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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1 政府管制与自由化政策
解决鱼类被滥捕的最佳方法就是针对捕鱼量来课税
国会应该赶紧放宽对电信业的管制
美国不应该以任何方式来控制国内油价
事实证明，政府过度干预会遏制经济增长
邮政制度沉疴难治民营化是唯一的解决良方
为什么国营企业应该改为民营
专题2 劳工市场及移民问题
调高劳工基本工资 就会降低就业机会
欧洲社会福利制度的惨痛经验，美国应
该引以为戒
员工持股的制度，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劳工市场也应该推动自由化政策
联邦政府对非法移民的政策应该改弦更张
如何应付非法外国劳工急速增加的问题
如何让外来移民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专题3 人力资源和学校教育
收入差距扩大 对经济发展未必是件坏事
第三世界要提高经济实力，更应关注基础教
育问题
克林顿的助学贷款计划不可行 应退回重拟
高中辍学的年轻人 应该接受完整的职业训练
为什么美国不能像亚洲国家那样重视教育
对大学生提供教育补助，是错误的政策
如何协助家境清寒的年轻人脱离贫困
良性竞争是改善学校教育的最佳途径
专题4 家庭问题
为什么人民应该减少对政府补助的依赖
夫妻应该在双方都同意之后才能办理离婚
孩子的幸福应该是社会救助制度的重心
夫妻订定婚姻契约 可以缓和离婚率高涨
的问题
实施强制储蓄的制度，才能让社会保险
行之久远
政府的干预反而让老年劳工无法顺利就业
只有贫穷的老人才有资格领取社会保险金
专题5 歧视问题
少数族裔的补偿计划应该取消 才能真正在
社会立足
银行是否歧视少数族裔 不能仅依据某项
研究
美国黑人终究会有机会追逐自我实现的梦想
统计国内生产总值时 应该把家务的贡献
也算在里面
市场供求法则能真正保障职业妇女的权益
改善生产率是提高职业妇女地位的最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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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6 犯罪和毒瘾问题
管制枪械的最佳方法 是对持枪犯罪者施以重罚
政府必须采取强硬措施 才能遏止犯罪
的发生
企业犯罪应该根据对他人造成的伤害 而得到合理
的惩罚
在企业违法之时 应根据实际情况予以
重罚
赌场经营应该合法化，但目的不在于增加政府
收入
政府增加烟酒税收的压力 不应该由穷人来
承担
越来越多人能够接受毒品合法化的想法了
应该让毒品的使用合法化吗
专题7 利益团体和政府决策
无家可归的游民人数，显示不少社会问题被过
分渲染
新的总统当选人 只怕不会带来新政
道路破损及警力不足都是问题 但政府也难为
无米之炊
日本的经济成就 不应归功于政府的产业发展
政策
美国企业仍具国际竞争力，政府不必过度干预
工业政策听起来不错 但不能解决问题
最好的工业政策 就是政府不加干预
专题8 政府和税收制度
扩大政府功能不是办法，是缩减政府规模的
时候了
政府不应以不当的研究作为制定政策的基础
根除贪污问题之道在于减少政府对经济的操纵
政府的支出规模实在不容易控制
限制民意代表的任期并不能真正解决国会的
混乱
联邦政府的工资结构应该根据民间企业的标准
来调整
调高香烟税不会增加多少税收反而会带来不少
负作用
政府不该强迫企业增加支出来解决急迫的社会
问题
应该调高的不是饮酒年龄限制而是酒的税率
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审查不应局限于法学素养
联邦法官为终身制的时代已过 应以固定任期制
来取代
专题9 国际贸易和国际协议
欧共体应该放弃单一货币计划并加强各国货币
的竞争
让美元汇率贬值仍然是解决贸易赤字的好方法
所谓的公平贸易措施 通常只是为国内厂商谋
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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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和韩国的经济成就应该赞扬而不该给予
惩罚
国际贸易的扩张使得小国经济得以
蓬勃发展
各民族寻求独立的声浪高涨 但经济上却走向
整合
小国在经济上照样能够生存 甚至还享有优势
以市场经济制度来解决人口增长的难题
应该以冷静的头脑来处理温室效应的问题
世界末日的预言总会不攻自破
专题10 股票市场和经济衰退
你认为有人在背后操纵日本股市吗
股价涨跌通常和市场心理有关
股市重挫不会导致经济衰退
下一次的经济衰退究竟会有多严重
专题11 经济学家
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着实让人喜出望外
史蒂格勒教授这位不受拘束的经济学家令人
终身怀念
为什么经济学家既是媒体宠儿 又是他人
嘲笑的对象
附录 走出象牙塔的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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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怎么说呢？鸡肋。很多地方精彩得令人难忘，但篇幅有限，所以根本展不开。令人郁闷。
2、这是真的？
3、　　经济学家一般来说，都从效率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确不假，然而事实上，他们还有另外一
面，就是从立场来看待问题，只不过他们的立场因为他们有了逻辑上和学术上的修饰，而显得拥有强
大的说服力。
　　
　　所谓的立场，在美国的经济学家来说，就是他所在的党派。所以我一直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家都
是党派经济学家，极少数有能够超越党派价值理念的经济学家。因为经济学中的许多假设，隐含了不
同的政治价值观。
　　
　　也正因为这样，我们从不同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中能把这个学者所处的党派看个一清二楚。有了政
治倾向所谓的效率，无非是这种党派政治理念的一种注释注解罢了。
　　
　　加里贝克尔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书中有关税收的问题，还有美国其他的一些社会生活问题，比
如教育，医疗等都有相当的见解，至今对于中国当下任然有很多借鉴和参考意义，不过这并不是全部
。
　　
　　特别是经济学发展到今天，距离70年代加里贝克尔的鼎盛时期已经快半个世纪过去了，新自由主
义的许多论点在后来的东欧剧变以及南美自由化社会实践中，给不少的人带去了财富，但也给更多的
人带去了噩梦和不幸。特别当行为经济学开始改变传统经济学的许多假设框架的时候，那么传统的分
析就如同牛顿力学一般，在现代物理世界已近发展到极度微观精确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实质性的用武
之地，它只是作为一种基础的存在。
　　
　　不过，对照中国的现实，这本书给我们的启发更多的让我们提出更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极度的反
映社会现实，但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哪怕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都不敢对这些问题发声，不
免相当遗憾。真的他们没有精力来关注真正的社会经济问题么，还是他们学院派的作风，瞧不起这些
问题能对他们学术生涯带来价值。
　　
　　比如，我一直在琢磨：为什么中国的城管服务不能市场化，由外包公司服务竞争上岗，而提升服
务质量和效率？从所谓的执法，变成服务和开发市场，从而彻底的解决目前我们看到的种种惨剧。
4、说的挺好的！
5、　　这本书以通俗易懂的实例来解说我们日常生活遇见的经济学问题。
　　教你怎样用经济学的角度去作出选择。
　　面对我们无法解释的事情，作者教你从经济学角度去分析问题。
　　这本书，使我的思考方式发生改变。谢谢，我能督导这本书。
6、　　   虽然是在挂了经管牌子的机构工作，我的专业背景和经管专业却相去甚远，拿起这本小书一
半是同事推荐，另一半则是强迫自己去读“令人讨厌”的经济学书。没想到一拿起来竟然舍不得放下
了，这实在是本有趣而又有用的书，一扫我因误解经济学只是数字而产生的恐惧感。
　　   每个人都习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生活，正如木匠看到松树想到的是木材，而植物学家想到的则
是它所属的科，经济学家则想的是这棵树的成本和利益。我长久习惯了把生活看成上班、下班和游玩
等之间的相互交织，偶尔也看看新闻抱怨下房价、物价上涨，关注下薪水、社会制度和犯罪等问题，
却少有耐心去听经济学家对社会做的分析。在我看来，经济学家都是从宏观角度看问题，哪里有什么
时间来理会我们这些小百姓，即使有关心的人，他们的那些宏观大论大概也是胡说八道，对实际的生
活不起任何作用。
　　   我想，和我抱有同样想法的人肯定不少，作者肯定也听到过诸如此类的抱怨和嘲笑，不然他也
不会在11个专题中单独列出一个专题来讨论经济学家的荣誉和面临的尴尬。在人们印象当中，经济学
家多半是政府的参谋，鲜有经济学家讨论经济学在琐细生活中的作用，而作者加里所关注的用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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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人力资源、种族歧视以及犯罪等公共事务长久也来也备受争议，直到他在92年因此方面的研
究工作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这一局面才得到改善。换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些原本被认为只应当
属于政治家和社会学关注的问题，加里给出的分析更为透彻和实际。几乎所有的利益集团在解决社会
问题上都是为了维护自身集团的利益——不管这利益是眼前的还是长远的，因此，对于解决社会问题
的方案往往是相互冲突的，这些方案的目的不在于从根本上去改善社会环境，而是出于利益需要去解
决其中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解决方案或许可在一定时间内看似平息了问题，但可能已经埋下祸端，在
未来对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加里处于中立的立场，他撰写专栏（这本书是选编了他在《商业周刊》
上的专栏文章）初期也不急于给出解决公共事务的方案，后来他从朋友那里获得启示，决定对问题提
供改良的建议，不过，他还是力图从分析社会问题的诱因来引导人们重新认识这些社会问题以及与此
相关的问题，最后让他给出的那些建议自然浮现，水到渠成。
　　    本书谈了11个主题，包括政府管制与自由化、移民与劳工市场、人力资源和学校教育、家庭问
题、种族歧视、犯罪和毒瘾、利益团体和政府决策、政府和税收、国际贸易和国际协议、股票市场和
经济衰退以及最后一个小小的类似自我说明的经济学家专题，每个主题都试图用一些案例和现象引导
人们重新看待生活中的问题，探讨这些问题的成因和影响因素。如果不看作者的分析过程，往往会对
最后的结论部分大吃一惊，但跟随作者仔细分析后，很多时候会自然而然的赞同他的建议。随着社会
的发展，更多的社会问题开始涌现，加里的专栏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注意，人们通过多种方式与他
交流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加里关注的问题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才引发了人们对这本书的关注。
　　    当然，经济学家并不是万能的，虽然人们希望有一个好心的上帝替他们做出判断，但经济学家
显然不是这样的上帝，而且也没有任何人或集团可以充当这一角色。生活的变革是如此之快，人们不
能希望某个解决方案一劳永逸，经济学家可以做的就是告诉人们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方法，政府和公众
则需要综合方法来不断改善我们的生活。生活没有定则，但充分了解各种规则却是前提。
　　    这本书教给我的不仅仅是了解经济学的另一面，同时也教给我一些看待问题的方法。我们往往
对一些问题匆忙下结论，或者书呆子气的对一些问题给出理想状态的解决方案，却发现最后事与愿违
。我在工作中作过太多事与愿违的事情，这些错误几乎都是自己不切实际的想法造成的后果。在阅读
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被书中精彩的分析所吸引，甚至忘记自己是在读一本曾经会让自己畏惧的经济学
书，自觉读后受益匪浅，这种读书的乐趣和收益并不是所有的书都可以带给读者们的。
　　
7、　　历史与经济有多少关系？
　　上世纪80－90年代的世界经济是怎样的？
　　没有什么人会说自己生活在最好的时代。有不少时候，我们会畅想假如我活在那个年代，我会⋯
⋯。
　　
　　贝克尔的这些短片文章的集合给了我一个机会，看看当初的世界，回顾我孩提时代懵懂之间，听
到过的新闻与经济学的关系。虽然，受某些众所周知的因素影响，不见得能够实时地了解世界。不过
，这本书里面的文章的确在边叙述历史，边以经济学家的眼光进行指点，甚至是批判。
　　那些事件也许算是历史，也许就是在我们身边不断重复的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看了过去，就更
能够理解现在和未来。
　　当初的历史经济环境应该比我们现在要纯粹一些吧。至少，网络泡沫少，而且，那些先进的金融
衍生产品还比较少。因此，我们看到经济学家们更倾向于达尔文的生存理论来看待并对待生活中的经
济问题。他们对待国家政府的态度中，监管的作用是明摆着的，还没有到纷繁复杂以至大多数人甚至
监管层都被混淆视听的地步。如此说来，那时候应该是最好的时候了。
　　不过，在看看最近过去的2011，2012和2013年，不难保证，我们又一次进入的是什么年代。
8、读过以后都有点忘了的书
9、这的确是一本很好的书。http://xuezhaofeng.com/blog/?p=1799 薛兆丰为本书的补序
10、　　这款瑞泰企业生产的竹牙签，是瑞泰企业成立二十五年来，生产的第326款牙签。
　　二十五年前，瑞泰企业只是一个两夫妇开的小作坊，当然，他们并没有预料到，二十五年后，大
家会刷那么多牙，把牙都刷稀疏了，吃那么多牛肉，把那么多纤维状的肉制品塞进自己的牙齿，也更
不会想到，一个叫日依的云南小镇，生产的牙签，被大量的放置在北京乃至全国各大城市的大型超市
之中，人们经过这个货架的时候，看也不看，就把他放进自己的购物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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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要紧，这不会影响到你使用瑞泰牙签，因为大家不会象挑电视机品牌一样的标准，来挑选一
盒五毛钱，一盒200根的牙签，甚至从来就没有买牙签的人想到要数过，这一盒的数量是不是够200根
。
　　消费者买牙签的习惯充满着偶然性，瑞泰之所以畅销全国，各大餐馆饭店，各家餐桌厨房，都摆
放着瑞泰牙签，是因为，瑞泰牙签真的很多，你的手，很容易的，机率很大的，就拿着了瑞泰牙签。
　　瑞泰现在是一个家族式的现代企业，他们能吃苦，所以，他们的牙签，真是不愁销啊，但今天，
他们还是找到我，要我为他们这第326款牙签，写一篇说明书。他们知道，找我写一篇这样的说明书很
贵，但他们说他们付得起，因为，他们觉得，生产波音飞机，和生产牙签，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用我们牙签的人，比坐波音的人多得多！”他们坐波音飞到北京，骄傲的跟我说。现在我的桌
上就放着这第326款牙签，我基本上看不出他和我过去用的牙签有什么差别，或许我一直用的，就是瑞
泰牙签。它是那么的熟悉，我打开盖，取出一根，轻易的从牙齿缝隙中挑出我晚餐时的残余，紧接着
，我又用它挑出了我指甲缝里的尘垢。
　　这真是一个实用而简单的东西。“它和上一款有什么差别吗？”“哦，它比上一款长1毫米，更
适合北方人的骨骼体型。”“那上一款和上上一款呢？”“我们开始只采取竹子根部以上第五节至第
八节为原料，在这之前，第九节我们也是采用的。““这有什么差别吗？”“你会发现第九节和第八
节的韧性有着跳跃性的衰变。”“哦！”我若有所思。
　　我数了数这盒牙签，加上我又含到我嘴里这根，不多不少，刚好200根。
11、这本书可谓名副其实，不过个人认为有些问题探究得不够深，以专栏评论方式写下对社会问题的
理解，形式更容易被大众接受，但正由于此，其中经济思想却不够深刻，当然，或许是个人的经济学
知识不够扎实而致无法完全领悟其中的思想吧。
12、观点和研究方法很有启发，但是翻译看着好辛苦⋯⋯
13、: �
F0-49/7842
14、有时候现代化并非椒什么 灵丹妙药。
    易洞很妙啊。
15、每个人读完这本书后都会有收获的。
16、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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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虽然是在挂了经管牌子的机构工作，我的专业背景和经管专业却相去甚远，拿起这本小书一半是
同事推荐，另一半则是强迫自己去读“令人讨厌”的经济学书。没想到一拿起来竟然舍不得放下了，
这实在是本有趣而又有用的书，一扫我因误解经济学只是数字而产生的恐惧感。每个人都习惯从自己
的角度去看生活，正如木匠看到松树想到的是木材，而植物学家想到的则是它所属的科，经济学家则
想的是这棵树的成本和利益。我长久习惯了把生活看成上班、下班和游玩等之间的相互交织，偶尔也
看看新闻抱怨下房价、物价上涨，关注下薪水、社会制度和犯罪等问题，却少有耐心去听经济学家对
社会做的分析。在我看来，经济学家都是从宏观角度看问题，哪里有什么时间来理会我们这些小百姓
，即使有关心的人，他们的那些宏观大论大概也是胡说八道，对实际的生活不起任何作用。我想，和
我抱有同样想法的人肯定不少，作者肯定也听到过诸如此类的抱怨和嘲笑，不然他也不会在11个专题
中单独列出一个专题来讨论经济学家的荣誉和面临的尴尬。在人们印象当中，经济学家多半是政府的
参谋，鲜有经济学家讨论经济学在琐细生活中的作用，而作者加里所关注的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人力资
源、种族歧视以及犯罪等公共事务长久也来也备受争议，直到他在92年因此方面的研究工作获得诺贝
尔经济学奖以后，这一局面才得到改善。换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些原本被认为只应当属于政治家和社
会学关注的问题，加里给出的分析更为透彻和实际。几乎所有的利益集团在解决社会问题上都是为了
维护自身集团的利益——不管这利益是眼前的还是长远的，因此，对于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往往是相
互冲突的，这些方案的目的不在于从根本上去改善社会环境，而是出于利益需要去解决其中的一些问
题，这样的解决方案或许可在一定时间内看似平息了问题，但可能已经埋下祸端，在未来对社会造成
更大的损失。加里处于中立的立场，他撰写专栏（这本书是选编了他在《商业周刊》上的专栏文章）
初期也不急于给出解决公共事务的方案，后来他从朋友那里获得启示，决定对问题提供改良的建议，
不过，他还是力图从分析社会问题的诱因来引导人们重新认识这些社会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最
后让他给出的那些建议自然浮现，水到渠成。本书谈了11个主题，包括政府管制与自由化、移民与劳
工市场、人力资源和学校教育、家庭问题、种族歧视、犯罪和毒瘾、利益团体和政府决策、政府和税
收、国际贸易和国际协议、股票市场和经济衰退以及最后一个小小的类似自我说明的经济学家专题，
每个主题都试图用一些案例和现象引导人们重新看待生活中的问题，探讨这些问题的成因和影响因素
。如果不看作者的分析过程，往往会对最后的结论部分大吃一惊，但跟随作者仔细分析后，很多时候
会自然而然的赞同他的建议。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多的社会问题开始涌现，加里的专栏稿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人注意，人们通过多种方式与他交流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加里关注的问题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
，因此才引发了人们对这本书的关注。当然，经济学家并不是万能的，虽然人们希望有一个好心的上
帝替他们做出判断，但经济学家显然不是这样的上帝，而且也没有任何人或集团可以充当这一角色。
生活的变革是如此之快，人们不能希望某个解决方案一劳永逸，经济学家可以做的就是告诉人们看待
问题的角度和方法，政府和公众则需要综合方法来不断改善我们的生活。生活没有定则，但充分了解
各种规则却是前提。这本书教给我的不仅仅是了解经济学的另一面，同时也教给我一些看待问题的方
法。我们往往对一些问题匆忙下结论，或者书呆子气的对一些问题给出理想状态的解决方案，却发现
最后事与愿违。我在工作中作过太多事与愿违的事情，这些错误几乎都是自己不切实际的想法造成的
后果。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被书中精彩的分析所吸引，甚至忘记自己是在读一本曾经会让自己
畏惧的经济学书，自觉读后受益匪浅，这种读书的乐趣和收益并不是所有的书都可以带给读者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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