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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经济学》

内容概要

《生活中的经济学(新版)》对政府管制与自由化政策、劳工市场及移民问题、人力资源和学校教育、
家庭问题、歧视问题、犯罪和毒瘾问题、利益团体和政府决策等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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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经济学》

作者简介

　　加里·贝克，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目前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及社会学系，同时也
是胡佛研究中心成员。此外，还曾担任和党候选人多尔的政策顾问。贝克教授是少数几位以经济理论
来分析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家之一，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名。　　吉蒂·贝克，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
。目前担任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历史系副教授，亦为胡佛研究中心成员。在芝加哥念书期间，认识
了加里·贝克，并结为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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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经济学》

书籍目录

专题1 政府管制与自由化政策
专题2 劳工市场及移民问题
专题3 人力资源和学校教育
专题4 家庭问题
专题5 歧视问题
专题6 犯罪和毒瘾问题
专题7 利益团体和政府决策
专题8 政府和税收制度
专题9 国际贸易和国际协议
专题10 股票市场和经济衰退
专题11 经济学家
附录 走出象牙塔的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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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经济学》

编辑推荐

　　《生活中的经济学》一书包罗广泛，分析政治、社会、财政、经济、金融、种族、性别、教育等
各个方面，读者可依自己的兴趣选择篇幅，它将给予我们许多不同的视角，有些可能深获你心，有些
你可能不以为然，但却都可以激发我们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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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经济学》

精彩短评

1、⋯⋯
2、西方的案例
3、在深圳这个城市，看到了太多的贫富差距，所以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
4、本来想当微经复习书翻翻 没认真看  
没看到啥理论啊根本 可能太灵活了完全融入例子？反正我剥离不出来  挺失望的  
5、大学专业入门
6、都是小故事加短评，适合当报刊消遣；当然就是故事陈旧了点了...
7、学习生活中的经济学，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幸福和快乐。同时也能明白一些生活和做人的道理。
8、短篇，专栏文章，写于8090年代，反映了美国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及当时热点话题。作者核心观点
是支持市场自由经济，认为通过市场自由的发展与调节，很多社会问题都得到平衡与解决。2016年第
一本，不过最后有不到20%的内容未读完，因为内容过时，读下去的兴趣不大。
9、未完待续
10、《商业周刊》上的专栏文集，另一本是http://book.douban.com/subject/6394374/
11、读了一半 反正就是ZF做什么都有人会不满
12、这个更不记得说了什么了⋯⋯
13、用经济学的观点解读生活中的屁事儿
14、如果是开创性的作品，可能因为其影响较早较大，降低了读到时的新意
15、很新的观点 就是记得都是八九十年代的事
16、看看而已
17、还没读完
18、一般
19、还行
20、感觉像是小报上文章的汇编, 看过了政府政策及劳工部分, 没看出诺贝尔奖得主的功底, 都是一些泛
泛的评论, 比较失望
21、入门趣味书籍

22、可惜都是外国的情况
23、每一段都短小精悍，意思表达得比较明确但是故事太老了吧，感觉意义不大。
24、一般。作者提出家务劳动应该计算gdp.前段时间看新闻，某女生提出此论点，结果被文盲编辑伙
同网民围观了。
25、被书名骗了，不是我想看的那些有趣的东西。巧合是11年12月26日看完时发现是07年12月26日买
的。
26、了解不同于一般常识的作者的经济学观点
27、2016年25本，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Governing the Commons》中提出，通过收归国有或完全私
有不是解决公地问题的两个极端方案；公地问题只是一阶问题，还包括二阶供给制度，三阶承诺监督
问题；加里在本书所阐述的更多为自由经济在解决二阶三阶问题上相对于国有经济的优势；然而夹在
国有和私有两者间还有大量的空地等待各方发现，也许完美解决全部三阶公地问题并没有一个完全统
一的答案；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经济是环境的子系统，无论哪种方案，都要保证人类生存条件的最低
限度和可持续发展。
28、花非花，物非物。
29、看待钱的问题会更广泛也更苛刻，不知道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
30、算是经济学的时论，贝克尔的，可以考虑推荐给新人
31、诺奖得主的功力——搞模型——并未体现于此书
32、是有他写的评论专栏集合起来的一本书，算是休闲读物
33、作为一部经济学小品文集，可看性还是挺强的，涉及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自从曼昆把
经济学理论平民化之后，这种叙述方式便巍然流行。现在国内流行的此类作品多如牛毛，但是净是些
不入流的教授用来赚眼球的东西。而该书的作者加里·贝克，本身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所以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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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经济学》

他的这部小作品，在叙述上更加偏重于经济学者的严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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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经济学》

精彩书评

1、作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本书内容是他在《商业周刊》杂志上的专栏文章。大部分写于20多年
前。目前来看基本没过时，因为这些问题还是在不停地被讨论。其实主要的问题是生活密切相关的经
济问题如房价、工资等，政府管的多一点好还是少一点好。作者是倾向于政府少管，让市场发挥作用
的一派。可惜作者是为美国读者写的。许多问题离中国的现实比较远。远不如看为本书写序的薛兆丰
的讨论中国现实的文章有意思，比如薛兆丰讨论如何解决春运买票难的文章。薛兆丰与本文作者基本
同属一派。
2、这款瑞泰企业生产的竹牙签，是瑞泰企业成立二十五年来，生产的第326款牙签。二十五年前，瑞
泰企业只是一个两夫妇开的小作坊，当然，他们并没有预料到，二十五年后，大家会刷那么多牙，把
牙都刷稀疏了，吃那么多牛肉，把那么多纤维状的肉制品塞进自己的牙齿，也更不会想到，一个叫日
依的云南小镇，生产的牙签，被大量的放置在北京乃至全国各大城市的大型超市之中，人们经过这个
货架的时候，看也不看，就把他放进自己的购物车中。这不要紧，这不会影响到你使用瑞泰牙签，因
为大家不会象挑电视机品牌一样的标准，来挑选一盒五毛钱，一盒200根的牙签，甚至从来就没有买牙
签的人想到要数过，这一盒的数量是不是够200根。消费者买牙签的习惯充满着偶然性，瑞泰之所以畅
销全国，各大餐馆饭店，各家餐桌厨房，都摆放着瑞泰牙签，是因为，瑞泰牙签真的很多，你的手，
很容易的，机率很大的，就拿着了瑞泰牙签。瑞泰现在是一个家族式的现代企业，他们能吃苦，所以
，他们的牙签，真是不愁销啊，但今天，他们还是找到我，要我为他们这第326款牙签，写一篇说明书
。他们知道，找我写一篇这样的说明书很贵，但他们说他们付得起，因为，他们觉得，生产波音飞机
，和生产牙签，本质上都是一样的。“用我们牙签的人，比坐波音的人多得多！”他们坐波音飞到北
京，骄傲的跟我说。现在我的桌上就放着这第326款牙签，我基本上看不出他和我过去用的牙签有什么
差别，或许我一直用的，就是瑞泰牙签。它是那么的熟悉，我打开盖，取出一根，轻易的从牙齿缝隙
中挑出我晚餐时的残余，紧接着，我又用它挑出了我指甲缝里的尘垢。这真是一个实用而简单的东西
。“它和上一款有什么差别吗？”“哦，它比上一款长1毫米，更适合北方人的骨骼体型。”“那上
一款和上上一款呢？”“我们开始只采取竹子根部以上第五节至第八节为原料，在这之前，第九节我
们也是采用的。““这有什么差别吗？”“你会发现第九节和第八节的韧性有着跳跃性的衰变。”“
哦！”我若有所思。我数了数这盒牙签，加上我又含到我嘴里这根，不多不少，刚好200根。
3、这本书以通俗易懂的实例来解说我们日常生活遇见的经济学问题。教你怎样用经济学的角度去作
出选择。面对我们无法解释的事情，作者教你从经济学角度去分析问题。这本书，使我的思考方式发
生改变。谢谢，我能督导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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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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