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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牛津通识读本:大众经济学》内容简介：剑桥出身的大经济学家达斯古普塔教授历时七年打磨出这本
经济学通俗小读物《大众经济学》，笔调生动，例证浅显，读来妙趣横生。《大众经济学》书中虚拟
了两位小女孩，一位生活在美国，一位生活在非洲。全书即围绕这两位的日常生活而展开，不仅介绍
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体系和分析方法，而且从人本角度论述了许多现实问题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
体现了强烈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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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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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引言
1　宏观经济史
2　信任
3　社区
4　市场
5　作为制度的Science和Technology
6　家庭和企业
7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8　社会福祉和民主政府
后记
索引
英文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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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著名的关于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著作中，将一个社
区的文化而并不仅仅是信仰看作这个社区共同拥有的价值观和性格倾向。像韦伯那样涵盖广泛的研究
是难以进行归纳总结的，但貌似韦伯自己在其关于清教徒道德规范及资本主义精神的著作中，所偏好
的因果关系是：由宗教信仰开始，通过个人的实践和政治文化来影响制度，由此对经济上的结果产生
影响。 近几十年来，用文化来对经济表现的好坏做出解释，在社会科学家中并不算流行，但是它的确
有复苏的迹象。例如，经济学家们从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中构建了一种社会信任度的测量方法。该调
查项目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初期曾经在40个国家各随机挑选出1000个人做调查，问他们一般
是否会认为大多数人是值得信赖的，或他们是否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小心谨慎。如果回答
“大多数人值得信赖”，那么作答人就会被计数。信任就是通过这个人数的百分比来度量的（这两个
调查中做出这样回答的百分比基本相同）。调查者们通过对比，剔除了被调查国家中人均GDP的差异
。这些数据揭示了，信任和司法效率、税收遵从、官僚机构质量、公民参与、婴儿成活率、教育方面
的成就、大公司业绩以及人均GDP的增长，是呈同方向变化的。用统计学的行话来说，它们是正（而
且显著）相关的。意料之中的是，数据同样揭示了信任和政府腐败共同变化，但方向相反。这两个变
量是负（而且显著）相关的。 我们可以从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得出结论：信任，除了对经济增长有益以
外，还对其他几个良性现象有益。但以上调查却并没有指明每个被调查国家中的信任程度为何如此的
原因。它也不可能指出这些原因。这就摆出了一个问题。因为信任并非凭空产生，所以它的存在迫切
需要解释。这意味着，并不应该用信任的存在来解释其他事物的存在。这些统计学发现告诉我们的是
：一个经济体的显在特征，比如人们彼此之间的信任度，与经济发展紧密联系。除此之外，它们再也
不能告诉我们什么别的了。统计学家们曾经反复提醒我们中的某一部分人，相关性和因果关系并不相
同。这句提醒，是社会评论家们经常忘记的。 观察到信任和经济进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我们在这里一直讲述的理论已经对这种正相关关系做出了预言。如果这种相关性是负的，那我
们恐怕要目瞪口呆了。那样我们将会对这些发现提出质疑，回到我们的绘图板上，要么将调查重新来
过，要么就得试图找出数据中所隐含的、能够对它做出解释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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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牛津通识读本:大众经济学》编辑推荐：两个女孩子居住在世界的不同地区，她们的生活怎么会变得
如此不同，又怎么会仍然如此不同？为什么某些人的生活（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是那么富有，而有
些人又是那么贫困？世界银行副行长，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读完《大众经济学》后感慨：“这正是我
多年来想写而未能写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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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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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微观经济学的老师推荐的入门书籍，看了很有启发。
2、贝基和德斯塔，为什么我们的世界是这样的
3、不求甚解的看完留个感性认识。很薄的小书，但是容量蛮大，入了几本感兴趣的领域留着慢慢看
。
4、超过一半的篇幅都读出了声，而且要读两遍以上才稍微理解了字面的意思。这是该鄙视自己的智
商还是该吐槽译者的水准，不好说。读完之后，有很大收获，除了了解了一些经济学上的基本概念之
外，有几个例子展示了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应该怎样去分析问题，看待现象背后的规律，这应该就算是
跨学科之间的互相补充吧。最后的话，数学学得不好果然损失很大⋯⋯
5、写的不错啊！
6、经济学真心我应付不来。看了后面忘了前面，好多公式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
7、一点都不大众。。
8、只读过英文版，不知道汉译的如何。
9、和想象的不一样，不是经济学的具体内容，更多的是做抽象化的描述
10、读过《大众经济学》：选择在专业选修的“环境经济学”结课后读此书，某种程度也算打通了一
直以来对于经济学与制度关系上的懵懂。老实说，这本《大众经济学》对于没有学过经济学基础概念
的读者来说，其实并不太入门。但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巨著《贫富论》的作者，帕萨教授循序渐进、
深入浅出地阐述思路，在“作为制度的S和T”以及“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章节中起到见微知著的作用
同时，也引发了个人作为所处专业的一些共鸣。说到底，经济学的道理和规律其实在社会大众的潜意
识里都有着各自的一番概念或见解，只是要从中精准地分析问题、应对弊病，社会大众的探索之路还
很长远。
11、对这种讲故事的不太感冒
12、整套书预计都很不错 双语且涵盖面广
13、虽然作者用了一个例子来贯穿全文，以解释一些相关的理论名词，可是还是偏向专业学生的一本
书，普通读者很难获得阅读的乐趣和浅显的理解（或许“浅显的理解”本身就是不浅显的？）
14、   Haishi晦涩
15、作为经济学文盲，里面的模型原理之类的，基本上是没看懂。但是的确内容丰富。
16、首先，书是特意选过的，很喜欢，服务也很okay
17、特别通俗的一本读物，
18、比较浅显，但提到很多有趣的话题，比如为什么一个国家会贫困，经济发展需要什么，社会中女
性地位和生育率关系。经济学是理解这个世界物质文明的不二法门。
19、作为科普读物 读起来磕磕巴巴的 感觉完全没必要看这个 毕竟经济学基础学了一轮
20、比较笼统，贫富差别和最后的环境经济值得看看，其他内容个人收获不大。
21、一本能引发很多思考的书。此前读到的大多经济学书籍，都是剥离社会讨论理论，而这本书却让
人深思自己所处的环境。理解，接受现实，同时也想要努力改变现实。
22、正在阅读中。书的质量还行
23、还没有全部看完。很喜欢作者拿具体的例子做类比的方式。
24、书本身很好，但是感觉还是有些东西对我太枯燥了
25、对数学渣来讲有点艰涩。
26、可能是因为翻译问题，读着很不顺
27、我果然不适合经济学⋯这玩意太宏大了。
忘了说，那两个小女孩的例子聊胜于无。
28、用了简单具体的类比，讲了个通俗易懂的经济学例子。要想经济发展好，必须要有制度的约束和
规范，当然也要有人的主观意识，但这一切并不一定能确保好的经济情况。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29、很通俗易懂，值得初学者看！
30、道理还是比较浅显易懂的，一些现象通过经济学的解释更清楚明了了，适合经济学小白。
31、栗子很有趣，因为自己是相关专业所以没觉得有新东西...... 跟小伙伴提起的时候，鬼使神差冒出
一句，同样是贫富差异，有人看出了经济原理，有人看出了共产主义...... 于是她也打算来看看了，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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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看的不是很顺畅，马马虎虎，当作了解经济学，还是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比较好吧
33、纳什均衡：1、在达成一致方案的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如果其他各方都准备遵守承诺 ，则每一方
遵守承诺也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2、在达成一致行动方案的过程中的各个阶段，每一方都应当相信
，其他各方都会遵守承诺。
34、能不能富裕还得看国家制度调控
35、出乎意料的厚，这还是通俗小读物吗？
36、并不是很入门啊汗⋯⋯但是最后的后记写得很有味道，可能任何学科在某种程度上都得是人文主
义的吧，这些知识都是属于人类的，而一颗不虔诚的心很难在这个世界收获些什么。“生命的成长充
满阻碍和贫弱不堪⋯⋯这些现象之所以存在，可能是人们还没学会共同生活。”
37、额对于我这个看过一点点法经济学和有浅薄经济学基础的法学生来说，还是有些涉及数学啊模型
啊博弈知识啊之类的地方看不懂的。。。总体还行吧，本书的观点是说国家贫富的决定性原因在于制
度是否促进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包括法律政治制度等等，这是一种经济分析的角度。
38、不知道是翻译问题还是对经济学的基础知识了解不够，读的过程中遇到好几次读不下去的情况。
硬着头皮读完之后，最大的感觉就是无法整理到自己的知识体系框架之内，也有很多无法理解的地方
。
39、通过对发达国家美国小女孩贝基和非洲落后村落小女孩德斯塔这两种截然不同生活的陈述入手，
分析为何两人的生活一个穷困、一个富有，存在巨大的物质、文化差异。
指出市场能够成功建立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建立，从逻辑上证明推导了信任能够在低贴现率情
况下顺利建立。讲解了社区与市场的作用与关系、法律和社会规范的异同与相互作用，以及这些概念
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本普及经济学相关常识的小书籍，想入门经济学的小伙伴推荐一读~
40、看到想睡觉，也不知道是翻译太差还是怎么回事，看到1/3，还是找本正儿八经的经济学看看吧
41、书不错，但最大的问题是英文部分排版有问题，居然是左侧对齐而不是两侧对齐，不明白出版社
怎么想的。
42、角度很特别的阐述
43、挺好，中文版，扩展知识
44、通过对发达国家美国小女孩贝基和非洲落后村落小女孩德斯塔这两种截然不同生活的陈述入手，
分析为何两人间存在巨大的物质和文化差异。指出市场能够成功建立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建立
，从逻辑上证明推导了信任能够在低贴现率情况下顺利建立。讲解了社区与市场的作用与关系、法律
和社会规范的异同与相互作用，以及这些概念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作者一直在基础问题上进行
清楚而有节制的讨论，绝不旁生枝节，实为一本不错的通识入门读物。“当你自它知晓星际浩瀚，宇
宙斐然，还有神而远的神秘之地，有缘人自然会循迹而去。”
45、非常通俗的讲述科学原理。
46、2.1-3.4经济学通识书，学院派，不是很有启发。
47、从美国姑娘和非洲姑娘生活和未来差异的分析入手，让大众了解到了经济学研究的"模型"，物质
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微观层面的家庭和企业，宏观层面的社区和市场，在继承和发展中，如
何建立社会合作的基石——信任，又是如何兼顾效率和公平，实现可持续发展？
48、部分术语定义不太读的懂，导致之后与之相关的论证都云里雾里。不过就我过去一年的消费体验
而言，当前中国亟待建立一个信用体系，让失信人员付出相应的代价。
49、社会之所以能够正常运行，都是基于一种信任。经济要研究的，几乎就是这种基于信任的关系。
50、感觉作者想把全部与经济相关的东西都点到，造成前后内容有些混乱
51、呃，两本书都一改小本的风格，以大本出现，夜里看是不错，不费眼睛。只是不好装了啊⋯以前
屁股兜里一塞就行的大小，现在装它得专门拿个包⋯怕丢啊。内容没有问题，绝对的好书。
52、很基础，翻译差，专业术语多显得不够通俗。
53、2014-07-28 
54、        本书中文名为大众经济学，很有误导性，尽管本书通俗易懂，没有高深的理论和模型，但“
大众”的重点是生活，而非通俗。
55、好的书总是解决一个核心的问题：”为什么生活在美国中西部小镇的贝西与埃塞俄比亚西南部的
的德丝塔生活会有这样的差异？“就像刚读完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也致力于解决”为什么是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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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大陆人征服、赶走或大批杀死印第安人、澳大利亚人和非洲人，而不是相反？“ 从朴素的社群理念
到政府/市场的运作机制，乃至于可持续发展，作者的清晰洞见还在于，一直在基础问题上进行清楚而
有节制的讨论，绝不旁生枝节，是极好的通识读物。就像《星际穿越》，当你自它知晓星际浩瀚，宇
宙斐然，还有神而远的神秘之地，有缘人自然会循迹而去。
56、从经济问题衍伸到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民主、公平和选举制度的合理性，涵盖面
广，深入浅出。但是没有经济学基础有些地方会不明白。比起经济学入门的读物，它更适合做一本开
拓思维引发思考的书籍。
57、还不错，基本的点都有
58、在看了两章发现好多句子读不通后，我去买了英文原版，虽然要借助词典，但是读起来清晰多了
。建议有英文基础的还是看原文吧。
59、外行人看，看似简单，但是还是有点吃力，没有觉得有收获，看了前6章，就弃了。

可能学过的人，再看会更加的整理自己的知识体系

60、这本挺好，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数次提到《枪炮、病菌与钢铁》。
61、基于分别在美国和印度生活的两个家庭入手讲经济学，先从经济史开始讲了造成资源分布不均的
历史原因；人类发展指数的各个指标对比；信任体系、风险应对、制度建设和相关经济学概念。探讨
的内容都偏发展经济学。
62、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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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序言林毅夫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了解掌握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越来越
成为我国社会各界关注的课题。学习理解当代经济学一时蔚然成风，我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
究中心开设的经济学本科双学位，每年招收的新生达到800名，占北大校本部本科每年招收学生数的近
三分之一，中国经济学界的新一代人正不断茁壮成长。自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国富论》，现代经
济学从哲学中独立成为一门自成体系的社会科学以来，国际经济学界名家辈出，研究者众，现在每年
发表在顶级的《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多达2000页，各种一流学刊上发表的论文合计超过千篇；而
且，流派繁多，学说纷呈，不同理论观点不断涌现。尤其，从上世纪50年代以后，大量的数学、统计
和计量方法被引进经济学理论模型的构建和验证中，一般缺少扎实数学训练的读者已经不可能直接跟
踪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多年来我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想写一本像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那样
通俗易懂的小册子，不用艰涩的语言、复杂的数学，而是以生动的笔调、浅显的例子，来介绍现代经
济学的一个个基本命题，让读者了解现代经济学的基本体系和分析方法，以帮助读者了解自己身边的
经济现象，进而得到启发。待到下笔才觉得对现代经济学的庞大体系的介绍难以做到简而不繁、疏而
不漏，就是对自己熟知领域的介绍，也很难做到通俗易懂，加上这些年来庶务缠身，每次拿起笔来都
以放下而告终，至今仍留遗憾。因此，当我看到帕萨·达斯古普塔教授这本小书时，雀跃和崇敬之情
油然而生。帕萨·达斯古普塔教授是我多年的学界朋友，第一次和他见面是1991年10月，我应邀到英
国温莎堡，参加国际经济学会组织的一个会议，讨论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米德1989
年的新著《阿嘎索托比亚：合伙经济学》（Agathotopia: The Economics of Partnership）。米德试图于此
书中寻找一条有异于传统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第三种道路，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
阿罗评论这本书是“理想主义、悲天悯人和坚实分析的结合”。在那次会议上我评论了达斯古普塔教
授发表的论文《贫困、资源和生育率：家庭作为一个繁殖的合伙体》。后来，他的论文和我的评论一
起被收录在1993年出版的会议论文集《资本主义的替代：合伙经济学》（Alternatives to Capitalism: The
Economics of Partnership）当中。从那以后我们经常在一些国际学术活动中见面，交情也越来越深。帕
萨·达斯古普塔教授出生于达卡（现为孟加拉首都，二战前属于英国印度殖民地），在印度德里大学
受完大学本科教育后，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于1968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剑桥大学弗兰克·
拉姆齐讲座教授，圣约翰学院院士。达斯古普塔教授是誉满国际的顶级经济学家，以在福利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技术变迁、人口、资源和环境经济学以及博弈论等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而获得了许多荣
誉，包括英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以及美国科学院、美国人文和科学学院、瑞典皇家
科学院、梵蒂冈社会科学院的外籍院士，曾任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和欧洲经济学会的会长。2002年被英
国女王授予爵士爵位，同年获颁瑞典的沃尔沃环境奖，2004年获颁国际生态经济学会的肯尼斯·E.鲍
丁纪念奖，2007年获颁美国农业经济学会的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奖。最难得的是他于2004年获
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该学会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有影响的学术团体，科学史上的巨人如牛顿、
达尔文、爱因斯坦等均为其会员。该学会每年由现任会员推荐选举产生44位新会员，现共有会员一千
三百多位，过去入选会员均来自科学和数学领域，达斯古普塔教授是在该学会350年的历史中第一位破
例入选的经济学家。他未来很有可能以其在环境和资源经济学所做出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帕萨·达斯古普塔教授1942年出生于印度经济学世家，其父阿弥亚·达斯古普塔为英国伦敦经济学院
的博士，从1926年起一直在印度教授经济学，被尊为印度现代经济学之父、印度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
家，其入门弟子包括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森。帕萨·达斯古普塔教授的岳父则
为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米德。然而，帕萨·达斯古普塔在印度德里大学读的是理论
物理，初到英国剑桥大学读的是数学，直到1965年才转为攻读经济学。当时，199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
学奖的詹姆斯·莫里斯刚在剑桥大学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留系担任讲师，由于莫里斯也是数学背景
出身，于是达斯古普塔就请他担任导师，用了三年的时间，完成了三篇论文，于1968年获得博士学位
。达斯古普塔教授和其他许多在国际上扬名的印度经济学家一样，以深厚的数学功底而成为杰出的理
论经济学家，但是，他的经济学研究不是为了数学而数学，而是为了深入了解人类社会发展和人性本
身，1989到1992年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教时，同时担任了经济系和哲学系的教授，并且，兼任斯坦
福大学社会伦理项目的主任。199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一套简短介绍每个学科领域的丛书，作者都
是学界公认的大师。1999年达斯古普塔教授接到出版社邀请后，碰到了和我想写一本《大众经济学》
时一样的困境，结果用了整整七年的时间才完稿。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从描述一位生活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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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的小女孩和一位生活于美国的同龄小女孩所处社会中的个人行为准则、家庭、社区、生产组织、市
场、政府等各种制度安排的差异着手，来介绍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不断探索一个主要问题
——一个国家是贫是富的决定因素——所取得的各项研究成果。从书中的介绍可以知道，一般人关注
的资本、自然资源等仅仅是决定一个国家贫富的表层原因，根本的决定因素则在于一个国家的制度安
排是否能够最大程度地调动每个人在工作、学习、积累、创新等方面的积极性。这本小书是在他1993
年出版的一本巨著《贫富论》（An Inquiry into Well-Being and Destitution）的基础上，加上十多年来经
济学界新的理论进展和他自己对斯密问题新的理解、新的体会而写成。和这本小书不同，《贫富论》
厚达661页，单单参考书目就有80页。达斯古普塔教授将《贫富论》献给其父，在前言中他写到该书是
对其父早年所提问题的回复，他想以该书所讨论的内容告诉他父亲，“看，这是我认为我知道是重要
的，这是我现在相信的，这些是我的价值，这是我思考问题的方法”。他的父亲阅读了前面几个章节
，给了他一些正面的反馈，令他深感遗憾的是在1992年其父离世时，《贫富论》尚未能完稿。2005年9
月达斯古普塔教授应邀到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来做严复纪念讲座，我那时得知他正在写作这本书
，2006年我收到了他寄来的英文稿，一口气读下来，喜爱至极。他以文学家般的雅致和数学家般的准
确语言，通俗易懂地向读者介绍了经济学界对斯密问题研究的成果，这正是我多年来想写而未能写的
一本书！我当即建议将此书翻译成中文出版，并答应为之作序。现在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即将出版，祝
愿这本书的读者阅读之后能够对经济学家如何以理性的视角来观察世界和分析问题有所了解，并且，
希望读者能够认识到决定一个国家贫富的主要因素在于制度，资本、自然资源的多寡仅仅是贫富的表
象。2008年1月16日于朗润园
2、本书中文名为大众经济学，很有误导性，尽管本书通俗易懂，没有高深的理论和模型，但“大众
”的重点是生活，而非通俗。作者是印度人，相比很多西方经济学家，着重强调了“信任”的概念，
并且区分了法制主导和社区主导两种不同类型社会的经济运转方式，这让我很受启发。总的来说，本
书不是传统的经济学著作，更加贴近生活，有很多对外部性、社会制度和可持续发展的思考。如果目
标是经济学入门，本书对供需曲线和市场类型只是简单带过，很不专业，倒是很适合有一点经济学基
础的人为开拓自己的思维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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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大众经济学》的笔记-全书

        作为计量经济学检验基础的一些默认的前提假设，是难以评价优劣的（如何将国家独有的特质整
合到模型中只是其中之一罢了）。因此，经济统计学家们对问题的理解，常常最多只是处于“半透明
”状态。数个相互对立的模型同时存在，每个都有自己的捍卫者，这也不是一件稀罕事。模型的建立
、数据的可用性、史实性叙述、计量经济学方法的进步，彼此间互相加强补充。正如经济学家罗伯特
·索洛所表述的，“事实要求解释，而解释反过来要求新的事实。
==========
如果想让自己说的话被别人相信，你的话就必须是可信的，因此仅有口头承诺是远远不够的。（注意
到，我们会提醒别人——还有自己——不要去“盲目地”信任别人。）如果各方想要彼此信任对方能
够遵守诺言，就应当将事情做出如下的安排：（1）在达成一致行动方案的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如果
其他各方都准备遵守承诺，则每一方遵守承诺也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2）在达成一致行动方案的
过程中的各个阶段，每一方都应当相信，其他各方都会遵守承诺。如果这两个条件都达到了，就会形
成一个关于“该协议将会被遵守”的信任体系，而且该体系是自我强化的。
==========
有这样一种情况：人们都是值得信任的，或者当别人对他们好的时候，他们也会给予回报。进化心理
学家们认为，我们都习惯性地拥有知恩图报的性格倾向。发展心理学家们发现，亲社会倾向可以通过
集体生活、角色建模、教育和接受奖惩而形成（无论是今世还是来世）。
==========
就是说，当我们将“益处”归于商品的时候，保持谨慎是有益无害的。强行从商品中找出益处的冲动
，将是父权主义甚至专制主义的象征。“虚假意识”的概念曾经被德丝塔世界中那些世俗的和宗教的
专制者用来证明其行为是正确的（“我的人民并不知道他们的真正利益何在”，或是“我的追随者们
要依靠我来给他们解释《圣经》”）。相比之下，权利在贝基的世界中产生了扩散，以至于权利这个
概念本身在目前都被败坏了。坚持只要不被诉讼就绝不能被监禁的权利是一回事，而声称每周工作 35
小时是一种人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后者是在一些煽动下，在谈判桌上赢得的一纸协议；但毫无条件
地用“权利”来表示这种协议的结果，却是对这个术语的一种误用。

2、《大众经济学》的笔记-第21页

        为啥这个经济学家会觉得儿童死亡率显著下降，可以降低生育率？经济学还是要和其他各种社会
学科结合起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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