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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文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进步和发展都是建立在已有科学成就基础
之上的。
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包括研究者、教学者或热心关注者）首先要了解所从事的学科现状、前沿和发
展趋势，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点，以使自己的研究不断深化，写出精品力作。
该书的出版，希望既是对现有学术成就的总结，也为学者确定学术进一步发展方向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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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2-2006年经济学基础学科前沿报告　　2．演化经济学对增长的分析　　虽然国内对演化经济
学介绍的已经不少，但很少注意到这一领域中的增长分析。
　　2004年有学者①以演化论的观点对新古典增长尤其是新增长理论的理论框架进行了评论。
该学者认为，除了过于严峻的假设条件和缺乏制度要素的缺点之外，从演化论的角度看，新增长理论
最主要的缺陷在于：普遍倾向于寻找一条所谓连续均衡的长期最优增长路径，所运用的动态一般均衡
方法不能正确反映现实经济增长之中的非均衡进化过程，忽视了技术进步的不确定性、累积递进（或
者说“路径依赖”）等增长的重要特性。
　　2005年有学者②在对新增长理论与演进理论的各自特征做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增长理论从形式
上更符合科学的规范，因为它有着明确的假定和推理结构，通过运用演绎法能够得出比较明确的推论
。
而演进理论则以形式上的科学性为代价，在模型中引入了许多现实的假定，使模型整体上更接近真实
、与现实更具有相关性。
该学者的结论是，新增长理论在形式上更符合科学的规范，演进理论则把握了经济增长问题的实质，
在未来的增长研究之中，二者在深层次上实现互补将是推动经济增长理论演进的动力。
　　2006年有学者③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综述，指出新古典增长理论是把经济体中的微观个体视为同质
的，并在此基础上以总量生产函数来分析经济增长。
演化增长理论一般不引入要素加总的宏观生产函数，也不使用利润最大化假设，而是把企业和技术的
异质性作为分析的基础，进而普遍运用描述选择过程的模仿者方程来模拟经济体的结构变迁，认为这
种变迁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演化增长理论的新近动态是致力于分析技术和制度的协同演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3．对2006年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经济理论研究　　2006年有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经济理论引
起了众人的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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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报告（NO.4）（2007年卷）》由人文社会科学各主要学科的学科发展报
告组成，范围涵盖2002～2006年时间段，最近两年是评述重点。
各学科发展报告包含主报告和专题报告两类形式：主报告向读者全面展示了近年来国内人文社会科学
各学科发展的总体状态，学科当前的重大研究问题、理论创新与成就，新的学科生长点，未来发展态
势等内容；专题报告着重描述了各学科发展的实际状况，介绍并评述了近年来出现的新问题、新观点
、新成果等内容。
这些重要内容有助于推进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深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报告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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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