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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经济学的行为
转向与中国契机∗

王国成

【提　要】逐步打开理性行为黑箱�多视角深入地研究行为属性及其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作用�是正在
发生行为转向的当代经济学的显著特征之一。资源配置乃至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各类主体的行为过程和结
果。因此有必要着重分析探讨基本行为假设形成的时代背景、理论动因、表现形式和演化过程�推广基本决
策行为模型�展望经济学重新聚焦行为研究的必然趋势�把握其为中国经济理论建设和发展创造的良好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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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学理性行为假设逐步形成和完善的历史进程

中�赫伯特·西蒙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有限理性思
想和分析方法�在实践的检验中日渐显现其重要的里程
碑意义；随后�以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为代表的新
兴分支学科的异军突起和蓬勃发展�又将行为属性研究
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为什么经济学的行为基础会发生如
此重大的转折�①本文以基本行为假设的演变与理论发
展的内在关系为主线�试图在较为深入的行为分析基础
上�探讨行为的动因、表现形式及分类、内生化转向的
必然趋势�推广基本决策行为模型�把握其为中国经济
理论建设和发展创造的良好契机。

一、现代经济学的基本行为
　　假设及演变　　　　　

　　现代经济学的引入�积极地推动了我国市场化取向
的改革�也在试图为我国理论界提供主流的分析范式和
工具手段�但要真正地认知和有效地应用一种理论体系�
更重要的是尽可能地把握其本质特征。近年来国内出现
了一些代表性文章：有的从理论体系本身论述�有的从
方法论角度探讨�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刻和全面地解读现
代经济学。②为了分析论述的方便�本文给出如下的描述

性界定�来刻画和突显现代经济学的某些主要特征。
现代经济学主要是指以自由市场经济为研究对

象�以围绕理性人所形成的一系列基本行为假设为
逻辑起点�着重研究稀缺性资源的有效配置及选择
行为�运用前提假设～演绎推理的形式�借助数学
和计算机等现代科技分析手段�以新古典经济学为
主体的经济理论体系或由若干相关理论分支构建的

学科家族。
1∙理论建设的行为起点
经过抽象、舍弃和隐含前提等形成的理论�毫无疑

问要大大简化真实研究对象。经济学理论也必然如此：
天经地义的禀赋�基因决定的偏好�结构化的信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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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最大化的利益目标�神奇的市场制度与机制�均衡
的资源配置�理想的社会福利�自由、独立和平等的理
念�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彰显科学特征的理性行为这一
基点上�或者说现实经济世界中的行为主体�都被看做
是先天具有足够计算能力进行理性选择的经济人 （或理
性人）。经济学诞生和成长于近代理性主义思潮涌动的年
代�必然会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在其发展过程中经过
凝练、演变和升华�逐步形成现代经济理论体系的核心
假设：为经济人赋予理性行为特征是经济学的基本行为
假设和科学化的关键点�是经济学理性主义①的集中表
现�基本含义发展至今更加丰富和完善。可以说�在现
代经济理论体系中�只有针对特定研究对象所作的基本
行为假设�才最典型地代表了经济学的学科特征和本质
内容�是逻辑分析的起点；而几乎所有的分析方法、手
段和工具�大都是吸收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得益于数
学、计算机和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以基本行为假
设为起点�再经过严谨的演绎逻辑推理得出理论结论�
通过基于随机理论的计量分析等实证方法的检验；进而
针对不同现实问题和需要�局部、表层地改变和放松前
提条件�由完全信息放松到不完全信息�由静态扩展成动
态�形成和衍生出不同的理论分支；众多相互关联的分支
共同构筑起现代经济学宏伟壮观的学科大厦和支撑起理论

殿堂。这就是理性人假设的重要作用和实践意义。
理性行为假设是经济学科学化最为关键的一步�是

整个理论体系的根基�有了它�才能在商品集或可选目
标集上建立序关系和效用函数�将经济活动中各类主体
生动鲜活的行为�以效率为中心地统一为约束条件下个
体效用 （或偏好） 最大化的选择和决策行为模型�使科
学方法的应用具备了可行条件；以此为基础进行严谨的
计算分析�可得出理论模型的最优解�实现自身利益最
大化。规范化、同质化和原子化的个体行为假设�这样
的假设具有外生给定性、自利完备性和共同一致性等�②
使得理论重心聚焦在市场运行机制条件下的资源优化配

置上。如理性行为假设将人格资本化�为劳动力赋予商
品属性�使得研究商品、货币和劳动力市场的一般均衡
成为可能�正好迎合某些利益阶层的需要�理所当然、
巧妙地在为特定制度辩护�完成了经济学的科学化包装�
同时也显现出现代经济学中机械式行为主体、工具主义
立场、唯理论的发展目标等特征�这些与产品价值衡量
标准相对单一稳定的市场经济活动�与理性主义逻辑一
致性的内在要求�存在着必然联系和对应关系。
2∙理性行为的认知与演进
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演进�以及选换视角探讨不同环

境条件下各类主体的特征�是对人类行为本质属性及表
现形式从未停顿、不断深化的认知过程。从基本行为假

设的演变与理论发展的内在联系角度�勾连以下三个阶
段和特征�能较清晰地追溯、透视和预见经济行为理性
特征和基本属性研究的一条主脉络和引证线索。

（1） 个体理性及演变。从完全理性、有限理性再到
生态理性�由于注意到不完全信息和不确定条件下主体
认知能力有限等特征�关于经济行为基本属性的研究是
在不断发展和演进的�但其明显特征是以个体中心主义
为轴心和主线的延展。③ 由于人类社会发展和需求的阶
段性�理论观念与认知工具的局限性�也只能是历史地
选择围绕个体理性中心的发展演变路径。然而�个体偏
好逆转的发现及其被许多研究所证实�④ 对于消费者和
决策者所面临的各种具体的策略选择�到偏好不稳定、
不具备传递性等情景依赖性�理性行为公理化的愿望受
到前所未有的、而且是越来越强烈的冲击和置疑；随之
创造性地提出的自适应、异质性期望和信念等新的视角
和概念等�⑤ 使得人们对自身经济行为的认识和研究不
满足于理性行为黑箱的桎梏�这是逻辑力量使然�更是
历史发展的必然。与其说是对某种经济行为属性的发
现�倒不如说是对将经典的基本行为假设试图公理化这
类愿望的考验、检验、冲击和置疑。

（2） 交互影响的博弈行为。博弈论从新的视角研究
主体之间相互影响的策略行为及均衡结果�囚徒困境与
公共地悲剧等�揭示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复杂关
系：群体行为并非总是关于个体行为在属性一致前提下
数量上的增减变化�还可能出现与个体行为性质完全相
反的结果。作为一个很好的过渡�行为研究重心的迁
移�把视线由相对独立的个体决策引入到相互影响的策
略行为�或许这正是博弈论存在的重要意义之一。但仅
沿经典博弈论研究策略行为�还是基于个体理性�还是
以个体为中心；只有而且是必须同时考虑所有博弈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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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总量变化特征�才能从个体与群体行为的内在关系
中找出它们之间理性的一致性。① 博弈论还注意到�在
当今越来越复杂的市场经济环境和博弈局势中�策略行
为使得个体选择结果更多地充满了不确定性 （而且这类
不确定性往往是难以用随机规律表述）�因而这也是个
体理性并不必然导致集体理性的原因之一。

（3） 回归行为本原。特定现实需求下提出的基本假设
是为相应的理论体系服务的�不可能将它们割裂开来偏倚
或孤立地单论其合理性、科学性和普适性。主流经济学也
感受到了原有假设和视野的局限性�试图用外部性来解释
个体行为对他人和社会的溢出效应�或者是用制度在一定
程度上调节个体行为可能的外溢�然而�如此只是单向地
考虑了个体行为对他人和社会的影响�没能同时考虑他人
和社会对个体的反向影响�不足以解释个体行为的社会性；
经典博弈论也主要是基于个体理性研究策略行为；它们都
未能跳出个体中心主义方法论这一圈子�难以从行为本质
上找到问题的根源。在人类社会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
不能仅满足和局限于某一种基本行为假设�应该全方位、
多视角、全面深入地考察主体行为和本质属性�明确辨识
行为的个体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共生性与差异性�引入诸如
社会偏好 （social preference）、社会理性此类的概念�研究
区分自利与利他动机、纯个体自利理性与社会理性、客观
事物变化与主观行为的不确定性等�将从社会性视角建立
的新概念与博弈论、实验经济学等研究方法相结合�进行
理论模型构造和实证检验分析。

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和主要目标是研究人类行为与

自然界的相互作用及结果。抽象出代表性个体行为进行
普遍性研究的做法�是经济学初始阶段实现科学化的路
径之一。理性行为可以说是对完全 （不完全） 竞争环境
中一般性商品交易主体行为的抽象描述�而对特定问题
的探讨�还需要设定一些具有特殊属性的功能性 agent�
如零智力交易主体 ZIA 或 ZIT、② 管理 agent�选举 a-
gent 等�为检验对比和深化研究主体行为特征开辟可行
途径。时代发展提出的新需求和酿造的有利时机�现代
科技进步与相关学科领域的相互渗透及推动提供了切实

可行性�经济理论观念发生的重大转变�个体的差异
性、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行为主体和制度及生存环境
（自然的与社会的） 的共生演化 （co－evolution）�表明
经济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既有共性相通又有明显不

同；因而�既要借鉴渗透�又要各有侧重。

二、主体行为分析
1∙是公理还是假设
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人类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行为

过程和结果。新古典经济学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
抽象出理性经济行为作为基本假设并在不断地演进和改善�
形成了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假设和理论硬核。③ 然而�是将
理性行为作为公理还是作为假设？至今并未给出、今后也
不可能给出明确的正面回答�但又是必须要始终面对的一
个问题。若是公理�为什么会受到来自行为经济学和实验
经济学等新的分支学科强烈的冲击和挑战？④ 若是假设�
就必须在经过科学检验后方能判定是接受还是拒绝。⑤

不仅仅是假定或赋予一种固定不变的行为属性�而
是要研究和揭示哪一种行为属性如何影响资源配置�以
此为基础再研究因素变量之间的关系�揭示各种不同行
为属性及演变在配置资源中的传导机理和作用效果。只
假定单一的价值取向、明确稳定的行为方式�仅以一种
行为属性为基点建立起重点研究资源配置和选择的理论

体系�可看成是对多属性复杂行为截取的一个侧面上获
取的认知成果�不足以作为认定主流与非主流的判据�
更不能说是经济学的全部。由于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和复
杂性�决定了经济理论多元化的本质属性�孕育了多视
角深化行为属性研究的必然趋势和发展空间。无论是完
全理性、有限理性还是非理性�需要根据研究问题的需
要�在对现实经济活动深入客观地观察的基础上�着重
研究主体真实的行为特点、方式和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影
响的行为关系�由此检验理论、发现规律、发展理论。
这是当代经济学新的觉醒与更始。

作为利益主体的人�在资源配置选择和与其他主体
及外部环境的交互行为过程中�具有主观意志、个体差
异、学习适应、交互多变等特性�不可能是机械地、固
定的反应模式�舍弃了鲜活丰富的行为属性�经济理论
就好象没有了灵魂�就失去了最应该研究、最有价值的
内容。同质的代表性理性行为主体的做法�其方法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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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是个体中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现代 （自然）
科学的做法�显现出原子化、外生化与恒定化等特征�
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受着逻辑的和经验性的分析检验。然
而�行为假设和人们的认知水平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公
理�虽然基本行为假设也在不断拓宽和放松�但还都是
一脉相承的。理性的含义是广泛的�根据现实问题和学
科发展的需要�截取一个行为基准面、构建相应的理论
分析参照系是必需的基础前提；而发生突变和转折�说
明理性行为假设更需要深化、丰富和发展�这是时代特
点和科学的本质要求。或许单一行为假设比较适用于研
究常规经济的特征和规律�而多属性行为假设在探讨非
常态的复杂经济问题时能发挥更好的作用。各类复杂多
变的现实问题�都能从行为根源上找到诱因�行为特征
和属性与宏观形态和演变轨迹必然存有内在的对应关

系�是可认知的。
2∙行为分析基本方法
市场规律实质上是行为规律：完全竞争条件下适用

于同质的理性行为假设�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千姿百态的
行为表现是异质的和多属性的�很难概而论之。设定一
种特征和视角�获取一个行为截面�在学科分工框架内
经过演绎推理建立的理论体系�可作为分析现实经济和
深化行为研究的参照系。行为分析就是侧重在微观层面
上�寻求主体行为特征和属性及其与复杂经济现象的内
在对应关系。

与常规的因素变量、因果关系和随机关系等不同�
可将行为变量看成是软变量 （Sof t variables）�行为与现
象的关系是软关系。行为分析主要是着眼于这些软变量
和软关系�其基本内容和逻辑关系是：环境条件－行为
动因－行为状态－行为关系－行为过程－行为结果。其
中：环境部分主要包括对主体生存的外部环境条件和各
种影响因素的描述分析；行为动因主要是指目标取向、
价值判断、偏好函数等禀赋属性和行为的诱发原因；状
态分析包括行为表现、典型特征和形成机制；行为关系
主要考虑的是主体之间、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联系方
式和结构；行为过程涉及到推动和影响行为变化的因素
及相互关系、动力学原理、传导途径和机理；行为结果
是指行为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和表现形式�对外部环
境条件和下一轮行为可能产生的效应；等等。建立起这
样的行为分析链条�遵循先验式的贝叶斯决策原理�有
助于寻找和框定引起某种特定复杂经济现象的行为原因。

毫无疑问�经济行为的量化研究和直接的统计检验
相比而言会更加困难�然而行为分析是经济学的本质要
求�是理论分析的先导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
身就是一种可行的科学检验方法；然后才是进一步研究
传导机理和对经济运行与资源配置的影响方式及效果；

在此过程中�会越来越认识到行为分析的重要性�也自
然会随之找到更加有效的行为分析方法和手段。

三、当代经济学的行为转向
经济学的主旨是分析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以及伴生

的人与人 （或群体） 之间的利益关系。现代经济理论建
立在理性人 （具有同质行为属性的代表性主体） 假设的
基础之上�着重研究资源配置效率及相关问题。该假设
关键性的隐含前提之一是个体行为差异可以忽略不计

（只有在通过给定显著性水平下的统计检验等才得以成
立）。然而�利益和财富来自人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人
与人的关系根本上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随着人类行为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主导作用日益增强�人类与自然界、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越来越复杂�面对微观个
体行为的差异性和交互性等所导致宏观经济形态的复杂

性�迫切需要对行为研究的深化和回归�而这般需求在
现代科学技术 （尤其是计算模拟） 的支持下是可实现的。
1∙行为转向的基本特征
进入21世纪以来产生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领域

有：微观经济计量学、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时间
序列分析、非合作与合作博弈的融合、基于微观主体的
宏观经济政策分析等�这毫无疑问在预示着经济学的发
展方向；① 博弈论、激励、契约、产业组织、公共选择、
认知经济学 （Cognitive Economics）、神经元经济学
（Neuro－economics）、行为金融和行为博弈论、新制度
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经济学等迅速生长起来

的新的理论分支和活跃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出版的有代
表性的教科书�国际专业会议上的热门议题……�它们
有共同的特征和指向�深入地刻画微观主体行为本质�
或者是在研究微观行为的方法上有突破和创新�是科学
精神在新的历史阶段新的表现形式。② 自卡尼曼等人开
创性地提出不确定决策情况下的前景理论以来�到如今
已全面展开了对经济行为本质属性的深入探讨并置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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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理论框架内�由此发展成为行为内生化的主要研究内
容和方法：考察公平正义与效率的关系等价值观的确立
和演变�对财富效用、风险和时间因素的偏好的形成及
演进；深入考虑信息处理、方案分析计算比较等行为能
力；全面考虑行为的交互性和外部性等边界属性；对群
体中的个体之间共生一致性的改进和修正的变异性分

析�等等；进而由于微观经济计量学、博弈论和经济实
验等分析方法的蓬勃兴起并逐步推广应用�使内生化的
研究行为的异质性和交互性 （社会性） 成为可能�也使
在研究人类行为这一共同点上整合社会科学成为美好

的、而且能够不断接近的理想前景。
由此看来�经济学的当代发展正在步入以行为转向

或复归为显著特点的新阶段�或者说是回到预定的行为
本原轨道上来�即理论研究更加注重具有主观能动性的
人类行为主导的经济活动特点和规律。行为假设是经济
理论的逻辑分析起点�深入的行为分析能促使经济理论
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概括出当代经济学发生行为转
向的几个显著标志如下：

（1） 基于单一行为假设建立的经济理论�难以解释
当今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多样性和演化性�与现实产生
了系统性偏差 （bias）�尤其是面对金融危机等复杂现象
的冲击�其局限性日益突显；

（2） 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侧重行为研究的前沿
分支的蓬勃兴起�创立了基本行为假设检验、多视角定量
化研究经济行为的可行方法以及由此引起的方法论变革；

（3） 复杂科学理论打开了新的视角、促进思维观念
和方式的转变�高性能计算的突飞猛进等科技进步提供
了有利支持�心理学、生物学和物理学等其他相关学科
的交叉渗透�形成全人类认知的大趋势和融合氛围。
2∙行为研究内生化的必然趋势
将经济行为属性研究纳入理论体系的内生化处理方

法�引发的方向性转变和调整�或者说是行为复归�是
当代经济学发展的必然趋势。纵观经济学发展历程�古
典经济学坚持劳动价值观�主要研究商品与资本等要素
特征、结合方式和流通规律�行为与制度的关系�以及
利益集团之间的经济关系等�可以说是经济行为视角的
观察分析；而新古典经济学在理性人假设基础上�将个
体决策活动抽象为利益最大化模型�并外生给定制度、
信息分布等市场条件�从而使现代经济学的理论重心聚
焦在选择行为的结果上�主要围绕稀缺资源配置研究价
格和各种投入要素及结构关系的变动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与此同时理性行为假设也在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和遭受

质疑中得以修正和发展；而基于异质性行为�由集中于
行为结果扩展到更加注重行为特征和过程�深入研究经
济活动的现象和规律�只要经济是在经济行为驱使下运

行、经济行为又是在自身利益导向下实施的�只要个体
利益需求呈多样化 （或者非单一） 趋势、个体之间不存
在惟一通行的价值标准 （效用不可能完全等价转移）�异
质性经济行为就会普遍存在并产生显著影响�经济学也
就永远不可能纯科学化。而转变观念�转换视角�突破
传统框架�打开原有的理性行为黑箱�正视经济行为的
异质性�检验理性行为假设、分类深入地分析探讨行为
的本质特征和发展演变过程的规律性�就能构建更接近
现实、更加科学的经济理论体系。经济学的理性决不会
停留在行为假设阶段�一旦方法、工具和手段有了创新�
就可能突破理性行为假设的阶段性和局限性。行为内生化
方法是科学理性的延伸和新的表现形式�是经济学内在规
定的必然发展趋势�是经济学科学化和真正理性的体现。

为能够持续深入地认知行为本质、修葺经济理论大
厦�经济学家从未放弃寻找深化行为属性研究的突破口
和有效工具的努力。从奥曼等学者用演进博弈的观点对
理性的混乱与动摇的论述来看�若局限在传统理论的视
野之内�博弈局势中理性、有限理性与非理性在实现纳
什均衡方面并无本质的、严格的区别�① 或许理性经济
人 （Homo economicus） 真的会被现实行为人 （Homo
behavioralis） 取代�由此受到启发�我们应该坚持的是
科学理性而并非是某种已有的理性表述形式�用彻底的
实证理性－－－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等倡导的经济实验等科
学方法�研究经济行为从而完善经济理论是不可逆转的
发展趋势。多视角、深入细致、定量化的行为分析�是
经济学的应有之义�是最能体现学科特色、最有力地推
动经济学发展的主要内容。毋庸讳言�按正统的分析框
架和思维模式来看�现在没有�而且在未来可预见的时
期内也不可能有一种全新的行为假设来完全取代理性行

为假设作为经济学的基础�② 或者说是用社会人、现实
人和行为人来替代经济人�但关注行为主体的适应性和
交互性或研究 “适应性的关乎他人的行为” （Adaptive
and other－regarding behaviors）�显然已成为当代经济
学发展最闪耀的亮点之一。无论是理性与非理性 （感
性） 行为描述上的差异�利己与利他行为动机假设的不
同�纯自利的经济动物与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行为属性
的观点的分野�还是个体中心主义与整体综合主义方法
论的分歧�都阻挡不住经济学在现实需要和科学本质的
推动下沿自身发展规律的推进和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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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超越个体理性
简化和析取经济行为的理性特征�为新古典抽象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经济行为的多方面属
性及其复杂的作用机理和结果�防止过度固守一种行为假
设导致经济学蜕变成机械、僵化的理论体系；需要突破原
有观念和框架、超越个体理性�基于主体的多元化价值取
向、多样化功能和多种行为方式�区分和剖析不同行为类
型�概括异质主体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基础关系结构�推广
基本决策行为模型�通过行为内生化、采用经济实验方法
细致刻画并尽可能获得真实行为特征�运用复杂系统建模
将多种类型的模型综合集成或一体化�采用系统 （动态）
仿真工具和方法�推广实际应用并加以检验�由此可揭示
个体行为与集体行为的内在关系和传导变化机理。
1∙微观主体行为类型分析
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是主体与外界环境 （包括主体

之间） 的相互作用�即为给定环境或条件集下的 ｛主体
集｝ ·｛客体集｝ ｛产出或结果集｝�以行为分析为
起点�由于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仅仅用确定型、随机
型两个层面或类型来刻画经济主体行为是不够的�还应
该考虑可能存在的第三个层次或类型－－－复杂型�以便
推广基本决策行为模型。三种类型分别对应行为认识的
三个层次；不同社会发展时期�经济学的不同发展阶段�
主要选择其中一种为逻辑分析起点和行为基础。① 将特定
环境中的每一活动主体或 agent 看成是一个行为发生器
（behavioral generator） 或转换器 （convertor／transformer）�
考虑到现实表现与理论需要的结合�大体上可将经济行
为概括成如下的三种基本类型：

（1） 确定型�投入与产出唯一确定的1－1对应关
系�如生产活动中类似于成本加成的作业行为等。

（2） 随机型�一种投入对应的是可能的产出集�相
互之间是概率意义上服从某种分布的随机关系�与完全
竞争市场上的交易行为相应。

（3） （权且称为） 复杂型�或许更贴近现实�力图
表现复杂环境中人的真实行为�同时考虑差异化 （具有
主观意识和能动性） 的多主体的交互行为�与产出结果
的关系既不是确定型也不宜划归为随机型。

粗略地说�确定型行为�适合研究特定的自然或物理
的对象�大体上与古典经济学发展时期相应；随机型行为�
是新古典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赖以建立的行为基础�给定
产出或结果集上的概率分布�由此衍生出主体依据期望效
用进行决策�主要研究 （完全） 竞争市场环境中的资源配
置�如图1所示�显然 （b） 是由 （a） 类行为推广而来；
而由于主体行为的异质性和交互性等�行为反应结果是不

确定的但并非遵从某种概率分布或随机关系�同时还需要
将若干不同主体的行为联系在一起描述�以 （c） 类行为作
为理论基础和分析起点�催生新的超越新古典的经济学�
能更好地解释探讨个体行为与集体行为的内在复杂关系。
现实经济行为的复杂性�迫使人们寻求更加适用的方法工
具来探讨�逐步推进地打开行为黑箱�具体要研究现实问
题中的行为究竟更符合哪一种假设�需要检验判断和选择。

　　而对于复杂经济中异质性主体的交互关系和结构�可
概括为如图2所示的基本网络形式�基于如此的网络结构
（可扩展到多维多层次）�有助于从基本的微观层面入手�
通过逐层 （群组） 涌现�② 直至对经济系统特有复杂现象
的形成、形态及演变形成总体认识。无论现实经济问题多
么复杂�由众多差异性的微观个体�经相互作用和若干层
次的传导积聚�最终涌现出整体现象的机理是类似的。

一个简化的包含两个差异性主体、由两个不同的利
益群体 （社会阶层） 组成的基本网络关系见图2’�可作
为对主体相互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准形态。

图例说明：实心或空心的圆点各代表具有不同行为
特征的主体；包含若干主体的六边型、矩形和椭圆等图
形表示不同的类群或子系统 （同类行为、社会阶层或利
益群体）；各类箭头表示主体之间和群体之间不同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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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方式、相互关系和结构类型。①

2∙基本决策行为模型的推广
从分析认识个体的差异性、私有信息产生的根源和发

挥作用的条件�到交互行为中形成的个体与集体的行为关
系来揭示社会经济活动特有的复杂性�逐步深化和更有针
对性地处理由个体差异和交互性造成的主观不确定性�有
望更好地解决互为因果和共线性等经典难题。基于异质性
和交互性�我们提出构建主体行为的自利性与社会性相结
合、个量和总量双重约束条件下的一种新的基本行为模型。

假设一经济体ε中有 n 个行为主体 （消费者、生产
者、银行和政府等） 和 m 种商品�可用实验方法测定行
为特征参数以表现主体 i 的差异性�记为λi�主体的行
为特征集 Sb＝｛自利理性�利他动机�合作愿望�公平
倾向�互利意愿�社会偏好�反应模式和类型等多行为
属性｝�记 i 的效用函数为 u i＝U i （ x1�x2�…�xn；
λi）�x i＝ （ x i1�x i2…�x im ） 是一个 m 维商品组合向
量；就消费行为而言�仍可沿用 x ij表示消费者 i 购买商
品 j 的数量�X j和 P j分别表示市场上商品 j 的总量和价
格�I i为消费者 i 的可支配收入�于是：

Maxui＝U i （x1�x2�…�xn；λi）
s∙t∙∑n

i＝1x ij≤X j　　　　　 （S－1）
∑m
j＝1P j x ij≤ I i　　　　　 （S－2）

i＝1�2�…�n；j＝1�2…�m∙
在如 此 的 多 主 体 联 合 决 策 的 基 本 行 为 模 型

（MAJDBM：Multi－Agent Joint Decision Behavioral Model）
中�（S－1） 是总量或相互关系约束�（S－2） 是个量约束�
n个行为主体都是在个人预算和外部环境的双重约束条件
下进行效用最大化决策�既注重个体理性�也考虑到集体
理性�有望使一般均衡与纳什均衡同时实现。在实际决策

时�每一个主体面临两个约束条件中约束性较强的一个�
或者同时满足 （S－1） 和 （S－2）；而现代经济学中单一主
体的效用最大化标准模型只是在上述模型 MAJDBM中不考
虑主体的异质性、不考虑总量或交互性约束 （S－1） 时的
特例�此时该模型简化或退化为经典的个体决策行为模型：

Maxui＝U i （x）
s∙t∙　∑m

j＝1P j≤X ij
i＝1�2…�n；j＝1�2…�m∙

其中 x＝ （x1�x2�…�xm） 为 m 种商品的组合。
选择不同的微观基础和基本假设�就会得出不同的

理论结论�对现实经济问题就会有不同的解释。相比而
言�MAJDBM 有一些新特点：主体是异质的和交互的�
行为特征是内生的和演变的�同时考虑个体理性和社会
理性�是多主体联动决策等。面对此类模型�借助计算
模拟手段�有望更合理、深入地展现和解释复杂经济的
微观成因、内在联系和演变过程�平行地建立起一套理
论体系�更有成效地研究解决现实经济问题。②

五、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契机
科学精神在不同条件下和不同学科领域中的表现方

式会有所不同�在经济学发展历程中是一以贯之的、广
泛适用的：不断地加深和丰富对理性行为的阐释�修正
和改变对行为本质特征的认识与表述�增强理论对现实的
解释力和预见性；从逐步地、局部性地放松和改变假设�
到全面地将经济行为特征研究内生化�可以大大扩展和丰
富经济学研究视野与内容�这无疑也是中国经济理论建设
和发展的一个良好契机�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更需要继承理性行为假设
的合理内核�更加注重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和手段�而
不是想当然或盲目地接受已有的特定假设和理论结论。
中国许多现实问题冲击着现代经济学的隐含前提和基本

假定�因而在设定基本行为特征时�需要更多地考虑总
量与人均的关系、结构性问题、交互性、传统观念、文
化背景等特定的经济环境因素。如：当总量约束的影响
大于个体收入预算的约束时�当交互行为明显影响使每
个人的选择机会减少或交易成本过大时�由此导致个体
偏好实现不充分、不完全等�即难以完全按照自身偏好
来决定自己的选择行为；现实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网�讲
求和合、集体精神与 “天时、地利、人和” 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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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现代经济学的 “科学化” 趋势试图使图中的圆点、图形和
箭头连线同质化、稳定化和规范化。
建模的流程方法与特征比较及应用可参见王国成2009年中
国管理学年会大会交流论文 “管理复杂性的微观分析建模
及模拟应用”。



理念都会对独立的个体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现实中在一
定质量水平上的商品 （就业机会） 不充足�实际供消费
者 （劳动者） 选择的空间小于理论上的偏好定义域�其
影响程度使约束条件发生明显改变时�行为特征和模式
就会发生相应变化……。从上述行为差异的任何一点切
入�放松、改变甚至重设基本行为假定�并通过考察其
受经济活动的影响所发生的改变�将基本行为特征的研
究内生化�都会得出有全新意义、更具针对性的理论结
论�就可能将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更加规范进而形成理论
体系。贯通于经济学发展历程的科学精神与中国现实需要
有机结合�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经济理论的建设和发展。

又如�分析中国经济环境中的问题时�应该对个体行
为的社会性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相当多的人不仅追求总
量和绝对量上的边际正效应�实现帕累托改进 （即绝对量
意义上的帕累托有效）�还希望个人所得份额会有所扩大�
至少保持不缩减�这就是相对意义上的帕累托有效性。结
构性问题的长期困扰和存在恶化的可能�收入差距拉大、
马太效应等�这些势必加大结构调整优化、理顺相对比例
上的难度�这类结构的僵化不利于预期目标的实现�甚至
会朝着相悖的方向发展�往往是个体行为的社会性造成的�
是很典型的应该从行为根源上寻找原因的问题。若总是沿
个体理性的路子发展�是不可能产生类似于帕累托相对有
效性这类概念�也就难以从根本上揭示和解决结构性问题。
尤其是认识中国现实经济问题深层的根本原因�更需要从
行为层面逐步展开�探索诸如：市场经济的个体激励理念
和产权组织方式与社会经济基本制度、核心价值观、传统
文化和主流道德的相容性；个体行为能力及适应性与市场
经济基本要求和目标实现之间所需要的磨合与创新；个体
行为与公共制度的协调适应性等�这些无疑是中国经济理
论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

运用实验经济学方法�我们研究了我国高校毕业生
的个性化和多元化择业行为�对劳动力就业尤其是高端
人才市场的影响；基于投资者真实行为�着重考察股民
的冲动行为与股市波动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对我们关

于深入研究行为属性的理论探索给予了一定程度上的实

证支持。①可用本文所述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释在
我国的现实经济中�许多由于行为偏差导致的难以用正
统经济学解释的 “怪” 现象。

当理论形成与应用环境有别时�当将现代经济学从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移植应用于不同社会经济条件的其他

国度时�更需要对基本行为假设进行检验和分析。根据
实际背景和问题的需要�秉承经济理论的科学精神实
质�直接修正甚至改变初始假设�更深入地分析研究各
种环境条件下经济行为的特点和异质性�是中国经济理
论建设应该足够重视和尽可能充分利用的良好契机和具

体的切入点�敏锐地捕捉这一契机并力促其向纵深发
展�是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责任和使命。

结语

基本行为假设的多样化、精深化和演化性�是当今经
济学发展鲜明的时代特征。通过异质化、内生化等方式和
途径�打开理性黑箱、拓展行为研究是现实的需要、逻辑
的自延、可行的方法手段及有利的时机和条件共同作用的
结果�定会使经济学的内容大大丰富�科学化进程加快�
发展方向进一步调整和校准；以此为契机�也必然会有力
推动中国经济理论的建设和发展。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
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数量经济
与技术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赵　俊

①　参见王国成、葛新权 《高校毕业生择业行为的实验经济学
分析》� 《中国劳动经济学》2009年第5卷第2期；刘飞
“基于股市投资行为的微观动机与市场效率研究”�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论文�2009。

Behavior-orientation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s and Chinese Opportunity
Wang Guocheng

Abstract： Assumption of rational behavior is the keystone of modern economics�and it should be tested for
keeping the scientificity of economics∙There is a tendency in economics f rom exploring resources allocation as
behavioral results to exploring the characters and process of economic behavior through considering the rela-
tion between behavior assumption and economic theory∙This paper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theo-
retical cause�as well as manifestation forms and evolution process through which the assumptions of basic be-
havior are made∙It also looks forward to the inevitable t rend that economics devotes itself to behavioral model
study again�and concludes this t rend create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ʾ s economic theory∙
Key words： economic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rationality hypothesis；economic theor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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