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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大化者 (maximizer) vs. 滿足化者 (satisfi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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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沒成本」的力量 
 

買原價季票者比買折價季票者更容易出現在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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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用腦袋的哪個部分做決策？ 

1. 用「直覺腦」做瞬間決策 

2. 「預測腦」幫你迎接挑戰 

3. 別掉入「情緒腦」的陷阱 

4. 「理性腦」能夠化險為夷 

5. 別讓「焦慮腦」想太多 

6. 「道德腦」天生具有同情心 

7. 「辯論腦」愛和自己辯論 



2012/11/20 

「理性」與「感性」對於決策同等重要 

 

無法做決定的人 

真實案例：「額葉眼眶面皮質」受損的病人EVR，
能夠分析複雜財經問題，記憶力及智商也沒有變差，
但他無法下決定，即使是芝麻大的小事 

 

感受不到情緒，沒有使人更加理性 

情緒其實是決策過程當中很關鍵的一部份，在我們
與自己的感情脫鉤時，即使最無關緊要的決策都將
難產。一顆不能感覺的腦，就不能下定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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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腦可能會博得全副的注意力，但意識只是腦袋
工作裡的一小部份，而且是在意識腦之下運作的那些
部位的奴隸」(Joseph LeDoux) 
我們的「思想」大多是讓我們的感情帶著跑的 
 

情緒，讓我們的頭腦更有效率 
四分衛怎麼判斷把球傳給誰？ 
棒球打擊手如何決定要不要揮棒？ 
導演如何在幾秒鐘之內決定演員人選？ 

有Fu就對了 
 

知道何時該理性思考，何時該感情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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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關連性記憶會影響對新事物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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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達幕上出現不明光點，像是敵方飛彈來襲，也可
能是友機返航，你該下令開火嗎？ 

 

多巴胺神經元-「預測神經元」（它們在意的是預測
獎賞，而不是真正得到獎賞） 

 

預測不正確，大腦馬上就注意到（從錯誤中學習） 

 

盡量減少預測誤差，讓自己越來越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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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其實是一種預報 

多巴胺神經元會自動偵測一些我們在意識層面沒有
注意到的微妙模式，對於這些意識上無法瞭解的數
據，多巴胺神經元會先徹底消化。然後，等到備妥
一組精鍊後的預報，多巴胺神經元就會把這些預報
轉換成情緒 

 

刻意練習，訓練出聰明的直覺 

要信任自己的情緒，需要不斷保持警覺，聰明的直
覺是刻意練習的結果 

 

把焦點放在錯誤上，這才是精進的關鍵 
專家就是一個在很窄的領域裡，犯過所有可能錯誤
的人(Niels Bo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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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讚孩子「很聰明」或「很努力」，會有什麼差別？ 

 

稱讚孩子與生俱來的智慧，等於鼓勵孩子避開最有用
的學習活動，那就是「從錯誤中學習」。事實上，除
非你經歷過犯錯所帶來的不愉快徵兆，你的腦袋才會
修正模式。你的神經元在成功之前，必須先一再經歷
挫敗。這個痛苦的過程，是沒有捷徑可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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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巴胺讓腦細胞愛上吃角子老虎 

多巴胺神經元會因預測到獎賞而興奮，但對於意外的
驚喜（最美味的果汁、贏錢），興奮的程度會更強 

 

雖然情緒腦具有驚人的智慧，但也具備了先天的缺陷。
當這些缺陷展露時，就是人類心智裡的野馬脫韁狂奔
的時刻（賭吃角子老虎、選錯股票、刷爆信用卡）。
當情緒失控時，釀成的後果將和完全感覺不到情緒一
樣悽慘 

 

多巴胺神經元很難接受隨機的事物 

建議：最好不要輕信手氣（賭博、選股票、投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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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迴避損失」心理，避免投資錯誤 
 
命題一：假設目前有一個據估計可奪走六百條人命
的怪病，現在你有兩種不同策略可供選擇，採取A計
畫，將有兩百人可以獲救；採取B計畫，將有1/3的
機率可以救回所有六百人，但也有2/3的機率一個人
都救不到。你贊成採用哪一個計畫？ 
 
命題二：假設目前有一個據估計可奪走六百條人命
的怪病，現在你有兩種不同策略可供選擇，採取C計
畫，將有四百人喪生；採取D計畫，將有1/3的機率
不會有人喪生，但也有2/3的機率所有六百人都會喪
生。你贊成採用哪一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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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效應 
迴避損失(loss aversion)這樣的心智缺陷，讓我們為了
要避免損失，而寧可冒著失去一切的風險 
 
在做決策時，損失的陰影會蓋過獲利，因為我們對壞
事的感覺比對好事強烈得多（這解釋了，為何我們會
捨高報酬的股票，而去買債券；為何我們不敢賣掉下
跌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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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與次級房貸的誘惑 

情緒腦想要立即享受，理性腦會思考未來（感受不
到花錢的心疼，我們就會花更多錢） 

 

建議：你不能總是得到你想要的，但是有時候，
「得不到你想要的」才是你真正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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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陷森林大火，該如何自救？ 

打敗恐慌情緒，用理性腦想出新的逃生方法（如果跑
不贏，就引火自救） 

 

先別急著吃棉花糖 

在棉花糖實驗中，沒有急著先吃棉花糖的小孩，到了
高中，學業成績真的比較好！ 

過動兒無法抗拒刺激（前額葉發育較遲緩） 

 

我們無法關閉情緒腦，但可以用理性腦來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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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腦有時候也會把我們引入歧途 

凡事多一分深思熟慮未必比較好，「想太多」
讓表現失常 

1. 歌劇天后失去自信 
2. 高爾夫球高手不知如何揮桿 
3. 刻板印象影響測驗成績 
4. 選果醬、挑海報、買房子 
 

思考過度，反而弄巧成拙 

多記一些數字，會影響後面的選擇 

 

安慰劑效應與預期心理 

1. 便宜的提神飲料，效果比較差？ 

2. 較貴的紅酒比較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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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心智會計」的迷思 

杓子變大，人們取用的M&M巧克力就多出許多 
用「無底碗」盛湯，人們就會多喝湯 
 
假設你決定要去聽一場音樂會，於是你買了一張
2000元的票。然而在入場時，你發現票遺失了。你
願不願意再付2000元，買票去聽這場音樂會？ 
 
假設你要去聽一場門票2000元的音樂會，但是並沒
有事先買票。當你來到了會場，發現剛剛遺失了
2000元的鈔票。你是否還願意付2000元來買票聽音
樂會？ 
 

思考是捷徑，也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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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讓不相干的資訊唬弄你 

定錨效應：社會安全號碼的後兩碼決定拍賣品的價格、
車商的建議售價影響顧客購車意願 

資訊過多，不利股市投資；升學顧問的預測，還不如
一條公式 

前額葉皮質同時只能處理有限的資訊，過多的不相干
資訊反而會搞砸我們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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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大小決策，都經過腦部的激烈辯論 

消費者的每個腦區活動量可以預測當事人的購物決定 

 依核：商品渴望度 

 腦島：厭惡感 

 前額葉皮質：分析與計算價格 

賣場設計：刺激依核，安撫腦島 

 

死忠選民的腦袋在想什麼？ 

黨性堅強的選民都自認是理性的人，不理性的是另一
個黨。但事實上，我們全都是「合理化」高手（前額
葉搖身一變，成了資訊過濾器，用來阻擋不受歡迎的
論點） 



2012/11/20 

通用汽車的總裁在一場會議才開始的時候，突然宣布
休會，因為他發現，大家的決定竟然都一致 

 

在做決定時，一定要抗拒那種壓制異議的衝動。我們
應多花一些時間，傾聽腦袋各部位的說詞。良好的決
策鮮少來自虛假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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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腦袋思考自己如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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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尖的撲克牌玩家會從冷靜的統計觀點去看牌，但
他們也知道何時不應該靠數學 

 

如果讓買車的人，仔細考慮四台車各12項變數，結
果選中最佳車輛的比率卻還不到25% 
 
每當你在下決定時，請注意你做的是哪一種決定，
以及它需要哪一種思考流程 
 
記得打破傳統的決策思維，從現在起應該把 
「簡單的問題」交給理性腦來判斷 
「困難的問題」交給情緒腦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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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做困難決策的人，應該多聽聽內心的感覺 

 

對於你非常在乎的事物，要思考的少一點 

 

瞭解你的腦袋，是做出好決策的第一步 



2012/11/20 

「簡單的問題」交給理性腦來判斷 

「困難的問題」交給情緒腦來決定 

是有科學根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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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網路會影響投票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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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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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腦決策手冊：該用腦袋的哪個部分做決策？ How We Decide  
作者：雷勒 
原文作者：Jonah Lehrer 
譯者：楊玉齡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10年05月31日 
 
 生活中充滿了各種需要我們做決定的情境，有的決策似乎是深思熟慮下
的理性結論，有的決策好像是感情用事下的直覺衝動。長久以來，從市井小民到
大哲學家都認定，想做出好決策，應該摒棄感情，完全依賴理性。如果你也這樣
想，當心你會做出讓自己後悔的決定！在運用最新科技，打開腦袋這個黑匣子之
後，科學家發現，最佳決策需要理性腦與情緒腦之間的巧妙調和。譬如說，購屋
時，考慮太多之後所做的決定，往往不是最好的定奪。不過，我們在預測股市行
情時，若只靠直覺，就常常會出錯。那麼問題是，何時該用腦袋的哪個部分來下
決策呢？訣竅是，我們要先破解心理的陷阱與謎團，了解大腦各部位思考運作的
優缺點，然後視情境來決斷。這本書除了包含神經科學與行為經濟學的最新研究
結果，還提供真實世界中各種「決策者」—— 
  從消費者、投資者、企業主管、選民、運動員，到撲克牌玩家的經驗，幫助
我們了解大腦如何思考，並做出更好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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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思慢想 Thinking, Fast and Slow 
作者：康納曼 
原文作者：Daniel Kahneman 
譯者：洪蘭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12年10月31日 
 
 當代最偉大的心理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康納曼灌注五十餘年研
究功力，推出人類社會思想史上，第一本全面深度剖析大腦思考運作的「思考聖
經」。 
 「快思」與「慢想」是我們腦中的兩位主角。它們大部分時候是朋友，有
時是敵人，更常一起並肩打仗！我們何時要相信直覺？何時要對抗直覺與偏見，召
喚所有理性出來打仗？我們總以為能駕馭自己的思考，事實上，人們的行為常常受
到未知因素所影響。我們對思考的機制充滿假設與誤解，又很依賴直覺的感知和記
憶，常常做出因個人偏見導致的錯誤決策。如果你希望自己更聰明、更冷靜，就要
學會掌握「快思」與「慢想」的遊戲規則。 
 康納曼介紹了很多有趣的經典行為實驗，披露思考的捷徑、替代、偏好、
框架、錨點等效應。不僅讓我們對大腦的複雜與非理性恍然大悟，也指出我們在什
麼情況下該相信靈光乍現，什麼時候該三思而行，該運用哪些技巧來避免常常使我
們陷入麻煩的思考偏誤，以及如何在商場、職場和個人生活中做出更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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