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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效用理论发展史上的三次重心转移

刘清华

　　在效用理论的发展过程中, 出现过三次有重要意义的重心

转移, 即: 从质的分析向量的分析转移, 从基数效用论向序数

效用论的转移, 从个量分析向总量分析的转移。值得注意的是,

效用理论重心的转移不是除旧布新的理论革命, 而是对旧思想

的一次次“扬弃”, 从而推动着理论继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一、效用理论从质的分析向量的分析转移

经济理论要成为科学, 必须首先形成对该领域基本范畴的

合理抽象。从 17 世纪开始, 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的经济

学家就开始不断地探索效用的质的规定性。

人的需要和欲望, 历来是许多经济学家思想的发端。英国

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认为: 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 每个有理性

的人都为自身谋求最大幸福是人性的某种规定性。边沁的这一

功利原理和自利原理, 为西方效用理论奠定了哲学基础。其后,

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定义效用: 加里安尼在他的著作《商业

与管理》中, 从物品的稀缺性论述效用, 他认为效用随物品的

稀缺性而变化, 稀缺的物品往往具有最大的效用; 萨伊从人的

需求来分析效用, 指出物品满足人们需要的内在力量叫效用,

人力创造的不是物质而是效用; 西尼尔则从供求关系的角度来

考察效用, 把效用归结为人的主观感受, 效用的大小取决于商

品供求关系, 效用随供给的增加而减少; 还有经济学家从时间

的角度, 从生理规律的角度阐述效用。

这一时期,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发展阶段。经济学

家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出发, 强调资本积累, 主张节制消费。同

时由于人的主观感受的差异性和复杂性, 因而从人和物的关系

来界定效用的质是自然而然的事。至于对效用的量的分析, 尽

管许多经济学家曾涉及到, 也得出了“欲望递减”等有价值的

原则, 也是支离破碎、含混不清的, 没有形成理论体系。因此,

效用理论仅仅在概念上徘徊。

但是, 从质的分析向量的分析转移是认识发展的必然, 数

学和心理学的发展在这里起了催化剂的作用。牛顿和莱布尼兹

所创立的微积分学直接媒介了边际革命的兴起, 数学方法作为

崭新的方法论进入了经济学领域。杰文斯把经济学看成“痛苦

和快乐的微积分学”, 边际分析成了经济分析的利器。同时, 心

理学领域也获得很大发展, 并且直接为经济学所借鉴。“维伯—

菲希奈法则”为效用递减规律奠定了心理学基础。约·穆勒把

欲望、动机等心理因素引入经济学, 在经济思想史上首次提出

了“经济人”的假设, 标志着对人性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深度。

19 世纪 70 年代, 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的资本

主义过渡。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由于未能合理地解决

利润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和平均利润与价值规律的关系两大难

题, 已远远落后于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 并且最终全面崩溃,

经济学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危机。在这种背景下, 效用理论得以

迅速发展, 其重心向量的分析转移。

戈森是边际革命的先驱, 他强调经济理论的数学推导, 以

追求最大效用为出发点, 利用数学工具, 特别是几何图形研究

效用理论, 得出了消费过程中效用的变化规律: 边际效用递减

原理, 即戈森第一定律。在此基础上, 他寻求扩大效用总量和

达到效用总量最大的途径, 归结出了个人消费者均衡原则, 即

戈森第二定律。事实上, 他已提出了边际效用理论的全部重要

概念。

奥地利学派采用抽象演绎法, 从边际效用来探求效用量的

规定性。在心理分析的基础上, 门格尔和维塞尔采用归算论, 得

出了和戈森相同的结论, 庞巴维克使之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

系。数理学派认为数学方法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 只有数

学才能给经济理论以充分的论证。他们把导数和极限的概念引

入经济学, 使维塞尔笼统定义的边际效用得到了明确的界定。

杰文斯和瓦尔拉建立了效用理论的数学模型: 设效用函数为

U = f (x) 来探讨效用和商品数量的关系。在边际分析的基础

上, 数理学派从数学上论证了戈森定律。

对效用进行量的分析的结果——边际效用论构成了边际

主义的核心内容。它是方法论的创新, 从此边际分析成了微观

经济分析的重要手段。它也使经济学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 效

用理论不仅是消费理论的基础, 还被用来分析生产、交换、分

配等社会再生产的其它环节, 很快取得了在经济领域内的重要

地位, 成为微观经济学的主要组成部分, 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从基数效用论向序数效用论的转移

数学方法作为科学思维的工具, 用来研究经济规律, 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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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可厚非的, 但作为边际效用基础的基数效用论, 是以效用

的可测量和可比较为前提的。因此, 边际效用理论碰到的第一

个难题就是作为主观范畴的效用是不可能精确计量的。杰文斯

自己也承认“边际分析中无限分割的前提对消费者而言是毫无

意义的”。①边际效用论的主观内容和为这种内容提供客观形式

的数学方法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冲突。这种“内容和形式的矛

盾”②给边际效用理论以最强大的压力, 限制了大规模应用数学

方法的可能性, 也成了效用理论发展的桎梏。理论本身的危机

迫使其重心发生转移。

为了避开这个矛盾, 帕累托没有直接考察效用, 而是从消

费者偏好某一种商品的直接经验事实出发③, 分析消费者对不

同商品的态度, 提出消费偏好的概念。回避效用在量上的差异:

不必精确测度, 却反映了效用的连续性。这样, 以消费者行为

代替消费者感觉, 帕累托为效用理论建立了新的理论依据——

序数效用论。

帕累托把埃奇沃斯提出的契约曲线加以改造, 得到一个新

的分析工具: 无差异曲线。他认为, 通过收集偏好随物价变动

而变动的资料, 可以分析和研究消费者行为, 当获得足够的数

据时, 就可以画出无差异曲线。他对效用最大化实现条件的数

学分析和瓦尔拉的结果相比, 虽然形式相似, 但内容和基本思

想都已改变。

在无差异曲线的基础上, 希克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提出

了偏好尺度的概念。实质上是不计算效用数值, 根据偏好次序

比较效用的大小, 从而以“边际替代率”代替了“边际效用”、

以“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替代“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把无差

异曲线和预算限制线相结合。希克斯不仅分析了消费者均衡,

还详细地讨论了需求、收入、价格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收入

—消费曲线”和“价格—消费曲线”的研究, 得出了价格变动

对需求的影响: 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这一结论, 对马歇尔的

需求规律进行了补充和发挥。

无差异曲线仍然招致了许多批评, 许多反对者认为它还是

以效用满足的数量关系为前提的。对于这些反对意见, 萨谬尔

森作了无懈可击的回答, 他提出了新的消费者行为假定, 形成

了显示偏好理论。于是,“根据显示偏好的概念和对偏好的几个

假定, 能够相当确切地找到无差异曲线。”④因此, 从基数效用论

到序数效用论, 有着深刻的革新意义。从新福利经济学对旧福

利经济学的批判中, 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影响。

三、从个量分析向总量分析的转移

效用理论以人的理性为前提, 研究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经

济人”的最优选择。几乎所有的消费者行为模型个量分析的最

终结果都可归结为消费者均衡。在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信条

下, 这种追求最大利润或效用的个人分散活动, 由于市场机制

的作用, 被认为会自动趋于和谐、有序、均衡, 最终达到全社

会的最大效率。但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资本主义由自由竞

争发展到垄断时期, 社会发展的现实昭示了这种理论的危机。

英国经济学家汉内指出: “英国的社会问题——庞大的财富和

大众贫困的对比, 非常严重, 并且由于世界大战而尖锐起来。”⑤

社会经济、政治的危机迫切需要经济学为选择政策方案提供指

导, 于是, 研究大多数人的幸福成了一种研究倾向。福利经济

学家以改良主义者的身份出现, 考察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的实

现条件——效用理论的重心向总量分析转移。

庇古首先以全社会的经济福利为考察对象, 建立了完整的

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他在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福利的

概念: 福利是一个人所能获得的所有满足, 经济福利是其中可

以用货币计量的部分。同时, 他把福利和国民收入联系起来, 提

出了达到社会效用最大化的政策主张: (1) 优化社会资源配置,

增加国民收入总量以增加福利; (2) 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 实

行适度的收入均等化。

旧福利经济学是建立在基数效用论和马歇尔局部均衡论

的基础上的, 新福利经济学对其进行了批判的继承。它以序数

效用论和一般均衡分析为理论依据, 以无差异曲线为工具, 从

生产和交换两个方面探讨社会福利最大化问题。帕累托在静态

分析的基础上考察集体效用, 提出了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

优条件。但是围绕福利标准问题, 形成了不同的见解: 卡尔多

和希克斯提出了“补偿原则”论, 实质上是坚持效率原则, 认

为只有国民收入较快增长, 个人福利才会普遍提高; 伯格森和

萨谬尔森提出了“社会福利函数”论, 认为不能取消对福利状

况的价值判断, 其思想本质是坚持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福利经济学的概念和命题尚在扩展之中, 一些新的观点如

相对福利论、福利国家论等, 对新福利经济学从各个侧面进行

了批判和补充。

理论不断向前发展的结果, 就是向现实的无限“逼近”。福

利经济学总量分析的目的, 不是为了理论上的抽象, 而是为制

定政策提供依据。李特尔指出:“福利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就是开

药方”。尽管消费者行为理论从来被认为是“微观经济学中最为

神秘和抽象的部分。”⑥但是, 作为效用理论在宏观领域内的延

伸, 福利经济学的发展, 正是理论向现实的“回归”: 和凯恩斯

经济学互为补充, 从不同的侧面指导经济政策。可以认为: 虽

然效用理论的发展从没脱离实际, 但是只有福利经济学使它具

有真正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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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汉内: 《经济思想史》,6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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