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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诡计》

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犹太商人走进了一家银行，他对业务经理说：“我想借点钱。”业务经理
见此人穿戴都是名牌，十足富人的架势，顿时喜笑颜开，说：“完全可以，尊敬的先生，您想借多少
呢？”犹太商人试探性地问：“1美元，可以吗？”业务经理十分惊讶，但出于礼貌，他还是装出谦
和的样子说：“当然，完全可以，只要有担保，我们立刻就能为您办理。”犹太商人一听，松了一口
气，然后从皮包里取出一大堆股票、国债、债券等放在银行的柜台上。业务经理经过查点后说：“尊
敬的先生，这些票据的总价值为40万美元。”然后，他疑惑地看着犹太商人，“您真的只借l美元吗？
凭这些家当，您借上几十万都没有问题。”犹太商人仍旧坚定地点了点头。原来，该犹太商人频频外
出经商，身上总会携带一些大额票据，适逢战争，这些票据放在身上并不安全，所以想找个地方存放
它们。对犹太商人来说，单租一个金库的租金太贵，付出的成本太高，但如果从银行贷款1美元，然
后将这些东西以担保的形式寄存在银行，每年只需要付出1美分的租金，成本就大大降低了。于是，
犹太商人就利用银行，为自己谋划了一笔非常合算的买卖。从这个故事中，你看到了什么？是犹太商
人的聪明，还是银行业务经理的愚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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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诡计》

内容概要

《经济学的诡计》是通俗类经济学读物。在内容中，作者把风趣的故事同经济学的原理充分结合，利
用经济学原理解说生活现象，帮您开启经济学思维，丰富的经济学知识，提升生活智慧。和专业书籍
相比，《经济学的诡计》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更具专业性 《经济学的诡计》以经济学的基础原理和概念为框架，加入大量精彩案例，结合宏观微观
知识，详细阐述经济学的核心原理，帮您有效地掌握经济学专业知识。
更具趣味性 《经济学的诡计》诙谐有趣的案例层出不穷，每个经济学概念的阐述都极具趣味性，让您
在轻松愉悦的阅读过程中加深对经济学的理解。
更具实用性 《经济学的诡计》涵盖生活中多个热点话题，并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剖析，可
以增强您对生活的认知，提升经济学素养，更好地为您的工作和生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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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诡计》

作者简介

吴艳龙，笔名龙砻，1969年出生于山东济宁。曾任数家酒店和宾馆总经理，现任鲁宁房地产开发公司
总裁。十几年来致力于企业的战略和经营管理方面的研究，对优化企业的核心流程、升级企业资源的
配置、提高企业的整体运作效能，培育一种高效执行和复命的文化，有着过人的洞察力和独特的见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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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诡计》

书籍目录

第一章 被遮住的眼睛：经济学背后的世界“美女经济”为何受到商家宠爱送礼会造成社会的无谓损
失?Lv皮包是不是吉芬产品灾难降临与GDP有什么关系第二章 谁往爱中撒了些盐：爱情经济情人眼里
出西施与个人偏好“为伊消得人憔悴”：爱情的沉没成本一夫一妻更利于谁：夫妻的经济意义后悔当
初没有嫁给他：婚姻的机会成本第三章 运转世界的并非上帝：经营经济黄金搭档：广告经济下的完胜
者中国上演“不差钱”：折扣效应为何商家也扎堆：麦当劳和肯德基“比邻”之谜小贩的“道德情操
论”：诚信原则洗澡也收漫游费：企业垄断商家自导自演的“价格战”“买椟还珠”的悖论：商品包
装很重要第四章 智猪的高端机密：博弈经济博弈里可怜的大猪：搭便车现象到底该让谁坐牢：哭笑不
得的囚徒困境“傻子”的绝顶幸运：名人效应看谁先陷入爱情：男女博弈“门当户对”的婚姻：帕累
托最优损人后的不幸生活：外部性原理讨价还价的真理：交易双方的博弈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敌人：竞
争的两面性第五章 财富不计较途径：虚拟与实体经济办公司OF炒股票：投资者会选择多大风险金钱
的泡沫之殇：虚拟经济与泡沫企业成功靠人气：CBCI人气指数“可口可乐”值多少钱：企业价值别被
人挖走利益：企业的知识产权想不想做个网店老板：“薄利多销”的经济选择第六章 华尔街需要FBl
：信息经济从卖梳子给和尚谈有效信息的提取挨板子的差别待遇：信息的传递及成本一定要骗回失去
的钱：信息不对称卖家才是市场上的“人精”：再看信息博弈小心中了信息的“毒”：信息的虚假性
“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信息披露的方法第七章 消费何必预订档期：消费经济为何要鼓励富人
高消费：富人消费的经济学意义超市的低价之谜：沃尔玛的便宜产品上品折扣的“实惠典礼”：商家
的差别定价消费PK节俭：颠覆常理的节俭悖论“900一只”vs“1800一双”：消费者的剩余价值通货膨
胀让你更郁闷：浅谈消费者误区第八章 分粥的社会规则：制度经济学“公用地的悲剧”：产权明晰了
，问题解决了贪官的“成本一收益”分析让每个人都沐浴阳光：如何做到经济公平其实并不是小和尚
懒惰：工作中不能缺少激励制度明星的“税收游击战”：税收得益之多少第九章 绿洲在城市的边际：
环境经济我们还要为多少风沙埋单：环境成本核算关爱地球，把少算的一块数字填上：绿色GDP让企
业不再犯愁的“排污令牌”：政府有效制止负外部性政府为何给林场补贴：环境的正外部效应“变废
为宝”经济价值大：回收的价值奥迪A8竟然买不到：绿色消费第十章 灵魂和金钱能否交集：心理经济
学年薪上万雇保镖：“富二代”的炫耀性消费“只为刹那的心动”：女性的冲动消费感性比理性先动
一步：投资的心理经济学谁能给你风险“最小存在感”：保险心理经济学第十一章 黑色风暴搅乱汇率
：国际经济学华尔街怎么就喝醉了：次贷危机如何吃到免费的午餐：汇率的变动人民币升值改善了我
们的生活美国和中国，谁依靠谁：外贸依存度贸易壁垒让中国很“受伤”为何各国政府都密切关注石
油：资源的稀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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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诡计》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被遮住的眼睛：经济学背后的世界“美女经济”为何受到商家宠爱在古印度，有个大财
主叫摩诃密。他家财万贯，为人却唯利是图。他有7个女儿，均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姿色。他将
她们视如掌上明珠，每有宾客前来，必然让她们出来炫耀一番。一日，一名来访的宾客突然对摩诃密
说：“我是这里最有名的裁缝，听说您的女儿容貌绝色，特来参看。但我发现，她们都名不副实，甚
至还没有我做出的衣裳漂亮。”财主一听，不免怒火中烧。这时，裁缝说：“我们打个赌，我将制作
世界上最美丽的衣裳，让您的女儿到我的店里来试穿。假如大家都说您的女儿比我的衣服漂亮，那我
就输给您500两黄金，否则您就输给我500两黄金，怎么样？”摩诃密一听，立即同意了。第二天，摩
诃密专门请人将女儿们打扮一番，然后带着她们来到裁缝的店铺。她们穿上裁缝的衣服，顿时周围发
出啧啧的赞叹声。在漂亮服装的装扮下，摩诃密的女儿们显得异常美艳。于是，人人都夸奖摩诃密的
女儿们美貌绝伦，同时也赞叹裁缝的手艺巧妙精良。不过，当提到哪个更胜一筹时，大家一致认为—
—摩诃密的女儿们更漂亮。得到了人们的肯定和500两黄金，摩诃密非常高兴。奇怪的是，输了钱的裁
缝似乎比他更高兴。摩诃密很疑惑，便偷偷派人观察，结果发现，自从这次打赌后，没几天裁缝店里
就挤满了爱美的女子，人人都要购买裁缝的衣服。而裁缝所卖的衣服也从打赌的那天开始，由1两白
银变成了3两黄金。此时，摩诃密才大呼上当。裁缝利用摩诃密贪财好胜的心理，利用美女的“时装
秀”，为自己的手艺做了宣传。通过这样的手段，他成功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扩大了衣服的销售
。只可惜，精明的摩诃密未能看到这其中的陷阱，白白地为裁缝做了“垫脚石”。不过，裁缝最伟大
的成功，不在于提高了商品的销售量，而在于发现了美女宣传在商家经营中不可忽视的作用。仅从这
一点来看，裁缝就是一位通晓经济学的人物。当然，他不是唯一一个懂得利用美女促销的人，随着商
品经济的发展，美女对商家的吸引力越来越强，而懂得使用美女作用的商家也是层出不穷。大街上，
随处可见的“婚纱秀”、“时装秀”、“内衣秀”、“轿车秀”无不打着美女的招牌，依傍美女的姿
色。同时，在商家的炒作下，香车美女等概念，深深根植入消费者的大脑中。除此之外，商家们还乐
此不疲地制造美女，各种选秀活动，各样“模特大赛”、“都市小姐”、“明日之星”等选美活动轮
番上阵，目的就是在商业制造美女的同时，为自己日后的产品销售打下基础（试想，一个港姐代言的
产品和一个普通美女代言的产品，档次自然差很多）。所以，确切地说，美女们不但没有在飞速发展
的经济中被商家忽视，反而被不断地发掘出来，渗透到各种行业，并逐渐演变成了今天最时髦的“美
女经济”。经济学名词直通车：美女经济美女经济是指围绕美女资源所进行的财富创造和分配的经济
活动。为什么商家会宠爱“美女经济”？为什么“美女促销”的戏码总是在不断上演？从经济学上来
看，商家采用这样的方法，是有一定的理论依据的。说到底，他们就是在充分利用美女的经济价值。
首先，人们必须承认，美貌在这个世界上属于稀缺资源，美女是女人中的“精品”。就像一位经济学
家说的那样，并不是每个人都天生丽质，因此，美貌就越发显得珍贵。当然，稀缺是经济物品的显著
特征之一。美貌具有稀缺性并不意味着它是绝对稀少的，而是指相对人们无穷的欲望而言，美貌资源
是有限短缺的。正是由于它的稀缺性，人们就越发将有限的目光投注到美貌之上。厂商利用了这一点
，顺利地将人们的目光都吸引到了自己的商品之上。据美国一家著名汽车公司的调查表明，在车展中
，如果有名车而无美女，观众停下观看的平均时间是2分钟；如果既有名车又有美女，观众停下观看
的时间则是9分钟。也就是说，美女让观众对这种产品的关注增加了7分钟。而正是这短短的7分钟，就
为企业赢得了不少的商业机会和销售收入。其次，美女一般有漂亮的脸蛋、魔鬼般的身材，以及年轻
和朝气，这些是能够征服一切男人甚至女人的魅力。这种魅力能够激发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曾经，马
塞诸塞州中心医院向10名年龄在21～28岁之间的正常男人展示了一些漂亮女人的照片，同时又对他们
的大脑活动进行监测，结果发现，这些男人像服了可卡因、拿到钞票一样兴奋。当要求他们将钱付给
这些美女时，他们的大脑仍旧能够保持兴奋。通过生物学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美貌不仅能吸引消
费者的注意力，还能让更多的人主动地为产品掏钱。这一点，对消费者来说是一种致命的诱惑，它就
像是魔咒一般，在说：“漂亮的脸蛋值得你掏出金钱。”在罗马一家自助餐厅里，有一位非常漂亮的
柜台小姐，她是老板花重金请来的。因为这个老板发现，只要有关女坐在柜台收钱，男顾客们便神魂
颠倒、慷慨解囊；如果是容貌普通的人在收费，男顾客们则常常会在柜台边反复地数找给他们的零钱
。为了改善餐厅的营业，老板便想出了一个妙计。每当男顾客要结账时，他让一名穿着“凉爽”的美
女坐镇柜台，结果发现餐厅里的收入越来越多。餐厅老板不过稍稍做了些手脚，就顺利地增加了餐厅
的收入。可见，美女对于男顾客的确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力。至少在这家老板的眼里，她不但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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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诡计》

商品和服务的隐形吸引力，也直接增加了商家的收入。最后，美女的容貌一般能给人们视觉上的冲击
，通过“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的效应，人们会感受到更多的幸福和满意，也就增加了更多的消费者剩
余。商家利用这种视觉艺术，让顾客的感官受到深刻影响，从而降低对产品的抵触感，更快地认同自
己的产品和服务。“美女经济”就这样带动了相应行业的繁荣，也日益成为商家手中的一种生产性资
源，而厂商的目的就是要让资源最大限度地转化为资本。基于这些原因，商家才会宠爱“美女经济”
，并愿意花重金去雇用美女做各式各样的宣传和形象代言。尤其是当他们看到下面的对话时，更是增
加了对这一点的肯定：消费者甲：什么时候1+1远远大于2？消费者乙：美女加广告！消费者乙：毕竟
对我来说，看“美女加广告”要比看纯粹的广告有意思多了。送礼会造成社会的无谓损失？宋朝的时
候，有一位王姓的财主嫁女儿，同村的刘财主派管家送来贺礼，礼单上写着：价值一千两的猫眼石一
颗。王财主高兴地打开礼盒，一看，发现里面只不过是一颗拇指大的石头，且颜色并不光鲜，根本不
值一千两，也就值五百两，心里略感不满。刘家的管家解释说：“我家主人喜好收藏奇珍异石，这颗
可是上等的猫眼石啊！”不久，刘财主的儿子也要结婚了，王财主也派管家送来贺礼，上面写着：价
值一千两的长命锁一把。刘财主打开礼盒一看，装的是一把锁头，虽然样貌还可以，但估计也不值一
千两，顶多四百两，刘财主十分不高兴。王家的管家解释说：“我家主人喜好玩弄钟锁，这可是他特
意为令郎挑选的纯银长命锁啊！”王财主和刘财主两人都向对方送礼，但是两者都觉得并不满意（认
为自己收到的礼物并不值一千两），这是不是就成为经济学中的无效用行为（效用指的是消费者从一
组商品和服务之中获得的幸福或者满足的程度）？不，并不能因为两者的不满意就断定全部的行为无
效用，因为人们的任何行为都会带来一定的效用。两个财主的经历，充其量只能算是在送礼的过程中
，形成了无谓损失。经济学名词直通车：无谓损失无谓损失是指由于垄断定价、政府税制等因素引起
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得不到的那部分。以往，人们在谈到无谓损失时，想到的就是市场竞争和税收。
但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经济学家约尔·瓦尔德福格尔提出的概念，送礼也会造成无谓损失。这种损
失，就是礼物的价格减去收礼人认为礼物所值的金额。在财主送礼的这个故事里，指的就是由于个人
对于物品的估价不同，而产生的那部分两者都未得到的差价。两个不同的财主中，前者认为一块猫眼
石值一千两，后者却认为只值五百两，那么对两人来说，送收这块猫眼石就造成了五百两的无谓损失
；前者认为一块纯银的长命锁只值四百两，后者却认为长命锁值一千两，于是，送收这块长命锁造成
了六百两的无谓损失。几百两的银子为什么损失了？这些钱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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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诡计》

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当今社会，谁不学习经济学，谁就不懂得怎样生活。　　——保罗·萨缪尔森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
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　　——亚当·斯密世界上大多
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　　—
—西奥多·舒尔茨经济学是一门迷人的科学，最令人着迷的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如此简单，只要
一张纸就可以写完毕，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又何其少。　　——1976年诺贝
尔经济学奖得主 米尔顿·弗里德曼学习经济学，似乎不需要什么高度的持有的天资。从智力上来看，
跟哲学或纯科学的一些学科比起来，不是很容易吗？这门学科看起来容易，但是能学得出人头地的却
很少！这一难以理解的现象似乎是在于，作为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必须具有种种才能的结合，这一
点是很难能可贵的。　　——约翰·梅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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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诡计》

编辑推荐

《经济学的诡计》：用经济学的眼睛观察世界，用经济人的思维指导生活。经济学给了我们一双理性
的眼睛，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周围的世界。为什么要听从老人的“门当户对”理论。为什么要实行一
夫一妻制度，为什么有人逢赌必输，输了还赌。开启自己的经济学思维，像经济学家一样观察、思考
身边的生活，我们将最终获得一经济人一的理性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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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诡计》

精彩短评

1、这本书把生活。感情与经济学全然联系到了一起。读过会有醍醐灌顶的感觉
2、很有意思
3、粗略看了一下，分析的有意思，但没保鲜膜包装
4、炒冷饭啊炒冷饭
5、不错
6、 值得一读的书，用简单有趣的例子讲明经济原理，活学活用，启迪经济思维。
7、有些案例简直不知所谓
8、内容通俗易懂，并且借和了生活。但也仅仅是对于不懂者，学过西方经济的也就太浅了。
9、很不错的经济学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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