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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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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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的“租”
好“色”的背后出租车市场的两种制度安排出租汽车的“明码标价”温州的士的租金配置“黑车”的
地位一元钱出租车的生存之道从沈阳上海出租车看南北差距评武汉市府“禁麻”行动武汉“禁麻”胜
利了吗？
管制的执着与忍受的英勇——中国城市郊区紧张蛰伏的一个解释踏车者言——对性别职业隔离的案例
分析往返票价为何相差甚远？
无法禁绝的农村道路收费站厦门与抚顺出租车市场比较虚构的“事实”——抚顺市出租车司机收入形
式的实际情况抚顺的出租车会成为爱尔兰的土豆吗？
法国租车市场的蹊跷私车里的负租轿车进家庭是战略失误砸车与懂法车牌拍卖与交通拥堵上海私家车
牌照拍卖价中的蕴涵评一种“坏”制度的废止如何解决城市停车场悖论“拖车”的背后“拖车”中的
“租金”三言两语议拖车南大的路障和北大的买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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