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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行为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冲击，说到底，就是田野调查对象牙塔里面的理论研究的冲击。贫困
是非常具体的，扶贫是综合的，也是要具体的。深入来讲，我们都是穷人，都需要模拟外部干预来对
自己扶贫。

2、小熊送我的书：D  开眼界啊！
3、相比poor ecomomics，这本书有更多的细节，而pe主要是提纲契领
4、试图接地气，可还是会被现实打击，然后反复修正，试图达到不朽，却先把自己给弄丢。这就是
发展经济学啊
5、虽然不清楚所谓new economics是什么，但是作者这样分析的方式，实验的角度都很新颖
6、看看
7、在季风
8、Dean_Karlan RCT economics 公益
9、文章论述的是宏观的贫困及救助的措施，可能当前自己还未达到那一层次，更需要具化到个人，
家庭身上的脱贫措施。《贫穷的本质》或许更适合我这一阶段。
10、作者是班纳吉的学生，这本书很适合接在《贫穷的本质》后面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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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不流于美好愿望》的笔记-第77页

        我们发现实际上，大多数企业盈利的改善并不是通过业务量的不断增加而得以实现的，而是通过
某种“修剪”手段来实现的。

确实是这样：利润的增长大部分是因为公司实行紧缩措施而导致的，而不是因为业务量的扩张。那些
获得贷款的随机地申请者都对他们经营的业务进行了整合和削减。他们都全面地减少了业务量并且雇
佣了工资更低的工人。因此，费用减少了，利润增加了。答案就这么简单。

答案虽然简单，但是却相当出乎意料。毕竟，从来没有人会把小额贷款与企业的关闭以及工人的失业
联系在一起。但是，或许他们应该尝试着去这样想一下。如果真的不是小额贷款导致了企业关闭、工
人失业，那么他们应该能找到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2、《不流于美好愿望》的笔记-第104页

         即使他们丝毫不打折扣地依照所有规则行事，参与这些项目的真正后果也往往会极大地出乎有关
各方的意料（这就就是为什么；即使出借者有机会跟踪借出的资金的流向，这样做也不合算的原因）
水往低处流，钱也一样。当钱在崎岖不平的地方流动时，肯定会先去填最深的那个窟窿。不管你怎么
“要求”钱，也不管你怎么要求拿到钱的那个人，都将如此。这是天性使然。
⋯⋯
 只能用于小微企业的严格的贷款并不适合每个人。现在，我们又看到：即使人们真的想遵照规定来操
作，但是由于人们优先考虑的事情不同，而且金钱天生具有的滑溜性这个特点使然，即使大家都把劲
往一块使，最终结果依然可能是白费力气。

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阻止放贷者试图限制小额贷款的用途。他们为了约束客户的行为，其中最广泛使
用的一个策略是，建立借款者内部彼此监督的激励机制。

3、《不流于美好愿望》的笔记-第156页

        只要是出于美好的愿望,任何人的行为都是值得赞扬的,无论他们的行为最终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最
优目标。但是,如果所有人都认为经过评估、效果明确的援助方式是最酷的,那么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贡
献必定将会大得多。——《不流于美好愿望》迪恩·卡尔兰、雅各布·阿佩尔著。

4、《不流于美好愿望》的笔记-第181页

         虽然经典经济学模型一直强调，决策是是系统性的，即必须不带丝毫感情地对每个可选项都进行
冷静权衡，但是在现实生活，我们在思考时经常依赖于先例。我们不一定总能认清大局，我们不可能
把空间、时间与经验等各个维度上的因素都整合进来通盘考虑，相反，我们往往只能看到一些具体的
例子。最近才发生在当地的那些非同寻常的事件，在我们的脑海中会显得特别鲜活，因而能够脱颖而
出。在我们进行决策时，这些事件所占的权重远远高于它们本应占的权重。

5、《不流于美好愿望》的笔记-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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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每个人最终都会关停生意或倒闭—或者，背负一身的债务（关于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或者
其他任何何地方，都一样）对有些人来说，这只是因为他们能力不够或缺乏专业知识，但是对大多数
人来说，答案可能更简单。他们没有成为伟大的企业家，只是因为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家并不是他们
生活的主要目标。人们还有其他很多种追求幸福的方法：做他们更喜欢做的工作与他们的家人待在一
起与他们的女朋友看一场午后的电影。 

6、《不流于美好愿望》的笔记-第67页

         我们在研究利率与市场营销策略对小额贷款的影响的过程中，发现信用补偿公司把大量的时间耗
费在拒绝潜在客户上面，这令我们感到万分震惊。实际上，它拒绝了一半的贷款申请者，他们认为把
钱借给这些人风险太大了。但是，我们对有关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向勉强符合贷款要求的客户放贷
，恰恰是最有利可图的。因此，我们想知道：向那些“勉强”被拒绝的申请者放贷是否也对放贷者有
益？

7、《不流于美好愿望》的笔记-第59页

        现在我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与贫困作斗争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很像放血（疗法）。对于这条原
则，已经达成共识：如果人们陷入了危难之中，我们就应该去帮助他们。但是，我们应该帮到什么程
度？这需要我们进行系统的检验，并且改进相应的援助方法和项目运作技术，然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不流于美好愿望》

8、《不流于美好愿望》的笔记-第59页

         小额贷款极大地提高了借款者的物质生活水平。过去，一个家庭必须在以下两者之间做出选择，
即，要么吃有营养的膳食，要么购买必需的药品。现在她们就不必做这种困难的选择了，她们可以同
时拥有两者。第二，这样的故事表明，客户的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就像波托西女士所说的，她们
在“有形的物资财富”之外，还获得了其他东西，这就是说，她们拥有了某种权利，也拥有了追求更
高层次的东西、使自己实现人生转型的机会。这些东西的价值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捐赠者最看重
的，也正是这些。

9、《不流于美好愿望》的笔记-第41页

        
 发展是一条双行道。如果我们想通过提供项目和服务来帮助穷人，那么必须做好以下两件事情：第一
，我们需要提供有效的项目和服务；第二，穷人必须选择参与这些项目和服务。比如，在提供降水保
险政策、小额贷款、预付肥料优惠券等项目的情况下，穷人们必须通过购买这些项目才能得到帮助。

10、《不流于美好愿望》的笔记-第80页

        
具有商业头脑的人们做得很好。真正的企业家不断地筹集资金扩张现有的业务。有希望成为企业家的
人们开始削减他们的开支，尤其是削减了在所谓的“诱惑品”上的开支，如酒烟、彩票以及路边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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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这有些类似于星巴克咖啡）并变得更加倾向于把钱花在一些耐用品上。他们把钱用于购买开
展一项业务所真正需要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是裁缝，那么就购买缝纫机；如果他们是面包师
傅，那么就购买烤炉；如果他们是杂货商，那么就购买电冰箱。

所有这些与业务有关的花费意味着，人们正在为发动他们的经济引擎而添砖加瓦。研究人员发现，尽
管人们整体上还不富裕但他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人们为了实现他们的创业梦想，削减了有关“诱
惑品”方面的开支。这就是说，为了达到目标，他们明智地做出了牺牲。到目前为止，关于小额贷款
的经典的故事都是成立的。

但是对于那些没有希望成为企业家的人来说，小额贷款无异于在机床中扔进了一个大板钳”，效果适
得其反。他们既没有购买耐用品也没有对自己的生意进行投资。他们只是比以前更会花钱了。在每样
事物上都花得更多，比如，从衣着到食品、到烟、再到路边的茶点。到最后，与原先的状况相比，他
们的富裕程度并没有得到半点儿提高。他们唯一的“收获”就是对斯邦达的债务。因此，从他们的所
作所为看来，他们就更像是提醒人们小心信用卡债务的警世故事的那些角色，与出现在小额贷款宣传
资料中的那些鼓舞人心的人物则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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