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研究 	  

这篇短文是我在第 15届孙冶方经济科学颁奖会上发言的补充和扩展。作为一名经济学后进，探讨
这样大的题目有些力不从心。但是，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重要，已经超越了纯粹经济学研究的界

限，所以斗胆写些个人感受，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先从国际比较开始。如同其他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也可大致分为两类，思想型和学术型研究。

直到 50年前，思想型研究一直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不乏一些意识形态上的争
论。但最近 50年来，学术型研究几乎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全部。学术型研究又可大致分为问题导向
型研究和技术导向型研究。问题导向型研究包括以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为推动力的研究，而技术

导向型研究包括以数据和方法为推动力的研究。举个例子，最近几年涌现了一批研究 2008-‐2009
年金融危机的成果，其中大都属于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也有一部分属于技术导向型研究，立足

于新方法的开发或新数据的整理。当然，技术型研究最终也必须落实到具体问题。但这类研究之

所以得以进行的主要原因是技术层面上的优势。	  

经济学的主体是应用学科。无论就高质量成果的数量和影响力而言，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都占据

主导地位。理论问题导向型研究是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的基础，技术导向型研究则是现实问题导

向型研究的重要补充。这是当前经济学研究在欧美国家的基本架构。	  

中国既有相似的地方，也有自己的特点。20年前，中国经济学以思想型研究为主，针对经济体制
的基本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其中不乏影响深远的成果。近 20年来，伴随中国经济的全面市
场化，伴随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国际化，学术型研究取得了跨越式发展，现代经济学的思维模式

和科学方法已经成为各个年龄段经济学家的共同语言和主要研究手段。在不到 20年的时间内完成
学术语言的转型，这是全体中国经济学家值得自豪的成就，老一辈学者的宽容和支持尤其值得称

道。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学者还在强调创建所谓独立于现代经济学的“中国经

济学”。事实上，近 10年来，中国经济学几乎所有的重要工作都是在认同现代经济学基本框架的
前提下运用其具体方法研究中国现实问题。这种认识上的统一极大地促进了学术型研究的发展。	  

但是，在充分肯定这一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一些不足的地方。虽然有些吹毛求疵，

但我相信客观的批评是继续前进的动力。我感觉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技术型研究稍微多了些，其中

有用新的中国数据做中国问题的工作，也有用新的中国数据做以美国问题为导向的工作，还包括

用新的理论模型来重新阐释一些中国问题的工作。与此相对应的是，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相对少

了些，很多重要的现实问题往往得不到充分研究。虽然有不少探讨，在各类媒体上各式各样的观

点看法也层出不穷，但有深度有系统的研究并不多见。对比欧美国家，我们的差距不小。在美国，

如果出现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一般都能找到几位在该领域做过系统研究的学者，发现一些参考

价值很高的成果。即便是全新的题目，也可以预期在几年内就可以涌现一批专业的人才和成果，

比如前面提到的有关金融危机的工作。	  

造成这一反差的原因很多，比如国内高水平经济学家的供给不足。一些学者虽然热情高涨，但欠

缺系统训练和批判性思维，研究往往流于表面。但我想强调的是，比较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也是

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从中央到基层，从经费划拨到职称评定，国内权威和国际期刊论文数量



已经成为考核的主要指标之一。另一方面，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涉及的内容相对较多，研究周期

相对较长，对学者的综合能力要求也相对较高。因此，对中青年学者来说，他们面对一个投入和

产出的权衡。做技术导向型研究要相对简单一些，时间短，成果发表的概率也有一定保证。在这

种情况下，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不得不为生存需要让步。事实上，我甚至认为“日益增长

的现实问题需求和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矛盾。	  

需要明确的是，在学术发展的初级阶段，计算高质量论文数量的做法是有积极意义的。毕竟高质

量论文发表的本身就说明同行对这项工作的肯定。在过去的 20年间，对高质量论文的重视是对中
国经济学客观评价体系缺失的一种纠正，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

但是，我想同时指出，“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其实也是经济学全球化的体现，而且是

一种以美国问题和价值观为主导的全球化。不能清醒地认识这一点就无法甄别背后隐含的负面

因素。	  

毋庸置疑，美国是经济学研究的高地。如果经济学是纯理论研究，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化无疑有

助于知识的创造和积累。但是，经济学主要是一门应用学科，研究涉及各类现实问题，不少具有

比较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也作为一个政治经济体制比较特殊的大国，

我们自然有必要反思以美国问题和价值观为主导的全球化。用一个比较极端的说法，如果全球 95%
的经济学家都在研究美国问题或以美国问题为导向的所谓理论问题，这种局面是否有助于促进全

人类的福祉？我们已经讨论了中国投身于全球化的好处，现在来举两个例子谈谈负面的影响。	  

我在三年前访问台湾中研院的经济所，那里有很好的经济学家，有些堪称世界一流学者。在过去

的十几年，管所长和彭所长推进的国际化取得了很大成绩，有目共睹。我很想找些专家聊聊台湾

过去 50年的经济发展，这对认识中国的现状、判断中国的未来很有帮助。很遗憾，他们告诉我整
个经济所只有一位研究员懂台湾经济，目前还不在台湾。所幸当时有位康奈尔大学的老先生

Henry	  Wong在经济所访问，他是台湾经济专家。和他聊了很久，受益匪浅。台湾当然有其他机构
专门研究台湾经济。但是，在台湾知识界精英云集的中研院居然找不到一位台湾经济专家，这不

得不说是经济学全球化造成的一种资源错配。	  

这种全球化的一个结果是美国学者（包括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学者）构成主流经济学的主体，非

美国学者在不知不觉中被边缘化。由于远离美国，无法深入美国的现实问题，很多人最终选择了

技术导向型研究。偏重技术导向型研究的负面影响是削弱对于现实问题的判断力，台湾就是个很

好的例子。再举一个中国的具体事例。过去几年美国的政界、媒体乃至学界都在批评中国通过操

控汇率来实现贸易顺差。这种言论可以说是深入人心，从舆论上给中国政府和中国经济施加了很

大压力。其实，从操控汇率到贸易顺差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中也做不到。学过宏观经济学头

两节课的学生都应该知道，贸易顺差和净储蓄（即储蓄与投资之差）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

通过操控汇率来影响净储蓄几乎是天方夜谭。有趣的是，在我们这次获奖的论文《中国式增长》

之前，竟没有经济学家站出来挑战这个显然的谬论。西方学者的沉默不难理解，中国学者的沉默

就值得探讨了。事后看来，美国政界和媒体对经济表现良好的国家或多或少有些酸酸的味道，各

种貌似雄辩的言论背后也并不总有令人信服的逻辑，比如最近对于德国贸易顺差的指责，无聊得

可笑。国家利益永远站在第一位，似是而非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

占领道义的制高点。中国作为一个有其特殊性的大国，有一批精通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又立



志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的学者，在推动现代经济学自身发展的同时，对内可以为经济发展献计献策，

对外还可以增进交流，减少言论上的摩擦，消除观念上的误区。	  

危害更大是变相的“洗脑”。我最近做了一项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绩效的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相对

于非国有企业的绩效提升很快，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明显。有趣的是，我们在宣讲这项工作的时候，

一些学者告诉我们他们几年前就有类似的发现。当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不做深入研究，得到的回答

通常是他们对这一发现有所保留。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两个。首先，学术界更容易接受国有企业绩

效相对下降的结论。要发表违背西方主流观念的研究成果，需要更多的努力，冒更大的风险，这

是可以理解的。但另一方面，我感觉有些学者先验地排斥国有企业绩效提升这一发现，觉得一定

是哪里出错了。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国有企业绩效是否确实有所改善，而在于学者对各种可能性是

否抱有同等开放的研究态度。不自觉地偏向某些观念（比如国有企业一定搞不好），对一些确实

存在的事实持有盲目否定态度，就是我指的被西方主流观念的一种“洗脑”。	  

前面说明了偏重技术导向型研究的各种问题，那中国现在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研究？或者更具体地

说，需要什么样的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呢？我在复旦大学的老师袁志刚曾经讲过，我们要做的事

是“现代经济学的本土化”和“中国问题的国际化”。我觉得这两句话就是对中国所需要的经济

学研究的高度概括。现代经济学的本土化其实就是以中国经济现实情况为导向，运用现代经济学

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和发展现代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框架和方法是不分国

界和政治经济体制的，本土化是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也是用中国元素去丰富现代经济学。

中国问题的国际化是更高更长远的纲领。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和现代经济学中国元素的增加，我

们不仅希望更多的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也希望更多的国际学者加入我们的队伍。

中国经济已经注定成为世界第一。但愿在不太遥远的未来，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经济问题成为最

多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这是中国软实力提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实现这两句话呢？我觉得首先需要避免过分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建立标准化的学术评价体

系是提高研究质量的方法之一，它的特点是可以简单有效地甄别出那些采用非科学方法或者胡乱

套用现代经济学的低水平研究。或许并非所有“好”的研究都可以发表在顶尖学术期刊，但顶尖

学术期刊基本不会接受“不好”的研究。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标准化学术评价体系的局限性，

特别是认识到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发表有关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的困难。鼓励重大现实问题研究，

延长考核周期，减低论文数量的重要性，都应当有助于年轻人专注大的、有趣的现实问题，而非

解决那些美国人自己都不大在意的美国小问题。	  

同样重要的是培养人才队伍。我总结了一个“四有新人”的标准：有独立思想，有现实意识，有

扎实的学术功底，有全球的学术视野。老一辈学者在前两方面做得很好，而我们的优势在第三点。

向前辈学习他们的独立思想和现实意识，并发挥我们自己的特长，是我们这代学者成功的基本要

素。最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不能闭门造车，一定要具备全球视野，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经济问题

的国际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