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评论　2000 年第 6 期 ECONOM IC　REV IEW 　No16　2000

关于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新认识

文建东

　　西方经济学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渐传播到中国, 中国经济学

界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已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目前, 中国

经济学家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已经非常熟悉了, 一些研究人员

也越来越倾向于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

但是, 笔者感到有两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一方面, 对西方

经济学的总体认识还没有一个总结, 另一方面, 在利用和借鉴

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思路时, 尚缺乏一个明确的体系和指

导方针。本文拟就这些方面谈谈个人的一些思考, 以就教于方

家。

一、西方经济学在中国
从改革开放至今, 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经历了这样几

个阶段: 最开始是作为政治经济学对立面的反面教材进行批判

性介绍, 然后是一分为二有取舍地分析, 再后是应用其具体理

论乃至全盘照搬。现在, 随着一些归国留学人员的影响, 人们渐

渐开始尝试利用其方法体系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目前对西方经

济学的态度大致可分为: (1) 彻底加以批判, 认为西方经济学是

反马克思主义的, 而且与中国国情不合; (2) 认为西方经济学在

根本上是错的, 但在技术层面上可资借鉴, 并在技术层面上加

以评论, 指出其谬误; (3) 实际上在“套用”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

研究中国经济问题, 且倾向于全盘照搬; (4) 利用西方经济学的

研究方法体系研究中国经济问题。

在西方经济学研究者中, 又存在几类不同的群体: (1) 在国

内学习西方经济学和出国进修的归国人员, 他们将西方经济学

应用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但更多地是“套用”西方经济学的一

些现成理论; (2) 出身理工学科对数学方法得心应手而改行研

究经济学的研究人员, 他们有分析技巧, 但略缺经济学思维和

直觉; (3) 在国外尤其是北美经过了系统严格的博士学位经济

学训练的归国人员, 他们的研究与国外最为接近, 但多集中在

应用研究上。

从国内知名专业学术杂志刊发的文章来看, 我国的经济学

研究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影响越来越大, 论文水平确实提高不

少, 而且行文逐渐遵循一定的“八股”程序: 引文、论述、结论、参

考文献。这些论文至少在形式上越来越符合专业规范。

笔者认为, 利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体系研究中国经济

问题, 这种倾向应该鼓励。但在这一方面, 和国外经济学界相

比, 我们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所存在的突出问题是:

第一, 应用西方经济理论而不是方法。国内受到西方经济

学影响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一种

应用, 更多只是将西方经济学理论移植到中国, 而不是方法的

一种应用或理论的一种发展。而且部分研究显得比较生硬, 有

刻意模仿的痕迹。例如在讨论中国经济问题时出现了道德风

险、效率工资、委托人—代理人理论、纳什均衡、流动性陷阱等

这样一些经典概念或原理。问题是, 什么时候也能有如此经典

的论述出自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家笔下呢? 另外, 在运用这些理

论或方法时, 也显得有些生硬, 并没有充分考虑理论的适用环

境, 不做变通。例如, 在分析中国利用降息的货币政策治理通货

紧缩时, 很多文章都提到中国出现了流动性陷阱。但是, 流动性

陷阱的真实含义是, 由于货币需求的无限利率弹性, 市场利率

低至不能再低, 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不可能进一步地降低利

率。这里的关键是, 利率的变动是市场调节的结果, 货币政策是

借助于市场作用于利率的。那么, 我们的利率连续数次下调是

货币市场主导的吗? 一年期存款利率 2. 25% 已经到了底线了

吗? 并非如此。只要中国人民银行认为必要, 一纸命令便可再次

下调利率。这里更多的是行政意志, 而不是市场行为。既然如

此, 则流动性陷阱从何而来? 这表明, 过于强调中国流动性陷阱

的作者似乎没有消化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第二, 基础理论的研究并未应用到西方经济学的方法体

系。即使是在国外受过正规博士学位经济学训练的归国人员,

研究也都集中在应用研究上, 基础理论的研究尚未起步。

第三, 谬用数学。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强调数学工具,

我国经济学研究人员也越来越多地认同这一点。这本来是一个

进步, 但是, 如果不管是否需要和合适, 先写一些公式再说, 就

无异于狐假虎威了。在一些文章中恰恰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反

过来, 哈耶克的著述所用数学甚少, 却并不影响他作为经济学

大师的地位, 也不影响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第四, 大题小做。有些文章, 框定的题目太大, 而且不做分

解, 做研究时便很难落到实处, 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是泛泛空谈。

上述问题的存在积年已久, 是国内的经济学研究与教育体

制造成的。国内大多数高校的经济学博士培养方法和国外存在

非常大的差别, 培养的人才很难和国外经济学界进行直接学术

交流。另外, 由于科研体制的局限, 由于职称评审体制的要求,

由于真实可信数据的缺乏和难于寻找, 由于科研环境的限制,

要做到真正和国外经济学研究接轨在近期是难以实现的。例如

考虑一下科研体制上体现出的差别。在国外, 如果能够每年在

《经济计量》(Econom etrica) ①、《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

志》、《经济理论杂志》和《货币经济学杂志》等这样的顶尖杂志

上发表一篇文章, 不仅能够稳获教授职称, 而且可以得到如哈

佛大学这样名校的终身教职, 能够跻身一流经济学家之列。因

为这样的论文是创见, 能够在经济学史上占一席之地, 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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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广为诵读。相比之下, 在国内, 一年如果不发表数篇论文,

那就不是做学问了。问题是, 如果每一篇文章都有创见有重大

意义, 能够在经济学史上留下痕迹, 那只能是天才中的天才了。

再看一下科研环境的影响, 在大家都采取原来的方法研究问题

时, 少数人也很难利用新的方法, 遵循新的规范。这就像百米竞

赛一样, 如果对手跑得很慢, 则即使是飞人也不可能发挥自己

的潜力, 创造出最好的成绩。

但是, 对国内经济学的现状, 并不是每一个学者都清楚。相

当一部分人反而很乐观。有很多国内的经济学博士希望去国外

做博士后研究, 并询问如何 (不是询问能否) 获得国外的研究基

金资助。其实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研究方法完全不同, 没有

合作的基础。就算能够拿到研究资金, 恐怕回国后就会被国家

安全局调查。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境外有人愿意出钱与你合作,

那是希望你为他的中国问题研究提供资料。中国自然科学的博

士是可以拿到博士后研究资金的, 那是因为国内国外的研究方

法和体系完全一样。顺便说一句, 博士后其实只是在取得博士

学位后找到工作之前的一个缓冲。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做博士

后, 一面研究一面继续求职, 以保持体面和尊严。关于国内的经

济学, 甚至不乏这样的天真乐观的想法: 中国经济学家可以于

10 年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殊不知, 该奖主要是授予理论经

济学家的。而我们的研究方法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相去甚

远, 更不用说还存在着不同意识形态的差异。当然, 如果为解决

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出谋划策, 也是可以获奖的, 但那只能是

和平奖。

二、评估西方经济学的现状
关于目前的西方经济学, 笔者认为, 其最重要的特点是, 它

已经建立起一个非常完整庞大的体系。在西方经济学家自己的

眼里, 整体上看, 西方经济学就像是已经竖立起来的一栋坚固

大厦, 主体结构已经完成, 不能再更动, 所能做的只是添砖加

瓦, 或者是进行室内装修。如果能够再加上一层, 那就是了不起

的贡献了, 能做出此贡献的就该是经济学大家了。如果将原来

的经济学体系推倒重建, 或是进行框架结构的翻新, 那更是不

世出的大师了。修建经济学大厦的有两种人, 经济学大师和普

通经济学家。二者的区别在于: 经济学大师为大厦进行设计, 打

下主体框架, 而一般经济学家则在主体框架下作业。

当然,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 应该指出, 这栋大厦是建立在沙

基上的, 或者说是上下倒置的。但是, 我们也应该看到, 在目前,

它尚未倒塌, 在一定条件下还会继续矗立。另一方面, 即使在西

方的经济学家自己眼里, 这栋大厦也可能需要进行根本性的结

构调整, 也可能要推倒重建。但是, 这些绝不是一日一时之功所

能完成的。在历史上做到这一点的少而又少, 也就是如斯密和

凯恩斯这样的经济学大师了, 他们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西方经济

学体系, 或者是对西方经济学从整体上进行了改写。总之, 在一

定时期内, 经济学的发展是渐进、缓慢的, 在体系上是静止的。

在这个一定时期内处于静止的体系中, 经济学已经研究了

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 如宏观的财政、货币、经济增长, 微观的

厂商、保险、合同制定等等。相应地, 留给后来经济学家的重大

问题在相对变少。当然, 经济形势在发生变化, 新的经济问题也

层出不穷。但是, 这些经济问题仅仅是流量而不是存量。因此,

经济学家找到一个好题目并不容易。对经济学家而言, 他们都

接受过严格的经济学研究的训练, 并通过训练奠定了坚实的分

析技术基础。相对而言, 他们不缺乏分析技术, 缺的是研究对

象, 一个好的题目。这就像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 投资机

会越来越少, 边际利润率越来越低一样。与此不同的是, 在中

国, 投资赢利的机会很多, 同样, 经济学中待解决的问题也很

多。我们缺乏的是技术而不是研究对象, 就像在经济活动中我

们缺乏资本而不是资本投资的方向一样。

既然经济学大厦已然竖立起来, 经济学家所做的就只能是

添砖加瓦了, 只能做具体而微的细致工作, 而不可能人人去构

建宏大的理论体系。换言之, 即小题大做。这种小题目可以具体

到只分析失业救济金的增加对寻找工作努力程度的影响, 或是

研究地下经济活动的增加对通货存款比例的影响, 如此等等。

甚至有经济学家郑重其事地研究妇女体重对其薪酬的影响, 在

文中还应用了数理方法和计量方法。把所有的这些小题目或砖

瓦综合在一起, 就是日益完善、越来越高的经济学大厦了。

在这栋大厦里, 西方经济学不仅将所有的经济问题纳入到

自己的体系之中, 同时也将触角四处延伸, 广泛地侵入到传统

上属于非经济问题的其他学科领域之中。比如用经济学研究方

法研究选举、政党竞争、生育、婚姻、犯罪等等。于是在西方经济

学界有了经济学的帝国主义一说。或许此举有不少非议, 但是,

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非经济问题应该说是一个学术进步。因为

这并不是要取代其他社会科学, 而只是对其他社会科学所做研

究的一个补充, 是换一个思路来理解其他社会科学欲解决的问

题。而且, 应该说, 这种不同的思路有其成立的依据, 这就在于,

社会科学要研究人的行为, 这种行为虽然不完全是经济行为,

但是都打下了经济行为的烙印, 或者是或多或少由经济动机来

驱使的, 或者是按照经济活动的原则来行动。经济学所假设的

理性原则不惟经济行为在遵循, 在其他非经济活动中人们同样

是理性的。

另一方面, 应该看到, 西方经济学也有制度分析。西方经济

学分析人和社会的经济行为。经济行为表现为一系列规则约束

下的选择, 相应地, 西方经济学包含两个层次的分析: 对既定规

则下个人选择的分析和对约束人们选择行为的规则的分析。前

者是传统经济学的范畴,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认为西方经

济学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的; 后者则在近一二十年里比

较盛行, 如新政治经济学, 是典型的制度分析。当然, 这种制度

分析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迥然不同的。新政治经济学只

是分析了各种制度性缺点, 却把原因归咎于目前的资本主义制

度还不够资本主义化, 从而得出必须完善资本主义制度的结

论。这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 对此我们必须知道。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非常明确地指出, 资本主义制度有根本的缺陷, 必

须也必然被更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取代。

三、重新审视西方经济学流派
在这栋经济学大厦里, 有没有流派呢? 这好像是句废话, 很

多人都认为是有的。但是, 笔者认为, 流派是有, 但其含义并不

如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流派间的界限在逐渐淡化。我们有

一个确切的标准用以划分经济学流派, 即根据在研究方法、理

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上是否一致而划分流派。但是, 按此标准, 仔

细阅读西方经济学文献, 很难看到西方经济学中有真正意义上

的流派。当然, 有些理论被冠以流派或主义的称呼, 但严格地

讲, 并不完全符合上述标准。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理性预期

学派、供给学派等等都是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流派。但是, 我们同

34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时看到, 第一, 这些流派至少在鼎盛时期上是不同步的, 例如当

凯恩斯主义流行时, 其他流派影响力很弱, 而当理性预期学派

(即新古典主义) 当红时, 其他流派的声音除新凯恩斯主义以外

几乎完全被覆盖。第二, 有些流派的影响力似乎是经久不衰, 如

凯恩斯主义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理性预期的理论、奥地利学派、

新古典主义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地位等等。第三, 在几乎所有的

经济学原理教科书中, 有影响的主要理论都被融入一个完整的

体系中,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方经济学。在这个体系中, 虽然理

论出自不同流派的学者, 但它们首尾一致地结合在一起; 虽然

有理论分歧, 但相互之间并不是根本不相容, 反而在分析体系

上是完全一致的。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否定了马歇尔的微观经

济理论吗? 罗宾逊夫人认为是这样, 但萨缪尔逊则认为是相辅

相成的。都认为理性预期学派 (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否定了

凯恩斯理论, 在结论上固然如此。但是, 再读一读 20 世纪 80 年

代新凯恩斯主义的文献就会发觉, 凯恩斯的最新追随者在强调

于宏观经济学中构建微观基础和在重视理性预期对经济结果

和政策效果的影响方面与理性预期学派几乎如出一辙。再追溯

到 20 世纪 70 年代, 凯恩斯主义代表人物莫迪利安尼声称, 我们

都是货币主义者, 而作为回应, 货币主义的代表弗里德曼又讨

好地说, 从某种意义上看, 我们也是凯恩斯主义者。第四, 不管

是哪个学派, 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都有共性, 在骨子里都大致

按照同一个套路从事研究。我们称所有的这些理论为西方经济

学, 不仅是因为它们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立场, 还因为它们

都在同一个宏大的体系下从事研究, 使用根本上相同的方法。

也正因为如此, 我国理论界又认为这些流派没有实质性区别。

第五, 有些理论我们称之为流派很容易引起误解。例如公共选

择, 在国内被认为是一个流派, 公共选择学派。但是, 既然是流

派, 一定与其他派别有根本区别。那么, 你能认为公共选择和新

古典主义有实质区别吗? 他们使用的方法完全一样, 但研究对

象全不相干, 这怎么有可比性呢? 如果认为它是流派, 依此类

推, 则光学和力学就是两个不同的流派了。

我们再看看西方的经济学家是怎样对待经济学理论中的

流派的。西方经济学起源于英国, 成体系于英国, 但不可否认,

现在是美国人把它发扬光大了。弗里德曼、纳什、卢卡斯和阿克

洛夫等人以及美国高校的经济学系让人们体会到经济学作为

科学的严谨神圣并领略到其作为理论的美妙, 格林斯潘的妙手

则把经济学作为一门工具的实用发挥到极致。但是, 美国人很

少去研究经济学中有哪些学派, 他们或许更希望创新, 而不是

以研究别人的理论为己任, 或许认为就没有真正的流派区别存

在。如果说对学派有研究, 他们更热衷于对某一个专题、某一个

主题做综述, 对前人的成绩进行总结, 为后来者提供方便。例如

我们在《经济学文献杂志》中经常能看到的某某综述, 或是在一

些书籍中读到的评述性文章。但是, 这些不是科学研究。而且,

如我们所知, 当他们提到主义时, 并没有太当回事, 不像我们看

得非常神圣, 乃至于还要把主义与思想、理论在名分上加以区

分, 以示层次有别。当然, 也有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学流派感兴趣

的, 那就是英国人了。我们都知道, 英国人本来就喜好沉醉在辉

煌的过去, 对历史更感兴趣一些。流派本质上是历史, 代表着已

经发生的事情。相对于美国而言, 英国经济学家中有更多的人

对业已发生的事情感兴趣, 于是对前人的理论成就进行整理、

总结和评论, 以此为主业, 津津乐道, 乐此不疲。而美国人则为

未知事物激动不已。

关于西方经济学流派问题, 更准确一点说, 经济学在根本

的研究方法上是一致的, 但研究的对象不一样。如果研究的对

象一样而得出不同的理论结论和政策主张, 而各种观点的正确

性又不分轩轾的话, 其原因往往是假设不一样或出发点的侧重

不一样。例如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 使用的方法完全一

样: 强调个人理性, 并强调个人理性活动对宏观经济结果的影

响; 研究的对象完全一样: 是否存在非自愿失业。但是假设则不

同: 新古典主义假定市场的完全性, 新凯恩斯主义则看到了工

资和物价的刚性。因而结论完全不同: 新古典主义认为市场经

济是稳定的, 不需要干预; 新凯恩斯主义则正好相反。结论有根

本的区别, 但孰是孰非则在目前没有定论, 还取决于经验研究

的进一步验证。或者讲, 两者都正确, 只是侧重点不同, 新古典

的结论适合于长期, 短期的过程被忽略掉; 新凯恩斯主义适合

于短期情形; 二者的结合则构造了一个整体。当然, 这里的另一

个也是关键性的问题是, 长期究竟有多长。再例如, 关于李嘉图

等价定理, 巴罗用叠代模型分析后得出结论, 以发行公债来替

代税收, 并不会让人们认为自己的财富增加了从而增加消费,

因为理性的经济人会看到现在的减税意味着以后的增税, 其持

久收入没有变动。但是反对者则认为, 巴罗是个知识分子, 有闲

情逸致做如是想, 普通人则未必。他们指出, 个人并不像巴罗想

像的那么理性, 能够高瞻远瞩地计谋到如此久远, 相反, 短视其

实始终存在于普通人的生活中。因此他们坚持, 购买到的公债

是一笔净财富, 消费会因此增加。那么究竟谁反映了真实情况

呢? 这很难证实。在一些减税和发行公债的年份里, 消费确实增

加了, 但这只是一个相关性, 却不一定代表因果关系。

自然失业率和菲利浦斯曲线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地位能够

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经济学流派。菲利浦斯曲线的提出者并没

有明确的流派认同, 该曲线也只是一个经验研究成果, 但萨缪

尔逊等人对这条经验曲线作出了理论上的解释, 把它用来论证

自己的理论和政策结论, 该曲线也就打下了新古典综合的烙

印。紧接着, 弗里德曼提出了自然失业率概念, 指出菲利浦斯曲

线并不总是呈现出如萨缪尔逊等人所理解的那种形状, 而是有

短期和长期之别, 于是菲利浦斯曲线也就成为为货币主义辩护

的工具。再后来, 新古典主义参与进来, 再次重塑了菲利浦斯曲

线。现在, 在绝大多数经济学教科书中, 菲利浦斯曲线和自然失

业率都是必写的内容。那么, 现在你认为菲利浦斯曲线到底属

于哪个学派呢? 属于所有的学派! 属于西方经济学! 在这里, 菲

利浦斯曲线和自然失业率成为经济学的通用研究工具, 而不再

是哪个学派的专属。不同经济学家的不同假设会产生不同的曲

线形状。大家都一致地同意, 菲利浦斯曲线要说明的失业率和

通货膨胀率的交替关系是存在的, 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成立,

成立多长时间。虽然 70 年代出现过滞胀, 但不能认为它否定了

菲利浦斯曲线, 它只是改变了菲利浦斯曲线起作用的形式。

综上种种, 笔者的结论是, 流派问题最好淡化。与其说是流

派, 不如说是仅仅是理论分歧。如果使用流派一词, 也应该明确

该词的真实含义: 它只是西方经济理论不断从分歧走向统一的

一个必然过程, 是从有流派到这些流派逐渐淡化的一个过程。

这也就像经济应该理解为不断从一个均衡经过不均衡走向新

的均衡的动态过程一样。正是在一过程中, 经济学发展着和进

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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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理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主流的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竖起一

栋摩天大厦来, 是因为几乎所有的理论都遵循一个共同的基

础: 沿用同一套规范的方法来研究。回避这一原则的被视为另

类, 属非主流, 如新剑桥学派和加尔布雷思的新制度经济学等。

这个研究体系竭力想引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强调科

学、严谨, 一个结论的提出必须加以逻辑证明, 同时能为现实所

验证。原因很简单, 对经济事物的认识不是常识, 不是公理, 并

不那么直观, 所以需要逻辑推演和证实。因此, 在经济学的研究

中, 一方面利用了数学工具, 另一方面大量使用计量经济学的

方法。胡适将科学的研究方法做了非常通俗非常准确的解释: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同样适用于经济学研究。对很多经济

问题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并不直接, 并不是公理, 不加以证明

是难以说明其正确与否的。下面一个非经济学的反例可以旁证

小心求证的必要性。众所周知, 何阳的点子在全国大大的有名。

他设想了这样一个点子, 建议将手机天线下置, 以减少辐射。另

一个点子是为海鲜酒家支招。内地的海鲜酒家经营的鱼、虾、蟹

生猛倒是与沿海城市一样生猛, 但需要空运海水来养活它们。

既是空运, 成本自然极高。不过不要紧, 有何阳大师在此。他出

主意说, 可以在海边将海水蒸发晒成固体运至内地, 然后再注

入淡水, 又还原成海水了! 这些点子咋一看很有创意, 但只是假

设大胆而已, 却没有小心的求证。我们的经济研究当然需要这

样的大胆创意, 但以目前而论, 我们更需要的是严格而小心翼

翼的证明。好像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类勇者无惧的经济论文:

假设固然极为大胆, 但求证则太过不小心, 充其量只是科幻小

说的思路。这里面的不小心又有两种情况, 一是粗心或训练不

够, 一是故意不小心以便得出自己偏爱的结论。葛优说, 将喜马

拉雅山凿开一个口子, 让印度洋的暖湿海风掠过, 去浸润中国

的西部, 使之渐渐生出些许绿意和生气。这当然是一个玩笑, 可

是, 在经济学论文中不是看得到类似的“玩笑”吗?

还可以从西方经济学中的笑话来看这个问题。话说美国总

统杜鲁门在处理经济问题时被经济顾问模棱两可的建议搞得

莫名其妙, 于是问道, 有没有只有一只手的经济学家? 因为经济

学家在提建议时总是说, 一方面 (on the one hand) 应该如何, 另

一方面 (on the o ther hand)又应该如何。杜鲁门无所适从! 他所

需要的是确切的结论。事实上, 这个例子正好反映了西方经济

学研究方法的严谨。比如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影响, 一方面能够

刺激就业, 另一方面又会导致价格信号失真, 从而引起效率损

失。对于总统而言, 他需要知道的是, 到底哪一种影响更大, 净

影响是什么。而对于经济学家而言, 则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

逻辑推演通货膨胀的各种影响, 于是数学可以从这里引入。第

二, 验证结论, 指出唯一将发生的结果, 于是需要经济计量学的

工具。同样, 关于公债是否是财富, 从李嘉图时代一直争论到现

在, 实际上也涉及到“一只手还是两只手”的问题。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一套固定的路数。第一步, 通过观察

经济现象和 (或) 阅读经济学文献, 找到尚未解决的经济问题,

当然还得知道这一问题有无意义, 前人对此所做的分析进展到

哪一程度, 是否有错误需要修改, 是否因不适应经济形势的变

化而需要完善, 是否留下尚未解决的问题需要发展。第二步, 将

问题模式化, 主要是使用数学语言把问题规范化地表述出来,

推导出结论; 而凡是结论, 都需要严格的证明, 只有公理不需要

证明。在模式化里, 需要对所用的一些特定概念或表述下定义,

这些概念或表述便是经济学语言了, 利用这些语言来表达形成

的思想; 需要作出假定, 将自己的分析限制在一定的环境内。分

析语言有两种, 一种是大家都熟知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概念,

比如乘数原理、消费者剩余等等; 一种是文章要使用的独有概

念或原理: 如果是概念, 就要下明确的定义; 如果是原理, 就必

须进行严格的证明。第三步, 对得出的结论进行验证, 或据此作

出预测, 并指出尚需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为进一步的研究指明

方向。

在这种强调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研究、分析中, 数学语言

成为标准的分析工具, 经济学越来越数学化, 经济学思想越来

越借助于数学语言表达。对此, 一部分经济学家持强烈的反对

态度, 反对者中以我国居多, 也包括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 甚至

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布坎南在内。当然, 大部分西方经济

学家持赞成态度。观察一下反对者的背景, 可以看出一个有趣

的现象, 大部分反对者具有相对较弱的数学基础。因此, 这种反

对是不是也正好应证了经济学理性原则的普遍适用性呢? 但问

题在于, 在不懂数学的基础上反对经济学的数学化是不是有说

服力呢? 就像一个国画家对油画作品的技巧不屑一顾一样?

为什么必须使用数学呢? 原因一是数学语言简洁、精炼、准

确, 分析严谨, 为研究经济问题提供了精确语言, 为结论的证明

准备了科学方法。只想想这样一个特点, 一个数学表达式可以

浓缩全部的信息! 比如, 一个抽象的效用函数, 将效用和影响效

用的各种因素之间的不同关系准确地模拟出来。如果用文字,

不仅篇幅大, 而且各种关系难以说清。想一想, 课堂讲授为什么

要用黑板呢? 因为, 在你讲到比方说第五个问题时, 关于前面问

题的信息仍然显示在黑板上, 帮助你理解与之相关的这第五个

问题。数学不正是在起同样的作用吗, 将有关的信息融合在一

起? 原因二是许多经济问题需要量化也能够量化。原因三是可

以帮助你理解问题。对于很多问题, 直观的想法往往似是而非,

和实际的结果有一定差别, 数学工具可以让你避免犯错, 可以

矫正或验证你的想法。经济学上有这样一个著名案例: 为了减

少石油消费, 一些学者主张对汽油征税; 同时又不想损害消费

者福利, 他们又提出将征得的税收再一次性地返还给消费者。

提案到了国会, 很多议员认为, 这简直荒诞无稽: 征税后再如数

返还, 除了增加课税成本以外, 和不征税有何区别? 而事实上有

着实质性的区别: 征税等价于相对价格的提高, 返税意味着个

人收入的增加, 两者对消费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这个例子表

明, 一些问题的答案并不是直截了当的, 必须审慎地分析。如果

有了数学工具, 则很容易得出正确的答案, 例如利用无差异曲

线分析上述减税案。还有一个拉弗曲线的例子可以佐证同一个

观点。供给学派经济学家拉弗向共和党议员切尼游说减税的好

处时说, 减税可以增税。他的意思是降低税率可以增加税收。但

切尼茫然以对。于是, 拉弗不得已蘸着口杯里的水在餐桌上画

出一条曲线说明税率和税收的关系。一条曲线便使切尼豁然开

朗, 拉弗曲线也顺理成章地成了供给学派的的形象代表。当然,

在这两个例子中, 或许不需要曲线也能在思索后得出正确的结

论。但是, 至少曲线能够使得问题简化。而且, 更多问题的答案

远远没有这么直接、直观, 从而数学就更显必要了。例如, 在现

收现付社会保障体制下, 征税对储蓄的影响是什么呢? 不利用

世代交叠模型就不能下断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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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学研究的数学化, 我们或许可以这么来看。首先,

经济学的数学化并不是要否定所有其他方法, 只是要在主要的

研究方面使用数学工具, 尤其是在基础研究上要使用数学工具。

其次, 数学是一个研究方法, 但不一定非得是表述语言。换言之,

对于专业人员而言, 数学是必需的工具, 通过阅读用数学语言表

达的理论而很容易地看出该理论是否正确, 专业人员之间的交

流只能主要借助于数学进行。而对于非专业人员而言, 所需要的

只是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思路和观点, 不需要严谨, 因此可以阅读

通俗化处理了的理论。新古典理论和新凯恩斯理论都是高度数

学化了的, 对此, 一个西方的评论者曾指出, 正是因为它们使用

了过于高深复杂的数学技术, 理论的传播受到了影响。但是, 笔

者认为, 这种观点是偏颇的。因为理论研究必须借助于数学, 但

宣传则可以非数学化, 可以很通俗很形象。事实上, 不管是经济

学的研究人员还是学生, 对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

都耳熟能详。我们不都在讨论逆向选择、菜单成本、次品市场这

些脍炙人口的理论吗? 我们再看看一个有趣的故事。托宾的组合

投资理论有些很复杂, 普通人很难看懂。在托宾获得诺贝尔奖

后, 有记者问组合投资到底要说明什么。托宾只好说, 它表明, 不

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同一个篮子里。于是记者在采访文章中

调侃道, 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认为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

篮子里, 因此, 可以预测, 明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可能是因为提出

吃苹果有益于健康的理论而获奖。调侃归调侃, 从这个故事中,

你不觉得经济学也很通俗易懂吗? 最后, 数学只是分析工具, 经

济学思想才是核心。数学像是一台计算机, 经济学思想就是想完

成一定任务如编辑文档的人。显然, 计算机本身没有用, 但一个

人不懂如何操作计算机而只借助于传统的手工书写也不可能提

高效率。因此, 数学和经济学应该有机地结合。

这样, 对经济学家而言, 要有所成就, 首先应掌握经济学研

究的方法和技术; 其次要有敏锐的观察力, 找到待解决的问题;

最后是能够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经济学的方法或技术是要把

看到的问题用专业语言规范化地表述出来, 这里的专业语言主

要也就是数学了。然后再去求解。这一性质决定, 经济学家必须

受过正规、系统、严格、良好的经济学教育训练。

五、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
首先, 应该明确的是, 西方经济学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制度

基础上的, 是对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理论总结。从这一点来说,

应该利用西方经济学理论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

邓小平同志教导我们, 只要能抓住老鼠, 管它是白猫还是黑猫

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 西方两个字可以从西方经济学中去掉。数

学、物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成就大部分都是西方学者作出的, 但

我们有没有称之为西方数学、西方物理学呢? 应该看到, 很多理

论成就是人类共同文明的结晶。因此, 作为学问家, 眼中关注的

不应该是“西方经济学”, 而应该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或

者就是“经济学”。

其次, 在借鉴西方经济学服务于我国经济建设时, 应改变

一下思路, 不只是要利用一些有用的理论, 更重要的是借鉴西

方经济学的那套强调科学的分析方法, 以分析中国的现实问

题, 直接提出能解决问题的理论。而且, 我们也应该参与基础理

论的研究。

当然, 还必须指出, 对西方经济学进行评论乃至批评也仍

然是必要的, 但是, 我国目前的批评性研究的立足点应该改进。

目前无论是从根本上加以批评, 还是作具体的评论, 往往没有

击中要害; 许多批评是在没有读懂西方经济学的前提下作出

的, 这显然不是科学的方法。如果不研究西方经济学某一理论

的原始论文, 只是从对该理论的介绍中了解它, 是不可能真正

理解该理论的结论及其论证过程的。而没有经过西方经济学体

系的真正严格训练, 是难以读懂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我们知道,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是高度数学化的, 而且广泛地应用了统计学

与计量经济学理论, 要掌握它, 必须经过系统严格的训练, 而这

在目前我国高校中还没有完全做到。在这样前提下对西方经济

学展开批评, 那就无异于一个文学家指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

错误的一样, 这样的批评是不足信的。因此, 要批评西方经济

学, 首先就要理解它, 否则就不要批评, 批评也只能是隔靴搔

痒。对于西方经济学, 不管是批评也好, 应用也好, 必须阅读原

文并熟知相关理论, 而这又要求接受正规的专业训练。

同时, 我们也应该明确, 不管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 目的都

是促进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进步, 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服务。因此,

从西方经济学研究中也可以借鉴到一些有用的东西。第一, 当

务之急是, 从基础上做起, 建立经济学教育和学术研究规范。这

样, 大家可以在同一套话语体系和分析方法下对话和交流, 在

研究中使用同样的术语、原理、方法。否则, 大家使用不同的术

语, 是不可能展开讨论的。而这也要求, 在成为经济学家之前,

进行非常正规、严格、规范的教育。否则, 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大家使用的是同一个概念, 但理解却各不相同, 这样争论就永

远不会有了结。当然这些工具也会变动, 但在一定时期内是相

对稳定的, 促使其变动、完善是经济学方法论的问题。第二, 应

该区分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和通俗化宣传。学术研究必须使用本

专业的话语体系和分析方法, 可能会艰深、晦涩。但是, 不应对

此大惊小怪, 学术研究只需要同一个专业乃至同一个方向的专

家能懂就行, 隔行如隔山的现象是正常的。至于研究成果的推

广, 当然可以通俗化处理了。在前面提到的托宾的故事表明, 一

方面, 严肃的学术是可以通俗化的, 另一方面, 看似浅显的道理

必须经过严格科学的论证。

总之, 对西方经济学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对国内的经

济学研究现状也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把握。中国的经济学需要改

造, 在改造中需要借鉴和利用西方经济学。目前, 了解西方经济

理论已不成问题, 但应该前进一步。更重要的是, 借鉴西方经济

学的研究方法体系, 借鉴其学术研究规范, 借鉴其教育培训体

制, 最后和中国国情相结合, 建设中国的经济学, 更好地为中国

经济发展服务。既然我国经济体系已经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之

中, 则经济理论也同样可作如是观。窃以为, 如果哪一天不再有

“西方经济学”的称呼, 而只有“经济学”的概念, 则真正科学的

经济学在中国的崛起就为时不远了。

注释:
①Econom etrica 在中文里没有对应的词句, 其含义是经济学的数学

化和计量化。它在词形上接近于计量经济学, 而且也包含计量的因素,

所以姑且译为经济计量。该杂志的声望犹在《美国经济评论》之上, 被美
国经济学家视为经济学的《圣经》。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经济学系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 金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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