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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经济学，无论教科书上描写的还是课堂上教授的，都与商业管

理联系不大，与企业家精神则关联更少。经济学与日常生活事务的脱节程

度，是匪夷所思、让人遗憾的。 

过去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在现代经济学诞生之时，亚当·斯密（Adam 

Smith）构想的经济学是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及生成原因”的研究。其开创

性的著作《国富论》在商人之间被广为阅读，尽管斯密在书中直言不讳，

抨击了他们的贪婪、短视以及其它缺点。这本书还激发并引导了政治家们

对贸易及其它经济政策的辩论。当时，学术界不大，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想

法吸引大众读者。直至 20 世纪之交，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fred Marshall)

也成功做到了让经济学“既研究财富又研究人”，当时经济学仍然与工业

家息息相关。 

到了 20 世纪，经济学整合成为了一种职业；经济学家们可以仅仅为

了圈内人而著书立说。同时，这一领域在思维模式上也出现了转变，将自

己视为经济化行为的理论模式，不再把现实世界的经济作为研究对象。而

今，在经济学上，生产已经被边缘化，整个经济学的思维模式已经陷于静

态的资源配置。经济学家用以分析商业公司的工具太过抽象化、推测性，

以至于无法对那些不断努力向客户提供低成本创新产品的创业家和管理者

们提供任何指导。 

经济学与经济运行的脱离，对商业社区及学术领域都造成了极大的损

害。由于经济学提供不了什么有实际作用的见解，管理者和企业家在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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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不得不依赖于自己的商业直觉、个人判断和经验法则。在危机时刻，

当企业领导人失去自信时，他们通常会寻求政治力量的介入。逐渐地，对

于从创新到就业等复杂的经济问题上，政府被视为是最终的解决方案。 

经济学就这样成了国家用来管理经济的一种便利手段，而非让公众了

解经济如何运行的一项工具。然而，由于经济学已经不再牢固植根于对经

济运行的系统性实证研究，所以它连这一任务也几乎不能胜任。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里，家庭和部落基本上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

活；他们彼此之间及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是脆弱的、不连续的。然而，随

着商业社会的兴起，这种情况被彻底改变了。如今，劳动分工日益细化的

现代市场经济依赖于一个持续扩张的贸易网络，这需要一个错综复杂的社

会体制网络来协调市场与公司在各领域的运行。当现代经济的制度密集度

越来越高，把经济学简化为价格理论已经很麻烦了。 

现在，应该让已经极其贫瘠的经济学领域与经济重新接轨。在中国、

印度、非洲及其他世界各地大量涌现的市场经济体，宣告着企业家精神新

纪元的到来，也催生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让经济学家们可以去研究市场经

济如何在文化、制度、组织多样化的社会中获得活力。但是，只有当经济

学定位为去研究现实中的人以及实际存在的经济系统时，经济学这一领域

才会创造出真正的知识。(邓小莉/译 戴险峰/校) 

罗纳德·科斯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荣誉教授。

目前，他正与王宁一起创办《人与经济》这本新杂志，后者是亚利桑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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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大学的教授，对本专栏亦有贡献。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22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