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在市场里交谈>>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在市场里交谈>>

13位ISBN编号：9787208047471

10位ISBN编号：7208047472

出版时间：2003-8

出版时间：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汪丁丁

页数：27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在市场里交谈>>

前言

　　2002年秋季至2003年春季，我在杭州教书。
照例喜欢湖边漫步，照例喜欢上网聊天。
在网上聊天，我想像，与苏格拉底在市场里和人交谈的情形类似。
如果苏格拉底的幽灵碰到我，商量着是到网上去聊，还是到市场里去聊，我相信我们都会更钟情于“
网”，而不是“市场”。
　　在市场里交谈，面对面，对方的身份一般不会成为谈话者关注的问题。
在网上交谈，首先成为问题的，恰恰是谈话者的“身份”。
我喜欢在网上交谈，一部分理由来自我教学的便利。
例如，有些同学不习惯当面批评我，他们会上网，化名（网民的术语叫做“披上马甲”）来骂我，语
言可以尖刻到让我难以忍受。
　　我强烈建议任何-位在乎自己的教学效果的老师，尝试着上网聊天，而且要设法变得习惯于忍受尖
刻的批评。
这叫做“磨合”——以公开身份上网，接受匿名者的批评。
当然，磨合的另一面，是你以匿名身份上网，抨击你不打算面对面抨击的人。
　　有几位好朋友对我说过，他们也上网聊天，之后便觉很不合算，因为所见帖子，多为“垃圾”，
要找到高质量的帖子如大海捞针般困难。
这也是事实，不过，在浙大经济学院“经济论坛”这块我们活跃着的绿洲里，上列看法不符合事实。
　　网和市场-样，是需要“经营”的。
经营就意味着资源配置，意味着一部分资源要从网外流向网内，意味着必须有几个热心分子来设计和
运行资源有效配置的机制。
热心分子难免在一段时期之后丧失了那份热心，人走茶凉，这是“网络社会”的普遍症状。
究其原因，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是由于产权机制的缺失。
　　最典型的例子，试想你、我、他三入，相约网谈某题目，气氛激烈，高潮迭起，思想火花四溅，
观众喝彩不绝于耳，我们三人则愈加兴高采烈。
此刻，某广告商突然在我们帖子上加贴“有偿新闻稿”一则，无数点击我们帖子的读者，难以避免地
会读到最后那篇商业广告文章。
这叫做“免费搭车”——小影院故意把自己的电影广告发表在同一张报纸的大影院的巨幅广告的旁边
，以争取“扫-眼效应”，曾经引发过美国广告商之间的法庭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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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市场是多么富于生活气息的地方呀！
想想荷兰画家阿特斯的那些作品，以写真主义手法精美描绘的满载鸡鸭鱼肉干鲜果品的柜台，上面悬
挂着刚刚宰杀的牛和羊，下面堆放着新鲜的鸡蛋，站在市场阴暗背景里的是被耶稣基督指出来犯有通
奸罪的那位妇女。
与新兴市民阶级的新兴生活相比，圣经的教条显得那么苍白。
　　贯穿了这本文集的对话和发言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觉得，应当叫做“生命之树长青”。
只不过，若是真把这句话拿来当这本书的题目，就会显得很奇怪。
“生命”是动词，不是名词，因此也翻译成“活着”。
它告诉我们，理论必须面向生活，否则就没有了生命，就变成了王静庵先生批评的“可信而不可爱”
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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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汪：显示偏好可以直接推导出希克斯需求，然后在市场上检验，这是可以的。
在弗里德曼的方法论看来，即使检验结果否证了这个可检验命题，否证了需求函数，它也无法否证显
示偏好，因为后者是逻辑结果，是自恰的，不需要经验世界的证实。
　　叶：我看这恰恰反映了西方经济学效用理论的虚幻，也是它把形式化的东西发展到极致的必然结
果。
哈耶克的批判正好用在这里，这不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理性的自负”吗？
如果吸毒和自杀也是理性，那么还有什么行为是不理性的呢？
我看经济学的“理性”范式被显示偏好理论推演到如此程度，是不是太过分了？
这已经和人们日常对理性的理解完全南辕北辙了，而且也和哲学意义上的理性范式、尤其是与从亚里
士多德一直到欧陆理性的传统产生了语义上的分歧。
我认为，在这些现象背后一定还应该有个更基本的判断标准，它不是显示偏好机制可以包容的。
比如海撒尼（J.Harsenyi）提出的，人的偏好应该分成“知情偏好”和“非知情偏好”。
而那些明显违反人类理性的行为，是在非知情偏好的诱使下做出的。
比如抽烟，如果我知道抽了这支烟，一个月内肯定要死的话，烟瘾再大，我也不敢抽了。
　　汪：海撒尼提出的广义偏好，是为了建立一个适应于全人类的偏好序，其基本形式对任何个人都
一样，当然对应到每个人身上，信息是不同的，从而导致个人之间的偏好不同。
这一理论框架是用来反驳罗尔斯（J.Raw]s）的《正义论》的，跟吸烟问题的讨论还是不太一样。
　　今天我们的讨论也包含着对西方经济学未来发展方向的预测。
我觉得，即使美国正面临着最严重的社会公正问题，要求主流经济学为此提供答案，那么，主流经济
学也不会彻底改换范式，而是将按照布坎南指出的思路走下去，不会沿着别的什么新路径走下去。
　　公正问题，无非是在两个主体之间的效用转让。
本来，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去考虑基数效用问题。
但是“主流”不能承认基数效用——很容易导致“客观价值”论，而且因为以往它的主要研究思路都
是建立在序数效用基础上的，这里面当然有学术传统的路径依赖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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