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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生产、流通、分配、

消费价值及规律的科学。经济学与自然科学

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都是对研究对象客观

规律的研究，经济学的重要性在这里也可见

一斑。

经济活动是人类特有的活动，学好经济

学可以帮助人们创造、转化和实现价值；人

类经济活动就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

能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本书采用了虚拟课堂形式，精心选取了

16 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从经济学的 16 项基

础概念入手，将晦涩难懂的经济理论与各种

经济现象相结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

浅出地解析经济学，并且力求做到细致全面。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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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世界经济格局变幻莫测，各类经济现象扑朔迷离。专

业的经济学术语晦涩艰深，让很多读者对经济学理论望而却步。

面对“经济学”这个庞大的科学概念，你是否感到茫然和迷

惑？看到一系列经济学图表、公式和数据分析，你是否觉得无从

下手？

其实，了解经济学并不难。经济学也可以变得妙趣横生。《经

济学原来很有趣》就是这样一本通俗的大众经济学读物。

本书能够引导每一位读者入门，不管你对经济学是略知

一二，还是零基础，本书都能让你从此之后面对经济学不再望而

生畏。

本书包含了经济学基础原理、经济学常用术语、市场经济学、

市场结构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生产要素经济学、厂商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国际贸易经济学、金融经济、经济形势等内容，是

一本很好的普及性读本。

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全新的形势，我们有责任针对新出

现的经济问题，给读者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是新形势下读者的

需要，也是我们对经济学的延伸和拓展。

此外，本书还有以下六大特色：只讲经济常识，以实用性为

主；采用课堂手法，讲解经济学知识；揭示有趣的经济现象；将

经济学专业术语化繁为简；深入浅出地解析经济理论；配以图片，

让读者更容易理解。

经济学是一门让人收获智慧与幸福的社会科学。经济学与人

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婚姻、消费、理财

等，经济学知识和原理无处不在。

本书的重点不在于教授读者那些深奥的理论，或者让读者学

习数学、图表之类的工具来分析经济问题，而是要逐步引导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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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经济学家的思维去思考问题，用经济学方式去解决问题。

本书能让读者学会选择，从而做出正确决策，理性消费，感

性生活。

读懂经济学，你的生活就能多一些保障，你的未来也会更加

光明！经济学是聪明人的选择，请翻开本书，开始你的经济学之

旅吧！

作者

202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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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是经济学专业大一新生。某天傍晚，

他正和舍友聊天，一阵短促的敲门声打断了

他们。

王一起身开门，看到一张陌生的面孔。

他疑惑地问来人：“请问您找谁？”来者神

秘地笑了笑，递给王一一张精致的卡片：“我

这里有 16 堂课，一共 16 晚，每晚都会有一

位大师来讲课，卡片只给有缘人。年轻人，

要不要来一张？”

王一听完啼笑皆非，现在做推销都这么

神秘了吗？他打算关上门。

陌生人赶紧拦住了他：“年轻人，机不

可失，时不再来哦。这可是免费的。”

王一笑着对他说：“我可是学经济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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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您还是去别的宿舍问问吧。”

陌生人又是一笑：“你就收下吧，就在学校的大礼堂。每晚

12 点准时上课，你绝对不会失望的。”王一将信将疑地收下了

卡片。

到了晚上 11：30，王一躺在上铺怎么也睡不着，他又拿出

了陌生人给的卡片，翻来覆去地看着。

突然，王一从床上坐起来。反正也睡不着，干脆去看看！

他穿好衣服，推门溜出了宿舍楼，直奔大礼堂而去。晚上的

校园黑漆漆的，安静得让人发毛，这让王一对课堂又产生了一丝

疑惑。

推开大礼堂的门，里面已经坐了不少学生。门口的年轻人穿

着中世纪的服装，面无表情地说：“你有卡吗？”王一赶紧掏出

卡片，门口的年轻人侧身让王一过去：“快找个位置坐好，课程

马上就要开始了。”

王一快走了两步，正要落座时，却见讲台上缓缓走来一位导

师。只见他满头卷发，五官棱角分明，穿着英国古典服装，典型

的西方人形象。

王一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不可能吧，难道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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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第导师主讲“利息”

本章通过五个小节，讲解威廉·配第有关“利息”的经济学内容。

作者用幽默诙谐的文字，为读者营造出一种轻松明快的氛围，让读者能

在愉悦的氛围中学习有关“利息”的经济学理论。

第一章

威廉·配第
（William Petty，1623 年 5 月 26 日—1687 年 12 月 16 日），英国

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统计学家，被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他率

先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基本原理，并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考察了工

资、地租、利息等的范畴，他把地租看作剩余价值的基本形态，他区分

了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其一生著作颇丰，主要有《赋税论》《献给英

明人士》《政治算术》《爱尔兰政治剖析》《货币略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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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钱是可以自己赚钱的

“各位东方的学生们，我是来自英国的威廉·配第，大家晚

上好。”威廉·配第教授挺了挺腰板，将右手放在胸前，给台下

的同学们鞠了一躬。

王一没像其他同学那样吃惊，虽然他一眼就看出，台上那个

绝对不是演员，但由于他接受能力很强，所以他并不慌乱。

待台下稍稍平静后，威廉·配第用文明杖敲了敲地板：“各

位的反应跟我预想的差不多，当我知道这堂课是要上给 21 世纪

的中国学生时，我也是十分惊讶的。”威廉·配第笑着向台下眨

了眨眼睛。

在场的同学似乎很快接受了这个事实，纷纷拿出了笔和本子。

王一什么都没带，他不由得有些后悔自己没早做准备。要知道，

威廉·配第导师的课，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听到的。

转眼间，威廉·配第导师已经在黑板上写下一个问题：钱会

自己赚钱吗？

看到这个问题，台下的学生立马开始了热烈讨论。王一听

到有人说：“钱又没手没脚，自己怎么赚钱？当然是人在赚钱

啊！”“钱要是会自己赚，还要我们那么努力干什么？”但是王

一却隐隐猜到了什么。

威廉·配第导师看着台下交头接耳的同学，颇有些得意地

说：“大家肯定都是一头雾水吧？钱怎么能生钱呢？但是大家别

经济学原来很有趣    5校   正文.indd   2 2021/12/3   15: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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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投资就是典型的用钱来赚钱啊！”

台下的同学恍然大悟。

威廉·配第导师接着说：“有些人觉得投资很复杂，一提到

这个问题就晕头转向。什么基金、股票、债券，完全听不明白。

其实说白了，这些投资就是在用钱生钱。”

这句话让王一想到电视剧《欢乐颂》里的一句台词：人生

钱很难，钱生钱却很容易。看来，威廉·配第导师讲的就是这个

道理。

威廉·配第导师接着说：“想让钱自己赚到钱并不难，只要

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原则就可以了。”在场的同学

包括王一都笑了，英国人竟然还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的

核心内容！

威廉·配第导师接着说：“这一个中心，就是以管钱为中

心；两个基本点则是以生钱和护钱为保障。最贴近大家生活的钱

生钱方式，应该就是利息吧？！”同学们纷纷点头。（如图 1-1

所示）

经济学家语录：

以管钱为中心，以生钱和护钱

为保障，最贴近生活的钱生钱

方式就是利息。

图 1-1 什么是利息

经济学原来很有趣    5校   正文.indd   3 2021/12/3   15: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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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在学习经济学课程的时候，曾听自己的专业课导师讲过，

所谓利息，就是指货币资金在向实体经济部门注入并回流时所带

来的增值额。当时觉得这个解释晦涩难懂，所以留给王一的印象

并不深。

而威廉·配第导师对利息的解释是：你把钱借给银行，银行

支付给你的报酬。

王一自己也存钱，但银行支付给自己的利息很有限，指望那

点儿存款大富大贵根本不现实，但毕竟聊胜于无。其他学生也是

一脸若有所思的样子。

在礼堂的角落里，一个学生举手提出了自己的疑问：“银行

给我们支付利息，那谁给银行支付利息呢？银行会不会赔？”

威廉·配第导师对该生递去一个鼓励的眼神，说道：

“其实，利息不仅包括银行支付给你们的利息，也包括你们

向银行贷款时缴纳的利息。早在封建社会甚至奴隶制社会时期，

就已经存在着高利贷形式的钱生钱方法。当然，银行跟高利贷还

是有很大差别的。”

说到这儿，聪明的同学已经猜到银行的赚钱方式了。威廉·配

第导师接着说：

“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银行不给你利息，你会存钱进去

吗？你把钱存进银行，银行才有钱向别人放贷，要知道，贷款利

息可是远远高于存款利息的。银行给你 2.5% 的利息，再用你的

钱去放贷，贷款的利息可是在 5% 以上呢。”

威廉·配第导师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了利息的计算公式：

利息 = 本金 × 利率 × 存期 ×100%。然后他转过身，一本正经

地讲道：

“我把我的 50 万元存入银行，5 年定期，年利率是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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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什么都不用干，我的 50 万元就会每月赚到 2000 元，每年就是

2.4 万元，5 年下来，就是 12 万元。这还只是普通的银行存息，

有些利息甚至更高。这难道不是钱生钱最好的方式吗？”（如

图 1-2 所示）

我国当前存贷款基准利率为
活期存款 0.35%

整存整取定期存款 利率 / %
三个月 1.10
半年 1.30
一年 1.50
二年 2.10
三年 2.75

各顼贷款 利率 / %
一年以内（含一年） 4.35

一年至五年（含五年） 4.75
五年以上 4.90

公积金贷款 利率 / %
五年以下（含五年） 2.75

五年以上 3.25

贷款 存款

贷款利息

贷
款

申
请

银行

存款利息

图 1-2 贷款利息和存款利息

大家都纷纷点头，利息果然是钱生钱的好方法啊。威廉·配

第导师看到大家满面红光的样子，笑着说：

“一提到钱，大家的眼睛都开始放光了。但是先别急，我还

有个问题要问大家。”他眨了眨眼睛对台下的同学们说道，“你

们可知道，为什么诺贝尔奖的奖金永远都发不完？”

王一琢磨道，利息每年就这么多，诺贝尔奖怎么会永远也发

不完呢？其他人也是一脸疑惑地看着彼此。

威廉·配第导师看着面露疑惑的学生们，狡黠地笑了笑：“这

就是我下面要讲的内容—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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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可以让财富滚雪球的复利

威廉·配第导师一席话，让台下的学生有些摸不着头脑。“利

息”这个概念大家都知道了，那“复利”又是什么呢？竟然能让

诺贝尔奖的奖金永远都发不完？

王一也苦思冥想了良久，明明记得专业课导师提过的，怎么

就是没印象呢？

威廉·配第导师似乎很满意大家这种困惑的表情，接着说

道：“诺贝尔在全世界 20 个国家开办了约 100 家工厂，在弥留

之际，诺贝尔立下了遗嘱，将自己的财产变作基金，每年用这个

基金的利息作为奖金，奖励那些在前一年度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

的人。大家记住，诺贝尔奖本金是 3100 万瑞典克朗。”

接着，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下这样一串数字：

1901 年，奖金 15 万瑞典克朗；

1980 年，奖金 100 万瑞典克朗；

1991 年，奖金 600 万瑞典克朗；

1992 年，奖金 650 万瑞典克朗；

2000 年，奖金 900 万瑞典克朗；

2001 年，奖金 1000 万瑞典克朗；

……

王一和大家一样，眼睛随着威廉·配第导师写下的数字越瞪

越圆，不少学生都计算出，诺贝尔奖金发放的总额，早已远远超

过诺贝尔遗产的本金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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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配第导师笑着说：“如果没有复利，诺贝尔奖早已不

复存在了。1953 年，诺贝尔奖的资产只剩下 300 多万美元。加

上通货膨胀的影响，这些钱只相当于 1901 年的 30 万美元。”

大家明知道诺贝尔奖并没有破产，但心还是不由自主地揪了

起来，十分专注地看着威廉·配第导师。威廉·配第吊足了大家

的胃口，满意地接着说：

“诺贝尔基金会的理事们求教于经济专家，用一种新的资

产管理方式，一举挽回了诺贝尔奖的破产危机。不仅如此，到

2000 年之后，诺贝尔奖的总资产已经增长到超过 5 亿美元了。”

这时，王一听见有同学说：“我知道了！您是想说经济学上

的‘72 法则’！”威廉·配第导师向那位学生投去赞许的目光，

然后向其他学生解释道：

“‘72 法则’，就是用 72 除以回报率，可以估算出本金增

减所需的时间，反映出复利的结果。举个例子吧，假如你将投入

100 万元，年利率是 10%，那么，你的 100 万元增长到 200 万元，

大约需要 72÷10，也就是 7.2 年时间。”

威廉·配第导师一边说，一边把复利计算公式写到了黑板

上：F=P（1+i）n。

“其中，P 就是我们的本金，也就是那 100 万元；而 i 则是利

率，也就是 10%；n 为持有期限。”威廉·配第狡黠地眨了眨眼

睛，“诺贝尔的财富真的很令人羡慕啊，而这也是利滚利最好的

例证。”（如图 1-3 所示）

说到这儿，威廉·配第导师喝了口茶，满意地看着台下学生

们瞠目结舌的样子。王一将威廉·配第导师的话好好消化了一番，

才发现原来经济学这么有趣，难怪有这么多人都为经济学着迷。

威廉·配第导师补充道：“复利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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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本金产生利息，利息也能产生利息，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

越大。”

单利 复利

1 万元投资 10% 收益的单利复利对比
投资年度 单利 / 元 复利 / 元

第 1 年本息和 11000 11000
第 5 年本息和 15000 16110
第 10 年本息和 20000 25940
第 20 年本息和 30000 67270
第 30 年本息和 40000 174490
第 50 年本息和 60000 1173900
注：本次计算结果最末位为个位，其结果
按照“四舍五入法”进行计算。

图 1-3 单利与复利对比

威廉·配第导师耸耸肩，轻松地说：“躺着也能挣钱，这是

一件真事。其实你也有希望登上富豪榜。也许你们当中有人会问：

我怎么不知道还有这种好事呢？因为，你不懂复利。”

很多人包括王一，大家都认为致富的先决条件是庞大的本金，

其实并非如此。“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

江海”就是这个道理。说白了，只要懂得复利，一粒米也能变成

大粮仓。

威廉·配第导师让大家思考了一下自己的话，然后说：“我

出一个问题，考考大家是否真的听懂了复利这个概念：有两个人，

第一个在 23 岁的时候，每年投资 1 万元，直到自己 45 岁，按照年

复利率 15% 的收益增长；另一位在 32 岁才开始投资，他每年投资

2万元，同样是 15%的复利率。当二人都到 45岁时，谁的钱更多？”

王一听到有些学生小声说“投资两万元的更多”，也有人说

“先投资的人钱更多”，但更多的学生则是拿出笔和本，仔细地

计算着二人的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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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大家纷纷给出了答案：先投资的人赚得更多。

威廉·配第导师满意地笑了：“很好，看来你们都认真听讲了。

先投资的人，在他 45 岁时，通过复利能得到约 138 万元，而后投

资的人，到他45岁时只能获得68.7万元。这就是复利的时间力量。”

这个问题让王一想到了自己的姐姐，她也是早早就搞投资赚

利息，拿了家里的 100 万元做抵押理财，年利率是 10%，一年后，

对方付给他姐姐 110 万元。然后，他姐姐又拿 110 万元继续做理

财，依旧是 10% 的年利率。

第二年，这 110 万元的利息变成了 11 万元，本息加起来是

121 万元。七年后，他姐姐的理财本息已经达到了 194.8 万元，

接近最初本金的两倍。第 12 年的时候，她的本息已经达到了

314 万元，是最初的 3 倍多，这就是复利的魅力。

威廉·配第导师打断了王一的回忆，接着对大家说：“5

万元，相信每个家庭都会有这些储蓄。如果将这 5 万元投入到一

项每年获 10% 利率的投资上去。按照复利计算，30 年后，当初

的 5 万元资产将变成：F=50000×（1+10%）30-1，也就是将近 80

万元。这难道不诱人吗？”

威廉·配第导师的例子，让台下的学生们两眼放光，也让王

一想到了爱因斯坦的一句话：“宇宙间最大的能量是复利，世界

的第八大奇迹是复利，复利的威力比原子弹更可怕。”

“当然了，经济学是聪明人的游戏，复利的确是暴利，但

是，”威廉·配第导师笑着说，“作为我的学生，你们可一定

要分清暴利和伪装成暴利的骗局，如果你们被传销集团骗去，

可不要说是我的学生哦。”

王一和其他学生立马要求道：“导师，快给我们讲讲经济学

里的骗局吧！传销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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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利用高回报设置陷阱的庞氏骗局

威廉·配第导师看着台下起劲的学生们，笑着敲了敲手中的

文明杖：“我想问各位，有谁知道庞氏骗局吗？”

王一仔细回忆了一下，这个词好像在哪里听说过，噢！对了，

在专业课本后面，有一幅图是什么来着……“金字塔骗局！”王

一不禁脱口而出。威廉·配第导师向王一投来赞许的目光。

“没错，庞氏骗局就是金字塔骗局的最初模型。”

威廉·配第导师在黑板上画了一幅图。最上面一层画了 1 个

小人儿，写着“第一代投资者”；第二层画了 2 个小人儿，写着

“第二代投资者”；第三层画了 4 个小人儿，写着“第三代投资

者”。（如图 1-4 所示）

1. 第一个月，骗子从投资者
手里各收 100 元；

2. 第二个月，他需要给第 1
层的 2 名投资者付出利润。
这样，他必须寻找 4 名新的
投资者；

3. 第三个月，他需要寻找 8
名新的投资者，来为 1、2
层付出利润高额回报

庞氏骗局

图 1-4 庞氏骗局

他说：“庞氏骗局是对金融领域投资诈骗的称呼，主角是一

个意大利投机商人，叫查尔斯·庞兹。他移民到美国后，便着手

策划了一个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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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花自己一分钱，就在经济瘫痪的美国骗到了 1500 万

美元。”威廉·配第导师耸耸肩，“他靠着这笔钱住上了豪华别

墅，买了一百套西装，他的几十根拐杖都是纯金镶宝石的，甚至

连烟斗上都镶满了钻石。”

王一和其他学生的注意力立马被威廉·配第导师的故事吸引

住了，仿佛一个穿金戴银的骗子就在自己眼前。学生们纷纷催促

导师：“后来呢？”

威廉·配第导师笑了笑：“后来他当然破产了，因为他根本

不懂经济，他的 3 万名随众也不懂经济。”王一的好奇心简直要

冲破胸膛了，其他学生也是满脸期待，纷纷发言：

“这个查尔斯·庞兹到底用了什么方法呢？”

“这个骗局跟传销又有什么关系呢？”

威廉·配第似乎很满意，因为大家都在跟着自己思考。于是

他笑着喝了口红茶，继续说：

“他只是虚构了一个投资项目，并且把这个项目搞得很复杂，

让一些门外汉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又觉得这个项目很厉害。

但得逞的关键是，他向投资者许诺，三个月内就可获得 40% 的

利润，用高额的回报来诱使投资者进行投资。”

威廉·配第导师指着黑板上的图，继续说道：“当然，一开

始的高回报是存在的。因为狡猾的庞兹把新投资者的钱当作快速

回报，付给最初投资的人，借此诱使更多的人上当。由于庞兹付

给第一批投资人的回报丰厚，所以他用短短七个月时间就吸引了

3 万名投资者。”

王一听明白了，所谓“庞氏骗局”，本质上就是利用人对于

高额利息的追求，玩了一招拆东墙补西墙，“空手套白狼”的把

戏，用创造利息赚钱的假象来骗取更多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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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配第导师摊手道：“其实，这个骗局很容易被识破，

只要你稍微懂点经济，就完全不会上当。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可能

存在高额但没有风险的利息收入，但不幸的是，因为大众缺乏经

济学知识，很多非法的传销集团还能继续用这一招聚敛钱财。因

为大众从不会反问自己，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零风险的高利息

收入呢？”

王一想到了最近电视上曝光的传销骗局，果然跟“庞氏骗局”

的操作手法如出一辙。只是，中国的传销骗局更多利用人们的感

情，让受害者的亲戚朋友与受害者取得联系，通过拖亲人下水的

方法，挽回自己的损失。

威廉·配第导师有些苦恼：“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天上不

可能掉馅饼，地上到处是陷阱。没有产品，没有可行的方案，甚

至连一个正式公司都不算，你怎么敢把钱投到这样的地方呢？”

传销就是“庞氏骗局”的衍生版，很多搞传销的人都在鼓吹

“投资零风险”，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零风险的投资呢？就像

威廉·配第导师说的那样：

“如果有人告诉你‘来投资我们的产品，我们是零风险投资，

并且利润高得吓人’，那你一定要拒绝，因为这绝对是个骗局！

记住：有收益，就一定有风险。”

查尔斯·庞兹用邮政票据就能吸引来上千万美元，上万名随

众，这在威廉·配第导师看来十分荒唐，也十分无奈，骗子得逞

的原因就是受害者的无知。

王一和在场的很多学生都看过关于传销的报道，他们知道，

传销团伙最初实行的就是“三不谈”，即不谈公司、不谈理念、

不谈制度。总之，他们不会告诉你传销的真相，只给你抛出一个

甜蜜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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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资产很多，或者你亲朋好友很多，你就有可能成为骗

局中的第一代、第二代投资者。骗子会给你一笔收益，让你觉得

他们是可以信任的，觉得这个“项目”是稳赚不赔的，然后诱使

你再把更多的钱投到骗子的腰包。

“在美国，很多人都被‘庞氏骗局’骗得倾家荡产，在中国

又何尝不是呢？”威廉·配第导师有些不忍地说，“多少原本美

满的家庭，都因为陷入传销骗局而支离破碎。其实，只要他们懂

一点经济学知识，这种悲剧完全可以避免！”

威廉·配第导师摆摆手，似乎也不愿意让气氛沉重下去，他

换了轻松明快的语气：“沉重的事情就讲到这里，让我们还是回

到利息上吧，要知道，计算利息的方式不同，结果可是大相径庭

的哦。”

王一和其他学生听到利息，立马振奋了精神，纷纷拿出自己

的纸笔，准备跟这位经济大家再学点赚钱的本领。

第四节 计息方式不同，结果令人震惊

威廉·配第导师首先给学生们提了一个问题：“有谁知道计

息方式有哪几种？”

学生们都毫不犹豫地说出了答案：“有复利！”“有银行的

单利！”威廉·配第导师满意地说：“看来大家都在认真听我讲

课，我很高兴，谢谢大家。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计息方式其实

有三种。不，准确地说，是有六种。”

虽然王一是学经济学的，但毕竟还是个新生，他也只知道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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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和复利这两种计息方式，那剩下的几种方式是什么呢？

威廉·配第导师看出了学生们的疑惑，也不卖关子了，他在

黑板上写了三个词：单利、复利和年金。

王一心想：单利和复利我知道，这个年金又是什么呢？没

等他想完，周围的学生便开始议论纷纷：“这不是三种计息方式

吗？”“年金是什么呢？”

威廉·配第导师在大家的疑惑声中，转身又在黑板上加了

几笔。

他在单利、复利和年金下面分别加了“现值”和“终值”两

个词，然后又说：“年金，就是你定期或不定期的现金流，比如

分期付款、分期还贷、养老金、租金等都属于年金形式。参与年

金计划也是一项很好的投资安排。”

王一最初是不太了解年金的，但是他知道养老金，养老金源

自于自由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是公司老板出于自愿而建立

的员工福利计划。每个月缴纳一定的金额，用于保障工人退休后

的基本生活需要。

提供年金合同的金融机构一般为保险公司。年金终值包括各

年存入的本金相加以及各年存入的本金所产生的利息，但是，由

于这些本金存入的时间不同，所以产生的利息也不尽相同。

威廉·配第导师神秘一笑，对台下的同学说：

“当然，年金是一种很好的投资方式，但这并不是我们的重

点。我要教给你们的是—”威廉·配第导师指了指黑板上的两

组词：“终值和现值。有人知道终值和现值分别是什么吗？”

王一被问住了，他看到其他学生也是一脸迷茫。自己对终值

还有点印象，因为上次跟家里人去银行做理财，隐约听银行的人

讲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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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配第导师似乎很喜欢大家迷惑不解的样子，于是笑着

说：“终值其实很简单，就是指现在某一时点上的一定量现金折

合到未来的价值。也就是你投入资金的未来价值。”

威廉·配第导师看大部分学生还是一脸迷茫，进一步解释道：

“举个例子，大家都会去银行存钱吧？假如去银行存 1 万元，利

息是 1%，那么 1年之后，你的本息加起来大约是 1.01万元，这 1.01

万元就是终值。也就是俗称的‘本利和’。”

王一恍然大悟，原来终值就是本息相加的数字。那现值呢？

威廉·配第导师仿佛看出了王一内心的想法，接着讲道：“现

值比终值要稍微复杂一点，但也很好理解。就是指未来某一时点

上的一定量现金折合到现在的价值。我也给各位举个例子来说。”

他拿起自己的红茶杯，说：“假如这是我的一套房产，我想

把它出租出去，为期 20 年。但我不知道它现在值多少钱，我就可

以用现值的概念，把它未来20年的租金收入，折算成今天的价值。”

“再比如说，一位雇员面对两个退休金方案的选择。”威

廉·配第导师放下红茶杯说，“方案 1：一次性收取 100 万

元现金；方案 2：在退休日起每年收取 10 万元自动转账，直至

第 12 年。这位雇员所考虑的，就是现值问题。”

威廉·配第导师笑着说：“现值的概念非常有用。有的经济

学家用它来计算财富，有的经济学家用它来计算能量消耗。现值

还有一个有趣的用途，就是来确定彩票中奖金额究竟价值多少。”

他举了一个关于彩票的有趣案例：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通过广告宣称，自己有一项彩票的奖

金高达 100 万美元，但不会一次性发放。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承诺，

在 20 年内，每年付给受奖者 5 万美元。那么现在这个 100 万元

就不是真正的 100 万元了，我们按贴现率 10%，且每笔奖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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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时到账来计算，这笔奖金的现值也只有不到 47 万美元。

威廉·配第导师一笑：“我们使用贴现值来计算，未来的 1

元钱和现在的 1 元钱有什么差异。如果贴现率是 5%，那就意味

着 1 年后的 105 元，只相当于现在的 100 元，或 100 元相当于现

在的 95.24 元。”

威廉·配第导师笑着对台下的学生们说：“现在，各位都知

道了计息的种类。我想说的是，计息方式不同，结果当然也就大

相径庭。”（如图 1-5 所示）

经济学家语录：

日常计息有单利和复利之分，

又有年金等多种形式，计息

方式不同，结果也就会大相

径庭。

图 1-5 计息方式不同结果不同

他给在场的学生们举了个例子：有人在两家不同的银行分别

办了为期三年的 10 万元存款业务，两家银行的年利率都是 3%，

可存款到期后，他发现第一家银行的利息比第二家银行少了 300

元钱。

第一家银行给了他 9000 元的利息，而第二家银行则给了他

9300 元的利息，他为此感到很纳闷儿。后来经过计算存款协议

才发现，第一家银行是 3% 年息但到期一次性计算利息，所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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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总利息就是 9%，第二家银行是 3% 年息，每年计息转存，3

年的总利息就是 9.3%。

其实，这就是因为银行计算利息的方法不同而导致的结果

不同。

这两种计息方法不同，但都是正确的方式。采用不同的计息

方式，所获的收益就会不同。

威廉·配第导师笑了笑，说：“大家都说学经济学的人聪明，

这句话是没错的，学一点经济学真的很重要。它能帮你增加财富，

还能让你避免上当。”

威廉·配第导师向台下的学生们眨眨眼：“有谁还记得，我

在讲庞氏骗局时提到的一句话？有收益就—”

“一定有风险！”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道。威廉·配第导

师很满意地笑了：“很好，下面我就来给大家讲讲，为什么有收

益，就一定有风险。”

第五节 利息和风险收益理论

威廉·配第导师打趣道：“我讲传销内容时，曾说如果你们

当中有谁被‘庞氏骗局’骗到，就不要说是我的学生。大家都还

记得吧？”

王一和其他学生纷纷表示记得，威廉·配第导师向王一的座

位望去。

“我听我的小朋友说，有位学生在接受课程卡片时说过，天

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吧？”威廉·配第教授笑着看向台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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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威廉·配第教授却鼓起掌来，大声说：“我要给这位学生鼓

掌，因为天下确实没有免费的午餐。我在之前讲到的种种收益就

是一块巨大的蛋糕，但你背负如此巨大的蛋糕，也是要承受重量的。”

王一听到风险，立马挺直了腰板，别的学生也是一副正襟危

坐的样子。

威廉·配第导师先在黑板上写下了一个公式：Kj=Rf+βj（Km-

Rf）。这个公式是衡量收益与风险关系的一个基本公式。

在这个公式中，资产的期望收益率为 Kj，风险系数为 βj；Kj

随着 βj 的增大而提高，随着 βj 的减小而降低。

威廉·配第导师说：“相信这个公式大家都明白，简单来说，

就是收益和风险价值具有对称性：风险越小，收益越低；风险越

大，收益越高。这就是风险收益均衡原则。”（如图 1-6 所示）

利
益

风
险

图 1-6 利益与风险

这一点王一深表赞同。如果想获得巨额收益，就必须勇于承

担巨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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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威廉·配第导师却又无奈地摊手道：“当然，这个公式是

不可逆的。我只能说，高收益一定是高风险，但高风险却并不一

定是高收益。因为风险是不可预见的，有时，高风险甚至会造成

致命的损失。”

王一想，这就是要我们敢于冒险，同时还要善于冒险啊！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计算利息时，利率也是经常变动的。”

威廉·配第导师说，“这也是风险的一种。当利率提高时，就会

让筹资成本增大。”

威廉·配第导师告诉大家：在筹资过程中，筹资的风险可以

用财务杠杆系数来衡量。也就是说，财务杠杆系数越大，筹资风

险越大，风险越大，则收益就越大；反之，财务杠杆系数越小，

筹资风险越小，收益也越小。

威廉·配第导师说：“不同的人，对风险的态度也不同。因

此，他们在资本结构中放的资金比重亦不相同。承担的风险不同，

获得的收益就不一样。”

这一点，也让台下的学生们频频点头。确实，对于那些财务

实力很强、环境适应能力较好的理财者来说，他们可以适度提高

筹资中的财务杠杆系数，从而获得更多的风险收益。

“所以，理财者要关注利率的变动，这也是利息和风险收益

理论联系最大的一点。”威廉·配第导师换了一种严肃的语气，“此

外，我还看到中国有不少企业，其资本结构中的负债比重偏大，

超过了其所能承受的范围。它们面临的风险很大，急需调整。”

威廉·配第导师敲了敲文明杖，强调道：

“在投资时，一定要权衡收益与风险。一定要从自身实际出

发，钱多可以多投，钱少就要少投。看清风险，再做投资，这才

是一个聪明人应该有的经济头脑。我经常见到很多人，都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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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不善，从千万富翁变成了一贫如洗的乞丐。”

“但，需要注意的是，风险这股力量虽然可怕，但如果驾驭

得好，就能让个人甚至一个国家迅速地富有、强大起来。”威廉·配

第导师耸了耸肩膀，“学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美国之所以如此快

速发展，跟其风险投资是密切相关的。”

台下的学生们听见威廉·配第导师如此说，不由得又两眼放

出金光来。威廉·配第继续说道：“美国有一大批优秀的企业，

比如微软、雅虎、英特尔，这些企业的崛起都得益于风险投资的

支持，硅谷就是风险投资创造高科技的典范。”

王一知道，现在中国在经济方面也加快了风险投资的发展，

但要搞好高风险高收益的风险投资，还要从学懂经济学做起啊。

台下其他同学也是一脸若有所思的样子。

威廉·配第导师一笑：“相信大家都惊叹于风险投资带来的

高收益，也担心高收益所带来的高风险。其实，风险和收益就是

对等的。大家知道做什么来钱最快吗？抢银行啊！所以抢银行也

是风险最大的，被抓到就完蛋了。”（如图 1-7 所示）

经济学家语录：

在投资上，风险和收益就是对

等的，越高的收益代表着越大

的风险。

图 1-7 收益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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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配第狡黠地眨了眨眼，大家哄堂大笑起来，气氛也变

得轻松明快。威廉·配第导师说，他有三招，能让大家避免陷入

债务泥沼。

第一，培养风险意识，杜绝侥幸心理。在经济圈中有一句话，

叫作“投资有风险，理财须谨慎”。在投资理财的各个环节中，

风险与收益始终同在，对待风险要谨慎。

威廉·配第导师说：“不少理财者在利益蛋糕的甜美诱惑下，

经常选择忽视或轻视风险的存在，为此遭受不应有的损失。理财

一定要从自身财务实力和能力水平出发，如果一味贪快，总想赌

一把，肯定会背负巨大损失。”

第二，直面风险显示，控制投资风险。投资的过程并不只是

“投钱—赚钱”这么简单，而是包括了项目开发、论证评估、决

策、计划、实施和结果评估等过程，其中，决策是关键。要杜绝

个人不懂经济规律，只会拍脑袋做决策的做法。

王一知道，中航油巨亏事件就是典型的一例。管理者个人凌

驾于公司内部监督和风险控制制度之上，不懂经济，独断专行，

最后把公司搞得一蹶不振。

第三，预见风险，挑战风险。风险确实蕴含着危机，但更孕

育了无限的收益。把钱存入银行，吃活期利息的确很平稳，但普

通人存一年的利息还不够一顿饭钱。所以要敢于并善于挑战风险，

挑选更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

威廉·配第导师说：“理财者要善于学习，提高理财水平和

迎接风险能力。要预见未来可能面临的危机和风险，并为此采取

有效的预防措施。”

“这些，就是我本次课程的全部内容。”威廉·配第导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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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在台上鼓起了掌：“你们是我带过最有灵性的学生，我的课程

很成功，也请你们给自己鼓个掌！”

王一和其他学生纷纷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给自己，也给台上

这位经济学大家。威廉·配第导师就在这雷鸣般的掌声中，对台

下的学生们鞠了一躬，走向了幕后。

斯密导师主讲“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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