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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期发表了钱颖一教授的《经济学科在美国》一文受到热烈

反响，多家报纸和许多网站纷纷转载。一些读者表示，这篇

文章对于他们了解美国经济学科教育的情况是非常有意义的

信息。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代，教育部门不久前提

出了“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

业课教学”，目的是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挑战，

按照“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培

养专门人才。经济学（包括金融）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学科。

如何使我国经济学人才培养适应时代的需要，使我国的经济

学学科建设与现代经济学接轨，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我

们特邀约钱颖一教授讲述什么是现代经济学，如何理解现代

经济学，以祝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创办第100期为纪

念。 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是二十多年来推动经济

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在我国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直接力量。20

年来，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市场经济体系正

在全面建立。伴随着这一过程，现代经济学科的各个分支领

域逐步被介绍到我国，并在高校讲授。今天，随着加入世贸

组织，我国经济必然要全方位地与国际接轨并融入经济全球

化的浪潮，经济改革和开放也将上一个新的阶梯。这一大趋

势呼唤着我们的经济学学科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与现代

经济学接轨。为此，比较完整和准确地理解什么是现代经济

学就恰逢其时。 一、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我们把最近的半



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在当今世界上被认可为主流的经济

学称为现代经济学。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

的社会科学。现代经济学以研究市场经济中的行为和现象为

核心内容，而市场经济已被证明是目前唯一可持续的经济体

制。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

方法是无地域和国别区分的。“某国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独

立学科，也不存在“西方经济学”与“东方经济学”或“美

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概念。然而，这样说并不排

斥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来研究特定地区在特定

时间内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实际上，做研究时必须要考虑到

某地某时的具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环境条件。 现代经济

学代表了一种研究经济行为和现象的分析方法或框架。作为

理论分析框架，它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

参照系 (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接受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训练，是从这三方面入手的。

理解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也需要懂得这三个部分。 首先，现

代经济学提供了从实际出发的看问题的角度或曰“视角”。

这些视角指导我们避开细枝末节，把注意力引向关键的、核

心的问题。经济学家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设

：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

赋。不论是消费者、经营者还是工人、农民，在做经济决策

时出发点基本上是自利的，即在所能支配的资源限度内和现

有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他们希望自身利益越大越好。用现

代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

业家想赚取利润，都是很自然的。从这样的出发点开始，经

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种间接机制（比如价格、激励）对



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着

眼点。经济学家探讨个人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

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

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

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

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表，却实际上合乎情理

逻辑的结论，所以我们会听到人们惊叹：“我怎么没有想到?

”经济学的这些视角起初是研究纯粹的经济行为的，后来被

延伸到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诸如选举、政体、家庭

、婚姻等问题。 第二，现代经济学提供了多个“参照系”或

“基准点”。这些参照系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准

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

现实的标尺。比如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罗定

理(Arrow-Debreu Theorem)([3], [7])，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

理(Coase Theorem)([6])，和公司金融理论中的默迪格利安尼

－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 Theorem)([17])都被经济学家用

作他们分析的基准点。一般均衡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的阿

罗(Kenneth Arrow)曾经说过：一般均衡理论中有五个假定，

每一个假定可能都有五种不同的原因与现实不符，但是这一

理论提供了最有用的经济学理论之一。他的意思是这一理论

提供了有用的参照系，就像无摩擦状态中的力学定理一样，

尽管无摩擦假定显然是不现实的。把这些基本定理定位于参

照系有助于澄清两种常见的误解：一种是以为这些定理描述

的就是现实世界，因此将它们到处套用。却不知在通常情况

下它们是用来作进一步分析的参照系，与现实的距离因地而

异。另一种是因为观察到这些定理与现实的差距而认为它们



都是胡言乱语，因此认为毫无所用。却不知它们本身的价值

并非直接解释现实，而是为解释现实的进一步理论提供参照

系。 参照系的建立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经

济学也不例外。我在哈佛大学做博士生的时候，韦茨

曼(Martin Weitzman)教授问我，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

经济学家和没有经过这种训练的经济学家究竟有什么区别？

他研究比较经济制度，经常去苏联访问，问这个问题是从与

苏联经济学家交往中有感而发。韦茨曼的回答是，受过现代

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这样

，分析经济问题时就有一致性，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

比如讨论资源配置和价格问题时，充分竞争下的一般均衡理

论就是一个参照系；讨论产权和法的作用时，科斯定理就是

一个参照系。我们常见到，一些记者洞察力很强，有经济头

脑，写的文章又非常有感染力。然而，他们与受过现代经济

学训练的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往往是因没有参照系而会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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