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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 经济研究 创刊 40周年的时候, 我曾

经写过一篇文章,预测 21世纪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学

家的世纪。重新回顾我当初的命题,我觉得信心是

增加的。当时我提出这样命题的根据是, 经济学理

论本身是简单的逻辑体系, 用来解释说明我们所观

察到的一些经济现象,因此,一个理论的重要性就是

根据他所解释的经济现象的重要性,如果现象越重

要,那么能够解释这个现象背后的简单逻辑关系的

理论,也就越重要。

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发现,中国的经济应该说是

越来越好了。比如说中国现在已成为全世界第三大

的贸易国, 上世纪 90 年代初, 我们还排在十几名之

外。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大约是美国的 1/ 8,

但是经济增长率这几年基本上是美国的 3~ 4倍。

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在世界上出现了所谓的!中国

热∀。世界上所有的主要经济媒体,都以大篇幅报道

中国发生的事情,而且国际上很多非常有影响的著

名经济学家都是到中国来的常客,最主要的原因是

大家都想了解中国的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上述命题提出的第二个理由是, 理论创

新的机会来自一些新的未被人认识的现象。我们知

道,在上个世纪 30年代出现的经济大萧条后西方出

现了凯恩斯主义,因为出现的经济现象不能用传统

的古典经济学解释。后来出现了滞胀, 因此出现了

理性预期学派, 到了八九十年代,我们又发现货币确

实是可以对经济进行微调, 因此理性预期学派又被

新的理论,像新古典综合派所取代。从这种角度来

讲,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现了非常多用现有的

理论基本上是难以理解、难以解释的现象。举两个

简单的例子。一个是中国以双轨制为特征的渐进式

改革。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增长, 连续十几

年时间的增长, 但是当时,主流学术界对双轨制是非

常悲观的,认为要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的话, 就

应该推行以私有化为基础的休克疗法。Lar ry Sum

mer s在一篇文章里谈到, 经济学家通常在很多问题

上有分歧,但是对计划经济进行改革,大家有出乎预

料之外的共识。但是, 中国 1978年到 1990年的平

均增长是 9% , 1990 年到 2005 年, 每年是 9. 9%。

同时期的苏联没有恢复增长, 反而是崩溃了。另外

一个例子是,在 2000、2001年,国外经济学界争论中

国的经济速度是真的还是假的, 原因是从 1998年开

始到 2002年间,出现了通货紧缩,物价每年在下降。

在国外出现通货紧缩, 一般是经济非常疲软、零增长

或者是负增长,只有在政府的强力支持下才可以转

变。但中国在 1998年到 2002年的经济增长是全世

界最快的。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因而认为,中国的

GDP 增长速度不是真的。一位对中国非常友好的

经济学家写了一篇文章, 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假

的,顶多是 2% ,很可能是接近零增长。但几年过去

了,我想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经济学家,认为中

国可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比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更

高,而不是更低。

对苏联、东欧经济转型的预测,对中国很悲观的

看法,做这些工作的人,都是主流经济学里的主流的

经济学家。这些大师错了, 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这

些大师不懂经济学,另外就是经济学有问题。应该

说,教科书及主流文献上看到的用来解释中国的现

象是有问题的。其实不仅是解释中国的转型现象有

问题,再回顾中国当前最主要的改革和发展问题,我

们再看看发展的理论, 是不是就没问题? 斯蒂格利

茨教授讲,台湾的经济增长非常成功是因为台湾到

美国读书的学生中,工程师回到台湾,经济学家没回

到台湾。而拉美是经济学家回到他们的国家,而工

程师没回到他们国家, 所以经济发展很糟。

经济理论也是发展的,但问题是现在的理论是

不是真正揭示了发展成功和失败的理由。现在最新

的增长理论可能没有捕捉到经济发展和失败背后的

真正原因。比如说新制度经济学, 看 300年前当时

的社会经济条件是怎么样, 拿 300年前的条件预测

现在的经济。这样讲起来,发展理论实际上对我们

的帮助并不大。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些理论,实际上

是不能解释中国当前很多的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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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 任何经济现象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

释,并不代表它不能用理论来解释。也就是说,它给

我们很多理论创新的机会。近水楼台先得月, 中国

的经济学家应该比外国的经济学家了解中国的改革

有优势。实际上,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是我们

对现有理论进行创新、作出贡献的一个千载难逢的

机会。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加,我相信很有可能

在 21世纪 30年代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 绝

大多数会出现在中国。

但是把机遇变成现实, 有非常多的挑战。经济

学在中国是学生选修最多的, 中国人学经济学是抱

着经世济人的态度。从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从天朝

大国变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 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天

下为己任,因此有两种情操,一个是救亡, 另一个是

图强。他们抱着西天取经的态度来学习西方经济

学,希望学回来的!经∀帮中国重新强盛起来。但是

现在取经就面临这样的问题, 取回的经是不是真经,

即使是的话,也可能不适用。仔细研究的话, 绝大多

数是不适用的。

任何理论都是在一定限制条件下成立的。我们

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们取回的经在西方是合适的,

但是在中国是不是合适, 要打很大的问号。更何况,

西方的经济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的经济学要真

正对改革和发展、对中国的现代化作贡献,这是一件

非常困难的事, 而且对老师是巨大的挑战。因为中

国人传统上会做的是把国外的理论拿回来进行总

结,然后再重新整理一下。比如我在上世纪 80年代

回国的时候, 我到哪一个地方, 人家老让我介绍前

沿,希望了解国外。这种教学和研究方式是不是合

适? 我觉得如果中国的经济学理论是要帮助我们了

解现象,预测现象,进而根据了解和预测来避免出问

题的话,老师必须真正深入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中,去

了解这种现象,从现象的背后归纳、抽象, 提出新的

理论。

最近, !十一五∀规划里强调自主创新,我觉得在

科技上需要自主创新, 在社会科学方面,经济学跟任

何社会科学都同样需要进行自主创新。只有这样,

才可能教给学生真正的能够解释中国现象的理论。

老师还必须了解任何现象都有不同的解释角

度,因此也会提出很多不同的理论, 有些是互补的,

有些是竞争的。在这种状况下, 即使教的理论是对

的,也必须了解到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是不断在变

化的。我们确实必须记住老子讲的, !道可道,非常

道∀。我们的经济学并不是教学生现有的理论, 最重

要的是教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方式。

教学最重要的是帮助学生建立一个观察问题的

视角。要不要教理论, 我觉得要教理论,但教理论的

时候要强调这只不过是一种视角, 这个理论不是真

理。最重要的是教理性的方法。我认为, 本科生学

会了这个视角, 变成观察问题的一种方式。研究生

必须前进一步,除了视角之外,还应该训练他们有能

力用这个视角来观察现象, 把现象归纳抽象,然后把

他的观察、把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用严谨的逻辑表

述出来。最好能够建立数学模型来表示。另一方

面,任何理论模型都只是一个教学,任何一个现象只

要能用一个内部逻辑一致的理论来解释, 就可以用

无数多的内部逻辑一致的理论来解释。因此理论之

间是会相互竞争的。必须教会学生索取今天的数

据,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跟别人的理论。

我对 21 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学的世纪充满了信

心。一方面,时代给了我们机会,另一方面则需要老

师和学生共同努力。

中国经济学要在国际化过程中讲本土化

杨 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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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结合我们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 就中国

经济学教育如何在继承与发展中走向世界的问题发

表一些个人的看法。

一、中国的经济学教育要继续提升国际化程度。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西方经济理论的大量引入,中国

的经济学教育体系已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 在这

样的变化之中, 产生了各种效应。虽然大家可能对

这样的效应有各种不同的评价, 在某些问题上, 存在

不同的见解,但是随着讨论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

为,尽管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但中国经济学教育还是要继续提升国际化的程度。

其理由可能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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