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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 地 利 裔 经 济
学 家 熊 彼 特 在 《 经 济
分 析 史 》 中 写 道 ， “
在 中 国 ， 我 们 确 实 发
现 有 一 套 处 理 当 时 农
业 、 商 业 与 财 政 问 题
的 高 度 发 展 的 公 共 行
政 制 度 ⋯ ⋯ 但 是 没 有
流 传 下 来 对 严 格 的 经
济 课 题 进 行 推 理 的 著
作 ， 没 有 可 以 称 得 上
我 们 所 谓 ‘ 科 学 ’ 著
作 的 。 ” 实 践 早 熟 而
理 论 滞 后 的 现 象 ，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金 融 研
究 所 所 长 张 晓 晶 在 新
著 《 中 国 经 验 与 中 国
经 济 学 》 中 称 之 为 “
熊彼特之问”。

自 主 经 济 学 知 识
体 系 创 建 ， 不 仅 关 涉
中 国 经 济 发 展 经 验 自
我 总 结 与 国 际 理 论 话
语 权 斗 争 ， 也 是 为 世
界 作 出 更 大 知 识 贡 献
的 时 代 需 要 。 张 晓 晶
近 日 接 受 中 新 社 “ 东
西 问 ” 独 家 专 访 时 指
出 ， 囿 于 西 方 经 济 学
话 语 权 主 导 、 理 论 总
结 起 步 较 晚 等 因 素 ，
中 国 目 前 面 临 经 济 发
展 实 践 成 功 而 理 论 发
展 不 足 的 问 题 。 应 有
足 够 自 信 ， 基 于 独 特
的 发 展 路 径 广 泛 吸
纳 ， 将 “ 中 国 经 验 ”
升 华 为 “ 中 国 理 论 ”
， 为 现 代 经 济 学 作 出
贡 献 、 为 中 国 现 代 化
作出贡献。

现 将 访 谈 实 录 摘
要如下：

中 新 社 记 者 ： 西
方 主 流 经 济 学 一 向 追
求 “ 科 学 化 ” 。 随 着
博 弈 论 、 因 果 推 断 等
研 究 方 法 的 发 展 ， 在
您 看 来 ， 如 今 的 西 方
主 流 经 济 学 能 否 称 得
上是一门科学？

张 晓 晶 ： 科 学
有 其 自 身 的 定 义 和 范
式 。 在 社 会 科 学 里 ，
经 济 学 相 对 于 其 他 学
科 更 像 一 门 科 学 ， 因
为 它 用 了 很 多 科 学 的
方 法 ， 如 假 设 推 理 、
经 验 实 证 、 数 理 模 型
等 。 为 追 求 科 学 性 ，
大 量 数 学 工 具 被 用 于
解 决 经 济 学 难 题 ， 但
由 于 数 学 工 具 自 身 局
限 ， 经 济 学 很 大 程 度
上 只 能 处 理 “ 均 衡 问
题”，如主流的DSGE
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
衡 模 型 ) ， 往 往 通 过
线 性 化 方 式 求 出 均 衡
解 、 稳 态 解 等 。 但 现
实 比 模 型 更 复 杂 ， 很
多 情 况 是 非 均 衡 、 不
稳 定 甚 至 “ 爆 发 性 ”
的 。 尽 管 非 线 性 模 型
早 就 有 人 提 出 ， 但 还
未 能 进 入 主 流 ， 因 为
非线性更难处理。

除 了 技 术 工 具
限 制 ， 还 有 价 值 观 问
题 。 西 方 主 流 经 济 学

认 为 经 济 波 动 来 自 于
外 生 冲 击 ， 否 认 资 本
主 义 体 系 有 内 在 的 不
稳 定 性 ， 市 场 最 终 会
自 动 达 到 均 衡 。 与 之
相 应 的 主 流 模 型 ， 用
的 数 学 方 法 就 使 得 无
论 条 件 怎 么 变 ， 最 后
结 果 都 会 收 敛 得 到 均
衡 解 。 均 衡 经 济 学 ，
及 相 关 的 线 性 化 处 理
方 法 ， 忽 略 了 时 间 与
过 程 ， 取 消 了 经 济 体
系 变 动 的 丰 富 性 与 复
杂 性 ， 从 而 也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取 消 了 类 似 大
萧 条 与 大 危 机 出 现 的
可 能 性 。 其 它 诸 如 个
体 主 义 方 法 论 、 理 性
经 济 人 假 说 等 也 受 到
挑 战 ， 西 方 主 流 经 济
学 离 真 正 的 科 学 还 有
差距。

中 新 社 记 者 ： 主
流 经 济 学 的 弊 端 与 盲
点 ， 对 中 国 自 主 经 济
学 的 开 创 有 何 启 示 和
教训？

张 晓 晶 ： 首 先 ，
西 方 主 流 经 济 学 不 能
完 全 代 表 现 代 经 济
学 ， 好 像 中 国 跟 不 上
他 的 阐 释 就 落 后 了 。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引 领 和 主 导 、 中
国 传 统 经 济 思 想 及 西
方 非 主 流 经 济 学 的 营
养 ， 都 是 中 国 经 济 学
不 可 或 缺 的 智 力 支
援 。 中 国 拥 有 过 去 七
十 多 年 特 别 是 改 革 开
放 四 十 多 年 取 得 的 成
就 和 经 验 ， 完 全 可 以
对 一 些 主 流 经 济 学 教
条说“不”。

第 二 ， 中 国 发
展 经 验 恰 恰 戳 中 了 西
方 主 流 经 济 学 的 “ 痛
点 ” 。 中 国 实 现 了 在
社 会 长 期 稳 定 中 推 动

经 济 快 速 发 展 ， 而 遵
循 西 方 经 济 学 教 条 的
经 济 体 却 危 机 不 断 ，
表 明 中 国 经 验 及 其 蕴
含 的 理 论 逻 辑 有 不 可
替 代 的 价 值 。 中 国 的
渐 进 式 改 革 ， 强 调 改
革 、 发 展 、 稳 定 的 统
一 ， 完 全 有 别 于 所
谓 “ 休 克 疗 法 ” 和 “
华 盛 顿 共 识 ” ； 中 国
强 调 使 市 场 在 资 源 配
置 中 起 决 定 性 作 用 、
更 好 发 挥 政 府 作 用 ，
与 西 方 主 流 经 济 学 对
自 由 市 场 经 济 的 盲 目
崇 拜 有 根 本 区 别 ； 中
国 的 宏 观 调 控 ， 基 于
经 济 的 异 质 性 和 不 平
衡 性 ， 利 用 好 包 括 产
业 政 策 的 结 构 性 政
策 ， 而 西 方 的 “ 稳 定
化 政 策 ” 从 来 把 结 构
性 政 策 当 作 市 场 扭
曲。2008年国际金融危
机 后 ， 时 任 摩 根 士 丹
利 首 席 经 济 学 家 斯 蒂
芬 · 罗 奇 提 出 要 “ 向
中 国 学 习 宏 观 调 控 ”
； 如 今 产 业 政 策 成 为
西 方 发 达 经 济 体 再 工
业化的法宝。

第 三 ， 中 国 的 发
展 经 验 还 在 发 展 中 。
中 国 的 经 济 实 践 ， 既
不 是 为 了 迎 合 某 个 国
外 理 论 ， 也 不 是 有 意
要 与 国 外 理 论 “ 对 着
干 ” ， 而 是 最 终 要 解
决 中 国 的 实 际 问 题 。
其 中 一 些 实 践 创 新 往

往 是 特 定 发 展 阶 段 的
产 物 ， 要 认 识 到 这 些
做 法 “ 管 用 ” 的 历 史
局 限 性 。 应 把 这 种 特
殊 性 与 真 正 值 得 国 际
社 会 借 鉴 的 一 般 性 中
国 发 展 经 验 区 分 开 。
如 结 构 性 政 策 ， 其 有
效 性 多 以 差 异 性 、 非
均 衡 为 前 提 。 过 于 强
调 结 构 性 政 策 不 仅 会
人 为 地 分 割 市 场 ， 还
会 导 致 政 策 的 有 偏
性 、 歧 视 性 ， 不 利 于
整 体 资 源 配 置 效 率 的
提 升 。 当 前 强 调 建 立
统 一 大 市 场 ， 更 要 注
意 结 构 性 政 策 的 适 用
范围。

中 新 社 记 者 ： 一
国 经 济 学 之 地 位 与 其
经济实力有何关系？

张 晓 晶 ： 一 国 经
济 学 的 地 位 往 往 与 其
经 济 实 力 相 关 。 比 如
主 流 经 济 理 论 及 其 依
赖 的 经 验 多 来 自 发 达
经 济 体 ， 甚 至 主 要 来
自 美 国 。 而 主 流 的 西
方 学 术 杂 志 也 只 对 “
主 流 问 题 ” 即 发 达 经
济 体 的 问 题 感 兴 趣 ，
对 后 发 国 家 问 题 的 兴
趣 往 往 也 只 是 主 流 问
题 的 延 伸 而 已 。 比 如
转 型 经 济 学 就 很 难 进
入 主 流 ， 因 为 发 达 经
济 体 不 需 要 关 于 转 型
的 知 识 ； 时 有 关 注 ，
也 是 因 为 “ 转 型 ” 会
影响发达经济体。

如何将“中国经验”
升华为“中国理论”？（上）

美国纽约世贸中心重建计划(方案)展示。
侯宇 摄

福耀玻璃美国公司位于美国俄亥俄州代顿
市的生产工厂。马德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