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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译者的话　　一　　在人文科学领域名声显赫的“芝加哥学派”聚集了不少当今世界最优秀的经
济学家，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重大进展可以说或多或少地均与这个学派的经济学家有关。
米尔顿·弗里德曼、西奥多·舒尔茨、乔治·斯蒂格勒、罗纳德·科斯都是这个学派的杰出代表。
这个学派的另一位头面人物就是以“经济分析”研究“非经济问题”著称于世的加里·贝克尔。
　　加里·贝克尔生于1930年。
1955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0年以后一直在芝加哥大学执教，目前他在该校担任经济学
和社会学教授。
他的《人力资本）和《家庭论》早已被奉为经济学中的经典；与芝加哥学派的其他人物一样，贝克尔
抱守“经济人”的信条，坚持用经济人假设（即寻求最大利益的理性代表的假设）解释人类行为，坚
信市场机制能够比其他人为组织更好地解决大多数经济和社会问题；与舒尔茨一样，贝克尔主张资本
概念的扩展性和普遍性；与弗里德曼一样，他主张有效的理论不只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文字描述，而
应作为预测未来的工具；与斯蒂格勒一样，他强调信息和劳动市场调查的重要性，然而，贝克尔的历
史性贡献在于他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或日“经济分析”有着更为透彻、更为精辟的见解，从而把传
统上属于社会学、人口学、教育学、政治学、法律学以及社会生物学等其他人文学科研究的课题统统
纳入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大大开拓了经济学的视野，丰富了经济学的内容。
在贝克尔看来，政客也罢、知识分子也罢、经商也罢、从戎也罢，独身也好、结婚也好、利己主义也
好、利他主义也好，各种人的各种活动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追求效用最大，而不管这些人的职业
或这些人的活动是否具有商业性质，换句话说，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蕴含着效用最大化动机，都可以运
用经济分析加以研究和说明。
　　二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集中体现并代表了贝克尔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这是因为，首
先，贝克尔在本书中第一次明确阐述了他的研究方法，他的那些研究成果不过是这种研究方法的逻辑
延伸和具体化，换言之，读者完全可以循着这一思路在人文科学领域里进行任何一个问题的研究；其
次，本书是一部特殊的文集，绝大部分章节的内容由贝克尔从他已发表的诸多论述中精心采撷、编篡
而成，各个章节具有相对独立性，各章之间又彼此关联。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共由七篇组成。
第1篇是方法论的阐述，其余六篇则是这种方法论的进一步发挥，也就是经济分析的具体应用。
贝克尔在第一篇中指出，经济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科学，其原因不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或种种定义；而在
于它的研究方法。
经济分析由经济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三种假定有机构成。
经济人追求最大效用。
效用的来源可以是市场上的商品或劳务，也可以是声望、尊严等其他一些非货币因素。
效用最大化动机的基础是物竟天择的自然法则。
效用最大化的实现过程是人的基本偏好（basic tastes）的满足。
基本偏决定了偏好类型（preference patterns），偏好类型相对稳定，并不因人因时或因地而异。
偏好的实现需要相应的资源，而资源的分配通过市场进行，这些市场能够有效地调整参与者的行为。
效用最大化、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三位一体，构成了解贝克尔的“经济分析”。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

内容概要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集中体现并代表了贝克尔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这是因为，首先，贝
克尔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第一次明确阐述了他的研究方法，他的那些研究成果不过是这种研
究方法的逻辑延伸和具体化，换言之，读者完全可以循着这一思路在人文科学领域里进行任何一个问
题的研究；其次，《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是一部特殊的文集，绝大部分章节的内容由贝克尔从他已
发表的诸多论述中精心采撷、编篡而成，各个章节具有相对独立性，各章之间又彼此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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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参考文献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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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篇的文章取自我的《歧视经济学》一书。
1955年，我发表了博士论文《市场歧视》，在此基础上，1957年出版了《歧视经济学》。
这是笔者应用经济分析研究传统经济学范围以外的问题的首次公开的尝试，虽然文章冠以引人注意的
标题，但却遇到了绝大多数职业经济学家的冷漠和敌意。
（1956年，一位颇有才华的年青经济学家在得知我从事种族歧视研究时甚感惊奇，把我说成新古典派
，需要申明，我的研究只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应用，但人们对此深表怀疑）另一方面，令人欣慰的是，
一些社会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报以意外的赞许，这种赞许至少可以从他们所做的书评中看出。
　　60年代中期，由于民权运动的兴起，经济学家开始严肃认真地研究种族歧视，时隔几年，又开始
研究对妇女的歧视，从那时起，许多研究者将经济分析用于“少数民众”的研究，今天“少数民众经
济学”已成为蓬勃发展的新兴学科。
　　长期以来，虽然人们接受了传统的经济理论关于理性行为的“假定”，但在“理性”一词的含义
上一度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对很多人来说，“理性”一词代表一种过了时的心理学、一种能掐会算、一种享乐主义的动机以及一
些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的行为。
随着经济理论的日益清晰化和公式化，关于假定方面的含义的许多争议已大为减少。
现在，每个人或多或少地都认为，理性行为就是指效用函数或福利函数等良序函数的一致的极大化。
　　然而，强烈的甚至难以弥合的分歧在不同层次上展开。
批评者声称，家庭和厂商并不极大化，至少并不始终如一，偏好不是良序的，理论对行为的解释空洞
无力，某些理论家回敬道，经济理论只是指明一种大致的趋势，并非在每个特殊事件上都能灵验，另
外一些人特别强调：“空谈不如实践”，认为即便决策“似乎”不是理性的，但是人们根据理论可以
获得有用的预测。
还有一些人认为，在一个残酷竞争的世界上，只有理性行为才有更大的生存机会。
　　人非孤岛　　——约翰·唐纳　　人是社会的动物　　——西尼卡　　本文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
论来分析一些人同另外一些具有不同特征的人之间的相互作用。
虽然现代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强调这种作用，19世纪几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把这些作用视为行为的基
石，但是当代的经济学家却严重忽视这种作用。
本文分析的中心概念是“社会收入”，它是个人的自身收入（个人的报酬，等等）同其他人的有关特
征（笔者称做“社会环境”）对他的货币价值之和。
借助社会收入，本文才得以分析不同收入来源与包括社会环境“价格”在内的不同价格变化对支出的
影响。
同一家庭的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通常最为令人关注，这里，一家之主即户主的定义不是根据性别或年
龄，而是把由于关心其他家庭成员的福利而将一般购买力转移给所有其他成员的人称为“户主”，如
果存在这样一个人的话。
包含“户主”的家庭是一个具有高度相互作用的组织，它有以下性质：由于成员间的收入再分配只是
导致抵消户主的转移的变化，所以这种再分配不会影响任何成员的消费或福利。
不仅户主爱护所有成员，即使其他成员实际是自私的，他们的行为也“似乎”“爱护”所有成员，因
为他们是使家庭收入最大化而不仅仅是他们的自身收入最大化。
　　父母提供的入学学习、礼赠或遗赠等形式的转移同不存在这种转移情况下的子女的收入同他们父
母收入的比例倾向于负相关，所以，具有这些转移的子女的相对收入同这些转移无关甚至负相关。
因此，仅仅了解父母地位与转移数量之间的系不能推知事隔几代以后的经济或社会地位的稳定性。
　　引　论　　在杰文斯、瓦尔拉斯、马歇尔、门格尔等人开始形成消费者需求理论之前，经济学家
经常讨论什么是决定欲望的基本因素。
例如，边泌（1789年）分析了15种基本的快乐与痛苦——所有其他的快乐与痛苦都被认为是这些基础
集的组合；马歇尔（1962年）在开始表述他的著名的边际效用理论之前简要分析了需求的几种基本决
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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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本文至关重要的是这些思想家对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突出强调。
　　边泌提到：“与他或他人存在良好交往⋯⋯的快乐”、“声誉的快乐”、“当善举的对象享有快
乐时的快乐”。
纳骚·西尼耳指出：“追求特色的欲望⋯⋯考虑到它的普遍性和永久性，就是：它在一切时间影响一
切的人，从我们呱呱坠地它就随之而来，直到我们进入坟墓它才会离人而去，则这种情感可以说是人
类情感中最有力的了”。
马歇尔也曾强调追求特色的欲望，通过分析食物、衣饰、住房和生产性活动来说明它的影响。
　　由于异乎寻常的精确化充斥了消费者需求理论，特色、声誉或善举等变量愈来愈失去存在。
每个家庭通常被认为具有一个效用函数，该函数直接依赖于它所消费的产品与劳务。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被完全排除在外，庇古（1903年）、费雪（1926年）、帕提
里奥尼（1898年）将其它因素的作用纳入了效用函数（但并未对它们展开分析），近年来的有关文献
分析了“示范和相对收入”对储蓄与消费的影响，分析了“时髦现象”与“势利顾客”对普通消费理
论的影响以及慈善事业经济学，但是，这些努力尚未联系起来、统一起来，更重要的是，这些努力尚
未使先贤曾经倡导的社会相互作用赢得应有的瞩目。
　　当然，长久以来，社会学家强调了相互作用的重要性。
凡勃伦的眩耀消费和眩耀闲暇（就此而言，他被归入社会学家之列）已进入一般的课堂讲义，他曾说
道：“如果要说明为什么对商品进行消费必然会引起对商品进行积累的动机，那就得撇开其最初的简
单含义，只有在相去甚远的另一种意义下才能有所领会。
之所以要占有物品，之所以会产生所有权制度，其间的真正动机是好胜心。
”而且，“同僚对他的尊重，往往是他产生自尊心的基础。
”除了当代的“社会交换”分析和“行为理论”以外，杜克海姆、西缪尔、弗罗伊德和韦伯均强调了
相互作用。
　　笔者对相互作用的兴趣或许可以追溯到歧视与偏见的研究；通过将雇员、同事、顾客、零售商、
邻居等的种族、宗教、性别或其他个人特征纳入效用函数，进而分析了歧视行为。
其后，为了给国民经济研究署的博爱问题研究提供理论框架，笔者将“穷人”的生活标准纳入“富人
”的效用函数，进一步的反省使我相信，早期经济学家所强调的问题值得严肃认真地予以考虑，这是
因为社会相互作用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我们这些研究者对具体事例的理解。
　　本文将相互作用的一般研究纳入当代的消费者需求理论。
在第二部分，假定不同人的各种性格可以影响某些人的效用函数，系统探讨行为的意义；第三部分则
从前面的分析中引申出进一步的含义，并运用于家庭内部关系、慈善行为，限定产品、多人间相互作
用、妒忌和仇恨等方面的研究。
这些运用的多样性与重要性既是对社会相互作用的重要意义的有力说明，又是对将相互作用纳入更严
格的逻辑分析的可行性的有力佐证。
　　总结　　本文运用基本的经济理论分析某些人的行为同其他人的不同特征之间的相互作用。
虽然现代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强调这种作用，19世纪的几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把这种作用视为人类行
为的基石，但是当代的经济学家却严重地忽视这种作用。
　　本文分析的中心概念是“社会收入”，它是个人的自身收入（个人的报酬等）同其他人的有关特
征（笔者称为社会环境）对他的货币价值之和。
改变这些特征的自身收入的最优支出由通常的边际条件决定。
借助社会收入概念，本文得以分析不同收入来源与包括社会环境的价格在内的不同价格的变化对这些
支出的影响，也许最重要的含义在于，自身收入的变化倾向于在这些支出上引起相对较大的变化，换
句话说，这些支出的需求的收入弹性倾向于较大，显然大于自身收入与社会环境的同等百分比变化引
起的弹性。
　　同一家庭成员间的相互作用得到特别的关注。
一家之“户主”不是根据性别或年龄来区分而是把由于关心其他成员的福利而将一般购买力转移给所
有其他成员的人称为户主。
包含户主的家庭是一个具有高度的相互依赖性的组织，它有以下性质：　　由于只是引起抵消性的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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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转移的变化，所以成员间的收入再分配不会影响任何成员的消费和福利，所以，每一成员至少在
一定程度上对可能危及自身的灾害获得保险。
　　不仅户主的行为“爱护”所有成员，而且，即使其他成员实际上是自私的，他们的行为也似乎“
爱护”所有成员，就是说，他们是使家庭收入达至最大，而不仅仅是他们的自身收入。
可以说，户主的存在从量的方面节省了家庭需要的真正的爱护。
　　一个家庭的行为似乎是使一个一致的传递的效用函数极大化，该函数受到仅取决于家庭变量的预
算的限制。
该效用函数与户主的效用函数相同，这不是因为他有独断权力，而是因为他对其他成员的福利的关心
将所有家庭成员的效用函数融为一个一致的“家庭”函数。
　　父母以资助上学、礼赠及遗赠等形式对子女的转移同不存在这些转移情况下的子女的收入与父母
收入的比例倾向于负相关，因此，具有这些转移的子女的相对收入同这些转移无关甚至负相关，所以
，仅仅知道父母地位与转移数量之间的关系不能推知子孙后代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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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由七篇组成，第1篇是方法论的阐述，其余六篇则是这种方法论的进一
步发挥，也就是经济分析的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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