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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20世纪的大萧条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逝，市场可以自动趋向均衡的理论再度统治经济学的讲
坛。
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似乎在提醒人们，历史是不能忘却的。
有趣的是，经济学家对本次次贷危机发生原因的反思，最为普遍的解释都将其归咎于华尔街的贪婪和
政府监管的缺失。
我手头上有一本美国人写的有关次贷危机真相的书，书名就是《贪婪、欺诈和无知》。
这倒有点奇怪了，哪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不是在讲，自利原则和最大化原则是经济学的核心原则？
哪一位经济学家不会引用亚当&middot;斯密有关&ldquo;看不见的手&rdquo;的那段名言？
自利与最大化难道不是贪婪的学术式表达吗？
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不是可以自动导致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吗？
政府监管怎么又成了市场稳定的必要条件？
如果贪婪真是次贷危机的原因，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华尔街不是今天才变得贪婪的，建立在自利原则
基础上的经济学是不是一开始就写错了？
至于欺诈和无知，则与经济学的理性原则和完全信息的假定相背离，在经济学中，是没有欺诈和无知
这种概念的。
因为，理性的经济人被假定为无所不知，自然，他们也不会受欺骗。
如果对次贷危机这样重大的经济事件都要借助经济学以外的概念去解释，我们有理由怀疑，经济理论
本身是否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承认政府监管的缺失是导致次贷危机的原因，就等于承认那只&ldquo;看不见的手&rdquo;并没有什
么神奇之处。
仅靠它的调节，市场并不会自动走向均衡，弄不好还会出大乱子。
在危机面前，人们只好重新拾起曾经备受质疑的凯恩斯主义干预经济的手段，正当各国政府为救市忙
得手脚朝天的时候，欧洲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有如暴风雨过后的又一道霹雳，使本来已经荆棘遍布的
复苏之路再度布满了浓重的阴霾。
这就好比一个溺水的人，好不容易抓住一个救生圈，却不幸地发现这个救生圈居然是漏气的。
一向扮演救市角色的政府，这次也有些自身难保，沦落到要被别人来救的地步。
这又如何是好呢？
凯恩斯也没有告诉我们，政府干预经济会捅出这样的娄子；当然他也没告诉我们，出了这样的娄子应
该怎么去补救。
像冰岛、希腊这样的小国也就罢了，问题是像日本、英国、美国这样的国家，财政状况也是一塌糊涂
，让人实在不敢恭维。
如果这些国家出现主权债务危机，又有谁来救它们？
又有谁能救得了它们呢？
　  经济的危机其实反映的是经济理论的危机，我们用来指导经济政策的理论很可能出了问题。
当&ldquo;看不见的手&rdquo;和&ldquo;看得见的手&rdquo;同时失灵的时候，有必要对我们曾经坚信不
疑的理论信条进行一次重新的梳理和审视。
　  自亚当&middot;斯密发表《国富论》之后200多年的时间里，主流经济学基本上是沿着一条个体本
位的方法论传统演变的。
这个传统的特征是：以个人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元，以个人追求财富的动机作为经济行为的动机，
并以个人收益的最大化作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原则。
根据几个由内省方式得出的&ldquo;自明&rdquo;假定，通过逻辑演绎，推导出整个市场的运行模式，
如供求法则和市场均衡，等等。
即便是&ldquo;凯恩斯革命&rdquo;，也没有从根本上颠覆这一传统。
问题在于，主流经济学逻辑演绎的前提假设是否可以成立。
以经济分析的基本单元为例，笔者以为，商品经济的本质是交换，中间至少要涉及两个行为主体、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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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同的商品。
也就是说，商品经济最原始的单元应该是一个二元结构的交换单元，而不是主流经济学所假定的一个
厂商和一种商品的一元结构。
从交换的二元结构，我们还能推导出商品经济的基础是互利，而不是自利。
没有利他成分的自利行为只能导致交换无法完成，或对交换形成破坏。
经济学家鼓吹的自利原则其实是对商品经济的一种误导。
被称为经济学中心原则的最大化原则，在广泛推演的过程中，会导致无法解释的悖论。
而理性原则和完全预期原则由于缺乏现实性的基础，不仅与心理学的测试不相符合，而且也不能产生
与现实相一致的预测。
通过对经济学所有基本假设的重新审核，本书得出了一个结论：经济学很可能在根基上就出现了偏差
。
　  正是由于前提假设上的问题，在正统经济学的逻辑体系中，经常会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
比如，正统经济学一方面承认各种投资类别在收益上的差异，如利息、利润和地租，同时又假定未来
收益可以预期。
我们知道，不同投资类别的不同收益率，正是基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和由此产生的投资者不同的风险偏
好。
如果未来收益可以预期，理性经济人的正确决策肯定是进行收益最高的直接投资，而那些低收益的间
接投资，如借贷及土地出租等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不同的投资收益与未来收益可预期是两个自相矛盾的假定，它们不可能同时成立。
类似的问题，在正统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会重复出现。
笔者在正文中对此逐一进行了分析。
　  对于曾经一度占据过统治地位，并且至今仍有巨大影响的凯恩斯经济学，笔者也同样持保留态度
。
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是由于市场自发调节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但这种对经济波动的
理解是表象性的，并没有触及波动的根本原因。
基于这种表象性的理解所提出的政府干预措施，也是治标不治本，按下葫芦起了瓢。
刺激经济就要引发通胀，而遏制通胀又会导致经济增速下滑。
而且，政府在干预经济活动的同时，还会产生一个副作用，即经济体对政府的救助形成路径依赖，其
结果是政府的负担越来越重，经济体的活力却日趋减弱，日积月累，形成笔者称之为&ldquo;凯恩斯死
结&rdquo;的结果&mdash;&mdash;主权债务危机。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各国政府仍然执行的经济措施，完全建立在这些漏洞百出的经济理论的基础
之上。
当所有的招数都已用完，经济仍然无法摆脱困局时，是否会促使一筹莫展的政府采取以邻为壑的短视
行为呢？
最近，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争相实行货币贬值的做法，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说，都到了该对正统经济学进行全面清理的时候了。
　  本书共分15个章节，前10章涉及微观经济学的内容，后5章涉及宏观经济学的内容，相信凡是学过
西方经济学的读者，都不难理解本书的观点。
也希望通过此书，与经济学同仁就这一课题做更深入的探讨。
我们坚信，在经过脱胎换骨的改变之后，经济学会再次赢得人们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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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20世纪的大萧条被人们逐渐淡忘后，市场理论再度统治了世界。
可历史终究是不能忘却的，全球经济危机再一次爆发。

一方面，大多数经济学家将本次危机归咎于华尔街的贪婪和政府监管的缺失。
可是华尔街并非今天才变得贪婪，自利和最大化原则一向都是传统经济学的核心。

另一方面，各国政府又不得不重新拾起凯恩斯主义，为救市忙得手脚朝天。
但是欧洲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却告诉人们：这个救生圈也是漏气的。
一向扮演救市角色的政府，这次自身也难保。
除了冰岛、希腊、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即使像日本、英国、美国这样的国家，财政状况也是一
塌糊涂。
如果这些国家出现主权债务危机，又有谁能来救它们呢？

经济的危机其实反映了经济理论的危机。
当“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同时失灵的时候，我们用来指导经济政策的理论很可能已经出了
问题，有必要对那些曾经坚信不疑的理论信条进行一次重新的梳理和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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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假定你是一位农民，辛苦一年之后，把你生产出来的4000公斤小麦的一半&mdash;&mdash;2000公斤
小麦拉到集市上去卖，你会怎么做呢？
你肯定不会和第一个上来和你搭讪的布贩子成交。
你可能和张三（B1）商谈的交换比例是2000公斤小麦换4匹布，与李四（B2）谈的比例是1900公斤换4
匹布，与王二麻子（B3）谈的比例是1800公斤小麦换4匹布。
那么你会和谁交换？
当然是和王二麻子。
因为你与王二麻子交换分别会比与张三和李四节省200公斤和100公斤小麦。
这200公斤小麦和100公斤小麦就是你与王二麻子交换的替代成本，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替代成本很
高，你不会放弃与王三麻子的交换。
如果情况反过来，你本来准备和张三成交，但发现和王二麻子成交更合算，那么，你与张三成交和与
王二麻子成交的替代成本就是一200公斤小麦，所以你要放弃与张三的成交。
　  替代成本的出现是由于在二元完全竞争模型中的小麦生产者和布匹生产者不仅要和交换对方进行
博弈，而且要在生产同类商品的生产者之间进行博弈。
如果你是新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最大化追求者，你会与每一个布匹生产者逐一询价，找到最佳的交换
比例吗？
这个问题之所以必须回答，是因为它涉及到完全竞争模型的定价方式。
新古典经济学定义完全竞争模型有水平的价格曲线，是因为它假定所有的交易当事人都可以找到最佳
的交换比率。
　  假定你还是那位农民，你会不惜工本的去追寻这个最佳比率吗？
要知道，这意味着你必须询问每一个布贩子，并和他们逐一进行讨价还价的心理战。
这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可能很多人连计算它的勇气都没有。
就算你精力过人，不知疲倦为何物，那多出来的仓储费和差旅费以及为此失掉的其他机会也是不得不
考虑的因素。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是市场参与者的交换成本，交换成本包括信息成本、时间成本（也含仓储成本）
和决策成本，等等。
假定有一个最佳的交换比率，比如2000公斤小麦交换6匹布，但你为找到它却多支付了2000公斤小麦，
你还会去寻找它吗？
有了交换成本的概念，所谓的最佳交换比率就没有意义了。
　  真实的情况可能是，你来到市场，随机性地找了三位布匹生产者（所谓的货比三家）询问了交换
意向，并顺便观察了一下其他小麦生产者的出价动向。
当对市场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之后，你会向一个你认为交换比率相对有利的布匹生产者进行讨价
还价，并用诸如一次性交换的大数额（等于降低对方的等待成本）来换取对方在交换比例上的让步。
如果交换比例不是太离谱，你通常会完成这次交换（毕竟，晚上有可能下雨，如果今天完不成交易，
还要多支付住宿费等等），况且，谁又知道这不是最佳的交换比例呢？
那要等所有交换完成之后，去问所有其他的小麦生产者才能知道。
你只要认为这一比例高于自己的重置成本，即比自己织布划算，并且这个交换比例不是太差就可以了
。
既然每一次交换都不太可能是最佳的交换比率（而且，对你是最佳的，对你的交换对象就是最差的）
，价格就有了波动的空间和可能。
　  在新古典的完全竞争市场模型中，市场价格是一条水平的直线。
新古典经济学家给出的解释是，由于市场参与者众多，任何一个单一的生产者都无法对价格产生影响
。
这首先是一个逻辑上的混乱，每个生产者都无法影响价格（在我们的二元结构中是指交换比率）与价
格是一条水平的直线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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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价格是否水平的是交换双方产量和需求量的彼此消长，以及每一方的竞争结构。
猪肉、大蒜、绿豆、生姜、白糖都应该是经典意义上的完全竞争市场，符合新古典关于完全竞争的全
部要件：参与的人足够多，每一个生产者都无法影响产品的价格。
但最近几年，这些产品的价格却像过山车般疯狂。
坊间流传的&ldquo;算（蒜）你狠&rdquo;、&ldquo;逗（豆）你玩&rdquo;、&ldquo;将（姜）你
军&rdquo;、&ldquo;唐（糖）高宗&rdquo;的说法，应该不是民众对水平价格曲线的描述吧。
与我们的二元结构市场模型最贴近的是外汇交易市场，这里每一个交易者是拿一种货币与另一种货币
相交换，它涉及的是两种特殊商品的交换比率。
参与人也是多得不可胜计。
但我们什么时候看到外汇市场的价格是一条水平的直线？
每一个生产者都不能影响市场价格，并不能得出价格趋向水平的结论。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个人的理性行为，并且假定了行为人追求最大收益的动机，那么，面对同样的价格
信号，交易当事人的反应应该是一致的，只要这个价格对交易当事人是有利可图的，他们都会不约而
同地采取同样的行动&mdash;&mdash;扩大生产。
也就是说，他们会像同一个人一样行动。
那么，千百万生产者的共同行动还会对价格没有影响吗？
2006年，中国的大蒜价格出现暴涨，分散的蒜农对大蒜的行情有了共同的乐观预期，开始加大对大蒜
生产的投入，导致2007年大蒜产量过剩，价格一路下跌。
到2008年年初，跌到0.2元一公斤的水平。
因此，断言分散的生产者不会影响价格，完全没有事实的依据。
　  在规定了想当然的价格曲线后，新古典经济学又假定生产者会以这个固定的价格为边际收益，如
果价格高于生产者的成本，理性且追求最大化的生产者就会加大生产，直到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
才会停止生产，因为这时，他已经实现了收益的最大化。
没有办过实业的读者看到这里可能有点摸不着头脑，这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不妨把它还原成真实的生产情况。
假定你还是那个种麦子的农民，你在给麦子浇水的时候，知道明年麦子和布匹的交换比例是什么（价
格不变），如果你用布匹支付劳动工资（唯一的要素支出），你也知道你的边际成本是多少，在浇水
的过程中，你计算机般地计算出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浇水量和麦子的产出量之间的关系，当增加浇水量
的成本与增加麦子产量的收益相等时，你就会停止浇水。
因为，这时，你的收益是最大的。
但如果明年麦收时节，别的小麦产区突然连降暴雨，小麦歉收、价格暴涨，回过头来看，你当时停止
浇水的决定肯定是错了，因为如果那时多浇点水，多打点小麦，可以多赚很多。
可是，你能预见到天气的异常变化吗？
如果不能，就意味着你在生产的时候，并不知道边际收益是多少，从而也不知道你的边际成本是多少
（因为交换比率不确定）。
而且严格说来，你也不知道浇一吨水能增加多少麦子的产量，你只知道一个交换比率变动的大致区间
，在这个区间内，你用小麦去交换布匹比你自己织布合算。
所以，你并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止浇水，你只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并祈祷明年能卖个好价钱。
　  所以，你每年生产的小麦不太可能正好在利润最大化的点上，有时候多一些，价格降到成本也卖
不出去；有时又少一些，价格还在上涨，但手中的余粮已经卖光。
反映两种商品交换比率的价格也会随机波动，如果你有幸或不幸种过小麦，你一定知道，经济学家说
过的竞争市场会有水平的价格曲线是一句骗人的鬼话。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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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形成的过程中，对它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假设前提的批评几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
但是在最近30年中，我国的经济学界过于急切地要从西方全盘引进其主流的经济理论，以致忽视了主
流经济理论在解释许多经济现象上的无能为力，忽略了引进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根本性批评，更缺
乏本国经济学者对主流经济理论的恰当的根本性批评。
对主流经济理论的迷信和根本性批评的缺乏，导致了大多数中国经济学者对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缺乏
思想准备。
在这样的环境下，由纯粹中国本土的经济学者写出的这样一本书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它象征着中国
经济学界分析和思考能力的提高，象征着中国经济学界正在走向成熟。
　  &mdash;&mdash;左大培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没有自己独立
的经济学流派，只有西方经济学的跟从者，但《互利：经济的逻辑》的作者是例外。
陶永谊先生力图从经济学理论的逻辑原点出发，构建现实经济运行规律的假说与体系，具有开拓与创
造性的经济学思想。
希望这一创新的思想与假说，不会埋没在世俗功利的尘埃中，而能在今天和未来更久远的岁月里像宝
石般闪耀出璀璨的光芒！
　  &mdash;&mdash;但斌 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这本书分为十五章，每一章都
针对流行经济学教科书中某个重要问题展开论述，并提供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全书的主要内容力图告诉读者，流行经济学教科书的许多观点和推理是不对的，现代经济学借以自豪
的分析方法有着重大缺陷。
　  &mdash;&mdash;贺力平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经济学的发展不能脱离现实的土
壤，经济学的应用更不能基于脱离现实的种种假设。
教条式地理解和应用西方经济学ABC，在过去很多年已经影响了中国经济决策的质量。
陶永谊先生的这本著作对传统经济学的各种假设条件提出全面质疑，相信他的研究能够推动经济学在
中国更好地应用。
　  &mdash;&mdash;滕泰 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著有《财富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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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本颠覆你的经济学信条应对真实世界的独一无二的书！
　  陶永谊所著《互利：经济的逻辑》一书，对当代西方主流的经济理论体系从根本上进行了系统性
的批评。
　  《互利：经济的逻辑》共分15个章节，前10章涉及微观经济学的内容，后5章涉及宏观经济学的内
容，相信凡是学过西方经济学的读者，都不难理解本书的观点。
也希望通过此书，与经济学同仁就这一课题做更深入的探讨。
我们坚信，在经过脱胎换骨的改变之后，经济学会再次赢得人们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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