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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隔绝的个体

� � � 现象学视野中的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

刘 � 牧
*

� � 摘要: 个体主义方法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其核心观点往往被认为

是不证自明的。但是这种不证自明恰恰不是绝对的,而是现代社会特定的理论与实践背

景的产物。由于在对他人的理解的问题上采取了特定的立场,即认为对他人的理解都是

通过类比推理实现的,才使得个体主义方法论成为可能。运用现象学方法进行分析可以

发现,这一立场是站不住脚的,因此个体主义方法论并不是无庸置疑的。经济学要获得发

展,在方法论领域必须实现变革。

关键词: 个体主义方法论 � 现象学 � 经济人 � 效用最大化

一、引言

个体主义方法论 ( ind iv idua listicmethodo logy)又称方法论个体主义 ( methodo log ical ind ividua lism ) ,是西方

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个体主义方法论认为  社会理论必须建立在个人的态度和行为基础上 !∀。这

意味着在经济学研究中,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应该是具体的经济行为主体, 包括个体的消费者和单个的企业,

一切复杂的经济现象最终都应该还原为个体的经济行为。在经济学中最早明确运用个体主义方法论的是亚

当 #斯密 ( 1776),在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以下简称 ∃国富论 % )中,他把个体的经济人作为分析

问题的起点,系统解释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的形成。他认为个人利益优先于社会利益, 社会利益就是由无

数个人利益组成的,而并非独立于个人利益之外。边际革命之后个体主义方法论成为新古典经济学重要的

方法论基础。 20世纪 30年代由凯恩斯所创立的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重视总量分析,表现出明显的整体主

义方法论倾向,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个体主义方法论在主流经济学中的重要性, 但是自 20世纪 60年代以来,

宏观经济学越来越重视寻找自身的微观基础, 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使

个体主义方法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个体主义方法论之所以被主流经济学重视有以下三点理由:

第一,从本体论角度来看, 个体主义方法论认为在社会领域中只有个体是真实存在的,而社会则是由个

体组成的,因此个体是本原的存在,而社会则是次生的。所有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都是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

结果, 所有集体行动都是个人行动合力的结果。这种观点最早由霍布斯 ( 1985)提出, 他认为在国家产生之

前的自然状态下,存在的只是众多孤立的个体,国家是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通过契约产生的。

第二,从认识论角度来看, 个体主义方法论认为只有个体是我们能够直接经验的,而对国家、民族、社会、

阶级等集合体的认识是建立在对个体的直接经验基础之上的, 因而必然是间接的, 所以哈耶克 ( 1948)认为

社会集合体  对我们的观察而言,并不是 &给定的 ∋ , 而是惟有通过努力才能加以重构的 !(。这样, 经济学

 应该从个人的行动出发, 因为这是我们可以直接认识的唯一事物。离开了个人的行动而可以运行和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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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社会的观念是荒谬的。每一个社会的事物都必定是可以以某种方式在个人的行动中认识的!∀。

第三,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说,个体主义方法论认为每个人对自己的快乐和痛苦的感受最为清晰和准确,

所以  每个人都是他自身利益的最好的、最敏感的判断者。因此不要让任何其他人去干涉他。!(这一观点有

两方面的后果。在理论方面,经济人假说的前提就是每个人对自己的偏好序有清晰的、一致的把握,经济人

的行为在此基础上展开,该假说成为整个主流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基石。在实践方面, 一切政府经济政策效果

的最终判断标准只能是它们对个体福利的影响。

个体主义方法论在理论上的巨大优势在于其明晰性和直观性。个人是社会领域内最基本的实体、只有

个体能够被直接认识、每个人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等观点被认为是不证自明、无庸置疑的, 甚至被视

为常识。因此,尽管现代认知科学的最新进展已经揭示出主流经济学所遵循的  建构理性下的个体主义方

法论!存在着严重缺陷 (黄凯南、程臻宇, 2008) , 主流经济学家仍不愿放弃它。这促使我们对这种个体主义

方法论的心理基础进行思考,即在何种思想背景之下它才会显得是不证自明的。博兰德 ( 2008)试图把主流

经济学对个体主义方法论的迷恋归结为解决归纳问题的需要。这一思路具有一定启发性,但仍将问题局限

于经济学领域。本文试图把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置于更广阔的思想背景之下, 并运用现象学方法进行

分析, 以揭示这一方法论的心理基础。

二、 他者的我 !与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

社会科学把社会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个体之间的交往。个体之间交往的实

现以及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建立需要一个前提, 那就是个体对他人要有所理解,即只有当我知道他人也有心灵

生活,也是一个和我类似的  自我 !,也具有与我相似的情感和思维,才有可能与他人进行交往。除了每一个

人自己的自我外,还存在着  他者的我 !。个体对他人自我的把握是为人文社会科学确立基础的基本问

题。) 任何一个社会科学理论想要确立自身,都必须首先回答这个问题。对  他者的我 !问题的不同回答, 也

就决定了社会科学理论的不同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甚至决定了研究所可能得出的答案。

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把人类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这些都涉及到个体之间

的经济交往,为了实现这种交往个体必须首先对他人有所理解,他人要被把握为具有思维、情感的个体,从而

与无生命的客体区别开来。而当代的主流经济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甚至并没有意识到  他者的我 !的问题,

在这一问题上采取的立场往往是无意识的。我们的任务是揭示这一无意识的立场, 并对经济学个体主义方

法论的  不证自明 !性重新审视。

舍勒认为,在对他人的理解问题上存在两种基本立场: 自我与他人 (或共同体 )之间的关系或者被认为

是一种  本质关系 !,或者被认为只是一种事实上的联系。∗ 对前一种立场来说,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是先

天的, 即使一个个体事实上与世隔绝,这种联系仍然是存在的, 甚至个体之所以能在事实上同他人建立起联

系,正因为他事先已经对他人有所领悟。对于后一种立场来说,个体与他人的关系是偶然的、事后建立的,他

人的自我与心灵生活是不能直接经验的, 每个人都封闭在自己的心灵生活中,因此对他人的理解或者是通过

 类比推论!实现的,或者是通过  移情 !实现的,他人自我的存在从根本上说只是一种可能性。

现代思想选择了第二种立场,哲学领域的普遍看法是  内在感知与自然界的外在感知不同,不会产生假

象,而且,体验本身与对体验的明证而恰切的认识相吻合。!+所谓内在感知是指对自己的情感、思维、意志等

心理内容的感知,而外在感知则是对包括他人身体现象在内的外在物理世界的感知。在这种思路之下,他人

的自我及心灵生活显然被排除在感知领域之外,而本己自我的心灵生活则毫无保留地呈现在自己面前。因

此本己自我相对于他人自我具有认识论上的绝对优势,我们的心灵对自己是透明的,而他人的心灵则隐藏在他

们的身体后面,对我们来说是不透明的。具体来说,这种立场有两个要点:  ( 1) &最先呈现于 ∋我们的始终只是

本己的我; ( 2)从另一个人身上&最先 ∋呈现于我们者只是他的身体的表象及身体的变化、动作等,只有在此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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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基础上才会 � � � 以某种方式 � � � 设想他的灵性状态,设想他人的我的存在 !∀。在这两个前提之下, 有两

种方式可以设想他人自我的存在。类比推论说认为,  正是 &类比推论 ∋使我们在感知到我们自己的表达动作的

情况下,从我们作为自己的个体性自我活动之后果而经历到的同一类表达动作, 去推断另一个人身上的同类自

我活动。!(。当我发现与我的身体类似的另一个身体时,由于我的身体与我的自我是相关的,所以我可以合理

地推测这另一个身体后面一定存在着与我的身体类似的另一个自我,因此他人的自我从根本上是被我们  猜

测!到的。而移情论则认为,对他人自我的把握是靠  信仰!实现的,即将本己自我移入他人的身体。

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正是第二种立场的产物。由于最先呈现的是本己的我, 它对于个人来说是透

明的, 对它的认识是确定无疑的,所以我们在分析人类经济行为的时候,最恰当的出发点就是个人。同时,由

于内感知被认为不会产生假象,个人可以准确地把握自己的情感和意志,所以个人才会成为他自身利益的最

好判断者。一切经济行为最根本的动力是由对自身偏好有着清晰完整把握的经济人提供的。个体主义方法

论之所以会显得不证自明,正是由于在他人自我的问题上选择了特定的立场。尽管今天的主流经济学通常

只是不自觉地持有这一立场,但是在亚当 #斯密那里,这一点还是表现得很明显。19世纪德国的历史学派

发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与 ∃道德情操论%之间存在着矛盾, 前者把对自身利益的追求看成人类经济行

为的基本动机,而后者却把基于同情的利他主义视为人类道德行为的基本动机。斯密的伦理思想与经济思

想之间的这一矛盾被称为  斯密问题 !。但是, 就  他者的我 !问题而言,二者之间没有任何矛盾, ∃道德情操

论 %所提出的同情理论,不但是斯密伦理思想的基础,而且也是斯密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在∃道德情操论 %

开篇, 斯密 ( 1759)就指出,  由于我们对他人的感受没有直接经验,所以除了设身处地的想象外,我们无法知

道别人的感受。!)这与类比推论理论是一致的, 由于我们不能直接把握他人的自我和他人的情感, 所以只能

依靠类比性的推测来完成这一任务, 人与人本质上是隔绝的,人们之间的联系是后天建立的。由于个体首先

封闭在本己自我之中,所以每个人只对自己的感受有直接的、准确的把握,然后才能依靠同情与他人建立起

联系, 因此个体当然是分析的出发点,无论是针对道德问题还是经济问题。∃国富论 %从自利的个人出发解

释社会经济现象,斯密的同情理论实际上正是这种个体主义方法论的理论基础。

特定的方法论立场也就决定了可能得出的答案。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说认为每个个体都只关心自己

的效用水平,而效用水平又是由他所消费的物品的数量决定的,每一个人本质上都是一个  鲁滨逊 !, 孤独地

追求自己的效用。在每个个体的生存结构中, 是没有他人的位置的,他人的出现本质上是偶然的, 所以个体

与他人交往的唯一动力是他人可能有助于自己福利的增加。因此交换作为重要的经济交往形式本身并不是

人们的目的,它只能被理解为增进个体福利的手段。从亚当 #斯密开始,这一研究思路一直延续到今天。亚

当 #斯密 ( 1776)在 ∃国富论%中提出人类有  互通有无 !、 互相交易!的倾向, 而  人类随时随地都需要 !的

 同胞的协助 !,大部分都是靠交换的方式实现的,因此交换主要是作为一种手段被理解的。∗ 复杂的分工体

系和市场交换体系都是由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它们使每个参与者的福利都提高了。

当代主流经济学延续了这一思路,认为人与人的经济交往自身并不具有价值,其价值仅在于促进个体福利的

增加, 复杂的现代市场经济从根本上不过是一场伟大的意外。这在国际贸易理论中体现得尤为充分,不同的

理论虽然存在很多分歧,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国际贸易的价值仅在于促进贸易双方福利的增加, 国际贸易

活动被理解为一种手段。

三、 他者的我 !的现象学分析

在 ∃论他者的我%一文中,舍勒指出类比推论从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即使类比推论所要求的材料 (包括

我与他人相似的表情动作、我对自己表情背后的情绪的意识 )都具备了,也绝对推不出来他人自我的存在,

而只能推出  我的自我在这时也再度出现,而不是外来的和另一个自我出现!+。类比推论说误解了自己的

成就, 它并未兑现自己所承诺的东西。如果我把自己体验为本己的我,通过对另一个身体的类比推论,我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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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结论只能是:那里存在着另一个本己的我, 本己的我不是唯一的。但这恰恰不是我们对  本己的我!的

体验, 真正的体验是:  我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本己的我只要被把握了,就一定是唯一的, 如果我把握了另

一个我,那一定是作为  他!的我。类比推论说最多能解释存在着众多的  我 !,不能解释这种无法被消解的

 我 -他 !结构。对移情说也可以提出类似的批评, 它同样解释不了  我 - 他!结构。∀ 这两种理论错误的根

源在于它们共享的前提:第一, 最先给予我们的是本己的我; 第二, 他人最先给予我们的是他身体的表象及其

变化、动作。从现象学的角度看,这两个前提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没有证据表明最先在内在直观中被给予的只是本己的我。一方面,  他人的思想可能并非&作为 ∋

他人的思想,而是 &作为 ∋我们的思想给予的!, 比如在接受传统的熏陶过程中, 我们可能会把  父母、教师的

思想看成我们自己的思想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能把我们自己的思想感情作为另一个人的思想感情来把

握。) 但是更为原始的情况是,  一种&经历 ∋给予了 !, 但  既不是作为自己的、也不是作为他人的经历给予

的 !,此时,  我!与  你 !的区分尚未出现,存在的只是  一条对我 -你漠不关心的经历之长河 !,  它不加区别

地包含着自己的和他者的东西,将之混合在一起 !。这种状态下, 每一个经历都属于一个  一般的我!, 尚未

区分出到底是属于本己的我还是他人的我。所以  人 &最先 ∋更多地生活于他者之中而不是自己本身之中,

更多地生活于共体而不是自己的个体之中 !。幼儿的生活和原始民族的生活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个人完全

融入家庭或群体之中,  个体生活最先几乎是完全隐蔽着的!, 对独立的本己自我的意识出现得相当晚。∗ 但

是类比推论说和移情说却把这种后出现的本己自我作为对他人理解的出发点, 这一思路又为经济学的个体

主义方法论所继承,追求自身效用的理性经济人具有对本己自我的意识, 在历史中是很晚出现的东西,而人

类的经济生活则贯穿历史始终,因此把理性经济人作为分析的起点来解释人类所有的经济活动,实际上犯了

本末倒置的错误。

本己的我之所以会被视为最先给予,  只是由于人们没有区分开内在 &直观 ∋领域与 &内在觉知 ∋领

域 !+。人们把被  体验 !的东西和被  感知!的东西混淆在一起。在外在感知中, 我们可以注视一个杯子, 杯

子是我们直观的对象,它也可以被他人直观,因此是公共的对象,但是杯子在视网膜中形成的图像并不是我

直观的对象,我的意识指向的是杯子,而不是杯子给我造成的颜色、形状的感觉。这种感觉只是被体验,它们

完全是私人的,无法被他人直观和体验,我们也无法体验到他人的身体感觉。内在直观领域存在着类似的区

别,一方面有感性的疼痛, 另一方面有疼痛所伴随的  痛苦 !, 前者完全是私人的, 而后者作为直观对象却是

公共的,我虽然不可能感受到别人的疼痛,但是却可以直观到别人的痛苦,如同我可以直观到自己的痛苦,因

此  人们能够 &感受 ∋同一种痛苦,但却不能够感受同样的疼痛!。情绪和杯子一样都是超越的对象,是被意

识指向的,而不是直接被体验的。由于忽略了这个区别, 把心灵生活等同于  身体状态, 尤其是官能感觉以

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感性情感 !,所以个体被认为封闭在自己的心灵之中,对他人的心灵生活没有直接的经

验。, 实际上他人的自我与我的自我一样都是超越的对象,我能把握本己自我, 同样可以把握他人自我, 我

的自我并不具有逻辑上的优先地位。正因为对象是超越的, 所以我对他人情感的感知可能发生错误,对自己

情感的把握同样也有出错的可能,二者并没有原则的差别。

其次,没有证据表明我们只能感知到他人的身体及其动作,而不能感知到其他东西。运用非常简单的现

象学描述也能发现,我们可以直接从他人的微笑中  看!到快乐,  从他咬牙切齿的动作看得出他的愤怒!, 在

这些例子里,他人的情绪是直接被感知到的。对这一描述可能的反驳是,  这 &并非 ∋感知,因为这不&可能 ∋

是感知,之所以不 &可能 ∋是感知,因为感知只是 &感官感觉 ∋的综合,因为肯定不会有对他人心理的感觉 !−。

这种反驳只是为了坚持可疑的教条, 才不肯去面对事实,对于明确的感知,它仍然认为那不可能是感知。在

某些场合下,我们确实会通过推论来把握他人的情感,但这通常是因为正常感知出现障碍,类比推论说却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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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常情况作为整个理论的出发点。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类比推论说和移情说的两个前提都是不能成立的, 而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

法论正是建立在这两个前提的基础上,所以它的根基并不稳固。个体并不是首先封闭在自己的心灵生活中,

而更多地是生活在他人和共同体之中,所以个体的经济活动很难说仅仅是理性地追求自身效用,凡勃伦对消

费活动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在∃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 %中凡勃伦 ( 1964)通过大量实例

说明, 消费活动的一个重要目的是炫耀,即通过对贵重物品的消费获得社会声望,因此消费绝不仅仅是通过内

省的方式孤独地追求自身效用从而与他人无关的过程,相反大多数消费存在的原因是我们生活在他人中间,我

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他人而消费,通过他人的眼睛来看自己,我们对自己的感知和自身价值的把握都是社会

与文化塑造的结果。由此可见,从孤独的理性消费者出发根本无法解释大量的消费现象。个体之间的交往已

经是无法进一步还原的原始现象,以孤立个体为出发点解释个体之间的经济联系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

生产和交换活动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炫耀现象。马凌诺斯基 ( 2002)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发现, 土著人的

甘薯产量远远超过其食用量, 他们  贮藏食物的主要目的是供人参观, 直至腐烂 !, 借此可以获得荣誉和声

望。∀ 从斯密以来的主流经济学一直将交换理解为手段, 其目的是增加参与交换的个体的福利,但是马凌诺

斯基发现,  在特罗布里恩德所有形式的交换中, 没有半点迹象显示参与者得到什么好处, 而从纯粹功利和

经济的立场看,更缺乏任何理性基础,因为交易双方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创造效用 !( ,交换并不是手段, 本身

就是目的,人们为了交换而交换。对于现代经济也可以进行类似的分析。舍勒 ( 1999)在 ∃道德建构中的怨

恨 %中区分了  高雅!与  粗俗 !两种人格类型,高雅者不需要通过比较就可以把握自身价值和他人的价值, 而

 俗人则只在比较中或通过比较体验价值 !)。对于俗人来说,他人的存在是把握价值的必要条件。俗人的

一个重要类型是  奋求者!,即  在可能的与他人的比较中, 更多的存在、更大的作用等等作为他所追求的目

标的内容,被推到某一质化的实事价值之前,任一&事情 ∋对他只不过是无关紧要的动因 !。如果奋求者对价

值的理解成为一个社会的主导类型, 那么  &竞争制度 ∋就成为这一社会的灵魂 !∗。现代社会竞争性的市场

经济恰恰是奋求型人格的产物,人们对经济价值的理解必须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才能实现,所以经济行为的动机

不是单纯地追求自身的效用,他人的存在对于经济行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而不是一种本质上偶然的手段。从

数量上超越他人成为普遍的经济动机, 所以货币成为衡量人价值大小的唯一标准,只有在这种经济制度下,利

润最大化才可能成为企业唯一的目标,货币从获取商品的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正如马克思 ( 2004)所揭示的,

商品流通的基本形式  W - G -W !,变成了资本流通的基本形式  G-W - G!。由于个体的经济动机中已经包

含了他人的因素,因此孤立的个体并非社会经济中最基本的单位,不能将其作为理论的出发点。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近代思想在  他者的我 !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错误的, 因此个体主义方法论从

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但是这种方法论仍然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早期人类生活在群体之中,  &群体 ∋是由

生活的历史、传统、血缘统一起来的!,此时个人与群体是融为一体的, 从未觉得自己首先作为孤立的个体存

在。与通常的看法相反,社会并不是群体的扩大,反而是  各群体内在的分解过程之后的残余和遗迹!,因此

它才可能被理解为个人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 在此情况下,个人对外界的基本体验是陌生感与怀疑感, 只

有自身感受才是值得信任的。在这种社会心理背景之下,对他人自我由于缺乏直接理解, 只能采取猜测的方

式,因为他人从根本上是不可信任的,类比推论说和移情说由此产生。同时, 人们自然地觉得每个人是自己

利益的最好判断者。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才会显得是  不证自明!的, 但是主流

经济学由于对这一点缺乏自觉,误以为个体主义方法论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近年来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思潮是

其突出表现。经济学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突破个体主义方法论的限制,在方法论领域实现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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