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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的简明经济学》

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解决问题的简明经济学》是日本最畅销的普及读物“多懂一点”系列中的一本。这本经济学入门书
，并非按照时间顺序对经济理论的流程进行介绍和解说，而是为了让对经济学一无所知的人也能够掌
握经济学的奥秘，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为什么会产生那样的经济理论，并且详细阐述该理论对当时的经
济政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该政策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理解经济学在历史上曾经提供给我们怎
样的解决问题的方法。16世纪的重商主义，古典派经济学，新古典派经济学，近代经济学，马克思经
济学等，将借由历史故事清楚地介绍，解决经济难题，提供经济学思维。
---------------------
----------------------------------------------
编辑推荐：
对经济学一无所知也能掌握经济学的奥秘；了解经济现象，从历史中学习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提出自己的观点，更好地指导我们的生活。
1、财政赤字，少子高龄化，贫富差距扩大，如何获得更好的福利保障，对于这些与我们的生活相关
的问题，如何快速理解各种经济学说的精髓，了解经济现象，提出自己的观点，更好的指导自己的生
活。
2、《解决问题的简明经济学》是一本通俗经济学史，好玩好看，有选择性挑选重要时代的传奇故事
，让对经济学一无所知的人掌握经济学的奥秘，分析各种理论和政策产生的原因，以及对现实的经济
有怎样的影响和作用。
3、以欧洲主流经济学说为主线，了解各国的经济制度是如何制定的，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和即将带来
怎样的影响。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奥秘也能有全新的了解。
4、颠覆以往经济学史的刻板形象，将经济学与历史结合，视角独特让人耳目一新。国内越来越的普
通读者对经济学史感兴趣，一些名人也在大力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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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橘木俊诏，1943年生，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研究员，京都大学经济系教授，曾荣获日经文化奖，经济
学奖。其著书颇丰，影响领域主要在宏观经济，其著作《日本的工资分配》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其著作《日本的贫富差距》作为日本社会学名著被引入中国，在中国有相当的读者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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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的简明经济学》

精彩短评

1、是简明经济学史，日文书名更贴切。
2、日本人写的书看得少，不知道为什么怎么觉得这本书的作者是女的。。
3、暂时没有1分享
4、读起来还不错
5、中信出版社的书都美美的~内容嘛，就读读好了。
6、读完了之后，明白一个道理，经济学的背后都是由伦理学来做支撑的。经济学的观点很多时候代
表了一些人的伦理观点，然而不同的经济学派也是站在不同的社会层面和带着不同的社会目的传达思
想的，所以，主流经济学就是描述并表达主流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当然很多时候伦理价值观的背后也
有政治动因。这本小书让我了解了几个重要的经济学派和代表人物，了解在过去的几百年的经济学历
史中世界主流经济学对社会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推动和影响。
7、经济学是用来解决问题的！
8、能够梳理经济学研究历程的脉络，建立一个大概的逻辑链条。但是缺点不知是否翻译的原因，导
致一些理论的解释比较晦涩难懂。在具体分割经济流派的时候对颠覆性的区别总结不够，导致分割不
甚清晰。不过，所谓的不理解和不清晰也可能是我没有经济专业背景导致的。
9、有点深奥！
10、真的只能算作是一部经济思想史的简单介绍，经济流派和观点介绍的不算清楚
11、内容确实和名称一样是简明经济学。作者梳理经济学发展脉络和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传承的过程中
加入了自己的一些思考，比刻板有选择性的教科书更容易让人接受。
12、对经济学历史进行了比较简洁的疏理。值得“标签”。
13、名不副题⋯⋯内容上倒是把经济学家们和派别都串了起来 语言也很易懂 感觉早期的经济学家们都
是哲学家伦理学道德学出身 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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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的简明经济学》

精彩书评

1、小小的一本书，两百多页，八万多字，的一本书。橘木俊诏能把数百年来，各个经济学流派，和
他们中的各种关系，有条不紊的徐徐道来。不得不佩服这1943年生，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研究员，京
都大学经济系教授，那种专研的精神。一般的老师有两种，一种是能把那种理论给你讲解清楚，并且
推演给你看，然后让你学习这理论是怎么一种情况。还有一种老师，能够站在时间轴的角度上看一项
理论的发展演化，还是基于当时历史是什么情景而提出的，然后又被后人怎么继承发展等等。橘木俊
诏很明显是后一种老师。《解决问题的简明经济学》是一本通俗经济学史，好玩好看，有选择性挑选
重要时代的传奇故事，让对经济学一无所知的人掌握经济学的奥秘，分析各种理论和政策产生的原因
，以及对现实的经济有怎样的影响和作用。书里主要以欧洲主流经济学说为主线，了解各国的经济制
度是如何制定的，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和即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最后对日本经济发展进行解剖。看完以
后，你会发现现在我们国家的深化改革，就是渐渐抛弃了凯恩斯经济引导的模式，让古典经济学，那
种自由市场来引领下一场经济的腾飞。可你还会发现怎么跟资本主义经济又看起来一样又不太一样。
跟社会主义经济又不太像又有些一样。这或许就是中国经济特色吧。这本书趣味十足，就像一位老师
傅在和你把那段经济学的爱恨情仇娓娓道来一样，没有以往经济学的刻板和公式（你懂的文科生对公
式都是直接跳过绕过的），所以想了解这本书的故事就多读几次，每次都有不同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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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的简明经济学》

章节试读

1、《解决问题的简明经济学》的笔记-第156页

        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哈耶克的经济思想，也被称为自由至上主义。认为自由必须收
到绝对的尊重，任何第三方（比如政府）都无权侵犯人类的自由。

2、《解决问题的简明经济学》的笔记-第15页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威廉·配第（Petty)提出的“劳动价值论”。在后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也会
提到劳动价值论。在这里，让我们先来简单地了解一下配第的学说。他的独到之处在于给价值的测量
引入了一个基准，那就是劳动的投入量。

比如，在我们决定小麦和白银这两个商品的价值时，如果小麦的生产时间与白银的挖掘时间相同，那
么小麦与白银就必须是等价的。假设挖掘10盎司白银的时间与生产10蒲式耳小麦的时间相同，那么1蒲
式耳小麦的价格就是1盎司白银。价值的源泉来自于劳动时间，这就是劳动价值论的精髓。

3、《解决问题的简明经济学》的笔记-第158页

        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都信奉这种思想，因而被称为“
芝加哥学派”，主张彻底尊重自由，排除公共机关的规制。

4、《解决问题的简明经济学》的笔记-第76页

        凯恩斯认为，名义工资的降低会导致消费者购买力的降低，继而使物价降低，对实际工资的降低
产生抑制作用，所以并不会增加雇用。而购买力降低会使国民收入随之降低，继而导致有效需求降低
，结果反倒会减少雇用。综上所述，就算名义工资降低，雇佣数量也不可能如预期般增加，这就是凯
恩斯的理论。--解决问题的简明经济学，P76

5、《解决问题的简明经济学》的笔记-第21页

        休谟还提出，与人类强大的欲望相比，用来满足欲望的资源量和方法是有限的，也受到制约。

6、《解决问题的简明经济学》的笔记-第26页

        《道德情操论》——违法行为违反了道德，所以必须被禁止。

7、《解决问题的简明经济学》的笔记-第21页

        休谟的经济自由论承认欲望的追求，所以难免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8、《解决问题的简明经济学》的笔记-第22页

        主张自由的经济活动才是资本主义精髓的亚当·斯密，正如其被称为“经济学之父”一样，很多
人都认为他是经济学家，但实际上，他最初是一名道德哲学家。

9、《解决问题的简明经济学》的笔记-第20页

        社会契约论认为，政治的支配者（当政者）与人民之间是契约关系，如果当政者对人民采取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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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人民可以推翻当政者的统治。这完全是革命的观点，而休谟并不喜欢由人民主导的革命。

10、《解决问题的简明经济学》的笔记-第155页

        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哈耶克与瑞典的缪达尔同时获得了诺贝尔奖。前
者是主张消除政府影响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家，后者却是重视政府作用的凯恩斯自由主义派，两者的
经济思想可以说是格格不入的。一般来说，诺贝尔奖会同时授予课题之间有相互联系，或者提出了新
的共通学说的人，但哈耶克与缪达尔的经济思想却没有任何共同点。诺贝尔委员会对此的解释是，他
们两个人都在货币论的循环论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且在经济思想上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思考方法
。尽管在经济思想的内容上有所不同，但这并不是在授奖时所考虑的问题。

11、《解决问题的简明经济学》的笔记-第13页

        总体来说，重农主义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认为农业是所有产业的基础，另一个渴望“自由
的经济活动”，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12、《解决问题的简明经济学》的笔记-第29页

        关于分工论，斯密认为，要想提高劳动的生产力，最好的方法是对劳动者进行分工。

13、《解决问题的简明经济学》的笔记-第25页

        如果两个人的感情相一致，那么我们会认同他人的感情；如果两个人的感情相差甚远，则会否定
对方的感情。斯密将这种判断他人感情是否正确的心理作用称为“同感”（sympathy)。堂目对斯密所
说的同感是这样总结的。

同感的价值可以用下面这个例子来进行说明。通过同感，每个人都可以变成站在第三者立场上的观察
者，同时，每个人也会努力使自己的感情和行为受到观察者的称赞，或者尽可能不要遭到观察者的批
判。

但是，人类生来就有使自身行为正当化的天性，所以存在无视观察者声音的缺点。于是，人类社会利
用智慧制定了普遍的规则（general rules)，并且让人们认识到遵守规则是自己的义务。最终，普遍的规
则发展成法律，遵守法律成为人的义务，社会秩序因此得以维持，这就是斯密的想法。

14、《解决问题的简明经济学》的笔记-第12页

        自由放任主义后来的工业革命时代以及再往后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营时期，都是被作为根本原理的
思想。

15、《解决问题的简明经济学》的笔记-第13页

        总体来说，重农主义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认为农业是所有产业的基础，另一个是渴望“自
由的经济活动”，两者是相辅相成且缺一不可的。

16、《解决问题的简明经济学》的笔记-第3页

        古典经济学于重商主义结束之后的16世纪在欧洲诞生，到18世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登场后
正式宣告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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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解决问题的简明经济学》的笔记-第127页

        凯恩斯 真正的天才

凯恩斯于1883年生于剑桥，于1946年去世。他的父亲约翰·内维尔是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母亲佛罗
伦丝曾担任剑桥市的市长，因此凯恩斯成长在一个充满知性家庭环境之中。他本人天资聪颖，还接受
了优秀的家庭教育。凯恩斯先是进入伊顿公学专攻数学，随后又顺利考取了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可以
说接受的是典型的精英教育。

虽然凯恩斯在剑桥大学的专业是数学，但他从学生时代起就没有将精力只放在学习上，而是对政治表
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参加了许多活动。比如他曾经担任一个名叫The  Society的团体的代表，亲自
参与政治和经济的实践活动，后来凯恩斯也并没有单纯做一名学者，而是 积极的针对许多经济问题提
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且提议了许多政策，年纪轻轻就已经展现出非凡的才能。

比较令我感兴趣的是，凯恩斯在剑桥的老师马歇尔也是数学专业，似乎在年轻时学习数学是成为经济
学家的必经之路。事实上，现在的许多经济学家在年轻时都是数学专业。比如美国的肯尼恩阿罗（诺
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日本人宇泽弘文（文化勋章获得者）。

18、《解决问题的简明经济学》的笔记-第94页

        并非基于经济学理论 ，而是基于思想家伦理观的政策

在我个人看来，支持社会主义并不一定非得依赖科学的分析结果，根据平等和正义等个人的价值观来
进行判断也未尝不可。不只社会主义，其他比如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等等，都可以根据自
己的价值判断来选择自己喜欢的主义。

诚然，根据经过严格的科学分析所得出的理论来判断究竟应该选择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确实是一
个非常正确的方法，但这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基础，而普通民众往往并不了解这些理论。所以我认为
，对于那些不懂得专业理论的普通民众来说，他们从日常生活和劳动之中所得到的直观感受也是非常
重要的。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空想这个词，并不比科学差。

19、《解决问题的简明经济学》的笔记-第16页

        古典经济学是以亚当斯密为首的英国人发展出来的经济思想。了解古典经济学之前，必须先了解
当时英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因为正是这些状况影响了英国人的思想。

20、《解决问题的简明经济学》的笔记-第89页

        当然，马尔萨斯对生存权和劳动权的否定是有违人道的，因此也遭到了猛烈的批判。

21、《解决问题的简明经济学》的笔记-第171页

        最古老的制度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的人寿保险制度。该制度允许公民事先存一部分钱，当发生
不幸的时候，可以将事先存的钱最为救助的资金，以此来缓和困难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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