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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大培：主流经济学在理性假说上的尴尬

作者：左大培 阅读：237 次 时间：2006-3-27 来源：中国学术论坛网

     一年前的2004年8月，郎咸平教授尖锐地指责少数“著名企业家”利用“国有企业

产权改革”来瓜分国有财产，掀起了有关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大论战。关心和参与这场

论战的网民几乎一边倒地支持郎咸平，围攻表态反对郎咸平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

们。  
    而在这场论战刚开始的时候，几乎没有哪个有点名气的中国经济学家出来回应郎咸平

的批评。这被媒体说成是“经济学界集体失语”。当媒体对郎咸平言论的报道不断升温

并持续了一个时期之后，主流经济学家们终于不再“集体失语”，某些人开始发表种种

言论对郎咸平进行回击。而这时他们评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论战的典型话语，就是指

责网民群众“非理性”，“情绪化”，把人民群众对前些年“国有企业改制”的批评都

说成是“头脑发热”的“非理性”行为。  
    可是这样一来，“主流”经济学家们就将他们自己置于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他们现

在把大批民众都说成是“情绪化”的“非理性”一群，这就等于承认现实经济生活中的

人并不具有完全的理性，而他们自己的经济学模型却全都以“完全理性”为分析的前提

条件，他们的经济理论从来就把所有的人都看成是完全理性的。  

            主流微观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说  

    在主流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中，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前提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当事人

都具有完全的理性，是“理性的经济人”。到目前为止，主流微观经济学的几乎每一条

理论原理都是依据这个假设前提推导出来的。  
    我们不要忘记，主流经济学历来强调，它的微观经济理论首先是“实证”的，是阐述

现实世界“是”怎样的。这就等于说，主流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中描述的最优化行

为，也就是现实生活中普通老百姓的经济行为，而作为这些理论分析前提的“完全理

性”，也就是普通老百姓的实际情况。这就意味着，主流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把普通

老百姓都看成是具有“完全的理性”。  
    一个透彻的思考可以说明完全理性假设是如何不合乎实际。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最优

化分析表明，主流微观经济学假设的完全理性意味着完全的推理和判断能力、完全的计

算能力，以及毫无遗漏地利用现有的一切信息作出正确预见的能力。完全理性中蕴含的

完全的计算能力不仅意味着可以立刻解出任何最难的问题，而且意味着计算不需要耗费

成本，特别是人的精力。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人都不具有这样的计算能力。我敢说，有这

样完全计算能力的人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将来也不会有。  
    想一想完全的计算能力意味着什么：不管多烦复多困难的计算都能够马上完成，而且

没有错误；任何数学问题都能够立刻解出，或者明白它无解，以及为什么无解。现实生

活中的“数学天才”可能接近了这个境界，但是肯定也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否则我们就

不会还有那么多数学难题没有得到解答，就不需要陈景润耗费了毕生精力去证明那个恼

人的“哥德巴赫猜想”了（那个猜想到现在也没有得到一个圆满的解答）。  
    任何人如果仔细想过他自己的计算能力是如何有限，明白还有多少数学问题自己不能

解答，就应当承认自己的理性并不完全。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许许多多

的“笨人”，他们的计算能力差到极点，连自己的可支配收入足够购买什么样的消费品

组合都说不清——这就是说，他们没有能力搞清楚自己面临的“预算约束”。而这个预

算约束是微观经济学描绘的消费者能使自己的消费最大化个人效用的前提条件。经营企



业比个人的消费需要更为高得多的计算能力，在这方面，人们在计算能力和理性程度上

的局限性表现得更为明显。  
    正因为如此，以“完全理性”为假设前提的主流微观经济模型存在着根本的致命缺

陷，对许多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个人行为和经济现象都不能作出正确的解释。为了弥补这

种缺陷，正确地指导管理者们的决策实践，美国教授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
在研究经济管理中的“决策程序”时使用了“管理人”和“有限理性”的假说。1978年
西蒙由于他对经济管理中的“决策程序”的研究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西蒙的有限

理性假说认定人们的理性是有限的，其根源在于计算能力有限。  
    尽管依据有限理性假说进行的经济管理研究早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主流的

微观经济理论依然毫不动摇地固守它的完全理性假说。张维迎教授的几句“警句”最典

型地代表了主流经济学家们固守完全理性假说的坚定态度。  
    那还是1993年或1994年，张维迎教授刚从英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归来回到国内，在

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作了一场有关当代企业理论的学术报告。本人是这场报

告的忠实听众，还在报告后参加了进一步的小范围讨论。这首先是因为本人虽然在联邦

德国作过博士后访问研究，但是毕竟没有在西方大学里正式留学过，对在西方大学留学

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总存着几分敬意，想听他们简要地谈谈他们在西方大学中新学到的和

自己研究出来的学术成果。另外我也一直对“剩余索取权假说”与科斯的企业理论之间

的关系感到困惑，十分虔诚地想就此向张维迎请教。  
    在报告后的小范围讨论中，我问了张维迎几个问题。也记不清怎么就谈到了主流微观

经济理论的缺陷，我忍不住说出了一直憋在内心的一个想法：经济学的理论要想能够正

确地解释现实的经济，就应当放弃其“完全理性”的分析前提，使用赫伯特·西蒙的“有

限理性”假说。  
    不想这一句话招来了张维迎的尖锐抢白：“什么叫‘Boundary  Rationality’（有限

理性）？那能叫经济学吗？是理性就不能是有界限的！”  
    我当时对他的这顿当头棒喝哑口无言。但那并不是由于已经被他说服，而是因为张维

迎是到我们所来作报告的客人，我觉得出于礼貌的态度，不应当对客人挑起一场不会有

什么结果的论战。  
    当时我还有许多东西没有想透，对张维迎那番话不服气主要是出于外行的普通人都会

有的想法：赫伯特·西蒙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表明他的观点得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

们的认可；你说他的观点“不算经济学”，那你的观点就算经济学了吗？说你的东西比

西蒙的东西更配得上经济学的名称，你却没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且在可预计的未来

你也不象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样子。  
    当然，一个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说是否正确、是否能有效地解释经济实际，不应当以是

否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来判定。可是正如本文前边的论述所指出的，“完全理性”的假

说明显地不合乎实际，而赫伯特·西蒙与“有限理性”假说有关的全部学说却正确地描述

了成功的企业管理行为。这难道还不应当使我们认真考虑“完全理性”假说给经济分析

带来的危害吗？  

            完全理性假说给主流微观经济学带来的尴尬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也几乎都象张维迎教授那样极端教条地坚持“完全理性”的假

说，在分析经济问题时总是认定人们都是理性的。而2004年郎咸平掀起的国有企业产权

改革大论战，却使主流经济学家们在理性假说问题上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  
    前边已经指出，这场论战使主流经济学家们在理性假说问题上陷入了尴尬境地的第一

个地方，是主流经济学阵营中的许多人指责坚决反对“经营者持大股”式私有化的网民

是“非理性”的，而坚决反对“经营者持大股”式的私有化的人在参加国有企业产权改

革大论战的一般群众中却占大多数。这就是说，在私有化这样的经济问题上，主流经济

学阵营中的许多人都把相当多的一般群众看成是“非理性的”；可他们在其经济理论分

析中却一直认定，所有的经济活动当事人都具有“完全的理性”！  
    附带说一句，我认为任何人都不具有完全的理性，许多人的理性更是极为有限的。但

是在去年的这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讨论中，群众情绪化的言辞背后却大都隐藏着十分

理性的思考：人们大多是出于对利益关系的清楚计算而反对“经营者持大股”式的“企



业改制”的，情绪化的激烈言辞恰恰是他们基于理性考虑而反对这样改制的武器。反对

这样改制的群众之所以是理性的，是因为在对个人福利影响很大的问题上、在有足够时

间和经验来认识最终的结果时，绝大多数人还是很有理性的；而被“经营者持大股”式

的“企业改制”严重伤害的群众已经足够多，这些人及其亲友也已经有足够的时间和经

历来体味“改制”的这些伤害。  
    不过，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在理性假说问题上之所以陷入尴尬境地，更重要的原因

却在于：他们的私有化主张严重依赖对少数企业家的崇拜，而如果真象他们宣称的那样

人人都具有“完全理性”，崇拜个别企业家的主要理由就消失了，他们的私有化主张也

丧失了依据。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坚决主张实行“经营者持大股”式的公有企业私有化，其最主

要的理由是：靠优秀的“企业家”才能搞好企业经营，因此需要把企业变为归这些优秀

企业家自己所有，以鼓励其努力经营企业。张维迎教授最详尽地按这条思路论证了“企

业应当归企业家私有”，并把自己的整套理论称为“企业的企业家理论”。  
    但是为了说明优秀的企业家为什么对经营好企业有如此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中国的主

流经济学家们就必须说明优秀的企业家到底与其他的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如果企业家与

普通人没有任何差别，企业家经营的企业就不可能比普通人经营的企业有更好的业绩，

企业家们也不会有任何经济上的重要性。  
    美国的奈特及其追随者强调风险和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决定意义。与这一思想传统相对

应，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常常强调，企业家比一般人更敢于冒风险，这是企业家与其

他人的一个主要差别。有些经济理论模型甚至干脆就以对风险的态度来区别企业家与非

企业家：敢于冒风险的是企业家，厌恶风险的是非企业家。  
    这样把企业家的特点归结为敢于冒风险，其不合乎实际之处显而易见。如果一个真正

的企业家与其他人的差别只在于他比其他人更乐于冒风险，那我们可以一点不差地把企

业家描绘成一个赌徒，这样就会使一切颂扬企业家的理论学说都变成赌徒的颂歌。更糟

糕的是，现实当中的赌徒往往会象李逵那样鲁莽，但是真正的企业家却恰恰是鲁莽的对

立面——现实当中的企业家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往往是处事高明、精明和工于算计。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所颂扬的“企业家”的高于常人之处，主要是他们的“经营能

力”，而这种“经营能力”，应当主要体现在企业家们比其他人考虑和处理问题更周

密、更正确、更有预见性。张维迎教授更进一步将企业家的特殊之处归结为特别的“反

应力”、“想象力”和“判断力”等。当然，真正的企业家所具有的这些能力，应当是

正确地“判断”、“想象”和“反应”的能力，或是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判断”、

“想象”和“反应”的能力。而企业家们的所有这些不同于常人的“能力”，其实可以

归结为一个能力：比其他人更能理性地思考和处理经济问题的能力。  
    但是，一旦把企业家的能力和优于一般人的特殊之处归结为更理性地考虑和决策，对

企业家的全部颂扬就与主流经济理论的“完全理性”假说相冲突：既然“完全理性”假

说意味着人人都有完全的理性，那么根据“完全理性”假说，企业家与其他人就应当同

样都具有“完全的”理性，企业家就不可能比其他人更理性。“完全理性”假说等于假

定了企业家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大概正是由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十分清楚“完全

理性”假说的这一层含义，他们才把企业家的特点归结为比其他人更敢于冒风险，从而

把企业家们贬低成了赌徒。  
    这样，在有关“权贵私有化”的论战中，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在理性假说问题上陷

入了真正的尴尬。这不仅是因为，说广大网民“不理性”直接就违反了每个人都完全理

性的假设；而且更是因为，以“企业家具有常人没有的能力”为理由来为“经营者持大

股”的私有化辩护，这更是与“人人都有完全理性”的观念不相容。  

            用不完全理性来解释企业的存在  

    我们之所以要在这里强调“完全理性”假说给主流经济学造成的尴尬，是因为正是这

个“完全理性”假说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丧失了对企业的认识和解释能力。  
    要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存在的原因和决定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因素，我们就

必须放弃完全理性的假说，承认任何人都会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看到的现实：没有任何人

能够具有完全的理性、完全的计算能力，而单个人的理性虽然都不完全，但是不同的个



人理性不完全的程度极不一样，个人之间在理性思考和正确计算上的能力有重大差别；

人的理性是最珍贵也最稀缺的资源，有效率的企业制度甚至其他许多社会制度的功能之

一就是最有效地配置人的理性这种最稀缺的资源。  
    先说一个有利于张维迎教授等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论点：只要我们承认单个人的理性

都不完全，但是不同个人的理性程度不一样，我们就可以对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甚至企

业存在的理由作出一个很合乎多数人经验的解释——有效率的企业应当让理性程度高的

人作经营者和领导，而让理性程度低的人作被领导者和一般工作人员；而企业的功能之

一是有效地配置非常稀缺的人的理性，通过企业内部的分工让理性程度低的人退出需要

高度理性的经营性工作，让经营性的工作完全由理性程度高的人即企业家来从事。  
    对企业制度的这种解释并不是我的独创，发达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对此早有论述。问

题在于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似乎不知道这一类的论述。当然，“企业使理性程度高的

人与理性程度低的人达成了最有效的分工”这一观点，是与“完全理性”假说不相容

的。但是它合乎许多中国人的经验和关于企业管理的观念。比起主流经济理论的“完全

理性”假说来，“企业使人按理性程度高低达成了最有效的分工”这一观点给了“企业

家”的地位一个相对合理得多的解释。  
    当然，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不肯放弃完全理性假说，也是因为他们有许多不可言说

的隐蔽苦衷。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一直主张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地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为此而不

惜把国有企业所有权白送给现在在职的国有企业经营者。他们为这种私有化作辩护的唯

一理由是可以因此提高效率。可是谁都知道，如果企业经营者的经营能力差，企业是不

可能有经营效率的。这样，如果承认许多人的理性程度不高，能够提高企业效率的国有

企业私有化就必须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变成了私营企业所有者的那个企业经营者是个

真正的“企业家”，他思考和决策的理性程度应当比其他人高。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

的问题之一恰恰在于：谁能正确地挑出这个“最理性”的企业家来持有企业的决定性股

权？  
    正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主张的那些私有化方式，把决定私有化了的企业由谁控制的

权力全部交到了少数几个政府官员手中。而正是这同一些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又一贯

宣扬政府对企业事务的任何干预都只会将企业搞坏。现在让政府在决定企业由谁永远拥

有、永远经营这样决定性的问题上如此强地干预企业，难道这样的政府干预反倒会搞好

企业吗？而为了能替这样不公平的私有化辩护，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确实需要抹煞人

的理性的不完全，以便回避“变为原国有企业的新所有者的那个人是否有足够理性”这

样一个致命的问题。  
    承认人的理性不完全、理性是最稀缺的资源之一，使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人共同工作的

企业存在的一个根本原因。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本能地排斥对企业存在原因的这样一

种解释。  
    在现代的工业化经济中，高度发达的分工在技术上有较高的效率。这样高度发达的分

工往往导致同一件有效用的物品由许多个人分工生产，单个的劳动者并不独立完成生产

该物品的全部工作，而只是专门从事这整个生产过程中的某道工序，就象一个流水线上

的工人只在每辆汽车上拧上几个螺丝钉，而并不生产整个汽车。  
    但是，为了有效地进行这样高度分工的生产，生产完整的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应当得

到合理的安排，在每道工序上工作的工人都必须与这整个生产过程保持适当的联系和数

量比例关系。  
    如果每个工人都通过自己经营的一个企业来加入这个生产过程，每个工人就不仅要筹

划如何完成自己这道工序的工作，而且要了解和考虑相邻的上道工序、下道工序以致整

个生产过程的情况，以免自己由于不清楚相邻工序的情况而在采购和销售上吃亏。人人

都超出自己工作的工序而去考虑整个产品生产过程的全局，就使得一个生产过程的全部

参加者所作的考虑和筹划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互相重复的：他们都在费心费力地考虑和

筹划同一个生产过程。  
    如果人的理性是完全的，如果人的理性不是一种极其稀缺的资源，同一个生产过程的

各个不同参加者的这种相互重合的考虑和筹划不会给人类带来任何危害。但是可惜，人

的理性是一种最稀缺的资源，理性地思考和筹划不仅耗费人们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而且

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痛苦；而且即便如此，人们也无法达到完全理性的境界。这样，能节



省人们的计算工作、节约使用人们的理性的机制、组织之类的“制度安排”，就可以极

大地提高人类经济活动的效率。  
    由这种有限理性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极容易地解释为什么许多人会在同一个内部有

高度分工的企业中工作：这样的企业由其内部等级制组织的最上层这同一个中心考虑和

筹划生产同一个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而在该企业中工作的每一个职工理论上都可以只

考虑和筹划他自己从事的那道工序的工作，不必再费心费力地考虑和筹划自己从事的工

序之外的事情。这样，就一个企业的整体来看，可以大大减少人们所必须进行的计算工

作，极大地节约使用人的理性思考，使极为稀缺的人的理性得到有效的利用。  
    由于形成企业是为了节约使用人的理性，避免在考虑同一生产过程中上下工序衔接上

的许多重复劳动，因此现实生活中的企业所一体化的，大多是生产同一产品的相互连接

的各道不同工序。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为什么固守完全理性假设？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固守完全理性的假设，当然想不到需要企业的上述原因。张维

迎教授更是放弃了科斯对企业存在原因的“交易费用”解释，坚持更为古老的奈特论

点，认为企业存在的必要性来源于不确定性。这样把需要企业的原因归结为对付经济生

活中的不确定性，当然有利于强调张维迎教授的核心观点：企业家的特殊经营决策能力

极其重要，因此企业应当归企业家私人所有，因为对企业本身的需要其实来源于对企业

家的需要。  
    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原因，使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不会愿意放弃完全理性假设。  
    一个原因是完全理性的假设有利于神化企业家，有利于把他们说成是永远不会犯错误

的——既然人人都具有完全的理性，企业家当然更是毫无疑问地具有完全的理性。于是

我们就可以把企业家们看成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人，他们在给定的可利用信息范围内所

作出的决策必定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他们作出了不利于整个企业的决策，那只能是因为

这个企业不属于该企业家自己。要使企业家不作出对企业不利的事情，就只能把企业变

成企业家自己的私有财产。  
    这样，“完全理性”的假设就自然而然地导向了一个结论：只要解决了企业的“产

权”问题（让企业归其经营者私有），靠企业家—企业领导一个人就可以正确地解决一

个企业的一切问题，不需要别人参与决策，更不需要员工们发挥参与管理的积极性，外

界的其它任何干预也都是多余的，只会不必要地多耗气力。于是神化企业家的事业大功

告成，除了需要把企业送给其经营者私人所有之外，对企业家的任何约束都被说成是有

害无利。  
    以“完全理性”假设来神化企业家的方式只有一个弱点：它需要所有的人都忘记，这

个假设也假定任何其他人都与企业家一样有完全的理性，因而我们可以用任何一个普通

老百姓来替换任何一位大企业家，不必把这些永远正确的企业家看得多么金贵。  
    完全理性的假设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它使主流微观经济学可以把任何市场交易都说

成是有利于交易的任何参加者。而只要人的理性不完全，市场上的交易就可能变成“双

方都自愿”的掠夺，理性程度较高、计算能力较强的人从这种交易中发财，而理性程度

较低、计算能力较弱的人则由于交易而状况变得更坏。  
    近些年中国的许多金融把戏，就是这种“聪明人骗傻子钱”的诡计。成千上万理性程

度不够的股民相信了“股票投机一定赚钱”的神话，在股市中被那些更为理性的庄家们

骗得倾家荡产。所谓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更是放纵那些较具理性（比较狡猾）的企

业家们，打着“自愿交易”的旗号欺骗理性程度低一点的企业职工、人民群众和政府官

员，以“交易”为名侵占人民的公有财产。  
    简单的逻辑推理已经足以说明，坚持完全理性的假设，把所有人都说成是完全理性

的，就可以抹煞一个许多人都已经看惯了不觉得奇怪的事实：市场上的交易往往会最终

伤害交易中的某一参与者。按照完全理性的假设，既然任何人都是完全理性的，就没有

人会自愿地同意一笔最终会损害自己的交易，也就不可能达成使某个交易参与者受害的

交易。而如果人的理性有限且在个人之间分布不均匀，理性程度较高的人就完全可能使

理性程度较低的人“自愿”接受一笔最终损害他的交易——那个理性程度较低的人完全

可能由于在交易中“算错了账”  而吃亏。  



 

    由此观之，一贯相信市场万能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当然会非常喜欢完全理性假设，

因为它有助于否认“聪明人”所作的交易损害交易对方的可能性。  
    由于上述的种种考虑，看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还会在其经济分析中继续坚持使用

完全理性的假设。 

文章来源：中国学术论坛网 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1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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