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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外学者评议 当代 西 方 经济学

胡代光

一
、

经济学并非等同于 自然科学

当前
,

国外许多学者认为
“

作为一门社

会科学
,

经济学最本质的特点使其不能成为

象物理学或天文学那样的
‘

真科学 ”, 。 ①即使

就整体而言
,

经济学并未成为或等同于 自然

科学
,

因为它不是超政治的
、

或超阶级性的

科学
,

它代表着一种意识形态
。

诚如著名美

国经济学家詹姆斯
·

托宾 所

说
“

经济学是一门渊博的学科
,

人们总是喜

欢说是一门科学
。

但是由于它的题材
,

它是

与政策
、

政治和意识形态密切联系的
。

这是

双向的关系
。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
·

熊

彼特 在哈佛大学告诉

我们当时那些研究生的那样的
,

经济学是出

于对现实世界的关心并出于对意识形态的热

忱和挑战而得到其活力和启发
,

否则它就会

是干巴巴的无效果的研究
” 。 ②

历史经验已证明
,

年产生的亚当
·

斯密的《国富论 》
,

正是由于在公共政策的争

论中反对重商主义的结果
。

同样地
,

李嘉图

对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也是由于对拿破仑

战争的筹款
、

英国制造商与地主贵族之间的

自由贸易争论等实际问题而引起的
。

正统经

济学对解释和医治本世纪 年代世界经济

大萧条已无能为力
,

这样就导致约翰
·

梅纳

德
·

凯恩斯对经济学的革命
。

因为从古典学

派亚 当
·

斯密到新古典学派马歇尔 以来
,

他

们的理论核心都是根据纯粹的逻辑推理
,

断

言
“

市场是一种 自我调节的机制
” ,

依靠市场

就能形成资源配置的
“

帕累托最优状态
” 。

然

而
,

这种观念已被事实所否定了
。

现在
, “

经

济学家们业已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证明
,

市场

可能出现问题并带来灾难性后果
,

其中包括

提供不安全的产品
、

收入分配不合理
、

环境

污染
、

甚至经济本身的崩溃
” 。 ③所以

,

国外学

者对他们的经济学是否为
“

真科学 ” ,

象自然

科学那样
,

正提出各种疑问并进行论辩
,

可

是
,

国内有些人却奇怪地力图淡化政治和淡

化意识形态
,

视西方经济学整体属于超阶级

性的而照抄照搬
,

这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并

给予正确引导的
。

我很赞同陈岱孙教授所指

出的
“

西方经济学无论如何
,

是植根于西方

国家
、

社会经济的产物
。

中国的实际在种种

方面和西方实际大不相同
。

要借鉴
、

利用西

方经济学一些理论分析解决中国今 日面临的

经济问题
,

我们不但要排除其在本国实践上



已证明为谬误者 即对在其本土 已证明有成

功经验者
,

我们也得详察其是否适合中国的

国情
” 。 ④

二
、

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
“

理性经济人
”

的强调和数学的应用问

题

西方许多学者正认为
“

正象反对生物学

中的创世说对科学家来说是必要的一样
,

反

对把经济学现在的构成错误地称为科学
,

对

他们来说也是必要 的
。 ’, 瞥须知

,

经济学是作

为一种社会系统而存在的
,

任何经济活动和

变化
,

任何经济问题的出现
,

都不能不涉及

政治
、

社会
、

历史
、

文化
、

科学
、

心理
、

制

度这七大要素
,

它们的变化对经济活动是起

着重要影响或作用的
,

因此
,

对经济问题的

研究需要联系这七大因素来进行
。

然而
,

现在流行的西方新古典经济理论

却强调
“

理性经济人
” ,

忽略最大多数智力正

常的人的行为和决策极少唯一地决定于经济

考虑
,

无视社会组织的重要性
,

抹煞集体行

为的力量
,

否认不同利益集团
、

不同阶层或

阶级之间的矛盾或冲突
,

这样
,

就必然使其

经济分析容易形成错误的结论
,

从而导致错

误的决策
。

另外
,

西方不少经济学家还指出
,

在经

济学研究中
,

数学是一个极好的仆人
,

而却

是一个不好的主人
。

数学使我们摆脱纯粹经

验主义
,

但迫使我们成为无知
。

这既是数学

的力量
,

又是它的危险
。

这个危险就是
,

我

们将成为那么迷恋数学模型
,

以致我们认为

世界实际上跟数学模型一样
,

可以说是
“

无

人
”
世界

,

在没有人类的情况下
,

研究价格

和商品的运动
。

要知道
,

数学毕竟是一门纯

粹的逻辑科学
。

它是 以一套初始公理 假

设 开始而运用逻辑法则来推出结论
。

如果

初始假设是错误的
,

那么
,

无论在假设和答

案之间利用 了多少数学和多复杂的数学
,

其

结论或答案就不可能作为正确的而被接受
。

所以
,

我们需警惕
,

在经济研究中不能滥用
、

误 用 数 学
。

投 人 产 出 的首 创 者 里 昂 惕 夫
、 ·

说得好
, “

专业经济

学杂志连篇累犊充满着数学公式
,

它引导读

者从多少似乎有理的
、

但完全是任意的各种

假设中看到精确表述的
、

但毫无实质性的结

论
,, 。 ⑦

年
,

里昂惕夫在中国数量经济研究

会召开的学术报告会上再次指出 在西方
,

“
现在经济学家应用数理统计时带有很大的

随意性
,

他们不是根据资料研究实际问题
,

而

是根据假设进行研究
。

我提出投入产出分析
,

是为了开展经验研究
,

把项目分得很细
,

收

集许多资料
,

解决实际问题
。

投入产出需要

数学
,

但不是为数学而数学
。 ”

他提醒我们注

意 现在西方经济学许多杂志被数学文章所

充斥
,

这些文章刊用了许多假设而缺乏必要

的资料
。

你们千万不要按照这个方向发展
,

要

有自己的选择
。 ⑧里昂惕夫讲的这番话

,

确实

对我们是富有启发的
。

三
、

西方传统经济学未能解释和解

决的问题

以上所说的只是限于西方经济学界通常

评论传统经济学所存在缺陷的两大方面
。

现

在
,

西方许多学者更进一步指出 传统经济

学面临现实世界如下重大问题时
,

既未能作

出切实有力的解释
,

也未能提出妥善解决的

对策
。

当前科学技术 日新月异
,

不断进步

和创新
,

以及组织和企业的存在方式也正在

发生剧烈变革
。

据说
,

世纪是股份公司
、

特

别是大型股份公司的时代
,

但这类大型股份

公司无论在美国
、

欧洲
,

还是在日本
,

在

世纪末期已是
“

绝症缠身
” 。

这样的变革对于

产业制度的结构及其功能的发挥将产生何种

影响 在 世纪
,

人类将广泛地寻求何种新



型企业模式或新型企业制度

本世纪 年代末 年代初兴起的

新技术革命中所显现的信息化
,

将如何带来

劳动工作性质的根本转变
,

怎样影响对劳动

力的需要和要求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

如何创

造出一些新的就业机会
,

保障实际工资和福

利待遇的提高

世界各国
,

特别是发达国家
,

产业

界和劳动界现今已形成庞大的组织力量
,

而

且有些组织还具有国际性
,

因此
,

它们在整

个国民经济的运行上
,

甚至在世界经济的演

变和发展中
,

将各自扮演何种角色 此外
,

国

家政府也应如何参与
,

并起重要作用
,

以确

保资源短期和长期的有效利用和 由生产所得

出收入的公平分配

长期经济增长和工业现代化发展的

结果
, 、 已对 自然环境造成巨大损害

,

生态平

衡面临很大威胁
,

社会成本 日益加大
。

须知
,

生态平衡不能指望完全依靠市场
,

它必须受

到国家的监督和保护
。

从人类的生存
、

发展

看
,

我们必须坚持生态原则高于市场原则的

立场
。

所以
,

在加速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

过程中
,

不容忽视如何处理好环境效益和社

会效益这两项重大问题
。

现在世界各国经济已 由传统上封闭

经济体系走上开放经济体系
,

经济形成国际

化
,

包括密不可分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相

互促进关系
。

经济合作与竞争已成为国际经

济关系 中最主要内容之一
。

于是
,

如何处理

好扩大对外开放和保护 民族经济两者之间的

关系 如何解决好贸易上的 自由与公平的结

合问题 简言之 即世界各国间彼此在经济

政策上如何相互协调和避免冲撞 已是国际经

济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

现在世界金融市场上正存在一个庞

大的投机泡沫
。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法国

经济学家阿莱 曾不断地把

近来世界金融体系发展趋势说成是
“

发疯
” 。

他警告说
,

世界经济已成为
“

赌场
” ,

在这个

赌场 中
,

每 日金融交易与实物产品贸易有关

系的不超过
。

据估计
,

现在国际外汇交易

额已大于世界市场上进出 口 总值的 倍
,

每

天约有 万亿美元的外汇交易
,

其中大多是

与物质产品的生产和贸易无关
。

因此
,

不少

学者 已预告
“

大量的纯粹
、

虚拟的金融资产

包括许多
‘

金融衍生工具
夕

近年来无控制

地增长
,

结合整个世界的真正物质生产的停

滞和下降
,

已经造成近世纪全球性金融崩溃

的条件
” 。

可见
,

世界经济面临这一
“

金融癌

症
”

正是急需诊断治疗的
。

⑨

当今世界各国中
,

富裕国家与贫穷

国家的差距愈益增大
。

面临这种背景
,

应如

何缩小其差距 原意为
“
经邦济世

”
的经济

学怎能不认真研究而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

案呢

以上所列举的问题
,

许多学者都认为
,

应

成为急需加以研究的重要论题
,

所以经济学

必须改造方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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