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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原来这么有趣》

前言

读者朋友，你肯定以前在书店或者书市上看到过不少介绍经济学的著作，也在求学的过程中接触过很
多经济学名著。比如说《资本论》，我想只要上过高中的中国人就听说过这本大作，而任何一个对经
济学有一点点兴趣的人都听过《国富论》，然而绝大多数人却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阅读这些巨著
。也就是说，大部分人耳濡目染的多是一些晦涩艰深的经济学术语，而根本没有系统的认识。拿起这
本《经济学原来这么有趣：颠覆传统教学的18堂经济课》，你会有不同的感受，书中既没有泛泛而谈
，也没有矫揉造作。读完这本书，你才能回答出这一系列关于经济学的问题：什么是经济？我们该选
择怎样的经济学？该如何认识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如何把经济学理论和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经济
学对生活有着什么样的本质改变？经济学是研究财富产生和分配的学问，它有很多分支，其中影响力
最大的就是宏观经济学，然而这些学问表面上看好像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关系甚小。而那些专门介绍经
济操作的著作，比如个人理财或者股票投资的著作，则总是零零碎碎的，难窥全貌。而本书完美地解
决了经济学理论与现实生活的脱节问题。经济学大师选择了最常见的18个经济学术语，每个术语从四
个角度进行阐述，采用对话和课堂实录的方式，结合国际经济环境、中国经济现状和个人经济现状，
完成经济学的整体建构。读完这本书，你可以清楚地知道如何做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如何在铺天盖地
的“专家”预言中寻找真相，如何将学会的经济学常识应用到自己的工作中，如何在以往的朦胧经济
意识中寻找自己的经济学。本书和所有经济学著作不同，在内容上并没有清楚地告知读者是什么和为
什么，而是需要读者去理解经济学的实质，从众多的经济现象和事件中去寻找最适合自己的经济学答
案：财富可能是货币也可能是土地；可能高税收对人民有利，也可能低税收对人民有利；工资上涨和
工资下降对平头百姓将意味着什么⋯⋯然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是先验的、固态
的和对外排斥的——每个人在接受新知识时总会以固有知识，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理论。所以，阅读
这本书新奇的思考方式会是你思想的一次淬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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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原来这么有趣》

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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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原来这么有趣》

作者简介

钟伟伟，经济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现在国内知名商业银行总行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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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原来这么有趣》

书籍目录

第一堂课配第老师主讲“土地” 土里到底会不会长金子呢／002 收什么税都是搞房地产开发／006 为什
么纳税光荣／008 我是怎么做经济学家的／012 第二堂课魁奈老师主讲“农业” 为什么老板才是老大
／016 社会资本是如何运行的／018 无法抗拒的自然秩序／021 应该交哪种税才合法／024 第三堂课斯密
老师主讲“自由” 政府都干了什么／028 谁也不能和钱作对／031 是谁在操纵着这一切／035 最完美的
经济系统／038 第四堂课李嘉图老师主讲“价值” 幸福的来源是什么／042 怎样衡量价值／045 工资上
涨，手头就没钱／048 税收对国家有好处吗／051 第五堂课穆勒老师主讲“需求” 经济学的终点在哪里
／056 工资来自哪里／059 供给和需求的最终平衡——静态社会／062 双赢是怎么来的／064 第六堂课马
克思老师主讲“分工” 社会化大分工才是王道／068 不可抗拒的洪流／071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073 穿
鞋还是光脚，这是一个问题／076 第七堂课瓦尔拉斯老师主讲“边际” 为何物以稀为贵／080 国家往往
是正义的吗／083 一般均衡理论／085 有没有不懂数学的经济学家／088 第八堂课马歇尔老师主讲“二
元论” 两条腿行走的经济世界／092 为什么商品都有价格弹性／095 知识为什么能改变命运／098 权力
和金钱，谁更大／101 第九堂课李斯特老师主讲“保护”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106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08 最赚钱的方式／112 一切以机器为发展中心／114 第十堂课凯恩斯老师主讲“国家” 为什么会有
经济大萧条／118 政府应该做什么／121 能给每个人一份工作吗／124 钱，花出去才是你的／127 第十一
堂课弗里德曼老师主讲“货币” 通货膨胀是有人在捣鬼吗／132 让政府走开／135 恒常所得假说的解析
／138 弗里德曼老师的经济测试／141 第十二堂课萨金特老师主讲“计量” 用数学模型来计算经济
／146 经济学：理性还是感性／148 未来可以预测吗／151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154 第十三堂课谢尔曼
老师主讲“周期” 春种就一定会有秋收吗／158 美国经济真的是“伟光正”吗／162 成本和利润的构成
／165 垄断等于利益最大化吗／168 第十四堂课蒙代尔老师主讲“危机”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
／172 宏观经济学过时了吗／175 钱，有什么本质不同吗／178 说实话，人民币很另类／181 第十五堂课
罗宾逊夫人主讲“资本” 不自由市场上的竞争是什么样的／186 黄金时代的资本积累是血腥的吗／189 
是谁剥削了工人／191 我的老师凯恩斯不如马克思／194 第十六堂课萨缪尔森老师主讲“生产” 流通是
怎样产生利润的／198 快乐公式／201 谁是救世主／203 乘数效应有什么作用／206 第十七堂课格林斯潘
老师主讲“复苏” 股市引导经济复苏／210 经济危机何时了／213 黄金和白银，谁是危机的赢家／216 
消除恐慌情绪是关键／219 第十八堂课斯蒂格利茨老师主讲“调控” 什么是博弈理论／224 全球经济将
走向哪里／228 金融全球化下的美国／231 为何美国攻击中国的汇率／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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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原来这么有趣》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钱，花出去才是你的 凯恩斯拿起黑板擦，一边擦去原来的文字一边说：“刚才我
们讲到了‘消费倾向’和‘流动偏好’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再着重讲一下，不过现在是站在个人的角
度讲，这关系到大家的钱袋子问题。” 教室里顿时活跃起来，这才是每个人都最关心的问题。 凯恩
斯擦完了黑板，将“消费倾向”和“流动偏好”两个词留了下来，然后开始讲课：“我不明白你们平
时的消费观怎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短期内，你的消费水平由收入决定。手里的钱不够，商家自
然不会愿意把昂贵的商品馈赠给你。也就是说，你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样的东西，开什么样的车
，住什么样的房子，取决于你的收入。按照这样的说法，一个人的收入增加了，他的消费必然也会增
加，对于个人而言，只有这样，收入的增加才有意义。” “然而，关于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却普遍受
一种心理规律的影响，在一般情况下，当人们收入增加时，他们的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的增加不像
收入增加得那么多。很浅显的道理，一个人原本的工资是每个月2000英镑，可以保证他的正常生活，
而且有节余，假定他消费了1000英镑，还结余1000英镑。一段时间之后，他的工资达到了3000英镑，
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呢？” 教室里顿时热闹起来，大家都在讨论，听起来大多数人都表示又可以多存点
儿了。 凯恩斯待教室里的气氛稍微平息之后，开始提问。凯恩斯问了四个人，回答都是增加存款。“
这样就可以每个月存上2000英镑了，既然前面已经提到了，1000英镑都够用了。” “工资增加了，生
活品质自然要提高，存上1500英镑吧，另外每个月多花500英镑，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是一个
漂亮女生的回答。 “我觉得肯定要用一部分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我每个月会再多支出200英镑。” ⋯
⋯ 凯恩斯举起手，示意发言结束，然后接着讲：“几乎没有人愿意将多收入的1000英镑全部用于提高
自己的生活水平。这可以理解，但是并不完全正确，这就是让人难以理解的消费倾向。”“事实上，
我们需要认识到，钱这种东西，不是可以直接用来满足生理需求的，只能通过交换，换取有用处的衣
食住行用的物品才能真正改善生活。也就是说，钱，花出去才是你的，你没有花，那就还不完全属于
你。” 张山听到这里有点儿疑惑，这样说似乎有点儿强词夺理了，于是他举起手来。 “这位同学有
什么问题吗？”凯恩斯问道。 “老师，您为什么这样说呢？钱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可以信赖的，我们存
的钱可以随时取出来买东西啊，使用权归我们，您为什么说不是我们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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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原来这么有趣》

编辑推荐

《经济学原来这么有趣:颠覆传统教学的18堂经济课》编辑推荐：我该努力存钱还是做个“月光族”？
工资上涨就万事大吉吗？最赚钱的方式是什么？房价最终的走势会怎样？股市何时起死回生？⋯⋯ 作
者运用穿越时空的手法，邀请18位经济学大师逐一走进课堂，讨论与现代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18个话
题——土地、农业、自由、价值、需求、分工、边际、二元论、保护、国家、货币、计量、周期、危
机、资本、生产、复苏和调控，教你读懂社会运行的经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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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原来这么有趣》

名人推荐

《经济学原来这么有趣：颠覆传统教学的18堂经济课》设计了一个神秘而又动人的午夜课堂，把世界
上古往今来最出名的18位经济学大师“拘来”，这些经济学大师都根据自己的个性和理论，活灵活现
地在台上讲了2个小时的课，深入浅出，将高深的经济学理论和社会中的经济现象相结合，还有大量
的课堂互动来活跃气氛。更有趣的是，作者在书中还原了一流经济学大师的本来面目，真实反映了他
们之间的对立和纠葛。——山东大学经济学博士 王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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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原来这么有趣》

精彩短评

1、买回来好些日子，一直都没时间看，但是偶尔翻上一页也不错！内容通俗易懂！
2、是一本经济学知识普及读物，写得有趣，便于阅读
3、不是很实用的样子，理论多了点
4、读过，也好像什么也没读。
5、还没怎么看，应该不错，但是同事说有点看不懂
6、曾经经济学挂科的我，还是想买回一本感兴趣的书恶补一下。买回来发现挺有趣的，就像看小故
事一样，有趣生动，而且还加上一些浅显易懂的例子，比较容易明白。特别是它每一节最后还涉及一
些与现实生活挂钩的例子和言论，才明白，经济学在我们日常生活里真是无所不在。
7、基本想说的都表达出来的，作者试图把枯燥费解的理论变得有趣，在我看来就是矫情~ 
8、印刷很好，纸质很好，还没读完、
9、一直想找一本经济学入门书，看过《心理学原来这么有趣》后毅然订了这个系列的这一本书。第
二天就收到了，很好的入门书，把经济学的各种大理论说得通俗有趣，但是又不失严谨，还联系了离
生活特别近的房价、股市、工资这些个大家都关心的话题 。
10、对于菜鸟来讲，我是觉得这本书内容挺好的，每当与人谈论生活现象的时候，一点经济学解释更
加深刻有说服力。
11、自己不是学经济学的，作为扩充知识来看，本书主要概括了一些基本经济学原理，作者自己作为
“听众”，“请”一些历史名人阐述经济的基本原理，讲的还不错，但作为不是学这门专业的我来说
还是比较难懂的，不过还是值得入手。
12、通俗是通俗的，内容的深度一般；就是介绍些基本原理，集合现实生活的都很少。
13、作为通识书来看，了解经济学。内容嘛，当然都是些很浅显的经济学常识。
14、好好看  还可以  有点意思
15、汗，一点都不有趣
16、很好很好。容易接受，对于对经济学不太懂的人挺有用的。
17、仅有的优点是纸质不错、价格不贵。作者无论是经济学实力还是文笔都相当次，把原本不怎么复
杂的东西讲的“浅入深出”：以类似小说形式构造出18堂课，虽然新颖，但是一点趣味性都没有，除
了凑页数没别的意义；小说式描写加入了大量不必要的信息，不但让本来就不厚的书信息量可怜，而
且干扰看真正有价值的文字；最近在看林达的书，可能是对比太强烈了，文学功底差距实在太大了，
感觉行文不畅；作者基本是想将自己死记硬背的东西弄得活泼一些，然而连这点都没有做好，仅仅是
引用经济学家的话，做少量展开，外加抄抄教科书。给我一个教训——买书看作者。毕竟不是小说，
不要对菜鸟作者报什么幻想。
18、亚马逊做活动送的书。真无趣的很。最受不了的是很多纯粹为了凑字数的废话！
19、简单翻阅下，了解下基础知识，但是这本书所说的有趣，真的是让我一脸蒙B
20、物超所值，价格合适。值得推荐
21、通识读本。
22、没觉得有趣，随便了解一下理论
23、很不错的入门书！联系实际比较多，实用。
24、上次亚马逊的赠品。看了一遍什么感觉也没有，貌似是给小孩看的。。。
25、高中思想品德一 经济生活 的扩展版本
26、满99元送的书，对经济学入门的人比较适用。
27、两章弃，有趣在哪？
28、内容不错 就是送来的时候没有塑封 和其他书一起放包装袋里的
29、写的还算通俗易懂，但前后看似有点矛盾
30、额，罗列了一堆经济学家的各种理论，对理解上有一定的帮助，可是条理不怎么清晰，感觉看完
了，就象书里的，梦一场之后脑子还是糊涂的。不过里面一些推荐的经典书目和对经济学的历史脉络
整理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31、入门读本，但还是多少需要点经济学基础
32、书里的故事还是挺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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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原来这么有趣》

33、不是很好
34、谁有作者的联系方式？或者该书的官方读者交流平台。虽然这本书的定位是通俗易懂的，但书中
有些数据还是让人很迷糊。比如第6页提到的土地用来种植粮食和开发房地产的差异，最后的430倍差
异让人摸不着头脑...也许是我的数学确实太差，但还是希望弄明白.
35、挺有意思的，把经济学原理穿插到故事里。大家应该多关心一下经济。
36、书里用18位具有学术里程碑式的人物来讲述他们所代表的经济概念，很好看，通俗易懂
37、用很通俗的方法，把很多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用很浅显的方式来进行说明，很适合经济学理论初
学者。
38、作为完全是经济学门外汉的人来说，这本书绝对是入门的首选！物流，赞一个！！
39、送货很快，周末读了一些。书很好，通俗易懂，以前不咋看经济学的东东，最近学着理理财，觉
得这玩意还是得了解一些的。这本书和生活联系很紧密，书的质量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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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原来这么有趣》

精彩书评

1、在当下牛市读这本书还是比较有趣味的，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QE，读
者选的18个学者零零总总的讲到了许多当下的热点。从富农主义到重商主义，从让市场经济自身调控
到政府应该微调、适当调整市场。能让人想到中国从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国家采取的种种政策，也
能让人理解了。
2、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呵呵”了一下，有二：1、又是“忧伤”；2、作者在自序中说不喜欢名
家推荐，但是腰封上又是“叮叮当当”的一串名字。不过看完自序又引得我继续看下来，同样有二
：1、文辞清淡不乏细致，映上封面的淡绿色很有点“通感”的感觉；2、八点档元素的家族史。（--
！好吧，“八卦”是女人的公因式。） 　　 我觉得，这一定是个爱看电影的妹子。（--！好吧，只有
这种不着调的称呼我才觉得亲近。）她能用轻声细语的言辞洇晕开一个一个镜头感十足的画面，来讲
一个以“颠沛”为主题的故事，她说“说不出理由”地喜欢特吕弗，那便是被他的错总交杂的小宇宙
吸引了去吧，她讲故事也是在当导演哪。 　　 有一个地方，我印象尤为深刻，也尤为喜欢。当她想
要交待一下自己并未曾亲见的上一辈的情杀事件时（P25，最后一段），你能感觉到，她像是在描绘
一个电影的场景。声音，无声的欢乐节奏、噗通的心跳声、嗤嗤的血管破裂声、气球爆裂声、皮鞋声
；颜色，红气球、白色衬衣、红色血泊；动态，心跳，血管爆裂，气球铺天盖地地飘来又爆裂，皮鞋
来到眼前。具有张力的音效、视觉冲击的色彩，这都太像是电影片段了，“就仿佛有无数的红气球铺
天盖地地朝他飘来”这又带上一些实验电影的感觉。对我来说，映入眼里的是线性排列的文字，但是
流入大脑就汇成了立体的画面，看这一段实在是种过瘾的体验。大概，她把听来的故事先在自己大脑
里电影化，再讲给别人听吧。 　　 除却语言叙述上的惊喜，这其实是个实在够压抑的故事，封面上
“异乡人、外来客”六个字似乎一直缠绕在这一家人身上。作者那段阴暗公寓闭塞角落里的童年记忆
像是发了霉一样，我感觉这更是因为“父亲”这一角色的缺失，在这段孤单的成长史中，父亲鬼魅一
般偶尔出现又不声不响地消失，这更加放大了父亲在这里的影响。 　　 想来父亲真是将“颠沛”二
字诠释了个透彻，一路从大陆颠沛到台湾，最后连名字都不是自己的，从这一个女人颠沛到另一个女
人，最后却在一间出租屋里选择自杀。他来来去去地在找什么？我猜，排遣漂泊旅途的孤独感吧，像
是房子之于母亲，像是学业之于“我”，像是年轻姑娘之于父亲，像是各种所求之物之于YMS以及其
他排不上的字母的女人们，但这些又怎么能是长久可靠的呢。这让我想到，某次实习期间有一次外出
，回公司的时候出租车被吭哧吭哧地堵在立交桥上，看着前方艳名远播的“大裤衩”我想，最后我将
什么都剩不下吧，所有的时间、热情都投给了这个堵得不能再堵的“心脏”，我在这熠熠生辉的帝都
是要做什么呢？所以，在他们有空停歇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我这一路是在做什么，就像是河内街头
的老白人，“奇怪自己怎么会走到人生的这一步”。温泉洗去的忧伤，应该是独行路途上的风尘吧，
但路途一直向前，风尘一直不断。 　　 让人觉得感动的是，最后“我”凭着父亲死前的一张登机牌
，逆流而上，寻找父亲的最后一夜。这是最近的距离也是最远的距离，近，是你能看其所看，闻其所
闻；远，是即便你能感到自己与他并肩站立却仍不能感其所感。可我又觉得，这糟糕的一段路上，是
父亲最能充盈“我”心间的时刻，甚至比他陪伴“我”时更能感受他的存在，尽管感受得迷惑又痛苦
。所幸最后，我们算是互相谅解了吧，尽管明知这一段父女之路上颠沛坎坷，可“我”仍愿意在他的
手上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不需要彼此间分分毫毫都了解得很清楚，只要一想起你便减少一些人
生来路上的疑惑与孤独，摸掉一些尘埃再上路，这大概便是父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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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经济学原来这么有趣》的笔记-第2页

        弗朗索瓦·奎奈解释“货币与财富的关系”
1.货币是在财富进行等价交换时的财富，本身不具有消费性，而决定国家财富多少的，绝对不是货币
的多少，而是国家实际上可以用来消费的财富的多少。就是说，如果本身能够生产财富，那么这些财
富可以转化成货币，随时弥补货币的不足；但当你只是具有大量财富，而消费性财富不足时，这个过
程是不可逆转的。
2.以16世纪西班牙和英国的发展为例，。西班牙是海上贸易最先强大起来的国家，当时整个美洲都是
它的殖民地。西班牙控制着贸易生命线，有着强大的海军，每年都有大量金银—货币输入，但这些货
币并非财富，它们本身不能被消费，而是换取了英国大量奢侈消费品，而英国输入货币后努力工作发
展生产，消费性财富不断增多，并最终取代了西班牙海上霸主的地位。

2、《经济学原来这么有趣》的笔记-第10页

        经济学家说的再好，也不如你自己确确实实的在口袋里多出一个钢镚儿

3、《经济学原来这么有趣》的笔记-第31页

        “我认为政府的职能主要有三项：第一，保护社会，使基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
能保护社会中的每个人，使他们不受社会上其他人的侵害和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会
。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益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
呵呵呵

4、《经济学原来这么有趣》的笔记-第16页

        “法国盛产经济学家和艺术家，德国盛产哲学家和军事家，所以德国国强，法国民富。”
天朝盛产政治家和阴谋家，所以国富民穷

5、《经济学原来这么有趣》的笔记-第5页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土地是农业的基础，也就是说地址是经济的基础。

某D希望我们相信经济是由劳动创造的，所以从小我们被灌输的理念是“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而西方世界数百年前就已经知道的土地基础论，统治者们不需要我们这些不可能拥有土地的P民们知
道

6、《经济学原来这么有趣》的笔记-第97页

               这节讲“为什么商品都有弹性价格”，又一次谈到了“边际效应”，对于一个资产逐渐增加的
人，货币的边际效益对他就越小，对任何一定的利益所愿付出的价格也随之增加；同样，对于一个资
产逐渐减少的人，货币的边际效益对他就越大，对任何一定的利益所愿付出的价格也随之减少，这在
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贫富差距大的原因。
       很多原因会影响商品的价格弹性，其中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商品的需求性质，而类似于像茶叶这种
需求很普通却又非必需的物品，商品自身性质对价格弹性就有很大的影响；同时，通过鱼肉容易变质
的例子，新鲜时很贵，腐烂之后低价出售，人们会有计划按照收入多少确定该买什么，不该买什么，
而不是完全按照意愿，这是价格弹性的本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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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经济学原来这么有趣》的笔记-第5页

        vg

8、《经济学原来这么有趣》的笔记-第24页

        “在所有的工作中，任何行业的工作都只是改变了财富的交换，而没有增长财富，只有农业才确
实地从土地里狼刨出了财富，把蕴藏在土地中的无机物变成了对人类、对社会有益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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