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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论为基础重构 近些年来，随着对策论理论的渗透和发展

，标准的微观经济学已经受到极大的冲击，以对策论为基础

的微观经济学，已被纳入主流学派，成为西方第一流经济院

系的主要学科。９４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研究对策论

的经济学家，也充分说明了它的学术地位。对策论描述的是

现代信息社会的经济交易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正在改写

微观经济学的内容。 传统微观经济学对经济活动中竞争交易

的行为的描述，通常假定市场上参加交易的人数甚多，单个

的行为人无法操纵价格，故市场上的买者或卖者只是看作在

给定的价格条件下调节自己买卖数量使自己获利最大。这种

描述隐含的假设是，交易双方无论对方如何决策，仅调整自

己的决策来达到获利的目的。用对策论的术语说，交易双方

自利的行为没有直接的交互作用。这种描述是基于较完备的

市场，与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交易行为尚有距离。而传统微观

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是均衡，其实质是在利己的动机驱使下

通过交互作用，使得达成交易双方中任何一方都无法改变的

竞争结果。这一概念的内涵不仅包含了以利己为目标的厂商

或个人的决策，而且也包含了利己行为交互作用的后果，这

种交互作用通常是通过价格间接进行。在此基础上的一般均

衡概念，就是包含各行各业交易竞争行为交互作用所产生的

总后果。 自从著名科学家冯诺依曼于５０年代提出对策论后

，纳什运用这一理论突破了传统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他



认为：在交易竞争中，每个参与者在做自己的决策时，都考

虑对手将如何决策，并考虑对手对自己决策的反向影响。这

一思想就像下棋一样，一方落棋前，既要考虑对手下一步棋

如何走，又要考虑我走了这一步棋后对手又如何应对。这样

，竞争双方都会利用各自对策的直接交互作用使自己获利。

所谓纳什均衡就是这种竞争和交互作用的后果。即通过竞争

达到这种状态：任何参与一方，尽管没有达到自己的最优决

策，但却不可能单方面地改变已形成的结局使自己获更大的

利，这种状态即称为纳什均衡。它有二层含义：一是任何一

方都无力改变结局而使自己获利，二是任何一方也不愿意单

方面改变已形成的结局，一旦改变就无利可图。不难看出，

这一概念更接近现实的竞争交易行为。这种分析方法适合于

分析非市场竞争或不完全的市场竞争，因此，特别适用于我

国现阶段不完备的市场经济。 从以上的分析已经可以看出，

一旦引入时间概念，纳什均衡就不可能产生确定的解。对此

，塞尔顿把动态规划引入纳什均衡概念，形成了解动态对策

的方法，称为 “子对策完备均衡”。经典的例子是二人讨价

还价模型。如果双方均采用纳什对策，卖者会尽量要高价，

若不然即以不交易相威胁，而买者则尽量压低价，若不然也

以不交易相威胁。按照纳什均衡的概念，若交易对方有足够

的好处，则会有无穷多个可能的纳什均衡点。因为在某价格

水平，若买方坚持这一价格，并以不相交作威胁，卖方如不

接受，则会失去交易带来的好处，因此，卖方相对最优的的

决策是接近这一要价，至此达到纳什均衡。但按子对策完备

均衡概念，在一轮子对策交互作用的过程中，这些威胁都不

可信，因为一方拒绝对方的要价，对方并不会真的停止交易



，一旦如此，他也就失去了从交易中获利的机会。这样，竞

争就会继续下去。一般而言，双方会利用对方没有耐性，尽

量争取好价格，但不失灵活性又以给对方适当好处从而使他

接受某一轮竞争的结果，这样，子对策完备均衡即可达到。

不难看出，它是动态最优并有唯一解。 然而，现代经济生活

的特征一是信息，二是不确定性。克雷普斯将信息和不确定

性引入动态对策问题中，导出带有信息的动态对策均衡解，

称为序贯均衡，他由此而获得１９９０年美国经济学会克拉

克奖。序贯均衡实际上是子对策完备均衡与贝叶斯均衡（不

确定性的对策结局称为贝叶斯均衡）的结合，其特征是信息

和对策的动态交互作用。比如广告，买者知道这是厂商有意

影响他决策的信息，所以他不会轻信，而会从广告中去猜测

厂商的实力，以作出自己的决策，这样，信息和对策的交互

作用就发生了。更深层的交互作用还在于：从观察对方的策

略，我方可获取信息，反过来，信息又影响我方对策，且双

方都知道自己的策略会影响对手的策略，双方都会尽量操纵

这种交互影响来获利。序贯均衡就是这样一种竞争的结果，

其含义是各方考虑到信息和对策的交互作用而作出最优决策

，以致都不愿意单方面改变它。传统微观经济学中一般均衡

的概念是价格和交易量交互作用的结果，而序贯均衡却是信

息和对策交互作用的结果。这正是二者的区别。显然，后者

更接近现代经济生活，但解起来要复杂得多。目前，经济学

家们还只能解非常简化的序贯均衡。 二、宏观经济学的主要

流派及其延伸 目前，西方宏观经济学研究的现状仍是派系林

立，但各学派不乏有许多观点相互交织和渗透，尽管他们各

有其重点和编向。然而，无论是不同的学派，还是不同的主



义，今天都有着共识：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不研究消费者和厂商的经济行为，就无法研究总量行为，

也无法对总量行为作出解释。说到底，宏观经济学是关于居

民、厂商和政府的组织行为模式以及这些单个经济实体如何

相互作用而展现出的整个经济运行的详细解释。在这个意义

上说，以对策论重构微观经济学，势必极大地影响宏观经济

学，经济学家们已为此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信心。从今天的

经济学文献中可以看到，对策论已经开始步入宏观经济学，

如用对策论研究工业组织行为等，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三

、现代计量经济学及其与经济学的关联 如何检验经济理论呢

？如何把经济理论转化成可操作可使用的政策主张呢？接下

来又如何评估经济学家的政策主张呢？这就是计量经济学应

用方面的任务，也是计量经济学与经济学的联系和区别所在

。由此不难理解，经济学中的各种学派的观点、政策主张及

假说等，都在计量经济学中留下了他们的烙印。或者说，各

种学派或各种观点，以其理论为指导，使用计量经济模型来

检验和支持他们理论的正确性，在这个意上义说，计量经济

模型是一种工具。正是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中这种特殊地位

和作用，使得计量经济学成为现代经济学中不可替代的一部

分。从研究计量经济学的阵势和影响来看，西方很多经济学

家同时也是计量经济学家，如上述的萨缪尔森就曾是计量经

济学会的会长，因此其队伍比其经济学分支要大得多。世界

计量经济学会的影响远比其它经济团体的影响也要大得多。 

相对而言，计量经济学又是一门年轻的科学，它诞生于本世

纪２０年代。从年代发展顺序来讲，计量经济学家习惯于把

７０年代以来发展的模型技术称为现代计量经济学。 （一）



现代计量经济学的由来 （二）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技术内涵 （

三）计量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联 总之，计量经济学与经济学

已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经济理论的任何一个发展，既在计量

经济学中得到体现，又促进计量经济模型技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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