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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礼经济学》

作者简介

乔尔·沃德弗格
　　艾伦克朗兹讲席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商业与公共政策学科带头人。他著有《市场
专制》一书，还是报纸评论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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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礼经济学》

书籍目录

写在前面第一章 尽管送礼是出于好意⋯⋯第二章 送钱还是送礼品?　现金就是完美的吗?还是送礼的人
能打败现金?　超越现金的礼物第三章 节假日消费如何计算?第四章 送礼如何送对人?第五章 为什么一
定要送礼：收礼人怎么想?　政府补助　个人送礼　现金以及送礼的动机第六章 哪个国家送礼最多?　
基督教国家中的节日支出是浪费吗?第七章 过节要花多少钱?　圣诞节期间人们花了多少钱?第八章 节
假日如何存钱?　借款不好吗?第九章 节假日该买什么?第十章 为什么过节越来越累?第十一章 别再抱怨
送礼了!　送礼是自愿的，因而必然是好的　如果送礼是无效的，那怎么还会一直存在呢?第十二章 直
接送现金和购物卡吧!第十三章 香蕉法则第十四章 如果你真想送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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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礼经济学》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尽管送礼是出于好意⋯⋯　　每年的l2月都会出现同样噩梦般的景象。首先是冷冷清清的
商场里堆满r价值上百万美元的商品；商场外围满了顾客，里三层外三层，形成了一个周长足有1 000英
尺的圆圈。而后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股红色旋风，当然受这股旋风袭击的是商场而不是人群 突然之间
商场的衣服、家电、书籍、DVD等商品都被卷人了空中。这股旋风迅速着陆，然后重又升回到空中，
随后这些商品就像下雨一般轻轻降落到了人群中。　　“嘿!我得到了一个烤箱。”人群中有人喊道。
　　“看，我得到了一件红色的毛衣，但不是我穿的号，也不是我喜欢的颜色。”另一个说。　　“
瞧，我得到了一条唱歌鱼。”　　这都是些幸运儿。　　让人感到惊奇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受伤，每
个人都得到了某件东西，而且商场大楼和商品也没有受到任何损毁。然而在收到免费东西的兴奋过后
，人们才意识到他们得到的并不是他们想要的。　　我带着写字板在人群中到处询问人们对他们所收
到的东西愿意支付多少钱。结果发现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或者在读了商品的包装说
明以后才意识到这是他们需要的。除此之外，大部分人对他们的意外收获并没有多大兴趣。就算是能
买得起，他们也绝不愿意花这么多的钱买这些东西。我对人们的回答作了记录，发现平均起来人们只
愿意支付收到的这些商品零售价格的25％。　　我很想对你们说不用担心，因为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
发生。然而，事实是它们的确发生了，而且在世界很多地方每年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股红色的旋风
就是圣诞老人。尽管他给孩子们带来了很温馨的感觉，然而他并没有把礼物送到最合适的人手里。因
此，他造成了大量的价值损失，就好比用价值上百万美元的商品换取了蜂拥商场的购物者们仅值25万
美元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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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礼经济学》

媒体关注与评论

　　读完《送礼经济学》⋯⋯我购买礼物的狂热度已经急剧下降了。　　——《上海日报》　　让我
们把问题留给一位经济学家，听听他充满热情的论证：为什么我们不应该送礼物，尤其在节假日期间
更无须送礼。　　——《洛杉矶时报》　　沃德弗格直击假日期间消费者的疯狂行为，并指出，强制
性的送礼不仅是一件很有压力、十分昂贵的事，而且在经济上也是十分不合算的⋯⋯这本形象生动的
书也许是黑色星期五期间值得买的一件礼物。　　——《出版商周刊》　　《送礼经济学》是一本快
速读物。这《送礼经济学》没有长篇巨幅，因此不会吓坏了那些非经济学出身的人。而且，《送礼经
济学》几乎不含经济学术语，如果你确实在《送礼经济学》中看到了专业术语，它们也是得到适当解
释的词语。　　——《华盛顿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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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礼经济学》

编辑推荐

　　节假日为什么要送礼？你会送礼吗？送礼如何恰到好处，又不浪费？圣诞老人不希望你读的书，
礼品店不希望你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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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礼经济学》

精彩短评

1、这本书很不错，值得购买。
2、讲得真好，还是送购物卡吧。但是如果比如女朋友要礼物，你还是妥妥地买吧。
3、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4、若单从经济学角度看，是本不错的书，但她不是很适合中国的国情
5、看不懂
6、我感觉，要是能让中国人不送礼，那就真是2012了。
这玩意就是情之所至礼之所及，想送就送呗，有没有必要考虑那么多想法.....
7、看上去很旧的样子，像旧书啊
8、一本小书 值得一读
9、这年头谁都爱套用个“经济学”，但实际上是在讲别的，这本书倒还真是在讲经济学，想看厚黑
学的还是别买这本书了
10、很新颖，圣诞节的红色炸弹。送出去的礼物对于收到者来说只值价格的20%？？！！
11、　　作者认为，如果了解收礼人，送对礼物的话，礼物在效用上要高于送现金（心理增值）。但
是大多数送礼行为是在不了解收礼者情况下发生的，由于收礼者对礼物的估值（满意度）低于市场价
格，会造成“净损失”。
　　
　　 考虑到送现金存在一定的社会阻碍，所以作者提出送一种改良的购物卡。购物卡可以使送礼达到
预期收益，并且方便使用者购买符合自己的商品，尤其是小孩和老人，从而更具灵活性。
　　
　　改良过的购物卡，可以将过期的余额自动转至慈善机构。从而将零售企业的意外之财，转变为对
社会边际效益最大的产物，从而造福社会。
　　
　　 同时，作者认为，因为富人对金钱的边际效益太低，所以应该将送给富人的礼物改成只能向慈善
机构捐赠的礼物卡。从而引导现金的边际使用效益提高。
　　
　　读后感想：送金钱及礼物卡是可以计量的，是一种市场规范。而送礼物是一种社会规范。使用社
会规范更有助于表达感情，维系联系。单本书并未对此疑问作出解答。
12、没用！！
13、内容比较空洞，不是我想看的那种
14、送礼经济学，书对我们的实际生活很有帮助
15、送礼的最好结果就是复制收礼人原本用这些现金会作出购买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满意度
超出预期的也是两种方式 搜寻 许可（许可需要关系较为亲密。如老公想买xx，老婆不给，后允许）
16、标题党啊
17、送礼是不对的 所以该叫“吝啬经济学”
18、堆砌事实，并没有什么观点
19、以前觉得老外的书说的多、轻松、通俗易懂，现在觉得漫天废话
20、断舍离中毒后，送礼只觉得消耗品好，或者礼品卡，现金。哎
21、翻译的有点儿生涩，不过很多数据支撑，有点儿可读性。
例子里有点儿套概念的感觉
22、　　首先，题目就这么不得我心！scroogenomics为什么不能是吝啬经济学或者正当花钱经济学？
就是问了迎合那么一部分人的好奇心么？“送礼”完全扯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个别众多现象了，结
果招来路过同学一个个鄙视的目光和心里恶心的心声。
　　
　　说是经济学，其实里面扯到经济学的内容实在是少之又少，边际效益递减？“恩格尔定律”？机
会成本？oh god。
　　
　　其实这就是西方社会劝人向善的书，让天朝子民看到后不由得部分对本土富一二代们白眼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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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礼经济学》

“要把圣诞送礼作为一种向善的动力”，话说的多么好啊。“全世界送礼的人联合起来！你们失去的
只是个人利益，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的满意”，再次，基调由反对大节日人人们送礼上升到为全世界
人民服务的高度上，一篇入党积极分子的正统思想回报终于铸成。辞职，敬礼。
　　
　　婚礼上的礼品登记薄倒是个不错的点子，以后每个位高权重的都来个登记簿，以防哪个不小心的
送错了东西。
　　
　　其实，从取人所长，不责人所短的角度看，本书不至于那么差劲。关键是花费了我一个半小时的
美好时光让我过意不去。
　　
　　从边际效应递减处想，既然你送的礼不能让收礼人获得本可以获得的足够的心理收益，你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以自己或他/她的名义将这份送礼的钱作为为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幸福或者是减轻
痛苦处想奉献了呢？
　　
　　酒后之言，难免有不当之处。
　　
　　
23、觉得只要看2个章节就好了。。不对 几页就好了
24、这本书好在哪里，好在哪里。。。
25、作者认为，如果了解收礼人，送对礼物的话，礼物在效用上要高于送现金（心理增值）。但是大
多数送礼行为是在不了解收礼者情况下发生的，由于收礼者对礼物的估值（满意度）低于市场价格，
会造成“净损失”。
考虑到送现金存在一定的社会阻碍，所以作者提出送一种改良的购物卡。购物卡可以使送礼达到预期
收益，并且方便使用者购买符合自己的商品，尤其是小孩和老人，从而更具灵活性。改良过的购物卡
，可以将过期的余额自动转至慈善机构。从而将零售企业的意外之财，转变为对社会边际效益最大的
产物，从而造福社会。
同时，作者认为，因为富人对金钱的边际效益太低，所以应该将送给富人的礼物改成只能向慈善机构
捐赠的礼物卡。从而引导现金的边际使用效益提高。

???送金钱及礼物卡是可以计量的，是一种市场规范。而送礼物是一种social 规范.
26、原文版貴，還是簡體版便宜得多，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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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礼经济学》

精彩书评

1、首先，题目就这么不得我心！scroogenomics为什么不能是吝啬经济学或者正当花钱经济学？就是问
了迎合那么一部分人的好奇心么？“送礼”完全扯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个别众多现象了，结果招来
路过同学一个个鄙视的目光和心里恶心的心声。说是经济学，其实里面扯到经济学的内容实在是少之
又少，边际效益递减？“恩格尔定律”？机会成本？oh god。其实这就是西方社会劝人向善的书，让
天朝子民看到后不由得部分对本土富一二代们白眼以向。“要把圣诞送礼作为一种向善的动力”，话
说的多么好啊。“全世界送礼的人联合起来！你们失去的只是个人利益，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的满意
”，再次，基调由反对大节日人人们送礼上升到为全世界人民服务的高度上，一篇入党积极分子的正
统思想回报终于铸成。辞职，敬礼。婚礼上的礼品登记薄倒是个不错的点子，以后每个位高权重的都
来个登记簿，以防哪个不小心的送错了东西。其实，从取人所长，不责人所短的角度看，本书不至于
那么差劲。关键是花费了我一个半小时的美好时光让我过意不去。从边际效应递减处想，既然你送的
礼不能让收礼人获得本可以获得的足够的心理收益，你为什么，为什么不能以自己或他/她的名义将这
份送礼的钱作为为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幸福或者是减轻痛苦处想奉献了呢？酒后之言，难免有
不当之处。
2、作者认为，如果了解收礼人，送对礼物的话，礼物在效用上要高于送现金（心理增值）。但是大
多数送礼行为是在不了解收礼者情况下发生的，由于收礼者对礼物的估值（满意度）低于市场价格，
会造成“净损失”。考虑到送现金存在一定的社会阻碍，所以作者提出送一种改良的购物卡。购物卡
可以使送礼达到预期收益，并且方便使用者购买符合自己的商品，尤其是小孩和老人，从而更具灵活
性。改良过的购物卡，可以将过期的余额自动转至慈善机构。从而将零售企业的意外之财，转变为对
社会边际效益最大的产物，从而造福社会。同时，作者认为，因为富人对金钱的边际效益太低，所以
应该将送给富人的礼物改成只能向慈善机构捐赠的礼物卡。从而引导现金的边际使用效益提高。读后
感想：送金钱及礼物卡是可以计量的，是一种市场规范。而送礼物是一种社会规范。使用社会规范更
有助于表达感情，维系联系。单本书并未对此疑问作出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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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礼经济学》

章节试读

1、《送礼经济学》的笔记-第16页

        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由良好的愿望铺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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