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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mathematics is more and more widely used in economic theory, the 

scientific status of economics in academic circles is being questioned. In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hether mathematics is used as a tool or whether economics 

abuses mathematics, it is concluded that economics is scientific and non-scientific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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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数学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到经济学理论中，在学术界经济学的科学

地位正在受到质疑。本文从数学是作为工具还是经济学滥用数学这两个角度出

发，得出了经济学分别表现出了科学性和非科学性两种不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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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科学性质存在着很多质疑，尤其是当代经

济学著作中大量运用了数学，这一现象又重新引发了学术界对经济学科学性质

的思考。文章从这个角度出发，从经济学运用数学的程度不同，得出了不同的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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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学的工具作用使经济学具有科学性质

1.1  经济学理论需要数学作为桥梁

经济学理论是由多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组成的，如储蓄与投资，利息与通货

膨胀，失业与保险，出口与进口等，当然还有贯穿经济理论始终的供给与需求。

当人们只针对一个或两个问题时，用非数学语言可以完全说得明白透彻，这时

候采用数学形式显得很多余。如储蓄与投资问题，在静态环境下，也就是不涉

及与这两个问题相关的其它概念时，储蓄是等于投资的。但在动态环境下，非

数学语言无法完整地表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数学这个时候就起了桥梁的

作用。如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根据数学模型得到厂商的短期成本函数是一

个三元一次方程，要求我们在知道价格的情况下，得出厂商的边际成本、平均

成本、总收益等。我们在这个时候也许只有根据数学方程才能求解。总成本、

边际成本、平均成本、总收益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而且这只是短期的情况，

在长期的环境下不借助数学更加难以说清。

1.2  经济学需要数学思想的指导

形式化对于理解经济理论各个组成部分的联系以及揭示它们之间是否缺乏

统一性是非常有用的。依据经验和经济事实所假设的方程组直观地摆在面前，

检查其它与此相关问题之间的关系，只需要引入数据，便一目了然。经济学最

近几年的发展使得家族中又增添了计量经济学、统计经济学等多个以数学为工

具的经济学的分支，而且数学似乎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内维尔 · 凯恩斯指

出：“经济科学的某些领域因符号或图表方法的实际运用而获得了有价值的帮助。

虽然，到目前为止，数学还不能证明是经济调查和阐述中绝对必不可少的手段，

但对在经济理论核心问题中应用数学思想所取得的成果怎么评价都不过分。”［1］

（P173）

在这个层面上，数学作为工具并没有削弱经济学的核心理论，而且数学的

这种形式化的东西已经帮助经济学表达了一种实质性的内容，所以经济学应用

数学，而数学又仅仅是一种工具的话，经济学无疑就是一门科学，是数学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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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距离。

2  数学的滥用使经济学远离了科学

这个话题又要涉及到很久以前的经济学领域。最先将数学引入经济学的是

塞瓦，而古诺是将数学应用于经济学问题而获成功的第一人，其著作《财富理

论的数学原理的研究》便是一个有力的佐证。杰文斯以及一些边际主义者如瓦

尔拉斯的数学在经济学上的应用引起了经济学界对这种方法认真的关注，马歇

尔使数学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陈璋说：“其整个体系（指的是到马歇尔的新古

典主义学派的数学体系的初步建立）的出发点可以仅归结为：消费者追求最大

效用、生产者追求最大利润，于是归结为数学问题仅是一个求极值的问题，而

这恰恰是微积分的经典应用领域 ……这一态势持续到本世纪四十年代，直到希

克斯的《价值与资本》和萨缪尔森在 1937 年为学位论文写作、1947 年出版的《经

济分析基础》为止，其发展达到高峰。”［2］

2.1  数学化已经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趋势

我们之所以单独考虑这一问题，是因为，今天，数学化已经成为了经济学

发展的主要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计量经济学的崛起；第二统

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大规模应用；第三博奕论的引进。而经济学采用数学的语言

也是有原因的：

首先，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一般均衡理论领域中始终存在着

“一般等价物”，这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货币，也就是价值理论在经济学

理论中是一个核心的方法，而价值理论本身就是一个充满量度和数量的领域，

从某种程度上说，价值理论是经济数学化的根源。而一般均衡中的最大化选择、

边际点、均衡价格与产量也都离不开数学（图形）的分析。

其次，由于数学属于逻辑上的语言，是具备严密推理的，所以当经济学在

分析过程中遇到了逻辑上的困难，采用数学作为分析手段也是可以理解的。此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数学化是促进经济科学化的

一个有效途径。因此他们认为经济学要想成为科学的理论，就必须具备以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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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条件：可检验性、逻辑一致性和可积累性，而数学可以使经济学达到这些条件。

2.2  数学不能完整描述经济学的理论内容

数学是否能够完整描述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呢 ? 罗宾斯虽然承认经济学具有

科学性，但他也认为：“科学法则的一个特征，是它们与现实相关联。无论它

们表现为假设的形势还是表现为范畴的形式。它们都不同于逻辑和数学的命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与存在的事物或可能存在的事物相关联，而不是与纯

粹的形式相关联。”［3］与罗宾斯持同样观点的是迈克洛斯基，她说：“在经

济学中，没有谁能合理的拒斥数学和统计学。但在数学系和统计学系，这些产

品不是科学发现。……从数学、统计学或经济学部门的原理中导不出任何科学

的东西来，其理由有二：（1）这些原理的集合没有现实的约束条件；（2）统

计显著性与科学的显著性没有任何现实的必然联系。”［4］虽然迈克洛斯基认

为经济学是一门历史性的科学，而罗宾斯认为经济学由于研究人类的动机而成

为了科学，但他们对于形式化这一问题的观点是相同的，即形式必须与现实相

联系。说到底，形式必须与实际的经济内容相联系，才会成为科学的一个标准。

所以，克洛尔（R.Clower）和豪伊特（P.Howitt）说：“衡量一门经验科学的硬度，

不看其形式而是看它在应用中发挥作用的大小”［5］，由方程组表达出的经济

理论，不管其形式多么的严谨和优美，总会丢掉一些实际内容。黑格尔与康德

从知识的角度，对使用数学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黑格尔认为，在数学知识中，

智力活动是对物体的一种外部活动；他认为真实的物体通过这样的方式被改变。

［6］康德认为，（数学形式）只是能够非常好的与逻辑形式完全一致，但是，

它仍然与它所表达的物体不一致。［6］博兰也认为：“哗众取宠地运用以数学

为基础的模型，这只是一个 ` 准确的科学形式 ' ——而不是准确的科学内容 ——

的问题。强调形式而不是内容，这本是约定主义的特征。”［7］是的，数学仅

仅是一种工具，它使经济学在向形式化方向发展的同时，无声的抹去了原属于

经济学的政治、历史、价值等人文因素。脱离了经济发展的现状，这种现状被

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数量跨跃推理”。他们还举了一个十分幽默的例子，就

像酿酒一样，出色的酿酒商会花几年的功夫学酿酒技术，而“自己动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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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购买必需的原料，几周内就能在厨房酿酒了。经济学也正在走这种捷径。经

济学中应用数学是否正当，如何正确的应用它，都不是一件容易说清的事，但

目前，数学似乎已经占据了经济学的大部分内容。这当然除了必需之外，在经

济学界，作为系统的文化也是一个重要根源。

2.3  “数学化 ”的系统文化使经济学远离了科学

二百年以前，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穆勒创立了现代经济学。他们将

一国经济看成一个有很多不同部分，但又相互联系和依赖的、能自我调节的体系，

这就是古典经济学。之后瓦尔拉斯和帕累托（V.Pareto）将古典经济学的思想精

确化，用数学来表达，称为一般均衡理论，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而这一门经

济学课程是美国大学生和研究生课程的核心内容。

由于一般均衡大量采用数学，那么日常中必须具备大量的数据才能满足他

们研究的需要。当材料不够时，他们只能用官方的统计资料获得专门的信息。

这样导致的后果是他们不再去寻找资料的根源，挖掘深藏于数据后的事实，而

是直接使用。这样许多经济学家很容易的转入了数学领域，迅速的“酿起酒来”，

酿酒的成绩“硕果累累”。据《美国经济评论》中所列表可知：无数学公式和

资料的分析从 1972 年 3 月到了 1976 年 12 月的 12.2% 降到了 11.6%，而根据联

立方程组和试验所作的经验分析从 0.5% 增加到了 1.9%［8］（P4），差距是很

大的。由于数学的重要地位，因而在发表论文时，如果文章中没有数学模型，

没有联立方程组，想在诸如《美国经济论坛》这样的刊物上发表难上加难。

由于上述的过程，更甚的结果便是学校排名也取决于在这类刊物上发表的

文章的次数，录取学生也要看其发表的文章，［8］（P30）由于不是嫡亲，没

有受过这方面训练的其他院校的学生便无缘发表文章，无缘上一些学校，甚至

连生存也成了问题。为了生存，他们只好放弃一些激进的文章，循规蹈矩地步

别人的后尘，进入数学领域，于是又开始新一轮的“数学化”的过程。社团系

统的文化已经形成了。

我们看到这种文化只会把经济学带入越来越狭窄的范围，越来越脱离经济

学应关注的事实方面，盲目的仿效自然科学，将经济学固定在一种文化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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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形式，结果只能是越来越远离科学，而不是走近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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