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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序　　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我数十年理性思考的结果。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知青时，我就开始研读《资本论》，虽经由务农、待业、做工、任教、经商⋯
⋯但对经济问题的兴趣从未减衰，反而由于个人与现实的社会生活及经济生活的多方位接触，对经济
理论的关注与日俱增。
与此同时，对传统经济理论及有些经典的西方经济理论产生的疑虑亦有增无减，尤其是当自己把所学
的经济学理论运用于经济实践时，感觉理论与现实的差距愈显突出：理论犹如梦中呓语，现实则如引
车卖浆者流，前者是那么的虚无缥缈，后者是实实在在的俗世生活，两者似乎互不相干。
我有时在想，很多经济学家从理论到理论，很少有现实的实践体验，即使有，也往往独处一隅，难以
有宽阔的视野和现实的展望。
我起自草莽，历经多个社会阶层，且多年潜心于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希望能够另辟蹊径，走出一条学
术与实践相互印证、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的道路来。
　　但是，与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相比，个人的曲折经历却又是那么微不足道。
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最重大的历史转折莫过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这个过
程中，从对商品货币关系的限制、否定、批判，到对商品货币关系的遵从、膜拜和痴迷；从高唱所有
制的越大越公越好到认可非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极力诋
毁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艰辛建立；从理论研究和教学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占据统治地位到西方经济
学悄无声息地登堂入室；这一切对一个热爱经济学的人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学习、研究、观察、
检验的机会。
　　经济学从来都是一个“嫌贫爱富”的学科，当英帝国横行世界时，产生了众多的经济学大家；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利坚经济霸权的确立，使经济学的大本营转移到了美国；中国经济近几十年来取得
令人瞩目的高速发展，给中国经济学家带来了最丰富的市场经济实践，在此基础上也建立了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市场经济的新制度经济学体系，这时候应该是中国经济学家大有作为的时候了。
中国有着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文明传统，曾经为世界文明作出过卓越的贡献。
可是，中国在近代沉寂得太久了。
毛泽东曾说：“进入21世纪中国应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这既是激励，也是责任，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有这样的担当。
　　经济学的新思维　　自序　　最后，我还是不能免俗，要说一些感谢的话。
我能够面对面地感谢的人是我的女儿，她为这本书收集资料、整理数据、绘制图表、讨论问题，给我
不小的帮助。
特别要感谢的人就是那些素未谋面的经济学大师们，亚当?斯密、李嘉图、约翰?穆勒、杜尔阁、马克
思、瓦尔拉斯、马歇尔、凯恩斯、熊彼特、诺伊曼、弗里德曼、萨缪尔森、布劳格⋯⋯他们把我引入
门径，不时指点迷津，诱我探幽寻胜，终能深入堂奥。
不过，有时我会有点歉意，我是没有师承关系的，这不仅是说我没有一般意义上所指的那种老师对学
生的耳提面命，也指我没有恪守任一学派的经济学说，而且有时还会对这些经济学大师们直指其非，
实在有些大不敬。
然而转念一想，倘若这是势理使然，他们一定会谅解的。
　　方宇军20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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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经济学专著已是汗牛充栋。
改革开放以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独领风骚；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经济学蜂涌而入，几乎占据了所有
的大学讲坛。
但是，在中国的经济实践乃至世界的经济大潮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并没有出色的表现，特别被
人诟病的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与现实的脱节。
这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得到印证。

　　本书有别于传统的经济学专著，它从全新的角度对经济学的客观基础、价格决定以及市场经济的
总体运行进行思考?探讨，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经济学的统一性、现实性、前瞻性等方面，为我
们呈现了不一样的经济学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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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宇军，籍贯安徽合肥，出生地贵州贵阳。
在上山下乡中萌生对经济学的兴趣，后虽经历待业、打工、入厂、进高校、任教师、经商办企业⋯⋯
却始终自学不辍。
2000年出版《从中国到世界:文明社会的深层危机》；经过坚持不懈的研究与思索，时隔10年，终于盼
来了《经济学的新思维:兼及西方经济学的评判》一书的面市，这可以算做是作者数十年经济学思索的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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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经济学改革的紧迫性及其任务　　当千禧年的钟声还萦绕在人们的脑际，法兰西却响起了经济学
危机的警钟。
2000年6月，法国发生了一起在经济学界颇有影响的事件，一群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发表了一份请愿书：
“希望脱离虚构的世界！
”认为以新古典理论为主干的经济学教学，与现实太脱节，不能深刻阐释现代人所遇到的众多经济现
象。
“反对无节制地使用数学！
”认为当数学本身不再是工具，而成为经济学自身的目的时，仅借助于数学形式化会导致对现实世界
的一种片面求解，因而“要求经济学方法的多元化！
”认为新古典方法借助于纯粹的公理化程式，宣称能解释任何事物，似乎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学真理，
事实上，这是不能接受的教条主义。
法国的经济学教授们及时跟进，支持学生们的举动，也发表了一份请愿书（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不乏法
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教授们的请愿书中有一段话给人印象特别深刻：“在真实的科学中，解释要针对实际现象。
一种理论的有效性和适宜性只能通过与‘事实’相对照进行评估。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和许多学生一起哀叹经济学教学的发展状况，哀叹它给予新古典理论和构建、操纵
缺少经验内容的模型以特别的优待。
”（富布鲁克，2004）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法国的媒体和政府也被卷入这一事件。
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法国政府针对这一事件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会最后呈交的调
查报告（即《菲图思报告》）对学生的请愿书作出了正面的回应。
这一事件在世界其他经济学重镇也引起了反响，剑桥大学27名经济学博士生于2001年6月发出了一封公
开信，主张开放经济学，实现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多元化；在美国堪萨斯城密苏里大学的一次会议上
，来自22个国家的70多名教授、研究人员和学生也在“给所有大学经济学系的国际公开信”中呼吁，
“经济学需要根本性的改革，现在该是变革的时候了”。
在中国这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学已经成为显学，但或许是因为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普遍传播的历史
并不长，或许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学领域还沉醉在对新古典主义的迷信中，中国对此并没有太大的反响
。
　　经济学的新思维　　导论　　法国学生的意见可谓鞭辟入里，直捣新古典经济学的命门。
理论与现实的脱离、数学在经济学中法乎其上的使用、新古典理论在经济学中的霸主地位，的确是当
时经济学现状的真实写照。
自边际革命以来，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占据着主流的位置，虽然凯恩斯革命是最成功的，曾一度与新古
典并驾齐驱，然而在“滞胀”以后，凯恩斯主义被新古典讥讽为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的无根浮萍，新
古典继续主导着经济学的方向。
　　时至今日，经济学家们并不惮于非难新古典经济学，但在他们的努力背后，出现了奇特的景象：
一方面，新古典忙着应付其他经济学的攻击，不时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修补；另一方面，其他体系的经
济学家并没有能力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只能在对新古典的攻击中享受抨击的快感；还有一些经济学
家则从生物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中淘来一些并不新奇的武器，但是却难以建
立完备的理论体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们被引进新古典千门万户的庞杂体系，如同置身于迷宫之中而
犹豫彷徨。
他们试图寻找更具有真知灼见的思想，最终，却因经济学的现实格局而难以学到真正的经邦济世的本
领。
　　抨击归抨击，在现有的经济学体系中，新古典的理论体系相比之下也许是最完整最具有统一性的
；数学在新古典中的广泛使用，给新古典带来了简洁、明快和形式逻辑上的一贯；新古典的最大化假
设，是市场经济最本质的概括，具有科学抽象的内涵（尽管未臻完善）；新古典对市场经济自由放任
的强调，在较大程度上吻合了市场经济的勃勃生机；新古典中一般均衡的思想，显示出高屋建瓴统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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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的气度⋯⋯　　然而，新古典经济学最致命的缺陷是与现实的脱节，这一缺陷在数学形式化的演
绎下愈演愈烈。
新古典理论的统一性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这不仅意味着它相对于其他经济理论有较高的统一性，也意
味着它相对于自己构建的理论基础有形式上的统一性，这种形式上的统一性越完整，它与现实的背离
就越突出。
新古典的最大化假设，虽然有高度的概括力，但这一假设众多的虚幻前提，不仅有损于这一假设对真
实世界的解释力，而且有损于这一假设的科学性。
　　法国学生鸣响的警钟是有现时的紧迫性的，才过数载，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就席
卷了世界，引起的震荡堪比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
经济学的现状当然不能被视为这次危机的原因，但是现代经济学既不能预警危机更不能防止危机，这
样的经济学本身就意味着危机重重。
尤其让新古典经济学难堪的是，它在此前的二三十年中，陶醉于对凯恩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又一次在
美国占了上风，甚至声言经济危机已成为历史，却让次贷危机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没有任何警觉地发生
。
　　由此可见，新古典经济学不是没有重大理论缺陷和局限性，也不是不需要根本性的改革，问题的
关键在于，这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既要使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又要保持理论的整体性、统一性
；既要夯筑经济学坚实的基础，又要祛除宏观、微观经济学的人为分离；既要能解释普遍的经济现象
，又要能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既不能忽略经济学量的计算，又需要注重经济学质的规定；既要对现
有理论兼收并蓄、去伪存真，又要使理论融会贯通、浑然天成；既要防止其他学科对经济学的侵蚀、
维护经济学的本真和学术独立，又不能坐视经济学自尊自大、肆行无忌。
　　本书的方法论选择　　经济学是实证的科学，这种认识已经深入人心，即使那些偏爱规范经济学
的学者，也明白实证经济学是规范经济学的前提或条件。
这种认识上的一致，可能要归功于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在他著名的《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一文中，采用老凯恩斯的标准，把经济学划分为实证经
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实证经济学是探讨“经济学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体系；规范经济学是探讨“经济
学应该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体系。
随后，弗里德曼集中论证了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有两点：一点是经济理论的预测
性，“实证科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发展出一种‘理论’或‘假说’，它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作出合
理的、有意义的（不是不言而喻的）预测。
” （弗里德曼，2001）对于这一点，经济学家们能够真正做到的是凤毛麟角。
另一点是理论“假设”的非真实性，上述两点要配合起来使用，理论“假设”的真实性并不重要，真
正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假设”得出正确的预测。
这一点被人们引证得最多的弗里德曼的另一句话：“一般说来，一种理论越有意义，它的假设就越不
现实。
”　　弗里德曼的前一点是可以接受的：以理论预测的正误来验证理论的科学性或真理性。
但其后一点则颇启人疑窦，布劳格质疑道：“如果很容易就能毫不含糊地评论经济理论的预测，那么
，我们真的可以认为假设的现实性并不重要。
但不幸的是，对于经济理论能够预测的东西很难达成一致，而毫不含糊地评论预测该理论是否可以被
成功地驳斥，更是难上加难。
所以，我们的确为假设的现实性担忧。
同样的，如果所有的理论，包括经济学理论，都有一个严密的推理结构，那么当一个理论预测正确时
，它的假设必定也是正确的，否则就不可能推导出正确的预测。
⋯⋯”（斯诺登和文，2000）更让弗里德曼始料不及的是，“假设”的非真实性已经成为伪科学的庇
护所。
长期以来，人们肆无忌惮地使用“假设”来为自己的理论立论，然后堂而皇之地宣称，这些“假设”
是无须证明的，只要理论言之成理就行了；更有甚者，当理论与现实不合时，他们会说是因为“假设
”的条件还不具备，理论并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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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实来俯就“假设”的条件，现有多少新古典的理论是借“假设”的非真实性而欺世盗名的。
因此，弗里德曼的实证的方法论，前一点值得首肯，后一点则不敢恭维对弗里德曼理论的“假设”非
真实性的批判，有越来越多的方法论专家加入进来。
　　经济学是实证性的，就是说经济理论要用事实或经验证据来证实。
但是，这些事实不论是过去经验的归纳还是预测的结果，都是有限的，相对于无限的事实和未来，这
样的证实远不是充分的，或者更极端地说，还是未被证实的。
波普尔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提出了他的证伪主义。
波普尔指出，科学定律作为全称命题，是不可能通过经验事实来完全证实的，尽管这些经验事实足够
多。
相反，只要有一个否定性的证据，就可以对科学定律形成怀疑甚至证明其伪。
因此，可证伪性比之可证实性，是一个更好的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
可证伪性并不是否认科学的实证性，而是用一种更简捷更实用的方法来验证科学理论，可证伪性同样
是实证的方法。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招致了不少的批评，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批评是，证伪主义可以证明理论是错
的，但不能证明理论是对的。
在对证伪主义的反复辩难中，证伪主义脱略为“批判的理性主义”，意在对科学理论的证伪、反驳、
批判的过程中，实现科学理论的进步。
“批判的理性主义”才是波普尔主义的本质所在。
布劳格在谈到证伪主义的这种转换时说：“波普尔明确表示，他现在同意对他的观点的这种解释：‘
我思想的真正关键，是可错论以及批判的方法。
’”（布劳格，2000）　　应该说，证伪主义和证实主义在经济学的方法论中都占有一席之地，这两
种方法都属于实证的方法，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可能会达到更好的效果。
然而，不论是证伪的方法还是证实的方法，不论是演绎的方法还是归纳的方法，都没有跳出形式逻辑
的框框。
波普尔对证实的或归纳的方法有很有见地的批判，后来者又对波普尔的证伪的方法或演绎的方法颇多
微词。
而更重要的在于，这两种方法带有更多的主观性，至多是对现实世界的摹写，对于现实世界的内在运
动和发展变化，这两种方法却不能给我们提供有益的思想。
　　于是，我们转向辩证法。
辩证法从事物自身的对立中来说明事物的变化、发展和运动，正是在事物自身的对立统一中，事物获
得了存在的根据。
因此，辩证法不是人类从外部强加给现实世界的，而是对现实世界的内在运动的抽象。
类似的抽象在形式逻辑中也有，但形式逻辑的抽象主要是对客观世界的现象作出概括，鲜能在事物的
普遍联系中来认识世界，更不会洞见事物内在的对立统一运动（形式逻辑中的同一律、排中律、矛盾
律就是与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格格不入的）。
　　当然，辩证法不是没有敌手，在普通的意义上它的敌手还很多，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人们就像
对待“死狗”一样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而马克思则自豪地宣称他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学生选自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
现代否定黑格尔的有两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一个是罗素，他认为“黑格尔的学说几乎全部都是错误的
”；另一个是波普尔，他主要是从黑格尔的历史观来批判黑格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他的体系
中最差劲的部分），他甚至怀疑黑格尔的人品，认为他与普鲁士专制政府相勾结波普尔写到：“我断
言，黑格尔的哲学受到了不可告人的动机的驱使，即受到了他复兴威廉三世的普鲁士政府之利益的驱
使，因而不能过于认真看待它，这并不新鲜。
”。
　　罗素对黑格尔的否定过于片面且有庸俗化的倾向；波普尔对黑格尔的批判也许太血气方刚了，他
出版《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时才43岁，可以说是睥睨一切，到了他的从心所欲之年，开始为自己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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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生涯作总结时，显露出对辩证法的明显好感：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
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如果说波普尔都自认他的证伪主义是批判的理性主义，恐怕他已经开始了向辩证法的复归。
　　黑格尔是辩证法的集大成者，但他不是辩证法的唯一宗师，古今中外的很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推崇
辩证法，举其大者而言，在中国，老子、孔子说孔子是辩证法的大师，人们或有疑问，其实孔子的中
庸之道是有高度的辩证法智慧的，孔子作的《易传》，更是把《易经》的原始神秘性化作充满辩证法
的理性思维。
、毛泽东，其辩证法思想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在西方，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马克思，他们的辩证法思想都足以使他们的思
想名垂千古。
更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以上列举的这些伟人，在他们自己所处的时代，几乎都是无人能够超越的。
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证明辩证法的真理性，可能过于肤浅，但我们不可能为辩证法作哲学上的辩护，
只能留待方法论专家和哲学家们再作更深入的探讨。
　　或许还有一个折中，我在这本书中所运用的辩证法，只能算牛刀小试，但感觉则是得心应手、势
如破竹，似乎许多经济学中的重大问题和疑难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这本书或许自我感觉太好，但总的来看，这本书采用的方法是实证的（既是证实的，也是证伪的，不
过是改良后的或拉卡托斯所说的先进的可证伪主义拉卡托斯认为可证伪性不能被看做驳斥一个理论时
仅用一个反驳的根据。
依据拉卡托斯的理论，在驳斥一个理论时，你必须考虑一系列完整的反驳依据，甚至在那时，你也仅
仅是根据其他竞争性理论驳斥了该理论。
）、辩证的（这里的辩证的也是实证的，但更注重于从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对立统一中来把握）、历史
的历史的方法在西方主流的经济学中已经不用了，他们以轻蔑的态度看待亚当?斯密、李嘉图、约翰?
穆勒、马克思等大家的作品，甚至说凯恩斯的《通论》也无须读了，据说一些著名的美国大学已经取
消了经济思想史这门课。
一个没有历史的经济学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怎能说明这门学科的起源、变迁和进步呢。
（辩证的也就是历史的，它表现为一个过程，是运动的、发展的），如果要计量，最适用的数学方法
是博弈论诺伊曼和摩根斯坦在他们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的引言中强调，自然科学中使用的数学方
法不适用于他们的目的，他们建立博弈论，主要适用于经济学和社会科学。
　　本书的总架构　　这本书分析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目前适用于全世界的最为普遍的经济运
行方式，也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为活跃、最有创造力、在某种意义上也最有破坏力的经济运行方式
。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证经济学的基础；第二部分集中讨论不同的价格形式（类似于西方经
济学的微观部分）；第三部分关注市场经济的总体运行（类似于宏观部分）。
　　在凯恩斯主义被新古典经济学指斥为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之后，经济学的基础问题引起了经济学
家们的重视。
经济学要有基础理论，经济学的宏伟结构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这种认识人们不会不赞同。
其实，不同的经济学说都有自己的基础理论，而且不同的基础理论之间可能会有交集，但是，不同的
经济学说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坚固的理论基础，以致各种经济学说纷然杂陈、莫衷一是。
于是，我们要为经济学寻找一个统一的坚实的基础。
在第一部分（即本书第一编），我们以四种基本的经济关系——社会分工、私有产权、个人利得最大
化、人与人的对立——来作为整个经济学的基础。
第一章是社会分工，这一章我们并没有增添多少新内容，也没有拘泥于过去的经济学家主要以生产力
的进步来看待社会分工的观点，而更加注重社会分工作为市场经济的一般前提和网络系统的社会功效
。
第二章论证私有产权，私有产权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在理论上没有得到应有的
重视和阐述；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私有产权被视为洪水猛兽，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两者之间私有产
权的合理性和重要性都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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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既要理解私有产权产生的必然性，更要理解私有产权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
私有产权是市场经济的物质保障。
第三章论述个人利得最大化，在经济学理论中享有最高的知名度，并不是每一个经济学家都信奉声名
，人们不仅因它自身的混乱而无所适从，更因为这个经济学的第一公理（西尼尔语）从来没有得到证
明，无疑导致人们对个人利得最大化的歧义并增加人们接受它的难度。
个人利得最大化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它是市场经济的驱动力。
在这一章中，我们要证明个人利得最大化，并在这个证明的基础上统一人们对它的认识。
第四章以人与人的对立为内容，这在传统经济学几乎是不曾论及的，它对于我们理解市场经济的冲突
、矛盾、变化、发展大有助益，也是辩证法在市场经济中的集中表现。
它是活生生的经济现实，它起源于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又在私有产权和个人利得最大化的作用下得
以强化，成为市场经济中一种最普遍的现象。
　　第二部分（即本书第二编）讨论各种价格的决定，这里的价格决定不只是一般商品的价格决定，
也包含其他资产的价格决定，如工资、地租、利息、利润等。
这些不同的价格形式在过去的经济学中多有论述，已经没有任何新鲜感了，我们这里之所以重提这个
陈旧的话题，一则因为价格理论是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但并不是众望所归的，而且新古典的价格理
论颇多纰漏；一则因为传统的价格理论（不论是新古典的还是其他流派的）对不同的价格形式没有一
个一以贯之的说明。
我们要在新的基础理论之上，建立一个新的价格理论，使之有更坚实的基础、更大的包容度、更好的
解释力、更统一的体系。
这一编共有四章，即第五章至第八章。
第五章是一般的商品价格，该章先对传统的价格理论作了一个简略的评判；然后论证了价格的质的规
定性，指出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对立与统一是价格的内在规定性，这种对立统一将表现在人与人的对立
上，同时对价格作出新的定义：价格是私有产权的货币化；接着分析价格量的确定，主要以个人利得
最大化和人与人的对立作为其定价基础。
第六章转入劳动力价格，关于劳动力价格或工资的理论很有一些，我们首先作了回顾。
这些工资理论在一定条件下都有其合理性，问题是能否把它们接纳进一个统一的工资理论中，我们主
要从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中来吸取不同工资理论的合理成分，并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捕捉决定劳动力
供给或需求的要素，在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对立统一中确定劳动力价格或工资。
第七章论证利息，传统的利息理论在所有的价格理论中是最混乱的，这不仅与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困扰
有关，也与传统的价格理论的局限有关。
当我们用新的价格理论来说明利息，以私有产权的货币化来规范利息理论时，我们就得到一个更有归
属性也更有统一性的利息理论，并顺带看清了诸多令人迷惑的价格现象。
利润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之旋转的核心，这构成第八章的内容，但在新古典的理论迷宫中，利润最
大化一会儿为零，一会儿止于边际成本等于价格，不仅造成理论上的错乱，如果用之实践，还会造成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毁灭。
我们从私有者之间的普遍对立，从私有产权的非一致性，从个人利得最大化尤其是企业利润最大化，
从市场经济供求的非均衡和生产力进步的非均衡来论证利润，或许更有说服力、更有包容性。
　　第三部分（即本书第三编）我们考察市场经济的总体运行，但我们只能就经济学中最重要且人们
最关注的几个问题提出意见。
在第九章整体经济运行的格局中，我们有对看不见的手的颂扬，有对一般均衡的赞许，但也指出了它
们的局限性，尤其对于一般均衡这一新古典的美丽神话，我们将它从虚无缥缈状态放置到现实生活中
，而现实的市场经济的总体格局，我们必须在均衡与非均衡的对立统一中来认识。
第十章讨论经济增长，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非常关注重视这个问题，特别是发达国家
，经济增长的滞缓已经成为各国政要们头痛的问题，而现有的众多的经济增长理论，似乎又拿不出有
效的处方。
我们对经济增长理论的重新阐释，如果能得到人们的认可，或许能为解决经济增长问题提供一些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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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是一个更紧迫的问题——失业与就业，虽然经济学家的智慧在这里倾注了太多的精力，但失
业问题好像还是一筹莫展，且有日渐加重的趋势。
人们对失业问题的认识看来存在误区，陷在新古典的泥淖中不能自拔。
在这一章中我们定义了一个新的失业词汇——功能性失业，并对此作了分析，过程不失精彩，结论却
不容乐观。
第十二章解释经济周期，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是被新古典污染最轻的一个领域，与经济现实结合得最
为密切，但纷然杂陈的周期理论，并没有使人们对经济周期的理解前进多少。
我们的周期理论，植根在新的基础理论之上，顿显豁然贯通之势，有令人难于置信的简洁明了，在简
洁明了之中，人们应该会有意外的收获。
在本书的第十三章，我们谈论货币的作用，货币在现有的经济学著作中已经讲得太多了，重复的话味
同嚼蜡，我们撷取一些现存货币理论中未被重视的内容，但在我们的理解中却又有重要的作用，算做
拾遗补缺，看能不能给人们一些新的启迪。
第十四章结论，是对本书的一个总结，也是对本书所有内容的回顾。
它不仅是对市场经济现实的展望，而且提出了市场经济中存在的许多重大问题，并试图对这些问题作
出解答，虽然力不从心，但可能最能引起人们深入思考。
倘若真是如此，这一章的意义也就有了。
　　本书稿自动笔以来，已近十载，某些难题往往要一年半载方能攻克这种研究进展的低效率，被斯
蒂格勒的一段话所安慰：“探索一个新思想，直到发现它是有前途的或无前途的，需要大量的时间。
”斯蒂格勒指出，新理论的产生，“成本非常高”。
总想让书中的主要论点言之有理，简单易懂。
本书的部分章节，一些亲友看过，感觉论述浅显，道理简明，设若此言不谬，这满足了我的夙愿：以
明白晓畅的语言，揭示经济学的真谛。
　　看完这本书，人们或许会有些诧异，怎么只有这么简单的几笔，怎么经济学的很多内容都没有，
这正是作者的用意。
我采用素描的手法，对经济学只作总体的勾勒，不进入细部，更不作装饰，目的是要人们清晰地检验
它的整体框架，看它的基础是否坚实，看它的上下整个结构是否统一、牢固。
如果检验过关，细部的填充、后期的装饰，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也无伤根本。
假如根本都不坚固，再完善的细部、再堂皇的装饰，都处于危殆之中。
　　我希望能为经济学提出了一个新的思维框架，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经济学需要一个新的思维
框架来适应及解释不断变化的世界。
如果这本书欣逢际会，能对经济学的发展进程有所助益，当要以手加额、感谢上苍；如果这本书只是
为喜爱经济学的读者提供一些借鉴与思考，我也仍感欣慰与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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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学专著在中国已是汗牛充栋，但《经济学的新思维：兼及西方经济学的评判》却给我们耳目
一新的感觉。
它从全新的角度对经济学的客观基础、价格决定以及市场经济的总体运行进行思考与探讨，注重理论
与实践的结合，在对经济危机作出解释的同时，为我们呈现不一样的经济学新思维。
经济学中最基经济学本是经济关系是什么？
现实经济中是否有一以贯之的价格理论？
经济危机是否能够预见？
决定经济增长的玄机何在？
失业现象是否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些疑问都会在《经济学的新思维：兼及西方经济学的评判》中找到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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