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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人的經濟學》想要說的是如何透過經濟學中創造誘因的基本命題，改變一天生活

花費相當於99美分人們的生活。這本書有趣的地方在於，透過隨機控制實驗證明了這

些資源匱乏的人所面對的環境，所產生的想法和你我不大一樣，讓許多看似簡單的脫

貧方式變得難以執行。就拿借貸和教育為例吧！

 

借貸是由貧轉富的手段之一，貸款人可將貸入的資本透入生產，扣除利息後創造更大

的經濟所得。但實證發現，窮人較少跟銀行貸款，而是向民間機構以高於市價好幾倍

的利息進行交易。這樣的貸款行為無助於由貧轉富，但礙於生活與現金需求窮人也沒

有太多選擇。為何窮人須承擔這麼高的利息？如果窮人能夠付得起民間機構如此高的

利息，為何市場競爭沒能為窮人降低利息？答案在於蒐集資訊的成本。放款人為確保

能取回借款，在放款前必須先知道借款人的底細，包括信用程度、貸款狀況、營利方

式與狀況等。蒐集這些資訊都需要成本，銀行往往因為窮人的貸款數太低不符蒐集這

些資訊所需成本而拒絕貸款。民間貸款機構較無這方面困擾，因為貸款者往往是鄰居

，而且借貸一次之後，因為轉換成本太高，窮人無法隨意轉向其他機構貸款，之後便

只能任貸款機構坐地起價提高利息。

 

教育是另一個可以翻轉家境的機會，受教育者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擁有更高的薪水

。但實證發現，在印度義務教育不但免費而且不缺學校，不過缺席率卻在14%-50%之

間，很多狀況是小孩子不願意上學而非家長不情願。為何教育吸引不了學生上學？答

案是公立學校的品質。根據調查，孟加拉、厄瓜多、印度、印尼、祕魯和烏干達等國

老師怠工和缺課嚴重，學生的閱讀能力因而大多低落。在教育回報率不高的狀況下

，教育無法成為窮人反轉的途徑。

 



《窮人的經濟學》認為雖然貪腐的政府和不民主的國家的確阻礙窮人翻轉，但壞的政

治不代表不會產生好的政策。如何正確地認知他們的需求，漸進地從衛生、教育、信

貸等方面推行好的政策，可能會比好的政治來的更實際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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