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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施蒂格勒回忆录》

内容概要

这部优美诙谐的回忆录，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从上个世纪中就洞察到经济理论对政策影
响的乔治·施蒂格勒的亲笔自传。这本书涉及面宽广，从作者自己对传统理论的看法到经济学家在公
共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对垄断看法的改变，学术自由的限制、经济学家对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入侵
”以及科学发现的性质。
作为一名有才华的作者和杰出的历史学家，施蒂格勒以简明有趣的方式给读者展现了经济学和经济问
题。在本书中，他从古典经济学的历史写到政治、社会以及短期经济的头号题，还有关于政策制定者
的利益的冲突的问题。
施蒂格勒还作为非常有影响的“芝加哥学派”的领导者之一，描述了这个学派鲜明的历史，它的发展
里程和核心人物——其中包括弗兰克·奈特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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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施蒂格勒 译者：李淑萍1911年1月17日出生于美国化盛顿州西雅图市，1991年12月1日去世
。乔治·施蒂格勒1938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曾先后在艾奥瓦州立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布朗
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执教，1958年起在芝加哥大学任经济学教授。他因“产业结构市场功能，以及公
共领域管制的原因和效果”的贡献于198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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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斯隆基金会科学系更丛书前言作者自序前言 经济学家是好人吗？第一章 启程第二章 大学生活第三章 
大萧条时期和二战时期的经济学第四章 科学的战略：国民经济研究局第五章 我发现了！第六章 垄断
第七章 经济生活中的政府管制第八章 作为专家的经济学家第九章 保守主义的学徒第十章 芝加哥学派
第十一章 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第十二章 充满火药味的学术生活第十三章 经济学帝国主义第十四章 对
前辈的景仰和妄加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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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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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20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管制和信息经济学的创始人，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幽默诙
谐的笔调回顾多姿多彩的经济学世界。    施蒂格勒的回忆录是瑰宝：无论从文风、内容，还是从重要
性上看，都精确地反映了他个性魅力以及他对经济学所做的卓越的贡献。             ——米尔顿·弗里德
曼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我有时候会不同意乔治·施蒂格勒所说的观点，但是我愿意花时间去聆听他
讲话。因为他的话引人入胜和鼓舞人心。                ——罗伯特·索洛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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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　　管制和信息经济学的创始人　　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以
幽默诙谐的笔调　　回顾多姿多彩的经济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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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如果只比回忆录的话，施蒂格勒比弗里德曼要强多了
2、从此成为芝加哥学派脑残粉
3、看了很受启发,写得很实在,很真实,
4、牛人 牛事，比Friedman的回忆录好看
5、我这个学经济学的，说来很惭愧——学得不好！但大师的书我还是愿意看的，嘿嘿。
6、神人的奇书，幽默无比。
7、经济学家传记里看着很舒服的一本书。
8、施蒂格勒很聪明，抓住自己和其他人的学术成就，显得条理分明，充满智慧。 　　 施蒂格勒较为
温和，经常旁敲侧击，从点滴中见人性，有幽默感，所以他的自传谈的是学术圈中的人事与思想，却
一点都不枯燥。书中有许多好玩的故事，如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菲利普·威克斯蒂德，他在1910年时
住在伦敦市中心。他说，由于他喜欢吃新鲜的鸡蛋，因此如果他搬得离当时的住所远一些，就更方便
养鸡，容易吃到新鲜的鸡蛋。但另一方面，他搬得越远，朋友们来访的次数就越少，而朋友的来访对
他来说是很重要的。如果他搬到一个再远一点的地方，朋友来访减少所带来的损失会超过新鲜鸡蛋给
他带来的收益。威克斯蒂德把这一决策用于传统的经济学原理：配置资源(空间)时，应确保在两种用
途上的边际收益相等。　　将新鲜鸡蛋和友谊放在一块儿比较，的确有点别扭，但经济学家的思考有
时对各种“奇怪”的现象很有解释力。例如，二百年前的经济学家帕特里克·科洪发现，伦敦附近的
农用地比远郊的农用地便宜得多，这一现象与人们惯常的想法恰好相反，因为远郊的农场在将产品运
送到城市中时，往往要承担更多的运输费用，理应更贵才是。但科洪的解释却是，农场离伦敦越近，
农产品被偷的概率也越大。如今，人们在分析某个地区的资产价值时，自然而然会考虑到犯罪所造成
的影响。　　当今世界有众多财经专家进入国家政府机构，人们往往以为他们仍能本着专家的学术原
则。施蒂格勒却一语道破：“...一旦经济学家进入华盛顿，那么，他的可信度就与其他政客没什么两
样了。如果仍将他作为博士或者教授看待，那就是自欺欺人。”因为对一名经济学家而言，政治生涯
最终会将他推上一个既受约束又做作的职位。在这个职位上，他必须对自己所痛恨的政策，比如最低
工资法或保护主义行为保持沉默，或者谨言慎行。即使政策错得近乎荒唐，他也必须表示支持。施蒂
格勒提到曾是美联储主席的阿瑟·伯恩斯和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伯特·斯坦联合倡议，美国人要多
吃奶酪少吃肉（当时肉类供应不足），以此来遏制通货膨胀。“总而言之，经济学家们必须学会政治
家们的基本信条：要想做些好事，你首先必须先接受这些坏事。”　　中国也有不少经济专家进入政
界，亦应如是观吧。 阅读更多 &rsaquo;
9、小段老师推荐...
10、简洁，大致了解一个经济学家的生活。提到了太多人名，晕
11、可以轻松地回忆下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脉络 培养研究方法
12、斯蒂格勒充满睿智的幽默感，总是不经意地又不可抑制地流露出来。对于这样一本大部分讨论学
术而不是讲述故事的自传来说，文字的幽默与优美无疑增强了它的亲和力。不仅对经济学研究，甚至
对所有社会科学的研究而言，回忆录中的很多观点和体会都是深具启发的。
13、This book is one of the best autobiography I have ever read.
14、stigler的语言真是令人佩服。
15、推荐。
16、文笔流畅幽默，但八卦太少，让人觉得稍无趣。最后一章关于经济史的看法非常有意思。
17、非常好
18、斯蒂格勒   自由主义
19、考试周期间偶然发现的==实际上这本才是今年看的第一本书，1月1日上午在久违的三教开始刷。
。又是中信出的经济学家传记类作品。。看的第一本回忆录性质的书，下次把弗里德曼夫妇的也借来
看吧，但貌似中文版的都被移到闭架区了==
20、2-13读毕,对于奈特/贝克尔有了一定的认识
21、幽默风趣，栩栩如生
22、买了本新书
23、文笔十分生动,极具可读性,想想大量被糟蹋得不像样子的译作,译者也是功不可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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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有八卦，有态度，赞
25、stigler大师，最幽默的经济学家
26、推荐给认识的每一个人
27、我比较喜欢这种类型的大师
28、有意思
29、语言幽默，大家风范
30、芝加哥学派黄金年代
31、听寇老师讲经济学家八卦，但是他发现我一点都没兴趣，就不讲了
32、没读完
33、大愛，斯蒂格勒把我洗腦了。一個右派在中國能幹什麽...我哭...
34、高手之作，精彩，好读。
35、你们不要笑我，我有段时间确实搞不清楚斯蒂格勒和斯蒂格利茨是两个人
36、书里蹦出的一个又一个人名只能证明我把本科学的东西忘了个一干二净【。
37、关于经济学术的看的不是很仔细，主要是了解学术环境以及他对历史的态度。
38、有趣、洞察、丰富、生动。
39、文笔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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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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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乔治·施蒂格勒回忆录》的笔记-第169页

        但是，年轻的经济学人如果能深入地研究一下经济学说史，他们就会明白，经济学说的每一次重
大突破，在刚开始时的形式都很不完善，只是后来随着一些主要的缺陷被逐渐克服，才逐渐成为一种
成熟的理论。不仅如此，他们还会发现，新理论或新主张的推崇者们总是极力宣传他们所拥护的理论
的优点，同时不断地夸大他们想要推翻的理论的缺点。据我所知，对于这种攻击性的学术推销方法，
几乎没有多少明显的例外。

2、《乔治·施蒂格勒回忆录》的笔记-第151页

        关于政治制度和实践对传统经济事务的重要影响，经济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此我已在第
七章做了评论。经济学向这些领域进展的原因可以简单地解释如下；政府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所起的作
用越来越大，而且往往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这种扩展从字面上看也有渊源，毕竟，在长达
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1760-1870年），经济学曾一直被称为政治经济学。对我而言，经济学家们过了
这么长的时间才开始运用他们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政府的经济作用进行分析，这个问题才真让人迷惑
不解？

3、《乔治·施蒂格勒回忆录》的笔记-第82页

        客观地说，与大萧条时期相比，米恩斯（Gardiner Means）的理论如今在经济学中的影响已经小得
多了。这些思想之所以能持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迎合了占统治地位的某些政治思想的需要。一旦某
种观点被普遍接受，它就获得了不朽的魔力。这些观点的影响力下降，更多的是因为人们的兴趣发生
了改变，而很少是因为出现了相反的证据。新的证据再怎么强大也没有用。

4、《乔治·施蒂格勒回忆录》的笔记-第86页

        计算机的应用使研究结果的获取变得非常容易了，如果第一次乃至第二十次统计分析结果都不理
想，我们就可以从数据中刨去一个年份、加进一个新的变量以解释矛盾之处，或者对另一个变量取对
数等等，直到，哦，理想的结果出现了！——这都只需要几分钟时间。

5、《乔治·施蒂格勒回忆录》的笔记-第19页

        这种多元化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任何与人有关的事情都会显现出一种多元化。最伟大的科学家，
包括牛顿，也还写过一些胡言乱语呢。我从来就不欣赏那些为多名作者合著的论文集所作的书评里的
陈词滥调——“本文收录的文章水平不一”——好像其中任何一名作者要是单独出书的话，书中各章
的水平就会旗鼓相当似的。

6、《乔治·施蒂格勒回忆录》的笔记-第172页

        即便是最优秀的学者也会受知识和想象力的局限。我们看待事物的眼光往往会受到时间和地域的
限制，即使我们的眼光再敏锐，也只能看到世界上有限范围内的部分活动。

⋯⋯在与大师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会惊诧于他们有时会受到自身性格和环境的很大影响，有时又完全
不受影响。大师的思想及著作可以说是最令人神往的学术产品——它们就在这里，只要我们付出一点
努力就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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