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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 开胃酒
2 入门者
3 第一道主菜
4 亚当――但没有苹果
5 第二道主菜
6 经典菜谱
7 一流厨师的生意经
8 革命的马克思
9 付账
10 凯恩斯掌勺
11 面包和钱
12 美国人，不过是餐后甜点
13 咖啡时间的辩论
小小术语表
餐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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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因为是同类书中看到的第一本，所以一直评价很高～
2、经济学
3、谈不上收货很多,唯一诧异的是<资本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知道一些新概念,算是进一步阅读的基础吧
4、超级好看的书,作者很油菜又很体贴读者的需求.
5、简单的经济学
6、的确容易消化！看经济学的书一定要看老外写的，中国人写的很差劲！
7、经济学或经济学大师的历史。
8、不怎么喜欢那种风格。
9、有点浅⋯⋯又有点深⋯⋯
10、挺有意思的社会学

11、将个烂就
12、通俗易懂
13、简单的经济学史趣味读物。好的地方是微经和宏经并举，不像其他读物只谈供求曲线就挂个诸如
“爱情经济学”的狗血名字。不好的是着重与讲经典，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涉猎较少（“美国人，不
过餐后甜点”）。
14、其实学到的还是经济学家的故事
15、当初抱着学理财的想法看这本书的 果然没有基础很难懂 还是我真的很笨⋯⋯
16、对于完全不懂经济学的我来说这的确是一本值得推荐的经济学书。
每个学科能多点这种入门书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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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书是不错。不过经济学可能真是博大精深吧。看完了还是对股票市场的涨涨跌跌看不出个所以然
来。所以看完这本书不知道该继续看点儿啥。
2、后面的内容先不提，最开始就抛出了亚当斯密，而且总结国富论给后人最重要的三点启示，干脆
利落，对初学者非常有用。一般人你就是抱着国富论啃半年，也未必能深刻理解这三点来。这作者主
要讲述英国的经济学家和他们的经济思想，亚当斯密、马克思、马尔萨斯、李嘉图、凯恩斯等，美国
的经济学家及思想被称为饭后甜点，想想也不算太过，不是有人说，当代经济学不过是对斯密的理论
缝缝补补。不过这本书让我高兴的是总算有宏观经济学内容了，现在流行的经济学畅销书总是忽略宏
观，不管是什么牛奶可乐经济学啊、弗里德曼的经济学啥的，宏观的内容似乎总没涉及。现在全民炒
股，谁不是急着想了解宏观理论的，你光讲机会成本啥的，听多了也很腻歪，而且说实话，实际用处
毕竟不是那么显著的，不是吗？开头提到的房价的讨论，真的让我眼前一亮，只不过简单的三条原因
，却切中要点啊，我终于明白中国的房子价格为啥那么高了，之前网络分析也好，专家论点也好，都
没有这本书给我的启示大，光这一点，这本书足以推荐啊。本书末尾还有作者的推荐书目，大部分是
英国书，能找到的不多。虽然作者说美国经济思想是甜点，可是，我们还是从甜点吃起啊。
3、经济学的精髓在于人类行为遵循可预测的模式people respond to incentives好东西没有需求，因为从
来没有供应过，而不供应它又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需求。边际效用递减：你拥有的再多，你越不想多要
。我们无不在潜意识中想实现效用最大化，我们努力把花的钱派上最大的用场。亚当.斯密：他被一直
看不见的收引导着，完全无意识地被引导着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他往往促进了社会的利益。
工业化过程以及供应大规模市场的产品的开发过程也需要那些工人做他们的新的消费者，而且越来越
需要。...
4、这本书适合没有任何基础的人来看，不过我是看了一部分之后再看曼昆的经济学，然后回过头来
再看，发现这本书讲的曼昆的基本都有了，所以笔记只做了一部分。1金融泡沫：甲对城里的两家饭A
和B并不挑剔，不过他选择了A，乙看到他去A家，心想，那家饭店肯定要一些，接着，丙、丁等人都
跟着甲和乙去了饭店A，后来一个人看到A饭店已经非常拥挤了，就去了B饭店，接着一群人也都去
了B饭店，此时，A饭店正在用餐的人听说其他人都去了B饭店，就后悔了，匆匆离开A饭店。2“次品
市场”——任何购买八成新的车辆的人都会即刻怀疑它是个次品，所以不愿支付全款，即使车辆无懈
可击。只有卖方才知道，这辆车究竟有没有毛病，买方却永远不得而知。经济学家称此为“信息不对
称”。其结果是，整个市场的价格都要降下来。3二手房屋似乎不受“次品市场”的影响，因为买房
认为对房屋的维修费用往往只占购买费用的一小部分。人们情愿在房子上花钱，因为他们视之为修缮
和改进，是要增加房屋价值的。4每年的新增房屋只占现有房屋存量的一小部分（土地是稀缺资源）
，房屋供给是“缺乏弹性”的，它只对上涨的价格作缓慢的反应。5每个利用资本和劳动力的人并非
想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他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完全无意识地被引
导着。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他往往促进了社会的利益。看不见的手是市场，通过市场的运转
，我们得到尽可能多的结果。6GDP=G+C+I+X-M    C是消费支出，G是政府支出，I代表投资，X是出
口，M是进口。7博弈论这个概念很简单。在某个特定局面中，你是否取得最大优势，不光取决于你的
行为，还取决于他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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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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