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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经济学》

内容概要

《人文经济学:不用数学的经济学》内容简介：不用数学的经济学，让不善于数学的人也能读懂经济学
。书中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来说明经济学的道理，用日常生活中丰富的素材来解释经济规律。将人文
经济学回归到普通的日常生活，并结合一些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史学等学科知识深入浅出地阐
述经济学。全书按照经济学的系统分成22章，以过去经济学的书所从未有过的独特、新颖的视角来解
释财富创造和使用的种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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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经济学》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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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经济学》

书籍目录

前言 导言从数理经济学到人文经济学 1.什么是财富 2.实物经济与虚拟经济 3.交换创造价值（上） 4.交
换创造价值（下） 5.生产要素 6.投资和投机 7.利息和贴现率 8.价格为什么重要（上） 9.价格为什么重
要（下） 10.拍卖、招标和供需均衡 11.用路收费 12.市场还是计划配置资源 13.神秘的货币 14.GDP计算
15.宏观经济视角：总需求和总供给 16.凯恩斯学说 17.税收和补贴（上） 18.税收和补贴（下） 19.国际
贸易与经济全球化 20.汇率 21.帕累托最优和帕累托改进 22.囚犯难题到市场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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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经济学》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办理一笔企业贷款的款额，约相当于办理100次小额贷款的款额，小额贷款的成本当然很高
。高成本只能从高利息率中回收。即使是20％的高利息率，大银行也很少愿意开展小额贷款的业务，
因为利润太薄、太麻烦。只有专门扶贫的机构才会坚持这种业务。从全球的经验看，如果小额贷款公
司能够吸收存款，在管理良好时，他们的资金回报率能够达到20％～30％。所以近年来大银行也在试
探做小额贷款。 没有抵押的高利贷和有抵押或担保的借贷，利息率可以相差10倍。按照择优分配原理
，任何一种稀缺资源在最优配置时，应该有统一的边际产出率。对资金而言就是资金的回报率。所以
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应该有统一的边际资金回报率，它必定低于平均的资金回报率。这是由于边际收
益递减规律在起作用。但是在市场上实际发生的借贷利息率可能相差10倍之多，利息率并没有趋于一
致。其原因是借贷的风险不同。高风险的借贷利息率一定很高，有抵押或担保的利息率就很低。 但是
除了风险考虑之外，由于对金融业的管制、行业的垄断，以及人际关系的影响，利息率有很大的波动
。在一个不发达的金融市场上，同样条件的借贷利息率有高有低，说明资金配置缺乏效率。解决这个
问题的方法就是利息率的市场化。要求利息率市场化，就是要有信息的流通和公平竞争。但是在金融
业上，公平竞争是一件很难的事。这是由于资金是一种很特殊的商品。公平竞争很容易转变为恶性竞
争。 以存款业务为例。吸收存款是银行的生命线。如果用存款利息率作为竞争目标，必定走向恶性竞
争。因为利息率和其他商品的价格不同。资金几乎没有运输费用，利息率的信息非常透明，而且极容
易获得，大家都会把钱存到利息率最高的地方去。利息率次高的地方就完全得不到存款。结果必定是
在存款利息率上发生恶性竞争。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国家往往规定存款的利息率不得高于某个
数。我国的金融业就有这种管制。在这种条件下，银行为了竞争存款，往往用其他手段竞争，比如给
客户送礼品，给客户利息率较高的理财服务（买债券或基金）。 贷款的利息率也类似。如果银行在贷
款服务上展开利息率的竞争，各家银行都会竞相降低利息率以吸引客户。同样由于资金没有运输费用
，信息的极度透明和传播的迅速，所有的借款人会集中到利息率最低的银行去借款。利息率次低的银
行会没有客户。结果就是利息率的恶性竞争。所以金融业的管制往往对贷款利息率有低限限制。既要
有利息率的公平竞争，又要防止恶性竞争，这是很困难的。因此利息率的市场化进展迟缓。更由于借
贷的风险大小随具体条件而变，利息率的高低与风险直接相关，即使做到真正的市场化。利息率也会
有相当大的差别。金融业永远和风险有关。高利润一定和高风险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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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经济学》

编辑推荐

《人文经济学:不用数学的经济学》不同于20世纪发展起来的数理经济学，它继承了亚当·斯密的传统
，关心人在市场中的行为、追求、限制和人际关系，进而讨论人生、社会，涉及更广泛的领域。阅读
《人文经济学:不用数学的经济学》不需要高深的数学基础，只需要有基本的逻辑推理能力。因此，通
过《人文经济学:不用数学的经济学》来学习经济学，能够容易进入真正的经济学领域。《人文经济
学:不用数学的经济学》讨论的问题都从我们的生活经验出发，所以是最容易学的，也是最结合生活的
经济学。书中对问题的讨论，假定读者熟悉市场的各种现象，关心物价的升降、银行利息率的高低，
寻找赚钱的机会，有过讨价还价的经验等等。我们假定读者是一个现代社会中的人。经济学可以帮助
我们理解现象背后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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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经济学》

精彩短评

1、非常通俗的经济学读物
2、茅才是真正的左。
3、亚马逊寄来的时候发现该书的封面边缘不整齐，随意折叠，装订有问题，纸质差~！但是关于本书
的内容方面还是不错的。
4、读了几年大学，活了这么久，才第一次知道社会是什么，自由，平等，这些常识，这些道理，感
谢茅于轼先生。启蒙师。
5、茅老的这本书很好的普及了经济学的知识！很喜欢！
6、真不咋样，觉得就一般，没有以前写的几本好
7、太浅显了- -
8、颠覆了我的某些观点，非常值得一看。
9、这本书非常好，而且包含着人生的哲理！！
10、文字简练易懂，是一本经济学的好的科普书。
11、文科生不喜欢数学，这本书让不懂数学的人基本上能看懂，你懂数学看的更懂。
12、很好的一本经济学著作，深入浅出介绍了一些经济学常识。很快浏览了一遍。
13、虽然我是数学专业，但我对于作者的视角还是很欣赏。我没学过任何经济学课程，很多见识还停
留在考研政治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尽管当时背的时候就觉得很扯，但现在才发现，有时候谎
言重复千遍真就成了真理⋯⋯我们的人文教育弊端太多了，很多知识都需要重构
14、不错的经济入门书。文浅理不浅。
15、书上讲的并不新鲜，但是常识常讲常新。茅老一直在做经济科普，这是吃力不讨好的做法，官方
不认可，很多民众似乎也不买账——从这个逻辑推导出比较有趣的结论：官方并不希望大众明白常识
，很多民众似乎也不愿接受自己并不喜欢的常识，二者达成了惊人的统一，只能感叹洗脑有方。因此
更加敬佩茅老。非常棒！
16、茅于轼先生所著的一本关于经济学的普及读物，语言浅显易懂，但道理深刻，很好！
17、作为外行，感觉茅老先生对经济学理论的解读，是不是也有些主观和偏执的地方？
18、书的内容不错。值得学习。
19、茅老分析社会问题多于经济问题，和原来的好多提法也是重复的，没有新观点和新思考。
20、茅老师多年思考的结果，从数理出发，回归人文，绝非偶然
21、很多以前想知道的问题都得到了解答。
22、简单明了，不懂经济学的入门好书。
23、小有收獲。通過陳述的方式，很多經濟學的問題還是看不懂。不如《王二的經濟學故事》來的通
俗易懂。
24、用现实例子，用自然语言，讲述基本的经济学，可作为理性思考很多社会问题的起点。不能说写
得非常好，但咱们的社会需要这种书。很多人不学习基本知识和理性思维就去讨论，不了解历史沿革
就去争议。
25、是冲着作者买的，内容暂时还没看，书还不错。
26、很好的一本经济学常识类读物。真心觉得茅老爷子能出版这样一本书普及这些常识太了不得了，
毕竟书里面举的例子到处都是计划经济的各种不好还有天朝如何如何→_→
27、比较简明易懂~~
28、人人需要经济学。
29、通俗易懂，特别喜欢茅老师的文章，真实、简单、实在
30、茅老讲的还是很深入浅出的
31、很有意思的一本小册子，读起来不累。茅于轼作为右派知识分子还是很敢说话的
32、弄懂一些概念
33、有意思并且很简晰的一本。戒戾气，戒傲慢，戒偏见，自勉。
34、仔细阅读中⋯⋯，质量好，内容好
35、此书为茅老的又一力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带你到经济学殿堂。
36、能把複雜的道理用最簡單的話講清楚纔是真正的功力，儘管不夠所謂的嚴謹，卻是我讀過的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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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经济学》

的經濟學入門著作
37、对于我完全不懂经济的人来说，脑子里剩余的唯一印象，就是两只羊换一把斧子，价格围绕价值
上下波动，以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些政治课背来背去的理论。读完这本书，
才知道很多事情的解读都需要颠覆。
38、恩，作为入门读物感觉不错。好多地方没读懂呢，待重读。
39、很平易近人 不过真的是很科普性质 感觉像是在复习以前学过的知识 
40、微博关注了茅于轼，尼玛天天自己发状态然后让公共主页“人文经济学”转发，真是看不下去了
41、写的还行，有些内容让人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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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经济学》

精彩书评

1、趁着十一假期，在家里看完了《人文经济学》这本书。买这本书是冲着作者茅于轼去的。因为他
的名气在“官方”很“臭”。我对经济可不懂，不敢对内容说对错，只是说说自己的感觉吧。不知道
是他跟我们的“主流思想”背道而驰，还是经济学的理论真的更新了。总之，读完书后，和高一学的
那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入很大，有的是完全相反。不过，抛开对与错不论，不得不说，他的说法还
有很有道理的。　　他推崇市场，完全的市场化。他说健康的市场必定是平等、公开的，市场搞得好
的国家也是民主的，尊重人权的。一个健康的市场会形成一个正常的价格体系，然而一切的税收和补
贴都是对市场价格的扭曲。因此国家会利用征税来引导产业的发展。他反对一切形式的补贴，比如对
公交的补贴、家电下乡、高速免费。　　他拿家电下乡举例，农民的钱是一定的，用来买家电的话必
定在别的方面的消费就减少了，而对于家电的消费不见得就是农民最紧缺的需要，这样反而造成了某
种程度的浪费。使资源（包括钱）没有得到最有效率地使用。他建议直接给农民发钱，让农民把钱花
到最需要的地方。由此，他建议把（几乎）所有的补贴都变成直接给钱。　　记得中学时学到的剥削
包括资本家利用剪刀差，赚取差价。该书并不这样认为，他说，人们在对物品进行交换的时候，实际
上是为资源找到了效率最大化的途径，这期间实际上是产生了财富，并未剥削。他说贪污受贿、公款
吃喝旅游、公费报销个人消费、各种疏通关系的馈赠等不属于从要素市场得到的收入，而这种收入不
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而是将别人创造的财富拿过来而形成的。严格来讲，这就是剥削。多么精彩的论
述啊（我的转述就差了点）！　　还有颠覆性的，对于我来说。房价高，大家多认为是地价高。而作
者却说，是房价决定了地价，而不是地价决定房价。他说土地本无成本，它的价格完全是由竞争决定
的。开发商买一块地，他要先估计这块地上所建的房能卖出什么价。减去成本，如果房价能够定得很
高，就不怕地价高，在拍卖土地时他就敢叫出高价。说得也对。还有一些话，是我不懂所以也不同意
的。比如，“如果车主付不起这笔成本（高速费），说明他对用路的迫切性不高，不应该用高速路。
”我想迫切不迫切跟付得起付不起成本是两回事吧？　　也有不大明白的，如下面一段。　　消费者
剩余虽然不能用货币表现，但它其实非常重要。人类能够享受科学文明都是由于消费者剩余在发挥作
用。慈禧太后没有坐过飞机，当她从北京逃难去西安时只能坐马车。如果那时候有飞机可坐，她一定
愿意用一大堆金银财宝来换取坐飞机的机会。这就是消费者剩余。现在我们花几百元钱就能坐上飞机
，享受慈禧太后没有享受到的方便，都是消费者剩余给我们提供的。　　从文字来说，论述稍有啰。
还有的论述不明，比如书中一再提到的财富，到底是什么，没有确切的定义。财富在不同的地方出现
，好像都有不同的含义，而此处的含义好像又跟彼处的含义有相悖之处。　　总体来说，我认为还是
一本值得一读的书。能读到一些新的东西。
2、《人文经济学：不用数学的经济学》是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老先生写给普通大众的通俗经济学读
物，它不同于以往的数理经济学，它的读者不需要掌握复杂的高等数学，也不需要任何的预备知识，
只需要基本的逻辑判断力。它打破了经济学教材和专著的严肃性、学术性，以简明通俗的语言，结合
中国经济现时状况，解释了微观和宏观的经济学原理，如财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货币、GDP、
税收和补贴、汇率等，引导读者通过思考琢磨经济问题而理解世界是如何运转的，进而理解社会发展
的一般规律。正如茅老先生在书中所说的：“我们相信，再复杂的数理关系也能通过语言把它说明白
。而且经济规律未必一定要用数学才能证明，我们的生活也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来说明经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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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经济学》

章节试读

1、《人文经济学》的笔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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