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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簡單經濟學》

内容概要

這是一本為一般民眾或經濟學初學者所寫的入門書。本書在美國熱銷並且翻譯成日語、瑞典語、韓語
、波蘭語、中文等多國語言，而這些盛況不難看出，我們對於「可讀性」的經濟學相關資訊，實具有
一種普遍性的需求。本書少了艱澀的專業術語、令人望而生畏的圖表，以及繁瑣的公式，讓它有別於
坊間的著作。《超簡單經濟學》係根據之前的版本做了番更新，並增加一個新的章節，我們絕對不只
是為了改變而改變，而前一版基本架構和表述所帶來的諸多獲益，更在這延伸後的版本中得到保留。
因此，這本《超簡單經濟學》是值得細細品讀的，甚至可以充分享受到浸淫其中的樂趣。
在許多複雜的領域裡，因為大多數人都算是外行，所以我們根本不想去經營這些領域，或是不願試著
發表些自己的意見。但是，每一個選民和每一個政治人物，卻會藉由選票影響經濟政策。我們無法選
經濟方面的議題，唯一可以挑選的即是在做出自己的抉擇時，決定究竟要做個學養豐富和有見地的人
，還是人云亦云且不學無術的牆頭草，而我們出版這本《超簡單經濟學》的用意，就是要讓各位更容
易成為前者。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其實並非難以理解，但卻很容易被我們所忽略，尤其在夾雜著政治和
媒體所用的那種難以理解的修辭時，就格外容易受到輕忽。有鑑於此，現實生活中的案例在本書可謂
俯拾皆是，而這則可以讓那些基本原理永銘在心，更是各種圖表或公式所難以望其項背的。
不管你是為了課程需要，抑或只是滿足自己對經濟的求知欲而閱讀本書，都應該知道本書是基於這樣
的理念而寫的：它不僅可以讓你體驗到放鬆的滋味，更可以讓你樂趣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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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湯瑪斯·索威爾，現任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胡佛研究中心（Hoover  Institution）資深研究
員（Rose  and  Milton  Friedman  Senior  Fellow）。於1990年，獲得美國企業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頒發之法蘭西斯．鮑伊爾獎  （Francis  Boyer  Award），並於2002年得到美國國家人
文獎章  （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  ，肯定在經濟學、歷史學、政治學多元化學術領域的成就。美
國知名歷史學家約翰遜  （Paul  Johnson）  也稱讚其為「美國最重要的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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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什麼是經濟學？有些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可應用在許多不同的經濟體系─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封建
制度，或是其他任何型態下的經濟體─並且對於各式各樣的人民、文化和政府也一體適用。比方說在
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的統治下，那些會導致物價水準上揚的政策，到了幾千年後的美
國，仍舊會導致該地物價的走升；至於租金管制（rent control）方面的法律，則不管是在香港、斯德
哥爾摩、墨爾本還是紐約，都會產生十分類似的結果，因此，無論是印度抑或是歐盟諸國，農業政策
大抵上是相同的。在此同時，經濟實務上的差異，也會隨著國家的不同而顯現。蘇聯（Soviet Union）
時代的製造業為什麼會在手上擁有將近一年的存貨，而像豐田（Toyota）之類的日本公司，手上的供
應品存貨才足以維持幾個小時，不過，新的零件和設備卻可以在一天之內的各個不同時段抵達工廠，
再立刻加以安裝並組合成汽車。在經濟學裡，我們可以用一種以上的方式看出其模式為何，或是解開
撲朔迷離的異常處。它的基本關切事項包括了整體社會的物質生活水準，以及由個人和團體所做出的
特定決策又會如何影響這些生活水準。這麼做的方式之一，即是從他們所創造的誘因這種角度出發，
詳加檢視經濟政策和經濟制度，而非只是檢視他們所追求的目標，這表示影響力的重要性要遠甚於意
圖或是目的─但這兒所說的影響力並非單指即刻的結果，也包括決策、政策和制度所產生的長期反響
。實際上每個人都認同經濟學的重要性，可是對於什麼是經濟學卻莫衷一是。比方說在我們對經濟學
所產生的諸多誤解中，有一個即是這樣認為：所謂經濟學即是告訴我們如何賺錢、如何經營一家企業
，或是如預測股市起伏的一門學問。可是，經濟學並不是個人財務或企業管理，而且對股市起伏的預
測也得還原到一套可以依循的原理。要想知道何謂經濟學，我們首先便得知道什麼是經濟結構。或許
絕大多數的人都認為，經濟結構即是一套把我們日常生活所使用的財貨和勞務加以生產和分配的體系
，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對的，可是正確度卻不夠充分。伊甸園（Garden of Eden）也是一套財務和勞務的
生產以及分配體系，但是它卻不算是一套經濟結構，因為在無限的豐盈中，每樣東西都唾手可得。換
言之，若是沒有缺乏，就沒有節約的需要，因此自無經濟學存在的必要。知名的英國經濟學家李奧尼
爾·羅賓斯（Lionel Robbins），即給了經濟學這樣一個極為標準的定義：經濟學即在研究如何有效運
用具有替代用途的稀有資源。換句話說，土地、勞動人力、資本和其他資源等，都可以用來製造產出
量，以決定一個國家的生活水準，而經濟學即在研究，使用上述資源的相關決策對我們所產生的影響
。這些決策和它們的影響，可能比資源本身更為重要，否則為什麼會有天然資源豐富的窮國，以及像
日本與瑞士這樣天然資源相對稀少，但人民生活水準卻很高的國家。以烏拉圭（Uruguay）和委內瑞
拉（Venezuela）來說，其天然資源的人均價值是日本和瑞士的數倍，但後者的人均所得卻大約是烏拉
圭的兩倍，同時更是委內瑞拉的數倍之多。會影響到上述結果的決策並非只限於個人的、產業的，或
是農業企業集團的決定，抑或是政府的政策，在其他會影響到經濟成果的重大決策中，尚包括決定社
會得具備哪種永續性的制度，才能有效做出上述決策─亦即決定哪種經濟體系、在哪種法律體系下運
作，以及又由哪種政治體系控制等等。在分析所有的這些決策，以及檢視其影響的證據時，最重要的
是自始至終都得牢牢記住，我們所使用的資源十分稀有，也具有替代性用途。不論我們的政策、慣例
或是制度如何─它們是否明智或是否崇高都無關宏旨─我們手上所擁有的東西都不足以普及於每個人
，以滿足所有人的欲求於極致。在這樣的狀況下，「需求得不到滿足」，乃是先天性的，無論我們是
處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封建制度，抑或其他類型的經濟結構中皆然。上述這些不同的經濟結構，
只是代表交易的制度性手段不同罷了，而它們在任何經濟結構中都是無可避免的。經濟學所談的，並
非純粹以消費者的角度，探討如何處理財貨和勞務的現有產出，它也關乎如何由稀有的資源中製造那
些產出─把投入給轉化為產出。因此，經濟學的核心不僅涵蓋了「稀有性」，更包括「替代性用途」
在內。如果每一項資源都只有一種用途的話，那經濟學便會變得簡單許多，但就拿水來說，我們便可
以用它來製成冰或水蒸氣，也可以和其他東西結合成無以數計的混合物和化合物。同樣的道理，我們
不僅可以從石油裡提煉出汽油、煤油和柴油，還可以得到塑膠和凡士林。還有，鐵礦也可以用來製造
各式各樣的鋼製產品，從夾紙的夾子、汽車，一直到摩天大樓的骨架都是，範圍幾乎無所不包。剛才
說過，每一種資源都有許多項用途，那麼在每一種資源中，每一項用途各應該分配到多少的數量？每
一種經濟結構都必須回答這個問題，而且每一個經濟結構都會多方設法回答它，只是有些方式合乎效
率，有些則否。我們所追求的，無非就是如何以符合效率的方式進行這過程，而經濟學的精神亦盡在
其中。經濟結構如果不同，就必定會以不同的方式做出有關分配稀有資源的決策，而且，這些決策也
會對全體社會的生活產生迴響。比方說在蘇聯時代，該國產業所使用的電力要比美國的使用量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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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所製造的產出量卻小於美國，同樣的，蘇聯製造業會使用更多的鋼材、水泥和其他資源，但所造成
的產出量卻遠遜於如美國、日本或德國之類的國家。在把投入轉化成產出的過程中，如果出現這種缺
乏效率的情形，就會進而降低該國的生活水準，即使天然資源豐富的國家也無法倖免，其中還不乏天
然資源冠絕全球的國家。雖然「經濟學」一詞會讓某些人聯想到金錢，但對整體社會來說，金錢不過
是完成實質性事物的一項工具而已，否則政府只要猛印鈔票就可以讓我們每個人都富足起來。決定一
個國家貧富的關鍵因素並不是金錢，而在於財貨和勞務的數量。其實經濟非關特定個人或特定企業的
財運，所談的是全體社會在物質條件上的福祉。比方說當經濟學家分析物價、薪資、利潤，或是國際
貿易餘額時，他們的立足點就是，經濟體中各個不同部分的決策會如何影響到稀有資源的分配，而造
成整體民眾的物質生活水準究竟是提高抑或降低。經濟學並非純然把主旨放在意見的表達或情緒的宣
洩上，它是在你以某特定方法做某特定事情時，針對所發生的事進行有系統的研究。在經濟分析中，
像奧斯卡·藍吉（Oskar Lange）之類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所使用的方法，在任何基礎架構都和傅利
曼（Milton Friedman）之流的保守派經濟學家所使用的方法殊無二致，而本書所談的，就是有關這些
基礎的經濟原理。經濟學中存在著各種爭論，一如科學界那樣。這並非意味經濟學的原理只是一種意
見或觀點而已，相較之下，任何超過化學或物理學之基本原理的部分，則只能算是一種意見。經濟學
是一種分析的工具，以及一套禁得起檢驗的知識主體─當然它的原理皆衍生自這些知識。在做出經濟
方面的決策時，未必會牽涉到金錢。當一支軍中醫療團隊抵達戰場並發現士兵滿是各種創傷之際，他
們所面對的正是典型的經濟學問題：如何分配具有替代性用途的稀有資源。我們不難發現，那兒永遠
都不會有足夠的醫生、護士或醫務輔助人員來回走動，也永遠不會有足夠的醫藥用品，有些傷患瀕臨
死亡，被救活的機會少之又少，然而其他人如果立刻得到照顧的話，就有得到拯救的一絲希望，另外
，也會有一些人只是小傷，無論是否立刻得到醫療的照顧，很可能都會復元。如果這支醫團隊未能有
效率地分配他們的時間和藥物，有些傷兵便會面臨沒有必要的死亡，還有，如果把時間都耗費在照料
那些沒有急切醫療需求，或是傷勢嚴重到無論施以任何救助都難逃一死的人時，同樣的憾事也會發生
。生命並不會問我們想要甚麼，它只是把選擇提供給我們，而經濟學則是試著讓我們做出其中大部分
選擇的途徑之一。中國大陸和印度曾是歷史上最貧窮的兩個國家，不過到了二十世紀末，當他們從根
著手而在經濟政策上做出大幅改變時，這兩個國家的經濟便開始呈現顯著的成長。估計在十年之內，
將有兩千萬的印度人會從窮困中站起來，同時每個月都會有一百多萬中國人擺脫貧乏。像這樣的事，
即是讓經濟學的研究顯得無比重要的因素所在。...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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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如同书名，这真是一本超简单的经济学读物。本书以经济学的基本结构为骨架，以生活中鲜明事
例为血肉，从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等各方面生动而严谨地阐述了
经济生活中的许多基本原理和热门话题，涵盖个人，家庭，千业，社会等方方面面，简单明了又趣味
横生。
2、这本书给人感脚就是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
3、看完这书我有转行学经济的冲动。是一本非常好的开启民智的好书，建议大家都读一读。
4、简单易懂的语言，介绍了整个经济学的理论。看起来不枯燥
5、常识~~
6、逻辑清晰，用例经典，言简意赅。在我来看，如果能读完并记下内容，大概用来唬唬我这种国内
普通一本本科经济学的无脑女生是可以了。
7、值得反复看好多年的书，颠覆很多思维定势，搞经济的牛逼啊！！！
8、从周四开始读，到周日居然读完，此书很引人入胜
9、入门级的书，有很好的启蒙作用，原来一直觉得经济学很抽象，对生活没什么用，书里却给出了
一些活生生的例子。书里的段子前后有些重复，不知道作者自己发现了没有。
10、在手机上看的电子书，应该就是这个版本。对于我这种仅凭一时热血对经济学产生兴趣的人来说
，这本书确实很合适。书中例子生动，语言并不晦涩难懂。介绍了许多超级经济学大师和其著作，为
以后进一步的学习提供了目录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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