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6 月 12 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毕业典礼毕业演讲速记稿（经宋铮

校对）  

宋铮：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好。首先要感谢学院领导的邀请，让我

有机会在这个讲台上做毕业演讲。每次回到复旦都是非常愉快的事。

不过这次的心情有一点紧张，因为从来没有干过这个活，在读书的时

候也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演讲。我来之前特意上网查了一下，毕业演

讲究竟应该怎么讲。结果查到的是随便讲，随便怎么讲都可以。所以

我就斗胆讲一讲我一直想讲但是没有机会讲的话。不过在准备之前，

我特意看了一下张老师给我的邀请信，信里要我跟大家分享我的人生

感悟。我除了对自己工作有一点点心得之外，其他的人生感悟不值一

提，所以还是谈一下我对我的工作的一些想法。我今天准备的题目是

经济学的价值。刚才听到张军老师的讲话，我发现他讲的很多内容跟

我想讲的不谋而合，因为我要讲的经济学的价值就是从另一个角度理

解如何通过经济学让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变得更加有趣，甚至有美感。 

    我先从自己身边的事说起。我也在复旦渡过了很长的时光。当

然，跟在座的老师，特别是跟洪老师相比不值一提。我刚才算了一

下，我和我太太在这里学习工作生活，我们两个加在一起一共在复旦

待了 21 年，是洪老师一个人的三分之一。我太太从本科到博士，毕业

后留校当老师，相比我，她是一个更加纯正的经院人。她在十年前不



当老师了，转行做家庭主妇，这个转型非常成功。她成功的秘诀在哪

里，我们私下讨论过，她从来不问我两个会要老公命的问题。第一是

她从来不问我一天到晚在忙什么；第二是她从来不问我们什么时候实

现财务自由。我后来想为什么她不来烦我这样的问题。虽然坦率讲她

从来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但是我觉得她足够理解经济学，也

足够理解经济学的价值，所以她从来不问我这些问题。 

在座的很多同学即将离开校园开始你们的职业生涯。经济学到底有

没有用，经济学的价值是什么，这是你们以后可能会反复要面对的问

题。在我读书的时候，经济学是大家的掌上明珠。但是在过去几年，

经济学无用论越来越流行。我来之前总结了几个比较典型的经济学无

用论的说法。 流行的就是某位成功人士说经济学家没有用，经济学

也没有用，既不能预测未来，也不能帮你赚钱。除了成功人士，广大

人民群众也不满意。比如我妈常跟我说，你们经济学家在报纸电视上

讲的都是常识，比如货币超发引起通货膨胀，这不是废话吗？还有政

府官员，他们的批评宽容一点，温柔一点，他们说经济学也很重要，

但是现实情况非常复杂，中国国情也很特殊，说到底还是觉得经济学

没什么大用处。有的公知的批评就尖锐许多。他们说你们写的这些模

型只是让外行不明觉厉，用的数学逻辑其实是在同义反复，形式很

多，思想太少。 近还有一个说法，说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兴

起，有不少学科要被淘汰，经济学也是被讨论的学科之一。讲了这么



多，大家是不是觉得人生很灰暗，入错了行？对于步入中年的我，讨

论经济学有没有用，或者经济学家有没有用，我都可以一笑了之。但

对在座的各位就不一样了，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大家未来的非常重要的

问题，值得大家认真思考。我希望我今天讲的东西，能给大家一些启

发和线索。 

我首先想说经济学无用论其实是有道理的。它的道理在哪里，就是

如果从纯粹知识的角度理解，经济学的局限性很大。不光经济学，其

他社会科学也是一样。关于知识，很早柏拉图就有定义，知识应该有

以下三个要素，可以被证实的真实的信念。虽然知识论 近几十年有

很大发展，但这个定义在现在依然不算过时。用这个定义，你会发现

经济学的知识被证实的部分比较少，每次在创造知识的过程中我们取

得的进展也比较有限，导致经济学知识的实用性确实不强。问题是为

什么会这样？当然不是我们经济学家太笨了。这里的主要原因是经济

学和自然科学有本质的不同。我们先讲相通的地方。从科学哲学的角

度讲，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都一样，建立概念，构建分析框

架，检验分析框架，再去改进和升级这个分析框架。但是差别在哪

里？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物质世界，这个物质世界里面的微观主体不会

主动选择，它们服从一般规律，宏观系统的作用机制也是有迹可寻，

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稳定。这些特点保证了自然科学可以有效

地接近所谓的终极真理，虽然有些科学家和哲学家否认终极真理的存



在。比如刚才张老师提到的弦论，虽然还没有被证实，但是有希望更

靠近终极真理。而且在前进过程中自然科学创造了很多有用的理论，

比如牛顿定律，虽然我们都知道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是刻画物质世界更

加基础的理论，但牛顿定律的实用性很强，在大多数环境中都可以是

非常好的近似。所以说自然科学可以创造出很多有用的知识出来。经

济学还有其他的社会科学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研究的是人

类社会和经济现象，其中的微观主体可以做自主选择，而宏观系统，

比如像亚当斯密说的用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供需、配置资源，都是人类

社会自发形成并不断演进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讲宏观系统是微观主

体行为的某种加总并反过来影响微观主体。这些都造成了经济学研究

对象的内生性和多变性，也注定了我们在接近终极真理的道路上更加

艰难曲折，创造和积累的知识局限性也更大，应用性也更小。 

    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对经济学产生怀疑的更主要的原因不在于经

济学这些先天的问题，而在于大家没有认识到经济学的价值不仅仅来

自经济学知识，而是来自经济学背后的科学认知体系，这才是经济学

核心价值所在。什么是认知？用心理学的话讲就是人类用某种分析框

架来处理信息。我所说的科学认知就是运用科学性的分析框架来处理

信息。从另一个角度讲，现在看到的这么多的经济学无用论，是因为

我们正处在一个特殊的阶段，这个阶段我称之为经济学的知识普及阶

段向经济学的科学认知阶段的过渡期。我们基本完成了经济学知识的



普及。30 年前很少有人了解市场经济，现在大家或多或少对市场经济

的一般规律有所了解，这个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我们向科学认

知阶段的转型才刚刚开始，而且这个过程可能更加漫长艰难。很多人

对经济学知识的期望过高，失望之后又没有充分认识到经济学科学认

知体系的作用和价值，这才是造成经济学无用论流行的 主要原因。 

    接下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来说明经济学科学认知体系的价值。第

一个是过去几年中国讨论很热烈的产业政策。我记得两个月前给一个

博士班上课，说到要想科学评价产业政策非常困难。举一个例子，中

国不少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时候，会给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提供

各种各样的补贴。这些补贴对地方财政有没有好处，姑且不说对当地

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影响，先说对当地财政收入的影响，哪怕缩小到

这么一个看起来很小的问题，我们要给出一个科学评价都很困难。马

上有同学举手，说为什么困难，这不是很显然吗，比如地方政府每年

给一家企业提供一个亿的补贴，如果这家企业每年给当地政府创造两

个亿的税收，这当然是有好处的。当时很多同学表示赞同。我今天举

这个例子，说明我不认同这个说法。大家想一下为什么？其实很简

单，那位同学用的是会计思维，给你算帐，这个企业交了两亿的税，

就认为这两个亿是那家企业创造出来的，地方政府只补贴一个亿，所

以对地方财政是个划算的事。这是典型的没有用经济学思维去想问

题。要想清楚一个企业给当地政府创造了多少税收，应该想如果没有



这个企业会发生什么情况。这家企业在地方占用了资源，比如土地资

源，还有劳动力资源，很多资源都很难移动。如果没有这家企业，这

些资源可能可以被其他的当地企业使用，还可能吸引外面的企业进

入，如果这些企业即使没有补贴也能上缴超过一个亿的税收，那么原

来的补贴政策即使对当地财政也不见得是好事。有人说你能不能给我

一个答案，这个补贴到底好不好？我说对不起，目前还没有经济学理

论可以对这样的问题作出一般意义上的评价。那你说了半天，经济学

对理解产业政策到底有没有价值？还是有价值的。产业政策如此重

要，关系国计民生。哪怕我们只是指出思维上的一些误区，鼓励大家

更加审慎地思考和判断这个事，我觉得已经是产生了无法估量的价

值。 

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大家很关心的房价，每个人都关心。学

界也好，媒体也好，大家一直拿一个指标来评价我们国家有没有房产

泡沫，就是房价收入比，注意，是房价和当期收入之比。这个比例在

在发达国家基本在 3 到 5 倍之间，大概的意思是一个家庭不吃不喝，

不靠贷款三到五年可以买一个一百平米的房子。这样的比例背后是有

理论依据的。房价收入比衡量的是房产作为一个资产的回报率（假设

房租支出由收入决定），这个回报率应该跟金融资产的回报率差不多。

所以合理的金融资产回报决定了房价收入比大概在 3 到 5 倍之间。从

这个意义上讲，这个理论在不少地方都是适用的，是经过了一定检验



的一个经济学知识。这个房价收入比在中国的不少大城市在很多年前

就超过了 10 倍，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房价有泡沫的证据。我也被绕进

去了。当时我在复旦工作，一直纠结上海的房价收入比。我一直都没

有明白过来，直到我在美国教 MBA 学生的时候，忽然明白了为什么不

能拿房价收入比做国际比较。我意识到衡量房产回报率更好的指标是

房价和未来收入的比例，而不是当期收入的比例。但是大家为什么会

用当期收入呢？一个是简化问题，另一个是在美国，大多数家庭的收

入增长很小，这种简化是合理的近似。但是放在中国就不对了，中国

过去几十年收入增长非常快。我当年在复旦快毕业的时候我的同学们

的收入大概是一个月三五千块，他们现在的收入已经到了没法准确估

计的地步了。所以，用一生的平均收入来计算房价收入比，那在十几

年前当然要买房。很遗憾，我经济学没学好，错失了大概是我一生中

唯一的一次实现财务自由的机会。 

注意，我这个例子不是说今天的中国没有房产泡沫。我们距离回答

这样的问题还很遥远。但是，用经济学的科学思维可以让你看得比别

人更深一点，走得比别人更远一点。从这个例子中还可以看到我们很

喜欢用类比推理。我们学了一个知识觉得很管用，然后把这个知识拿

来用，特别是做各种比较，很多人都是这样。类比推理也是一种认知

模式，特点是很直观，有时也很有启发性。缺点是得出来的结论不大

靠谱，因为类比推理抛弃了经济学 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科学认知



环节。记住了知识，忘了背后的分析框架，忘了去想这个分析框架的

适用性。 

    说到这里，有些同学可能有一些疑问。这个演讲没有问答的环

节，所以我就自问自答。大家可能问的一个问题是，刚才我说我们处

于一个从知识普及向科学认知过渡的阶段。那我们在经院学了好几

年，好像也还没有走出普及阶段。到底怎么做才能推动我们这个社会

向科学认知阶段过渡呢？如果你们脑海中有这个问题，我要恭喜你

们，因为你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开始批判性地思考问题。科学认知

的第一步就是不要轻信任何人讲的任何话。究竟怎么过渡？这个时间

可能非常漫长，各位同学只要主动思考，你们每天就会成长一点点。

套用张老师刚才的话说，思考不仅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趣，而且有美

感。不仅如此，还可以把有趣和美感带给身边的人，影响身边的人。

我们每个人都是推动社会往前走的力量。 

    还有的同学会说，在经院学了几年，现在大脑里空空如也，好像

什么分析框架都没留下，这个科学认知实在不知道怎么做。这时候我

要鼓励你们，你们在经院的几年一定没有白费。从效用 大化到市场

均衡，从消费函数到凯恩斯经济学，很多东西已经不知不觉地存在你

们的脑海里了。有一些知识暂时忘记了，不要紧，翻一翻书很快就能

捡起来。重要的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让这些分析框架成为你大脑的一



部分，让科学认知体系成为你处理信息的一个必要的环节，这样你就

会慢慢适应这种思维模式，越来越娴熟。 

我还想借这个机会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做一个辩护。就从我 喜欢

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说起。回忆一下，这个定理说的是如果满足以

下三个条件，市场均衡就可以达到帕累托 优。哪三个条件？市场是

完全竞争的，没有信息不对称，没有外部性。我经常为福利经济学第

一定理打抱不平，因为很长时间一直有人嘲笑它， 典型的说法是所

谓的第一定理的第一个假设就搞错了，为什么？世界上哪有什么完全

竞争的市场，你给我找一个出来？这个批评本身有道理，但是它太看

重经济学作为纯粹知识的价值。我认为，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是经济

学的瑰宝，并不在于它作为知识的价值，而在于创造这个定理背后大

家运用的那套科学分析框架。经济学过去几十年做的一个重要工作就

是研究市场缺陷及其福利影响。特别过去十几年涌现出的大量微观数

据，让我们可以去量化市场缺陷，甚至估算现实世界中的市场缺陷在

多大程度上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了影响。如果没有福利经济学第一定

理背后的科学认知体系，我们很难想象可以达到今天我们对市场配置

资源效率的认识。 

我本来想留一点时间讲一下大数据和 AI 与经济学的关系，现在没

有时间跟大家深入探讨这个话题了。大概意思就是想说，大数据和 AI



与经济学绝对不是相互替代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很多的经济学家已

经认识到大数据和 AI 可以帮助我们极大地提升经济学知识的应用性和

经济学的科学认知体系。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跟大家探讨这个问题，我

自己目前和未来的工作重点也是这个方向。 

    后让我回到张老师的邀请信，里面另外一个关键词是他希望我

跟大家分享一下毕业寄语。我想来想去,觉得 好的毕业寄语就是回应

刚才张老师在大屏幕上讲的话，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正在经历巨变的

时代，很多的变化是意想不到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用经济学，

来擦亮你们的眼睛，激发你们的智慧，用经济学认识和探索这个正在

经历巨变的世界。 后套用一句熊彼特的话来结束演讲，希望大家可

以用经济学那水晶般晶莹透彻的思路，用一道基本原则的强光去照亮

人类社会和经济世界，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