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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工具理性及其方法论

陈孝兵

　　摘要 : 在经济学发展的历史长河里 ,有一种趋势值得我们关注 ,这就是不断强化的数

学化倾向在拓宽经济学发展边疆的同时 ,也引致了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间的现实鸿沟 ,

动摇着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数学的形式主义只是数学的“工具理性”,只是经济学方法

论中一个细小的“节点”。但就是这个“节点”,使 20 世纪末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很大程度

上已经被改造成为一门无视经济现实的“数学科学”。实际上 ,在经济学研究领域 ,传统研

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的退却与势微并不是因为它被证明比其替代方法提供较少的信息

量 ,而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时尚性与严密性 ,无法跨越它自身与自然科学 ,特别是

物理等学科之间的鸿沟。在这一方法论的转换过程中 ,数学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

与影响我们不能漠视 ,但决不能走向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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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学的形式主义与
经济学的方法论源泉

　　正如任何一门学科都需要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论

一样 ,经济学的发展也从来没有离开过研究方法的

嬗变而特立独行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深受其他学科

的影响 ,并呈现出独特的演变轨迹及特征。19 世纪

70 年代的边际革命导致了以瓦尔拉斯和杰文斯为

代表的所谓数理经济学派的问世 ,这是经济学中数

学形式主义理性最早的重要尝试 , ①也是经济学进

入牛顿革命的前夜。然而 ,随着形式主义数学的兴

起和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在社会科学中逐渐获得霸主

地位 ,反对数学形式主义的观点落伍了、衰落了 ,而

如何装填数据使经济学成为“硬科学”似乎成为了经

济学家的头等大事。从经济学说史来看 ,经济学的

每一次重大发展或革命 ,无论是从古典经济学到新

古典经济学的转变 ,还是从边际革命到凯恩斯革命 ,

都得益于研究方法的改进和变革。用托马斯·库恩

的话来说就是“经济学理论的每次重大变革同时也

就是范式的转换”,例如 ,亚当·斯密是从对重商主义

的科学革命中实现了财富由对外贸易决定到由劳动

生产率决定的范式转换 ,而凯恩斯革命则是在 20 世

纪 30 年代大萧条的历史背景下 ,在批判新古典主义

的基础上 ,实现了从市场万能到市场局限、从自由放

任到政府干预的范式转换。主流经济学发展到今

天 ,其方法论基础虽然日益受到批判和挑战 ,而正是

在这些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 ,现代经济学才获得了

新的发展 ,并呈现出勃勃生机。②

我们知道 ,在自然科学那里 ,科学标准是按照实

证主义哲学和经验主义传统发展而来的 ,也就是把

通过可重复的实验而获得的数据和观察结果作为标

准 ,并把这种标准几乎视为一种信仰。这样的后果

必然是使得经济学边界的变化和拓展完全由数学的

推进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具体运用领域来确定 ,不过 ,

这同时也为一些经济学家在关乎那些需要做出价值

判断的领域提供了推卸责任的方便的借口。在经济

学的数学化过程中 ,我们注意到了数学模型的优势

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可以将假定前提表

述得简洁明了和清楚无误 ;第二 ,逻辑推理严密精

确 ,以防止漏洞和谬误减少无用的争论 ,有利于后续

研究的开拓 ;第三 ,利用数学可以超越现实的特点 ,

通过数学推理的方式推导出新结果 ,发现那些表面

无关但在深层次上有关的潜在的相关性 ,得到直觉

无法获得的关联 ;第四 ,证据的数量化可以使得实证

研究具有一般性和系统性 ;第五 ,可以从数据中最大

程度地吸取有用信息 ,减少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

性。③从 1969 年瑞典皇家科学院设立诺贝尔经济学

奖以来 ,有半数以上的获奖者都与计量经济学的研

究成果有密切关系 ,由于给予经济理论以数学的严

密性 ,并且用一种允许经济定量和假设的统计检验

的形式来表示它 ,瑞典皇家科学院 1969 年第一次把

经济学奖授予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两位先驱者 ———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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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的弗里希和荷兰的丁伯根。正如爱立克·伦德伯

教授在颁奖词中所说 :“过去 40 年中 ,经济科学日益

朝用数学表达经济内容和统计定量的方向发展。沿

着这些路线 ,科学分析被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周期波

动和经济资源重新分配于各个目的之类的复杂经济

过程。⋯⋯正是这条经济研究路线 ———数理经济学

和经济计量学 ,表明了最近几十年这个学科的发

展。”由此可见 ,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

基础就是数学工具的合理应用 ,数学背景如何也决

定着学术研究成果的社会认知度。当然 ,在这里滥

用数学的情形例外。自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创设以

来 ,利用数学工具分析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不断获

奖。例如 ,萨缪尔森、希克斯、阿罗、库普曼斯、德布

鲁、阿莱斯等人的获奖 ,还有金融经济学方面的获奖

者马克威茨、米勒、夏普、默顿和斯科尔斯 ,以及博弈

论研究方面的获奖者哈萨尼、纳什、泽尔滕等等。我

们仅以 1969 年到 1990 年为例 ,颁发了 30 个诺贝尔

经济学奖 ,获奖者中有 25 个是或曾是美国经济计量

学会的成员 ,都有较深厚的数学背景。自从约翰·贝

茨·克拉克奖在 1947 年首次授给保罗·萨缪尔森以

来 ,美国经济学会的这项奖已授给了 21 位经济学

家 ,其中有 20 位是经济计量学会的成员。可见 ,借

助数学的研究成果会格外引人注目。在 20 世纪 30

年代 ,人们在不具有多少数学知识的情况下 ,也能读

懂经济类杂志 (《计量经济学》和《经济研究评论》除

外) 。然而今天 ,不懂数学知识 ,特别是不懂数学语

言的人 ,在学术界会被认为是不合格的。在当今“科

学主义”盛行的时代 ,一门学科要能被承认就得按照

“科学主义”标准来进行所谓的“科学化”,而“科学

化”说到底就是数学化与模型化 ,数学化已经成为现

代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应该承认 ,由于经

济学要处理大量的函数关系和动态过程 ,从对弹性

概念的正确理解到对反馈作用的领会 ,很多情况下 ,

懂得一些数学无疑是有用的 ,并且 ,从推理和实证研

究得出的推断和结论 ,用数学形式来表达通常也很

方便。不过 ,正确的过程应该是从经济现实推理到

数学 ,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主流经济学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的 ,因此 ,

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便构成了当代主流经济学方法

论的基础 ,其中 ,新古典范式中的理性经济人假定、

个体主义和均衡分析等范式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

评和挑战。④在经济学说史上 ,德国历史学派、旧制

度学派都对个体主义分析方法进行过有力的批判 ,

他们认为以孤立的个人经济动机作为分析基础 ,就

是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部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历

史 ;制度经济学认为 ,个人首先是社会人和组织人 ,

而不是经济人。因此 ,人的行为是直接依赖于他生

活在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的 ,要从每个人的现实存

在和他与环境的关系、制度结构、组织模式、文化和

社会规范去理解。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也是建

立在一系列严格假定的条件之上的 ,它只强调竞争

过程趋同性和系统的稳定性 ,却忽视了结构的多样

性。市场结构的不稳定性和演化的多样性 ,面对不

完全竞争、信息不对称和充满不确定性因素的经济

社会 ,以均衡理论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学已越来越无

力解释一系列经济现实中出现的问题 ,如经济波动

的原因、社会多样性的起因、现实经济系统非均衡和

非线性的特征等 ,因此 ,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

趋势就是要从非均衡和复杂性中寻求答案。作为新

古典范式的基石之一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一直贯穿于

现代经济分析的始终 ,从新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

学 ,在经济人假设前提下 ,经济主体的意识形态不再

进入经济分析的视野 ,以至于产生市场制度总是有

效率的错觉。其实 ,这个假定正受到日益严重的挑

战。近几十年来 ,新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兴

起正在逐渐改变人们对市场制度的看法。新制度经

济学就认为自由市场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 ,一

个有效率的市场除了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外 ,还

需要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在经济人假

设下 ,自私的经济人将丰富的人性概括为自立的精

明计算 ,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情感、信仰都被排除

在外。这样的假定虽然在特定意义上有利于经济学

家进行逻辑分析 ,但同时也使经济理论日益脱离现

实经济生活。⑤其实 ,人类的本性、意识在解释经济

活动主体的行为方面 ,特别是在解释除自利动机之

外的其他行为动机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在完善

组织理论、制度和契约理论方面也将是不可忽视的 ,

因此 ,应该从更广阔的视角重新认识作为经济活动

主体同时也是社会活动主体的人的人格特征。⑥

不可否认 ,数学在促进现代经济学发展的过程

中已经起到并将在未来继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 ,数学向经济学的渗透也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挽回

的事实。但正如像以往经济学方法论发展历程中所

争论过的那样 ,数学化迄今依然没能成功地回答和

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疑问和难题 ,数学的优势以及

数学大规模运用依然不足以消解经济学学科属性上

的困惑。因为 ,严格来说 ,经济学是一门问题导向的

学科 ,问题的唯一来源只能是现实的经济运行 ,新的

经济理论的产生往往是由一场经济危机催生的 ,而

不是一场数学革命催生的。经济学家对大量经济现

象进行总结并形成系统化的知识体系 ,这其中借助

数学方法进行推演和对数据进行挖掘、处理是一种

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但毕竟是手段 ,不是经济理论

本身。⑦从表面上看 ,经济学与自然科学都求助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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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模型 ,但二者在理论形成的途径上存在重大差别。

经济学往往是先形成对某类经济现象的较全面认识

并有着初步结论后才进行模型化 ,其目的在于使理

论更加符合精致化的要求 ,计量分析则是对这种精

致化的进一步确证 ,这同时意味着在模型化之前 ,一

个可用语言表述的理论框架已经大致形成 ;而自然

科学 (特别是数学以及理论物理学)则完全可以抛开

经验世界 ,仅从数理模型的推演中去揣测尚未触及

的未知 ,也就是完全可以从模型中推演出一个庞大

的理论系统。因此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经济学

的研究方法与实验科学所采用的方法存在巨大的差

异 ,并且这种差异是如此的巨大 ,以至于成为经济学

与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不可逾越的重要原因之一。

经济学研究不可能寻觅到像自然科学那样容易受控

制的实验对象 ,如果按照自然科学的要求强行所谓

实验的话 ,那么往往某些实验由于过于昂贵或在道

德、伦理上不可接受而受到限制。事实上 ,经济学既

没有物理学或天文学的认识论结构 ,又没有硬科学

的实验检验标准 ,经济研究往往依靠复杂的统计技

术替代实验室来获取数据 ,由实验测定转为现象统

计。因此 ,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方法的使用往往是现

象后 ,而不可能像自然科学实验中可以实现控制的

现象前 ,不可能在满足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行

实验上的证实 ,经济学在科学性上存在明显的缺陷。

因此 ,满足科学性要求的可重复性标准对于自然科

学来说是理所当然的要求 ,而对于经济学来说或许

就是一种不合理的强加。⑧

二、数学方法在经济学
研究中的应用与影响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 ,经济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地方 ,它以研究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及社会经济关

系为宗旨 ,像其他科学思想一样 ,经济学也存在一个

正确性的问题 ,即理论与真理的相似程度。为什么

经济学研究的手段能够从单纯的自然语言的理论描

述过渡到自然语言和数学语言结构的理论描述 ? 这

是因为经济学与数学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和逻辑关

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与人之间通过“物的交

换”而形成的关系 ,“物的交换”是有量化规则的 ,经

济学的基本范畴如需求、供给、价格等是量化的概

念 ,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也指出 ,经济

学家已经把经济学变为一门使用“价格”、“市场”、

“商品”之类名词的社会数学。“现代经济理论的最

大特征之一就是大量地应用了符号、公式、方程和其

他数学概念。”⑨经济学所揭示的规律性往往需要数

量的说明 ,所以 ,经济学运用数学有客观的基础。

“数学化”是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一种趋势 ,也是经济

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在经济学的原理中我

们经常能看到欧吉里得几何学的某些逻辑之美。”⑩

事实上 ,充分运用数学模型不仅可以使复杂的经济

分析过程变得十分简单 ,而且使分析结论的可靠性

得到了充分的保证 ,这一点已经为现代经济学家所

共识。

关于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具体应用与影响问

题 ,在学术界历来存有歧义 ,从“反对数学的蒙昧主

义”,到断言没有数学就没有任何科学 ,可谓莫衷一

是。我们知道 ,作为实际经济活动的理论概括和抽

象的经济学 ,从其萌发到形成确实始终没有离开过

数学。一方面 ,数的概念是在漫长的生产活动过程

中产生的 ,另一方面生产活动也总是需要经济类的

不同学科 ,诸如人口学、市场学、劳动工资学、价格

学、财政学、金融学、会计学等等 ,它们无一不与计

数、计量、计算有关 ,离开数的概念 ,离开算的方法 ,

可以说就不会有这些学科。“对政治经济学在解决

自身任务时所使用的方法 ,我们已经看见过许多。

这些方法是数学的方法否则就不可能解决 ,因为科

学的对象是需要计算和计量的数量 ,这种数量只有

通过计算和计量才能被人们所了解。”�λϖ 当然 ,数学

本身也要求遵循简单性规则 ,它不懈地寻找简洁明

了的论证和包括这些论证的理论框架 ,数学提供给

人一种语言、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允许他仿效研究复

杂得令人生畏的经济体系 ,正如卢卡斯强调的那样 ,

理论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提供经过充分策

划的经济系统 ,让这些系统成为那些在现实经济环

境中实验的成本非常巨大的政策能够以相对较低的

成本得以试用的实验室”。考虑到经济学家们不能

在实际的经济中实验设计的政策 ,卢卡斯认为经济

学研究的进展有多大最终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处

理问题技术的发展 ,这些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是它

们应该是使人们更好地建造模拟系统 ,让政策的实

验运行得以实现。当然 ,数学也有很多要求 ,它不停

地要求弱化假设 ,强化结论 ,增强一般性 ,经济理论

在采取数学形式时就必须服从这些要求。一般地

说 ,如果其他条件相同 ,一个人不会喜欢不太严密胜

过较严密 ,喜欢较弱的一般性胜过较强的一般性 ,或

者喜欢复杂胜过简洁。但是如果其他条件不同时 ,

对于那些长于数学分析的经济学家而言 ,那种数学

化的代价有时就会超过了其得益。例如 ,瓦西里·列

昂惕夫 1970 年进行的观察在当时是真实的 ,罗伯

特·A1戈登 1975 年作出的评估在当时也是中肯的。

但尽管他们有权威 ,尽管他们对经济学数学化倾向

的批评在广为传播 ,但列昂惕夫与戈登还是无法、也

没有改变他们所评价着的经济理论的数学化发展进

程。过去的五十多年里 ,经济理论已被一种显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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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抗拒的思潮带走很远 ,特别是数学的“工具理性”

作为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已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

经济学家 ,从某种实用的意义上看 ,它还把那些长于

数学分析、有深厚数学修养的经济学家带到了诺贝

尔经济学奖的领奖台上。

现代经济学非常强调数学在分析经济问题中的

作用和地位 ,今天数理方法成了经济学的基本分析

工具。用数学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发端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但最早将数学应

用于经济学系统分析的是法国的古诺 ,他在 1838 年

发表的《财富原理的数学研究》是最早运用微积分研

究经济学的名著 ,但是古诺的数理经济学思想直到

边际革命才受到经济学家们的应有重视。数学在经

济学中的应用有两个特别突出的例证 :一个是线性

规划 ,另一个是计量经济学的发展。线性规划最先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开发运送战争物资的最

短航线而发展起来的 ,之所以如此称谓 ,是因为它依

赖于线性投入、产出关系 ,它在战后经过农场管理应

用并很快被综合进了经济应用 ,今天已经广泛应用

于研究工作和管理中 ;计量经济学起源于 20 世纪

初 ,但只是 20 世纪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才获得合法

性 ,并借助计算机的发展而变得更加有效。�λω从 1969

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金以来 ,有半数以上的得奖

都与数学成果相关 ,由此可见数学在经济学研究方

法中的重要地位。归纳起来 ,数学对经济学的作用

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使经济学从定性走向定量 ,从

规范分析走向实证分析 ;二是经济学的逻辑体系更

加严密 ;三是经济学分析的结论更加客观。�λξ在现代

经济学的分析研究中 ,数理逻辑带给人们的便捷随

处可见。例如 ,微分学的引入 ,使得边际分析定量

化 ,并通过导数的形式就可以得到最直观的体现。

积分原理对确定投资和收益的均匀流提供了一个简

捷的工具 ,微分方程对于我们寻求有关变量之间的

函数关系可以提供有效的帮助。�λψ概率理论则在经

济预测和经济统计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 ,矩阵方法

使我们对多因素模型的分析大大简化 ,函数的最大

值和最小值等方法的应用 ,很方便地解决了经济学

和管理学原理中最优化问题。�λζ尤其在最新的制度

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中 ,博弈理论得到广泛应用 ,这

些都表明经济科学的数学化不仅是一种学科发展趋

势 ,而且是学科深化的重要标志。在西方经济学中 ,

经济学已成为一门由数学形式主义支配的“数学科

学”,成为了一门无视现实的社会科学 ,经济学以牺

牲对现实经济运行的理解为代价追求数学意义上的

严格和精确 ,数学意义上的严格成为最重要的 ,而现

实相关性 (即使是物理意义上的) 被视为无足轻重。

数学不再只是一种工具 ,而成为了经济学的本质或

目的。�λ{

在经济学的数学化过程中 ,影响最大的或许是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的基础》(1947)

及其他论文。他把经济学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用

的自然语言和图式的分析改写成为定性的数学模型

和推理方法 ,以有约束的最大化作为一般原则 ,对生

产者行为、消费者行为、国际贸易、公共财政、收入分

配等各个经济理论的领域 ,用数学上求极大、极小值

的方式加以推导 ,并认定极大、极小值的实现就是均

衡状态的确立。可以说 ,萨缪尔森是系统地赋予经

济学的基本理论以数学形式的第一个经济学家 ,并

为以后西方经济学奠定了分析风格。从此之后 ,为

了无情地追求严谨性、普遍性和简洁性 ,经济学走向

了公理化、形式化和数学化的不归之路 ,数学化几乎

深入经济学的所有领域。在这一过程中 ,甚至于出

现了数学与经济学相互促进的螺旋式发展。经济理

论问题的数学性质逐渐地吸引着数学家 ,他们反过

来使经济学更具有数学性质。这种滥用数学的倾向

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以致于有的西方学者不

得不对经济学家严重地滥用数学提出警告。诺贝尔

经济学奖获得者瓦西里·里昂锡夫也对西方经济学

滥用数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 :“专业经济学杂

志上就连篇累牍地充满了数学公式。这将读者从一

套似乎有理而完全是任意的假说引到精确的但却是

无关的理论结论。”�λ|西方学者在经济学中滥用数学

的结果导致数学形式主义 ,它所追求的只是数学形

式。可是 ,在经济学中 ,数学形式的正确 ,决不能证

明经济理论的正确 ,给错误的经济理论装配一套数

学公式 ,其作用是给错误的内容以貌似科学的包装。

很多经济学家坚定地相信只要用了数学工具 ,经济

学说明显地具备了客观科学的条件 ,任何对使用数

学分析工具的经济学进行批评的人 ,就自然而然地

把自己置于科学的对立面。尽管经济学家们坚信经

济学已经是一门科学 ,因为它有效地用到了数学 ,但

是布拉特发现 ,经济学家们实际上是在滥用数学。

他在检验了近年来经济学家所热衷的最佳控制理论

后发现 ,经济学家使用的含有数学的大部分方法实

际上是一种技巧 ,使用这种技巧的应该是数学家 ,而

不是经济学家。这种方法对于其他领域 ,例如开发

外层空间 ,是适用的 ,但当用于经济和其他社会问题

时 ,则是危险的。因为 ,结果的“正确”并不足以防止

基本模型的错误。

三、经济研究中应用数学方法的迷失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但科学研究者有自己的国

度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经济学。在 20 世纪后半叶

出现的经济学的调整期 ,不仅使原来的经济学家成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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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经济学改革的主流 ,而且非经济学家对此也抱有

极大的兴趣 ,使得经济学成为人人关注的话题。这

样的结果是 ,不仅经济学家们通过对经济学的精细

化以及反思获得未来发展的路径 ,而且使得更多的

人士关注经济学的发展 ,增强了经济学的影响力与

感染力。�λ}长期以来 ,经济学对于我们中国而言都是

一种外来的科学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

方经济学 ,都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经济学。过去 ,我

们在创建所谓的“中国经济学”上似乎注入了太多的

热情 ,事实上 ,有没有“中国经济学”并不重要 ,重要

的是中国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了应当结合中国的国

情 ,吸收和借鉴经济学的合理成分 ,完成经济学在中

国如何应用、应用什么、怎样应用的历史重任。正是

在这种意义上 ,关注经济学自身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比什么都重要。“经济学是社会科学而不是自然科

学 ,我们研究的是经济生活而不是无生气的事物。

从形式上看 ,数学本身是由一些无意义的公式组成 ,

只有把实体的东西加进去 ,数学才有意义。数理经

济学重视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而忽略了其因

果关系。新古典理论通过构建高度简化的数理模型

来研究复杂的现实世界 ,这犯了黑格尔式的错误。

实际上 ,数理分析在自然科学中可以说是非常有效

的 ,但在社会科学中必须加以限制 ,因为其前提假设

如最大化、理性人及效率标准都是错误的。”�λ∼

从很大程度上来看 ,经济学是艺术品 ,也是致用

之学。在 20 世纪 ,经济学更多地介入了政策 ,更多

地深入到经济运行的实践之中 ,而不是再重复从理

论到理论、从假设到结论的论证 ,通过大量的实证分

析 ,给予政策行为更多的理论支持。这并不是说 ,经

济学用一些并不存在的假设得出并不存在的结论这

样的现象不存在 ,而只是研究手段的限制使得不可

能把假设建立在完全的实践的基础上 ,同时作为理

论分析 ,重要的是抓住经济问题的根本 ,所以假设的

不完备并不应该成为经济学受到诘难的理由 ,而只

有“捏造”假设的才是批判的对象。“在社会生活的

世界 ,特别是经济学的世界 ,与天文学或其他物理学

科的世界之间有另一个更加基本的差别。这个差别

在于 :只要我们不想变得太哲学化。⋯⋯好的社会

是什么的问题 ,不能用任何数学技巧来解决。”�µυ 经

济学虽然是艺术品 ,但也不能拘泥于形式 ,不能过分

追求外在的包装 ,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获得诺贝

尔奖的经济学家中绝大多数都与解决现实经济问题

相关 ,即使是从事抽象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 ,他们的

成就对解决现实问题也不无意义。经济学本来就是

一门活生生的实际的社会科学 ,如果脱离了实际 ,是

注定要失去生命力的。在新的世纪里 ,经济学研究

有着繁重的历史新使命 ,这就是 :揭示现存经济制度

和经济关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判别哪些是适应

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 ,哪些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

的生产关系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指导社会生

产和社会变革 ,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 ,“只

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单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

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

的问题。”�µϖ

经济研究中应用数学方法的迷失在于 :一是运

用范围过泛过滥。经济学是一门问题动向的学科 ,

问题的唯一来源只能是现实的经济运行 ,新的经济

理论的产生往往是由一场经济危机催生的 ,而不是

一场数学革命催生的。经济学家对大量经济现象进

行总结并形成系统化的知识体系 ,这其中借助数学

方法进行推演和对数据进行挖掘、整理 ,但这毕竟只

是一种手段 ,不是经济理论本身。�µω数学运用的界域

是可以量化的事物 ,经济研究的视野是人类一切经

济活动和社会关系 ,并非所有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

系都是可以量化的 ,尤其是社会经济关系 ,它受到制

度的、道德的、文化的、历史的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 ,

这些因素几乎大部分是无法量化的。尽管数学也是

反映人的思维的一种语言 ,但并非所有的科学都能

转化为数学的语言。像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这些与

数学紧密关联的学科也是如此 ,有些问题即使将其

转化为数学关系式 ,也不一定具有可解性。“数学在

经济学当中只是一个辅助工具 ,这在经济学的明白

人当中都是有共识的。”�µξ二是对数学模型约束条件

的取舍过于随意。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是在设定若干

前提和假设条件的基础上确立的 ,如西方经济学中

“经济人”及“完全市场化”的假定等。数学方法逻辑

严密性和计算准确性的性质决定了任何一个数学模

型都要受到若干条件的约束 ,只有假定这些条件满

足 ,该数学模型才能成立 ,方程越复杂所受的约束条

件越多 ,仅从模型本身的需要出发而不考虑是否符

合客观实际要求 ,如此建立起来的数学模型起不到

对经济现象量化模拟和对经济理论抽象概括的作

用。不可否认 ,经济学中的数学方法是经济学研究

的必要工具。“工具”本身是中性的 ,使用工具是可

能出错的 ,不能把使用工具的错误归结为工具本身

的错误。“工具”是需要人根据一定的任务去选择

的。在经济理论研究中 ,“工具”具有可选择性 ,关键

在于人怎样结合实际情况去利用“工具”,揭示经济

发展的规律。值得注意的是 ,把数学方法作为最受

推崇的分析过程加以接受 ,会使经济计量研究 (包括

那些建立在严重虚假数据上的研究) 得以不适当的

发展。相反 ,那些建立在直接观察或对历史片断详

细考察之上的研究 ,即使这些研究含有丰富的信息 ,

却容易被当作轶闻趣事 ,当作不具学术性或非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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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而拒之门外。而数量经济和经济计量的应用

则导致了对许多现实问题的忽视 ,使得我们不负责

任地专心于经济学中易于进行规范分析的变量上

面。其结果必然是 ,这种处理方法即使有时很中肯 ,

但却常常忽略一些非量化的影响因素。此外 ,它也

导致了内涵和可量化 (通常是不合逻辑的量化)之间

的混乱 ,忽视了与问题理解有关的背景条件和历史

过程。例如 ,如果不注意前提条件和背景 ,就不能正

确理解国内和国际的收入和财富的差异问题。�µψ事

实上 ,传统的直接观察、思考、追踪联系、达成暂时结

论以及由这些方法推出的观察结论、建立的学科命

题或是发现的同类学科 ,这些推理过程提供的信息

量决不比数量分析方法提供的少。例如 ,利用传统

方法 ,经济学家可能会更清楚地理解概念和可获信

息之间的差距。三是为刻意建立模型 ,对来自实际

的数据采取唯我所取的实用主义态度。尽管从表面

上看 ,经济学与自然科学都求助于数学模型 ,但两者

在理论形成的途径上存在重大差别。经济学往往是

先形成对某类经济现象的较全面的认识并有着初步

结论后才进行模型化 ,其目的在于使理论更加符合

精致化的要求 ,计量分析则是对这种精致化的进一

步确认 ,这同时意味着在模型化之前 ,一个可用语言

表述的理论框架已经大致形成 ;而自然科学 (特别是

数学以及理论物理学)则完全可以抛开经验世界 ,仅

从数理模型的推演中去揣测尚未触及的未知 ,也就

是完全可以从模型中推演出一个庞大的理论体

系。�µζ本来构建数学模型要对所研究的现象进行细

微周密的调查 ,尽可能获取详尽的数字资料 ,并应做

一番去伪存真的深入分析 ,以期找出主要因素及各

因素的数量关系 ,从而建立起数学表达式。但受数

学“工具理性”的影响 ,一些经济学家却把构建数学

模型的顺序颠倒了过来 ,采取先确定数学表达式 ,然

后再找能够支持数学关系式成立的数据 ,从而验证

自己所做出的理论概括的正确性。这就像是一个金

属实验室。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等于否认了实证

证据 ,严格地说就是将经济学变成了数学模型和不

同数学模型之间的比较。这种以主观意识为导向的

研究方法是不可取的 ,难免会使研究者把研究的重

点放在模型本身的形式特征上 ,步入不问民众疾苦、

远离社会经济生活实际的歧途。�µ{由于过度追求数

学的表达方式 ,使本来可以用文字或简单数学方法

说明清楚的理论变得十分复杂 ,从而增加了他人学

习和研究的成本。“利用甚至是最巧妙的数学形式 ,

永远不能被认为是质量的保证。数学是也只能是表

达和推理的一种手段。经济学家对之工作的素材仍

然是经济的和社会的。确实 ,人们必须避免发展一

种复杂的数学工具 ,只要它不是严格地不可缺少的 ,

真正的进展永远不在于纯粹形式的表达 ,而总是在

于支持任何证明的指导思想。”�µ|四是经济学的数学

主义形式可以为经济理论的逻辑一致性提供可靠的

保证 ,但经济学自身无法做到价值判断上的超越。

数学进入经济学的程度再深 ,都不可能因此而消解

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标界性特征 ,除非经济学不

是社会科学。尽管从最初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到马歇

尔经济学对政治两字的剥离、再到当代计量经济学

的最新发展 ,许多经济学家似乎都在不遗余力地企

图建立一种超越价值观的理论体系 ,但事实证明这

些既是徒劳的 ,更是虚伪的。经济学不可能完全拥

有“科学化”的特征 ,确切地说 ,经济学方法论特征兼

具科学化和非科学化 ,而非科学化并非反科学化 ,它

不是不合理的组成部分。�µ}“经济学的教育既是意识

形态的教育 ,也是分析工具的教育。⋯⋯所以 ,经济

学教育不能回避意识形态 ,经济学也不能‘去政治

化’,‘去政治化’的实质是去马克思主义化。”�µ∼

总之 ,经济学研究还不能以依附式和标榜式的

形式化来为科学而科学 ,忠实反映和客观揭示经济

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经济理论的根本原则 ,不可轻易

地将科学主义的思想照搬到经济学的研究中来 ,不

能将数学的模型演绎等同于客观事实及其演变本

身 ,不能神化实证主义方法的有限功能 ,更不可贬低

规范主义方法的实用性和适用性。的确 ,数理经济

学在社会科学中已找到了它的位置 ,这归功于其观

点的创造性。但是 ,它可能不具有独占的地位。因

为 ,作为经济学者解决经济问题 ,通常应该回到具体

的经济生活中 ,既不能简化 ,又不能概而论之 ,既不

能公式化 ,也不能孤立化。�νυ 应该知道 ,研究人的现

象但却没有人本主义灵魂的实证主义的经济学方法

论正在显示出巨大的局限 ,这种局限性是科学主义

的必然后果 ,提示着实证经济学的这种明显而自负

的不足。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 ,即没有规范

经济学方法论地位的经济学注定不是完整的经济

学 ,工具发展水平的高低只是推动理论研究的必要

条件 ,但并不构成其充分条件 ,经济理论发展的建构

基础从本质上说仍然源于人的主观需要和价值标准

与客观事实的结合 ,问题驱动而不是工具驱动才是

经济学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实证经济学对于规范经

济学再也不可能抱有以前那样的敌视态度了 ,由休

谟开创的、凯恩斯进一步发展的实证与规范之间的

严格二分法 ,正在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有渐趋消

弭之势。�νϖ如果我们赞同“经济理论的创造 (特别是

那些别人不认为是经济学的理论) 是一个非常有意

思的过程 ,甚至可以看成某种形式的艺术创作。只

要是这样 ,理论就可以用艺术的标准衡量 :优雅和一

致。只有当我们开始用现实世界来 (下转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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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引导和监督。

注释 :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78 - 2004) ;中国

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
查总队 :《农村经济绿皮书》,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6。
②宋元梁、肖卫东 :《中国城镇化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

系的动态计量经济分析》,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
(9) ,第 30～39 页。

参考文献 :
11黄祖辉、吕立才 :《我国农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研究

综述》,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2) ,第
1～5 页。

21熊启泉、邓家琼 :《中国农业利用外资的前景及农业
开放的战略转变》,载《中国农村经济》,2000 (12) ,第 49～55

页。
31 秦富 等 :《中国农业利用外资研究》,载《农业经济问

题》,2002(1) ,第 42～47 页。
41 高铁梅 :《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 ———Eviews 应用

及实例》,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51 易丹辉 主编 :《数据分析与 Eviews 应用》,北京 ,中国

统计出版社 ,2002。
61王锡桐 :《我国农业利用外资的问题及对策》,载《经

济体制改革》,1999(5) ,第 95～98 页。
71沈坤荣、耿强 :《外国自接投资的外溢效应分析》,载

《金融研究》,2000(3) ,第 103～110 页。
81綦建红、王平 :《外商直接投资对农业进出口贸易的

影响》,载《财经研究》,2007(2) ,第 100～107 页。
91Blonigen , B. A. , 2005.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on FDI Determinants.”NBER Working Paper ,11299.

101Beata , Smarzynska Javorcik , 2004.“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crease the Productivity of Domestic : Firms ? In Search

of Spillovers through Backward Linkage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Nashville ,No. 6 ,Vol. 94 ,p . 605.

111Mina ,N. Baliamoune - Lutz ,2004.“Does FDI Contribute to

Economic Growth ?”Business ,Washington ,No. 4 ,Vol. 39. pp. 49 - 57.

121Sims , C. , 1989. “Macroeconomics and Reality.”
Econometrica ,48(1) ,pp. 1 - 49.

(作者单位 :湖南理工学院经济与管理系　长沙　414006)
(责任编辑 : K、S)

(上接第 26 页)检验经济学理论时 ,它才成为一门科
学 ,而不仅仅是艺术 ,而经济学分析方法也会变得有

用 ,不再只是好玩。”�νω虽然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可以
多种多样 ,可以超越研究者的个人局限 ,也能够包容

个人的性格偏好 ,但经济学在过去没有 ,在未来也不
可能发展出完全按照科学主义标准要求的实证主义

的方法论模式。应该说 ,实证经济学不是经济学研
究方法的唯一选项。⋯⋯那些来自人类社会长期积
累并被积淀下来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制度的、

价值的、心理的因素在逐渐被认识过程中显示出了
巨大的不可替代性 ,它们在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地位

和作用正越来越代表一种不可抗拒的方法论趋
势。�νξ

注释 :
①�λ{贾根良、徐尚 :《经济学怎样成了一门“数学科

学”———经济思想史的一种简要考察》,载《南开学报》,2005
(5) 。

②文建东 :《论主流经济学中的新古典传统》,载《江汉论
坛》,2006(4) 。

③田国强 :《现代教训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载
《经济研究》,2005(2) 。

④李树 :《经济学意识形态的扩张》,载《江汉论坛》,2004
(5) 。

⑤陈美衍 :《经济人与经济资源稀缺性》,载《江汉论坛》,
2006 (9) 。

⑥东辉 :《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变革与现代经济学发展》,
载《东岳论丛》,2004(1) 。

⑦许旭红 :《经济学演绎主义方法论述评》,载《江汉论
坛》,2005(2) 。

⑧�µω�νϖ杜金沛、李林 :《经济学建构思想的纷争与科学主
义的渊源》,载《当代经济科学》,2006(4) 。

⑨莫尼、通斯塔 编 :《哈维尔莫选集》,中文版 ,15 页 ,北
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1。

⑩保罗·A1 萨缪尔森、威廉·D1 诺德豪斯 :《经济学》,中
文版 ,125 页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9。

�λϖ《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选集》,中文版 ,第 3 卷 ,第 1
册 ,84 页 ,莫斯科 ,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48。

�λω埃思里奇 :《应用经济学方法论》,中文版 ,200 页 ,北
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λξ周文 :《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嬗变与现代经济学的发
展》,载《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5(4) 。

�λψ郭立焕 等 :《高等数学》,中文版 ,30 页 ,北京 ,科学技
术文献出版社 ,1988。

�λζ蒋中一 :《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中文版 ,300 页 ,北
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λ|约翰·布拉特 :《经济学家是怎样滥用数学的》,见 A.
S.艾克纳 主编 :《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中文版 ,2
页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λ}石蓉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经济学》,载《江汉论
坛》,2006(1) 。

�λ∼蒙莱汉姆·罗森 :《数学方法足以研究经济生活吗 ?》,
载《学术月刊》,2006(5) 。

�µυ �µ|王宏昌 编译 :《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
中文版 ,68～69、54 页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µϖ《列宁选集》,中文版 ,第 1 卷 ,159 页 ,北京 ,人民出版
社 ,1960。

�µξ�µ∼刘国光 :《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
法》,载《高校理论战线》,2005(9) 。

�µψ胡进 :《论经济学范式运动的三种方式》,载《江汉论
坛》,2004(10) 。

�µζ �µ} �νξ杜金沛、邢祖礼 :《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 :科
学标准的辨析》,载《财经研究》,2005(12) 。

�µ{李宪徐 :《作为异质性的经济学》,载《江汉论坛》,2006
(7) 。

�νυ蒙莱汉姆·罗森 :《数学方法足以研究经济生活吗 ?》,
载《学术月刊》,2006(5) 。

�νω戴维·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中文版 ,
310 页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6。

(作者单位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武汉 　430077)
(责任编辑 :N、W)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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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