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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黎  

  

  自从高等数学被引入经济学，经济学就起

飞了，朝着“科学”的高地开足了马力。

  

  可惜经济学的起飞并没有牵引现实地面上

经济的提升，而是带来了学术研究数学模型化

的泛滥。如今大大小小的经济学论文，如果想

跻身“学术”之列，必定得先弄件数学模型的外

套把自己打扮成“科学”的模样。相应地，对论

文的评估首先问的也是“用的是什么模型？”。

数学在经济学领域不停的跑马圈地，俨然已成

霸权之势，使得研究人和社会经济行为的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不断被边缘化，甚至得打出“人文经

济学”这样的旗号为自己保留半亩田园（茅于轼先生不久前便发起成立了“人文经济学会”）。当

然，不可否认，数学模型的大规模应用的确给论文写作带来了便利，模型掌握得熟练可以大大提

升论文产出的效率。这种效率的大幅提升，正是笔者所谓“起飞”的主要含义。但是，在为效率欢呼

之前，我们必须得问问：生产的是什么？粮食还是垃圾？我的答案，已经在标题里了。

  

  先做一个性质的界定：以数学为代表的数理学科（可以推广到自然学科）是严密逻辑下的公

式、定理型学科；经济学是松散逻辑下的观点、见解型学科。也就是说，这两门学科本质上是“异

质”的。经济学虽然也像自然科学一样充斥着大大小小的“经济学定理”，但和科学定理的完备、严

密性完全不可等量齐观，几乎每个经济定理都可以找到反例去消解、甚至颠覆。不同立场的经济

学家对某些经济学定理的质疑和反驳以及反反驳构成了经济学界蔚为大观的“百家争鸣”。也正因为

经济学是“观点和见解”的学科，所以才会出现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颁给了哈耶克和缪尔达

尔两位观点和政策主张有明显差异（甚至是对立）的经济学家这样的“美谈”或“笑谈”。

  

  承认经济学是“见解和观点”的学科并不等于排斥数学工具的使用。任何一门学科都可以借用数

学工具来提供数据和帮助直观的说明问题（例如“基尼系数”对贫富差距的直观表述就是对数学很好

的借用）。但是，数学（这里特指高等数学）的逻辑推理不应该代替经济逻辑的推理，不应该成

为经济学体系的主干，而只能是被“借助”的工具。因为经济学中主要参数的变化规律不同于自然参

数的变化规律。自然界参数变化规律最大的特点是“机械性”，经济参数变化规律的特点在微观上是

“人性”，宏观上是“社会性”，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都呈现出强烈的“复杂性”。高等数学的推理表

面上是借助了更高级的分析工具，而实质上是用简单的、静态的、机械的数理逻辑取代了复杂

的、动态的、非机械的社会逻辑。以人的行为和选择为逻辑起点和主线的社会分析被抽空了，经

济学的核心部分也就被偷梁换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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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两者逻辑规则不同更致命的是逻辑推导的基础先天不足——经济学变量数学化过程中假设条

件的过度简化、理想化和抽象化。这三个“化”像三把斧头，把立体丰满活泛的经济学变量大刀阔斧

削足适履地劈成了x、y、z，用一根平滑的曲线穿心而过，让他们在方程与函数规定的路径上“自

由”的移动。经济学变量如此的数学化过程可以说是个僵化和异化的过程，如同把人异化成了扯线

木偶，然后还说这个木偶的运动完美的符合牛顿定理，伟大的苹果落下来不仅砸出了通往科学的

大门，同时也敲开了窥视人类社会发展的窗户。（笔者之所以赞同上面所提到的“基尼系数”的数学

表达方式，理由就在于第一它没有不符实际的假设，第二是没有用数理的机械逻辑来代替经济学

逻辑，而仅仅是在表达上弥补了语言表达之不能和低效，这样的数学工具相信所有人都非常欢

迎。）

  

  有人会说自然科学的模型也存在同样的抽象化、理想化问题。但是，抛开程度不谈，自然科

学的干扰变量一般还在本学科范围内（例如运动学中有空气阻力，但阻力仍然是物理范畴）；但

经济学科的干扰变量——其实不应该说是“干扰”变量，很多情况下是决定性的变量——很多来自其

他领域，小的方面如人的心理、情绪、认知；大到社会、文化、政治。这些因素很难用数学模型

来表示、量化和推导，而只能根据常识、理性和历史经验来进行判断。

  

  “常识、理性、经验”，有人会说“经济学岂不是太简单了？”，YES！ ——and NO！看看我们经

历的无数经济政策失误和经济危机，哪一个错误不是因为常识和理性的缺失？哪一个又是因为数

学模型不够先进？偏导数少求了两阶？再想想“看不见的手”这个现在看来多么浅显的常识，我们花

了多少时间多少代价才真正承认它是常识？

  

  单个的常识固然简单，但在众多常识的共振与冲突中理出脉络搞清轻重缓急并且坚持理性之

眼不被四处泛起的泡沫所遮蔽，这就不简单了。

  

  经济学各个学派之所以会存在不同的观点，原因往往就在于各学派对于众多的经济变量和常

识的重要性排序不同。亚当斯密发现了市场的力量但忽视了政府也是市场的重要一员，凯恩斯则

为政府对经济的参与正名并将其重要性推到了过分显赫的位置；货币学派不遗余力的强调货币对

经济的影响有多么巨大，而理性预期学派则告诫大家由于预期的存在，政策的实施往往得不到期

望的效果。这些观点都包含对某些方面常识的发现和强化，但同时也难以避免地对另外一些影响

因素的忽略和遗漏，都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经济现象的“管窥”。一个优秀的经济学研究者持不同的

“管子”看见不同的豹纹之后，要能根据现实的情况整合出一只完整的豹子。看到的是树木，但心中

得有片森林，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教科书式的肤浅”。

  

  退一步讲，即使是某些看似完美拟合现实的数学模型，其核心往往还是难以用数学公式去把

握的。例如股票估值模型，无论采用的数学模型多么复杂和华丽，其基础和最关键的内容都是对

公司未来利润的判断。如果利润获知了，那无需动用任何数学模型，一个有点经济常识的老大爷

用铅笔加计算器也能做出正确的投资判断；而利润估计错误，那再华丽的模型也只能得出漂亮的

向下亏损曲线（但不得不承认，股票估值模型强化了“现值”、“贴现”等经济学常识，算是对经济学

做出了贡献）。而对未来公司利润的判断，那就是“功夫在诗外”了。

  

  “功夫在诗外”——这是学习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很多社会学科和学习数理学科的一个重要的区

别。学习数学的人可以心无旁骛闭门造车，不问政治风云不管社会冷暖，一个定理就可以是一个

世界，一个方程就可以开启一个未来；而经济学相反，你必须把相关的各个领域的重要因素一一

遍历之后，才有可能得出一个靠谱的论断。经济学的关键不在于逻辑的高深和推理的强悍，而是

如何在复杂的、动态的各种联系和不确定性中找到平衡。相应地，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不是高端

的逻辑推理，而是思考问题的综合性、全面性和前瞻性——有时我们笼统的称之为“直觉”。当然，



又有人会说 “直觉”这东西怎么去评估？尤其在进行规范研究的时候，短期内往往是没有一个最终

的“实践”去供我们检验真理的。但这是大多数社会科学都永远无法完全解决但必须得面对的问题。

比如评价一个人的文采就肯定不如计算他的词汇量那么容易、那么“有理有据”。但是，就像我们不

能因为评分方便而取消高考作文改成考生词汇量大比拼一样，不易评估并不能成为我们放弃正途

另辟蹊径采用其它研究方法的理由，这是舍本逐末。经济学的第一要义是求真，而不是追求评判

的标准化。在争议的真实，和科学的虚幻中，只能选择前者。我们本来就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真

实之中。在不确定中寻找经济事件的因果与联系，并将这些因果联系强化、纳入到经济学的常识

（或知识）范畴，这才是经济学发展的正途。

  

  可惜的是，在高等数学的大规模应用给经济学研究插上翅膀以后，我们并没有在正途上越走

越快，反而是在迷途上越陷越深。恩格斯一百多年前一句：“一门学科只有当它用数学表示的时候,

才能被最后称为科学”似乎给经济学的数学化提供了理直气壮的理由。但是，当我们挥着数学的翅

膀，在“科学拜物教”的朝圣之路狂奔了大半程之后，也该停下来问一问：“科学”的含义到底是什

么？是对真实的揭示还是对形式的偏执？

  

  经济学是属于现实大地上的学科，它的双脚应该牢牢的踏在现实的土地上，它本来就不该起

飞。因为经济学所追求的真理不在数学模型搭建的理想化天空里，而在我们现实生活的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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