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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經濟復甦到冒泡，GDP高達9.8％　　但是工作還是不好找，前途仍然很渺茫　　為什麼沒有經濟
轉好的感覺呢？　　因為我們抓不住、看不準這場「無感經濟」的脈動。　　讓國際頂尖趨勢大師指
導我們　　如何建立經濟觀念、觀察經濟現象、看清投資方向及掌握工作機會　　世界經濟在60年代
迅速發展，經濟學家稱為「繁榮期」，直到1973中東戰爭爆發後，導致生產不足，商品奇缺，物價上
漲，失業劇增。加上，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相繼取消了「金本位制」代之以紙幣，且普遍推行「凱恩
斯主義」的赤字財政策略，至此，世界經濟便邁向「通貨膨脹」的不歸路。　　這裡有個弔詭之處，
通貨膨脹的同時，歐美已開發國家的薪資水準卻沒有對等的增加，一般人民支付能力相對縮小，社會
供需關係嚴重失衡。換言之，歐美開發國家普遍陷於低增長、高物價、高失業並存，即「經濟停滯」
與「通貨膨脹」並存的困境中。然而，亞洲的日本、韓國、台灣卻因為低廉的勞力及韓戰、越戰的陸
續爆發而高速增長，而後中國更成了世界工廠。　　中國及發展中國家釋出大量廉價勞力下，歐美各
國本就不能再在勞工價格取勝，而要在勞工素質上取勝。然而，這些已開發國家卻無心也無力於生產
力的提升，反盡舉國俊才投身於貨幣操控及金融槓桿的遊戲，而終導致2008年起的世界金融危機迄今
。　　世界金融危機後，我們應該如何在這薪資、所得不增，分配惡化的不穩定金融體系中，掌握未
來的投資及工作機會？作者榮恩．路．馬卡斯（Ron Lou Marcus）從正確的「經濟觀念」談起，例如
：「慢」的觀念、寵愛自己、贏在「軟」及「巧」⋯等，觀察各種經濟現象後，例如：「針對性」的
消費新族群、中產階級淪為債奴（屋奴、卡奴）..等。從而提出經濟的趨勢，例如：不以愛情為基礎
的結婚經濟學、消費極端化⋯等，及對未來商機及工作機會的預測及看法。　　「最早知道」是「最
快成功」的秘訣 觀察與遠見比現在的事業更形珍貴。

Page 2



《大師偷偷教抓住無感經濟下的大泡沫》

作者简介

　　榮恩．路．馬卡斯（Ron Lou Marcus）　　一九五六年澳洲出生的法國裔作家，二十多歲時曾擔
任過財經記者，後來在澳洲知名管理顧問公司任職，以經濟趨勢、時勢議題成為受歡迎的邀約演講者
。文章發表於不同層面，內容涵蓋經濟各項議題，尤其對於亞洲經濟模式有獨到見解。　　■譯者簡
介　　張美琴　　台大企管系畢，財經類專業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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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編輯手札 自序 一、建立經濟觀念 「軟」／「巧」／「慢」 寵愛自己／撇開資訊焦慮症 消費與價值觀 
消費者變精明 二、觀察經濟現象 「女性消費」掀動經濟蓬勃 狗仔橫行─無所不在的第三隻眼 綠色產
業／山寨稱王 「窮」的優勢 北韓邊境新商機 三、掌握商機及工作機會 中國動漫業 山寨系／療傷系 熟
年族／都會美型男 小皇帝（小公主） 大人玩具經濟學 四、預測經濟趨勢 「牛仔惠勒」型 消費極端化
達人 西班牙文繼中文後成為國際主要語言 結婚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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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以戀愛為基礎的結婚經濟學　　Amanda是一位精算師，無論做什麼總喜愛講求數字，「因為這
樣才好計算。」她經常把事情轉換成可以計算的單位，認為這樣可以用數字的客觀性，來闡明本來抽
象的或不好解釋的問題。「將抽象問題轉化為可以計算的問題，能讓人更輕易明白。」近年她更大言
主張：「結婚，也是一門經濟學，用經濟的觀點看待婚姻更加實際。」　　她引經據典解釋自己的理
由；2000年當卡爾森Carlsson確定了「Dopamine」為腦內資訊傳遞者的角色，不但使他贏得諾貝爾獎
，也讓科學家以實驗證實一件關於「愛情」的事；所謂「愛情」實為人的腦子分泌Dopamine的結果，
而「愛情」帶來的甜蜜感通常不超過三年，因此，愛情實難以成為婚姻的單純訴求。而現實中，多數
人也並不把愛情當作婚姻的基本要素。　　「所以，愛情與婚姻其實是兩件事，」Amanda下個定論：
「婚姻是種共同生活，而彼此能共同生活，還要有相當多的數字『條件』，這些『條件』包括經濟基
礎、價值觀。」　　朋友中不同意者當然大有人在，於是我問她：「結婚是兩個人戀愛的美麗結果，
應該用幸福感來衡量，而不是用經濟學將它數字化，妳用數字衡量，未免把結婚詮釋得太世俗了。」
　　「其實不然，」她反駁說：「我只是用經濟學的觀點把結婚轉化成一種讓大家一眼看上去就知道
的公式，例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爾（Gary Becker）早在1981年也將經濟學導入婚姻行為並且分
析，寫下《家庭論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她繼續解釋：「至於結婚的本質，我當然沒有曲
解它的原意，也沒有把結婚當作一種純粹的經濟現象。想想看，兩個人一起過生活，總比一個人好多
了，這就是1+1大於1的道理，但是選擇終身伴侶絕對不可只以愛和感覺為基礎，當其它因素都可以滿
足你的實際需求時，你心目中的愛情自然就會來臨。就連《國民快樂總值Gross National》數字分析也
可以證明，「1+1」的快樂值比「1」大過太多了。」　　「好伴侶怎麼可以跟自我價值取向相吻合？
」另一位朋友也反駁了：「如果愛不是結婚的唯一理由，怎麼可能有一個美好的婚姻；如果不用愛來
營造一個終身的關係，又何必結婚？寵愛自己比等待被寵愛來得容易。 」　　「好伴侶要符合自我能
力的評估，」Amanda笑一笑，說：「簡單來說，所謂結婚經濟學，就是由一男一女組成家庭，若把這
個家庭比喻成一個集團，那麼這一男一女就是這個集團中的兩個活動主體，等到將來有了小孩，這集
團中的活動就由他們共同分擔。每個人分開生活花費是很多的，全家人聚在一起，就可以減少開銷，
比如每一個人分開吃飯，一個人吃兩道菜，三個人就要吃六道菜，但如果全家人在一起吃飯，只要準
備2-3道菜就可以了。而且兩個人在一起的主要目的，除了在一起的幸福感之外，就是製造後代，也就
是『集團』裡的『生產工作』，除了『生產工作』，還要盡可能『提高產品品質』，這就是把結婚比
喻成經濟學的觀點。」　　「還有，戀愛的兩個人一旦決定結婚，是要考慮很多問題的，小孩就是一
個很重要的考慮因素，而生了小孩之後，又想讓小孩得到比較好的生活和教育，這又是一筆比較大的
開支。所以結婚並不是一件簡單的兩廂情願，還要考慮很多因素。但用經濟學的觀點分析，絕對是可
以行得通的，這就是所謂的結婚經濟學。」　　朋友問：「經濟學有這麼重要嗎？以結婚經濟學為基
礎而結合的夫妻，一旦沒有共同的生活目標，又怎麼能夠長久走下去？」　　語不驚人死不休
的Amanda輕鬆回應：「讓我這樣解釋講好了；根據調查顯示，60%的人是各自成長的，如果已結婚數
十年，大家雖住在一起，但是心靈上會各自尋求學習成長機會，難道你想要一輩子追求嫁（或娶）一
個和自己思想一模一樣的人？基本上這個世界有兩種人：一種是致力於個人成長的人，另一種則是尋
求舒適生活的人。無論是哪一種人，大多數人都把個人的目標享受擺在第一位，在與他（她）決定走
進結婚禮堂前，你必須要知道這點，把某種程度的自我犧牲當作『必要投資成本』，這會讓你的日後
利益的『損傷』減至最低。因為愛情是一種虛無飄渺、沒法數量化的東西，它往往來得突然，消失地
也快，若要『穩定長久經營』要有方法。」　　「什麼方法？」　　「經營婚姻要像『經營事業』，
例如當你失去了愛情，也就是本金，對於男女性關係的生理需要（等同於『必要成本』），也就是人
權的基本需要，我認為世俗男女解決的方式不失為最好的解決辦法；包括買春、一夜情、外遇⋯等。
社會本來就不應該對於人類的基本生理需求過於譴責或壓抑，因為一旦用高道德抑制它，產生的負面
惡果更加巨大，包括性病、愛滋病、墮胎、非婚生子、低生育率、高離婚率、甚至社會案件等等，到
時候，付出的成本就不是每一個人負擔得起的。」　　大家聽得目瞪口呆，但也沒法再說些什麼話。
結婚，對於某些族群來說，確實已經可以用經濟學的觀點來闡釋了。　　愛情是自古以來被歌頌、讚
美的詩篇，用俗氣的經濟學角度來看待神聖婚姻及崇高的愛情，的確讓人難於接受。但無論如何，這
正是「人比豬肥」或「豬比人瘦」的邏輯一樣，豬只怕肥不了，而瘦的人卻老覺得自己看起來比豬還
胖，究竟是人看不起豬，還是豬不想和人一樣呢？事實上，從不同角度看同一個問題，總會得到數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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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結論；在文學家的眼中，「愛情是嘆息織成的煙霧（莎士比亞）」，而用經濟學的眼光觀察，
愛情婚姻又會變成什麼樣的情形呢？　　一位法國作者在書中闡述結婚經濟學的理論極為貼切：「婚
姻是由一男一女兩個生產要件所組成的家庭企業，其中的許多活動由夫妻甚至是小孩共同分擔，藉由
共同生活以降低成本。而且，婚姻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為了製造後代子嗣，且要儘可能提高品質。換言
之，當婦女的薪資愈高時（有可能是來自教育程度愈高），已婚的婦女就愈有心投入職場，也就是犧
牲工作待在家裡帶小孩的機會成本愈高，所以就愈不想在家帶小孩。萬一生了小孩，就希望教得好養
得好，那就得增加開銷。如此一來，小孩自然晚生或者少生。這也正是保守的亞洲國家生育率持續降
低的原因。」　　另外，以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待婚姻，當初戀愛時必要的高額開銷，例如鮮花、禮物
、約會等等，結婚後自然就省下一筆不小的費用了，所以藉由共同分擔、一起生活以降低成本，無怪
乎愈來愈多年輕人開始信奉「結婚經濟學」理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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