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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经济学是什么？
可能很多人对经济学的朴素的认识就是：经济学是教你如何赚钱的。

许多人开始学经济学，估计也是这个动因，本人最初的想法也同样这么“庸

俗”。不过在这里，非常遗憾，我得提前告诉大伙儿，经过学习才发现：学了

经济学绝不意味着你就能赚大钱，经济学讲的不是如何赚钱，至少不完全是如

何赚钱。事实上，大多数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没能赚到大钱，有的甚至还穷困一

生，说出去是相当倒牌子。

经济学是研究怎样作选择的一门学科。你是选择A还是选择B？你选择上

学还是选择工作？人的选择无处不在，人的一生其实就是选择的一生，所以经

济学研究的就是我们身边的那些事。

经济学分析研究的前提就是资源的稀缺性，如果资源不稀缺，大家想要

什么就能有什么，那就无所谓经济学了。而经济学的产生，就是告诉你怎样在

受约束的条件下，作出更好的选择，怎样对稀缺的资源进行配置，达到最高的

效率。

我这样一说，估计马上就会有很多人感觉索然无味了。那些正打算把书

合上的朋友，且慢！我还有一些话要说。

经济学确实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当你学得越来越深入，甚至会有这样的

感觉：原来自己已经转行在学数学了！确实，现在的经济学研究越来越借助数

学这个工具，甚至有人想当然地认为，如果你的研究中没有一些复杂的数学公

式，肯定就算不上高深、前沿，称不了“专家”，拿着这样的“研究成果”，

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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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我们这本小册子完全没有数学公式，大家尽可放心大胆阅览，绝

不有害身心健康。这倒不是因为数学没用，事实上我们坚信数学语言是最简

洁、最严谨的语言，它可以把很多文字难以表达的意思解释明白，不过它也有

一个致命的缺点：难懂——特别是对普通大众而言。而这本书是面对普通大众

群体的，大家需要听一些关于经济学的故事，所以我在这里宁愿承受繁琐，宁

愿冒着不严谨的风险，也要为大家奉上一本最容易读懂的经济学读物。

读懂就好，阿弥陀佛！毕竟咱们不是专门搞经济研究的，何必太认真！

这本书的编排也不像一般的经济学教科书那样系统和全面，这种“古

板”的教科书实在太多，多我一本不多，少我一本不少。大家如果期望全面了

解经济知识，建议还是读一些入门的“标准”教科书，如曼昆的《经济学原

理》之类的——这也是本人的第一本经济学教科书。

学了这些年的经济学，我感受最深的是——这是一门“非典型科学”。

经济学确实是一门科学，但是和我们通常理解的物理、数学、化学有着

很大的区别。其中最大的区别就是：经济学研究的是“人”，而物理、化学研

究的是“物”。

几乎有关人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这可以从它的一

些分支学科名称中找到证据，我们有：农村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工业经济

学、建筑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国防经济学……

它涵盖的范围是如此的广泛，几乎把我们身边的现象全部囊括了。在普

通的生活中，我们并不需要去考虑万有引力定律、元素周期表、牛顿—莱布尼

茨方程……但是我们却必须去理解一些经济现象，因为这能够使我们活得更从

容、更美好。

个人的体会是，学习经济学最重要的收获是掌握了经济学的思维，增加

了自己思考问题的角度，能让自己更容易看明白身边的一些事情。所以在此我

也希望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收获。

这本书中，我们会运用经济学的知识和方法对一些“热点”问题进行分

析，当然是用我的方式——尽量用通俗的语言，崇尚自然，摒弃“天书”。本

书对读者的基本要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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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素养：零。

语言：汉语，掌握常用3000字，要求能识，不要求会写。

数学：加减乘除四则运算。

外语：英语，26个字母。

精力：无明确要求，你可以在地铁上、吃饭时、睡觉前甚至如厕中阅览，

更可随时终止，也可任意摘选某些章节阅读，绝无毒副作用。

智商：正常及以上，只要你还没有进“非正常人类研究中心”从事研究

工作。

其实，你会发现，经济学绝不是冷冰冰的科学，而是一门非常生动、非

常有意思的学科，也是一门非常有用的学科。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这段

有意思的旅途吧！

当然，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其中必然存在很多不足之

处，希望各位朋友谅解并不吝赐教，在此感激不尽！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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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钱从哪里来？

1.“钱”的初生

谈到“经济”二字，很多人头脑里面往往会奔出“钱”这个字或者

“money”（如果你是老美的话）这个单词。如果你也这样的话，那么恭喜

你，这说明你的头脑还很朴素，这很有可能是你在经济学方面的入门书之一，

而我也会因此感到非常荣幸。

确实，“钱”这个概念在经济学里面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很多的经济

变量、模型、研究成果最终都是以钱来量化的，正是因为它的引入，很多完全

不是同一范畴的东西才有了比较的基础，想想是不是很神奇？可见，大多数人

潜意识的反应是比较实际和正确的，要不怎么说人民群众是充满智慧的呢！好

了，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推开经济学这扇神奇的大门吧。

我们的祖先其实是一群非常能干的生物，他们会采集、狩猎甚至还会做

衣服，照现在的观点来看，这样的人简直就是“全能”。但是，当时的生产力

非常低下，人们辛辛苦苦劳作一天，能维持自己的温饱生存，就已经是相当不

错了。不过这样还好，吃光用光倒也干净利索，没有麻烦。可是历史在进步，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逐渐有剩余的东西了，怎么办呢？总不能让它们发霉

吧？于是聪明的人想出了交换的办法，比方说，你有一块布，我有一头野猪，

你想尝尝猪肉的味道，我想给孩子做件衣裳，那好，换吧！然后大家都很满

意，问题就这么完美地解决了！

但是，慢慢地，人们发现这种交换越来越麻烦了，为什么呢？比方说，

你有布要野猪，我有坚果要衣服，他有野猪要坚果，那怎么办呢？聪明的你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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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早就想到了办法了，可是随着人和物品数量的增加，这就逐渐变成了一个非

常复杂的排列组合问题。那怎么办呢？要知道，那时候的人可不是数学家，应

该不会有人知道排列组合的解法。但是聪明的人类最终还是找到了办法，那就

是设一个变量“X”。人们发现，有一些东西是受到大家欢迎的，比如一些装

饰品、特殊的石块之类的，把这些东西设为“X”，“X”这个变量可以代表

许多其他东西，这颇有点现在扑克里的“大王”、“小王”的意味。于是，如

果你有了那些装饰品，就可以和有布的人换你所需要的布，而对方也会欣然接

受你的东西，因为他知道他以后可以拿这个东西和其他人换他所需要的东西。

于是最初的“钱”就这样产生了。

后来的故事，我想大家都知道了，那些“X”逐渐由相对固定的金、

银、铜之类的贵金属充当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单位价值较大，小小

的一块就可以买很多的东西；而且方便携带、分割和计量，容易储存等。正

所谓“价格公道，量又足”，于是一直沿用下去。顺便提一句，我国历史上

的钱以铜、银为主，而西方则以金、银为主，主要原因是我国金、银的产量

相对不高。

再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大宗的货物贸易，运输笨重的贵

金属不但费时费力，而且不安全。要知道，那时经常有啸聚山林收买路钱的

主，而且显然当时也缺少“严打”这类行动。所以，最早的纸币就在我国诞生

了。薄薄一张纸就代表几千几万两银子，可以藏在鞋底，缝在袖口，显然要安

全和方便得多。最早的纸币是由大的钱庄、票号发行的，你可以随时在它们遍

布全国的分支机构兑换银子。如果你想了解一下中国以前的钱庄，建议去看看

一部最近的电影——《白银帝国》。那么你要问了，如果钱庄翻脸不认人，到

时纸币不能兑现怎么办？恭喜你，这说明你的思考已经比历史上很多伟大人物

都要深刻了。明朝的时候，朱元璋发现发行纸币是个好买卖，于是他也大规模

地发行，以为只要盖上他的大印就真的“点纸成金”了。他赏赐臣下也往往采

用纸币的方式，反正他是皇帝，写多少也没人管他。但是，这却导致了纸币的

严重贬值，也就是说，他的纸币不值“钱”了。要知道，票号的银票能当真的

银子使，是因为票号里有等值的银子作为保证金，且票号的信用保证你能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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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换。也就是说，“钱”之为钱，是因为有信用在里面。而我们的朱皇帝错在

了没文化上，要不怎么说学点经济学没坏处呢。

我们现在的纸币后面有没有金银作为保证呢？很遗憾地告诉你：没有。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前，各国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也就

是说，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拿着手中的钱按官方汇价兑换等值的黄金。在该体系

解体后，各国的货币就都与黄金脱钩了，所以你千万别拿着人民币去中国人民

银行柜台说：我兑换等值的黄金。但是，现在我们的人民币同样有信用在，那

就是我们中国政府的信用。政府对我们说：你拿着这100元钱肯定能买到100元

的商品，谁要是不承认你的钱，政府就收拾他！所以请大家看紧自己的钱袋

子，这个钱和纸是有本质区别的！

2.钱到底是什么？

曾经有人调侃：“如果不知道什么是钱，去借点就知道了。”口语中的

“钱”在教科书中往往称为“货币”。那么什么是货币呢？这就要从货币的几

个性质谈起。我之前说过，希望大家能通过这本书轻松愉快地了解经济学的某

些概念，并学会用这些概念对具体的经济现象作一些简单的分析。但是，某些

知识我还是希望以规范化的方式给出，至少使大家“显得”接受过一定的经济

学训练。这样有两个好处：一，这些是经过几代经济学研究者归纳总结出来的

东西，多学点应该对社会有益无害；二，以后如果碰到某些“八股”的所谓经

济学者为了体现其精湛的学术素养，把一些东西“归纳”成“三点”来谈时，

你能明白：哦，您老搞半天就是说了这些啊，俺家也是知道的，别再忽悠了。

有些火星来的人本来就不习惯说地球话，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了，闲话

少说，让我们来看看货币都有哪些性质吧。

首先，货币的主要用途是作为一种支付手段，其实这个在前面已经谈过

了，由于社会经济活动日益复杂，分工越来越细致，要求能有一种工具进行最

后的支付，这个工具就是货币。这下，你明白为什么中国这么流行罚款了吧？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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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看来是深谙这其中的经济学道理的。其次，货币可以作为报价和记录

债务的价值尺度。各种商品之间的相对价值怎么比较呢？比如说，1只鸭等于

2只鸡，1头牛又等于N只鸡，1辆车又等于M只鸭之类的，如果商品有成千上万

种，那么你的大脑中必须存储上千万个相对价格的数据，以供随时调用，如果

真是这样的话，咱们就啥都不用干了，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背这个得了。但是

有了货币就有了一个统一的尺度，是不是方便了很多？那么除了货币还有其他

东西能充当这种角色吗？反正我是没见过有商店报价一个笔记本等于2股中石

油股票的情况。可能喜欢思考的人要说了，既然统一的尺度最方便，为什么现

在还有美元、人民币、欧元等各种尺度存在呢？这个问题，你得去问上帝，为

什么有这么多国家，还老是统一不起来？最后，货币要作为一种支付手段，必

须具有价值储藏的功能，也就是说它的价值必须是一直存在的。如果说你辛辛

苦苦劳动一天赚来了钱，第二天醒来发霉了，用不了了，你是不是有想撞墙的

冲动？还记得小说《欧也妮·葛朗台》中描写的那个老守财奴仓库里大堆腐朽

的金银的情景吗？当时我的想法是：爷爷的，你不花钱干吗不接济我点？现在

想想，原来老葛朗台是充分利用了货币的价值储藏的功能：我就是不花，留给

我女儿，你能把我怎么的？可惜的是那时候还没有发明不锈钢……

当然，货币不是唯一的价值储藏手段，我们也可以囤积股票、债券甚至

房子，而且它们的收益可能比货币更高，特别是目前中国房市的大背景下。但

是，很多人还是喜欢持有货币，这是因为它的流动性是最高的。所谓流动性，

就是一项资产转化为支付手段（即货币）的难易程度。这里我们也顺便解释了

流动性的概念，不知什么时候我国“流动性过剩”的论调甚嚣尘上，现在知道

说的是什么了吧！其实我个人感觉这个词挺好的，“流动性”嘛，让人联想到

水，发了大水（流动性过剩），我们才能去浑水摸鱼不是？其实谈到流动性，

我们还可以引出对各种资产的流动性的衡量，常常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M1包括我们手上的纸币、活期存款和其他支票存款；M2除了包含M1以

外，还有小额的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和一些货币市场的共同基金；而M3除了

以上的各项还包括大额定期存款、机构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回购协议等。可

见它们的流动性是依次递减的。所以以后在报纸、电视报道中听到M1、M2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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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应该能听出一点其中的名堂了吧。

3.我们的钱从哪里来？

说了那么多，我们的钱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可能有人会说，不靠

天，不靠地，靠我自己赚的！那很好，说明你是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你

是从哪儿赚的呢？从其他人那儿。那其他人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样

感觉是在绕口令，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了。其实，我们的钱都是我们的政府发

的！你说，不对啊，我们的人民币上除了咱们敬爱的毛主席的大头贴外明明写

着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大字啊。其实，你去稍微了解一下法律就能知道货币是由

中央政府委托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其信用保证在政府。你可以想象咱们13亿

人手中有多少纸币，不得不佩服人民银行印刷机的产能啊！其实，纸币只是货

币中的一小部分，我们绝大多数的货币都只是以银行账户里面几个阿拉伯数

字的形式存在的。所以让我们共同祈祷银行的计算机系统不要崩溃不要死机

吧！虽然我自己的账户里也没几个钱。确实，现在的交易，特别是大额的交

易极少再用现金了，很少听说有拿几麻袋钱到售楼中心去买房子，不过大千

世界无奇不有，貌似流传过什么山西煤矿主扛着现金买房子的奇闻逸事，可

是我还是劝你不要这样做，土！要出名也不该选这种方式。如果哪天你当真

不得不提着几个密码箱去交易的时候，我会对你表示深切的哀悼——你遇到

绑票了！

事实上，我们现在这么多钱也不完全是中国人民银行创造出来的，在这

项伟大的工程中，你、我还有那些商业银行，比如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也是

功不可没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带你重温一下这个创造过程吧。

假如现在中国人民银行印了一张100元的纸币交给你，你会怎么办？你可

能拿着它去小吃街，也可能去书店买这本书，现在我们不妨假设你是很节俭

的，你把这100元存到了工商银行的账户上。那个漂亮的柜台小姐拿了这100元

会干什么？她肯定要把它贷出去，贷给那些需要用钱的人，比如一个想买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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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子，不然银行吃什么？哪有钱给她发工资去买化妆品啊？要知道银行是要

给你付利息的，这种纯赔本的买卖傻子才做。但是，我们的政府规定，商业银

行不能把所有100元钱全贷出去，不然万一哪天有人来取款怎么办？比如说，

银行只能贷出去80元，另外20元叫做准备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叫做准备金

率是20%。到现在为止你的头脑是不是还很清楚？那好，我们继续。房地产商

收到了小伙子的80元钱会怎么办？假设他也把这80元存到了他的建设银行账户

上；同样，建设银行也不是傻子，他留下16元，把另外的64元贷给了一家要进

货的专卖店店主；店主拿这64元付了货款……现在是不是有点乱了？其实这

只是一个重复的过程。按这个逻辑循环下去，到最后你可以发现，所有这100

元纸币都留在了商业银行，但是你的账户多了100元，房地产商的账户多了80

元……所有的货币增加量是100+80+64+……如果你上过中学应该就能发现，

这个原来是一个简单的等比数列求和，它的和为100除以20%，也就是说总共

增加了500元的货币量，中央银行的最初的100元现金扩大到原来的5倍，而这

个过程它是没有参与的，都是大众和商业银行的功劳。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央行的原始货币量被大大扩

大了，扩大之后的倍数正好是准备金率的倒数，这个在经济学上叫做货币乘

数；第二，学好数学很重要！了解了这个机制后，我们就能明白央行怎样控制

总的货币供应量了。首先，可以开动印钞机印钞票；其次，可以调节存款准备

金率。但是一般很少采用这两种方法，央行经常采取的措施叫做公开市场操

作，就是在公开市场上买卖政府债券。卖出债券相当于收回了原始货币，减少

了货币供应总量；买进债券则正好相反。在上一波股市大涨、经济过热期间，

大家可以发现央行几次调高了存款准备金率，我想现在大家应该明白央行这样

做的目的了吧！

仔细的你可能会发现，上面的结论是从前面假设的条件下给出的。实际

上，我们也不可能把所有的钱都存到银行，银行也很少把可贷的钱都贷出去。

如果有一部分现金留在了公众手里的话，这个货币乘数要比理想情况小，但是

这并不妨碍上面的结论的正确性。经济学的研究往往正是从那些看上去不可能

存在的假设前提出发，最后逐渐放宽条件得出有用的结论。在大致知道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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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后，大家是不是发觉其实经济学还是很有意思的？那么让

我们继续下一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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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人民币还能升值吗？  

可能连火星人都知道我们的人民币相比之前升值了不少，即使你是个白

丁，只要你还不是聋子，听听街头巷尾的议论也就够了。记得有一次我去农

贸市场买青菜，最后付钱的时候没零钱，还差3毛钱，跟卖菜大妈商量免掉算

了。谁知，大妈来一句：“你不知道现在人民币值钱了吗？不行！”直接把我

雷倒了。可能她的意思是现在钱更难赚了，但是相同的钱能买到的东西越来越

少了。这和官方常说的人民币升值可不是一回事。那么人民币的价值到底有什

么内在逻辑呢？我想看完这一章你应该基本能搞清楚了。

如果我问你人民币好还是美元、欧元好，你肯定会很鄙视地看看我，不

屑回答。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我总感觉美元是很牛的东西，好像花美元都要高

人一等的样子，连以“刀”为单位计量的商品都要比一般的东西好，甚至到现

在我还留着当时一位叔叔给的400美元压岁钱，现在想想真是脑子进水，那些

钱已经不知贬值多少了。不过现在也懒得去银行兑换，权当留作纪念吧。

说到底货币其实是购买力的象征，购买力高的货币肯定比购买力低的货

币价值高，更可能升值。这里说的升值贬值都是相对于其他货币而言的，而

各国货币之间的相对价格也确实随着时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比如20世纪80年

代的时候，1卢布可以兑换2美元，而到了90年代，1美元反而可以兑换100卢布

了，我们说卢布相对于美元贬值了，这是货币与货币之间相对价格的例子。而

同样1元钱今年能买2根冰棍，明年只能买1根相同的冰棍了，这也说明人民币

不值钱了，贬值了，而这是一个针对货币与商品之间相对价格的例子。有什么

东西能把这些联系起来吗？有的。国际上有一个大概估测各种货币之间汇率有

无高估或低估的理论依据，那就是购买力平价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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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似乎很唬人，其实非常简单。同样一种商品在一个国家以本国货币

表示的售价与另一国以本国货币表示的售价之比就是两种货币之间大致“合

理”的汇率。比方说，如果一个保温杯在中国的售价是70元人民币，在美国

的售价是10美元，那么人民币兑换美元“合理”的水平应该是7∶1，即7元人

民币兑换1美元。当然这只是一个非常不精确的理论，实际情况要比它复杂得

多，如果汇率问题真的这么简单，肯定就有很大一批人要失业了。

探究汇率问题之前，我们最好还是先了解一下它的历史。在古代，汇率

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那个时候各国基本上都用金银等贵金属作为货币，直接

交换就是了。但是咱们人类自古以来最大的本事就是把简单的东西搞复杂，越

复杂就说明越高等、越进化，所以这也难怪现在很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开

口就是一套一套的，貌似只有把别人搞糊涂了才能显示其过人之处。我还是以

咱们之前的方式，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故事开始聊起。

大家都知道，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原先几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强

国都蔫了，美国却强盛起来，毫无疑问地在地球这个大班级中被大家选为了班

长，不选他也没办法，谁叫人家家里有钱还好勇斗狠呢！万一哪天这个流氓收

拾你一顿怎么办？所以大家在这里也可以看出，在现如今想做老大，你一定要

够狠、够流氓，家里还要有钱，出了事能摆平。一天（确切地说是1944年的7

月），班长联合班委召集一班小喽啰在班长家的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里开

班会。班长说，你们现在不是穷吗？打架打穷了，货币币值也不稳定，这个和

建设和谐班级的宗旨是矛盾的。但是我家有钱，家里藏着很多黄金呢，你们按

我说的做，来维护咱们班的金融体系的稳定。然后不管自愿不自愿吧，大家都

在合约上签字了，签的那个叫做《布雷顿森林协定》，里面规定：以黄金为基

础，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各国的货币盯住美元（也就是说规定多少马

克换1美元，多少人民币换1美元），可以直接向美国以35美元一盎司的价格兑

换黄金。所以从那以后，国际间的汇率基本上是固定的。到了1971年，这个体

系再也顶不住了，所以大家都作鸟兽散了，汇率也就开始浮动了。

就我们亲爱的人民币来说，从1994年我国汇率制度并轨以来，规定了美

元兑换人民币的比率为1∶8.27，这个固定的汇率一直维持到了2005年。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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