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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茅于轼倾情作序推荐。
熊秉元教授是台湾地区家喻户晓的经济学家，早年因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文章推翻著名的科斯定理而
名扬经济学界，与张五常、黄有光、林行止并成为华人经济学界“四侠”。
本书中，作者用那支带有魔力的笔，或用生活中的大小故事解释经济学原理，或用经济学原理解读生
活中的大小故事。这些故事小到伦常关系，大到国家政治，经由作者由浅入深，有理有据的阐述，使
我们在掌握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同时，学会经济学思维方式。
本书通过16个章节，60个小故事，从人的特质到社会价值的演变，以经济学的视角，使一切事物的因
果关系愈加清晰。作者用一只诙谐的笔，将复杂枯燥的经济学原理融入生活。使我们不需要太多的经
济学知识，就能发觉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经济现象，同时塑造我们的经济学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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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秉元，台湾地区家喻户晓的经济学家，曾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推翻著名的“科斯定理”。
在华人经济学界，与张五常、黄有光、林行止并称为“四侠”，现为浙江大学教授，并担任多所国内
外高校兼职教授。
熊秉元还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散文家。1993年，推出第一本经济学散文集《寻找心中那把尺》，即获
选为“金鼎奖”推荐著作。目前，熊秉元已有两篇文章被选为台湾高职国文课文，是华人经济学家中
唯一获此殊荣的人。最新著作《优雅的理性：用经济学眼光看世界》、《正义的成本：当法律遇上经
济学》备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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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生活中的经济学概念
第一章 经济学的基石
第二章 稻草人的由来
第三章 那一只看不见的手
第四章 对铜臭味的追求
第五章 谁懂谁的心？
第二篇 社会关系有“价签”
第六章 这种孩子，不养也罢
第七章 大道之行也
第八章 流逝的景观
第三篇 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对话
第九章 政治过程的基本元素
第十章 真理和圣人
第十一章 到民主之路
第四篇 当法学遇上经济学
第十二章 公平正义的真正意义
第十三章 司法有价吗？
第十四章 司法女神的举止
第五篇 “万能钥匙”怎么用？
第十五章 以管窥天？
第十六章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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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有专业要求的读者来说太浅～简言之，用权宜的眼光看世界。
2、即逻辑思维版的《正义的成本 成本帝国》，摆事实，讲道理，比《正义的成本 理性之美》中的小
短文要分析的更为深入。
3、过于直白了些。
4、内容啊错，很容易懂，不说教摆事实，读起来很愉悦
5、挺好的，语言通俗，故事有趣，视角独到。古代对通奸是用刑法，处罚比较重，而现在则是用民
法，处罚没那么重了。为什么？盖因为古代农村生活是熟人社会，通奸对社会人际关系网络的伤害太
大，而现在城市生活是陌生人社会，伤害就没那么大了。
6、公平正义本身不是目的，只是手段而已。既然是手段，也就是工具，当然就值得试着选好的工具
。
7、比正义的成本水了太多
8、对于报纸专栏式的文章组成的一部书，给五星，没啥专栏文章能把经济学介绍的那么开智和吸引
了！对于华语圈的人来说，就是超五星！故事虽然选取的是台湾，但对于华语圈的人来说应该都不陌
生！如果觉得有趣看完全书，本书对于介绍经济学这任务来说算是完美完成。
9、照此标准，我真是不够理性，更不懂得自利。。
10、最近在听经济学原理的课，这本书用更实际的故事让我理解一些名词和原理。
11、罗胖的推荐，不过针对内容显得不够深入，对具体问题点到为止，没有深刻论证具体问题。话说
经济学的思维去解释，会不会是一种自圆其说，然并卵。
12、1 这本书的结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开拓了了一种分析角度，即书中所言的经济学的用场，向外
拓广的实用价值。其核心角度在于：从利己这一特性导向的成本效益。2此外，在方法论上也带给我
启示：如何选择合理的建模？如何梳理整个闭环控制系统的各个环节的作用？实际问题大多是复杂而
绞绕在一起的，针对研究问题取舍，忽略部分因素，这都需要更多交叉知识的学习，更高的智慧分析
的能力。3所以，也承认自己的智慧与心智无法道清很多问题，承认这种“不可解”也是活着的另一
种途径。4经济学的外扩帮助我认识人行为的世俗面：利己和目的结果论，从而可以帮助个人从不必
要的纠结中解脱出来：
13、适合普通大众阅读的一本经济学的书，以经济学作为视角，作为工具，去解释社会生活，来解释
社会学、政治学与法学的观点与逻辑。读书的时候除了赞叹会想，他一定非常热爱，如果不是热爱，
怎么能够做到用这样奇妙的视角去感悟这个世界。
14、与优雅的理性、正义的成本一脉相承。
15、从yaha那拿来看的。可能自己确实没什么经济学方面的嗅觉，纯当故事会看了。但另外一方面也
觉得作者讲一些概念并没讲到点上。比如“回归基本面”一文，全篇看完仍然不知道什么是基本面，
怎么回归的基本面。作者的思维和语言也偏台湾，大脑内部还需要做一个转换。茅于轼先生的前言说
的不差，这本书不是给入门读者的。
16、还是沿着芝加哥学派的路径，这回换了一个台湾的著者，有直白的解释，好像是那么回事的故事
，在配上不是大陆的叙事方式，讲的又是经济和法律的故事，有的时候，酣畅凌厉的阅读快感就是这
样产生吧
17、任何一种学科，都有迥异的思维角度，用“角度”而不是“方式”，是“思维方式”都有共通性
，所以“政治”、“法律”、“社会学”甚至作为自然科学的“电机”都可以被经济学所解释。本书
是熊教授《正义的成本》之后的大众读物，讲理性、自利，讲效率、公平，在“经济学无用论？”终
章给出四点结论，道理还是“就事论事”、“打破因果律”的简单道理，但很多人想不明白，想不明
白的人又不会有阅读习惯，哎，所以还是言简意赅点好，故事讲多了，太散漫，会消耗读者的时间、
机会成本。
18、学会用经济学的眼光看世界。
19、理论阐述地很通俗易懂，但熊秉元似乎真的不太会讲故事。
20、轻松读入经济学思维看待身边事物。
21、200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林行止、黄有光和熊秉元的系列文集，知道经济分析的不同
视角。2007年，有幸听了熊老师两个月的法与经济学，不自觉的把他的上课方式和内容用到了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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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上，效果佳。重读《解释的工具》里面的文章，另有一番意味。故事虽小，确值得多嚼，在不同
的时期总能读出不同的感受。无怪乎最后要站在巨侠的肩上，从不同的侧面了解巨侠。
22、起初，并不知其人，只因旁听学校安排给他系学生的课程得见其人，算是先见其人，后闻其大名
。正如熊教授所言，法科学生普遍存在先入为主的弊病，脑中满是大道理，却鲜有立论的案例。对于
事物更多的是一种价值判断，而非事实论证。本书用生活中的鲜活例子讲述了一个个经济学原理，读
起来并不觉拗口难懂，但听完熊教授的面授后，始觉运用起来并非易事。雄教授的成本效益法在一些
极端案例中得到近乎完美的诠释，如他所言的“弹药库中的核武器”。
23、这家伙书确实不错，优美，易懂通俗，但是二十万不到的书和他之前的书竟然有上万字的重复，
这不是坑读者吗？
24、用经济学的知识分析日常生活中的事，无论亲情，友情，每一件事都有经济学方面的解释，社会
，政治，法律等等。结合故事，让读者更容易感受到经济学在生活中的应用。经济学，无处不在。
25、当然不能和西方经济学大家的作品相比，毕竟不是专著，随便看看就好。
26、上熊秉元的课需读的书目，内容松散却简单明了，上完他的课受益匪浅
27、这是三本中读的第二本，翻来覆去还是那些事，三本合一就行了。
28、例子都来自生活中简单容易被忽略的事实，但成语使用太多，不直观，中国传统哲学意味颇浓
29、做为一名法律专业的学生，这本书启发性的观点很多，只是觉得体系不是很严密，虽然很多地方
微言大义，深入浅出，但是有些地方过分生活化，跳跃性较大，不能看透作者的思想轨迹，这可能是
作者从生活经历着手写下自己理论观点的缘故，而我只为一届少不更事的学生缺乏生活历练，难嚼其
中深意。
30、有和老师谈笑风生的机会也是很开熏
31、简明有趣
32、如果是在高中前后读这本书，可能对我的人生都会有很深的影响吧。
33、挺不错的，可以好好的看看
经济学的四个重要结论
1.人是理性和自利的
2.存在不一定合理，但存在一定有原因
3.好的价值要出现，是有条件的
4.一件事物的意义，是由其他事物衬托而出
34、将未曾感知的经济学逻辑思维和分析方法带入家庭、宗教、政治、人生、道德、法律，给人以全
新视角，已然惊艳，此一条便足以。
35、重要的是思考方式。比如家里是否要有厨房，最后的争论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想过，
在周围全是饭店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有“家里没有厨房”这个选项的。不是说要把生活过成永远
在权衡利弊，而是说，当我们用取舍的眼光去看待生活时，我们会发现一些以前从未意识到的可以有
的选择。这些选择不一定全部都成立，但或许会有一些的确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36、大师，用生活中的小故事、小常识把经济学串了一遍，其中着重掺入了法律经济学概念。
37、结语：确实是位不错的体育老师，成本与真相最让我受到感触.
38、很可惜，放现在已经没有可读性

39、比较贴近我们日常的生活，读起来有趣味不枯燥
40、大师就是大师，内容上无可挑剔，比上一本好太多。这么好的一本书被大量毫无意义甚至让人哭
笑不得的感叹号给减分不少，冷静理性的文字被这些感叹号蒙上了一层歇斯底里的色彩。另外，多次
浓墨重彩描写自己的学员听完自己课后多么的“激动”“兴奋”“重塑世界观”“整个人生不一样了
”这样真的好吗。。。
41、把过往写过的文章，集结出书。。。这种骗钱的做法。。呵呵
42、世上很多规则，其实是人情世故的微信版。试着发觉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经济现象，养成我们生活
中的经济学思维方式，会有用的。
43、非常有启发的经济学导读书。作者介绍了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再以经济学思维分析了逻辑学
，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的一些重要课题，一方面展示了经济学分析的优越性，另一方面给人对这些
领域固有话题的新启发。最后，作者总结了自己的对于书本所运用的抽象思维模式，即对照与衬托。

Page 6



《解释的工具：生活中的经济学原理》

耐读，受益了。
44、过于简单，深度不够，有点啰嗦
45、以生活中思考的视角对法律经济学进行阐释。“离相无住”
46、从生活入手的经济学思维方式
47、读的时候能感觉到作者很爱自己的专业。
48、需求法则还可以这样解释，有意思。经济思维在支配着一切。
49、行为成本理论
50、不错，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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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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