油，却很少关心价格。但是肉和蔬菜的价
格涨得太快，年轻的夫妻往往还要考虑生孩子的问题，看着CPI的升高，也只得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　　除了家居生活，CPI还引发了利息、股市、楼市、工资等问题的连锁反应，共同影响着老百姓
的钱包。那么，面对这些问题，深层原因是什么呢？　　先说食品，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竞争的行业
，只要不像以往那样，由政府企业垄断流通环节，或者像家电企业一样被国美、苏宁等渠道商垄断，
农民就会在众多零售商之间按照价高者得的经济逻辑使自己收益最大化，这点不劳任何人操心。　　
作为弱势行业，农业很容易受到各种天灾、动植物疫病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由于农产品产出率低、价
格低、风险大，因此对农业实行保障和补贴是各国通行的普遍做法。在对农产品的补贴方面，越是发
达国家补贴越高。欧洲一年补贴额在700亿欧元以上，美国在200亿美元以上，同时为了保障农业生产
的稳定，政府采取保险、再保险、低息贷款、及时提供各类农产品交易信息等各种措施。　　曾经有
一段时间，中国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大涨，这里面原因有很多，真正的问题在于有关部门未能提供信息
服务、农业融资渠道不畅通、对于大规模爆发的疫病未能提供免疫等保障机制。　　当然，若是将这
些社会矛盾全部归咎于中国的市场化转轨，或许有失偏颇。中国出现的这些问题，一部分是中国综合
国力和政府财力力不从心，还有一部分是政府在财富分配中“越位，，和“缺位”，从而导致中国提
供公共产品不足或低效。　　要想让政府与市场达到和谐的统一是件很难的事情。无论是中国转轨经
济的实验，还是在“自由市场，的教科书中，又或是目前发达的西方国家中凯恩斯“看得见的手”和
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仍无定论。市场和政府的相互博弈是决定效率和公平的
相对平衡的关键因素。　　不过，这些问题根源多是中国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应该能够随着社会的发
展逐步将问题一一解决。　　PPI——国家经济的“体温计”　　PPI指的是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是
衡量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的指数，能够反映某一时期生产领域价格变动情况的
重要经济指标，也是制定有关经济政策和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重要依据。　　PPI是生产者物价指数的
英文缩写，它是衡量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的指数，反映某一时期生产领域价格
变动情况的重要经济指标，也是制定有关经济政策和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重要依据。　　目前，我
国PPI的调查产品有4000多种（含规格品9500多种），覆盖全部39个工业行业大类，涉及调查种类186
个。　　CPI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英文缩写，它反映的是消费者支付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变化情况，
也是一种度量通货膨胀水平的工具。　　CPI告诉我们的是，购买一组具有代表性的消费品，在今天
要比过去某一时间多花费多少。比如，2008年7月份我国CPI同比上涨6，3％，意思就是说如果2007年7
月我国普通家庭购买某一组商品的费用是100元，那么2008年7月购买同样商品大约需要106.3元。由
于CPI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因此CPI稳定、就业充分及GDP增长往往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经济
目标。　　根据规律，PPI对CPI有一定的影响。PPI反映生产环节价格水平，CPI反映消费环节的价格

Page 4



《每天学点经济学全集》

水平。整体价格水平的波动一般首先出现在生产领域，然后通过产业链向下游产业扩散，最后波及消
费品。　　通常情况下，PPI走高意味着企业出厂价格提高，因此会导致企业赢利增加：但如果下游价
格传导不利或市场竞争激烈，走高的PPI则意味着众多竞争性领域的企业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成本压力，
从而影响企业赢利，整个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也将受到考验。　　作为整体经济运行的核心指标，CPI
和PPI对国民经济和资本市场有着深远的影响。　　有人曾对此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把整个国家
经济看成是一辆飞驰的列车，那么普通居民就是列车的乘客，各类企业是列车的零部件，而国家经济
政策就是要确保这辆列车又快又稳地行驶。　　如果说GDP增速反映的是速度指标，那么CPI和PPI就
是表明列车运行稳定程度的核心指标。若是CPI太高，车上的乘客（广大居民）会感到列车过于颠簸
而无法承受：若是PPI不正常，那么列车的零部件（众多企业）则会承受过大的压力负荷。这两种情况
一旦发生，都需要迅速对宏观经济进行“点刹”与调整。因此整个经济运行的健康程度通过CPI、PPI
的走势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反映出来，并可以由此预判未来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　　CPI对于资本市
场来说，还有更为重要的意义。高通胀会导致上市公司赢利前景不明，使市场风险增加。资本市场的
资金来源是广大投资者，投资者们的资金成本预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CPI。高涨的CPI也通常导致央行
采取加息、收紧银根、减少货币供应等紧缩货币政策措施，这样造成流入股市的资金减少而资金回报
要求提高，因此股市的下跌往往紧随高通胀而来。　　CPI既包括消费品价格，也包括服务价格。在
统计口径上，CPI与PPI并不是严格的对应关系，因此很有可能出现CPI与PPI的变化不一致的情况
。CPI与PPI持续处于背离状态，这不符合价格传导规律。工业品市场处于买方市场以及政府对公共产
品价格的人为控制是导致价格传导出现断裂的主要原因。　　工业品价格在不同市场条件下向最终消
费价格传导有两种可能情形：　　一是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因为供大于求，所以工业品价格很难传递
到消费品价格上，企业需要通过压缩利润对上涨的成本予以消化，其结果表现为中下游产品价格稳定
，甚至可能继续走低，企业赢利减少。　　二是在卖方市场条件下，成本上涨引起的工业品价格（如
电力、水、煤炭等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最终会顺利传导到消费品价格上。　　那些难以消化成本
上涨的企业，可能会有破产的危险。可以顺利完成传导的工业品价格（主要是电力、煤、水等能源及
原材料价格）目前主要属于政府调价范围。在上游产品价格（PPI）持续走高的情况下，企业无法顺利
把上游成本转嫁出去，使最终消费品价格（CPI）提高，最终会导致企业利润的减少。　　一般情况
下，PPI是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由于食品价格因季节变化而变化，而能源价格也经常出现意
外波动，为了能更清晰地反映出整体商品的价格变化情况，一般将食品和能源价格的变化剔除，从而
形成“核心生产者物价指数”，进一步观察通货膨胀率变化趋势。　　一般而言，当生产者物价指数
增幅很大而且持续加速上升时，该国央行相应的反应是采取加息政策来阻止通货膨胀快速上涨，则该
国货币升值的可能性增大；反之亦然。　　PPI主要着眼于工业、矿业、原料、半成品的价格，目前也
加进了服务业，不过比重较小。在美国，生产者物价指数的资料由美国劳工局负责收集，美国劳工局
以问卷的方式向各大生产厂商搜集资料。美劳工局会向25000多家企业作调查，得出产品价格，根据行
业不同和在经济中的比重，分配比例和权重。　　PPI能够反映生产者获得原材料的价格波动情况，因
而可以通过推算预期CPI，从而估计通胀风险。　　总之，PPI上升不是好事，如果生产者转移成本，
就会使终端消费品价格上扬，通胀上涨；而如果不转移，则企业利润下降，经济有下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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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快速掌握经济学，做一个能看懂经济现象的现代人。教你怎样学习经济学，以经济学的观点看生
活。　　是不是一提到“经济学”三个字，你会马上联想到厚厚的学术大部头？是不是在你的心里，
经济学只是学校里的一门课程？是不是在你眼里，经济学早已经抛弃生活，百无一用？　　如果你对
经济学还抱有如此观念的话，那么，你已经out啦！　　经济学看起来似乎离我们普通人的生活非常遥
远，但是你想过没有，在生活中，每一天里的每一个细节，都蕴藏着经济学的道理：GDP、CPI、利
率、汇率、税率、外汇储备⋯⋯这些词汇离我们并不遥远。　　从肉价上涨到货币贬值，从房价爆增
到次贷危机，从找工作到加薪，我们身边的大事小事都可以用经济学原理来一一破解。生活离不开经
济学，每个人都应该懂点经济学！在当今社会，谁不学习经济学，谁就不懂得怎样生活！　　如今，
金融危机正席卷全球，我们更应该重视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学学习！　　如果你想看一本经济学的书，
那就请拿起这本书吧！即使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经济学，也不用担心，因为只要你有一颗对经济学的好
奇之心，这就足够了！它能帮你读懂经济学，掌握基本的经济学常识，提高自己在生活中的经济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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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啓蒙吧 
2、当作复习读本吧。
3、就是简单的堆砌概念，适合一点不懂的初学者【说得自己不是初学者一样】我看了快半年才看完
，真不吸引人
4、挺浅显易懂的，适合我们初学者~
5、太有生搬硬凑之感了，给我一个机会，我去四处搜集资料，也能整一本这样的书出来！
6、貌似是本初中读物。
7、生活处处皆经济，学习一些知识，更好的了解市场一些现象。
8、生活化的语言解释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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