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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们看来，作为与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等处于平等地位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与经济学其他
学科相比，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忽视，作为最需要财力支持的学科却得到了最少甚至没有得到资助，经
济思想史学科的人才流失也异常严重，一些高校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和教学几乎陷入停顿状态，目前该
学科在全国普遍面临着后继乏人的状态。
　　如何振兴经济思想史研究？
这是我国经济学发展中不能再忽视和必须立即着手解决的重要问题。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为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振兴和重大创新提供了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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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学改革园际运动”是21世纪经济学革命的先声。
本书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数学形式主义、异端经济学、多元主义、西方国家经济学
的教学科研诸方面集中考察了这一学术运动的中心内容，分析论证了新古典主流范式的严重局限以及
其统治地位的危害性，探讨了异端经济学各流派所代表的新范式经济学的基本特征和发展前景，并结
合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改革实践情境，说明这一运动及其所呼唤的经济学革命对中国经济学自主发
展和创新的意义，提出了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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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贾根良：男，1962年生，河北蠡县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经济思想史、演化与创新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
2004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目前已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论文80余篇，许多论文被《新华文摘》等转载，主持完成多项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主要论著有《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国古代演化思想与
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等，开设有“新经济思想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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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与中国经济学革命　第一节　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与经济学研究的两大
传统　第二节　东西方哲学传统与中国经济学革命　第三节　中国经验、中国崛起与中国经济学革命
第二章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及其批判　第一节　引论：西方主流经济学依然坚持新古典主义
传统一　第二节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　第三节　演化本体论对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批
判　第四节　  主流经济学无法有效处理的重要经济学问题第三章　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皇帝的
新衣　第一节　实证主义和布尔巴基主义——经济学数学形式主义的两大科学哲学基础　第二节　数
学形式主义与社会经济系统现实——数学形式主义的现实相关性　第三节　经济学数学形式主义、逻
辑与严格　第四节　如何认识数学形式主义对经济学科学性的意义第四章　西方异端经济学的发展　
第一节　西方异端经济学各流派的发展概况、核心假定和共同基础　第二节　  西方异端经济学的主
要流派∥’　第三节　西方异端经济学发展前途与综合问题第五章　经济学多元主义国际思潮　第一
节　经济学多元主义的基本含义　第二节　经济学多元主义国际思潮的兴起　第三节　经济学多元主
义的范式解读与实践探索第六章　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与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　第一节　 西方经济
学的路径依赖与锁定——一个演化经济学的分析　第二节　锁定导致了西方经济学的严重危机　第三
节　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改革建议　第四节　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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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与中国经济学革命　　在刚进入新世纪的几年里，“经济学要与国
际接轨”的口号在我国曾流行一时，然而同时，西方经济学界爆发了“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
但与这种学术运动所倡导的方向相反，目前，作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一种翻版，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
经济学界日益取得了统治地位。
然而，在我们看来，“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向我们昭示着中国经济学发展需要走出一条与西方国家
不同的道路。
作为全书写作的纲领，本章第一节首先从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传统出发，对中国经济学界的西方主流经
济学教条主义进行了批判。
然后，第二节从中国崛起的角度对新的经济学革命发生在中国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这种讨论将说明
，21世纪的中华文明已经进入了一种新的“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需要通过反
思的、批判的和“超越的”途径把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传统、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与他们自身所处的中
国文化传统联系起来。
按照这种思路，作者提出并论证了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中国综合问题。
第三节扼要论述了中国经验对中国经济学革命的意义，阐述了中国经济学革命所肩负的中华文明伟大
复兴的历史使命，并提出了中国经济学革命的八项主张。
　　第一节　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与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传统　　自2003年2月开始，笔者就开始对这个
学术运动进行介绍和评论，但实际上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这个方面的一个例子是，2005年9月，当我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讲授《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
》课程时，询问同学们是否有人听说过这个学术运动，没有一个同学回答“听说过”。
最近两年，我感觉到在课堂上介绍这个在国外发生的事件似乎越来越不合时宜。
但在我们看来，了解并对这个学术运动做出基本判断对学习经济学的学生是一项基本工作。
这个运动对经济学的基础特别是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许多问题，包括哲学基础、经济理论的假定
、数学的作用、跨学科研究、经济学研究体制等。
如果经济学学生们对这些基本问题漠不关心，反而热情地盲从西方主流经济学，我会感到非常悲哀和
惋惜。
因此本节有必要简单地介绍一下“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然后再从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传统出发，对
中国经济学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进行评论。
　　一、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简介　　2000年6月，一群法国经济学学生在世界范围的网站上发表了一
封请愿书。
请愿书认为，经济学教学是有缺陷的：数学本身已成为一种追求的目标；新古典传统的支配地位是压
倒性的和不公正的；教学方式是教条式的，不允许批判性和反思性的思考。
其结果是一种自我封闭（autistic）的科学。
法国学生使用精神病学上的一个术语autim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现状进行了描述：“自我封闭，缺乏
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社会交互作用，专注于数学幻想，由于有限的和专门化的词汇所导致的语言损伤
，过度迷恋某种东西（假定和模型），这种智力缺陷已使它没有能力解决真实世界中许多重要的问题
。
”请愿书呼吁多元化的方法，强调更多地关注具体的经济现实。
同年7月底，法国的一些教授也发动了他们自己的请愿，明确地支持改革的要求，并做了进一步的分
析。
教授们的请愿书也呼吁进行公开的争论。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教育部部长杰克?兰（Jack Lang）宣布，他要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不满，建立一个
委员会对此进行调查。
杰克。
兰任命著名经济学家菲图思（Paul Fitoussi）相任调查委员会主席，责令他在一年内提交报告。
　　请愿书在法国掀起了一场争论，并引起了世界性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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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9月，《后我向思维经济学通讯》的电子出版物在英国开始发行，它谈到了在法国发生的事件，
鼓励人们了解并参与其中。
这很快就在学生、助教和教授们之间传播开来。
同年10月，到第二期发行时，《后我向思维经济学通讯》的订户已发展到36个国家。
　　从一开始，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便对“后我同思维经济学”运动采取了漠视的态度。
然而，对新运动的批评之声很快就出现了。
l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Solow）10月在《Le Monde》上发表了一篇长篇论文，他写到，后我
向思维经济学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保留意见是可以理解的，但新古典主义的支持者完全意识到了这
些缺点，正统和异端的目标最终都是一样的：致力于发展政治经济学中可以使用的可靠工具。
然而，主流的这种主动却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
有观察者认为，索洛的文章是帝国主义的和恩赐态度的，它是对学生们的请求冷嘲热讽的歪曲。
　　法国学生继续组织公众争论，在整个2000至2001学年中，法国的许多大学组织了关于这些问题的
讨论。
有关这个运动的文章继续在法国出版物上出现，2001年2月，法国杂志《L’economie politique}用一期
的篇幅刊载了这方面的争论文章。
在法国国家出版物上发表的文章和访谈中，法国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站到了学生的一边，200多名法国经
济学家签名支持学生们的请愿。
　　2000年11月，为了对经济学改革运动进行国际指导，http：／www．paecon．net／网站创立，《后
我向思维经济学通讯》在这个网站上为公众讨论建立了一个持久的平台。
现在，《后我向思维经济学通讯》已变成可以免费订阅的因特网杂志，并已改名为《后我向思维经济
学评论》，目前的订户已发展到120多个国家。
2000年12月，后我向思维经济学运动法国学生领导人参加了在英国召开的“经济学的未来”国际会议
，这激发了法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之间关于该项运动的联系。
大约在同时，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飞抵法国会见了这个新运动的学生和学术界领导人。
2001年1月，加尔布雷思在《后我向思考经济学通讯》第四期上反驳了索洛的看法，他指出，经济学的
许多核心理论命题需要争论。
　　2001年7月，剑桥大学的27名博士生发表了题为“开放经济学”的请愿书。
2001年8月，在美国堪萨斯城密苏里大学，来自20多个国家的75名学生、研究人员和教授对经济学状态
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讨论，其结果是以类似的方式发表了“堪萨斯城建议”，请求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
们克服人类行为的僵化观念，在研究中认真考虑文化、历史和方法论问题，开展跨学科对话。
2001年9月，由菲图思担任主席的调查委员会发表了他们的最终报告。
法国学生请愿活动的组织者之一——拉沃德（Gilles Raveaud）评论说，这个报告虽然没有满足某些人
希望提供替代性的经济学的要求，但如果它被贯彻的话，法国大学的经济学教学将与现在会有很大的
不同，在对这个报告持有保留意见的同时，他希望经济学教师们与他们一起支持这个报告，使之得到
真正的执行。
①2003年3月，哈佛大学700多名本科生和毕业生按照类似于法国学生的思路，签署了一封对哈佛大学
经济学系的请愿书，并发表了《哈佛大学人道的和负责的经济学学生组织宣言》。
　　但是，与“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正好相反，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我国却
得到了盲目的崇拜。
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开始在我国兴起，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根据这种教条主义，经济学原理是一元的和统一的，经济学是不应该有国别差异的，也就是说，世界
上只有一个真正的经济学，这就是以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
①这种所谓的“现代经济学”就是“理性选择的科学”②，它是一套科学的分析工具，而不是意识形
态。
“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具有非常的普遍性、高度的规范性和逻辑的一致性⋯⋯创建不同
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所使用的都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③，“主流经济学与非
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依据⋯⋯其实都是相同的，都是基于现在的主流经济学⋯⋯而经济学最基础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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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一般均衡理论，即现代的德布鲁的均衡理论⋯⋯它的基础非常坚实。
这并不是说主流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就没有缺点⋯⋯但现在发展不出另外一套逻辑来替代它，只能是在
这一套逻辑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修正，这就是现在的发展方向”④。
因此，按照林毅夫的看法，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唯一能代表经济学世界先进水平的奖项，所以获得诺贝
尔奖就成了中国经济学界的奋斗目标。
　　在这种教条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西方主流经济学加速了控制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步伐。
按照《第一财经日报》的排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和武汉大学高级经济研究中心就成了推行这种经济学的急先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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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研究》是经济思想史研究丛书之一，由贾根良和徐尚共同编著，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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