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之间在时间资源

句题上可能也是不

平等的
。

有的人体

质好些可 以长 寿
,

有的 人 则 半 路 夭

折 � 有的人反应快

些
,

读书一 目十行
,

外文过 目成诵
,

于

是他的时间比别人

的
“

密度
”
更大

,

一

天 等 于 人 家 两 三

天 � 更有些奇才天

生可 以少 睡觉
,

别

人要 睡 � 小时
,

他

只需打个小吨
,

所

以每天就 比别人多

赚好几个小时
。

但

无论如何
,

就每 一

个人来说
,

时间资

源 对 他 总 是 有 限

的
,

多有多的有限
,

少有少的有限
,

因

此在这有限的时间

里所能干的事情就

比别人高
,

或者特别警于利用时间
、

抓紧

时间
,

在有限的时间里同时做成好几件

事
。

可是仔细分析起来
,

机会成本对这样

的人也同样适用
 
他尽管比别人做的李

多
,

但毕竟不 能再多了
。

在所有的情况下
,

人们要干成一些事

情
,

至少面临着一种机会成本
,

那就是
“

闲

暇
” 。

奋迅的一 句引用率相当高的名言

是
 

所谓天才
,

就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

用到读书上去罢了
,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

抓紧时间者
,

把时间的
“

密度
”

提高也
,

就

像把房间里都摆满了家具
,

我们就 不再有

空间可 以行走的道理一样
。

功名利禄
、

成

就事业从一定意义上讲并不难
,

有一正常

的平均的智力水平和 身体条件
,

都能得

到
,

只不过要用勤奋
、

辛劳
,

也就是用那喝

咖啡的时间去交换罢了
,

至少
,

你得一边

读书 !或谈买卖
,

或开会 ∀一边喝咖啡
,

而

不 能坐到露夭咖啡座的阳伞下一喝两个

小时
,

悠哉悠哉观赏路上的行人
、

天上 的

飞鸟
。

要挣钱就要 四处跑买卖
、

赶饭局
,

看摊一看十几个小时 �要 升官就要多花时

间搞调查
、

写报告
、

编计划
,

四下联络感

情
,

八方打探消息 � 要做成点学问就要读

所谓机会成本
,

基本的意思就是有一

得
,

有一失
, “

鱼与熊掌
、

不 可兼得
” 。

经济

学的老祖宗
,

英国的亚当
·

斯密曾经说过

!大意 ∀
 

国王会羡慕在路边晒太 阳的农

夫
,

因为农夫有着国王永远不会有的安全

感
。

这话中包含着许多层含义
,

其中一层

就是说
,

国王 的权势也是有代价的
,

至少

是以那种
“

安全感
”

为代价
—

你要有权

势就不能不时时防范有人在搞阴谋诡计

想要暴动叛乱
、 “

篡党夺权
” ,

而你要有农

夫那样的安全感就不能有国王的权势
。

不过经济学中机会成本概念的意思要更

狭一些
,

它往往特指在
“

资源是有限的
”

这个前提下
,

将一种资源更多地用于这一

目的便不能更多地用 于另一 目的
。

经济

学中最普通的一个例子就是
“

黄油与大

炮
”  
一个国家总共有那么多的资本和劳

动
,

既要生产黄油 !消费品 ∀
,

又要生产大

炮 !武器 ∀
,

多生产 了一吨黄油
,

就要少生

产 !比如说∀ 两门大炮
,

这时那少生产的

两门大炮
,

就被称为多生产一吨黄油的
“

机会成本
” 。

一个人生到世上来
,

至少拥有一种
“

天赋的
”

资源
,

那就是时间
,

每天 # ∃ 小

时
,

每年 % & ∋ 天
,

一生 六
、

七
、

八十年
。

人与

是有限的  读书了就不能看报
,

打牌时无

法打球
,

今天要开会读文件
,

研究怎么管

理国家大事
,

就不能去跑买卖看摊 � 今晚

要去官场上应酬
,

就无法到商场上去交易

!
“

官商一体
”

的情况当然要另作分析 ∀ �

而且
,

当过官可能不妨碍你去经商
,

但在

有些社会环境下
,

经商者恐怕很难在官场

上得到大家的认同 � 要想做学间
,

就得多

花功夫多读书
,

你就只能有较少的时间去

经商挣钱或开会升官
。

有的人特别
“

能

干
” ,

一生能成就许多事情
,

有时似乎是

一心几用
,

似有分身术一般
,

同时千着升

官
、

发财
、

做学间的事业
,

这除了可能是

因为他天赋特高
、

特别能干之外
,

无非是

由于前面所说的原因
 
他的时间

“

密度
”

万卷书
,

行万里路
,

搜集资料
,

完成试验
,

一睁眼就想到哪篇文章还没写
,

哪段讲义

还没编
,

恨不得做梦也能做出个搞试脸的

新招
。

于是要 么是整天在外
,

半夜才归 �

要么是挑灯夜战
,

不近人情 � 星期日不放

假
,

节假 日不休息
,

不 陪老婆进商店
,

不陪

孩子逛公园
,

女友告吹
,

夫妻吵架
,

第三者

擂足
。

就一般情况而论
,

上帝由于公平地

分配给了每人一段有限的时间而公平地

对待我们每一个人
,

你多得一分功名利

禄
,

不过少得一分轻松悠闲罢了
。

有的人

条件特别好
,

运气特别好
,

什么事都似乎

信手拈来
 
坐在家里不动

,

好买卖会 自动

找上门来
,

什么政绩也没有
,

可 阴错阳差

地官运亨通 � 学问不大
,

抽了个空子
,

一个

黝耀黔李翼黝黝纂撇瓢粼



新点子也成名成家
。

这些情况当然有
,

但

不仅是例外
,

而且其实这样的人即使发 了

点财也不会成为巨富
,

当了大官也不会是

伟大
,

出了名的也做不出大学问
。

靠勤奋

不一定成器
,

靠运气和小聪明也能成名
,

但对于一般情况来说
,

不花点时间和精力

是办不成什么事的
,

且不说那努力过程中

的种种煎然
。

经济学中有这么一种
“

算法
”  把一

个人 一天的可支配时间!自然时间减去比

如说 � 小时的必要 睡眠时间∀或一生的可

支配时间从 自然年龄中减去不能工作的

少年和老年期
,

算作一个总数
,

然后给出

一天工作所能获得的收入标准
,

让你自己

去选择究竟是多干点活
,

还是多享受点悠

闲
。

这种算法明确地告诉你
 
你想多干成

点事
,

就得少一点闲暇的享受
。

做事情 的机会成本是闲暇
,

反过来

说
, “

闲暇
”

本身也有它的机会成本
,

比如

说一个人什么事不做
,

或者做得很少
,

倒

是舒服自在
,

但因此也就成就不 了什么事

业
,

比如说挣不到更多 的钱
,

得 不到更多

的物质享受
,

看着别人有钱买 这买那
、

出

门旅游
,

而 自己最多只能沏一杯茶在家里

开公司
,

可以更大地发挥才干
,

赚了钱章

大头
,

但操心也大
,

每天要忙于生意
,

还

要承担赔本的风险 � 作个小职员
“

打打

工
” ,

虽然要看老板的脸色行事
,

但不操

那份心
,

这时你也就不能抱怨为什么别人

比你更有钱
。

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东西都可 以给我

们带来幸福或满足
,

比如钱
、

权
、

物
、

闲
,

那么
,

假如 !请注愈这是一个特定的
“

假

如
”

∀ 一个人不特别地偏爱什么
,

又假如

各种社会的外在条件允许他进行选择并

能使他实现自己的选择
,

他的最合理的
、

最佳的生活选择
,

就是把 自己可 以支配的

时间和精力适当地分配 在各种活动中
、

各

种 目的上
,

什么都来一点
,

什么都不太

多
,

适 可而止
,

恰到好处
。

比如说一天共

有 # ∃ 小时
,

减去 � 小时睡眠
,

还剩 (& 小

时可支配的时间
,

我们可 以平均地分配在

∃ 件大事上
 

挣钱 !养家糊 口
、

物质享受∀
、

当官 !社会地位
、

社会服务 ∀
、

治学 !陶冶情

趣
、

发展文化∀
、

娱乐 !休闲玩物
、

保养身

心 ∀
,

每件上面 ∃ 个小时 !不妨设想 � 小时

上班
,

一半是为了挣钱
,

一半是为了当官 ∀
,

哪一样也别太多
,

哪一样也别太少
,

哪一样

口文 ) 樊 纲

享受
“

清淡的闲暇
” 。

机会成本概念的核

心在于什么事情也不是都好都坏
,

而是有

利有弊
,

有得有失
。

机会成本的概念具有

普遍的意义和适用性
,

就在于可 以说什么

事情都有它的机会成本
。

我们上 面仅仅

是就
“

时间
”

本身谈问题
,

还没谈为做成

一 件事所豁付出的其他代价
,

比如
“

痛

苦
”

或
“

辛苦
” ,

从这些代价当中
,

我们更

可以了解机会成本的无所不在
。

为官当

政
、

有权有势
、

万 人之上
,

又有一种干国

家大事的感觉
,

但所受的约束也大
,

上下

左右都要小心谨慎 � 搞学术研究
, “

臭知

识分子
”

一个
,

相对来说却有可 以保持较

大的个性的自由
,

自己写了东西签 上 自己

的名
,

用不着看上 司的脸子
。

自己当老板

也别漏掉
,

这种活法一定是一个在经济理

论上可 以被证明为对这个特殊的人 !由那

些
“

假如
”

来定义的人∀的最好活法
。

这 当然是为了用简便的方式说明 问

题而举的一个极端的例子
,

其实这里一般

的道理仅在于
 
假如 !还是请注意这个

“

假如
”

∀一个人没有特殊的偏好的话
,

比

如不特别是财迷或官迷或书虫或
“

玩闹
”

的话
,

他的最佳选择是将自己的时间精力

适当分散在用于几种 目的之上
,

不可在某

一特殊 目的上用得过多
。

之所以如此
,

就

在于经济学里一个重要的道理
 
人从一件

事上所能获得的满足一般是
“

边际递减
”

的
,

太多 了就会
“

太腻
” ,

不如来点别的
。

抽烟时第一 口最香
,

抽到最后就无所谓

了 � 吃饭时第一碗最好吃
,

一般最多两碗
、

三碗
,

吃到第四碗 已觉撑得慌
,

已经开始

难受而不是享受了 � 电视一台没用
,

十分

难受
,

但有了一台之后若再买一 台
,

不能

说完全没用
,

但显然用处不大了
。

没钱的

时候有一块钱能解决荃本的生存问题
,

这

是要命的事
,

每一分钱都要算计着花 � 但

每月要能挣一万块
,

一块钱掉到地上可能

都不去拣
,

章着钱可能胡乱地买些没什么

用的东西
。

没有官位时
,

一顶小乌纱帽可

以把你与芸芸众生 区别开来
,

但官当得越

大
,

责任也越大
,

官场上的竞争也越激烈
,

政敌也会越多
,

再爬一级也越不容易
,

弄得

你可能不想再往上爬
,

因为算下来官阶的
“

边际好处
”

已越来越小
。

没有名气的时候

一点名气使你沾沾自喜半天
,

名气大了时
,

再多几个人知道你
,

再多几家报刊印上你

的芳名 已不会令你感动了
。

第一本书读着

一切都新鲜
,

知识长了一大块
,

再读第二

本
,

有些东西你已知道
,

味道就不会那么浓

了
。

休息也是一样
,

劳累一天回到家里休息

一下
,

或奔波几天后休一个周 日
,

是一种难

得的享受
,

倍加珍惜 � 让你整天闲着不做

事
,

你还得找点事
“

打发日子
” ,

英文里叫做
“

杀死时间
”

!∗ +,, −. / −+ 0 /

∀
,

就是说那

些时间对你来说已经可厌了
。

所以
,

最好的

办法就是
“

适可而止
” ,

哪一方面花的时间

精力都不要过多
,

匀出来用到那些还能给

你带来较多满足的事上去
,

这样几项加到

一起所能获得的
“

总的满足
” ,

才会最大
。

在

经济学中
,

一般的道理就是在每一件事上

付出的精力
,

所能带给你的满足
, “

在边际

上相等
”

的时候
,

你所获得的满足最大 � 而

达到这样一种
“

最大满足
”

的状态
,

经济学

里就叫作个人选择的
“

均衡
” 。

所谓
“
边际上

相等
” ,

简单说就是你在一件事上多花点功

夫
,

与在另一件事上多花点功夫
,

所获得的

满足都是一样的 �或者反过来说
,

这时你若

在一件事上少花点功夫
,

在另一件事上多

花点功夫
,

并不能使你获得更大的满足
。

以

上说的这些
,

作为一种一般的道理
,

总会是

适用的
。

说到这样一种生活选择的
“

均衡
” ,

立

刻想到了中国哲学中的
“

中庸
”

之道
。

哲学家玄而又玄的中庸之道
,

在经济

学家看来不过就是
“

边际均等
” 。

像中庸之

道这样一种带有很强的价值观色彩的生活

哲学
,

可能只适用于一批能
“

进人境界
”

的

雅士
,

而经济学的俗理
,

或许能够适用 于

劳苦大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