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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 3万越省越穷，诺奖

告诉你双 1 1花钱别心痛



生活中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惯性消费观：终于熬到买得起房，开上了车，

拿着三万的月薪，还是在不该省的地方瞎省钱。攒下一万，想有十万；

到了十万，还想早点存到一百万……

用老人的话说，这是典型的贪小便宜吃大亏。一味省钱，反而不能如愿

省到钱。

节俭，是典型的中国式消费观。这种“美德”，在老一辈的人身上尤为

明显：不敢吃，不敢穿，始终盯着死期的存款。



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一位叫理查德·塞勒的经济学家，他提出

了一个有意思的理论：禀赋效应。

简单来说，就是当你拥有某样东西后，你对这样东西的评价会变高。就

好比，“丢了一百块的痛苦比捡到一百块的幸福更强烈”。

当人们对钱抱有“拥有感”时，就产生了禀赋效应，人们觉得花一百块

钱买东西的痛苦大于一百元商品的快乐，所以当一百块的商品打折时，

他们才会买，因为此时这件东西的快乐能够弥补失去这些钱的痛苦。



人们热衷于买团购券，积攒优惠券，正是利用这些抵消心理上的禀赋效

应。可是为了省钱，我们常常忽略了省钱的代价。

一个在国外生活的闺蜜抱怨，当时出国留学为了省钱，早早购买了航空

公司的青年票，比正价票能够便宜一些钱。但是只能托运一个行李箱，

而正价机票可以托运两个。她当时想，少带点东西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到了当地生活起来才发现，因为少带了很多东西都要重新置办，而

在国外置办这些东西的价钱远远超于国内，甚至远远超于我购买一张正

价机票。



时下年轻人都流行追求诗与远方，很多人乐于穷游，而仔仔细细看完网

上五花八门的穷游攻略后，会发现看起来省钱的方式其实并不省钱。

为了省钱，会选择出行坐廉航，但廉航公司通常都很任性，说取消航班

就取消航班，然后让你去另外一个城市搭航班飞往目的地，提前支付的

酒店预订和景区门票都只能白白扔掉。

而住宿方面，穷游一般都选择比较便宜的旅店，代价就是这样的旅店常

常位于非中心地段，虽然住得便宜，但交通费却更高。

额外代价不仅消耗时间金钱，还会带来精神上的折磨。



一期《锵锵三人行》谈到逃票话题：

香港岭南大学教授许子东说自己在德国的时，曾被一个留学的博士生带

着逃票。这个博士说，在德国逃票被抓的几率是五十分之一，所以很多

人都不买。

许子东战战兢兢听了博士的话。但是在接下来整段旅程中，他一直都在

担惊受怕，觉得每一个迎面走来的人都像是要查票。这恐惧的代价远远

超过了那两马克车费。

钱只有被用掉了，你才拥有它的真实价值。



市场在进化，营销策略也在不断升级，商家从操控商品质量转而操控消

费者心理。

每天都有朋友在问，双十一买点啥好，好像这天不买东西就吃了大亏。

看似买到就是赚到，但其实在商家和消费者的博弈中，消费者一直都是

被操控的一方。

这种“计划报废”策略至今仍然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为的就是让持

续消费观念深入人心，让消费成为义务而不是选择。敢花钱是洒脱，懂

花钱是智慧。



消费观塑造眼界

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叫：好看的脸蛋太多，有趣的灵魂太少。

然而，无论“好看”还是“有趣”都需要投资才能实现。

二十岁的女孩子抹点大宝就能容光焕发，

二十五岁的女人就要用精华眼霜来拖延衰老的到来。

刘嘉玲曾经说，她欣赏岁月在她脸上留下的痕迹，不会用医美手段改变

自己的脸，但必要的护肤功课还是要做的。

确保脸够好看只是锦上添花，而投资大脑、拥有有趣的灵魂才是内核。



卖家不喜欢消费者用理性来考虑需求，只希望他们能像孩子一样，看见

橱窗里的某件东西后就大声说出：我要这个！所以购物节诞生了，各种

各样噱头和口号随之而来：“一瓶香水让你化身乘飞机逃婚的酷女孩，

一份理财保险让你瞬间财务自由逃离北上广。”

“购物实现阶级跨越”的肥皂泡泡，越吹越大。

同样的一笔钱，你可以投资理财，再生资本；也可以集齐口红，买来自

信；或是学习未知的学问，锻炼欠缺的技能，见识陌生的世界，结交更

多有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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