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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岁前要懂得的88个经济学常》

前言

　　有一则笑话是这么说的：一群武校的学生要毕业了，老师告诫他们，“出去以后，千万不能和经
济学家过招，因为他们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这则笑话从侧面反映出了“看不见的手”是多么
的有力量。在经济学家眼中，市场会以它内在的机制维持其健康的运行。这些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
手，在冥冥之中支配着每个人，自觉地按照市场规律运行，我们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无法摆脱。　
　我们为什么需要学习经济学常识呢？　　英国文豪萧伯纳说过一句经典的话：“经济学是一门使人
生幸福的艺术。”　　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曾讲过：“我学习经济学是为了不受经济学家们的骗
。”　　经济学家坚持认为人是自利的，并能作出理性决策。所有人的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并且做
事情时会追求实现效用最大化。　　从生活的角度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懂得经济学常识。在超市里
，面对着收款台前一条条长队，我们需要判断哪一支队伍速度较快；在理财时，我们需要决定选择哪
一种或哪几种投资方式；为了争取一份满意的劳动合同，我们需要与老板讨价还价；为了获得理想的
婚姻，我们需要在茫茫人海中千挑万选——在作出这种种决定时，我们会有意无意地运用一些经济学
常识。　　通俗地说，经济学是一门帮助你思考的学问，它有助于你作出更好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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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35岁前要懂得的88个经济学常识》内容简介：你能想出生活中哪件事情和经济学没有关系吗？经济
学的核心就是成本与收益间的权衡取舍，对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来说，这是一门必修课。为什么选
择如此困难？因为你要付出机会成本；为什么明知错了还要继续？因为你舍不得沉没成本；为什么人
们需要一纸婚书？因为脆弱的事物需要契约保障⋯⋯生活中，你需要有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经济学不是复杂的图形与公式，也不是只存在于课堂上的知识，而是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打开
富裕大门的一把钥匙。基于此，《35岁前要懂得的88个经济学常识》作者致力于以清晰、有力的语言
，阐明有关供给与需求、私人所有权、交易，以及其他一些基本原理。提供给所有想要了解市场如何
运作、如何赚取财富，以及如何做好最佳理财决策的芸芸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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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有需求才会有市场——走进经济学　　01.“经济人假设”：经济学的基石　　西方古典
经济学中有一个“经济人假设”，认为人具有完全的理性，可以作出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它是
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之一，和“资源稀缺”假设一起构成经济学分析的理论起点，类似于数学里面的
“公理”，被人普遍承认而无须证明。　　197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修正了这一假设，提出
了“有限理性”概念，认为人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状态。　　经济人（希腊
语：homo oeconomicus），又称做“经济人假设”，即假定人思考和行为都是目标理性的，唯一试图
获得的经济好处就是物质性补偿的最大化。这常用作经济学和某些心理学分析的基本假设。　　它来
源于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一段话：　　“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
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
的话，我们不说我们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好处。”　　亚当·斯密还认为，人本身有一种“改良
自身状况的愿望”，“这种愿望，虽然是冷静的、沉着的，但是我们从胎里出来一直到死，从没有一
刻放弃过这种愿望。我们一生到死，对于自身地位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有一刻觉得完全满意，不求进步
，不想改良。怎样改良呢？一般人都觉得，增加财产是必要的手段”。　　之后，西尼尔定量地确立
了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约翰·穆勒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经济人假设”，最后帕累托将“经济人
”（Homo Oeconomicus）这个专有名词引入经济学。　　崇尚自由，崇尚个人的利益、理性和自由，
是人类的巨大进步和解放。以此为背景，提出的“经济人假设”以及市场经济原理，共同构建了经济
学的大厦，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财富的积累。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经济学理论与正统思
想教育不一致的地方。比如英雄人物的出现是每隔一段时间我们这个社会所要推出的一种精神力量，
但英雄的思想和行为很少符合“经济人假设”，那么各行各业如何去学习呢？又要结合实际来学，最
后的结果就是“不伦不类”。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公开地承认“经济人假设”，并将以此为基础的市
场经济理论充实到社会生活中。　　人都有自私自利的一面，经济学也是以人的自利性为基础的。人
的自利性也决定了每个人都有为自身利益考虑的倾向和冲动，否则人也就没有了前进的动力。所谓素
质的提高其实也就是如何克服自身的自私性而已。　　“经济人假设”，一定是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
，不能离开市场经济抽象地谈论。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如果你不承认“经济人假设”，就无法面对市
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弊端。如果承认这一点，就有可能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当然，
任何关于人的假设都不是全面的。“经济人假设”的实质就是对“人”进行抽象，是指为了经济学分
析、解释、推导的需要，对微观的人的特点进行抽象，并根据这种抽象分析其决策和行为。通过抽象
可以避免陷入对“人性”本身无边无际的争论，以更有效地讨论相关的经济学主题。　　问题在于，
这种抽象实际上就是将人不当成“人”，而是当成一个纯粹的“经济动物”，显然，这种“动物”本
身并不存在，所以局限难以避免。事实上，人所作出的选择，必须建立在他个人的社会经验、不断地
学习的过程以及构成其日常生活组成部分的个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因此，人的行为是直接依
赖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所以要从每个人的现实存在和他与环境的关系上去理解人，去
解释人的经济行为。　　02.供给与需求：最基本的经济学概念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经说
过：学习经济学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你只要掌握两件事，一件叫供给，一件叫需求。　　所谓需求
，指的是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的各种可能的价格下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该商品的数量。而需要指的是
消费者想得到某种商品的愿望。需求不是自然和主观的愿望，而是有效的需要，它包括两个条件：消
费者有购买的欲望和购买的能力。　　消费者有购买某种商品的愿望是因为该商品有满足人的某种欲
望的能力，即效用。一种商品要具有效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有用和稀缺。因此在每一个价格水平
下，消费者的需求量都应是给他带来最大效用的商品数量。　　研究“需求”对一个经济人来说有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让我们一起来看个小故事。　　鲁国有一对夫妻，男的编得一手好草鞋，女的织得
一手好麻布。有一天两口子决定到越国去发展。有人对他们说：“你们搬到越国去，恐怕会穷得揭不
开锅。”两口子不解：“为什么呢？”那人说：“草鞋是用来穿的，可越国人是光着脚板走路的；麻
布是用来做帽子戴的，可越国人是蓬头披发、从不戴帽的。你们虽然手艺不错，可是到一个用不着这
种手艺的国家去，不穷才怪呢！”　　从上面的小故事可以看出，如果你带着产品，去一个没有销路
的地方销售，那么，你面临的就只能是穷途末路了。所以，了解市场需求对商业经营有着举足轻重的
影响。　　但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光有需没有供也是不行的，同需求一样，供给在经济学上也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各词。　　供给指的是生产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下愿意而且能够提供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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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该商品的数量。这种供给是指有效供给，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生产者有出售的愿望和供应的能力。
　　如果说上面这些术语让你一头雾水、不明就里的话，我们一起来看个例子吧！　　有一年，市场
上的苹果供过于求，果农们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可是有一个聪明的果农却想到：要是我的苹果能够与
众不同，不就可以打开销路了吗？他想给苹果增加一个“祝福”功能，即让苹果上出现“喜”字、“
福”字等喜庆字样。　　于是第二年当苹果还长在树上时，他就把提前剪好的纸样贴在了苹果朝阳的
一面，如“喜”、“福”、“吉”、“寿”等。果然，由于贴了纸的地方阳光照不到，苹果上也就留
下了痕迹——比如贴的是“福”，苹果上也就有了清晰的“福”字了！　　果然在该年度的苹果大战
中，他的“祝福”苹果独领风骚，赚了一大笔钱！　　转眼到了第二年，别人也学会了他的做法，可
是这个果农更绝了——他早已将他的苹果一袋袋装好，且袋子里那几个有字的苹果总能组成一句甜美
的祝词，如“寿比南山”、“一帆风顺”、“祝您幸福”、“永远想念你”，等等。比起单调的一个
字，自然是这种带有成句的祝福语的苹果更受欢迎了。　　在这个例子中，供给者的意愿就是提供苹
果，他有一片苹果园，里面没有桃子、梨什么的，只能种苹果，所以，其他水果的行情与他无关。但
是，其他水果的价格也会影响他的生意，假使桃子更便宜，可能消费者就不吃苹果改吃桃子了；假使
梨更贵，那么消费者可能就不吃梨，吃更多的苹果，这些都会影响他的生意。在苹果上出现“福”字
，也算是生产技术的变动，其他果农没有这个本事，而这个果农的产品跟别人不同，销路自然就好了
。　　看到这里，你一定已经明白需求和供给这两个经济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了。它们在市场中起的作
用是非常巨大的，只有在供给和需求的互相平衡下，市场才会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在我们的生活中
，也同样离不开它们，正确了解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可以让我们的经济行为更趋理性。　　03.替代效
应：无可替代者价值最高　　当某种商品的价格下降后，这种商品相对于其他商品变得相对便宜，因
此，消费者会用这种变得相对便宜的商品去替代其他商品，这种影响就是“替代效应”。　　生活中
，此类替代效应非常普遍。生活用品大多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我们从经济实惠的原则出发安排生活。
萝卜贵了多吃白菜，大米贵了多吃面条。买不起真名牌，用仿名牌替代。有时替代效应与价格无关，
比如发生猪口蹄疫后，猪肉就很少有人买，用鸡肉等来替代。汽油价格涨了一次又一次，哪怕是满腹
抱怨，你也要排着长队等待加油，你能不加吗？　　同样是消费的性质，竟然会有不同的结果。萝卜
贵了，我们还可以有其他的菜的选择空间，我们可以用其他便宜的青菜来替代它，结果还是达到有青
菜吃的目的。可是汽油有同类的成品油替换吗？一般来说，越是难以替代的物品，价格越昂贵；产品
的技术含量越高，价格越高；彩电必须是厂家才能生产，而馒头谁家都会做。艺术品价格高昂，通过
拍卖还能达到更高的价格，是因为几乎找不到替代品。　　早在一个多世纪前，达尔文就在《物种起
源》一书中阐述“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如今，几代社会变革后，人类文明已经进入高度发
达时期，而“进化论”思想却体现得更为突出。快节奏的生活节拍，高竞争的市场环境，现代人同样
经受着“优胜劣汰”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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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35岁前，经济学的必备常识书，不论你是经济学门外汉、经济学院或商学院的学生、还是位居企
业界的决，策阶层，只要是关心财富的人，都能从《35岁前要懂得的88个经济学常识》中获益。　　
你想要成为聪明不上当的消费者吗？　　你想要成为投资市场中永远的赢家吗？　　你想在增加自己
财富的同时，也帮助其他人变得更富有吗？　　这《35岁前要懂得的88个经济学常识》可以帮助你了
解：　　怎样清醒地根据自己的意愿理性消费；　　职场中怎样才能迅速展现出自己的价值；　　经
商时如何权衡自己的投入与产出；　　如何才能让自己的现有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用：　　在社会交往
中怎样运用经济学理论；　　你为什么需要为房产经纪人等支付不菲的费用，他们是否值得信赖。　
　市场经济时代，经济学和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了解一些日常经济学常识，从经济学的视野去思考和
解读问题，你的经济活动会更有准则和方向　　掌握的经济学知识将决定你未来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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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岁前要懂得的88个经济学常》

精彩短评

1、讲了很多原理，简单的罗列介绍，不够深刻
2、八错的书，不管是书质还是内容！
3、经济学常识入门
4、正版 受益匪浅 就是讲的很泛泛
5、这本书由一篇一篇小文章组成，每一篇讲述一个经济学名词或者经济学现象，很有意思。读来受
益颇多。
6、可以了解学习一下
7、知道了很多定律。。
8、比较差，没有系统性，零零碎碎的收集
9、正在看呢，还好
10、分节式陈述，阅读没有疲倦的感觉

虽然书名有点俗，

但是内容很好，

诚然，这些经济常识也不是非懂不可，

但是，总有些好处
11、不是很喜欢这本书
12、适合速读。
13、常识类值得非经济专业的看看
14、书没有收到
15、内容浅显   不值
16、虽然 名字有点作秀 不过内容比较通俗易懂 简单实用
17、看了以后，对书中描述的一些经济学理论仍然不懂。还有一些书中描述的内容，个人觉得不属于
经济学范围内。比较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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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岁前要懂得的88个经济学常》

精彩书评

1、这本书一开始觉得还可以，后来越读越像那种低级的励志丛书，甚至有点儿不负责任了。我最讨
厌那种“自己编一个例子”阐述的论点，弄的有名有姓的，但是看了以后谁都会觉得自己就不会这么
做。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书里面描述的“一根筋”的傻子，这个社会就完美了。@满座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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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岁前要懂得的88个经济学常》

章节试读

1、《35岁前要懂得的88个经济学常识》的笔记-第67页

        人们之所以"买涨不买铁跌"，还因为价格上升的过程中只有一点是买错了的，即价格上升到顶点的
时候，价格像从地板上升到天花板，无法再升。‘除了这一点，其他任意一点买入都是对的。在价格
下铁时买入，只有一点是买对的，即价格已经落到最低点，就像落到地板上，无法再低。除此之外，
其他点买入都是错的。由于在价格低时买入，只有一点是买错的，但在价格下降时买入却只有 一点是
买对的，因此，人们认为，在价格上升时买入赢利的机会比在价格下铁时大得多。
一边是客观的数字，一边是低于2%的失败率。造成了大部分人“买涨不买跌”

2、《35岁前要懂得的88个经济学常识》的笔记-第96页

        齐加尼克效应告诉我们：一个人在接受一项工作时，就会产生一定的紧张心理，只有任务完成，
紧张才会解除。如果任务没有完成，紧张状态不变。 
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知识信息量的增加，作为"白领"阶层的脑力劳动者，其工作节奏日趋
紫张，心理负荷亦日益加重。特别是脑力劳动是以大脑的积极思维为主的活动，一般不受时间和空间
的限制，是持续而不间断的活动，所以紫张也往往是持续存在的。
对于软件开发来说，分期制作，每一期功能少一些，能够让开发人员获得阶段性的精神解脱。

3、《35岁前要懂得的88个经济学常识》的笔记-第55页

        要是你问沃尔玛的职员：沃尔瑪成功的经营秘決是什么？回答肯定是：便宜。而且他们会举例说
，5元钱进货的商品在沃尔玛卖3元钱，这就是沃尔玛的"天天平价"。
品类搭配才是盈利的秘诀

4、《35岁前要懂得的88个经济学常识》的笔记-第17页

        买衣服的这个例子比较胡说。她愿意花180而不是300，不是由于180更适合她，而是她觉得这个东
西就值180。你说呢？

5、《35岁前要懂得的88个经济学常识》的笔记-第37页

        沉默成本:勉强看一场你并不喜欢的电影带来的只能是负效用。不仅如此，你选择在这场电影上浪
费时间的同时意味着你放弃了利用这段时间工作赚钱或是享受闲暇的机会，这便构成了看电影的机会
成本。正因为这样，选择看电影的全部损失实际上应当是电影票的成本加上机会成本。
是否要割肉,什么时候割肉,是一个永恒的讨论主题

6、《35岁前要懂得的88个经济学常识》的笔记-第14页

        经济学家们把农产品频频陷入丰产却不增收的这种怪圈现象，叫做"丰收悼论"。它是指农民在丰产
年获得的收入却比平常年，甚至歉收年还要低的一种矛盾现象。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 农产品
的需求弹性低以及生产周期长。
供给严重大于需求造成了这个结果。

新奇士协会通过垄断很好的调节了需求和供给。获得了成功。

7、《35岁前要懂得的88个经济学常识》的笔记-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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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岁前要懂得的88个经济学常》

        不值得定律最直观的表达为：不值得做的事情，就不值得做好。这个定律反映出人们的一种状态
，一个人如果做的是一件自认为不值得的事情，往往会持冷嘲热讽、敷衍了事的态度。不仅成功率低
，即使成功，也不会觉得有多大的成就感。
如何说服他人“值得”是干事情的开始。
也就是说，要有共同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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