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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科问的交叉和融合已经成为当代科学研究的重要趋势之一，实验经济学正是这一趋势中的典型代表。从实 

验经济学的历史发展和主要研究成果出发，论述了实验经济学的跨学科特征和表现，并进一步分析了实验经济学存在的问 

题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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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2002年 l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 

布将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普 

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尔·卡纳曼 (Daniel Kah— 

neman)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弗农·史密 

斯(Vemon L．Smith)，以表彰他们在心理经济 

学和实验经济学研究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 

作，这似乎标志着实验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 

学领域中的“显学”。实际上，在最近的20多 

年中，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很快，研究成果也 

在急剧增加。这些实验经济学家们已经建立 

了进行实验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系统性 

方法，开展了种类繁多的研究课题，其中涉 

及到价格机制、拍卖市场 、资本市场、决策行 

为、公共政策设计等众多领域的问题，他们 

的工作正在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从学科范式的演化来看，实验经济学的 

特点就在于不同学科之间大跨度的交叉，尤 

其是研究方法的移植和交叉，为经济学的发 

展和创新提供了新的推动力 。 

1 实验经济学与经济学研究的演化 

在以往的经济学传统中，存在着一些基 

本的理论假设和研究范式，如一般均衡理 

论、预期效用理论、纳什均衡等，这些理论充 

满着各类主观假设和理想化设计，而这些假 

设和理论前提又是未经过验证的，有些假设 

甚至与实际经济生活存在明显的分离。但另 

一 方面，现代经济学在倡导实证研究方法的 

同时，却将严格实验的方法排除在外。实际 

上，现代经济学在思维方式上始终存在着矛 

盾和冲突，因为它一方面力图摆脱传统的政 

治经济学范式，将 自身改造为如同自然科学 

那样的、倍受尊崇的严格性实证科学；但是， 

由于现代经济学囿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 

研究方法的不成熟，一直无法彻底摆脱古典 

传统的影响，众多的经济学家们始终强调经 

济学研究对象不同于自然科学，严格的实验 

方法和数学方法不能根本解决经济学问题。 

因此，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更多地是不同理论 

或范式的相互更替，而不是知识的不断积累 

和延伸，流派越多，思想的混乱也就越多。实 

验经济学的主要 目标就是要改变这种充满 

假说而又缺乏明确结论的 昆乱局面。 

从思想渊源上看，实验经济学的思想可 

以追溯到 1783年数学家伯努利关于 “匹兹 

堡悖论”的研究工作。但一般认为，实验经济 

学的研究工作大致开始于 2O世纪30年代， 

最初的标志性工作是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伦 

(Eduard H．Chamberlin)关于垄断竞争的研 

究。随后还有 1931年索斯顿(L．L．Thurstone) 

用实验方法来研究个人偏好的无差异曲线， 

1951年 Mostellerhe和 Nogee关于在不确定 

性条件下研究个人偏好的问题 ，以及 1953 

年 Allais提出的阿莱斯悖论。然而，对实验经 

济学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弗农·史密 

斯。1956年，史密斯首次在课堂上以他的学 

生为对象进行竞争性均衡实验，来测定市场 

价格在供求双方的作用下是如何发生作用 

的，并测定外界条件改变后的价格反应机 

制。1962年，史密斯发表了那篇具有奠基石 

性质的论文《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从 

而确立了他作为实验经济学奠基人的历史 

地位。 

进人 20世纪 80年代以来，随着整个经 

济学理论架构的改变，史密斯及其他经济学 

家除继续延续以往的工作外，又将博弈论引 

人实验经济学，并作为其理论的基本框架， 

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实验经济学的局限 

性，成为一种更具普适性的研究范式。目前， 

实验经济学领域十分活跃，影响也越来越 

大，它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 。 

从实验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和主题来看， 

它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市场均衡和市场出清理论的实 

验研究。这个领域的工作主要是延续了张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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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和史密斯的研究思路。史密斯认为 ，真实 

市场 交易中的价格形成 与标准理论是不 同 

的，一般均衡的实现需要很长时间。他的实 

验结果和后来的其它实验都表明，在严格出 

清的市场条件下，任何时期的市场从未达到 

过竞争均衡 ，市场交易价格只是会逼近理论 

上的均衡价格和商品出清时的价格。 

第二是个人选择和期望效用理论的实 

验研究 。这～研究传统源 自于 1931年索斯 

顿关于无差异曲线的研究。针对主流经济学 

关于理性原则和效用最大化 的假设，实验经 

济学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他们力图通过实验 

手段 ，了解影响个人效用偏 好的因素和规 

律 最初 的实验(包括索斯顿和 Mostellerhe 

的研究)基本上都从正面肯定 了新古典经济 

学的无差异曲线和效用原则 ，但是法 国经济 

学家 Allais对此发起 了挑战 ，他通过实验质 

疑了效用理论关于偏好的独立性 、传递性以 

及替代性公理化假设。此后，又有许多学者 

进行了大量的实验 ，都得出了类似结论。 

第三是博弈论的实验研究。这类实验的 

研究范畴很广，涉及信誉效应、公用品抉择 、 

议价过程等。最早的博弈论实验是 1950年 

Melvin Dresher和 Memil Flood进行的 ，他们 

的实验主题是“囚徒困境”。实验结果显示 ， 

实际所观察的行为与博弈论所预测的结果 

正好相反 ；但实验也验证了博弈论的另一个 

预测 ，即对个 人行为的刺激 ，在某些情 况下 

可能会给合作博弈带来相当的难度 。随后关 

于“囚徒困境”的实验数 以百计 ，其中最有代 

表性的有 Lave(1962)、Rapuport和 Chammab 

(1965)所进行的实验。 

另外 ，实验经济学家们还进行了产业组 

织方面的实验，主要特征是构建虚拟市场和 

组织形式，在不同的信息和市场条件下，研 

究人的行为和组织结构的变化 ，尤其是对市 

场价格的影响。 

2 实验经济学的跨学科分析 

从 20世纪的知识发展来看 ，学科间的 

交叉和概念方法 的移植已经成为各门学科 

演化的基本动力之一 ，分子生物学 、复杂性 

科学、纳米科学 、人类基因组计划等学科或 

科研领域，无一不是学科交叉的结晶。当代 

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显 

然，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已经展示 

出它具有典型的跨学科研究特点(其名称本 

身就是实验科学与经 济学 交叉 的结果 )，其 

独特魅力和创新动力正是来 自于它广泛吸 

收 了自然科学的理念和方法 、心理学的研究 

成果和不同的经济学思想。 

2．1 科学实验方法的移植 

毫无疑问 ，将在 自然科学中广泛使用的 

实验方法引入经济学并作为核心方法 ，这是 

实验经济学最主要、最明显的特征。传统上， 

经济学习惯于被看成是～门非实验的科学 ， 

因为经济学家如 同天文学家或 气象学 家一 

样 ，必须直接观 察现实世界 ，绝对依赖 现场 

数据 然而 ，张伯伦、史密斯 、Allais等人并不 

认同这种传统观点，他们更为强调经济学的 

假设如同 自然科学的假设一样 ，必须接受严 

格的 、可控的科学实验的验证 ，才能决定接 

受或放弃。 

自牛顿将其科学理论定义为 “实验哲 

学”以来，实验方法已经 日臻完善，具有成熟 

的理论基础和操作规范。与传统经济学研究 

方法 相比，实验方法的优点表现在两个方 

面，即实验的可控性和可重复性 。可控性是 

指通过实验方法 ，研究者可 以人为地去干 

预 、控制研究对象和研究过程 ，即研究者可 

以根据 自己的设想来设计实验过程和实验 

环境 ，并且能在实验过程中进行人为的调节 

和控制 ，以便能更好地揭示对象 的内在本 

质。显然 ，在真实的市场中，对象和环境是难 

以控制的，研究的进程也是难以预料的，相 

关数据或者无法取得 ，或者难以精确取得 ， 

因而也就无法对现有 理论或相互矛盾 的不 

同理论做出取舍。例如萨缪 尔森曾提出一个 

命题：自由贸易将导致要素价格均等化。但 

在实际的国际贸易中，需求和供给无法直接 

观察和精确度量，于是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可 

靠性也就无法验证。实验方法的另～个优势 

是其可重复性 (Replicability)，即在相同实验 

条件下，某一实验过程和结论可以重复出 

现。由于现实统计的经济数据受复杂因素的 

干扰 ，其他经济学家很难证实或重复数据的 

准确性 ，而精心设计的经济学实验则可以使 

得他人在相同条件下重新进行实验，从而能 

独立地证实或否定前人的结论。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史密斯和其他实验 

经济学家在长期的实验室工作的基础上 ，统 

一 了此前许多经济实验所采用的个别方法， 

界定了经济学实验所应遵循 的各项步骤 ，建 

立了一套标准的研究设计和分析系统。史密 

斯认 为，每

成 ：环境 、体系和行为。环境给定了每位参加 

者的偏好 、初始的货品禀赋和现有的技术水 

平 ，而体系则界定 了实验术语和游戏规则。 

环境和体系乃可控制变量 ，它们会影响最终 

所观察到的行为。然而，要在实验中控制环 

境和体系变量 ，必须满足一些先决条件 ，史 

密斯总结了 5条著名的原则 ：第一是非饱和 

性 ，指人们对商品或金钱的欲望永无止境 ， 

“多多益善”；第二是突 出性 ，指个人的回报 

只取决 于其行为和策略 ，清晰透 明 、勿庸置 

疑 ；第三是支配性 ，指实验结果应尽量客观 ， 

不被参 与者的主观成本或 效益所左右 ；第 

四 ，隐私性 ，指每位参与者 只被告知他本人 

的回报程序，对他人一无所知，以避免互相 

影 响、操纵结果 ；第五 ，平行性 ，指实验得出 

的结论在非实验窀的现实世 界中或在 同样 

环境下也必须成立。 

由于实验方法的移植，实验经济学家在 

许多领域取得 了令人瞩 目的成果，其中对新 

古典主义一般均衡理论 的实验研究成果最 

为丰硕。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实验证明市场 

结果常常是市场机制的精巧设计所导致的 ， 

这对公共政策和市场管制的实施具有重要 

意义。 

2．2 数学、经济学和博弈论 日趋完善的融合 

实际上，一门学科的现代化程度近似地 

可 以用该学科研究与表述 中所消耗的数学 

含量来度量。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大致也正在 

经历类似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说 ，经济学 

历史就是其 日益数学化的历史 ，或者说数学 

化是现代经济学发展过程 中的特征性标志。 

当然 ，在新古典经济学 的研究中 ，已经广泛 

地使用了数学工具 ，建立了大量的经济模 

型。但是，在实验经济学中，除了使用常规的 

统计学和概率论的方法外，其数学化的特征 

是与接纳博弈论相关联的。早期实验经济学 

比较关注个人的决策 ，而 随着博弈论 的引 

入，更多的实验则是用市场机制模拟实验来 

讨论个人的博弈行为，即将任何单一的决策 

模型运用到更广泛的领域 中，分析的 目标是 

解释和预测主体行为。 

从实验经济学 家与博弈论 的相互融合 

看 ，一方面 ，实验经济学家利用可控实验来 

验证博 弈论 的重要理论 ，如“囚徒困境 ”；但 

另一方面，博弈论已逐渐成为实验经济学的 

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例如在博弈论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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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下．实验经济学提出了实验参与者战略 

推理能力的问题。一般的博弈论和讨价还价 

模型主要依据两个假设：一是参与者能够推 

论出应得的战略，同时还能推论出其他参与 

者对这些战略的推理；二是参与者对博弈结 

果的偏好是稳定的。对此，大量的实验显示： 

大部分参与者都存在有限信息问题，对他人 

的战略推理是有限的，因此通过使用具有有 

限推理能力的参与者来检验具有更复杂推 

理能力的参与者之间作用的理论，显然是有 

局限的。 

从这些研究工作可以看出，在实验经济 

学中，人们不仅可以用实验结果来验证博弈 

论的基本理论 ，而且可以用博弈论方法来分 

析实验中的经济行为，实验经济学与博弈理 

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结合在一起，共同来致 

力于揭开人类经济行为的深层规律。 

2。3 认知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影响 

自上世纪 50年代以来，认知科学和认 

知心理学迅速发展起来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 

经济学家正在使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并广 

泛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2002年度诺贝尔 

经济学奖的另一位得主就是普林斯顿大学 

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纳曼)。在目前的研究 

中，实验经济学家为了检验传统经济学理 

论，常常会涉及到研究个人的行为 、个体行 

为动机、激励因素等，这些研究不可避免地 

会运用到认知心理学与行为科学的研究成 

果和研究方法。G．Lovemenstein曾指出：实验 

经济学家的实验比心理学家的实验更具有 

方法上的特征。 

在实验经济学家的实验中，有一条运用 

最广、具有心理学特征的规则，即依据行为 

的不同做出补偿，其中金钱被视为主要的激 

励动机。史密斯就特别强调金钱激励在实验 

中的重要性，史密斯开发的实验手段不仅有 

强的金钱激励，而且也注重设计激励以提高 

实验结果可应用于真实市场的概率。当然， 

这种心理学的设定与实际情况是有距离的， 

因为实验对象会有各种各样的动机，即使有 

金钱的奖励或补偿，他们还会受到其它动机 

的强 烈影响 ，包括正确操 作的愿望 、达到实 

验苦期望的愿望 、表现出聪明优秀以及成为 

成功者的动机等。这些研究既否定了经济学 

中“经济人”(Home Economicus)的假设 ，同 

时也加深了对真实市场中人类心理和行为 

复杂性的理解。 

3 讨论与展望：学科交叉和创新 

根据 以上的分析和论述可以看出，无论 

是实验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还是它的特征 

和理论创新，都源自于不同学科间的大跨度 

交叉和借鉴，这种学科间的交叉已经使得实 

验经济学表现出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第 

一

， 由于实验方法的使用和经济学的数学 

化，实验经济学似乎正在从传统的社会科学 

领域分离出去。近代自然科学有两大基本特 

征，一是可控性实验，二是数学方法。实验经 

济学正在根据这两条标准来重新锻造经济 

学的基本框架。第二。早期的实验经济学的 

研究主要是验证传统经济学中的重要理论 

和结论，自身的创新不多，但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以来，实验经济学飞速发展，设计和构 

思不断创新，方法和工具 日趋完善，结论和 

证据层出不穷，很多证据与经济学常识南辕 

北辙，并向传统经济理论(像金融学中的市 

场有效性假说)提出了挑战。可以说，实验经 

济学正在走出新古典主义的阴影，开始表现 

出强劲的创新动力，构建着新的经济学框 

架。第三，从最近的发展看，实验经济学在新 

的方法论架构中，体现了更大的包容性，例 

如 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另一得主卡纳 

曼的心理学研究工作，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 

实验经济学中的一部分。只不过卡纳曼做的 

是心理学实验，而史密斯做的是市场行为实 

验。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实验经济学必定 

会形成更大范围的学科交叉，并对整个经济 

学的学科体系产生深刻影响。 

当然 ，实验经济学也 面临着严 重的挑 

战。目前，针对实验经济学的怀疑主要有以 

下3个方面：第一是来自于实验的可控性， 

由于经济学实验是人为设计的，它舍去了许 

多真实 的环境因素 ，只是一个模拟的 、理想 

化的市场或交易，因此这种实验不能反映真 

实的市场状况。第二是来自于实验对象的主 

观性，因为经济学实验与 自然科学实验不 

同，它的实验对象是人而不是物，人的主观 

性和心理复杂性使得实验结果不真实，另外 

在模拟的实验环境下 ，更会导致其反应与在 

实际环境中的反应不一致。第三是来自于实 

验的可重复性，反对者们认为可重复性在经 

济学实验中很难保证，他们不相信实验经济 

学是真正的科学，怀疑实验方法在经济研究 

中是否有用。针对这些质疑，实验经济学家 

们广泛认为，只要认真对待和仔细设计实验 

程序，控制变量的问题不难解决；只要设计 

得当，支配性和隐私性可隔离实验中的微观 

经济实体，使其免受其他外在因素的干扰； 

他们坚信，实验环境和体系设计愈精细、愈 

苛刻，实验结论便愈准确，惟有如此，实验室 

所得的结论方可用于现实世界。 

总之，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使得我们 

更深切地认识到，学科间的交叉和融合可以 

造就出意想不到的成果。更可以激发科学家 

的灵感和创新意识，从新的角度去认识和理 

解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早在上世纪 90年 

代初，钱三强先生就指出：“可以预料 ，在某 

种意义上说，本世纪末到下一个世纪初，将 

是一个交叉科学时代”。今天的知识发展似 

乎正在应验着这一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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