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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理论经济学几个方法问题

蔡定创

2011-09-02 11:14:54    

   

蔡定创 

  经济学理论对一个国家、民族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对个人来说，从事投资、企业管理，都需要掌

握相应的正确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才能在竞争中获胜。因此，经济学是社会学中最重要的学科之一，也正因为此，

参与经济学研究的人特别多，经济学具有最为厐大的体系。人们经常抱怨，在经济学中的同一个论题，常常可以看

到相反的结论，因此就断言，在经济学中无科学可言，忽视经济学。为了使人们正确地认识经济学，掌握经济学正

确的知识体系，下面讨论的有关经济学方法问题，可能对正确认识经济学理论特别有帮助。 

 

  一、关于理论目标问题 

 

    经济学的目的无疑是为了解决现实中重大的理论问题、解决一个国家、民族的经济发展问题，这是极终目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建立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建立基础理论。但经济学研究中也同样大量存在着对“马尾巴

功能”的研究。例如，我国的一些西方经济学者，在西方经济学理论这个体系来说己基本比较完善的情况下，仍意

图在这个体系内作理论突破，因此，各种技巧都用上了，包括复杂的数学工具，但却看不到任何实用价值，或有为

实用打基础的价值。其原因就在于，这些理论研究者将实现理论突破设定为理论目标，陷入了为理论而理论的循

环。当然，这种理论不管对与错都不值得化费时间。   

  

  二、 关于抽象范围问题 

 

    经济学如果仅仅是对现象进行描述，那不是理论。现象纷繁复杂，理论的过程是抽象的过程，是从纷繁复杂的

现象进行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由现象到本质的过程。 

同样是作抽象，不等于就能形成正确的能用于指导你当前行动的理论。这其中还有一个所抽象的范围大小、时

间长度的问题。 

    例如：价格的形成规律，所抽象的范围就有，商品价格范围、劳动力价格范围、股票价格范围。如果分别在这

三个范围内对它们进行理论抽象，就会形成三种不同的价格形成规律，各自适用于这三种不同的情况；如果将它们

这三个范围合并成一个大范围进行抽象，如果能进行这种抽象并且找到其中的共性（或规律）的话，那么，这种共

性（或规律）才能适用于这个大范围的情况。这是从范围的角度方面来说的。 

    从时间的长度来说，自由竞争时代通过理论抽象所产生的价格形成规律理论，在经济发展到了垄断阶段后显然

就不能适用了。因为到垄断阶段后价格因垄断而发生了变化，这里包括了买方垄断、卖方垄断、信息不对称等等。

就是为什么早期建立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边际效用理论、由供求曲线所描述的均衡价格理论，在近二十年来



都需要用修正了的新理论来替代。 

    但是，既使是己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最新价格理论，也不能适用于当前在商品期货市场的价格形成的情况。最近

十年由垄断金融所造成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中的标的物价格形成机制，己经与所有过去了的价格形成机制完全不同。

这就是说，原有的价格形成在理论抽象过程中，从抽象的范围来说，没有包括期货市场，从抽象的时间长度来

说，没有包括最近十几年来国际垄断金融形成后的情况。 

  西方经济学中有很多宏观理论，例如由市场价格配置资源的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等等，都是建立在还是很早期

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由供求均衡形成价格的理论的基础上的。 

    在货币理论方面，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相同的情况。当前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并用于指导我国货币政策的西方货

币主义理论，来自于弗里德曼对美国1960年前一百年来货币政策与经济总量关系的实证研究，从理论抽象范围来

说，只是美国一国的、金本位制时期的货币范围（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至1971年才与金本位制彻底脱钩），从

抽象的时间长度来说只有一百年的货币历史。 

    我们先不论及弗里德曼的理论抽象在这一段的时间与范围是否是正确的抽象，因为即使是正确的抽象，也只能

适用于金本位制时期货币的情况，对于之前的完全商品货币时期与当今的完全信用货币时期，显然是不能适用的。

    因为,在完全商品货币时期，货币的数量多少，并不能影响到商品的价格，当货币数量多于交换所需要的货币

时，货币可无条件地退回到原来的商品形态。 

    在当今的信用货币时代，一方面过度的信用扩张固然也是引起物价上涨的一个因素，但信用扩张同时也是经济

发展的必要手段与动力；另一方面，引起物价大幅上涨的原因并不像金本位制时期那样仅仅受制于商品供求关系，

而更多的是受制于垄断因素与过剩资本的炒作等多方面。 

    所以，显然，弗里德曼的“所有通货膨胀（这个概念当今己经泛化于指CPI指数上涨）都是货币或货币数量问

题”并不具有对比金本位制货币时期更长的时间长度，比美元国际储备货币更大的范围的适用性。我国用此早己过

时的货币理论指导货币政策，意图通过紧缩货币来控制输入性通胀与因资源紧缺、或因垄断因素所造成的物价上

涨，是明显地显示出牛头不对马嘴的。 

    我在《货币迷局－当代信用货币论》中，就十分注意理论的抽象范围问题与抽象的时间长度问题。从抽象的时

间长度方面来说，既考察商品货币时期的货币状况，也考察金本位制货币时期的状况，更考察当今信用货币时期的

货币与过去的货币比较发生了哪些变化。从抽象的范围来说，既考察中国的非国际化的货币，更考察美国等处于国

际储备货币地位的货币，涵盖考察上好下至今所有状态的货币。是一种对至今货币全历史、全方位的考察，因此才

有可能适用于当今的情况。 

  

  三、关于实证方法问题 

 

    在弗里德曼用美国1860年至1960年一百年来的货币政策与经济状况的关系以证实他的“通货膨胀无论如何都是

一个货币现象”的结论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一度被当作经典而被西方一些学者所鼓吹。当然，理论需要用实践

与经验来验证，这一条是无疑问的，但不能反过来说，实证就一定能出理论。虽然，我们有些理论是通过经验总结

而来的，理论方法的其中之一就有一个归纳法。用归纳的方法找出事物发展的规律，也是实证的一种方法。 

    但是，社会生活领域与自然科学领域有很大的不同，由于社会由人参与的，人的参与就有博弈的因素，因此，

引起社会事件的发生，往往原因更复杂，各方面影响的因素更多；同一事件引起发生变化的原因很多，而不同的时

间与不同的地点，各种影响的因素往往又会发生变化。 

   一个社会系统中，我们举物价为例，引起物价变化的原因就很多很多，而且在不同的时间里会有不同的是影响

因素。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有成本因素、竞争因素、货币数量因素、资源紧缺因素，等等；在垄断金融资本

主义时代，除了上述这些因素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因素；例如，炒作因素、垄断因素，等等。 

    这也就是说，在社会系统中，影响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往往很多，如果单方面地从一个方面来考察原因与结果

之间的关系，虽然也能构成因果关系，甚至也能被实证而证实，但是，必然地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就以上述物价为

例，引起物价的涨跌有成本因素、竞争因素、货币数量因素、资源紧缺因素、炒作因素、垄断因素等等五六种，如

果仅仅是拿出其中的一个货币因素来考察，说无论何时何地，物价的涨跌都是一个货币现象，这不是很荒唐吗？ 

    我们来看看实证的过程，如果我们采用使货币贬值的方式增加货币发行，货币贬值了，物价必然上涨，因此，



此种货币增发与物价上涨是因果关系。也能被下一次同样的因果关系所证实。但是，这里我们明显地可以看到，只

有在因为货币是采用贬值方式增加发行的时候，才会引起物价上涨，并不是任何增加货币发行都会引起物价上涨；

而且，并不能将凡是物价上涨都归于因为货币的增加，因为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会引起物价上涨。如果我们将凡物价

上涨都看成是通货膨胀，都来紧缩货币，减少货币的供给，那不是相当荒唐的举动么？ 

我们再来举一个由实证而产生荒谬的例子。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因为在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实证过程

中，曾经用过一种叫做“时序”实证的方法。所谓时序实证，就是前一个时序中货币量的变化，在后一个时序中，

可以观察到物价的变化。其实这个被弗里德曼看得很重的时序实证方法，同样存在巨大的逻辑漏洞。 

    但是在货币与物价的关系问题上，不是那么常识，而且是似而非，因为并不是绝对没有关系，有时候恰恰是逻

辑颠倒。因为，非货币的其他因素而引起的物价上涨，就会引起对货币需求的增加。这也就是说，不是因为货币增

加而引起物价上涨，而是因为物价上涨而引起对货币需求的增加。所以说，在地震与“老鼠到处乱跑、蚂蚁搬

家”这种常识问题上，人们是因为常识而不会相信荒谬，但当人们一旦离开了常识的领域时，将荒谬的结论当作圣

经也就毫不为怪。  

 

  四、关于经济学理论源问题 

 

    经济学理论源在哪里？经济学理论源于现实人的社会实践，源于现实的经济运行，这一点在经济理论大师们那

里本来是早己解决了的问题。己有的马克思经济学也好，西方经济学也好，我可以看到，这些原创的理论体系，基

本上都是建立在对历史的、现实的经济考察、人的行为考察的基础上的。尽管这种考察有时会在对象与范围方面可

能会发生一些局限性，或在实证时、作理论抽象时可能会发生一些错误，但是，他们在理论源于人的社会实践，源

于现实的经济运行这一点上多数人并没有错误。 

    在这个问题上容易犯错误的是引进理论的国家。由于经济学理论高度抽象，引进理论的国家的学者们，很注意

引进理论的原理、理论的结论，而往往忘记原创理论家们在作理论抽象时的历史环境与作理论分析时的假定条件。

我国的经济学者在这个方面容易犯的错误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来源于局部的、或是某一个历史阶段中片面

的理论，当作全历史的，不分条件不分阶段的普遍真理，不加条件、不加分析地四处乱套于各种情况下的现实。在

种做法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教条主义。另一方面出于理论具有能动地指导实践的作用，在人们取得成功后，往往主

观地夸大这种作用，认为对经济现实是可以不遵循经济规律，凭主观的想象就可以任意地进行规范的。  

    我国学界原有的经济学体系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和西方市场经济学理论体系。由于经济学体系都是引

进的，虽然也有部份针对国内情况而进行的应用方面的具体加工，但从理论体系方面来说并没有脱离这两大派。这

两大派理论都存在着将局部的，有条件成立的理论结论，教条地当着普遍的应用结论来规范现实。在革命战争年

代，曾经就发生过以王明为代表的那些在苏联学习得比特别好的革命者，教条地引用苏联革命的成功经验于中国实

际，就产生过越是学习得好的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越是严重的情况，倒是毛泽东主席源于中国现实才创造性地提

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道路，才将革命引向胜利。但是在战争年代里有惨痛的失败、流血的教训来惩罚

这些教条主义者。但在经济建设时期好与坏的界限就不那么明显，教条主义的、主观瞎指挥的失败也可以用是似而

非的理由来混淆。因此，理论上的各种错误往往很难分辨与得到纠正。 

    我国改革开放后，主要受两大教条主义的影响。一是市场原教主义者套用西方国家自由竞争时代的经济规律，

不顾市场的国际国内环境条件己经发生了的根本性的变化，不顾我国在原计划经济条件下权力集中，并没有形成对

权力与资本进行制约的社会政治环境，一切市场化，包括了医疗、教育社会公共服务，因而包括了权力市场化，导

致我国迅速地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二是对这几年来所发生的输入性通胀、CPI物价指数大幅上涨，又

不顾在国际垄断金融资本条件下市场价格的生成机制己经发生了的根本性的变化，套用西方货币主义的教条，“通

货膨胀无任如何都是一个货币现象”，用反复地紧缩货币来人为地制造危机。 

    既不了解中国现实、也不去理解当今的世界经济己经发生了哪些变化，是那些从学校到学校，从学校到研究所

的经院经济学人极容易犯教条主义的基础。由于经济学理论过于抽象，体系又过于厐杂，往往就产生出一些经济学

理论学者学得越深，所形成的思维定势越严重，越是习惯于用具有局限性的固有的思维定式来套用丰富的现实。虽

然经济学原创理论者并不一定会违反理论源于对现实的抽象的规则，但后来学习者往往忽视当初理论原创者当时所

处的理论环境与现实环境、所选取的理论抽象对象与抽象范围、分析模型的假设条件等。  



    站在教条主义的反面的则是在经济实践中过份地强调主观能动性作用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学者。这些人在看清西

方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经济实践所产生的遭糕结果后，产生了对西方经济学不屑一顾的心态，由此当然也就分不清

楚，那些理论原理与市场规律在市场经济中仍然有作用，那些理论原理与市场规律己时过境迁，或者只在限定的条

件下部份地起作用。由于己看到了原有的市场经济规律都会失效不起作用，也就产生了对什么经济规律、经济理论

都不信任的态度。这时候往往就陷入了凭主观的臆想构思一种经济学的虚幻境界。 

    其实，主观主义的命令经济学在中国也很有传统。由于中国早期经历是计划经济，这种经济体制也被一些人称

之于命令经济。这种经济在很大程度上的确需要靠人的主观能性的发挥，因此，以人们以主观想象来规划经济的思

维习惯也被一些人带到了市场经济的时代。还有一种原因是对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缺乏艰难的多方面的了解与研

究，也缺乏对事物理解的辨证的哲学思维，看问题往往习惯于表面化，浅层化，因此，以主观想象来代理对客观的

现实的十分辛苦的考察，主观规范地经济政策应该如何如何，也成为一些基础理论比较浅薄的学者热衷的对象。这

些人并不懂得人们在经济实践中产生错误的原因主要的是不能认识经济运行的规律、人们在实践中必须遵循经济规

律办事才有可能获得成功。经济理论的任务是对经济运行规律的揭示，只有建立在对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

的经济规律认识的基础上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对实践有指导作用。 

    客观对象是理论的源泉。缺乏对客观的经济现实源与理论应用对象的深入理解与研究，是犯教条主义的原因；

脱离客观现实，也是犯主观主义的原因。 

    主观主义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时代，在人们的革命热

忱过去后，由于缺乏对人的行为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规律的尊重，主观地认为可以依靠号召、学习、命令，就

可以发挥各个层级中的生产者在生产中的积极性，结果是基层的生产积极性不能发挥出来，其他层级中生产者的积

极性也不能很好地发挥，经济管理中的主观主义严重，整体国民经济发展缓慢。 

  在现今的市场条件下，内需不足、经济发展转型，喊了很多年，不少经济学者也出了很多主意，就是不解决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