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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本书一层层铺开，从表面动机下隐藏的隐性动机开始描述，引人思考隐性动机背后的本质，之后
用多个章节的实验进行论证，最后得出结论—实验的重要性，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管理者
来讲有一定借鉴作用，对普通人来说实用性并不强
2、读完没有太大的印象，只记得关于筹款的启用资金及相关及关于天使基金的一些问题。要找准一
件事情背后所隐藏的信息并不容易我。

3、算是同类书籍里面干货比较多的。关于劝人捐款的技巧，用实地实验来解决问题，定价策略之类
的，很好。
4、不要相信自己的直觉，也不要相信现有的经验，变数太多，去不要不断假设，我们要做的事实地
实验，去证实，去推翻，才能一步步向前
5、文不对题 题目暗示的是说 寻找人类的两组相关行为中的隐藏变量 但是书里说的是实地研究比较重
要和怎么做实地研究
6、用几个经济学相关的小实验讲了几个心理学上的小观点。干货较少。
7、真是此类书看太多，没什么感觉了。不过田野实验的方法是不错了
8、如何设计激励机制？产生偏见和歧视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什么是经济歧视？通过实地实验才可以
找出这些答案，然后剩下的就是如何去解决问题。
9、用大量的实验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了实地实验，并以此介绍了隐性动机和奖励机制解决生活中问题
的各种方法。看似十分有理，用综合性的因素衡量导致试验结果发生变化的因素...但是正如前文所讲
，这样的实验很有可能导致错误结论。所以我觉得被实验结论啧啧称奇的同时，若是可以证明结果的
有效性更有说服力
10、有一些小知识点还是挺有启发的。剩下的都是跳看 感觉意义不大。但在这类书里，此书已经算是
有含金量的了。
11、刚开始还行，越后面越看不下去⋯⋯，三颗星，多一颗星安慰自己毕竟买了
12、得出的结论科学性很容易被削弱，只能说原因就是实验的次数不够多。
13、这种题材如果跟心理学结合起来会更有趣吧，但书里面虽然提到了一些心理学概念，但还是一直
在往经济学跟社会学上靠。实验很有趣，但是结论好像都是一些已知的太泛的东西，而实验的思维好
像又没有做过多的解释。
14、有点意思
15、生活是最大的实验室，这本书最有价值的是这一句，不过要实际用出来价值才能变现。
16、我们的解读方式决定了对世界的认识，不同的叙述方式可以对他人的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本书
评分不高，但小有意思。
17、很快读完，讲那么多就是用即时奖励的钱能驱动穷孩子好好读书，少数群体，看起来不会比价的
人容易被价格歧视，最后强调下社会实验的重要。
18、那些不是例子，是生活~
19、用生活中的例子讲了很多关于经济学的原理，将经济学原理变得更容易明白。算是案例补充性读
物。想深入了解的话，还是要看看其他书籍比较好。
20、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没什么干货的书，大概翻完了
21、为什么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女性还是无法跟男性同工同酬？为什么女性高层管理人员比例远低于
男性？为什么人们会彼此歧视？我们该如何避免歧视？如何改善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如何降低部分
地区的高中辍学率？如何缩小贫富学生之间的教育差距？如何促进人们更好地参与慈善？慈善组织如
何更好地募款？围绕这些问题，作者做了一些列的实验，通过做实验来寻求最佳的激励方式，来弄明
白歧视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是这本书的两大主题。明白了这些，才能设计更好的制度来提高效率消除
歧视。
一般地来说，严格的实验普遍适用于自然科学领域，实验也成为了自然科学的基石，而社科领域却使
用较少，很多人都认为社科领域的实验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这本书中的例子却皆是通过借鉴自然科学
的实验方法来研究人的行为。
22、三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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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例子很好，但太多了，影响说理。
性别观下的激励测试真的精彩，但戛然而止，虽推论到教育，但有以性别为噱头的嫌疑。
开篇到前半部，思绪万千，看到结尾，毫无想法。
转眼明白了开放式结局和无结局有时也是好的。
23、实验实验实验
24、总结：我们一起来做实验吧！！！两星半吧。。。非常容易读的书。
25、金钱激励的有效性。正面激励和惩罚厌恶
26、7/10，讲述了正确激励方式的重要性，及其效用测试方法。
27、例子太多，而且多是美国的
28、把初中二年级就知道的常识又讲了一遍
29、比较适合行为经济学入门，较学术，没埃里克的 怪诞行为学 通俗易懂
30、又一本快餐书，无聊就看吧。举一大堆例子，你只要知道激励和动机就好了。
31、通俗易懂，很容易就可以读懂的经济学类书籍，包括其中的一些思维方式很有意思。但是中信出
版社的翻译真的很烂。
32、明明很普通嘛
33、断断续续读完，可能为了照顾普罗大众，也为了突出实地实验，整本书例子很多，但是感觉深度
不够，说服力不强
34、关于发展实验来研究人类行为
35、万老板书里浓缩过yeah
36、生活是最大的实验室
37、比起理查德泰勒还是小字辈，不过里面讲解了具体实验，也是做了实事的人
38、这本书举的例子都很有趣，最喜欢看经济歧视的各种伪装那一章。
39、看看
40、金钱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有效的激励措施。
41、行为经济学
42、干货不多。其实是一部关于经济学研究方法“实验”的书。其实，科学的研究的方法，实验是不
可缺的，包括所有社会科学。
43、远远被低估的两位作者。
44、前面四章加最后两章还有一些料，中间部分扯淡居多。
45、举了好多有的没的的无聊的例子，隐性动机是些我们都知道的废话，结论是多做实验，哦，谢谢
你哟。
46、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每本书只要有一个精彩点都觉得读了很值。栗子多才不枯燥，不然像我
这种门外汉听到实验经济学怎么还敢读下去。不过现在书的定价是挺贵的，我也会选择先借书试读了
，这本看完但是没有收藏的必要。总的来说这本书告诉[是什么]和[一种思维方式]但是在为什么和怎
么办并没有深入去讲
47、一份实验报告豪华套餐。
题目改叫-经济学爱实验-好了。
48、挺有意思的一本书。
49、女性不喜欢未明确说明薪酬的招聘广告，而男性则正相反。
50、真心的，不是我不爱看书，实验什么实在太无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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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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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隐性动机》的笔记-第1页

        出版商好大的口气，居然把两个作者封作【未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而且还给了极有可能的
前置定语。没想到中信出版社有权力册封谁谁谁是诺经奖得主。出版商空喊口号，自“封”自擂，想
让读者为结果不确定的图书买单。

2、《隐性动机》的笔记-全书

        第1章：
      幼儿园对未按时接孩子的家长罚款3美元，迟到次数却增加了，激励机制起了反效果，内疚比罚款
更有效。如果每迟到1分钟罚5美元就会有效；AA制情况下，和按自己点菜金额分别付账相比，平分账
单的人点菜更贵。点菜最多、价格最高的人对其他点菜的人造成负外部效应；学生健身随机对照试验
，试验组一个月去8次健身房奖励100美元，一个月过后停止奖励，试验组仍然保持健身。我们必须设
计合理的激励机制，理解那些激励机制会起作用，找到出现作用的原因。
第2、3章：性别差异
        招聘薪酬方案分为两种：平均15美元/h或者基本12/h通过竞争较好的获得6美元。女性应聘竞争性
工作概率低70%，女性相比男性不愿意从事竞争性工作。小学男女生跑步，每人单独跑步后记录成绩
，成绩相近分在一组比赛，男性在赛跑时成绩比单独跑更好，女性没区别，这似乎也证明女性竞争意
识方面确实不如男性。为了弄清女性是天生不喜欢竞争还是社会文化氛围影响了她们的偏好和习惯，
作者在男权盛行的马赛部落和女权盛行的卡西部落进行了试验，男权部落结果与普通社会相同，女性
不喜欢竞争，而女权部落中，女性行为更接近于美国社会中的男性。在男女性别差异上，先天因素并
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后天教化影响很大。2011-2012，作者刊登了行政助理招聘广告，工作指责是筹
款/体育类，薪酬是17.6美元还可商议/一律17.6美元，当广告明确提及“薪酬可商议”，要求提高薪酬
的女性稍高于男性，未明确提及时男性高于女性。说明女性不喜欢未明确薪酬的工作。
第4、5章：教育
          美国有两套教育系统，富人和穷人。穷人系统辍学率很高，富人则升入大学。每个月不无故缺席
、不捣乱所有成绩到c可以获得50美元。获奖者中还可以抽奖出10人得到500美元，试验组400人中40个
濒临辍学的学生得以毕业，不及格人群成绩提高40%；另一个试验原理是“框架效应”，分5组学生 ，
如果考试成绩比上次高可获得20美元。一组是考前给，如果成绩不好就收回。（损失框架）另一组考
后给。（获利框架）另外三组分别为考试结束后1个月奖励20美元、奖励一个三美元的小奖杯和言语激
励。最终结果是1组提高最多，2组也会提高，3组不提高，4组在年龄小的时候提高，5组不提高。这样
可以减少不认真参加标准化考试的程度。针对教师的激励也能提高4-6%的成绩。如果学生、家长和教
师三方获得较低的激励，效果要差于单独给一方的。但当学生大于14岁后，带来的激励有时是有上限
的。幼儿期的适当教育会打开未来上层社会的大门。在幼儿早教中心的项目里，孩子被分为两组，一
组心灵工具课程，强调社交技能和学会延迟满足自己的需求（更好专著手头的任务，取得更好的结果
）、耐性行事、如何决策、听从别人指示、倾听别人想法。孩子、教育和家长三方的共同任务。
第6、7章：歧视的经济动机
        问路试验显示，年长的黑人男性和女性以及年轻的黑人女性得到帮助的概率是年轻黑人男性的2倍
，说明并不能用种族歧视来解释，因为黑人男青年比较具有威胁性，但如果穿着体面的黑人男青年得
到帮助的概率和女青年差不多。身体健全的人和残疾人，当告知会货比三家后所得到的报价是一样的
，而残疾人直接上门的话要高出30%；两人一组，异性恋男性分别作为朋友、同性恋和同性恋男性分
别作为朋友、同性恋买汽车，少数族裔报价比白人报价高矗233美元。少数族裔更容易自我定位为某种
宗教的信奉者，很多宗教都反对同性恋。很多人认为身材和性取向是可以控制的个人选择。在高档汽
车店，对黑人的报价比白人高。而在普通汽车店，两者受到的报价是一致的。这说明汽车销售店的行
为并不是种族歧视，而是对客户种族特征的经济歧视，他们认为黑人买高档车的可能性较小。歧视背
后的本质隐性动机需要被了解。
第8章 生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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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力犯罪的社会试验；减肥试验：孩子分为3组，一组不给干预选择了高热量的曲奇饼，另一组
营养教育后仍然选择高热量食物，第三组被告知选择水果会得到奖品，80%的孩子没有选择高热量食
物而是选择水果。一周后38%的孩子仍然继续吃水果，养成了健康的饮食习惯。或者水果可以随便拿
，高热量食物要索要，这样也能促使养成健康饮食习惯。
第9、10章 捐助行为的试验略。
第11章 定价策略 略 
总结：
         这些社会试验和医学试验一样，能够评估干预措施的效果。书中没有具体描述实验方法，需要再
看论文。 读了这本书，才明白cs老师那种同性恋歧视的思路是从哪儿来得。列出几篇和书中相关的论
文，发现作者pnas上的论文不知道为啥不大有人引：
1. Croson R, Gneezy U. Gender differences in preferences[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9: 448-474.
2. Gneezy U, Rustichini A. Pay enough or don't pay at all[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 791-810.
3. Gneezy U, Niederle M, Rustichini A. Performance in competitive environments: Gender difference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CAMBRIDGE MASSACHUSETTS-, 2003, 118(3): 1049-1074.
4. Gneezy U, Rustichini A. Gender and competition at a young age[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
94(2): 377-381.
5. Gneezy U, Leonard K L, List J A. Gender differences in competition: Evidence from a matrilineal and a
patriarchal society[J]. Econometrica, 2009, 77(5): 1637-1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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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隐性动机》的笔记-第1页

        此书关于“大数据”的论述：
研究大数据的方法依然严重依赖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而不是因果关系。对此，《社会动物》的作者曾
经这样说：“无数的食物之间都可能存在相关性，全凭你处理数据的方式，以及拿哪些数据进行比较
。但是，要想把有意义的关系从无意义的关系中挑选出来，常常要有一些关于因果关系的假设，这些
假设代表的是你倾向于认为变量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必须回归人类提出理论的原
始方法。

大数据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数据过于庞杂，因此处理起来十分困难。企业掌握了太多数据以至于它
们根本不知道该从那里下手。

#此书采用以及建议各行各业的人采用实地实验来获取因果关系的方法#

如果你的激励机制涉及金钱，纳闷一定要对它的细节特别小心，因为金钱可以轻易改变我们对于某种
关系的解读。
当你决定激励某人时，你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你的激励机制会不会反而减弱勒没有激励机制时某人“
做正确的事”的动力（例如收集空易拉罐来保护环境，筹集善款来支持癌症研究等）。新的激励机制
可能会”稀释“之前高尚的动机。

大部分女性确实不喜欢竞争。

经济歧视行为往往是为了谋利。个人或企业可能会认为他们有某种动机去歧视某些人群。
为了和这种歧视行为作斗争，不幸成为歧视对象的群体需要做的是：发出某种有效的信号，向潜在的
持歧视态度的人表明，自己的种种特征更接近于不被歧视的团体。

如果想让人们养成新的生活习惯，最有效的方式是定价策略和社会规范双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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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多时候人类的行为看似是非理性的，但只要你真正了解人们行为背后的隐性动机，你就不会认
为人们的行为是匪夷所思的了。

“我们想要做的，是建立一个慈善界的通用汽车公司。多个慈善品牌，共同完成一个目标。就像通用
汽车有多个汽车品牌一样，我们也要建立多个慈善品牌，一个拯救失明人群的品牌，一个和足畸做斗
争的品牌，还有一个解决先天性心脏问题的品牌”。这样做可以大大降低管理成本。
布莱克认为，如果给捐款者们提供更多的捐款用途选项，他就可以让奇迹网站的募捐金额翻番。这种
新的募捐测策略会使用交叉销售的方式来保持捐款热情。慈善机构最害怕听到“销售”这个词，可我
却偏偏喜欢这个词——布莱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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