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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诞生有 200多年了。目前，主导经济社会的是

西方主流经济学，简称西方经济学，也就是微观经济学和

宏观经济学。论文以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为西方

经济学的代表作，[1]讲述西方经济学观点。新经济学是指《新

经济学原理》描绘的经济学，不同于现在所有的经济学。[2]

新经济学要想替代西方经济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将

会带来一场经济学的革命。需要从理论上很好证明，更需

要实践的检验。

西方经济学成型于 100多年前，至今没有本质的改变。

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3]“标志着新

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完成”“新古典经济学直到 20世纪

30年代，在西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它就是我们现在通常

所称的微观经济学”。[4]不妨将微观经济学称为马歇尔理论。

作为科学的经济学，它的理论必须要能正确反映现实市场

经济社会。显然，今天的经济社会与 100多年前大不相同，

不可同日而语。先别说马歇尔是否读懂了当时的市场经济

社会，即便读懂了，100多年前的“正确”理论，也未必就

是今天的正确理论。

西方经济学背离现实是不争的事实。所谓背离，就是

马歇尔理论无法指导今天的市场经济社会。所以，科斯教

授说是“黑板经济学”，[5]张维迎教授说是“地心说”。[6]

背离现实的经济学是没有存在意义的。中国有企业家公开

声称不能听经济学家的。

面对现状，许多经济学家都在寻找应对策略，都在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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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西方经济学。例如，张维迎教授发表过《反思经济学》论

文，[7]王东京教授出版过《经济学反思》专著。[8]目前，经

济学存在多个学派，就是反思的结果。然而，多年的反思没

有成效。原因很简单，没有正确经济学。用错误经济学反思

错误经济学不可能成功，需要尽快构建正确经济学。但是，

作为科学的经济学，不能凭空想象，必须与现实市场经济保

持一致。也就是说构建正确经济的前提条件是读懂现实市场

经济。而经济学家都未能读懂市场经济又是一个不争的事

实。李稻葵教授指出：“到目前为止，国际经济学的学术讨

论还没有聚焦到‘什么是市场经济’这一根本的问题上”。
[9]言下之意，经济学家不懂市场经济。夏斌教授也指出“西

方经济学解释不清楚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原因”。[10]说明

西方经济学既没有读懂市场经济也解释不了现实经济社会

的发展。

论文将从正确解读市场经济入手，证明西方经济学是

错的和证明新经济学是对的，从而证明新经济学替代西方经

济学是大势所趋。

为什么200多年历史的经济学至今解读不了市场经济，

也解释不了中国和西方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原因可能还是

现实经济社会太复杂。经济社会包括形形色色的不同人，包

括无数不同品种的物，全面理解一个经济社会确实不容易。

特别是近几百年来，经济社会日新月异，变化之快，成效之

大，让人的思维似乎跟不上。另外一个原因是太迷信权威。

今天经济社会的人们还沉迷在 100多年前的马歇尔理论中，

人们太迷信马歇尔理论的正确性。

如何解决对现实市场经济的解读难题？这是关键。也

就是要解决对复杂系统的解读问题。幸运的是在长期的实践

中，人们研究了很多处理复杂系统的方法，基本思路是“让

复杂系统简单化”。也就是说，对复杂系统深入分析，抓住

主要矛盾，找到关键因素，设法抽象为一个相对简单的模型。

两个实际案例

城市地图和计算机结构图是两个复杂系统简单化的成

功案例。

一个城市也是一个复杂系统。城市地图的绘制实际上

是对复杂城市（包括很多元素）的简单抽象。抓住城市的主

要元素是建筑物，街道等，而不必绘制出很多类似花草树木、

石头电线杆等元素。

计算机更是一个复杂系统，包含了成千上万个电子元

器件。计算机结构图如图 1所示，包括五大部件：输入设备、

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出设备。一个复杂的计算机系

统就大大被简化了。不懂计算机的人都容易从计算机结构图

上知道计算机的组成和简单工作原理。

读懂复杂市场经济的启示

为了读懂复杂的市场经济，将它简单化就是给我们的

启示。下面将模仿计算机结构图，绘制市场经济结构图。通

过解读市场经济结构图，从而认识现实市场经济。

构建市场经济结构图，关键是找到类似计算机系统五

大部件的市场经济关键部件，称为市场经济社会的“经济元

素”。一共是三大经济元素。

经济主体

经济主体指经济社会的人和物。显然，经济主体是经

济社会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人和物就没有经济社会。

经济目标

经济目标更不可缺少。因为任何经济社会都会追求一

个目标，称为经济目标。也就是说任何经济社会的运行都是

有方向性的。所以，经济目标也是经济社会不可或缺的经济

元素。当然，不同经济社会可能追求不同的经济目标。

抵达经济目标的机制

有了经济主体，追求经济目标，需要解决的另外一个

主要问题是抵达经济目标的机制，也就是经济社会抵达经济

目标的方法、手段。

下面我们要谈论的是现实市场经济的经济社会的三大

经济元素。它关系到对现实的正确解读。

市场经济的经济主体

经济主体比较简单，就是经济社会包括的人和物。物

质稀缺资源。经济主体不容易混淆。

市场经济的经济目标

经济目标是一个关键经济元素。它决定了经济社会、

经济学的方向。容易知道，经济社会存在一个稀缺矛盾：地

球资源有限而人的需求（欲望）无限。正是为了解决这个稀

缺矛盾，人们要从事经济活动（人对物的活动），所谓经济

社会就是指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社会。从而确定了市场经济

社会的经济目标是“解决稀缺矛盾”。事实上，除了市场经

济社会，其他经济社会的经济目标也是解决稀缺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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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抵达经济目标的机制

有了经济目标，需要解决如何抵达经济目标，抵达目

标的方法称为机制。由于必须依靠人的活动抵达，所以这个

机制是活动，人对物的活动，不妨称为“经济活动”。

现实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很多种不同的经济活动。例如，

加工制造、养殖种植、商品交易、企业管理、科技研发等，

都是经济活动。简单起见，我们把所有经济活动归纳为两类：

生产和交易。从而，一切抵达经济目标的经济活动多归类为

生产与交易。后面会进一步论述这种分类的含义。

必须保证三大经济元素内容的正确性，否则我们的研

究就会走偏方向。经济目标无疑是正确的，人们不会从事与

不稀缺物质相关的经济活动。后面会谈到西方经济学也认可

这个经济目标。对于经济活动，已经说了经济活动是一种机

制，抵达经济目标的机制。可以改名，但是本质不会变。所以，

我们确定了三大经济元素如同计算机的五大部件，不会产生

错误。

有了市场经济社会的三大经济元素，就可以构建市场

经济结构图，如图 2所示。

这张市场经济结构图类似计算机结构图，让人们对市

场经济一目了然。我们把市场经济社会看成一座大厦，市场

经济大厦。底层是经济主体，就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人和物。

通过生产与交易经济活动，经济主体追求经济目标是解决稀

缺矛盾。所以，顶尖是经济目标，而生产与交易经济活动如

同两根支柱，支撑起市场经济社会大厦。

市场经济结构图的重要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复杂市场经济社会的简化描述

尽管是简化描述，但是代表的是整体市场经济社会。

从而使得我们认识了市场社会。这是经济学界至今没能解决

的问题。

有了鉴别经济学的标准

目前，存在多门经济学，站在经济学是科学角度，凡

是符合市场经济结构图的经济学才是正确经济学。给了一个

鉴别标准，这是过去没有的。

用这个结构图容易构建任何的经济学

借鉴这个市场经济结构图，可以构建任何一门经济学

的结构图。从而人们容易分辨各个不同的经济学。

下面我们要构建的是西方经济学和新经济学的结构图，

称为经济学理论结构图。

按照市场经济结构图的构建方法，有 n个不同的经济

学就可以构建出 n个不同的经济学理论结构图。相同在都是

三大经济元素构成的结构图，区别在不同经济学对三大经济

元素有不同解读。我们重点要分析的就是对三大经济元素的

解读。实际上主要是分析经济目标和经济活动。

构建西方经济学理论结构图，先要进行的是分析西方

经济学对经济目标和经济活动的解读。

把西方经济学的经济目标分为初始目标和最终目标。

主要采用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观点。

初始目标

萨缪尔森在《经济学》教科书中给出了如下的经济学

定义：“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

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他进

一步解释说：“这个定义的背后隐含着经济学的两个核心思

想，即物品和资源是稀缺的及社会必须有效地加以利用”。

说明西方经济学定义经济目标是解决稀缺矛盾。把这个目标

称为初始目标。初始目标与市场经济的经济目标完全一致。

最终目标

西方经济学在形成过程中，没有按照初始目标前行，

而是改变了经济目标。它把最终目标定义为一般均衡。最早

提出均衡概念的是马歇尔。“马歇尔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

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完成。这时，均衡的概念被

引入到经济学中”。由于一般均衡目标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

念，所以西方经济学在谈论具体实现时，无奈只能又转换目

标。在微观经济学中给出了生产者追求的“利润最大化”和

消费者追求的“效用最大化”两个不同的目标。[11]由此说明，

西方经济学有多个经济目标。

西方经济学有多个经济目标，那么一定对应有多个抵

达目标的机制。因为定义机制是经济活动，并且只能是生产

与交易两类经济活动。所以，简化起见，不需要研究西方经

济学的机制，而采用如下研究方法。证明西方经济学没有交

易经济活动，从而证明它的机制是生产经济活动。

对西方经济学没有交易经济活动的证明

证明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专家论述和逻辑分析。

第一，看专家论述。作为交易费用理论创始人的科斯

教授，在多次场合说西方经济学不研究交易，假设交易费用

为零。中国研究科斯理论的专家盛洪教授指出：“在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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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那里，企业被视为生产函数，

市场关系由供求曲线表达。无论市场交易还是企业内的交

易，都实际上被假设是瞬间完成的，反过来说交易活动是不

稀缺的，交易费用为零”。[12]专家的论述说明了西方经济

学不研究交易经济活动。

第二，进一步从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内容分析。如果它

研究交易经济活动，必然要涉及到一个“交易标准”问题，

即市场经济采用什么商品属性作为商品交易的标准。显然西

方经济学是没有交易标准概念的。

西方经济学只有生产经济活动

既然我们已经证明了西方经济学不研究交易经济活动，

没有交易经济活动，也就证明了西方经济学抵达经济目标的

机制，哪怕再多经济目标，也只能是生产经济活动。

有了西方经济学给出的经济目标和经济活动两个经济

元素，就可以构建出西方经济学理论结构图，如图 3所示。

用同样的方法，我们来构建新经济学理论结构图。还

是先确定经济目标和经济活动。

经济目标

新经济学确定的经济目标也是解决稀缺矛盾。但是，

新经济学对这个初始目标进行了分析，产生了一个最终

目标。

从稀缺矛盾定义看出解决稀缺矛盾可以从两个方向进

行，一是降低人的欲望（需求）；二是提升物的有用性。从

任何一个方向或者同时两个方向都可以解决稀缺矛盾。在不

考虑降低人的需求情况下，那么解决稀缺矛盾就演变为单一

的提升物的有用性。这里引入“效用价值”概念。定义效用

价值是物的一个属性，效用价值代表物满足人的某种需求的

能力。于是，提升物的有用性与提升物的效用价值是同一概

念。有用性与效用价值没有本质区别。从而得到新经济学的

最终目标是“提升物的效用价值”。

注意，效用价值仅仅是代表人物的一个属性即有用性。

我们可以抛弃过去所有的效用价值概念，甚至不用效用价值

这个名称。只要把握效用价值代表有用性即可。于是，解决

稀缺矛盾与提升物的效用价值完全是一回事。从而看出，西

方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改变了性质，而新经济学的最终目标只

是改变了形式。这个形式的改变非常重要，由此揭开了正确

经济学的序幕。

对抵达经济目标的研究

前面我们把抵达经济目标的机制称为“经济活动”。

道理很简单，这个机制必须是人的活动，所以称为经济活动。

下面我们先抛开经济活动概念。纯粹从抵达经济目标机制出

发，从理论上研究“机制是什么”？

当经济目标确定是提升物的效用价值后，我们要研究

如何抵达经济目标，显然第一步是找到所有的抵达经济目标

即提升物的效用价值的路径，第二步再研究具体实现方法。

按照这个逻辑进行研究。

①找到所有路径。

第一步是找到所有能提升物的效用价值的路径。因为

是关于物的效用价值，很容易知道只有两条可以提升物的效

用价值的路径。一条是“改变物的性质”；另外一条是“改

变物的位置”。下面做些解释。

路径一：改变物的性质。所谓改变物的性质是指改变

物的物理或化学性质，只要达到提升物的效用价值目的就可

以。现实中可以观察到很多种人们做的改变。例如，木头加

工成木制品。改变的是木头的物理性质，木制品的效用价值

更高；铁矿石冶炼成钢材，改变的是物理和化学性质，钢材

的效用价值更高。

路径二：改变物的位置。改变物的位置同样可以提升

物的效用价值，原因是同一物品对不同人效用价值不同。这

是一个不需要论证的事实。书对文盲没有用；药品对无病的

人没有用。反之，对有病的人来说，药品能够救命，价值无

限。所以说，物品在不同人那里价值不同。早在 2000多年前，

古希腊经济学家色诺芬就说过：“一支笛子对会吹的人来说

是财富，而对于不会吹它的人，则无异于毫无用处的石头”[13]。

这两条路径十分重要，不妨用两个定理表示。

定理一：改变物的性质可以提升物的价值。

定理二：改变物的位置可以提升物的价值 [14]。

两个定理就是经济社会抵达经济目标的两条路径，没

有第三条路径。那么，追求两个定理的最大化就是追求经济

目标。

②两条路径的具体实现方法。

找到了两条路径，后面需要研究的是如何沿着这两条

路径最快抵达经济目标，也就是研究两个定理的最大化。

第一条路径：通过改变物的性质来最大化提升物的效

用价值。如果仔细研究起来，涉及的问题还比较多。例如，

一个经济社会的所有物（资源）如何组织起来做，涉及集中

还是分散方式；即便分散方式下，采用企业方式还是个体方

式；企业方式下，采用什么技术等。这些都与第一条路径如

何走相关。我们无法在这里详述。但是可以指出的是，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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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工”，铁矿石的“冶炼”，土地的“种植养殖”等，

这些都是在改变物的性质。不论加工、冶炼还是养殖种植，

我们不妨统一用一个名称来表示。这个名称就是“生产”。

生产是一种经济活动。一旦我们从理论上给出了生产概念，

恰好与市场经济模型中的生产（实践中的生产）一致。这样

就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用生产经济活动代表沿着第一

条路径去追求经济目标，也就是追求定理一最大化。

第二条路径：指改变物的位置实现物的效用价值提升。

理论上有很多种方法实现。这里简单介绍一种“交易”方法。

一个人最需要什么产品外人是很难知道的，只有他自己向社

会索取才行。但如果每个人无代价索取，经济社会不能承受。

所以简单的方法是通过支付代价而索取。前提是经济社会每

个人拥有资源，有支付代价的可能。这就是“交易”方法实

现定理二最大化。详细分析见《新经济学原理》。

不论定理一还是定理二最大化，都是比较复杂的过程。

③结论。

上面我们从理论角度分析了抵达经济目标的方法。找

到了两条路径，两条路径的概念非常重要，从而给出了两个

定理。而对两条路径的实现方法，由于是一些较为具体的技

术实现问题，受篇幅限制就没有展开。但不代表不重要。直

接引用结论是重要的。这个结论就是“定理一最大化依靠生

产经济活动，定理二最大化依靠交易经济活动”。从而从理

论上解释了现实经济社会观察到的两类不同的经济活动。

有了新经济学描述的三大经济元素，就可以构建出新

经济学理论结构图，如图 4所示。

所谓正确性是指新经济学与现实市场经济保持一致。

下面采用理论与实践方法来证明新经济学的正确性。

有了上述分析的基础，理论证明就很容易了。我们只

要证明新经济学结构图与市场经济结构图一致即可。因为两

者相同，至少我们已经在整体结构上（也就是理论上）证明

了两个系统完全一致。

反映新经济学理论结构的是图 4，反映市场经济结构的

是图 2。显然图 4与图 2完全一致。主要表现在三大经济元

素完全相同。只要比较经济目标和经济活动即可。图 4的经

济目标是提升物的效用价值，我们已经分析了就是解决稀缺

矛盾，所以与图 2的经济目标完全相同。并且，新经济学理

论结构图在论述经济活动时，是从理论推导分析出抵达经济

目标的两条路径，恰好对应的是现实的生产与交易经济活

动。也就是说从理论分析上帮助图 2的市场经济结构图理解

了生产与交易经济活动的本质含义。从而说明了新经济学理

论结构图不仅与市场经济结构图完全一样，并且还构建了完

整的理论分析体系。

进一步地，我们还可以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结构图与新

经济学理论结构图和市场经济结构图进行比对。西方经济学

理论结构图 3完全背离了市场经济结构图 2，也就是背离了

新经济学理论结构图 4，从这个侧面又证明了新经济学才是

反映现实市场经济社会的正确经济学。

在理论证明的基础上，选择一个对经济社会有重大影

响的经济现象作为案例进行分析，从而发现新经济学与西方

经济学的不同解释，看出两个不同经济学的不同作用。

选择的案例是“分配”问题。分配可以说是一个经济

社会的重大问题。在萨缪尔森《经济学》中，提出了三大基

本经济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三大问题。如

何生产不应该是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所以经济学实际上研究

两大问题，为谁生产是两大问题之一，也就是分配问题。

分配的含义，站在经济社会的角度是指产品如何分配；

站在个体的角度是如何从社会获取所要的产品。计划经济时

期采用的是政府指令计划分配模式，市场经济下肯定不是这

个模式，那么就只能是市场分配模式。

如何理解市场分配模式？显然分配是一种经济活动。

从经济活动角度，不是生产就是交易，它不会是生产那只能

属于交易经济活动。也就是说交易完成分配。这一点西方经

济学也是认可的。在《经济学》书中，萨缪尔森是这样表述

的：“为谁生产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市场上的供给与需求。

要素市场决定了工资、地租，利息和利润的水平。这些价格

被称为要素价格。一个人可能分别从工作、股票、存款、财

产上获得工资、红利、利息和租金。把要素取得的所有收益

加在一起，我们就可以计算出他的市场收入。因此，收入在

消费者的分配取决于他们所拥有的要素的数量和价格”。说

明萨缪尔森认为分配依靠交易。

然而，仅依靠这段含糊不清的描述，西方经济学根本

解释不了分配问题。尽管分配是两大经济问题之一，西方经

济学承认分配依靠交易，却因为不研究交易而根本不理解

分配。

新经济学完全纠正了西方经济学不研究交易经济活动

的错误，它研究定理二最大化就是研究交易理论，包括分配

问题。下面从两个不同角度对分配通过交易进行解释。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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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制度角度，市场经济建立在资源分散基础上，每个人拥有

部分资源的产权。个体向社会索取实际上是向另外一个个体

索取。所以需要支付代价，支付与索取就是交易；站在交易

理论角度，如果个体不索取，没人知道他的需求，无法满足

他的需要，所以他必须索取。而如果索取不支付代价，他会

漫天索取。从而制度设计要求他必须支付代价。同样是一种

交易。

新经济学还分析了这种交易实现分配的制度设计的好

处。例如，一个人想要从经济社会索取更多，那么他必须支

付更多。他之所以能支付更多取决于他必须为社会贡献更

多。从而促进了每个人都在努力为社会多做贡献，哪怕他最

终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从这个典型案例中容易看出新经济学在解释重大经济

现象“分配”上，完全克服了西方经济学不懂市场经济如何

分配的严重缺陷。

一个人要到一个目的地，如果方向错了，他越努力离

开目的地就越远。这时停止就是进步。西方经济学制定了错

误的研究方向，从而使得 200多年来的经济学家们的辛勤劳

作毫无建树，至今为止不懂市场经济。解决办法是停止依赖

西方经济学，改变研究方向是唯一选择。新经济学制定了与

现实市场经济一致的研究目标和方向，构建了正确的经济学

理论结构。新经济学替代西方经济学是大势所趋。尽早转向

是所有西方经济学研究者的明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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