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经济学方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论经济学方法>>

13位ISBN编号：9787301088593

10位ISBN编号：7301088590

出版时间：2005-4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林毅夫

页数：18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经济学方法>>

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林毅夫教授在经济学方法问题上与学生的对话记录。
通过问答式的交流，作者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有志于经济学研究的青年学子，应如何掌握现代经济学的
基本研究方法，如何才能在为一名善于运用理论、进行理论创新的经济学家，并阐述了如何实现中国
经济学研究的本土化、规范化等问题。
本书图文并茂，可读性强，无论是对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还是该领域的研究人员都极具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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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2年获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86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004年获法国奥佛涅
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
主要教学和研究领域有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等。
目前已出版多部学术著作，在国内外知名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并多次获国内外重要奖项。
曾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第七至十届全
国政协委中、第十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目前担任全国减灾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软科
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世界银行顾问等重要社会兼职，是国内外多家学术
期刊的编委、十几家海外英文杂声的匿名审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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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与林老师对话——论经济学方法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贺《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经济学研究
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学问之道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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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林老师：今天早上我们来进行方法论的对话，这个学期我花了不少时间和大家谈方法论，有必要
在学期末系统性地回顾一下我们讨论过的问题，一方面比较系统地阐述我在方法论上的想法，另一方
面加深同学对方法论重要性的认识，让大家对经济学学习、研究、运用的方法论有更好的理解，以免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我很感谢盛柳刚、邢兆鹏、李莉、王海琛、崔成儿、刘秋霞等同学所做的准备，现在我们开始讨论。
    盛柳刚：谢谢林老师。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何谓经济学方法论？
现在我们谈经济学方法论时，往往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是指论证经济学理论正确的某种原则，
如现代经济学广泛流行的实证主义，广义上则包含着什么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
理论创新的方法论。
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理解和掌握，林老师您能否先介绍一下您所谈的方法论包括哪些方面？
     林老师：应该是你谈的几个方面都包括，但我自己最侧重的是怎么样进行经济学的理论运用和理论
创新的方法。
理论是用来解释现象的一套简单逻辑体系，学经济学和研究经济学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了解社会、推动
社会的进步。
作为后来者，我们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要多读前人的理论研究的成果。
但是，任何理论都不是真理本身，而且，对于一个现象经常会有好几个似乎都可以解释这个现象、但
可能相互矛盾的理论存在。
所以，在了解我们的社会存在的问题和现象时，我们必须知道怎样对待现有的理论，知道如何取舍，
才不会成为现有理论的奴隶。
同时，当现有理论不能解释我们社会上存在的现象时，我们还应该有能力进行理论创新，提出新的解
释。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对社会进步、对经济学科的理论发展有贡献的经济学家。
所以，我在方法论上侧重于经济学理论的接受、摒弃和创新方法与原则的探讨。
    盛柳刚：在我成为您的学生的这一年之内，今天是您第三次跟我们详谈方法论，为什么您觉得方法
论那么重要？
尤其是对于研究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国家的经济现象，超越一些理论上的争议，强调方法论是否有类似
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的意义？
林老师是否想借方法论来反对中国直接照搬西方经济学，同时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
    林老师：我强调方法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原因是我经常看到不少学者，明明他所用的理论不能解释我国的现象，但他还是坚持以这个理论
来说明这些问题为什么会存在于我国。
就像弗里德曼主张的那样，我个人认为理论的目的是解释现象，如果一个理论不能解释我们观察到的
现象时，这个理论就应该按一定的原则或标准来被修正、甚至摒弃，这样才不会理论学得越多，思想
越僵化。
同时，当一个现象不能用现有理论来解释，这是对理论工作者的挑战，也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如果能
够有比较好的方法，来深入研究现象，提出新的理论，那么我们还可以对理论发展做出贡献。
我所以和各位一再谈方法论的问题，是希望各位成为会运用理论，会进行理论创新的经济学家。
    第二方面的原因，经济学本该是经世济民之学，是实用科学。
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有机会接受比较好的教育，我们对这个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对中国的重新崛起有着
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我们怎样让中国重新崛起呢？
学好运用理论和创新理论的方法是根本的。
大部分学经济学的人可以接受后发优势的概念，从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讲，技术的不断创
新是主要的动力。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跟发达国家有技术差距，利用技术差距来加速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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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二战之后，那么多发展中国家，只有少数几个东亚的经济体，日本、亚洲四小龙真正利用了这
个技术差距，缩小了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其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利用了后发优势。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五六十年代主流的发展经济学，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所采取的经济政策被认为是不对
的，但是它们的经济发展成功了，那些按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制定政策的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
却很差。
另一个现象是苏联、东欧和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九十年代初整个国际主流经济学
术界的看法是苏联和东欧的休克疗法会比较成功，而中国采取的渐进式的双轨制改革是最糟糕的，多
数经济学家认为计划体制不如市场体制，而双轨制的体制不如计划体制。
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按照当时认为比较正确的方法来改革的国家，经济绩效很差，而
被认为采用了最差的方式来改革的中国，经济却取得了持续的增长，这说明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有
相当大的问题。
我在课堂上也常讲我的导师舒尔茨教授，1979年诺奖获得者，曾经对欧洲从工业革命后到现在近三个
世纪的主要社会变革的考察，他发现重要的社会变革都会受当时的主流思想的影响，可是事后证明这
些主流思想经常是错的。
我觉得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以天下为己任，而且我们确实是非常幸运的
一群少数人，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负有无可旁贷的责任，如果我们用错了理论，对社会可能会产生很
大的祸害。
从历史经验来看，我们对主流社会思潮的接受不能是无条件的，只有从我国的实际问题出发，能够真
正解释我国的现象的理论我们才能接受，不能简单拿一些看起来非常有影响的理论，就相信它是对的
，然后强加在我们这个社会头上，这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另一方面，现在有很多现象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这是给我们从事理论创新的最好机会，我们有
责任分析清楚其背后的因果关系，提出新的理论，这样才能既对理论发展做出贡献，又推动社会进步
。
    第三方面，我之所以强调方法论，也是抱着一种野人献曝的心理，因为从我在芝加哥大学开始写毕
业论文到现在，我经常提出一些新的看法，这些看法与主流观点不一致，常引起争论，将近二十年过
去了，回顾起来，即使开始时极少数的人能够理解或者接受我的观点，我发现还是我提出的理论比较
经的起时间的考验，而且，时间越长，越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
由于我个人提出的大部分看法与主流看法不一样，所以我在接受或摒弃现有的理论以及怎么样提出新
的理论上有些体会，我作为老师，抱着野人献曝的心理，我走过来了，也实践了，觉得这些方法是可
行的，希望我的学生可以学会这些方法，少走弯路。
我对各位同学寄予很大的希望，我相信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二十一世纪会是中国经济
学大师辈出的世纪，我希望各位掌握好方法，利用时代给予各位的机会，在二十一世纪成为领导经济
学思潮发展的大师。
中国有句话，厨师要做好菜，要有好的素材，也必须掌握好的烹调方法。
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提出新理论、大理论的素材，我希望各位能够掌握好烹调的方法，做出好菜来。
    盛柳刚：刚才您谈到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转型，我个人觉得萨克斯他们在倡导休克疗法的时候，有
个潜在的理念是"阳光下没有新的东西"，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全世界的人都是没有什么差异的，所以
在西方产生的这套基于个人理性的理论，应该可以适合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林老师：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这一点是可以接受的。
根据我的研究体会，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人都是理性的。
比如，上课时我常讲的一个小故事，根据许多人类学的研究报告，在原始社会人跟人交换经常是把要
交换的东西放在路边，人躲在树林里面，这种看似原始的交换方式，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理性的，因
为原始社会剩余少，要交换的东西很少，人也很少，可能要等很长的时间才有人来交换，如果需要人
站在东西旁边等的话，就把一个劳动力绑在那里了，如果躲在树林后，跟你交换的人不知道你是否躲
在那里，这样就可以把劳动力释放出来。
但是，这种方式很可能东西被拿走，人家不留下等价的东西，所以，原始社会里通常还有一项制度安
排，也就是如果东西被拿走而没有留下等价的东西，就会千里追杀去报仇，由于有了这种很重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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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被白白拿走的概率就会大量减少，所以，这种千里追杀的制度安排也是理性的。
    管在什么社会里，人都是理性的，所谓理性指的是一个决策者在作决策时，在他可做的选择中，总
会选择他认为是最好的选择。
按我的体会，"理性"是经济学的本体，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个本体论的基础上，不以这个
出发点来解释社会现象的理论就不是经济学的理论，反过来，如果以理性为出发点来观察解释社会经
济现象，即使所观察、解释的现象和金钱和物资利益无关，也是经济学的理论。
理性是任何经济学理论的共同本体，但是每个决策者所面对的约束条件、选择范围和机会成本是不同
的，同样是理性人的选择，现在的交换方式就不是古代那样了，现在社会的生产水平高，高度分工，
要交换的东西多，频率高，就可以在一个地方开店，店主看着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果买者不给
钱，顶多不卖东西给他，或者东西被偷了，店主可以去报警，要警察惩罚他，不用像过去那样费时费
力冒着千难万险去千里追杀。
所以理性是相同的，但理性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
作为经济学家在这点上必须非常的清醒，理性本身是不变的，但是单说人是理性的并不说明任何东西
，任何一个经济理论，必须包含决策者，在什么限制条件下，选择有多少，各种选择的机会成本是什
么，然后才能知道什么是理性的决策者的最佳选择。
一个理论是否能用来解释某种社会的现象，决定于这个理论成立的限制条件和相关选择的机会成本和
要解释的现象所在的社会是否一致。
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人和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人同样是理性的，但是决策
者在这些国家面临的限制条件和机会成本是不同的，所以，简单套用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并作为
转型中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依据，经常会出问题。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休克疗法的改革所以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原因就在于把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
论简单地套用于转型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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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在和学生的对话以及其他课程中，我深深感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
经济问题总是可以通过构建合适的经济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许多现象不能用现
成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这正是我国有志于经济学研究的青年学子作出开创性理论贡献的大好机会。
　　相信只要掌握好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立足于我国本土问题的研究、我国的经济学者将可
以对我国的现代化以及世界经济学科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我国将会迎来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在中
国辈出的时代的到来。
我希望这三本对话集的出版，能够有助于我国从多青年学子看到这个时代到来的曙光并为之努力奋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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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收录了林毅夫教授在经济学方法问题上与学生的对话记录。
通过问答式的交流，作者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有志于经济学研究的青年学子，应如何掌握现代经济学的
基本研究方法，如何才能在为一名善于运用理论、进行理论创新的经济学家，并阐述了如何实现中国
经济学研究的本土化、规范化等问题。
本书图文并茂，可读性强，无论是对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还是该领域的研究人员都极具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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