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洋：如何做好经济学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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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姚洋 

 

如何做好经济学研究？我在研究生课的第一讲会讲这个问题。今天我

们的听众中有很多年轻学生，大家入学时间不同，但对于如何做好经济学

研究可能都有一些困惑，也有一些期待。所以我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做研究的一些心得。 

国际金融学里有“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经济学研究里也有一个“不

可能三角”，分别是“好问题”“别人没有做过的问题”和“合适的方

法”。这个三角之所以“不可能”，因为三个角上的目标很难同时达到。

比如，你找到一个好问题，好像也有合适的办法去做，但一查文献才知道

别人已经做过。又如，你找到一个好问题，别人也没做过，但是你找不到



 

 - 3 - 

合适的办法。再如，你可能有合适的办法，别人也没去做，但不是一个好

问题。 

其实不止经济学研究，任何学科的研究恐怕都存在类似的问题。 

当然，经济学研究的“不可能三角”没有“蒙代尔三角”那么严格，

否则我们无法做研究。我们要一直在这三个角上去磨，寻找可能性。 

这三个角中最重要的是“没有人做过的问题”和“好问题”，也就是

别人没有做过的好问题。为什么这一条最重要？因为我们做学术研究，不

能做没意义的研究。如果仅仅是为了发表，而不在乎这个问题本身的意义，

无疑于浪费自己的生命。学术研究的目的不应该只是为了发表，发表只是

研究的附属项，最重要的还是要探究学问，解决问题。 

对于我的这番话，有些年轻人可能会说“你是过来人，站着说话不腰

疼”。但我觉得，不管身处在哪个阶段，做好的研究恐怕都是做学问的应

有追求。我认为同学们也该有这样的信心：是金子总会发光，只要你有能

力做出好的研究，就一定会被发现并获得欣赏。很多时候，研究的压力并

非来自于社会或学术圈，而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施加了这样或那样的压力，

最后把路走偏了。 

在我看来，只要你找到一个好问题，然后又有一些创新，总可以找到

某种方法把它做出来。创新不必很宏大，对文献发展做出的贡献也算创新。

比如，理论做不出来可以做些经验研究；经验研究数据不足，可以先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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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我相信，只要肯想办法，总能出成果，也终会找到刊物发表成

果。 

年轻人要有定力，不要被眼前的事所左右。我见过太多博士生面对很

大的就业压力而决定削足适履，比如有的高校要求申请者必须在《经济研

究》这种级别的刊物上发过文章才肯接纳其简历。结果大家都很紧张，拼

命地写文章争取发表。事实上，我也有很多博士生在读博期间没有任何发

表，毕业后也找到了很好的教职工作。所以大家要有定力，不要被一些特

例所左右。 

在我看来，博士生们不是写文章太少，而是写得太多。不管题目是否

重要，找到一个题目就去做，做出来能发表就行。带着这样的态度搞研究，

今后真的很难走远。我总是跟博士生们说，博士论文可能是你这一生最花

功夫的一篇文章。如果在博士论文上都不愿花功夫，那你今后更不可能达

到博士论文的高度，因为后面可能面临更大的压力。因此，做有意义的问

题最重要，找到一个好的问题就意味着已经成功了一大半。 

论文写作三部曲之一：选题 

1、不要做游牧民族式的学问 

选题三部曲中最重要的。怎么做选题？在我看来，千万不要做“游牧

民族式”的学问。年轻人因为发表压力很大，所以往往哪儿有数据、哪儿

有新奇的点位，我就做什么研究。到最后，别人问你是哪个领域的，对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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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问题有深入研究，你或许只能回答：没有，我只有发表。过一段时间回

头看，你可能觉得自己在哪个领域都不是权威。 

对年轻人来说，建立起自己的研究领域非常重要。只要你在某领域发

表三到五篇文章，别人就会认可你。这个领域再有动向时，别人自然而然

就会想到你。这样你才能在学术圈里建立自己的声誉。 

做学术是有共同体的，发表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标准，但更重要的是你

在某一个领域有没有发言权，这一点非常重要。教育部在“破五唯”，即

坚决克服高校在人才培养、职称晋升中所存在的“唯分数、唯升学、唯文

凭、唯论文、唯帽子”的倾向。有些人表示反对，觉得这样一来就没有标

准了。我非常赞同“破五唯”，在我看来，“破五唯”就是正确的矫枉过

正。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的经济学论文发表量虽然上去了，但没有多少建

树。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研究者没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话题，

这是最大的问题。 

2、要做问题导向的研究 

要选好题就要做问题导向的研究。有些人觉得历史上那些大师的作品

流传千百年，我们现在还在读，如果那些作品针对的是当时的问题，肯定

无法流传这么久。这个解读是错的。 

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是在回应他本人所在的那个时代，没有人能超越

自己的时代。宣称自己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能够维持万年，这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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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 

孔子、柏拉图、洛克、马克思，他们都是在回应自己的时代，经济学

家亚当·斯密也是。近期的宏观经济学家，如二十世纪 70 年代兴起的供给

学派，也是为解决美国当时的滞胀问题才出现。凯恩斯更是如此，他正是

想为大萧条找到解决办法才创立的所谓“凯恩斯经济学”。所以学术大师

都是在回应自己所处时代最急迫的问题或在现实中观察到的重要问题。 

实事求是地讲，追逐文献不是中国学者的比较优势。在北美和欧洲有

大量的学生，这其中也包括中国留学生，每天都在苦思冥想、追逐文献，

试图找到更好的研究方向。我们身处中国，这方面的优势显然不大。 

反过来看，中国的实践为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很多研究素材。为什么

不去研究？比如宏观经济学，现在的理论创新越来越少。然而中国是一个

很特殊的经济体，同时又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的影响非常大，世

界也非常关注中国经济。我们可以尝试从中国的实践里挖掘出一些宏观经

济学的研究素材，最后形成理论。 

在我看来，好的问题有两点： 

1、 对改造或者理解中国有贡献。简单说，就是对中国有用。你生活

在中国，如果你做的学问对中国没有用处，我觉得你是浪费了时间、浪费

了青春。人要活得有一种归属感，我们通过学术来参与中国的进步和发展，

我认为这是做学问的应有之义，社会科学家尤其如此，人文学家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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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的研究对经济学文献有所贡献，这一点非常重要。研究中国，

倘若你的研究对推进文献的发展没有贡献，只不过是他人理论在中国的应

用，那也没有意义。 

因此，我们做经济学研究，一定要想到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中国有用，

一个是对经济学的发展有用。 

3、如何找到好的选题 

（1）新的理论构想 

怎样找到好的选题？最好能有新的理论构想，但既使是新的理论构想，

也要有现实支撑，在此基础上抽象现实，发现新的 benchmark（基准）理

论，这是最高境界。例如，“阿罗不可能定理”“科斯定理”都是这样。 

“阿罗不可能定理”主要从反面入手，即如果经济决策符合四个条件，

那这种决策就不可能符合个人理性。 

阿罗之所以从事这项研究，主要因为其所处的社会正在兴起社会选择

理论。经济决策是否可行？这引起阿罗的关注。“阿罗不可能定理”并不

是说经济学不可行，因为这是在四个限定条件下得出的一个结论。这一理

论的意义在于揭示了现实是如何工作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恐怕都是违

反了该理论的假设，才可能进行经济决策。 

关于“科斯定理”也存在很多误解。既然有了科斯定理，那产权的归

属就不重要了。科斯自己也曾说过，我的理论就是一个 benchmark，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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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理想状态下：没有交易成本，同时产权可以清晰定义的情况下，产

权的归属对于经济效率才没有影响。科斯也强调，“科斯定理”的主要作

用不是为了指出什么不可能，它好比一面镜子，对照来看就能知道现实中

我们的制度为什么能起作用。 

在理想状态下，制度安排并不重要，但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制度安排非

常重要。为什么会这样？这可能是由于交易成本太高、产权定义不明晰等

原因导致。 

即便是“科斯定理”这样的 benchmark 理论，仍然要有的放矢，要

解释现实中发现的情况。 

“科斯定理”并非凭空而来，是科斯在为美国无线电波频道做咨询时

悟到的。“交易成本企业理论”也是科斯在美国调研时发现的。我们中国

学者的优势就是观察中国，在此基础上提升出具有普适价值的理论。例如，

从中国经验看，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很大作用，那政府的作用主要体

现在哪些方面？对于这个问题，学界一直有争论。作为青年学者，我们能

不能从中国的特殊性里发现一些普遍性的东西？ 

研究文献 

我不反对研究文献，我认为青年学者更应该阅读文献。一旦确定了自

己的研究领域，就要熟悉自己领域里的文献，还要跟踪这个领域里的新文

献动态。研究文献可以拾遗补漏，发现理论的不完备之处。比如诺思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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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35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