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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并不残酷
它是发现比较优势的过程
在自由竞争的世界

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美好



这个世界纷纷扰扰，太多声音，太多观点，太多争论。

日前的哥本哈根大会上，发达国家政客们对中国说，你们已经

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要跟我们接受同样标准的环境约束；你

们坐拥那么多的外汇储备，国际环保援助资金自然是不应该拨给你

们的了。他们的言论站得住脚吗？

国际社会拼命给中国外汇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中国政府对

汇率问题绝对谨慎，有的人却说，汇率放开就放开啦，最好１块钱

人民币等于１个美刀，我们去把老美的东西都买回来！他说的有道

理吗？

再看看国内，２００７年新 《劳动法》颁布，规定单位和员工连续

两次续签合同以后员工就可以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很多人拍

手叫好，但也有人说，这样的政策只能使最需要保护的低层次劳动

力处于更不利的地位。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如果你只是迷恋韩剧中的美女帅哥，沉迷网游中的种田养鸡，

那上面说的这些你也许的的确确并不关心，但如果报纸上有的专家

说今年不用担心通货膨胀，到超市你却看到人们十几桶油十几桶油

往家里搬，你会不会感到有些困惑呢？

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普通人生活，在这个高度分工的世界，已经

无可避免地与他人、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普通人的生活，也

充满了利益的纠葛，要求我们不断做出判断和决策。那么当纷繁的

信息呈现在面前时，我们依靠什么来做出判断和决策？靠个人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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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别人的评价？靠专家的意见？这些当然都不错，但更好的，也许

是靠一种经济思维，一种冷静理智分析问题，冷静理智看待社会的

经济思维。当你拥有了这种思维，在社会中游走时，相信你会多遇

到一些机会，少踏入一些陷阱。学习这种思维的旅程，就从你眼前

这本书开始吧。

曹沁颖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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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对经济学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却又非常想了解它，那他

正是我写作本书时在心目中圈定的读者。为了适应这样的读者，我刻意

避免了数学门槛。我可以肯定地说，全书没有一个由希腊字母构成的数

学方程。即便某些复杂的理论，也是通过简单直观的方式予以表述的。

从创作的难度上看，对我来说，写一本不回避数学符号和方程

的教材显然比写一本通俗易懂的读物更容易。然而我却费神地将复

杂的理论深入浅出地予以简单阐释，没有其他的原因，只因为我意

识到更亲近读者就更有利于本书的销售，从而更有利于我从本书中

得到收益。避轻就重须以额外的利益激励为条件，看来图书市场已

经给我提供了正确的激励。

的确，出版社似乎并未担心过我会不认真写作，也未担心过我会

出于卖弄学问而故意写得晦涩难懂，甚至我交稿时间比合同约定的时

间晚了半年也没有急切地催促。那是因为它采取了一种聪明的做法：

给我版税，而不是固定的稿酬。我能得到的报酬，取决于本书在市场

上的表现，我可以对出版社的各种要求置若罔闻，但我却必须对市场

负责任。事实上，我也从未担心过出版社会提出不合理的要求 （它确

实也没有提出过），因为本书的市场表现也是它的利益之所在。

自私如我，如出版社，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结果却为读者提

供了一本好图书———尽管为社会提供好图书本质上并非我们的道德和社

会责任感使然，倘若要贴上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的标签，那我们也却之不

恭，只好笑纳了———这似乎有点奇怪！但两百多年以前，一个伦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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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道德哲学家，后来被尊为现代经济学鼻祖的亚当·斯密教授，就已经

指出：市场就像一只 “无形之手”（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ｈａｎｄ），指引着自利的个人

之行为，通往社会最佳结果之道路。① 这就是市场的神奇力量！

在人们的真实行为动机中，经济利益重于道德是非。这是市场

在协调人们行为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这个世界上千千万万不

同的个人，他们有着不同的思想、信仰和道德价值观，讲着不同的

语言，从事着不同的职业，有着不同的收入、身份和地位，甚至彼

此素昧平生……但在市场的指引下他们的行为达到了惊人的协调，

这实在堪称人类社会的壮举。

不管人们在口头上声称如何淡泊名利，如何克己奉公，但要理

解其行为，从经济动机入手比从道德动机入手常常会更有效。这是

经济学的一条基本主张，也是经济学在分析人类行为方面取得巨大

成功的关键。当然，我并非是说道德不重要，也不是主张不讲道

德———很多人批判经济学家不讲道德，不过我也没发现那些批判经

济学家不讲道德的人其道德水平高出经济学家多少；许多人满口道

德文章教育别人，其实只不过是打着道德的幌子谋取私利而已。越

是以道德自我标榜，其真实动机倒越值得怀疑。我只是想说：当个

人坚守的 “道德”与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人们常常会有动机背

叛其道德立场。连中国的道德高标———圣人孔子———也可以为了自

己的利益而说谎②，何况我等凡夫俗子。

２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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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密的传世巨著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对 “无形之手”的经典论述
如下：“确实，他 （指个人）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众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
促进那种利益……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
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个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无形之手的
指引，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
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事实上，这种装模
作样的神态在商人中间并不普遍，用不着多费唇舌去劝阻他们。”

孔子曾经生活在陈国，后来离开陈国时途径蒲地，却正好碰见公叔氏在蒲地叛乱，

蒲地人将孔子扣留起来，不允许离开。在孔子的请求下，他们提出条件：假如孔子不去卫国，

他们就让孔子离开。孔子对天发誓不会去卫国，于是他们放掉了孔子。结果，一出东门，孔
子就直奔卫国而去了。



前 言

而且，一个人应该讲什么样的 “道德”，也很值得讨论。不同的

人有不同的信仰、道德观和价值观。人们习惯于按照自己的标准去

要求别人。然而我却常常在想，个人的知识于人类社会的知识只不

过沧海一粟，那么从个人角度坚持的某些标准如何一定就是正确的

呢？也许，我们确实应该对我们所不能理解或者不认可的观念保留

一丝宽容；那样，万一它们是正确的，我们也才不至于沦为扼杀正

确观念的刽子手。

另一方面，道德观乃因人而异的抽象原则，经济利益却是普遍

存在于人类行为中的具体动机。既然基于具体动机的分析远比基于

抽象原则的分析更具有技术上的可行性，那么，在纯粹的工具性层

面，从利益而不是道德出发来分析人类行为，在技术方法上也更为

切实可行。这就像有 “经济学的良心”之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阿玛蒂亚·森教授关于经济政策优劣评价的主张一样：基于效率、

公平等抽象原则来讨论政策，不如扩大人们可行选择的机会来得实

在。因为抽象原则总是充满争议，缺乏争辩的共同基础。

看来我似乎把话题铺得太远了。我的本意是想说，即使在我创

作本书这样一件生活小事中，也与经济学所关心的核心问题紧密相

关。我写一本好书不是因为我道德高尚，而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千

千万万的人与我一样，关心自己的利益胜于关心道德是非；但这些

追逐私利的动机在 “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指引之下，达到了对

于社会来说良好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往往并不能通过道德呼吁来

达到。

当然，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视角来看，即使写一本书这样的小事，

其中所涉及的经济思维也远不止于此。譬如读者会发现，本书远非

完美之作，甚至也不能完全代表我的写作水平———倘若我再多花一

些时间和心血，就可以写得更完美一些———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很

简单：我并不想创作一部完美之作。因为我写作本书所投入的时间

和精力是有机会成本的：多花一小时在本书的写作与修订上，我用

于陪孩子玩耍、读自己喜欢的书或者伏案工作的时间就会少一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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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机会成本在边际上是递增的，越来越高。而书稿的修订所带来

的收益，在边际上是递减的，修订到一定程度之后继续修订的价值

就不大了。理性的决策是将写作和修订工作停止在边际收益等于边

际成本的时候。而我，正是这样做的。

一本书，不追求完美，因为完美的代价甚高，不值得。同样，

人生也不必追求完美。翻译家傅雷给钢琴演奏家傅聪的家书中曾经

说：艺术不会有ｐｅｒｆｅｃｔ的一天，人生也没有ｐｅｒｆｅｃｔ的一天。那时的

傅聪正为自己的演奏技巧长期难以继续进步而感到懊恼。是的，当

自己的实力已经达到某个高度，要再提高实在太难了。人生不能完

美，我们只是追求一个满意的人生而已。这不正是经济学边际分析

思想给我们的启示吗？

不过，牛刀不能只用于杀鸡；经济学绝不能仅停留在分析个人

生活层面的小事。任何个人的选择都只如同一片叶子飘落在社会这

个巨大的湖面之上，所激起的涟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经济学更重

要的任务是解释经济和社会现象，为构建更加和谐美好的社会提供

理性和智识之基础。正因为如此，本书虽然也涉及经济思维如何运

用于思考个人日常生活，但更多地却是从经济思维角度来剖析经济

和社会现象背后的机理。我相信，无论在个人日常生活层面，还是

在分析经济问题或者理解社会现象方面，经济思维都有助于我们做

出更明智的推理和选择，有助于我们以更理性的态度和方式融入这

个互动社会之中。

最后，我想向读者说明的是，本书内容绝不是随意组织的。我

所理解的 “经济”，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曼昆所认为的，“就是一

群相互交易的人”。所以，我先在第１章从总体上介绍了经济思维的

一般原理，后续各章都是这些原理的应用。经济学理解经济现象是

从个人行为出发的，所以第２～第５章分别讨论了不同情形下的个人

经济决策行为及其经济后果。其中，第２章是最简单的一个人世界，

其中没有交易、分工、货币、市场以及机会主义行为；第３章就扩

展到稍微现实一点的情况，即多人世界，其中开始产生了交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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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工、货币，但也开始有了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因而需要制度来对经

济进行治理；第４章扩展到很多人的世界，于是我们就开始涉及微

观经济学的核心议题，即价格和市场机制，我们讨论了它们的运行

原理、后果、缺陷及政策治理之道；第５章则扩展到整个经济，我

们从个人行为对宏观经济后果进行了理解，也分析了宏观经济中一

些有争议的问题。最后，鉴于 “经济学帝国主义”在最近半个世纪

的兴起，第６章也提供了经济学用于婚姻、美貌、人际关系、政治

市场等方面的例子，但这些例子只是 “经济学帝国主义”这片森林

中的几片叶子而已，读者若愿意阅读更多的经济学著作，一定会接

触到更多的例子。当然，读者若自己掌握了经济思维，就能在日常

生活和社会现象中发现经济学的用武之地，这本身就会使读者朋友

成为一位 “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战士。

祝各位读者阅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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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机是现代生活的基石。理解动机或者找

出人们真正的动机，几乎是解决所有社会问题

的关键。

———史蒂文·列维特 （２００３年克拉克经济学奖得主）

　　经济学家并非主张理性和自私是放之四海

而皆准的绝对事实，他们更多的是以此构建研

究的前提假设。

———杰克·赫舒拉发 （美国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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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经济思维

话说猴年马月，一个物理学家、一个化学家和一个经济学

家一起乘船出游，结果船只失事漂流到一个孤岛上。大家都饥

肠辘辘。这时海面上漂来一个罐头盒，大家就开始想方设法要

打开它。物理学家说： “我们可用坚硬的岩石砸开它。”化学

家说：“我们可以生火加热罐头，使它膨胀以至于破裂。”最

后，经济学家慢条斯理地说： “你们的方法太复杂了，假设

有一把开罐头的起子，我们就可以轻松撬开它……”

这当然是一个嘲讽经济学家的笑话。不过，幽默也正来自

于现实生活：的确，经济学家的思维模式常常是从假设出发。

尽管这些假设不一定符合现实，但很多时候却成功地解释了纷

繁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现象。在经济学家所有的假设中， “理性

人”可谓首当其冲。

经济学的重要假设：人是理性的

经济学家通常假定人是理性的。

当经济学家说一个人是 “理性”的，通常是想表达如下两层意

思：（１）这个人在行事的方法上是理性的，即他的选择是经过深思

熟虑的，并非出于情绪、偏见或者习惯 （甚至不是出于道德①）；

（２）这个人知道其行为的后果，并且总是追求最有利于其自身的后

果。事实上，“理性人”正是为了追求最有利于其自身的后果，才对

其选择做出了深思熟虑的考量。

许多针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意见，都集中在这个 “理性人”假

３

① 有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人们的行为受利益指引而与道德无关。他们认为，其实人们
讲不讲道德都是基于经济利益的计算：若遵守道德是符合其利益的，他就按道德要求行事；

若遵守道德不符合其利益，他就会背叛道德要求。但是，也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道德是决
定个人行为的重要力量，人们一方面按照经济规则行事，一方面按照道德规则行事。不管怎
样，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同，在个人行为的影响方面，经济利害重于道德是非，行为选择涉
及的经济利益越重大的时候，道德对行为的影响就越是可以忽略不计。



设上。他们的批判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人们的的确确有一些非理性

的行为。有很多人因为一时的激情、冲动而干下傻事；也有很多人

因为对事情的思虑不周而功败垂成。但是，就绝大多数情况而言，

人们的行为选择中确实有着理性计算。甚至一些看来不理性的行为，

可能也存在理性算计的基础。下面是一些例子。

“非理性”行为中的理性

违法犯罪行为中的理性

　　很多时候，人们认为违法和犯罪行为是非理性的。的确，有些

违法和犯罪行为是非理性的，比如冲动杀人。但更多的违法犯罪行

为可能是理性算计的结果。有一次，我看见电视上节目主持人采访

一个疑犯，该疑犯来自内地某省，有前科，出狱后到广州再度行凶

抢劫。主持人问：“出狱后怎么又想到广州来抢劫？”答：“找不到工

作，没钱生活，只有抢。反正都可能被抓，在穷的地方抢不如到富

的地方抢。”疑犯曾认真考虑其抢劫行为的成本与收益，这样的回答

能说其抢劫行为是非理性的吗？

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４日的 《南方周末》曾刊登一篇 《阿星的内心挣

扎》，讲了一个青年阿星杀人犯罪的心理。而另一篇网络评论①则写

道：“……一个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贫困青年阿星……何以沦落成为

一个杀人罪犯，从而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他说：‘穷，我可以忍受，

只要别人待我好点。’他又说： ‘四个月没有休息过一天，但只旷工

一次就被开除了。如果不是每天工作１２小时，如果一个月能休息一

天，如果我的工钱再少许多一点，我绝不会走这条路。’他想如果选

择忍耐，一个月辛辛苦苦只能挣几百元钱；但抢劫，只要得手一次

就可有几千，乃至上万的收入。这在经济学上叫 ‘机会成本’，机会

４

① 参见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ｃｚ００１．ｃｏｍ．ｃｎ／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２４９３／ｖｉｅｗｓｐａｃｅ－３４６６３６．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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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越高，忍耐的可能性就越小。阿星也知道被抓后可能会被枪毙，

但他说：‘只要能给家里的人留下一笔钱，使父母的日子好一点，我

愿意死。’他是个孝子，他爱他的父母，弟妹，为了他们的生活能好

一点，他并不惧怕死，他说他的同伙都有这种想法。”

事实上，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经济学家贝克尔 （Ｇａｒｙ　Ｓ．Ｂｅｃｋｅｒ，

１９９２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对罪与罚进行了经济分析。他认为，

犯罪行为是罪犯对犯罪收益和犯罪成本 （体现为被抓获的概率和刑

罚的严重度）进行评估之后的结果。这一思想对后来的社会防止犯

罪的公共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芝加哥的另一位经济学新秀列维

特 （Ｓｔｅｖｅｎ　Ｄ．Ｌｅｖｉｔｔ，２００３年克拉克奖得主）对黑社会组织的研究

也是很好的例子。黑社会组织与公司组织一样，只有顶层的 “大哥”

才有巨大的收益；在组织底层的小弟收入非常的微薄，而且经常面

临仆街的危险；即使是黑帮的中层头目，也收入不多。那么，一些

青年为什么还要加入这种收入低、风险大的组织呢？岂不是很不理

性？列维特通过黑帮的财务记录发现，这些人从事黑社会往往是生

活所迫，因为无法正常生存下去，所以寄希望于在黑社会组织中得

到晋升①，改变生活状态。

当然，犯罪本身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不过，我们这里不打

算岔开题目去讨论社会本身的问题对犯罪行为起到了什么作用，或

者要怎样去改造这个社会 （诚然，建设更和谐的社会本身是非常重

要的问题）。在此我们只是用这些例子来说明，一些看似非理性的行

为 （即使像犯罪这样的通常被认为是非理性的行为），一旦了解到个

体面临的行为约束条件，就会发现它们原来也常常是理性选择的

结果。

银行为什么不提升安全保障

大多数人，尤其是没接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他们常常会看见

５

① 黑社会中的晋升速度比其他的组织要快，因为黑社会成员死亡概率高，职位很快就
可以空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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