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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個天天都用得到的生活經濟》

内容概要

經濟學 = 枯燥的數字 + 繁瑣的公式 + 複雜的圖表？
不！作者透過120個生活小故事，帶您掀開經濟學神秘的面紗，讓經濟也能很生活。由日常生活經驗中
找出經濟學概念，悠閒看故事、輕鬆學概念，「棘輪效應」、「配套效應」、「鯰魚效應」、「消費
詐欺」、「木桶原理」⋯⋯等經濟學專有名詞一點都不難，下一個「生活經濟學達人」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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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黃曉林
畢業於東北大學，管理學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為科普經濟學和企業人力資源管理。近年來編著出版有
《一口氣讀懂經濟學》、《趣味經濟學100問》、《圖解宏觀經濟學》、《最神奇的經濟學定律》等多
部經濟類暢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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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經濟學要解決的問題，是人類最基本、最重大的問題：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個人的生活與工作都
離不開經濟學。人類社會的基本問題是生存和發展，也就是不斷地用物質產品或勞務來滿足人們日益
增長的需求，而各種各樣的需求則來自於人的「欲望」。人的欲望是無止境的，要滿足欲望就得有滿
足的手段，經濟學把滿足人的欲望的手段，叫「資源」。相對於人的無限欲望而言，資源量是不足的
，這就是經濟學家所說的「稀缺性」。在過去的時代，解決人類的欲望無窮與資源稀缺這個矛盾的辦
法，是壓抑人的欲望；而現代社會解決這個困境的辦法卻是發展生產、增加資源的總量，以滿足人的
欲望，緩解稀缺。　　讓哪些欲望得到滿足，哪些欲望不得到滿足，這就是選擇的過程，被經濟學家
稱為「資源配置問題」。由於資源稀缺與欲望無窮的永恆矛盾，所以資源配置非常重要，而且永遠都
存在著如何作出更好配置的問題，而經濟學就是關於「資源如何配置的學問」。迄今為止，人類找到
了兩種配置資源的方式：一個是計畫，一個是市場。用計畫方法配置資源的經濟稱為「計劃經濟」；
用市場配置資源的經濟稱為「市場經濟」。　　總而言之，經濟學產生於稀缺性，它要解決任何一個
社會和個人都面臨的選擇或資源配置問題。因此經濟學是一門與我們每個人都密切相關的科學，這也
是我們要學習經濟學的基本原因。　　美國金融風暴席捲而來之後，臺灣各大企業都在裁員減薪。就
業形勢的嚴峻，致使在求職旺季，有不少應屆畢業生無法在短時間內找到工作。某商學院金融系的畢
業生丸尾說：「我投了六間銀行和兩家證券公司，三個月了都沒有回音。班上大部分同學也都還在到
處投履歷，沒有人收到錄取通知。」　　　　──為什麼會失業？　　公司中的A部門有一位員工，
技術能力屬於中上水準，但工作績效一直無法提高，因為他總是缺乏工作熱情。有一次，B部門需要
借調一名技術人員，於是A部門主管在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決定派這位員工過去。這位員工很高興，
覺得有了一個施展身手的機會。在派任之前，主管只對那位員工簡單交待了幾句：「出去就是代表我
們部門，也代表你個人。怎麼做不用我教，如果覺得無法勝任，打個電話回來。」一個月後，B部門
主管對A部門主管說：「你派出的兵還真棒！」「我還有更好的呢！」A部門主管在不忘推銷自己部門
的同時，也鬆了一口氣。這位員工回來後，部門成員都對他另眼相看，他自己也增添了自信。　　　
　　　　　　　　──木桶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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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愛因斯坦說：「如果你不能改變舊有的思維方式，你也就不能改變自己當前的生活狀況。」當你
用奧卡姆剃刀改變你的思維時，你的生活將會發生改變。在運用奧卡姆剃刀時應牢記愛因斯坦的一句
著名的格言：「萬事萬物應該都應盡可能簡潔，但不能過於簡單。」棘轮效应，消費者剩餘，內卷化
等幾個理論對我來說，還是比較新鮮的，有所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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