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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指的当然是经济学在“侵略”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传统领地，而且这种侵略并
不是异想天开的瞎胡闹，而是真能分析出一些原来人们没有分析出来的东西，给人们以新的启示，使
学科有新的发展。
 　　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与它的特殊分析方法相联系的。
首先，经济学在本质上其实不像有人从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样，是所谓“数钱的学问”，它所研究的是
人的行为，是人们如何在资源（包括时间）稀缺的条件下，通过行为和选择的改变，取得最大的效果
。
所以在一定意义上，经济学是一种“行为效果学”，只要在有人、有人的行为的场合，这种行为效果
学的基本逻辑和基本分析方法，可以是通用的。
其次，经济学不仅研究个体的行为，而且研究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当然没有什么特别的，一切社
会科学都研究人与人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社会关系。
但在现实中，生存的需要总是人们的基本需要，人的一切活动都有赖于资源的消费和收入的分配，经
济利益构成人们一切利益的基础，因此，理解了经济关系，的确也能对其他社会科学所研究的问题，
有更深的理解。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经济学就显得很“强势”，很“嚣张”，很“显学”。
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概念最初当然是由经济学家自己提出的，以形容经济学的扩张趋势，在人们说开去
后，这个词可能让人对经济学产生误解，以为它无所不能，或者是它在自吹无所不能。
 　　其实，真正的作为科学的经济学是很“谦虚”的，甚至是很“谦卑”的。
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如果一个人真的搞懂了经济学，他会是很谦虚的，因为他会知道，经济学所能
够说明的、能够解决的问题，其实是很有限的。
 　　首先，个人如何选择和决定，只是他自己才能做的事情，经济学家——不论他对人的基本行为方
式理解得如何透彻——也不能替别人作出决定。
这是因为，经济学分析所依赖的基本概念——“幸福”或“痛苦”、“效用”或“代价”等等，完全
是“个人主义”的，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评价标准、价值体系（经济学的术语是“偏好”），
小到吃饭的口味、穿衣的喜好，大到伦理道德、思想意识，都可能是不同的。
而且，每个人所面临的具体条件——能力兴趣、家世背景、社会关系，对自己和社会环境未来变化的
预期也是不同的。
所以，即使经济学家知道一个人总会按照我们大家所接受的那个“公理性假设”即人都是要追求利益
最大化的逻辑来行事，我们也不知道每个人所要最大化的那个具体的“利益”体系究竟是什么。
也许经济学家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信息与知识，使他们信息更加完全，从而作出的决定更加正确，
但也仅此而已，还是不能代替每个个体（个人与企业）作选择、作决定！
经济学家甚至没有资格评判他人的决策正确与否，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究竟是根据什么偏好体系作出
的决定！
 　　这种“偏好的个人特殊性”，导致了经济学在定量分析和“科学证伪”上的很大局限。
我们可以用“偏好”、“效用”一类抽象的概念，就人的许多行为的基本规律作出一些“理论假说”
，包括经济学帝国主义意义上的结婚、离婚、犯罪、改革制度、追求平等等等，但由于这些行为所涉
及的“物品”（goods　or　 bads）不能有一个市场价格（定价的交易成本太高），我们的定量分析就
只好到此为止——由于偏好或效用的个人性和人与人之间效用的不可比性，我们只能以 “假说”的方
式给出人的社会行为的一些大致的逻辑，但无法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很难对这些假说进行严格的证
伪。
 　　第二，经济学不但不能替代个人作决定，而且不打算改变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经济学总
是以不同人的不同价值观念作为自己分析经济社会现象的前提，而不以改变人们的观念为己任。
你爱吃酸的还是甜的，好旅游还是好吸毒，你是只关心自己，还是也关心朋友和国家，对于经济学来
说只是你的个人偏好，你的价值判断，也许你在伦理学家、政治家、神父、文学家或记者的说教、感
召、影响下可以改变你的价值观，改变你的行为选择，但那不是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的使命，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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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把你的特殊偏好当做分析的前提，你改变了，再把你新的偏好作为前提，但经济学家原则上不打
算去改变你的想法。
有些人总是想赋予经济学更多的使命，想把改变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列入经济学的范畴，那就不是经济
学帝国主义了，而是成了“经济学强盗”，因为那是在攫取不属于你的东西。
 　　有人曾问我，市场经济由于存在“多次博弈”，不讲信用的人最终会受到惩罚，如果人们认识到
这一点，就会比较讲信用，所以在市场经济下人们的信用道德会有所改善，这不是说明经济学与道德
伦理有关系、经济的运行可以改变人们的道德伦理吗？
可是你仔细想一下，所谓的商业信用，可不是因为人们改变了他们的信用道德，而是因为人们发现不
讲信用在市场经济下最终是“不合算”的（会被惩罚），也就是说还是出于“算计”，才改变了他们
的行为，而不是因为“变善”了而改变了行为。
使人们“变善”这件事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值得我们每个人作为个人去努力的事情，但经济学不把
它当作自己研究范围内的本职工作。
经济学的本职工作，是通过制度和政策的改变，去改变人的行为（比如让不讲信用的人受到惩罚）。
 　　第三，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局限性，经济学在公共政策问题上的作用其实也是很有限的。
经济学的确能够为公共政策问题作出自己的贡献，因为经济学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
关系，研究一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如何构成其他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约束条件，而每个人追求自
身利益最大化的努力又必须把其他所有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当成自己的约束条件（这些都基于资
源稀缺性公理性假设）；因此，经济学能够以“均衡”一类的基本概念告诉大家，我们的所谓利益最
大化，其实都是“条件极值”，是“不可能再大”，而且为了达到这一均衡点，我们大家也要相互有
所妥协，你占的好处太多，别的人、别的利益集团就会“反弹”，到头来你的损失会更大。
比如社会平等这件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的逻辑是只要机会均等、合法竞争、不坑蒙拐骗、不搞特权与腐败，贫富差
别的出现，就只能归结为人的先天差异、后天努力、机会运气等，有其不可避免的性质。
但是，给定任何一个社会在任何一定时期的意识形态（这对经济学来说是“外生的”约束条件），富
人集团如果完全不考虑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会使社会关系越来越紧张的后果，拒不进行必要的或合
理的收入转移和扶弱济贫（什么是必要的或合理的？
这对经济学来说当然也是一个不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在此经济学家必须非常谦虚！
），社会最终可能陷入动乱以至内战的状态，富人致富的条件和享受财富的环境就会发生改变，对富
人来说，也就是“不合算”；而富人多缴一点税用于社会福利，在一定范围内对他们的长远利益可能
是“合算”的（请注意，这里经济学所依赖的也不是富人的“善心”，而是他们的“算计”。
那些寄希望于富人“良心发现”的人应该想一想，人的良心要是总不发现你有什么办法？
！
）。
在这里，经济学所提供给社会的“政策建议”，不是“拉一派打一派”，而是告诉大家，收入极端不
平等是对大家没好处的，但是那种“民粹主义”的公共政策和社会保障，想过早地搞那些发达国家搞
的社会福利制度，也是对大家都没好处的，我们应该不走任何极端，而是追求某种“可持续的均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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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经济学帝国主义（序一）经济学的谦虚（序二）我们都是经济学帝国主义者（自序）国家谓何？
  ——读巴斯夏的国家为什么我们的是大政府？
奖牌与韬光养晦官员的清闲与政府角色的调整中国改革的宪政版故事没人支付成本的改革抓阄的玄机
吕日周：海瑞式的失败  ——兼议中国改革的繁重与着手处对吕日周改制命运的思考环境：看得见或
看不见的制度皖北的红顶企业告老还乡订阅《政府公报》与公众知情权《政府公报》的售卖与效率官
员异地交流与法制中国县官收入与一亩三分地一美元年薪官员的卖点卖官者与从政意识评榆树过千官
员带薪下海官员下海是对市场的腐蚀  ——对辞官下海的另一种解读评广州当局悬赏的合法性民间对
政府的替代  ——由广州市民拍摄交通违章事件引起的思考奴力学的市场需求公务员如何加薪才有效
率？
公务员价格可否听政？
公务员需求上海会成为中国的经济首都吗？
东北遥远⋯⋯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学帝国主义（第4卷）>>

章节摘录

　　中国近来在多次国际体育运动比赛中，有较好的表现，尤其是在2002年的亚运会中，更是大获全
胜。
作为海外华人的笔者，对此成绩，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喜自不必解释，忧从何来呢?　　邓小平不但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他还有深谋远虑，要中国
韬光养晦，争取有一个较长期的和平与有利的发展环境，使中国能在几十年内，在经济与科技等对综
合国力有决定性的方面达到国际水平。
国民的健康体魄虽然也是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在国际体育运动中获得奖牌的多少，却与国
力无关。
　　实际上，为了取得奖牌的各种极端训练(更不必谈到服食危害健康的禁药了)，对健康害多益少；
运动员英年早逝的多的是。
要增加健康水平，重要的是适度的运动与睡眠、充分的营养、良好的公共卫生条件等，奖牌并不重要
。
相反的，多拿奖牌是违反韬光养晦的精神的。
其次，强调与鼓励获取奖牌是舍本逐末，这种倾向也是不可取的。
　　再说，中国需要大量的资金，尤其是用于除贫、发展教育、科研、环保、开发西部、协助国企转
型及相关的工人转业等。
用在这些方面的资金，不但有助于解决当前的问题，而且对提高长期的综合国力有重要的作用。
用在这些方面的资金都还缺乏的时候，为什么要花钱去多拿奖牌呢?笔者不主张限制运动员参加国际竞
赛或其他刻意减少奖牌的做法，不过至少应该不要为了多拿奖牌而花大量的经费。
　　为了多拿奖牌而花大量的钱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有关人员的好大喜功与急功近利；另一个原因是
人民的需要，多拿奖牌可以雪雪东亚病夫的耻辱。
不过，这种雪耻是虚的，是舍本逐末，而且违反韬光养晦。
因此，笔者希望人们不要急功近利，不要没有耐心，要看到争取几十年和平与有利发展条件的重要。
这一要点，不但适用于国际体育运动奖牌，更加适用于解决台湾问题、中美关系等方面。
希望人们能够高瞻远瞩，韬光养晦。
　　几十年后，当中国已经达到国际水平，能够与其他大国平起平坐，也不要太重视奖牌与虚名，更
不要霸权，而要承袭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把精力用在提高人民幸福生活，确保世界和平，
促进国际合作，保护本国与全球环境品质，发展科技等真正有利人们快乐等方面。
　　在西方国家，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例如法治、市场经济、产权、管理、对权力的制衡、
科技等。
但我宁可各国的领导人学克林顿的拈花惹草(但不涉及滥用权力；两厢情愿，除了克林顿夫人，干卿何
事?)，也不学布什的单边主义。
　　全世界约有200个国家，要有足够的全球性环保，惟有靠国际合作。
在这方面，京都协议虽然不是十全十美的，却是朝向正确方向的重要一步。
作为全世界领袖国家的美国，居然拒绝签署!美国这种单边主义，也表现在反对国际罪犯法庭，不支持
国际反地雷协议等方面。
为此，笔者曾经发电子邮件给布什，向美国抗议；并转发给其他人，鼓励他们也向布什抗议。
不过，对于中国人而言，必须考虑到韬光养晦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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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几年我们的一位记者采访了美国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大约有八九位吧，他们都赞扬了
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其中包括萨缪尔森、弗里德曼这些持不同经济观点的赫赫有名的大师级人
物⋯⋯　 　　——2000年，江泽民同志接受CBS(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记者华莱士专访时，提
到《经济学消息报》高小勇采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事。
　　　　《经济学消息报》能在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内确立了在国内理论界和决策界独一无二的地位
，主要应归功于该报总编辑过人的眼光和超常的组织能方。
　　——选自林毅夫教授(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追寻智者》　　高小勇办《经济学
消息报》，他那种不买账、到处发掘年轻作者的意向与科斯(R·H．Coase)在六七十年代主编《法律
经济学报》如出一辙。
局限不同，效果更有别。
科斯把学报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中流砥柱。
小勇既没有大学资助，也没有广告收益，其困难可想而知。
　　——选自张五常教授《好文章是回手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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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一套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洋洋洒洒六卷本，篇篇让你爱不释手。
12年前，它诞生了，由成都高小勇先生主编。
它是思想最密集的新闻纸，也是我国经济研究界时效最快、容量最大、观点最多的经济评论报，更是
全国惟一不刊登商业广告的报纸⋯⋯不翻，你绝对会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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