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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济学的主体性就在于经济学的审美性。
　　经济学的科学性就在于经济学的审美性。
　　经济学的审美性就在于经济学真善美的对称。
　　“对称”是美的，“不对称也是一种美”，是对“对称”作了现象化的理解。
透过能称为美的“不对称”的现象背后，是有序化的本质。
“序”，才是对称的根据；有序无序，才是区分对称不对称的最后标准。
　　美的定义：　　美是理想的现实展现。
通过这种展现，使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实现，使科学规律与客观规律、科学本质与客观本质得以同构，
使人的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得以对称；通过主体的创造性活动，使外在事物由无序转化为有序，使主
体得到和谐、快乐与幸福。
　　真是真理，善是合理，美是崇高：理想和现实的统一。
人类经济活动也是真善美的统一；对称经济学是经济的反思、真善美的反思。
对称经济学是追求真善美的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是真善美的统一。
　　人类经济活动是整体范畴，主体和客体是经济活动的两个基本层次或要素，创新－创造－创业是
人类经济活动的核心环节，主体和客体统一的基础和桥梁是创业——自由自觉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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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的、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的创立实现了经济学科学范式的转换，
提供了以对称规律为核心对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静态经济学与动态经济学、结构经济学与发展
经济学、物质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进行整合的框架，以价值规律为核心对价值经济学与人性经济学、
幸福经济学与货币经济学进行融合的模式--以经济学为核心对哲学、管理学、行为学、社会学等进行
综合的方法，确立了经济领域的主体性原则，规范与推动了经济学的健康发展，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
意义。
    真是真理，善是合理，美是崇高，是理想和现实的统一。
人类经济活动是真、善、美的统一，对称经济学是对经济现实和真、善、美的反思。
    《对称经济学丛书》由《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对称经济学》、《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世
界经济解释与重建》、《经济学的经济学原理》5本书组成。
这5本书涵盖了对称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实践依据及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
    本书为其中一册，对称经济学的对象、性质、方法、结构、本质、功能、意义方面，阐述了对称经
济学的逻辑与历史的必然性，提出了对称经济学的概念，建立了对称经济学的范畴及范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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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世清：他拥有自己的经济学范式、擅长跨学  科研究而在学术上自成一家，曾出版《经济领域的“
哥白尼革命”》等三十多部书，并公开发表数十篇经济学、管理学、哲学论文，论文多次转载并多次
获奖，他是五度空间理论、对称哲学、对称逻辑、对称经济学、再生经济学、和谐经济学、对称管理
学、人类二次创业理论、知识运营学、创业经济学、名牌经济学、共有制等经济理论的创始人，致力
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做出创新性成果，被称为“中国的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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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主流经济学唯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基础　　主流经济学坚持认为，他们可以通过经济系统的组成部
分解释社会复杂经济系统，尽管这些部分实际上是无法从整体分割的。
　　社会经济领域是复杂的非线性开放系统。
经济学必须研究经济运动规律，而不仅仅是研究经济运行中某个要素的运动规律。
任何一个要素单独抽象出来，都不能揭示它的运动规律。
　　所以经济学必须用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
　　主流经济学过于将精力集中于社会简单的线性系统，滋生了一种顽固的社会简化主义色彩。
主流经济学坚持认为，他们可以通过经济系统的组成部分解释社会复杂经济系统，尽管这些部分实际
上是无法从整体分割的。
主流经济学认为，对经济社会的唯一根本的陈述是关于经济社会中最本原层次的陈述（即抽象的“经
济人”或“商品”的运动）。
主流经济学将经济过程看做是现象，这些现象可以简化为深层的本原。
他们把社会复杂经济系统的变化看作是由组成它们的个人的运动引起的。
　　根据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可以用生物学解释社会学和心理学，用化学解释生物学，用基本粒子物
理学解释化学。
最后，现实世界的一切被认为完全决定于基本粒子和场的活动。
按照这种哲学，各门科学之间唯一真正的连接点在于最深层的本原，宇宙中唯一真正的定律是粒子物
理学定律。
　　经济系统和非系统的区别是相对的：过去是系统，现在是非系统；现在是系统，将来又成了非系
统。
时间和空间是统一的，因而经济系统和非系统的区别的相对性说明了经济系统化是一个过程：经济系
统一非系统一系统化的转化。
系统化是空时层次相统一的过程。
只有把系统化看成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才能把系统和非系统统一起来。
那种把系统和非系统对立起来的观点，就是没有把系统化看成是一个过程，即没有真正理解系统化。
　　主流经济学还原论的思维方法，就在于它研究社会经济发展时，不是把社会经济规律看成是社会
经济体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因而不能以一个要素作为出发点；主流经济学还原论的发展观是线性发
展观。
　　主流经济学还原论的思维方法——线性思维，是非辩证、非对称、非系统化的是形而上学的思维
方法。
主流经济学还原论、非对称的思维方法，使之混淆了几个概念：对称与均衡；对策与博弈；主体化与
自由化；共有与混合经济；经济主体与经济人；产权明确与私有化；宏观调控与国家干预；市场经济
与资本主义；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化。
　　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建立在完全竞争基础上的所谓“理想化模型”，不是理性抽象的产物，而
是偏执的产物；不是合理的现象，而是片面的、空洞的抽象。
用现实经济过程中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所谓“囚徒困境”来证明现实的经济过程是博弈过程
，是用所谓的科学性来消解人性、弱化经济过程中人的主体性。
　　主流经济学的还原论的思维方法，使它们偏安一隅，只能蜗居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自得其乐。
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个人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是产权经济学，资本论也是一种制度经济学。
　　在主流经济学那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价值经济学与人性经济学、静态经济学与动态经
济学、结构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物质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是对立的。
　　主体性是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统一的纽带，西方经济学中二者的脱节是由于缺乏主体性。
对称经济学是一种系统经济学，系统经济学也是一种对称经济学。
在对称经济学中，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价值经济学与人性经济学、静态经济学与动态经济学、
结构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物质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是对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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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自己局限在还原论理性分析范围内的“主流经济学”，不能理解和解释创新一创造一创业在经
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因而，同知识经济形态这个参照学是不兼容的；在知识经济时代将被“证伪”。
它们的近似　　主流经济学唯科学主义的哲学基础　　主流经济学的最根本缺陷，是缺乏主体性。
这也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同西芳经济发展现实、同西方管理学发展不对称的根本原因。
　　历史发展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必然性由偶然性组成。
由微观的无序组成了社会总体的有序，这在整个人类历史是这样，在社会的每一时期也是这样。
有序与无序统一起来的纽带是对称，主体性原则与科学性原则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同
社会规律性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这在牛顿力学时代的线性思维方式来看是不可思议的，在主流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来看是不可思议
的。
　　认识社会规律是客观性、主观性、必然性的统一，使我们认识到社会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社会系
统的各个层次、各个要素是互相联系、缺一不可、平衡发展的。
在平衡发展的基础上，强调主体意识的主导作用。
因此，它可以否定任何片面性、建立起科学的、对称的历史观。
主流经济学的最根本缺陷，是缺乏主体性。
这也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发展现实、同西方管理学发展不对称的根本原因。
西方经济发展的主体性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弱主体性甚至无主体性形成鲜明的对照。
　　马克思早期是自由主义，后期是制度主义、科学主义，二者都不是以人的主体性为出发点的。
历史机械唯物主义也是一种唯科学主义。
自由主义讲主体性不讲科学性，制度主义、科学主义讲科学性不讲主体性，二者都不是真正的主体性
与科学性，唯有二者的扬弃才是真理。
　　历史机械唯物主义用物的关系吞并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见物不见人，用历史规律论化解历史主体
论，是使传统社会主义成为社会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其结果必然走向人的解放、人的幸福、人的全
面发展的反面。
《资本论》中规律性与主体性的分离，同其他西方经济学科学性与人性的分裂同出一源。
“劳动价值论”和“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一样，都是社会经济过程中某个侧面的正确反映，但
在现实中不具备可操作性。
这说明，一种科学理论仅有正确性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操作性，而操作性的前提是系统性，系统性与
操作性都是一门科学理论的必要环节。
社会的本质是主体性与客体性、人性与规律性的统一。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核心，其理论的出发点应该体现出这种统一，《资本论》以商品为出发点体现不
了这种统一，经济学的科学性由它解释社会现象的广泛性、彻底性来决定。
《资本论》以商品为经济学的出发点，以商品交换来定位市场经济的本质，以劳动产品来限定商品，
是以偏概全，解释市场经济是无力的、不全面的。
马克思定位的“劳动者”同西方经济学家的“理性人”一样，都是抽象的人。
在《资本论》中，除了具体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分以外，看不到人的个性和创造性。
这样的“人”，是工业经济时期，大工厂流水线上的机械性工作的工人的抽象，同创业经济、知识经
济时期的“人”风马牛不相及。
劳动价值论是把主体客体化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共同本质
是客体主义，是价值的客体化、线性化、绝对化、机械化。
计划体制把人说成是社会的人，却否认了社会是人的社会。
在强调社会规律性的同时，否认了人的主体性，把人的主体性同社会规律性对立起来。
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资本论》都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也不可能实现人的幸福。
　　P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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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运用对称方法与五度空间方法与模式，以主体与客体相对称、主体性与客观性相统一为基本
原则与基本线索，指出科学的、一般的、人类社会的、与政治经济学相对而言的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
学；从对称经济学产生的契机与时代背景，对称经济学的对象、性质、方法、结构、本质、功能、意
义方面，阐述了对称经济学的逻辑与历史的必然性，提出了对称经济学的概念，建立了对称经济学的
范畴及范畴体系。
对称经济学的创立，实现了经济学科学范式的转换，提供了以对称规律为核心对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
济学、静态经济学与动态经济学、结构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物质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进行整合的框
架，以价值规律为核心对价值经济学与人性经济学、幸福经济学与货币经济学进行融合的模式，以经
济学为核心对哲学、管理学、行为学、社会学等进行综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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