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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与规范化:一个综合

类经济学期刊所载论文引发的思考

) ) ) 5经济评论 6近 5年所载文章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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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就 2006- 2010年 5经济评论6杂志刊发的经济学研究论文分析了杂志论
文研究主题、研究方法以及文章规范性要求的变化特征。经济学学术期刊所刊发论文的

变化特征与中国经济及中国经济学发展密切相关, 研究论文的本土化与规范化特征日益

突出,显示 5经济评论 6杂志在引领学术走向、提升学术品味、促进学术交流等各方面均发
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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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经济评论 6杂志创刊 30周年, 想就近年来所载论文谈谈概观。梳理一个综合类经济学期刊发表的文

章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一方面,经济学是一个包含众多分支学科的复杂体系, 仅就杂志近几年所刊载的文

章显然无法映显其概貌;另一方面,限于学识和精力, 我深知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失, 文字所及还不得不处处遭

遇割爱之痛。将范围限于杂志近年来所刊载的文章, 然丝毫未能平抑我内心如履薄冰的感觉。近几年,中国

经济持续高速成长,而世界经济则波谲云诡,经济学研究无可避免地再次经历着反思与重构, 这些都远非一

篇几千字的文章所能反映。所幸的是, 梳理和检省杂志所刊文章,也使得我有机会将各家文章拿来细细学

习。反复的评鉴、阅读仿佛是在与作者促膝详谈,权将自己的学习体会记录于此,藉此纪念 5经济评论6杂志
创刊 30周年。

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

由 2006年至本期杂志发刊为止, 5经济评论 6刊发的论文约有 700余篇,分属在不同栏目下。其中 /中
国经济研究0栏目涵盖的论文最多,约占了总数的一半,栏目名称也最固定;其次是 /经济理论探索0及 /理论
前沿动态 0, 2008年前相应栏目的名称是 /经济理论研究 0与 /经济理论动态 0; 其他一度相对固定的栏目分
别是 /金融研究 0、/西方经济学研究 0、/区域经济研究0、/世界经济研究 0以及 /书评0,而间或出现的栏目则
有 /经济思想史研究 0、/管制经济学研究 0、/公司经济研究0等。栏目名称及所载文章其实是学界研究兴趣
与研究重点的集中反映,栏目名称的固定或变动、刊发论文数量的多寡直接反映出作者来稿的倾向性和集中

度。

标题中直接包含 /中国0二字的论文达 158篇,内容涉及中国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这些选题各异的论

文突出的共性显然是其研究兴趣与选题的本土化。就经济学研究的本土化倾向而言,林毅夫教授曾断言:纵

观经济学发展历程,它总是和一国的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 20世纪美国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所以美国成为世

界经济学研究的核心, 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在世界上经济地位的提高, 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必然会

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 (林毅夫, 1996)。

如果进一步具体到文章的研究内容,许多论文选题直接反映了社会热点与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以人

民币汇改为例, 2006年发表的三篇论文 (郭梅军、蔡跃洲, 2006;康立, 2006;江春, 2006)显然是针对 / 2005年

汇改 0而引发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及中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等有关讨论而刊发的。此后两年未见有关论
文出现,直至 2010年两篇论文 (王凌云、王恺, 2010; 吴志明、郭予锴, 2010)刊发, 后者在内容和时间上再次

响应了国内外各界针对人民币汇改问题的再度激辩。

如果从专业领域来看,货币金融方面的研究论文在刊发数量上首屈一指, 5年间发表了近 60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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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经济学不失为社会科学领域的显学, 那么, 金融学则无疑是 /显学中的显学 0。金融学之所以具有如
此显赫地位,既源于金融理论在过去大约 30年的时间内取得了长足进步,同时也源于世界范围内金融业的

持续创新发展,尤其是进入 21世纪以来,金融业的超常规发展其影响广泛而深远。 2008年以来发端于美国

房地产次级贷款的局部危机、/出乎意料地0恶化为全面的金融、经济危机, 最终演变成为席卷全球的 /金融
海啸 0,其冲击力与波及面堪与 20世纪 30年代的 /大危机0相比。危机爆发的原因无疑是复杂的,撇开蓄意

掩盖事实真相、编造虚假信息以及公然的 /巧取豪夺0,理论界及金融实务从业者对金融创新的过度推崇难
辞其咎,而这种极力推崇所折射出的过度自信则与金融学研究借助精巧的模型构造、复杂的数学演算, 有意

无意地营造出的 /科学幻觉 0不无关系 ( Summers, 1991 ), /福兮祸之依 0) ) ) 理论的反思与重构在所难免。
也许是源于危机中中国经济一枝独秀, 5经济评论 6迄今仅刊发过两篇相关论文 (陈继勇等, 2009; 黄安仲,

2010) ,反映出国内学界对金融危机问题的审视和研究远逊于欧美学界对之的关注。

颇为有趣的是,正值美国次贷危机因 /雷曼兄弟0倒闭而愈演愈烈之时, /诺贝尔委员会 0几乎在同一时
间决定将 2008年度 /诺贝尔经济学奖0授予了 PaulK rugman以表彰其在国际贸易理论以及经济地理研究方

面的贡献。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兴盛、沉寂以致再度发展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 /波
动周期0。回顾 20世纪 60、70年代, 一大批有影响的学者, 如 J. Bhagw at i、H. Johnson、M. Kemp、W. E thier、E.

H elpman、A. D ix it等,皆因其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方面的成就而闻名。自 20世纪 8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理

论的光华相比于更为耀眼的金融理论进步显得颇为暗淡, 许多当时的领军人物后来甚至改弦易辙、转向金融

领域。最典型的恐怕要数 A. D ix i,t其在 1980年 (与 V. No rman合作 )出版过一本理论性颇为超前的国际贸

易理论著作 ( D ix it andN orman, 1980) ,但是, 20世纪 90年代后 A. D ix it却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实物期权的

有关研究中 ( P indyck and D ix i,t 1994)。 Pau lK rugm an所发表的、最终为其赢得 /诺贝尔经济学奖 0桂冠的主
要论文完成于 1980年前后 (K rugman, 1979; 1980; 1981; 1983) ,但是,所谓 /新贸易理论 0、/新经济地理学 0以
及 /新 -新贸易理论 0受到热议和追捧之时已是 21世纪了 (M elitz, 2003; E rdem, et a.l , 2003) ,其时亦恰逢

网络科技股泡沫破灭,金融创新与放松管制随之在更大范围、更深层面上展开。世事的演变总是物极必反,

曾经相对沉寂的领域大放异彩,这种 /世情0与 /时序0的转换自然也在 5经济评论6发表的论文上得到反映,

新 -新贸易理论 (邵敏、刘重力, 2010; 常玉春, 2010; 孙军、梁东黎, 2010; 艾洪山等, 2010;张先锋、丁亚娟,

2009; 柳剑平、张兴泉, 2009;高越、李荣林, 2008)、新经济地理学 (赵璟等, 2009; 李君华、彭玉兰, 2007; 汤学

兵, 2009)、空间经济地理学以及异质性企业理论 (孙军、梁东黎, 2010; 马刚, 2006; 刘志铭、郭惠武, 2006;刘

杨, 2009)等论文层出不穷。

类似的转换不经意间也发生在学者们对马克思及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研究中, 学界好谈马克思的情势早

已改变,在脱离意识形态范式后,研究者们发现: 作为现代性 (尤其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的强有力的思考者

和批判者,马克思的思想和理论在当下仍然具有现实性和针对性。因此, 在思想与理论研究层面马克思其实

是我们的同时代人。5经济评论6自 2006年以来刊发了近 30篇直接研究马克思理论思想的文章,有的从现

代语境下重新考辨、诠释马克思有关理论的基本原理、核心概念及对现实的指导与针对性 (蔡立雄、何炼成,

2006; 贺尊, 2009; 梁琦、黄利春, 2009;石莹、赵昊鲁, 2007;杨文进, 2007;杨玉华, 2007;张素芳, 2007) ,有的从

纯粹学理研究的角度将马克思与其他西方经济学家的有关思想、理论进行对比研究 (曹阳, 2007; 郭广迪,

2009; 刘小怡, 2007;任超锋、刘蕾、陈朔, 2008;张建君, 2006; 周绍东, 2009) ,其中, 关于 /劳动价值论0的几篇
论文甚至引发了一场不小的学术争辩, 参与者包括国内 5、6所高校,老中青三代学者 (刘有源, 2007;屈炳祥,

2006; 许光伟, 2006;晏智杰, 2007, 2008;等等 )。

二、神道难摹,形器亦难写

/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神道难摹, 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 壮辞可得喻其真; 才非

短长,理自难易耳。0) ) ) 刘勰, 5文心雕龙6之 /夸饰 0
关于经济学研究的 /神道 0与 /形器 0, 我们不妨将经济学的有关理论思想、理论逻辑称之为 /道 0, 而将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分析工具以及表现形式等称为 /器 0。
翻阅近几年国内各种经济学期刊杂志不难发现, 经济学论文对数学分析工具的应用有了明显增加,显示

学界对经济学研究范式认识的进一步趋同。 5经济评论 6杂志亦不例外, 翻开一期杂志, 现在已很难发现不

依赖数理模型、不使用统计实证方法的文章了,论文对资料和文献的引证日益严格、规范, 因此,可以说国内

经济学研究在 /形器 0的修炼方面有了明显提升。然经济学的 /形器 0毕竟不同于刘勰 5文心雕龙 6所论述的
单纯的文字修辞,现今经济学研究所使用的分析工具不仅种类繁多,且其中大多需要专门学习、深入研究才

可能熟练运用,乃至融会贯通。纵观近几年 5经济评论 6杂志上刊发论文的分析工具,一方面, 一般均衡、动

态优化、博弈论等理论建模分析方法被广泛应用;另一方面, (非 )线性回归、面板数据分析、向量自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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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实证方法的使用也极为平常。甚至其他更为复杂的分析工具与分析方法,如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随

机模拟等亦有研究者在其论文中使用。因此, 就当下经济学研究而言, 不仅 /神道难摹 0, 而且 /形器亦难
写0。

面对学界强化规范性要求、重视数理方法及分析工具的潮流倾向,研究者显然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调适、完善其研究成果,确保其成果符合当下的学术规范。这种潮流驱动的好处是有助于提升经济学研究

的规范性和学术性,避免 /关公战秦琼0式的论争,便于开展真正的学术对话,但其问题是可能导致过度追求

形式的严谨以及分析工具的时尚新颖, 致使研究的内涵及实体被虚化 ) ) ) 是否原本枯燥的数学工具除了其
严密性外,还具有我们未曾料想到的 /时尚性 0 (陈孝兵, 2007)呢? 由此也令我不禁想起当下学人常有的感

慨: 当代是一个 /思想淡出学术凸现 0的年代。
形式与内涵需要辩证统一显然是不证自明的道理,但鉴于其对当下经济学文风的意义,我想引述武汉大

学前辈校友严耕望先生回忆 1940年代钱穆先生教诲时的一段话 (严耕望, 1982):

/钱树棠问:梁任公与王静安两位先生如何? 先生曰: 任公讲学途径极正确,是第一流路线,虽然未做成

功, 著作无永久价值,但他对于社会、国家的影响已不可磨灭! 王先生讲历史考证, 自清末迄今,无与伦比,虽

然路径是第二流,但他的考证着眼点很大,不走零碎琐屑一途,所以他的成绩不可磨灭。考证如此,也可跻于

第一流了。0
按照钱穆先生的意思看来,梁启超先生的学问自是 /一流0, 然其著述的学术水准却是另外一回事; 而王

国维先生的学术研究, 尽管专注于考据, 仍不失为经典之作,很难以 /二流0论之,可见学术研究的形式与内

容是何等巧妙地辩证统一的,我想刘勰 5文心雕龙 6之 /夸饰 0里的另一段话更好地对此进行了表述: /然饰穷
其要,则心声锋其, 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0。

三、寻求经世济国之经济学

作为当代显学的经济学科在浩瀚的中华文明历史中似乎罕现其踪,无论5管子6还是5史记 6之5货殖列
传6都难以归入经济著述的范畴,其他,如西汉桑弘羊、北宋王安石、明后期张居正的主张及其理财之道,从

当代语境来理解姑且可以称之为经济对策或政策谏言, 而并非系统的经济思想。自 1776年亚当 #斯密 5国
富论 6发表以来,经济学在西方的历史也不过两百余年, 但是, 与 /桑弘羊们 0算计如何充盈国库不同, 5国富
论6更关注如何让庶民富裕起来。回望历史,当西方的统治者开始从斯密的著作中寻求经世济国之启迪时,

中华帝国尚在 /十全老人 0乾隆皇帝的统治下沾沾自喜于 /盛世0的幻境。事实上,对中国而言,自 1840年以

来的战争和动荡,乃至 1978年之前长期的计划经济,都使得经济学几无用武之地。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经济发展为先导的社会变革乃中国几千年未有之变局, 凸显了经济思想和经济理

论经世济国的功用,经济学也由此成为当代之显学。经历了近 30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学期刊与中国经济

学一同经历多年的磨砺,迄今已有值得称道的进步。作为一本综合类经济学学术期刊, 5经济评论 6在引领
学术走向、提升学术品味、促进学术交流等各方面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品性与学

术风格。 5经济评论 6推崇的既不是 /官气0十足的经济学,也不是 /匠气 0十足的经济学,而是经世济国的经

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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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Yongq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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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apers pub lished on the Journa l of Econom icRev iew during 2006- 2010, w e characterized the chang ing flavor

of research topics, m ethodo logy and paradigm. The chang ing pattern o f the journa l is a dynam ic bi- d irection m app ing between the

econom ics research and the deve lopm ent of Ch ina. It appears that there is a convergent trend w ith respect to the research parad igm in

Ch ina, especia lly on loca liza 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The Journa l of Econom ic Rev iew has a pro found ro le to fac ilita te econom ics

research and commun ication am ong peer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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