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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的基本观点是：经济构成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而经济思想史对于人们了解经济是至关
重要的。
面对复杂而不断变化的现实，从过去发展起来的不同的研究思路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建议，任何试图
理解经济现象的人都能从中获得启示，甚至对那些注重直接相关问题解决办法的人也是如此。
实际上，在后面这种情况下，经济思想史不仅为如何理解可获得的信息提供假设，同时还告诫我们在
例行使用从（一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中推导得出的模型时必须谨慎。
同样地，当我们面对关于经济问题的各种争论时，充分了解自己以及对手所选择的推理思路的文化根
源，这一实践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它能够有效防止只讲自己观点而忽视对方观点的聋子对话。
　　事实上，大多数经济学教材所提供的令人欣慰的景象——即认为人们已在“经济学事实”方面达
成一致共识——是虚幻的，至少就其基础来说是这样的。
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学争论中的各种方法，我们有必要重构长期以来对于经济体系运作方式所提出、
发展和批判的不同观点。
这决非易事。
经济学争论所遵循的并非线性路径；相反，它相当于一团乱麻。
　　为了尽力解开这团乱麻，我们将重点研究不同理论的概念基础。
本书与其他经济思想史著作的一大区别就在于：本书意识到虽然某一概念的名称可能保持不变，但是
它在我们讨论到的不同理论中的含义会发生变化。
分析结构的变化是与概念基础的变化相联系的；而这一事实经常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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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基本观点是：经济构成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而经济思想史对于人们了解经济是至关重要
的。
面对复杂而不断变化的现实，从过去发展起来的不同的研究思路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建议，任何试图
理解经济现象的人都能从中获得启示，甚至对那些注重直接相关问题解决办法的人也是如此。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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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节 导论　　本章提出的论点是：经济思想史知识对任何致力于理解经济体如何运作的人而言
，都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经济学家，准确地说作为经济学理论的生产者和使用者，应当研究和运用经济思想史。
在阐明这一论点的同时，我们会研究一些方法问题，这些方法问题除了其本身具有的重要性外，或许
还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本书的推理思路。
　　我们的论点与目前流行的方法相反。
当代大多数经济学家，尤其是那些来自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的经济学家确信：回顾过去对培养年轻经
济学家也许会有帮助，但是对研究发展而言，这样的回顾并不是必需的，因为与其相比研究发展需要
在理论前沿开展工作。
　　在接下来的一节里，我们将讨论这种方法的基础，它通常也被称为经济思想发展的“累积性观点
”。
我们将了解到，即使在这样一种敌意明显的语境中，经济思想史仍努力坚持其具有关键性作用。
　　这种累积性观点遭到了科学研究探寻道路上所出现的其他观点的反对。
在第3节里，我们将考察突变性存在问题（库恩的“科学革命”）或不同“科学研究纲领”（拉卡托
斯）之间的竞争等论题。
我们将看到，他们证明存在不同的世界观，因此也存在理解和解释处于理论探索的各种问题的不同途
径。
　　第4节我们将回顾熊彼特提出的在经济学理论工作者工作开展过程中两个不同阶段的区别。
这两个阶段分别是：第一阶段，构建概念体系以反映经济体；第二阶段，构建模型。
在第5节中，我们将继续看到上述区别如何说明正是在经济理论领域中经济思想史所起到的非常重要
但却常常被忽视的作用，即作为探索不同理论的概念基础的方法。
　　所有这些构成了第6节讨论内容的背景。
在这一节里，我们将讨论对经济学理论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经济思想史的性质。
很明显，这并不是要否认思想史研究本身具有的重要性：远非如此！
我们也不会考虑诸如经济思想史独立性等问题，或讨论经济思想史学家在求知探索的分工中是更接近
经济学家还是经济史学家。
我们只想表明：如果经济学家拒绝参与经济思想史研究，并且拒绝在这一领域获得研究经验，那么在
其理论工作中，他们必将受阻。
　　第2节累积性观点　　根据累积性观点，经济思想史表明人们对经济现实的理解不断上升到更高
的水平。
目前经济学家所取得的暂时性的理论观点——现代经济学理论——吸收了所有以前的理论贡献。
　　累积性观点与实证主义相关。
①更具体地说，关于累积性观点最广为流传的版本利用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简化版，即所谓的“标准的
观点”，这一观点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拥有一大批追随者。
简而言之，这一观点即：科学家的工作是通过运用逻辑分析方法来分析从观察经验中得来的原始材料
。
为评价他们的成果，人们可以建立接受还是拒绝的客观标准。
更准确地说，分析性陈述，即那些关于抽象理论推论的陈述，不是重言式的（即在假设中逻辑化地运
用），就是自相矛盾（即本身包含逻辑的前后矛盾）；就前者而言，该分析性陈述被接受了，而在后
者该分析性陈述被拒绝了。
与此类似，综合性陈述，不是为证据所肯定，就是为证据所驳斥。
由此，接受还是拒绝有其“客观的”原因。
而所有不能找到类似接受或拒绝标准的其他陈述则被称作是“形而上学的”，它们被认为是独立于科
学领域之外的。
　　这种观点已遭到了严厉批评，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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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尽管如此，这种观点仍然是构成经济学科学累积性观点的基础，或者换句话说是以下观点的基础：
即认为每一代经济学家都为经济科学的共同财富贡献了新的分析性或综合性陈述。
在这里，经济学科学——作为一门科学——被明确地定义为关于经济学事务的一系列“真实”陈述。
因此，新的知识对已经运用的知识作了补充，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以前接受的陈述一旦被确定存在
某些缺陷——新知识就会替代原先的知识。
所以，科学研究必须“在理论新领域”运用最新的知识而不是过去的理论来开展。
尽管人们应该采取这一立场，人们仍然承认可以适当关注过去的理论。
正如熊彼特（1954年，第4页）所言，研究过去的经济学家在教学上是有益的，可以激发新的观念；同
时由于经济学是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问的一个复杂而有趣的领域，对以往经济学家的研究还能
够为经济学提供关于科学研究方法的有用材料。
　　许多其他经济思想史学家通常也用简化的方式和言外之意的口吻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然而，正如戈登（1965年，第121-122页）所指出的，经济思想史有助于经济学理论的学习，这一事实
并不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充分理由。
鉴于“吾生而有涯，而学也无涯”，人们必须给出足够的理由证明，经济思想史的一系列讲座课程对
于一位经济学家的形成，能够比同样课时的经济学理论讲座起到更大的作用。
显然，如果我们接受经济学研究的累积性观点，就很难坚持上述看法。
因此，根据戈登（1965年，第126页）的观点，“经济学理论⋯⋯无需将其历史作为专业培训的一部分
”（这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应当放弃经济思想史：“我们研究历史是因为历史本身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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