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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维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经济学一般被认为是研究利益的。经济学家认为人的行为是由利益支

配的，理性人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每个人的选

择都是明智的，所有我们观察到的行为都可以用“利益最大化”给出合理

的解释。这就是我长期以来在经济学中学到的东西。 

 

但我一直有一个困惑：我们为什么需要经济学家？就是说，既然有没

有经济学家这个世界上每个人行为都是一样的，既不更好也不更坏，那我

们要经济学家干什么？如果我们经济学家不能够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好，那

么我们使用社会资源所做的这些事情可能就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这样一个

经济学的假设，事实上也没有办法解释我们人类为什么犯那么多的错误，

包括为什么在那么长的时间内，世界上有 1/3 的人选择了一种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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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经济制度被称为“计划经济”，它给生活在这个制度下的人们带来了

多重的灾难。我们甚至没有办法解释我们经济学内部的一些基本问题。我

知道今天有一位非常令人敬重的诺贝尔奖得主萨金特教授坐在这里，他是

理性预期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但我也有一个困惑，按照理性预期学派的

观点，任何预期到的经济政策是不能起作用的。但假如这样想的话，每一

个政府官员也应该有理性预期，如果他们预期到政策不会起作用，为什么

还要制定政策呢？这也是我长期的一个困惑。 

过去几年，我越来越认识到，支配人的行为的不仅有利益，而且有思

想、理念和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人们选择做什么，不仅受到利益的影响，

也受到他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的影响。或者更准确地讲，人们是通过

观念来理解自己的利益的，而人的认识有限，观念可能发生错误，这样的

话，他们就会做出对自己不利的决策。 

这当然并不是我自己的观点，也谈不上新。事实上，两百多年前，英

国启蒙思想家、经济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就讲过，尽管人是由

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是由观念支配的。凯恩斯

在《通论》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他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思想，

不论它们正确与否，都比一般所想象的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它们

统治的。实用主义者自认为他们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其实他们经常是某

个已故经济学家的俘虏。自以为是的当权者，他们的狂乱想法不过是从若

干年前某个拙劣的作家的作品中提炼出来的。我确信，和思想的逐步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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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过分夸大了。……或迟或早，不论好坏，危险的东

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我们也知道，与凯恩斯站在完全不同立场上的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米

塞斯讲过这样的话： “人所做的一切，是支配其头脑的理论、学术、信条

和心态之结果。在人类历史上，除开心智之外，没有一物是真实的或实质

性的。”“一般认为，社会学术的冲突是由于利益集团的冲突。如果这种

理论成立，人类合作就没有希望了。”米塞斯还说： “没有思想的行动和

没有理论的实践，都是不可想象的。”“人的行动受各种意识形态的指导，

因而社会和社会事物之任何具体秩序皆某种意识形态的结果。……任何现存

的社会事物都是现存的某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在某一社会里会出现新的意

识形态并可能取代旧的意识形态，因而改变社会制度，但是社会总归是秩

序和逻辑上事先存在之意识形态之产物，行动总是受观念的引领，它将预

先考虑好的事务付诸实施”。 

在《自由宪章》一书中，哈耶克说：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信念是，从

长远看，是观念，因而是创造观念的人，在支配着演化。 

我引证这几位伟大的学者的话只是说明一个问题，人类的行为不仅受

利益的支配，也受观念的支配。也正因为这样，好多出于利益的行为经常

打着观念的旗号。 

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经济学家就大有用武之地。简单来说，人

类的进步都来自新的思想、新的理念。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通过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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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改变人们的观念，使人们能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比

如说， 我刚才提到的人类在那么长的时间内选择了那么一个糟糕的计划经

济制度，并不是由于人们不在乎他们的利益，而是因为他们受错误观念的

支配。他们以为计划经济可以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利益，而我们现在知道，

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理念。正是这样一个错误的理念，导致了人类

历史上一个巨大的灾难。 

经济学家从很早开始，其实就是完成了这样的任务，即改变人的观念。

200 多年前亚当·斯密让我们认识到市场是人类最有效的合作制度，人的自

利行为对社会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如果我们有真正的私有财产制度和充

分的市场竞争的话。我们中国经济学家过去 30 多年对我们的社会或者说对

我们人类做的主要贡献，就是让我们中国人开始接受 200 多年前亚当·斯密

已经提出来的市场经济理念。中国经济学家使我们破除了对人民公社的迷

信，破除了对计划经济的迷信，使我们不再相信铁饭碗、大锅饭的平均主

义制度是一个好制度。中国经济学家也使我们中国的民众相信，自由竞争、

自由价格、私有产权、企业家精神，这些对任何一个经济的进步都是不可

或缺的。由此才推动了我们的改革，使得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 

经济学家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就必须有真正的独立的精神，因为正

如米塞斯所讲的，尽管人类可以合作行动，但是人类只能个人思考，社会

不会思考，人类的新思想总是从一些少数人开始的。或者可以这样讲，我

们之所以说一种观念、一种思想是新的，就是因为它是绝大多数人所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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