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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当前我国经济学界到处弥漫着的“浮躁”与盲目乐观 ,指出要实现中国经济学的重建与

创新 ,须走出其面临的九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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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lippancy and blind optimism a re perv ading in the economics circles o f China. With an

eye to thi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w e must g et out of the nine confronting mo rasses to reali ze the

reconst ruction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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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在中国 ,是近 20年才成为“显学”和“皇

冠上的明珠”的。 世纪之交的时候 ,经济学界为自己

的未来充满憧憬与希冀 ,认为在 21世纪 ,伴随着中

国经济的崛起 ,必是中国经济学的重建与创新 ,雀跃

之声不绝于耳。果能如此么?

中国经济学界的明天 ,取决于其能否走出以下

九大困境。

一、理论的支点在哪里?

关于这个问题 ,可依赖的路径选择有三:

1.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并在其框架

内加入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

2. 立足于现行的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主流的

新古典理论 ,研究中国问题。

3. 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 ,让各种理

论与假设在发展的实践中优胜劣汰 ,让“市场”自然

“出清” ,最后形成中国的理论经济学。

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世纪末经济学界的范式危

机。所谓“范式危机” ,即科学共同体成员迫于日益增

多的“反常”现象 ,不再共同接受一套假定以及在此

基础上的定理。经济学发展史上存在着多种范式 ,建

国后我国经济学采用的是“苏联范式” ,这导致了中

国经济学的长期封闭与滞后。 20世纪 80年代后大

量西方经济学说引入中国 ,为我国经济学的研究提

供了广阔的思维逻辑空间和方法论空间 ,特别是其

微观的自利行为会导致宏观的社会福利增进这一基

本内核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 但“西

方范式”毕竟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前提下的。因

此 ,在经历了最初的“盲目”后 ,学界现已认识到 ,它

并不能成为我国经济学的范式。

中国经济学的“战国”时代远未结束 ,依稀露出

的一线曙光——邓小平经济理论 (有学者认为它具

备了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理论特征
[1 ]
)尚需更长

时间理论上的完善和实践的检验。

二、经济学的数学化

20世纪 ,由于经济学成功地运用了数学 ,这才

使其更像“科学”。但对于经济学的数学化 ,在我国出

现了两种倾向 ,一种极力排斥 ,认为经济学 (理论经

济学 )是研究经济运行过程和经济规律的 ,毋庸数学



即能说明问题 ;另一种则极力主张 ,他们“越来越偏

爱用世人难以懂得的语言说话” ,以至经济学的数学

化倾向愈来愈重 ,使经济学成了玄学。

之所以出现上述两种倾向 ,一是在多年的文理

相隔之后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下 ,懂经济

学的人大多不太精通数学 ,所以一见数学就晕 ;二是

数学家一见经济学论文也晕 ,这就给一些精通数学

的经济学人留下了成功空间 ,他们找到了成名的不

二法门 ,甚至于能将“关公战秦琼”的可行性用一大

串 (堆 )数学公式、模型分析推导出来 ,数学泛滥了。

经济学离不开数学 ,缺乏定量分析会使经济学

流于空泛。但数学毕竟替代不了经济学 ,一味地滥用

数学 ,将导致经济学失去其社会科学的属性。中国经

济学的重建与创新 ,在某种意义上 ,或许要决定于精

通现代经济学与数学的新一代经济学家。

三、经济学的本土化

“中国经济学”是一个内涵不确定 ,可以有各种

不同理解的概念。 主要的有三种:

1. 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 ;

2. 落户在中国的经济学 ;

3. 中国学派的经济学
[2 ]
。

第一种解释 ,面太窄 ,不具有普适性 ;而第二种

解释 ,又不外乎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

的翻版或简单叠加。因此 ,“中国经济学”是指中国学

派的经济学 ,是在中国的现实国情和中国的传统文

化这样的客观基础上 ,对各经济学派的重新整合。

客观基础是中国的现实国情和传统文化 ,这就

涉及到了经济学的本土化问题。在这方面 ,我国经济

学界除了建国初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文革”后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等少数

问题上有所建树外 ,几乎乏善可陈。实际的情况往往

是要么照搬照抄 ;要么纠缠于一些细枝末节问题 ,基

本理论、政策措施、研究方法等方面没有作为。 这种

情况说明了中国经济学受到实践的制约 ,尚难以形

成新的理论体系 ,尤其在转型期 ,经济实践不成熟 ,

成熟的经济理论就难以出现。

四、经济学的现代化

毋庸置疑 ,西方国家在现代化方面走在了其他

国家前面。现代化的中心是通过建立市场经济来发

展经济 ,市场经济的显著特征就是分散的经济决策

者根据市场价格自主决定资源的配置。但市场经济

又可分为两类 ,即传统市场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在

人类发展的相当长的时间内 ,经济体制是传统市场

经济 ,而迈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近代史上的

重大突破 ,即是现在被炒得火热的所谓“新经济” ,就

其体制而言 ,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延续。

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看 ,现代市场经济与传统

市场经济的区别有二:第一 ,“非人格化交易”成为愈

来愈重要的交易方式 ;第二 ,政府的行为受到约束 ,

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变成了“保持距离型”。

纵观我国 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 ,可以发现 ,

我们的改革取向虽是市场经济 ,但却是传统市场经

济。实践的落后是由于缺少理论的支撑 ,这说明中国

经济学对现代市场经济还知之甚少。实践呼唤中国

经济学的现代化。

五、经济学的泛政治化

长期以来 ,我们对“政治经济学”有太多的误解 ,

总认为它是依附和服从于政治的 ,从而使其丧失了

独立性乃至科学性。 具体表现是:

1. 培养了大批“奏折经济学家” ,计划经济时说

计划经济好 ,市场经济时又摇身一变 ,论证起市场经

济的客观必然性了。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

济”的学者卓炯的 ,又有几人呢?

2. 导致了大众对经济学的无知和不信任。 对

此 ,有许多戏谑之词 ,如“所谓经济学 ,不过是一些自

称经济学家的人对人们经济活动的一种描述” ,“经

济学家就是这样一种人 ,他并不知道他所谈论的 ,但

是 ,他让你觉得这是你的错误”、“ 100个经济学家常

常有 100个以上的观点” ,更有甚者 ,干脆认为经济

学就是“屠龙术“等等 ,不一而足。

因此 ,为经济学界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 ,尽可能

地把政治性因素从经济科学的研究中剥离出去 ,努

力摆脱其“政治附庸”的地位 ,应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六、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

中国知识分子有着悠久的人文传统 ,但随着改革

开放后的西学东渐 ,在经济学领域 ,有学者认为经济

学是研究“效率 (益 )”的 ,即只研究“应该是什么?而不

管这样做应不应该” ,甚至有人提出了“经济学就是不

(讲 )道德的”的主张 ,公然漠视“国情与民瘼”。

理论指导实践。 流风所及的的结果是 , 20多年

的改革开放固然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有了极大的提高 ,但由于“效率原则”中并不必然地

包含“共同富裕”却包含着贫富分化的潜在趋势。 及

至于今 ,我们作纵向比较时发现 ,基尼系数增大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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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已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严重悬殊的国家之一。其

逻辑的结果必然是经济上的不公正蔓延并影响到社

会公正和政治公正。看来 ,公正与效率的问题是中国

经济学界回避不了的一个问题。我们是大国、穷国经

济 ,效率优先的同时应当注重公平。经济学家应该也

只能是社会公正的卫士 ,而不应成为社会公正的“敌

人” ,否则 ,经济学在中国的前路就颇令人担忧
[3 ]
。

七、经济学家需要“超脱”

市场经济条件下 ,经济学家作为最具“理性”的

“经济人” ,首先考虑自己的“身家性命”是无可厚非

的。但 20年来随着经济学在中国的日渐被重视 ,他

们多少表现得有些浮躁。面对世俗的“诱惑” ,学者们

在“出世”与“入世“的二难间摇摆不定 ,这既影响了

理论的承继与创新 ,又影响了经济学家的桂冠。

有人曾对时下圈内的经济学家做了归类 ,有所

谓“大款经济学家”、“奏折经济学家”、“论证经济学

家”、“舶来经济学家”、“诠释经济学家”、“会议经济

学家”、“讲座经济学家”等等。分类 (批评 )不一定恰

当 ,但说明了一个事实 ,中国经济学家中的“投机”、

“哗众”、“势利”等现象严重。

中国经济学的重建与创新 ,需要扎实的理论功

底 ,在这方面 ,经济学界是需要一点“超脱”精神的。

耐得住寂寞、受得了清贫、坐得了冷板凳 ,方能“十年

磨一剑”。 1999年度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芒代尔的

经历 ,难道对中国学界同仁就没有一点启示么?

八、锻造经济学新人才

如前所述 ,中国经济学界目前的现状是老一代

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功底深厚 ,但对西

方经济学特别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如公共选择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等了解不多 ;年青的经济学家接受了

较系统、正规的西方经济学教育和训练 ,而对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却知之甚少甚至不屑一顾 ;更糟糕

的是两者中精通数学的人都不是很多。

在目前“范式危机”还未消除的情况下 ,当务之

亟是这三者皆通的“三通”人才的培养。

1. 改变目前高校经济院 (系 )课程设置中“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势不两立、“两

张皮”的局面 ,整合、打通两类课程内容 ,使学生“学

贯中西” (严格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来就是

西方的 ) ,具备坚实的理论经济学基础。

2. 经济学数学化是趋势 ,因此 ,要注重对学生

的数学训练 ,在教材中把经济学和数学结合起来。掌

握了数学方法 (工具 ) ,无论是对理论经济学和应用

经济学、还是对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 ,都如同利器在

手。 这样 ,中国经济学水平才会出现整体的飞跃。

九、忘却“诺贝尔”

中国经济学界一直为不曾有人获得经济学诺贝

尔奖而耿耿于怀 ,这个“情结”在最近几年尤其浓重。

但客观地分析一下诺奖得主的学术思想与经历 ,或

许有助于我们抹去心头的“不平”。

1. 现代经济理论产生于西方 ,而且是以西方特

有的思维模式为背景的。我们应该看到 ,经济学通往

科学的所有路径都已被西方学者占据、先行一步了 ,

要建立一个以中国的思维模式为背景的理论体系已

难有出路。因此 ,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诺奖几乎为美

欧学者所垄断的缘由了。

2. 30年来 ,获奖的经济学家中有 1 /3以上是在

经济学数学化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的。 国外经济学

家大都有深厚的数学功底 ,对此 ,中国经济学界从整

体上是很难望其项背的。

3. 现代经济学是由美欧主导的 ,而以美国居统

治地位 ,这样一种局面是历史形成的 ,是任何严肃的

学者都必须承认的事实 ;同样中国经济学水平远远

落后于美欧也是不争之实。中国经济学界当前要做

的似乎不是不切实际地奢谈如何在短期内集中力量

攻克诺奖这个学术制高点 ,而应该是从学生当起 ,老

老实实地学习、引进、消化、吸收。 否则 ,即使如印度

一样 ,在短期内出了一个像阿马蒂亚· 森一样由国

外培养并且主要学术活动也在国外的诺奖得主 ,也

不见得能整体而全面地提升中国经济学水平。

综上所述 ,中国经济学界的前路依然漫长而艰

辛 ,盲目地乐观于学术是有害的。当然 ,限于篇幅 ,本

文着重分析了学界的困境和尴尬 ,但绝无“灭自己志

气、长他人威风”之意。经济学的成长是“渐进式”的 ,

经过不懈的追求与积累 ,或许当下一个世纪初我们

再进行“百年回眸”的时候 ,会有一个惊喜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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