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建新

“沉没成本效应”，是指由于舍
不得前期付出的时间、金钱、努力
等方面的成本，以致选择了错误
的、非理性的决策和行为方式，结
果在“成本损失”的坑里越陷越
深，离主观期待越来越远。

美国著名的心理学教授亚科斯
和布拉默做过一个实验——让实验
对象花 100 美元，买了密歇根滑雪
之旅的票，过了几天告诉他们，其
实威斯康星滑雪之旅要好玩得多，
而且票价只要 50 美元。于是，这
些实验对象又去买了威斯康星滑雪
之旅的票。又过了几天，教授告诉
他们：“这两次滑雪之旅的时间有
冲 突 ， 你 们 只 能 选 一 个 。” 结 果
是，大多数人选择了票价更贵的那
个，而不是更好玩的那个。他们给
出的解释是，选 100 美元这个，只
损失了 50 美元，但如果选 50 美元
这个，则会损失 100 美元。研究者
指出，这恰恰是一个基于“沉没成
本”的错误选择，因为最好的选择
是给自己带来更好的体验，而不是
为了避免或弥补损失。

现实生活中，此类现象 随 处
可 见 。 比 如 ， 谈 恋 爱 闹 矛 盾 时 ，
一方提出分手，另一方觉得，花
了那么多时间、付出了那么多感
情，怎么可以说分就分？于是死

缠烂磨甚至走向极端，最终反而
更让对方觉得不可继续交往，下
定决心分手。又如，去影院看电
影，发现票价不菲的电影原来很
不好看，可因为不想“浪费”，哪
怕 更 有 意 义 的 事 情 在 等 着 他 做 ，
也要硬着头皮看下去。再如，对
赌博的痴迷，也是一种“沉没成
本效应”，赌赢了还想继续赢，赌
输了一心想扳回，纵然输得倾家
荡产还要举债去赌，指望好运就
在最后一搏之中，结果自然是沉
溺其中、越输越惨。

如果生活中的“沉没成本效
应”只关系到个人的成败输赢，自
己造成的“沉没”只能由自己去承
担“成本”的话，那么在工作中、
事业上的“沉没成本效应”，就不
仅仅是个人的事情了。譬如，有
的单位和部门喜欢掩盖问题和矛
盾 ， 可 越 掩 盖 往 往 问 题 越 严 重 、
矛盾越尖锐，而越是严重和尖锐
就 越 是 不 敢 直 面 问 题 和 揭 露 矛
盾，于是在付出极其严重的“沉
没成本”之后，又极力想挽回这

种 “ 成 本 ”， 继 续 掩 盖 问 题 和 矛
盾，直至最后无法驾驭局面和收
拾摊子。还有的领导习惯于庇护部
属和下级，明知属下犯了错误却不
去批评和处理，其内心的考量是，
部属犯错亦有领导的责任，唯恐处
理属下会影响自己威望和单位声
誉，于是不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可领导越是庇护，犯错者越是感到
无所谓，结果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
越远，最后难以回头甚至坠入深渊，

“护人”变成了“害人”。
有些人之所以对“沉没成本”

耿耿于怀，主要原因在于人有一大
“天性”——损失憎恶。在涉及实
际利益时，大多数人不愿意接受损
失，当遭遇一次较为严重的损失之
后，其阴影便会在头脑中久久萦
绕、挥之不去；而在以后每次想到
这种损失时，心情就会十分沉重，
但凡做决策、办事情都会念念不
忘，以致掉入“沉没成本”的陷阱
而难以自拔。同时，由于付出了损
失成本，许多人会产生尽快弥补损
失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又会影响

此后的选择和决策。也就是说，由
于一味顾及过去的损失，致使为了
挽回成本而不惜付出更多更大的

“沉没成本”。
其实，“沉没成本”是一种不

可收回的成本、难以挽救的损失。
既然如此，就应当毫不犹豫地放弃
它！就像买了用不着的东西，要么
及时扔掉，要么折价转售，倘若因
为舍不得成本损失而把这种东西一
直闲置在家里，不仅毫无用处，而
且占据存储空间，妨碍家中整洁，
可谓有弊而无利或弊大而利小。同
理，企业生产经营，重在高质量可
持续发展，不能沉湎于一时一事的
得失，有些项目无论盈亏，该关停
的应当义无反顾地关停，不能陷入
短时盈亏的“沉没成本效应”之中
而影响长远发展。

一个人也好，一个单位也罢，无
论做什么决策、办什么事情，重要的
是瞄准未来、着眼发展，而不是纠结
以往、沉溺过去。该放弃的，即使成
本再大、损失再多，也要毅然决然地
放弃。

谨防“沉没成本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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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 鲁 楠 绘

随思录

徐 健

绝大多数人有自己的兴趣爱
好，有自己擅长之处，它让人们的
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乐在其中。
诚如著名作家汪曾祺说的：“人一
定要爱着点什么，恰似草木对光阴
的钟情。”“它让我们变得坚韧、宽
容、充盈。业余的，爱着。”

从小到大，我有过许多不同的
爱好，比如绘画、书法、摄影，等等。
有的时断时续，有的已热情不再，唯
有读书写作一直坚持了下来。除此
之外，成为日常爱好的还有网球运
动。一静一动，前者养心，后者养身，
自认为是比较理想的组合。

说到网球，其实并非从小所爱。
十多年前，因机缘巧合接触后，便喜
欢上了这项运动，且坚持至今，成为
业余时间调节心情、锻炼身体的主
要方式。但多年来，我对此有意保持
适度的热度，并未像一些球友那样
痴迷其中，花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对
球技的提高也不那么在意，我要为
另一项爱好——读书写作留出更多
的时间和空间。

人生处处面临选择和取舍，大
至人生职业走向，小至业余休闲爱
好。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天赋、性
情和喜好，面临不同的环境和条
件，选择什么样的爱好，并为之投
入多少时间和精力，取决于每个人
各自不同的情况和认知，体现的是
一种人生观和对生活的态度。有的
人之所以生活得快乐充实，有滋有
味，甚或在一些领域取得不俗的成
就，成为令人羡慕的成功人士，很
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善于选择，懂得
取舍之道。

对爱好的选择和取舍，最重要
的是遵从内心。兴趣是最好的老
师，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只
有做自己真正热爱和喜欢的事，才
能坚持不懈，才会享受其中纯粹的
快乐。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为了
一些特殊需要，或达到某种目的，
比如为了升学、入职，为了搞好关
系，进入所谓的“圈子”，而被动
地去“喜欢”某些自己并不擅长的
东西。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一
些家长违背孩子的心愿，不管孩子

是否喜欢，是否具有天赋，逼迫他
们学钢琴、学跳舞、学画画，期望
成才成名，结果很可能事与愿违。
沾染了过多的世俗和功利色彩，必
然导致爱好的变味。还有的好高骛
远，不是从自身实际出发，而是盲
目追求时尚化、高档化，以致力不
从心、劳神伤财。只有少些虚荣，
少受外界的影响，爱好才能真正成
为陪伴人生的忠实朋友。

对爱好的选择和取舍，贵在把
握好“度”。爱好，一般是指业余
所为。虽然，也存在爱好与职业相
统一的情形，比如，从小喜欢写作
的成了专业作家，喜欢运动的成了
职业选手，诸如此类。爱好成为谋
生的手段，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并不具有普遍性。这需要自身的努
力，更需要天赋和机遇。对于大多数
人来说，爱好只能是一种充实生活、
陶冶情操的方式，是工作之余的消
遣手段和日常生活的点缀，在生活
中常处于从属位置。在实际工作生
活中，应善于处理好本职工作与业
余爱好之间的关系，避免主次不分、
本末倒置，别让“副业”挤占了“正
业”。比如，打球、玩牌、玩电子游戏
之类，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是闲
暇时调节生活的手段，只能偶尔为
之，切不可过于痴迷、沉湎其中，否
则难免喧宾夺主、贻误正事，甚至玩
物丧志、虚度时光。至于一些有违
公序良俗、有害身心健康的所谓爱
好，更要避而远之。

爱好的选择和取舍，对领导干
部来说尤为重要。领导干部有属于
自己的健康有益的爱好，对社会和
民众是一种示范和引领，对树立领
导干部良好形象也大有裨益，本应
大力提倡。但特殊的身份决定了对
此需慎之又慎，谨防那些不怀好意
者 钻 了 空 子 。“ 上 有 所 好 ，下 必 甚
焉”，社会上一些投机钻营者“不怕
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善
于从领导干部的喜好中寻找突破
口，甚或帮助领导干部“培养爱好”，
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以达到其不
可告人之目的。因此，对领导干部
而言，一己之兴趣爱好看似小事，
却很容易被“身边人”惦记和利用，
万万不可小觑。对某些兴趣爱好保
持适度的克制，不轻易外露，不过分
张扬，显得很有必要。这不啻一种自
我保护，是清醒明智之举。

爱好的取舍之道

张慧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
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
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
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
同向发力、形成合力。这要求在实
施宏观调控、推动市场监管、制定
产业政策过程中增强宏观政策取向
一致性，防范政策叠加导致非预期
风险，促进经营主体形成稳定而良
好的预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一
项政策出台，不管初衷多么好，都
要考虑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考虑
实际执行同政策初衷的差别，考虑
同其他政策是不是有叠加效应，不
断提高政策水平。”高质量发展是
一个多重约束下求解最优的过程，
要兼顾实现发展动力转换、促进生
态环境改善、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有效维护经济安全等多重目标。由
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各项职能分布
于多个政府部门，每个部门为实现
自身目标而出台的各项政策有时会

出现政策效应同向叠加，用力过
度，就会产生较强的收缩效应，通
常会对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带
来较大冲击，不利于稳固经济复苏
的基础。

一般而言，政策叠加导致非预
期风险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一
是政策制定缺乏全局观念，导致

“合成谬误”。经济学中的“合成谬
误”指的是对于局部来说正确的决
策，对总体来说未必正确。如果每
个部门仅从自身角度出发制定和执
行政策，不考虑政策的整体性效果
和全局性影响，最终每个部门看似

“理性”的行为相互叠加反而导致
集体“非理性”的后果。二是长期
目标短期化、系统目标碎片化，导
致“分解谬误”。推动经济转型、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
过程，许多发展目标具有长期性和
系统性，如果急于求成、违背规
律，将长期目标短期化、碎片化实
施 ， 把 “ 持 久 战 ” 打 成 “ 突 击
战”，把整体任务简单分解，就容
易出现政策执行“一刀切”或“层
层加码”，导致基层难以承受、经
营主体难以承担。三是政策制定和
实施缺乏动态思维，没有把握好政
策出台的时度效。经济运行会出现

周期性波动，要根据经济运行所处
的不同阶段选择适宜的经济政策。
在经济下行阶段，应减少收缩性政
策出台的频率，防止各种收缩性政
策叠加，加大经济下行压力，损害
经营主体信心和预期；在经济上行
阶段，要防止扩张性政策叠加，引
发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债务
扩张、结构性扭曲风险。如果缺乏
动态思维，脱离经济运行实际状况
盲目出台政策，就会使政策效果偏
离预定目标。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但各种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经济
回升向好基础仍需巩固。要坚持稳
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多
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
的政策，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
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不断巩固
稳中向好的基础。一是坚持系统观
念，加强统筹协调。经济政策制定
应统筹把握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
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
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把握好
各项政策的耦合度和关联性，加强
各类政策协调配合、互为支撑，凝
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打通政策传导的中梗阻，把握好政
策时效性和精准度，既确保政策效

果直接到位，又防止用力过猛、造
成误伤。二是强化政策沟通，注重
预期引导。制定和出台政策要进行
前期深入调研，广泛收集市场信
息，充分听取相关利益主体意见，
在涉企政策、规划、标准的制定和
评估等方面充分发挥企业家作用，
并根据实际设置合理的过渡期。向
经营主体及时准确传递和解读政策
信息，使各类经营主体准确理解政
策并做出符合政策预期的行动。不
断完善政策风险评估机制，准确识
别可能存在的政策叠加风险并及时
纠正。三是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确保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打
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稳定而连续的
政策预期是提振市场信心的关键。
着力营造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法治化
营商环境，依法依规履行涉企政策
调整程序，避免政策出现“急刹
车”“急转弯”，更好发挥法治固根
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准确把握明年经济工作的政策
取向，我们要切实在政策实施上强
化协同联动、放大组合效应，在政
策储备上打好提前量、留出冗余
度，在政策效果评价上注重有效
性、增强获得感，着力提升宏观政
策支持高质量发展的效果。

有效防范政策叠加导致非预期风险

桂晓燕

刚过了冬至，一年中最冷的
日子开始了。全国各地都有冬至
起 “ 数 九 ” 的 习 俗 ， 老 宁 波 也
数：“一九二九，滴水勿流；三九
四 九 ， 胶 开 捣 臼 ⋯⋯ 八 九 七 十
二，黄狗睏阴地；九九八十一，
飞爬一齐出。”除此之外，还有一
句形容寒冷的宁波老话：“冷冷
风，穷穷铜。”简明扼要，富有地
方特色。

从前人们住的，多是木结构
的老房子，封闭性不佳，往往会
有些漏风。诸葛亮借的是东风，
冬天刮的是西北风。那时候家里
又没有空调、电热器等可供取暖，
每当寒冷彻骨的西北风刮起，从西
屋北屋的缝隙里一丝丝钻将进来，
里面的人也会冻得骨骨抖。所以留
下两句老话：“宁可勿吃鱼吃肉，勿
可囤朝西朝北。”“朝北财主，勿如
朝南屋柱。”

老底子人们收入有限，生活
节俭。每当天寒地冻之时，除了

“一小撮”富豪穿得起裘皮外，多
数人是靠棉衣过冬。小时候常听
老人说：“千层衣勿如一层破花
絮。”说明棉衣的保暖性还不错。
当然，与现在流行的更轻柔更暖
和的羽绒服相比，还是有一定差
距。从前出门的人，最怕西北风呼
啸着扑面而来，“一层破花絮”肯定
挡 不 住 ，即 使 穿 得 像 一 只“ 杜 仲
包”，也冻得耸肩缩头，恨不得把脑
袋缩到衣服里面去。杜仲是一种树
皮可以入药的植物，由于皮厚丝
多，富有弹性，看起来厚墩墩、胖嘟
嘟的。老宁波喜欢用“杜仲包”
来比喻那些穿得鼓鼓囊囊的人。

宁波冬天刮风的日子比下雪

天多，通常“风”就是最大的冷
源。所以宁波人说“冷冷风”是
有道理的。

那又为什么要说“穷穷铜”
呢？这就要用另外一句宁波老话
来解释了：“穷做穷，家里还有三
担铜。”

旧时宁波一带流行铜器，常
见 的 有 铜 茶 壶 、 铜 面 盆 、 铜 火
熜 、 铜 暖 锅 、 铜 汤 婆 子 等 。 此
外，橱柜笼箱上用的是铜攀，挂
的是铜锁，脚桶马桶上打的也是
铜箍。凡是稍有些条件的人家，
儿 女 结 婚 时 ， 总 要 置 办 几 件 铜
器。有不差钱的，还喜欢弄一张
大铜床。对了，跟铜床相配，帐
子用的帐钩，也是铜的。

铜是值钱的东西。只要家里
还有几件铜器，就能直接换钱，

不 必 砸 锅 卖 铁 。 所 以 说 “ 穷 做
穷，家里还有三担铜。”说“三
担”也许有些夸张，而一般人家
或多或少有几件铜器，确是真的。

明白了“穷做穷，家里还有
三担铜。”也就明白了“穷穷铜”
的意思。穷就穷在“铜”字上，
家里拿不出一件铜器，那才叫做
真穷。综上所述，这就是宁波老
话“冷冷风，穷穷铜”的来历。

人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每
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
生 活 条 件 和 价 值 取 向 。 旧 时 冬
天，人们的生活习惯和防寒保暖
措施，也不可能脱离当时的环境
条件。

没有空调怎样取暖？北方城
市有供暖，老宁波有煤炉。当然
那是实在冷时偶尔为之，还要特

别注意安全，谨防煤气中毒。
没有电热毯怎样睡觉？北方

农村烧热炕，老宁波用火熜或汤
婆子。先拿火熜或汤婆子将被窝
烘热 （焐热），临睡前取出来 （这
样才安全）。再把小孩子抱到热烘
烘的被窝里，小家伙不要太开心
哦。

没有浴霸怎样洗澡？老宁波
发明了浴罩。也有人认为是老宁
波从外地引进了浴罩，专利权属
谁，已不可考。所谓浴罩，其实
是一个大号的长塑料袋，像圆顶
帐那样挂起来张开，里面放一盆
热水，当热水的蒸汽将塑料袋充
满，里面变得暖洋洋时，就可以
洗澡了。水温逐渐降低后，再换
一盆热水就行。

在医院挂盐水的塑料瓶尚未
普及之前，使用的是玻璃瓶。这
种瓶子的特点，一是不怕热。滚
烫的开水冲进去，也不会爆裂；二
是不漏水。因为它的橡皮塞又厚实
又有弹性，挂盐水时扎过的一个针
眼，早就闭合了，再往瓶子里灌满
水，不管怎样晃动，也滴水不漏。于
是老宁波一个脑筋急转弯，将用过
废弃的盐水瓶，当汤婆子使用，让
它真正“发挥余热”。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众所
周知，追求美好的生活，是人类
的本能和共同愿望。身处特定时
代和环境的老宁波，利用已有的
条件，发挥智慧，付出勤劳，让
自己在寒冷的冬天，得到更多的
温暖。这是值得小宁波、新宁波
了解和学习的。时代在发展，社
会在进步。让我们共同努力，创
造更美好的未来。

冷冷风，穷穷铜

代写新军 于海林 绘

退群 罗 琪 绘

铜火熜 （顾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