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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济学的功能定位。
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内容，经济问题历来是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是思想家们研究的重点领域
。
在古代，不仅西方各国有很多重要的经济思想，中国也有许多重要的经济思想和著作。
但这些见解至多只能算是经济思想或主张，而称不上是一门学问。
当时的经济学，并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经济观点和主张往往是穿插和混合在其它学科当中，并
没有独立出来。
从理论体系的视角看，这些思想缺乏逻辑论证，甚至也没有连贯的论述，他们的表述往往带有片面性
，和后来建立的主流经济学之间缺乏因果关系。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自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了经济学不朽著作《国富论》起，经济学才真正有了自己的体系，从这里
算起经济学的发展也不过是230多年的历史。
　　在过去的230年多年间，经济学取得了重大的发展，尤其是19世纪末边际学派将边际分析方法引入
了经济学当中。
借助于数学和几何图形来说明经济学问题，使经济学的精确性、可靠性大大提高；经济学家之间关于
相关问题的研究和讨论的效率也大为提高。
正如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的那样，由于数学在微观经济学中应用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应用数学成为经
济学的时尚。
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最具有科学形态，最接近于自然科学，成为社会科学的皇冠。
　　那么，经济学到底有何作用呢？
如何对经济学进行定位？
只有对经济学做了准确的定位，才能在实践中应用经济学，才能正确或者全面发挥经济学的作用。
人民日报在2004年12月14日的第九版刊登了中国社科院邹东涛教授的一篇文章--《经济学，经世致用
之学》，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首先介绍了当前经济学界对经济学定位的分歧。
　　正如该文作者指出的那样，当前经济理论界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或者叫主流经济学均认为经济学
是一门解释性的科学，即经济学是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科学；也有经济学家提出，经济学
不仅要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还要回答“应该是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在科学的范畴内，问题只有一个，即“为什么”，而“怎么办”则是工程学的问题，
“好不好”是伦理学的问题，科学不问“怎么办”，也不问“好不好”。
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莱昂内尔·罗宾斯就主张经济学仅限于科学解释，这一功能既
不能回答价值判断，也无法演绎出对策措施。
但也有学者主张，现代经济理论的成长有三个阶段：开始是产生思想的原创阶段；继而后人在此“前
期产品”基础上，通过建立模型进行形式化和一般化；最后人们再用非数学语言，进行思想综合和政
策开发，形成“后期产品”。
萨缪尔森更明确指出：“经济学本质上就是一门以经验为依据的科学。
它以解释我们身边的世界为首要目标，然后帮助我们基于正确合理的经济_原则来设计经济政策，以
提高国内外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就是说，价值判断和对策措施是经济学不可分割的部分。
事实上，economics的中文译法在20世纪初被确定为“经济学”，暗含的思想就是经济学是一门经世致
用之学。
这个问题又牵涉到经济学的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问题。
　　经济学的发展趋势--数学化趋势。
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的形式主义化已经成为主流--数学化和严格遵守方法论的逻辑。
一个人不必过多地卷入现实的混乱与无序之中，就能获得经济学家的头衔。
然而，其结果可能意味着经济学在严谨之中变得与现实无关，在精确之中形成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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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主义成了逃避现实的手段，而不是理解现实的工具。
形式主义的做法，既不需要经济学史的知识，甚至也不需要了解现实经济的历史。
一篇数学文章可以主要按其自己的方式进行评价。
这样，经济思想史甚至经济史，大量地从这门学科中消失了。
形式主义甚至能够在贫瘠的哲学和方法论文化氛围中繁荣昌盛。
更为重要的是，形式主义并不要求熟练掌握英文或任何其他主要语言，因而得以在积极效仿全球标准
的非英语国家的经济学系中受到鼓励。
形式主义不’断成长并自我强化，就像劣币驱逐良币一样。
　　可以说，经济学数学化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从算术方法的提出--到边际分析方法的应用--到一般均衡论的提出--再到线性规划的应用--以及今天最
常用的博弈论的使用。
经济学研究的数学化，从有少数人倡导到大多数人普遍接受，其中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治学方式的
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经济学数学化的过程，就是经济学新老范式的转换过程。
而这一转换过程，经历了三四百年漫长的历史过程。
　　数学作为一种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无可厚非。
经济学的形式化甚至数学化具有许多优点。
伽利略早就说过，大自然这本书是用数学这种语言写成的。
科学史也表明，人们在探求关于大自然的知识的过程中，离不开数学。
这种重要性在经济学中的体现就是随着战后逻辑实证主义思潮影响，经济学的形式化与数学化不断加
深。
科学哲学家Suppes认为，学科形式化是必要的，因为它有多项优点：有助于概念问题的厘清与逻辑基
础的建立；有助于概念推演出明显的意义；标准化研究术语与方法；在不具有详细细节下，也能发展
一般视野；更高程度的客观性；有助于设立精确的条件假设；对分析陈述能提供最少的假设。
经济学家Degreu就认为，形式化提供一语言的方便性，并使分析能有更深层次的了解。
对Gorman而言，数学在经济推理中是重要的，因为这可使想象的内涵通达未知的领域。
Weintraub则认为，我们透过创造心灵结构了解经济世界，而运用数学就是用最纯的方式创造心灵结构
，因此，数学在经济学分析中当然是重要的。
　　我们重视数学在经济学分析中的重要性，也正视数学和模型在经济学分析中的必要性。
包括康德、笛卡尔和马克思等大家都不排斥数学方法。
笛卡儿的著作《方法论》、《哲学原理》和《形而上学的沉思》被哲学界大加推崇，而集哲学家和数
学家的头衔于一身的康德也曾说过：“有多少数学知识，就有多少严格的科学。
”马克思也有一句名言：“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
”--所有这些大家都不反对数学方法。
　　然而，时至今日，数学化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接受能力。
即便是一些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也感觉到当前的经济学发展与“经济学是文科”的概念未免大相径庭。
在经济学理论与研究数学化已经占据了主流的背景下，主流经济学日益脱离了大众，成为耀眼夺目只
可仰观的璀璨明珠。
有些人因此而对经济学的用途产生了质疑：世界经济发展到了21世纪，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之
辉煌是无与伦比的。
但是，与经济发展最为密切的经济学对经济的贡献是什么？
有多大呢？
以此为业的经济学家们也备受世人嘲笑，似乎成了所有人类学科当中最适宜被当作笑料的一群，其中
也：不乏经济学界的自我嘲弄。
　　网络版的一篇文章《数学化不是经济学的出路》一文中指出，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经济学中过
多地使用数学方法会给经济学这门原来属于大众科学的学科加上一道门槛，从而使它脱离大众，变得
更加高深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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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门学科的发展是不能以大众的接受程度为转移的。
相对论刚刚研究出来的时候不是有人说“这个世界上只有12个人能够理解相对论”，然而这并不能否
定相对论继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也有人认为数学在经济学当中的大规模使用是某些人在炫耀自己，而很多数学上的推理证明是没有什
么实际意义的。
这种现象可能是存在的，但也不能因为个别人在经济学中对数学的滥用而否定数学在经济学研究当中
的重要意义。
还有人认为经济学使用数学是使经济学变得更加自然科学化，而经济学研究的是人、是社会的行为，
这样使得经济学的研究脱离了人的情感因素的考虑，会使经济学失去其原来的意义。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数学并不是一门自然科学，那么一门学科是否为自然科学与它是否使用数学并没有
必然的联系。
　　对经济学的作用和经济学数学化的发展趋势争论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
本书避开以上关于经济学动能和发展趋势的讨论，试图通过对一些浅显易懂的现象分析与描述，来说
明一些经济学原理，力图为经济学的普及化做一些初步的尝试。
为了更好的说明问题，在本书中适当地应用了一些数学方法，毕竟数学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科学。
从我执教的浅显经验来看，给学生讲课尽量要通俗易懂，外加生动和有趣，尤其是对那些非经济学专
业的学生来说，这一点更加重要。
作为理论经济学的教师，更应该向这方面努力。
本书的编写也是平时教学经验的一点积累。
本书的写作目的，一方面是厘清关于经济学理论通俗化的脉络。
另一方面，也希望从本书的初步尝试中能为经济学理论的普及做出一点点贡献。
当然，本书并非是独创，本书的最后完成是建立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的。
在此，对本书所引用的其它书目_的著作者以及文章的作者表示诚挚的感谢！
（书后的参考文献里一一列出）本书共分为八章内容。
由于时间匆促，水平有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也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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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学理论内部学科林立，但各理论之间具有互联互通性。
将这些理论纳入同一框架之中并非不可做之事，相反恰恰能够凸显不同理论的差异性与特色。
王铁锋编著的《故事中的经济学》以叙事的方式、故事的形式对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政治经济
学、网络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博弈论、经济史以及行为经济学的相关内容进行解读，试图通过《故
事中的经济学》，让不懂经济学或经济学刚刚入门者，了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能够在轻松的语境中
领略经济理论的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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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智猪博弈在博弈论（GameTheory）经济学中，“智猪博弈”是一个著名的纳什均衡的例子
。
说的是猪圈里有两头猪，一头大猪和一头小猪。
在猪圈的一边有个踏板，每踩一下踏板，在远离踏板的猪圈的另一边的投食口就会落下食物。
如果有一只猪去踩踏板，另一只猪就有机会抢先吃到另一边落下的食物。
但是当小猪踩动踏板时，大猪会在小猪跑到食槽之前刚好吃光所有落下的食物；若是大猪踩动了踏板
，则还有机会在小猪吃完落下的食物之前跑到食槽，争吃到另一半残羹。
那么，两只猪各会采取什么策略？
答案是：小猪将选择“搭便车”策略，也就是舒舒服服地等在食槽边；而大猪则为一点残羹不知疲倦
地奔忙于踏板和食槽之间。
原因何在？
因为，小猪踩踏板将一无所获，不踩踏板反而能吃上食物。
对小猪而言，无论大猪是否踩动踏板，自己不踩踏板总是好的选择。
反观大猪，已明知小猪是不舍去踩动踏板的，自己只得亲自去踩踏板，因为踩总比不踩强吧，所以只
好亲力亲为了。
“小猪躺着大猪跑”的现象是由于故事中的游戏规则所导致的。
规则的核心指标是：每次落下的食物数量和踏板与投食口之间的距离。
　　如果规则改变，猪圈里是否还会出现“小猪躺着大猪跑”的景象呢？
　　改变游戏规则的第一方案：减量方案。
投食仅为原来的一半份量。
结果是小猪大猪都不会去踩踏板了。
如果小猪去踩，大猪将会把食物吃完；大猪去踩，小猪也将会把食物吃完。
谁去踩踏板，就意味着为对方贡献食物，所以谁也不会有踩踏板的动力了。
如果目的是想让猪们去多踩踏板，那么这个游戏规则的设计显然是失败的。
　　改变游戏规则的第二方案：增量方案。
投食为原来的一倍份量。
结果是小猪、大猪都会去踩踏板。
谁想吃，谁就会去踩踏板。
反正对方不会一次把食物吃完。
小猪和大猪相当于生活在物质相对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竞争意识不会很强。
对手游戏规则的设计者来说，这个规则的成本相当高（每次提供双份的食物）。
而且因为竞争不强烈，想让猪们去多踩踏板的效果并不好。
　　改变游戏规则的第三方案：减量加移位方案。
投食仅为原来的一半份量，但同时将投食口移到踏板附近。
结果呢，小猪和大猪都在拼命地抢着踩踏板。
等待者不得食，而多劳者多得；每次的收获刚好消费完。
对于游戏设计者，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案。
成本不高，但收获最大。
　　故事中的经济学启示。
“智猪博弈”故事给了竞争中的弱者（小猪）以等待为最佳策略的启发。
但是对于社会而言，因为小猪未能参与竞争；小猪搭便车时的社会资源配置并不是最佳状态。
为使资源最有效配置，规则的设计者是不愿看见有人搭便车的，政府如此，公司的老板也是如此。
而能否完全杜绝“搭便车”现象，就要看游戏规则的核心指标和规则设置是否合适了。
　　案例一：现实经济活动中的激励机制设计。
　　A公司的效益一直很好，但是根据现有资源和人才指标来看，似乎还没有挖掘出公司生产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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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
公司的领导者开始在激励制度的设计上下功夫了。
如果奖励力度太大，又是持股，又是期权，让公司职员个个都成了百万富翁，成本高不说，员工的积
极性并不一定很高。
这相当于“智猪博弈”增量方案所描述的情形，缺少了竞争也就缺少了积极上进，同时也就缺乏提高
公司效益的动力了。
但是如果奖励力度不大，而且见者有份（如原智猪博弈中不劳动的“小猪”也有），开始时最努力的
大猪也不会有动力了，最后可‘能还会出现“智猪博弈”减量方案一所描述的情形。
最好的激励机制设计就像游戏规则改变的第三方案--减量加移位的办法，奖励并非人人有份，而是直
接针对个人（如业务按比例提成），既节约了成本（对公司而言），又消除了“搭便车”现象，还能
实现有效的激励。
　　故事中的经济学启示。
许多人并未读过“智猪博弈”的故事，但是却在自觉地使用小猪的策略。
股市上等待庄家抬轿的散户；等待产业市场中出现具有赢利能力的新产品、继而大举仿制牟取暴利的
游资；公司里不创造效益但分享成果的人，等等。
因此，对于制订各种经济管理的游戏规则的人，必须深谙“智猪博弈”指标改变的个中道理。
　　案例二：做“大猪”，好辛苦。
　　阿伟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拿起电话，向周围的好朋友大吐苦水：“我要发疯了！
所有的工作都让我一个人做，当我是人还是机器？
”阿伟所在的发展部是全公司最核心的部门，每天大小事不断，连个喘气的时间都没有。
但公司规模小，这么重要的部门，只配备了区区3个人。
说来好笑，这3个人还分为三个级别：部门经理、经理助理、普通干事。
很不幸，阿伟就是那个经理助理，不上不下，刚好中间。
　　“经理的任务就是发号施令，他是‘管理层’嘛！
上面交给他的工作，他统统一句话打发：‘阿伟，把这件事办一办！
’可是我接到活之后，却不能对下属阿冰也潇洒地来一句：‘你去办一办！
’一来，阿冰比我年长，又是经理的‘老兵’；二来，他学历低，能力有限，怎么放心把事情交给他
？
”阿伟只能无奈地叹息，然后把自己当3个人用，加班加点完成上级_的任务。
　　令他没想到的是，由于事事都是他出面，其他部门的同事渐渐认准了：只要找发展部办事，就找
阿伟！
甚至老总都不再向经理派任务了，往往直接就把文件扔到阿伟的桌子上。
阿伟的案头文件越堆越高自不必说，而且，连阿冰都敢给他派活了。
这天，阿冰把一叠发票放在他面前说：“你帮我去财务报一下。
”阿伟顿时被噎得说不出话来，过了半晌方问：“你自己为什么不去？
”阿冰嗫_嚅了一下答：“我和财务不熟，你去比较好！
”尽管心中怒火万丈，但碍于同事情面，阿伟最终还是走了这一趟。
　　⋯⋯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故事中的经济学>>

编辑推荐

　　《故事中的经济学》试图通过对一些浅显易懂的现象分析与描述，来说明一些经济学原理，力图
为经济学的普及化做一些初步的尝试。
为了更好的说明问题，在本书中适当地应用了一些数学方法，毕竟数学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科学。
从我执教的浅显经验来看，给学生讲课尽量要通俗易懂，外加生动和有趣，尤其是对那些非经济学专
业的学生来说，这一点更加重要。
本书的写作目的，一方面是厘清关于经济学理论通俗化的脉络。
另一方面，也希望从本书的初步尝试中能为经济学理论的普及做出一点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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