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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济学通识，作者 薛兆丰。翻开这本书，阅读了第一章节之后，我就感到这本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
。经济学通识带给我的感受是颠覆性的，作者通过对于具体事件的描述，详细阐述了表象背后的经济
原理和逻辑。并且提出了一些看起来反常，但细细想来却是有理有据的观点。破除了我的直觉，而是
诉我思考才能洞察这个世界。

由于平常阅读的时间不是很多，所以我选择一个个小结分开总结。

第一小节： 东西不够--管制的愿望与结果
在这一小节，主要围绕房价，火车票价等展开，提出了某些乍一看惊世骇俗的观点：火车票价还不够
；炒房有功；高速公路不该免费，免费才是最贵的。

我们国家目前有几个现象，是大众关注的热点，比如居高不下的房价，比如世界级的春运现象。而且
些现象不是很好解决，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需求量太大了，说白了就是人太多，多到目前的铁路
力水平或者房子数量满足不了。由此，政府陆续推出了一些行政上的管制手段，比如一些限购令，比
强制铁路票价先定在某一个值。

就比如火车票价一事，至今票价仍然限制的一定的价位，而不是如同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一样，随时
动。当作者喊出：“火车票价还不够高”的话语时，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的担心，大多是集中在：
票价提高，穷人怎么买得起？”，“春节回家是刚需，政府应当压制票价在一个低水平，否则很多人
不起票，回不了家”，“如果不是黄牛党等存在，票怎么会这么难买，错在黄牛党”。

对此，作者一一给出了反驳。首先：刚需说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作者明确指出，这个世界上一切都
稀缺的，没有什么刚需，没有什么“实在必须”。因为刚需，所以管制价格的说法站不住脚。比如说
水算不算刚需？那是不是应该限制价格。水对于我们来说是需求量很高的产品，但即使如此他也不得
接受供需规律，类似中东某些缺水的国家，水有的时候比黄金和石油还贵，不可能维持低价，那里的
们为了购买水，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价格，但这是合理的。比如说，生命算不算刚需，实际上，我也听
见过一些场景，比如一个老人，身患重病，医院给出的治疗方案是不保险的，也就是说进行医治很有
能没有什么效果，同时患者还要出一笔高昂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老人和家属都会放弃进行
疗，老人希望减轻家人的负担，选择了放弃生命。

你看，有些情况下，连生命都可以放弃，说明，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对人是必须的，一切都是选择的
题，用这种角度，就比较好理解，为什么说提高火车票价可以缓解春运压力，如果一个人真的很想回
过年，他一定会想方设法回家的，不管是错开时间，还是选择其他交通工具，还是支付比现在价格高
火车票价。

由此就引出了一个结论，回家过年是一件商品。而商品不得不接受供需规律。

另一方面。作者有讨论了现在春运的一些乱像：火车站大混乱，前几年的黄牛党猖獗。现在我在补充
点，就是现在一些网络抢票软件猖獗的现象。甚至去年的时候，携程自己也出了付费帮助抢票的服务
顺便一提我室友就支付了这次服务，并且成功抢到了票。

作者指出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就是因为火车票价太低，短期的需求激增，一方面让那些本身打算以其
交通方式回家，或者错峰回家的人，选择购买便宜的火车票，在高峰期回家，造成了铁路拥堵。另一
面，由于需求量的激增，导致黄牛党和各类抢票软件出现，这种情况恰恰是因为消费者愿意承受更多
经济支出去购买火车票，而且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春运依旧拥堵，消费
想要做火车回家，到头来他仍然需要支付高于原票价的支出，同时还有本身的时间和精力。整个国家
在春运这个环节处在低效率的状态。

而提高票价，能不能解决春运难这个问题，恐怕不能完全解决，但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为什么这么
，因为提高票价并没有让铁路的运载能力上升，但能缓解，是因为更多的人会选择别的方式回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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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峰回家，甚至选择今年不回家（如果不必须的话）。这样确实可以做到缓解的作用，而且，一旦价
跟随市场浮动，黄牛和各式抢票软件也会消失，人们也不用彻夜排队。乱象也就解决了。

当然文中还分析了房价，高速公路收费，出租车紧张等问题，作者围绕基本的供需关系，反驳了所谓
限购，出租车准入门槛等管制手段的效果，价格的上涨下降，应当有市场的供需关系决定，而不是通
强制的管制决定，这样只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内耗和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而且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最
的买单者还是我们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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