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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王小卫、宋澄宇编选的《经济学方法——十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这本集子，收集了经济学界
十一位领头学者的方法论著作，其意义重大。
这不仅仅因为这几年关于经济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争论在不断升温，而且也因为翻译、引
进经济学达一百年之后，是该问一问:在中国除了有经济之外，是否真的有经济“学”?如果还没有，
那又到底如何让普世经济学在中国发展?我这里要说的不是时下时髦的“谁谁是一流、二流、三流”这
种无聊话题，也不是要做多少年后中国经济学家会得诺贝尔奖这种毫无意义的预测。
　　像许多现代学科那样，晚清洋务运动之前在中国是没有“经济学”这回事的，那时充其量只有一
些经济思想或者说关于经济的智慧，是一些简单的经验总结，而不是经过严格证明的科学理论。
洋务运动期间，经济学与其他西学开始进入中国，其中以严复于1897至1902年翻译出版亚当·斯密的
《国富论》为重要标志。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在中国就扎根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今天已八十多年，今天我们还在为政治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谁是主流、谁
是非主流以及什么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问题展开争论，这本身说明经济学在中国还在初步形成，并没
成熟，更谈不上中国经济学家不久要主导经济学世界。
　　回想一下，“五四”时期盛行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其实到今天还没有全面改变中国文人
研究人与社会的方法论。
“德先生”带来的是民主与自由的理念，不是研究方法;而“赛先生”是研究方法论，是科学方法，但
以往这又被理解成只适用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研究方法论，跟社会科学没关系。
于是，在多数人眼里，“赛先生”是“术”，不是“道”，以至于到今天中国还只有“经济智慧”、
“经济思想”，但没有真正的“经济学”。
　　“经济智慧”与“经济思想”充其量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经验总结，不一定是科学。
中国人的智慧是众所周知的，像孔子、孙子、管子等这些两千多年前的先哲就是最好的例子。
其中，齐国时期管子的经济思想至今还是那么经典，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但是，传统的人文社会理念与智慧往往不超出个人或局部社会的经验总结。
换言之，孔子自己的生活经历可以说非常丰富，他周游列国十四年，对周围的人和事观察得也绝顶细
致，从这些经历和观察中他也提炼出了绝顶、绝世的精华。
但是，一个人甚至一群人的经历毕竟是有限的，当时交通技术的限制使孔子不能周游到今天的中国疆
土之外，在今天看来，他所能收集的“样本”自然局限性很大。
再者，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处境也可能千差万别，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中观察与体验到的规律未必
是另一个时代、另一个社会的规律。
　　所以，基于个人或局部经验的“经济思想”不一定经得起时间与环境的检验。
特别是近几十年的研究发现，人们普遍具有“选择性记忆”的行为偏差:专记自己想看到的经历，忽视
与自己愿望相背离的经历和现象。
这种行为偏差在古代有，在今天的人中间存在也属自然，以至于时不时有人会对社会、对经济妄下结
论，或者以偏概全。
因此，在没有经过“逻辑考证”（比如，基于数理逻辑的经济模型推证）或“数据实证”之前，一种
“经济思想”可能是真理，也可能是谬误。
　　换言之，中国的工匠技术与手工业历来发达，但工业革命却偏偏发生在西方的英国而不是中国。
原因是在西方出现了科学实验室，让研究者可超出自己的亲身经历、超出“经验”去设计制造各种假
想的实验状态，可以多次重复实验，也可以让很多人在不同地方重复实验，以此来发现在个人不可能
经历到的状态下物质和自然的规律，这样研究的结果可以大大超出个人的经验总结。
例如，正常人是不可能经历一千度的高温，因此也不会知道在一千度高温下泥土的物理表现会如何，
但在特设的实验室里这是容易模拟、发现的事情——科学实验室和数理逻辑是科学方法论的两大支柱
，使人类的知识远远超出基于个人经历的智慧。
　　让我们庆幸的是，经过洋务运动之后一百多年的努力，“赛先生”在中国的自然科学、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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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扎根了，一代代科学家和工程师已为中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些都有目共睹。
但是，“赛先生”还没有真正进入中国的人文社会研究，经济研究没有从根本上超出管子时期就有的
“经验总结”方法。
特别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下，由于经济学又不制造兵器炮舰，自然不在“术”的范畴
，因此觉得“赛先生”对其不适用。
洋务运动之后的一百多年并没改变“中学”轻实证、轻形式逻辑考证的研究方法，还只停留在“经验
总结”上。
对于从西方进的相互矛盾的思想，我们只能根据灵感和需要去取舍，特别是根据“主义”去取舍，而
不能做自己的“数据实证加逻辑分析”。
　　在没有以实证和形式逻辑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实验室”的条件下，过去一百多年里我们的精英决
策者只好根据自己“觉得应该是对的”理念，拿中国社会本身去做试验。
让中国社会亲身为一个个理念做试验的代价是什么呢?其代价是连续不断的革命和由此引发的社会动
荡;不仅如此，事实上，即使在一个试验导致千千万万、甚至几百万人失去生命之时，按理说这些灾难
性结果足以证明当初的理念是错的，但是决策者也不一定会承认这种错误，可能还会让全社会遭受下
去——为什么会这样拿社会本身去做试验呢?道理很简单，既然没有“社会科学实验室”帮助我们通过
实证和形式逻辑发现一项决策的各种可能后果（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就只好拿真实的社会去做实
验。
实际上，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精英还真的在这样做着。
这让人想起来都后怕!那么，“实证加数理逻辑分析”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其背后又代表一种什么
含义呢?其实，以数理逻辑为基础的经济学模型研究是与“理论物理”、“理论化学”和“数理生物学
”相对应的，其作用是检验一些理念的内在逻辑一致性以及推演出经济决策的各种后果。
这种逻辑分析显然是成本最低，不需要直接拿社会做实验。
　　而基于大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又与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的重复实验研究相类同，它跟个案实
验或案例研究的差别在于，前者能避免个案的偶然性、避免以偏概全。
但问题是，对于像制度机制、政策选择等问题又如何收集大样本数据或者重复试验呢?　　好就好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电脑技术的普及，特别是互联网出现之后，研究人员已经把世界近两百个国家过去
和现在的经验数据输入电脑，然后组成数据库，以免费或很低成本的形式供世界各国有兴趣从事社会
科学、经济学研究的人使用。
由于今天以及过去世界各地的国家形式和经济形态各种各样，社会与文化环境也各有差异，它们的经
济和社会结果也不全相同，这些跨国、跨社会的丰富数据显然能帮助我们检验关于人和社会的各种理
念与假设，以判断这些理念的真伪。
如今，为不同学科建立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数据库在互联网上可以方便地搜索到，这真是现代人的福
气。
这些历史与经验数据当然离可靠的、可完全重复的“社会科学实验室”还很远，但至少现在有能力把
两百个国家的实际成功与失败经验综合在一起，辨别其中的共同规律，让我们有可能避免一些国家犯
过的错误、经历过的教训，以免我们再像以前那样非要亲自“以身试法”不可。
特别是，通过分析众多样本国家的经历，我们能够更系统地领悟出他国成功的经验。
比如，像哈佛大学的Andrei Shleifer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在过去十年里开辟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学，通
过整理出一百多个国家的政治、法律、宗教、文化、经济等方方面面的量化数据，他们对许多旧的和
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做了系统的计量统计研究，使停顿多年的政治经济学变得耳目一新。
这真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学术研究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我们能从世界学到的不再是简单照抄
的思想与理念，而是一套研究经济、社会与国家的形式逻辑方法论，再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证伪的跨国
数据库。
这意味着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的融合正在开启新的一页，预示着中国近代思想变迁过程中的又一次大
转变，而且是正在进行中的转变。
当然，转变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使其完全基于形式逻辑和数据实证而不是基于意识形态，这是
一个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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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从晚清洋务运动到今天终于弄懂自然科学技术，整整花了一百多年，我们就能理解这个过程的
艰难，更何况这是接近意识形态的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
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前，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决策可能还得继续靠“摸着石头过河”，但我期望中国老百
姓为“试错”埋单的肩负越来越小直至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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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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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收集了经济学界十一位领头学者的方法论著作，其意义重大。
这些文章的观点都是每位作者结合自己的长期研究经验，以其国际学术的眼光，针对中国经济学的现
代化提出的真知灼见。
相信本书的读者一定能从中体会到现代经济学研究的要旨和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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