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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汪丁丁讲授“经济学思想史”课程的讲义。
这本“经济学思想史讲义”，超越了经济学的专业化视角，结合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来对
经济学进行反思，在更高的层次上思考和研究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如价值、价格、均衡、货币等。
同时，作者的思想并未满足于停留在这些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基本问题”，而是将这些问题与我们
每个人以及全社会的生存状态一起讨论：“善与幸福”、“情感与心灵”、“社会正义”都是作者的
关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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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丁丁，1953年5月出生于沈阳，成长在北京，祖籍浙江淳安。
 1977年进入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学习。
1981年进入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所攻读数学与控制理论专业硕士学位。
1985年3月，进入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并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在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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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上）：日常生活与经济思想　　今天是“9·11”⋯⋯生存困境，让我们注意日常生活。
为什么关心“历史”呢？
思想史与历史的关系是怎样的？
从古代希腊到康德，西方知识传统的分类：（1）物理世界的，（2）心理世界的，（3）历史的——过
去世界的。
　　对日常生活的反思　　今天我们上“经济学思想史”的第一课，这一讲的题目叫做“日常生活与
经济思想”。
谈到这里，我需要提醒大家，今天是9月11日——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日子。
“9·11”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呢？
是生存困境，生存困境总是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日常生活上来。
“日常”，也就是“现在”或者“当下”，所以，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历史是什么？
为什么要关心历史？
”另一个问题——也是这门课的主题一就是“思想史”：思想史和历史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历史如何沿着时间的路径展开，而同时又和思想交汇在一起呢？
　　从古希腊到康德，西方知识传统主要分为这样几个类别：第一类是“物理世界”的知识，英文里
以φ为第一个字母；第二类是“心理世界”的知识，在英文里以φ为第一个字母；第三类是一切“过
去世界”的知识，它在希腊文里有“穿越”的意思，但是，希腊文字典没有告诉我们穿越的是什么，
是穿越时间，还是穿越表层？
这样一种分类到康德以后有人有异议，所以我们只说到康德。
给各位一个思想史的议题一康德之后的知识传统是怎样分类的？
或者说，还有没有分类？
在上述分类中，自然是“物理”的，但同时也蕴涵着自然史，是发生学的，历史的；意识是心理的和
历史的，我们的身体，在笛卡儿之前，或者康德以前，是物理的，而今天，我们说它是物理的、心理
的和历史的，是这三个集合的交集。
日常生活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身体在当下的活动和在过去的活动——而思想是对当下的反省和对过去的反省。
　　这是我们的开场白，下面是一些故事一或许能引发大家对这门课的兴趣，其内容出自现在的一本
畅销书——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的《财富千年》，该书的作者辛西娅·克罗森是《华尔街日报》的资
深编辑。
我摘录了一些，给大家念一下：　　⋯⋯1436年，英国最富有的工业巨头年收入为865英镑，而商人只
能挣12英镑。
1688年，一个领主的家庭年收入大约为3200英镑，而一个仆人只能得到15英镑（牛顿1667年就任三一
学院研究员的时候，每年挣24英镑，比一个仆人也多不了多少——作者）⋯⋯所以，并不奇怪，富人
的平均寿命一般高于穷人。
然而，抛开某些特定指标，并没有证据表明幸福程度的提高与财富的增加成正比。
在许多富有的男女的病历上，充斥着精神崩溃、家庭冲突、酗酒、自杀等故事。
⋯⋯早餐麦片大王查尔斯·威廉·波斯特遭遇精神崩溃，最后自杀身亡。
柯达胶卷创办人——今天在柯达胶卷盒子上还写着他的名字——乔治·伊斯特曼也有着同样的结局。
⋯⋯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中写道：“显然，一个人将什么称作‘我’，将什么称作‘我的
’，这中间的界线很难画出来。
”⋯⋯深植内心的不安全感在折磨富人。
“如果我是我的所有，而假如我失去了我的所有，那么我是谁？
”弗洛姆询问，“因为我可能失去我的所有，我就有必要不断担心我将要失去的我的所有。
我害怕盗贼、经济波动、革命、疾病、死亡、爱情、自由、变化与未知因素。
”⋯⋯弗洛伊德写道：“人们一直让金钱与污物保持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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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广泛的联系，好像存在于各种不明显的排便情结和对金钱的兴趣之间。
”⋯⋯米尔斯写道：“如果说富人不快乐，那是因为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快乐。
”⋯⋯在欧洲各地，饥荒有时会造成人吃人的现象，甚至发生父母吃掉子女的惨剧。
虽然难以想像，但是在1000年前，人肉确实能够在欧洲某些地方的市场上找到。
⋯⋯人性中是否存在某种正常的占有欲？
占有欲强的人天生就具有神经质和不安全感呢？
还是实际上是自然选择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结果？
⋯⋯黑猩猩一旦得到两三块钱，就会停止工作。
毫无疑问，动物也有财产：巢穴、地盘、储藏的食物等。
然而，1931年对昆虫、鸟类、啮齿类动物和猿的占有行为进行研究得到的结论是，动物对物品的占有
十分局限⋯⋯人类表现出的贪欲几乎是无限的。
　　这就是日常生活引出来的问题，对于这些日常生活的反省提供了那些辨识根本问题的机会。
　　经济学思想史：概念梳理　　（1）零散的经济思想有别于系统的经济学　　我从中国的经济思
想史资料里摘录了一些中国人的反思——思想是对日常生活的反省，而经济思想则是对日常经济活动
的反省，例如《论语》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孟子》的“仁义而已矣，何必日利!”就是关于经济伦理的论述。
杨朱是当时非常重要的思想家，据说，那时天下的学人，“不归杨则归墨”。
他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
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
”这是一种利己思想。
《管子》的“地不均平和调，则政不可正也。
政不正则事不可理也”，论述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
《墨子》的“王刀无变，耀有变。
岁变耀，则岁变刀。
”据说，这是中国最早的货币理论。
刀，指货币；耀，指粮食的价格；岁，是收成。
他是说，既然货币的样式、量都没变化，为什么粮食的价格总是变化呢？
因为粮食收成变了，“岁变耀，则岁变刀”，这句话说得非常玄。
你说它是货币理论？
那比弗里德曼或者那些货币理论的先驱人物至少早了1500年，但这些只是零零散散的经济思想，不是
经济学。
　　（2）非核心议题的数据分析不是经济学思想　　经济学是对经济活动的核心议题的反省所导致
的知识，不是简单的思想。
比如说，如果我们反省的主要的日常活动是市场经济，那么，价格理论就成为核心议题。
在斯密以前的时代，甚或斯密本人的时代，很多人这样认为，农业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那什么是
核心议题呢？
地租和赋税。
围绕这两个主题，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展了一系列研究。
如果奴隶与城邦国家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那么，政治就成为核心议题，就是亚里士多德给我们的
命题，经济学其实是政治的一部分，并且叫做“家政”、“家政学”。
今天，服务业是主要的经济形式，像贝克尔说的，我们进入了人力资本的时代，人力资本成为核心议
题，在这个核心议题的基础上，知识理论就成了经济学理论的新的形式和发展方向。
这些是经济学的例子。
　　上面是《货币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1年）上的一篇论文的摘要，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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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非常有创新精神，他们用傅立叶变换来研究经济周期——最早观察经济周期的人专门观察太阳黑
子活动，他的名字叫做杰文斯（W．S．Jevons），你们以后会有很多人对他感兴趣的。
你们如果学过电工学原理，就会对频谱分析比较了解，其实，这篇文章应该写给清华大学经济系的学
生们。
例如：χi是中国GNP时间序列，它的自相关函数是γ（t），对此做傅立叶变换得到f（ω），把它分
解为基波，一次的和二次的，四次的⋯⋯这样叠加起来。
傅立叶变换的结果，那就是f（ω），ω是频率。
然后在ω的一个相对的、预先设定的带宽之内，我们看到了有一个能量的储备。
能量的波动，这两位科学家认为，就是经济周期的实质。
你想想看，从一个火星人的角度看，地球上的经济周期，无非是能量转换的速率发生了变化。
有没有道理呢？
要看对历史数据的拟合，所以他们用了欧洲各国的多年的数据——19世纪末叶欧洲13国的工业生产数
据一用已经建立起来的模型，来解释已经公认的关于商业周期的特征性事实。
　　在下图中靠近原点π/4附近出现的第一个峰值，对应于大约3年到5年的商业周期，乘上2，变成
π/2，就是新的商业周期。
你们自己可以画一组正弦和余弦曲线，会发现可以逼近任何波形，不管是经济周期的，还是商业周期
的，还是说话的波形。
　　在Run（俄罗斯）的图中，两排最高的波形，对应的是π/2，也就是7-10年的商业周期，而里面小
的波形代表3-5年。
在AUS（澳大利亚）的图中，小的商业周期是比较显著的。
这两张图挺有意思，而作者的结论是什么呢？
下面是两张汇总的图。
　　左边的图中，第一个最大的峰值，对应着7.94年的peak to peak（从峰值到峰值）的经济周期，第
二个稍小一点的，对应着4．29年的周期，最小的那个，是2.35年，很显著，至少7—10年的商业周期非
常显著。
右边的图是各国之间的相关的频谱分析、波动，分别是7．87年、4．24年和2．34年的周期。
　　作者的主要结论是：频谱分析可以揭示出两个周期的类型，一个是7—10年的，一个3—5年的。
次要的结论是：农业占比重较大的欧洲各国之间的经济周期的相关性比较小，而发达的工业国家，比
如德国、英国、美国等，它们受到汇率联系的影响，因而其商业周期的相关性比较明显。
　　我们凭直觉就知道这篇文章不是经济学思想史的文章，为什么呢？
因为知识不同于思想。
前者是科学建构，而后者提供问题意识——这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经常看到，从海外归来的学富五车
的学者，由于缺乏本土问题意识，提出一些很可笑的问题，所以，问题意识非常重要。
表达问题意识的一个例子，就是刚才引的墨子的话，所谓“岁变耀，则岁变刀”，它是经济思想，但
不是经济学，因为它首先就缺乏一种建构，即一步一步地构造出“岁变耀”和“岁变刀”之间的因果
关系，如牛顿力学一样。
更进一步来说，墨子的语言都不是科学语言，因为没有任何定义，什么是“耀”，什么是“刀”？
刀到底是名词呢，还是动词，还是形容词，很多用汉语表达的经济思想，受到这方面的局限，而科学
建构首先需要科学话语，其次需要主体间客观性的表述——由于陈述有主体间客观性，所以它是可检
验的。
这两点正是知识不同于思想的地方。
什么叫主体间客观？
就是不仅仅是你知道这件事是真的，你还要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是真的，而如果你讲的这件事是你梦里
面发生的，那么你想让别人相信就非常的困难，所以，主体间共识的记录，历史事件的记录，才满足
科学的第二个条件。
陈述，不能是纯主观的。
　　（3）经济史不同于经济学思想史　　埃文斯（Evans）是二战前美国很重要的一位经济史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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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图出自他1941年发表在《经济史杂志》（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上的一篇文章，刻画
了1870-1940年美国东部各州注册公司的数量的变动情况：　　不同的线，代表不同的州，而每个州在
各个时间段内注册公司的数量都在图中表示出来了，这就是一种记录。
记录，就是有记可查。
在这种具有主体间客观的记录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推测。
　　他把公司数量的波动和商业周期结合起来讨论。
在商业周期的图里，向上的箭头代表商业周期的景气时期，向下的代表不景气时期；而在公司数量的
图里，向上升的线代表公司数量的增加，反之则代表减少。
他把公司数量的波动，对应到另一套有据可查的数据里面，就是商业周期的年代。
比较这些箭头的方向，他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很有意思，我们今天学习经济周期理论都知道这个
结论，就是企业家在接近每一次萧条的底部的时候，就开始组织新的公司，这时候，公司的注册数量
就上升。
为什么？
我引用一位教我中国经济最多的老师的话——谁在冬天把冰棍卖得最火爆，谁就是企业家。
这就是为什么在不景气达到极点的时候，企业家，真正的企业家，开始筹划新的产品，注册新的公司
。
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在上个世纪中期，美国的经济学家就有这个观点了。
到谷底时公司注册数目增加，当然还有一个因素，就是Push-on，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没有头寸了，如
现在的券商一样，纷纷倒闭。
倒闭以后一定有人接盘，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谷底之前的几个月，新公司的数量就以增速开
始上升。
这是一个主体问客观的陈述，是经济史的，但不是经济思想史的。
　　进一步的，埃文斯的第三个研究步骤，是要看在长时段里的趋势。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1870—1940年的，显然，在世纪初的时候，公司数量有一个总体的上升，这不能用
商业周期来解释，所以，他把更早一些时间段的画出来。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1840—1920年间的中间时间段，公司注册的总量忽然上升。
我们现在知道，100年之前，就是在1740—1820年间，英国的公司数量也发生了同样的迅速上升，这被
称为“公司爆炸”。
100年后，在美国，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作者随后给出了一些解释。
　　这是经济史作为经济思想的反省对象的一个典型，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案例。
埃文斯把三个主要工业州的六个基础产业状况，在刚才那个时间段，也就是最关键的20年里面，画出
了曲线——水、电、煤气、采矿、不动产等，然后给出了他的一些解释。
他解释的内容，对我们来说是不重要的，但他解释的样式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这还不是经济学思想。
　　（4）经济学思想是对经济学核心议题的反省　　经济学思想是对经济学核心议题的反省。
对价格理论的反省导致“价值”学说；对“资本一劳动”关系的反省导致“马克思主义”；对税收理
论的反省导致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
下面的文章，是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它发表在1996年的《社会经济学杂志》（Jrournal of
Socio-economics）上。
这篇文章是要批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的商业企业提出的商业伦理观，作者反思了全部的商
业伦理和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经济学，列出了下列七条自由主义商业伦理观，这里说的自由主义
是Liberalism。
形象地说，Liberalism就是克林顿主张的自由主义。
它不同于哈耶克等人主张的古典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
　　自由主义的ethos，也就是伦理观，由下列七个方面来刻画，我翻译一下：自由主义，不同于古典
（保守）自由主义，主导着美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和价值塑型；社会以原子个人的自由为基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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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仅仅是自利的；所以，经济社会的一切关系都是工具性的（相互利用的）；自由市场就其本质而言
是稳定的和自矫正的；在政府与商业之间有天然（合理）的劳动分工；商业的惟一伦理责任是实现经
济资源有效配置并且最大化股份持有者的财富（利润），这一责任被表述为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
委托一代理”关系。
这是自由主义的商业伦理观念，然后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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