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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秉持此精神，我在教学中注重研究方法的探索，并经常以“野人献
曝”的精神将自己的一点心得体会和学生分享。
2004年春我还特地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生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方法论对话，后来记
录整理成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以《论经济学方法》为题出版（收录于“与林老师对话”系
列中）。
在此对话中，我强调现代经济学以理性人为基本假设，是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切入点，经济学家在研究
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时总是从“一个人在作决策的时候，在他所知的各种可能选择方案中，总是会作出
他所认为最佳的选择”的角度来观察思考，构建说明一个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模型。
这是各种经济学理论共同拥有的不变的“本体”，也是经济学家在研究社会经济问题时不同于其他社
会学科的学者之所在。
在此对话中，我也同时强调决策者的最佳选择方案，随着决策者所面临的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同而异。
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来自经济学家对一定社会中的决策者在过去条件下的选择行为的研究，因此，经济
学家必须以不受现有理论约束的“常无”心态来研究不同社会或是同一社会中新出现的各种社会经济
现象。
　　抱着“常无”的心态从“本体”出发来研究问题的方法，对我个人帮助甚大。
这种研究方法让我能够在过去近三十年中，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有
了一些异于现有理论的见解而又一以贯之的看法。
 2008年6月我到世界银行工作，适逢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突然爆发，这种
研究方法也让我对这场危机产生的原因、走向有了较好的认识，据此适时为世界银行和其他发展中国
家的应对措施提出了建议。
　　现有的经济学理论绝大多数由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根据发达国家的现象提出，运用于发展中国家
常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甚至好心干坏事之憾，我在方法论上强调的“本体”和“常无”有助
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研究他们国家出现的问题。
这次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既未能预测到危机的到来，也未能提出有效的解决
办法；而且，本世纪开始以来出现新兴市场经济体领跑全球经济的多元增长新格局。
这些新现象意味着必须重新审思现有的许多主流经济学理论，我强调的“本体”与“常无”对发达国
家的经济学家也会有所帮助。
有感于此，我将这本方法论对话翻译成英文，并为突出重点，改以《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
》为题在今年年初出版。
因为“本体”与“常无”这两个中国的哲学概念并无直接对应的英文，因此，在书名和书中我没有翻
译，而是直接使用了汉语拼音“benti”和“changwu”。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加里·贝克尔，斯坦福大学荣誉退休教授青木昌彦，
世界银行现任首席经济学家、美国康乃尔大学经济系教授考希克·巴苏，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退
休教授德怀特·帕金斯，联合国大学国际发展经济学研究所主任、哥本哈根大学发展经济学教授费恩
·塔普等人为此书写了推荐语，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书是《论经济学方法》的第二版，为了突出这本书的思想，按英文版的书名改
为《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并且增加了以下一些新的内容：加里·贝克尔教授利用今
年10月我60岁庆生以及新结构经济学国际会议召开之机加入到对话中来，对《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
法论对话》（英文版）一书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质疑，对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可运
用性提出了商榷，他还就现代经济学本身和中国的经济转型、发展提出了几个重要问题，他的评论和
提问以及我的答复也收录进来。
另外，这些年来我所教的学生有不少人已经毕业，成了经济学家开始了自己独立的研究，从实践中对
我当时的教学和这本方法论倡导的观点有了不少心得，王勇、徐朝阳、盛柳刚、陈斌开、张红松、易
秋霖和皮建才等将他们的体会写成文章也收录在书中，使这本书成了三代师生的对话。
最后，在这一版中，除了原来已经收录的《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创刊40周年》、《 经济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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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学问之道》、《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 》四篇
文章外，又增加了《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和《自生能力问题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 》两篇
作为附录。
　　在本书第二版中增加学生的心得体会的建议来自徐朝阳；实际的收集、整理则由王勇和孙希芳两
人负责，王勇还将加里·贝克尔教授的评论根据录像整理成文字稿；第二版得以在两个月内从倡议到
出书与读者见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林君秀和贾米娜精心而高效的编辑工作居功甚伟。
对上述诸人的努力和贡献我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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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论经济学方法》（“与林老师对话”系列）的第二版，收录了林毅夫教授在经济学方法
问题上与学生的对话记录。
作者强调经济学家必须以“常无”的心态，从现代经济学的“本体”，即理性人基本假设出发，研究
新出现的经济现象。

　　通过问答式的交流，作者深入浅出地教导有志于经济学研究的青年学子，应如何掌握现代经济学
的基本研究方法，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善于运用理论、进行理论创新的经济学家，体现了作者“授人以
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教学理念。
第二版增加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教授对本书英文版的评论、学生的感悟以及林毅夫教授
论述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章。

　　全书说理透彻，辩驳有力，旁征博引，无论对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还是对经济学感兴趣的广大读
者都极具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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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
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升格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职。
2008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成为发展中国家担此要职的
第一人。
2012年6月世界银行任期届满，回到北大继续教学研究工作。

　　林毅夫现任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
在国内外多个有关发展政策、科技和环境的委员会、领导小组兼职。

　　林毅夫于1986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膺选为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以及第三世
界科学院院士。
并获得法国奥佛涅大学、美国福特汉姆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
院、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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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这本书中林毅夫教授就经济学方法论与学生进行对话，这种方式让人联想到古代的中国和希腊
的哲学家。
他阐述了理性在经济分析乃至更广泛的社会科学中的核心作用。
而在各种历史条件和当代约束下不断变化着的经济和社会现象也很清楚地反映了这一作用。
他的论述博引老子、孔子、佛陀等东方智慧，很有说服力，并且细致入微。
我强烈推荐这本书，特别是向那些未受 “华盛顿共识”束缚，渴望理解、解释并有志于对发展中经济
体作出贡献的年轻人。
只有来自崛起中的中国并且精通分析工具的一流经济学家才能写出这样的著作。
　　——青木昌彦，斯坦福大学荣誉退休教授　　　　这本书不同于任何其他的书。
虽然写于21世纪之初，却让人联想起那些根据在榕树下的对话编撰而成的古代著作。
同样，它包罗的内容涵盖了从米尔顿?弗里德曼到老子（约公元前500年）。
我很喜欢读它。
这本书呈现了很多当代中国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辩论和对话的精彩的洞见。
　　——考希克·巴苏，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前印度政府财政部首席经济顾问及美
国康乃尔大学经济系教授　　　　这是一本不同寻常的书，它通过求知若渴的学生和他们的教授林毅
夫之间的对话，深入讨论了该如何从事开创性的经济研究。
林毅夫把方法论讲得很有吸引力并且紧扣现实，同时融入了他对于真实世界中具有挑战性问题的回答
，例如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我向世界各地的学生和经济学家们强烈推荐这本书，因为它对经济学方法可以如何帮助人们创造性地
思考经济发展和当代其他重要的问题都有着许多独到的见解。
　　——加里·贝克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布斯商学院和社会学教授　　　
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但经济学家从那些核心思想构建出来的理论模型若想对真实
的世界有所帮助，就必须根据经济决策者面对的约束其行为的特定条件来调整。
这对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是如此，对中国更是如此。
在这些与他的学生的具有启发性的对话和演讲中，林毅夫深入地发展和论述了这些思想，那些论述对
于理解中国的发展尤有帮助。
对于职业经济学家，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学生来讲，《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是一本
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很有价值的著作。
　　——德怀特·帕金斯，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退休教授　　　　这本书是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
授和他的学生关于经济研究方法一系列对话的成果。
这本书的主要论点是，经济学家不仅需要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本体”，也就是理性假设
， 他们还必须以“常无”的心态，即摒弃任何先入为主的解释去研究经济问题。
林教授再一次展示了他为何是国际上举足轻重的一位学者。
他的这本引人入胜的著作是每一位研究人员、实业人士和学生们的“必读之书”。
　　——费恩·塔普，联合国大学国际发展经济研究院主任，哥本哈根大学发展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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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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