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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世贤：经济学需要人文关怀

   《光明日报》近期关于“经济学视野中的幸福与快乐”的讨论，反映了经济学界对精神财富的关注。研究幸福与快

乐是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经济学所应有的人文关怀的体现。 

  我们注意到，在关乎诸如房地产之类的民生话题时，往往会引发一番经济理论上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很少是技术

性内容，更多的是对经济学真谛的理解问题。从纯技术性的角度说，经济学讲究的是选择，研究的是如何实现资源配

置的优化和资源利用的最大化。然而，经济学又不只是纯技术性的。陈岱孙教授曾说过，经济学包括两个内容，一块

是意识形态的，一块是技术性的。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最本质的特点就是不可能成为像物理学或天文学那样的

“真科学”，任何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与政策、政治和意识形态密切联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当时公共政

策的争论中反对重商主义的结果，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是在英国制造商与地主贵族之间的争吵中产生的，马歇尔是

那些以贷款利益获取利息收入的食利者的卫道士。同样地，凯恩斯对经济学的革命是由于正统经济学对解释和医治20
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已无能为力导致的。应该说，不同的阶级或阶层有着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代言人，

从这种意义上讲，“脱离政治学的经济学是无用的”（加尔布雷斯），缺乏对人生哲学、价值哲学思考的经济学只能

是“黑板经济学”。科斯对亚当·斯密以来西方经济学在两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越来越走上“黑板经济学”的歧路提出

过批判，认为经济学虽逻辑严密、更加精致，却产生了无哲学理念和制度分析的新的范式危机，缺乏对社会发展应有

的人文关怀。 

  所谓“人文关怀”，笔者以为就是对人的生活关怀，就是对人的幸福感的关注。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

既是经济学追求的最高标准，也是一个经济学者理应具备的道德与良知。面对目前影响中国老百姓生活的最大问题，

像房价高、看病贵、教育乱收费、贫富差距拉大等利益分配格局矛盾的积累，难道我们还有心情谈“市场决定一

切”？面对许多买不起房的“穷人”，我们难道还要无动于衷地为“富人”辩护？有人对推行廉租房横加指责，大喊

是“租金控制”；有人危言耸听地认为，规定70%住房是90平方米以下的户型政策是“政府干预”，是“退化到计

划经济去了”，会导致房地产业的灾难性后果。大行其道的凯恩斯理论“逼着”富豪们搞奢侈消费，价格昂贵的劳斯

莱斯近年来在中国销量的年增长率是50％，2006年约达到70辆，中国有望超过日本成为劳斯莱斯轿车的全球第三大

市场。 

  问题是：中国真的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已进入奢侈消费时代了吗？从纯经济学角度讲，这些言论也许有一定的道

理，但违背了市场经济平等和人道的价值理念。经济学家梁小民认为，经济学的真谛不是最大化，而是均衡与和谐。

根本上说，经济发展本身就是一种合乎人性、合乎人格自由的道德进步，这就要求经济行为必须同时具有目的合理性

和价值合理性，目的合理性强调的是经济行为必须符合主体的功利目的，价值合理性则要求经济行为同时追求伦理上

的信仰。作为解释经济行为的经济理论具有促成合理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功能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的最高境

界已不是一个概念、一堆结论、一种逻辑，而是一种信仰、一种文化，人文关怀不是同情、怜悯，而是经济学的本质

所在。缺失了人文关怀，就必然会失去经济学的内核。 

    当今社会的主流意识是公平、平等、共享、民主、和谐，这是广大人民能够获得幸福与快乐的体现，这也是中国经

济学的主题。李嘉图说过，公平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反映了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

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是一个执政党执政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执政活

动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鲜明地提出“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必然是一个大

多数社会成员都受益、人民安居乐业和充满幸福与快乐的社会。 

  有人过分相信“大蛋糕论”，认为蛋糕做大了，贫穷问题、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财富分配不公问题等等，都会自然



得到解决。然而，只要蛋糕的比例不变，不管蛋糕多大，富人和穷人分到的蛋糕的相对份额就不会有任何变化。新剑

桥学派领袖罗宾逊夫人在尖锐地批评类似“大蛋糕论”的说法时就曾指出：“贫穷绝没有因经济增长而被克服”，尤

其是，“绝对贫穷还因经济增长而增大”。“当经济增长在上层继续进行时，愈来愈多的家庭在下层被驱逐出来。虽

然财富增加了，但绝对贫困却增长了。‘丰裕中的贫穷’这句旧口号具有了新的意思。”于是，又有人依据美国经济

学家奥肯“一个好的社会必须在平等与效率之间寻求正确的权衡”的观点，提出“经济讲效率，社会讲公平”。然

而，在经济领域就不讲公平吗？如果说经济效率是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的必要条件，那么公平原则就是社会福利达到

最大化的充分条件。收入分配过于向少数高收入阶层倾斜，会使整个社会的总消费需求不足，最终导致社会总需求小

于总供给的生产过剩局面。 

  市场经济本身要求优化配置资源，而物质资源主要通过人力资源来发挥作用，人力资源的关键又在于劳动者积极

性的发挥。一个不合理、不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必然产生劳动者的消极情绪，社会生产率将会下降。那些淡忘了芸芸

众生的所谓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已日益偏离了现实和实用目的，忽视了人文关怀，违背了经济学的真谛。如今，应该

让经济学为提高全体大众的幸福感与快乐感说话。（作者单位：江西省委党校）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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