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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经济学家茶座》出版9年来(第1～39辑)之精品栏目”学问聊斋”中的文章优中选优，选出
精品文章近100篇。
 读《学问聊斋》，听海内外著名华人经济学者跟您畅谈做学问的经验与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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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何善用经济学这副小孔透视镜　　黄有光　　最近读到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一句显然必须商
榷的话（下详），引发对经济学用处的思考，愿和读者们切磋。
　　经济学是一副透视镜　　我认为经济学是一副透视镜，因为用经济分析可以让我们看到许多原来
看不到或看不清楚的东西。
经济学也可以说是一副折射镜，让我们看到许多不能直接看到的东西。
一个简单的例子，税额增加，可以多抽多少税？
直接的答案是：增税额乘以交易量。
但简单的经济分析就要考虑到交易量会因税额之增加而减少。
例如原来每吨的税额是10元，（有效课税）交易量是100万吨，总税收是1000万元。
若税额从10元增加到12元，交易量减少到80万吨，总税收不是增加200万元，也不是增加160万元，而
是根本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40万元。
　　另一个较不简单的例子。
一个人尚余生命的价值，直观看来，应该是随着年龄之增长而降低。
但是，用经济分析，竟然可以得出，当利率相当高时（例如实际利率超过3％），生命的（金钱）价
值可能随着年龄之增长而大量增JJn（十多倍）。
但是，生命的效用价值却依然随着年龄之增长而降低。
这就造成生命的效用价值与生命的金钱价值之间的剪刀差，在公共政策上造成困惑——到底应该根据
生命的金钱价值或是生命的效用价值来制定公共政策？
　　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失误？
　　在2002年《公共经济学期刊》（JournalofPublicEconomics）的一篇文章中，斯蒂格利茨说：“一个
最重要的洞见——这在现在的观点看是显然的——是认识到所有的税收都会引致扭曲，但把扭曲的数
目极小化，并不会使整个税制所造成的总量纯损失极小化。
”（第341页）这句话可说对四分之三而错四分之一。
“把扭曲的数目极小化，并不会使整个税制所造成的总量纯损失极小化”，这一般是对的，尤其是当
税收的行政成本不大时。
“所有的税收都会引致扭曲”，这在研究税收的扭曲成本的文献中的多数简单模式的世界中大致是对
的；但在所有现实经济中是大错特错的！
　　在上述简单模式中，假定完全竞争、完全信息、完全理性、没有外部作用等，没有税收的市场经
济是帕累托最优的。
因此，任何税收都有扭曲作用（或超额负担）。
其实，即使是在这假想的世界中，所有经济学者都会承认，必须要有税收来维持政府开支。
在人（即使只是大体上）是自利的前提（而这是市场经济最优性的条件）下，市场生产的可能，就必
须基于有治安等公物的存在。
若已经存有某些非最优的税收，则再加上与原有税收有经济上的对冲作用的税收，就不但没有扭曲作
用，反而有反扭曲，或改进效率的作用。
这与上述斯蒂格利茨引文的后半部是相符的，但却和其前半部相冲突。
但这（有点吹毛求疵）不是本节的要点。
　　包括斯蒂格利茨在内的许多经济学者的主要失误是，简单模式玩多了，忘了实际经济并没有完全
竞争、完全信息、完全理性，而存有许多外部作用。
　　第一，单单看经济生产与消费对生存环境的许多危害，就使多数税收从具有扭曲作用变成具有改
进效率的作用。
首先，大学一年级的经济学教科书就有教导，对污染等对环境有危害的活动进行抽税，有改进效率的
作用。
其次，即使不是对污染等对环境有危害的活动进行抽税，而是对一般的消费或收入征税，大体上还是
有改进效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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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生产与消费，直接或间接（如通过中间产品）地有很大的危害环境的作用。
　　第二，除了对环境的危害，另一种重要外部作用是人际相互攀比，包括相对收入或相对消费作用
、炫耀性消费等。
这种攀比，尤其表现在竞争高收入、升职、炫耀高消费等方面上，而很少表现在竞争高闲暇上。
这种倾向，在东亚地区尤其显著。
结果人们拼命工作、挣钱、浪费。
茅于轼说过，许多人用“违反道德的手段赚钱；用危害健康的方式花钱”。
可以补充说，许多人赚钱与花钱的方式都同时是不道德与不健康的。
收入税与消费税，使人们少工作、少挣钱、少浪费，与其说有扭曲作用，不如说有纠正作用。
　　第三，对钻石性物品（与炫耀性消费有关，但也与送礼、储值等有关）征税，也能提高效率。
普通物品是其消费量影响效用，纯钻石性物品是其交换价值（价格乘数量）影响效用，混合钻石性物
品是两者都影响效用。
纯钻石性物品的需求线是双曲线，且价格上升不减少消费者的效用，因为若价格加倍，消费量减半而
交换价值不变，因而应该课以重税。
对纯钻石性物品的税收不但没有超额负担，连负担都没有。
征10万元税，不是造成13万元的总负担，而是零负担。
[见《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EconomicReview）1987年拙文]对，纯钻石性物品不多见，但混合钻石
性物品到处都是。
对混合钻石性物品征税，也能提高效率。
而且，有些情形（当混合钻石性物品被消费到其内在的消费作用为负时，例如豪饮伤身），税收的负
担是负的。
政府征税，消费者得利。
　　第四，非完全理性的人们，在天生的累积的兽性与无处不在的商业广告的影响下，往往表现为极
端的物资主义，例如牺牲对快乐更重要的健康、安全、家庭、朋友等，而去多赚几个不能真正增加快
乐的臭钱。
这也使收入税与消费税具有纠正作用，虽然其纠正能力不是很大。
　　第五，有些税收还有其他纠正作用，例如对汽车与汽油征税，不但有上述纠正污染与攀比的作用
，还有纠正过分拥挤的作用。
　　综合上述各项可见，即使纯粹从效率出发，不看政府支出与提供公物的需要，也不看减低收入不
平均的需要，也应该对收入与消费大量征税。
我认为，可能除了北欧各国以外，世界各国的税收，不是失之太高，而是失之太低。
北欧各国高税收高快乐，或有因果关系。
几乎所有的税收（一些低效政府及像中国许多农村与地区乱收税的情形除外）都有纠正的作用，而不
是都有扭曲的作用。
包括斯蒂格利茨在内的许多经济学者的失误大矣！
　　第六，即使考虑了上述各项后，税收还有一些扭曲作用，这是单单从税收这一方面来看。
除了少数效率非常低的政府，税收所得不是完全被丢进大海（或被贪官贪污掉），而大体上是“取之
于民，用之于民”。
例如以税收所得提供治安，则把税收与政府支出合起来看，大体上并没有扭曲作用。
多工作一小时多赚10元当然比只多赚8元（2元为收入税）的激励大，但这是只看税收的一面，没有看
政府支出的一面。
如果没有税收就没有治安，有税收就有治安，试想，你是比较愿意多赚有保障的8元，还是比较愿意
多赚没有保障的10元？
[详见Kaplow与笔者（Ng）在美国《国家税收杂志》（NationalTaxJournal）1996年与2001年的文章]　　
经济学是一副小孔透视镜　　为什么像斯蒂格利茨这么有才华的经济学者，会有这么大的失误？
这也许是因为经济学这副透视镜是小孔的。
为了进行严谨与深入的分析，经济学者往往假定完全竞争、完全信息、完全理性、没有外部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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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基本模式，这些简单假设也许是必要的或有用的，但经济学者应该认识到，这使我们的透视
镜变成小孔的，看不到实际经济中大量存在的外部作用，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理性等因
素及这些因素的影响。
因此，经济学者除了用简单基本模式的分析，还应该把模式复杂化或一般化，引入较现实的假设。
但这不能太多，因为它会使分析成为不可能。
因此，当我们把简单分析的结论应用到实际经济时，就应该考虑到简单分析与实际经济的差异，而做
适当的调整。
这种能力，不见得是诺奖得主、数理大师、名牌教授就一定具有的，反而必须靠常理commonsense）
，对其他有关学科的一些基本知识的认识，及对实际世界（包括历史与各国不同的情形）的观察与比
较。
关于其他有关学科，我认为进化生物学的基本原理有很大的启示。
这不只是对经济问题，对其他几乎所有有关人们的行为的问题，都有很大的启示，因为人也是一种动
物，我们的行为受我们的基因的影响。
其他如心理学、社会学等也应该有所助益，尤其是有关快乐的研究，经济学者必须注意，因为经济活
动以及其他所有有目的的活动，最终目标应该是快乐。
　　经济学家：学问，成名，赚钱　　李海舰　　一、如何做好学问　　据本人长时期的实践和观察
，经济学家做学问有“三步曲”。
第一步，“造零件”，即把各种观点、理论、学派最大限度拿来，然后分门别类装在脑子里面，多多
益善，冲突最好。
有差异才有创新，有差异才有学问。
这一步也可叫“备料”。
第二步，“学拼图”，即根据一定理念，将众多观点、数据组装起来，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目的在于
阐述一种新的主张或看法。
材料不同、构思不同、配置不同，会拼出不同的“图案”。
这一步也可叫“炒菜”。
即使采用同样的原材料，因“炒菜者”的理念不同，学问也就高低不一。
换句话说，有的人做了一辈子学问，很快被人忘记，问题在于其中的“通用件”太多了。
然而，到第二步，学问尚未真正入门，就像一锅水只烧到了99℃，还差1℃呢！
第三步，“把死马变活马”，即把形成的这个“拼图”摆来摆去地用于实践，获取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不管是国家的还是个人的），那么这个学问才得到了价值实现；同时，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再
对“拼图”反复修正，使之更符合实际。
依此循环往复，无穷无尽。
　　“把死马变活马”，是学问入门者最惊险的一跳。
这一跳如果不成功，那么你的学问就是死学问。
而“造零件”、“学拼图”则是“把死马变活马”的基础。
为了打好这一基础，也有“三步曲”，即：好专业——高学历——名学校。
专业不好，日后拼出来的“图”社会就不需要它。
还要选择一个好的专业，从大学读到硕士、博士甚至博士后。
今后看来，一般高校的硕士、博士还不够硬气，他们必须是名牌高校的。
这是因为，名牌高校教育含有当代最先进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做“拼图”的所有“基因”——理
念皆在这里，而这些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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