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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本书的内容是笔者为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给研究生讲授高级微观经济学课程准备的
。
微观经济学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韩德强先生在其著作《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竞争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将经
济学界称为“市场神学界”，笔者颇感认同。
不仅如此，凡是接触过一点西方经济学的人都听说过主流经济学这个名词，但是谁也没有听说过主流
数学、主流物理学，甚至主流历史学。
事实上，现代西方经济学已经彻底成为了神学，而且还不仅仅是市场神学，应当称为现代庸俗经济神
学。
在这样的学术体系中，一切都拘泥于神圣的基本教义，而不论这种教义是多么地违背历史和现实的事
实，多么地不合逻辑，就象法轮功邪教的教义一样(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认定法轮功为邪教是基于独立
的思考。
在1997年，笔者第一次看到法轮功的公开宣传时就认定其为邪教并诧异当时有关部门为什么不出来管
一管)。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读者可以找到“儿童读物”一词，指的就是庸俗经济学。
　　尽管如此，现代庸俗经济神学这样一个甚至对资本家提高剥削收益都没有什么帮助的神学体系，
却仗着西方垄断资本的势力，抢占经济理论的学术阵地，并对世界各国的现实生活指手划脚，尤其是
对中国的改革实践指手划脚，以便为西方垄断资本肆虐中国和世界扫清体制障碍。
这一神学也象西方传统神学那样，借用数学工具来给自己裹上一层神秘的、思辨的伪装。
不过，这一神学对数学工具的运用却在两个方面不同于传统神学。
第一个区别是，传统神学中用数学包装的地心说理论由于与现实不符而最终破产并被放弃，但这一神
学中用数学包装的理论即使明显地违背现实却仍然不被放弃，反而是现实要受到不与神学理论相一致
的指责。
第二个区别是，传统神学对数学的运用在数理逻辑上是相当严密的，仅仅是因为与现实不符才不得不
被放弃；而这一神学中的数学运用却不仅与现实不符，而且本身就不符合数理逻辑。
笔者在另外一本书中——《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彻底否定资本结构无关论》(中国商业出版
社2001年版)，对此曾有过详细的揭示，读者在本书的阅读中也会感受到这一点。
正是这两个区别，使得这一神学不同于传统神学而更具有邪教的性质。
本书的分析将充分暴露这套神学体系庸俗、荒谬、虚伪和帮凶的邪教本质。
　　为讲授高级微观经济学课程，笔者主要参考了两本教材。
其中一本是平新乔先生的《微观经济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该书注明是教育部主干课程推荐教材，书中的内容提要称该书反映了微观经济学在世纪之交的最新研
究成果，是作者在大量阅读近三十年来经济学文献并联系中国实际后所写出的一份讲稿。
另一本是美国的哈尔·瓦里安著，周洪等译，由经济科学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的《微观经济学(高级教
程)第三版》，据称是每一个微观经济学家的书架上都必备的图书。
为了不至于受译者的可能的误导，笔者还对照了该书的英文版。
应当说，这两本教材反映了现代庸俗微观经济神学的最主要的方面。
其中，平新乔先生虽然不是西方人，但也是海外回来接受过西方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博士，其著作据说
参考了200来种书籍和文章。
　　本书的结构就是根据平新乔和哈尔·瓦里安的上述两本教材综合而咸的。
为了系统地批判现代庸俗微观经济神学，本书大量引用了这两本教材中的内容作为批判的对象。
而用来批判的利器，则是笔者曾经公开发表的并在本书中进一步明确的划分经济科学与经济学的三个
逻辑标准，即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数理逻辑。
　　这样一来，本书可以作为正反两方面的教材。
一方面，可以使读者系统地了解现代庸俗微观经济神学的主要内容，以便读者能够从自身的角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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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批判；另一方面则可以使读者系统地了解如何利用三个逻辑来鉴别庸俗的经济神学理论，如何科
学地从事经济理论的研究工作。
而这一点正是本书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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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结构是根据平新乔和哈尔·瓦里安的上述两本教材综合而成的。
为了系统地批判现代庸俗微观经济神学，本书大量引用了这两本教材中的内容作为批判的对象。
而用来批判的利器，则是笔者曾经公开发表的并在本书中进一步明确的划分经济科学与经济学的三个
逻辑标准，即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数理逻辑。
    本书可以作为正反两方面的教材。
一方面，可以使读者系统地了解现代庸俗微观经济神学的主要内容，以便读者能够从自身的角度进行
分析批判；另一方面则可以使读者系统地了解如何利用三个逻辑来鉴别庸俗的经济神学理论，如何科
学地从事经济理论的研究工作。
而这一点正是本书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本书的另一大特点是，大量引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供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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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已出站）博士后、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出版专著有：《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彻底否定资本结构无关论》，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年4月版。
《经济科学与经济学的划分》，网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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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简言之，判断一个人的消费行为是否符合理性，一个必要条件是：看他的购买行为是否符合显示
性偏好弱公理。
　　但是，如果判断的标准本身就不合乎现实的理性，又怎么能拿它来衡量消费者的行为是否理性呢?
　　首先，消费者在一年四季中的偏好不可能是不变的，在冬天偏好棉被，在夏天偏好凉席是人之常
情，只有非理性之人才会在冬天和夏天始终保持对棉被的同等偏好。
　　其次，每个时期的消费都与前后时期的消费存在相关性，而非毫不相干的重新再来。
因此，如果消费者在上一个时期买了冰箱，那么在下一个时期，即使他买得起冰箱也不会再买冰箱了
，而会去买洗衣机什么的。
即使是一日之内非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对一个讲究营养均衡的消费者来说，除非存在一种或一系列廉
价的药丸能够配齐所有的营养元素：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蛋白质、矿物质、微量元素等等，
否则他一日三餐的饮食肯定会各不相同、相互配合以获得均衡的营养，而不会维持单一的饮食以表明
偏好的不变。
　　再次，现实生活中的收入与支出往往不同步，因此，一个理性的消费者决不会在一个时期内花光
他当时的全部的收入而不顾及以后，除非是一时的信贷消费。
但信贷消费只会使问题更复杂而无补于经济学的“理性”。
　　当然，经济学研究显示性偏好，还是意在其虚无的效用函数上。
阿弗雷特定理表明，如果观测到的消费者“选择行为记录”满足显示性偏好公理，则存在一个合理化
这组数据的局部非饱和的、连续的、凹的、单调的效用函数。
　　但是，即使当前的这几个有限的观测数据满足显示性偏好公理，并不意味着下一个观测数据就一
定满足显示性偏好公理。
一个“非理性”的消费者也可能在有限的几次选择中表现出某种“理性”来。
比如，某人由于一时的偷懒，连续几餐都是吃方便面度过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偏好一直不变。
而且方便面或其它单一饮食吃得越多，他改变口味(偏好)的动机会越强烈。
　　此外，对于几个有限的点，适用的效用函数也会有无穷多个。
例如，经济学也尝试利用显示偏好来确定通过观测到的消费束的无差异曲线的“界限”①。
在其内界与外界之间就存在无穷多的无差异曲线。
这些不同的无差异曲线，在计算前面涉及到的经济学的各种变量时会得到不同的结果，那么经济学又
要以哪个结果为准呢?更何况，经济学还没有考虑到偶然性造成的偏差。
　　平新乔认为，引入“显示性偏好弱公理”，是为了研究价格变化时产生的配置效应与福利效应。
在实际生活里，由于政府税收政策变化或对价格进行干预，会使预算线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所产生的
配置效应是：消费者的消费组合会发生变化；其所产生的福利效应是：消费者的生活水平会发生变化
。
比如，2000年底，中国政府决定对中国药品市场价格进行干预，降低部分药品价格，但对某些娱乐服
务决定征收消费税，从而提高娱乐服务的含税价格。
如果这种干预后新形成的预算线经过消费者的原消费组合点，如果消费者的行为是符合“显示性偏好
弱公理”的，则肯定有下列事实：消费者的福利水平必定匕升。
照此说法，只要政府抬高一种物品的价格，同时打压另一种物品的价格，并使新的预算线通过原消费
组合点就能提高消费者的福利。
这不等于是鼓励政府去故意扭曲市场价格体系吗?再说，不同的消费者有着不同的效用函数和不同的消
费组合点，政府又怎么能保证所有消费者的新预算线都通过其原有的消费组合点呢?此外，随着中国政
府降低部分药品的价格，一些降价药品的生产量大减，甚至从销售市场消失。
按照经济学的说法，价格下降本应引起对降价药品的需求量的上升，但上升的只是得不到满足的需求
而已。
消费者的福利又如何体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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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西方经济学已经彻底成为了神学，而且还不仅仅是市场神学，应当称为现代庸俗经济神学。
在这样的学术体系中，一切都拘泥于神圣的基本教义，而不论这种教义是多么地违背历史和现实的事
实，多么地不合逻辑，就像法轮功邪教的教义一样（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认定法轮功为邪教是基于独
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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