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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林论剑-与60多位知名学者商》

内容概要

在经济学日益成为“显学”的时代，对于经济学家这个特殊的群体，你很难找到一个对等的平台去怀
疑他们。 阅读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机会！    面对刘正山的犀利，你或许会试图寻找萨缪尔森、科斯等诺
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或者厉以宁、梁小民、张五常、林毅夫、茅于轼、张宇燕、陈彩虹、汪丁丁、卢
周来、郎咸平等知名华人经济学家学术观点的“软肋”。 在我们对某个人或者某种观点发表意见的时
候，这本书会让你明白，质疑不是谩骂和指责，而是理性、敏锐、风趣的思维PK！    其实，对经济学
而言，所谓的权威仅仅就是一种端正说话的勇气！学术的生命力在于质疑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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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正山，平民经济研究社发起人、研究员。曾任搜狐财经频道主编、中国土地杂志执行主编。《经济
学季刊》匿名审稿人。房地产策划师国家职业标准终审专家。新浪、搜狐、博客中国、价值中国、天
涯等网站专栏作家，《国际金融报》、《中国经济周刊》、《中国国土资源报》等报刊专栏作家。出
版《经济学林论剑》（文集）、《幸福经济学》（文集）、《房地产投资分析》等6本书。发表学术
论文60多篇。著有武侠小说《郎咸平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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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亚当·斯密剽窃司马迁？——与L.杨格、盛江等先生商榷“迟暮美人”张五常张五常的“张冠李戴”
企业的边界在哪里？——与张五常先生商榷帕累托最优处处满足吗？——兼与张五常先生商榷林则徐
“愚蠢”吗？——与张五常先生商榷天下没有“吉分商品”？——评张五常、汪丁丁、黄有光等对需
求定律的争议股票是需求定律的例外吗？——与厉以宁、梁小民等先生商榷为何价变量不变？——对
施蒂格勒观点的质疑张五常与韦森：谁错了？捆绑销售、垄断及其他——与张五常、朱锡庆等先生商
榷计算基尼系数可以“两分加权”吗？——与厉以宁先生商榷质疑“木桶原理”——与厉以宁、华民
等先生商榷“无关紧要”的格雷欣法则——兼评叶航、张五常之争对亲兴古典经济学分析基础的质疑
游刃有余的“旧”——对卡纳曼、史密斯观点的质疑“上瘾品”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与茅于轼、
汪丁相等先生商榷“人是一条拴在树上的狗”？——兼与科斯、茅于轼等先生商榷谁也没有“家”—
—与汪丁丁先生商榷经济学为谁服务？——对黄卫平、李其庆等先生观点的质疑何必讳言“自私”—
—与韩强先生商榷外资不供应免费午餐——与林毅夫——平新乔等先生商榷张维迎为资本家说话》法
律不是激励机制——与陈彩虹、张维迎等先生商榷比较优势理论要活用——与樊纲、林毅夫先生商榷
存款保险不保险——与徐滇庆、谢平等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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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作者似乎太狂妄！
2、感觉还是不错的，多听听另一方面的声音，不是件坏事情。
3、说实在的，在语言方面，这本书可能着实太尖锐了一点，虽然题名为“商榷”，但是在言语上没
有丝毫的放松。但是可以展现经济学家敏锐的思维。这本书专业人士也适合，业余的经济爱好者读读
也不错，不过要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对经济学感兴趣，因为里头有一些还是有点枯燥的，很多都是理论
性的推演。但是如果对于一个经济学爱好者来说，这本书虽不是主流，但也是甘露。
4、还行，从不同角度！
5、2006.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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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关注经济分析的前提——评《经济学林论剑》■ 杨卫红　　  由于从事投资工作，我经常要看各种
各样的投资分析报告和经济研究报告。报告中让我最感兴趣的，是前言和注脚。因为前言和注脚往往
是形成报告的出发点，报告的结论是根据这些前言和注脚设定的各种假设条件推导出来的。如果前言
和注脚设定的各种假设条件不合理，无论这些报告的分析多么严谨，逻辑多么严密，模型多么先进，
得出的结论都是不能作为投资决策依据的。　　  我的这种习惯，其实是源于多年的经济学学习。经
济学的各种理论，都是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才成立的。忽视了假设条件，就容易把经济规律、经济理
论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加以运用，最终使自己的分析预测出现失误。对经济学发展和经济分析
方法的创新作出了多方面杰出贡献的著名经济学家富兰克·H·奈特就曾坦言：“经济学家的知识是
有限的，其预测的失误是不可避免的。”　　  至于经济学家们有哪些方面的失误，刘正山提供了很
好的例证。他的《经济学林论剑》，就是对60多位知名经济学家的学术观点提出质疑的一本学术随笔
集，指出了许多观点的“软肋”。当前很多对学术的质疑是指责和漫骂居多，但《经济学林论剑》让
我没有类似的担心，因为他的质疑虽然是指名道姓，但是遵循了学术界的良好习惯：与人商榷的时候
，直接指名道姓，以便查对。而且，他的质疑不是把别人一棍子打死，而是与人商讨；商讨的方式也
极为理性、敏锐，甚至有些许风趣，没有那种急于出名的张狂和功利。读这样的书，往往能够得到思
想上的震动。　　  对我来说，这种思想上的震动主要是如何吸取这些知名经济学家失误的教训，减
少自己投资决策时的失误。毕竟，所有的投资决策都是根据投资分析报告做出的，而这些投资分析报
告又都是根据某些经济理论、经济模型写出来的。这便使我对书中涉及的60多位经济学家出现的失误
以及产生失误的原因发生了兴趣。　　  刘正山在书中总共指出了60多位经济学家出现的失误。尽管这
些失误表现为不同的方面，但在我看来，他们产生失误的根源，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一个：忽视了经济
学理论的某些或某个假设条件。忽视了假设条件，就容易把“定律”当成 “公理”运用。张五常、汪
丁丁、黄有光等人对需求定律的争论，郎咸平、张维迎等人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论，萧灼基关于私
营企业利润中肯定有一部分是剥削的观点，其实都可以归因于忽视了理论条件与现实条件之间的不一
致性。因此，要使经济理论发挥作用，不仅要正视理论条件与现实条件之间的差异，还要深入理解自
己所要运用的经济理论的含义，以及该理论成立所必需的假设条件。　　  一般来说，经济理论是这
样创立的：不同案例中存在一些共同因素，这些共同因素的数量很少却极为重要，因此，经济学家从
对这些少数因素的分析得出适用于很多情况的规律。这些规律告诉我们，在“理想条件”下，什么命
题“趋于”成立，或“可能”成立。而现实世界的很多情况，与“理想条件”相差甚远，有许多“干
扰因素”存在，在探索经济规律、创立经济理论的时候，“干扰因素”是被排除在外的。这样，经济
学也就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任何情况下也都是不完备的。　　  现实世
界极其复杂，经济学家们永远无法用同一种办法来处理各种各样的复杂因素。在解释现实经济问题时
，如果不追问各种“干扰因素”而套用现成的经济理论，则难免出现失误。马歇尔在1890年的《经济
学原理》第三章就特别强调：“一切科学的学说无不暗含一些前提条件，但这种假设的因素在经济规
律中特别显著。”为什么强调前提条件？马歇尔说： “经济学说比其他任何学科的学说，更容易为那
些没有科学训练和也许只是间接听到而断章取义的人所引用”。这也是我看投资分析报告和经济研究
报告先看前言和注脚的根本原因。　　  回到《经济学林论剑》这本书，对刘正山在书中提出的诸多
值得商榷的观点，读者可以不认同而提出自己新的质疑。但他这种思考经济学理论的方法值得所有学
习经济学和运用经济学的人借鉴。他的质疑方法，主要是着力挖掘经济学理论的前提条件，从而深入
理解经济理论的真正含义，最终使得经济学理论的运用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学习他的这种质疑方法
，有助于加深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和正确运用。　　  不少经济学家不喜欢别人对自己的观点提出质
疑，觉得会影响自己在学术上的地位和声望。我以为，这是经济学家“堕落”的表现。奈特在《风险
、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于1933年再版时，就曾批评道：“为了得到人们的承认，为了具有影响力，
经济学家们堕落到了公众的思想水平；其后，争夺发言权和影响力的竞争取代了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客
观研究的努力”。奈特批评的这种情况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学界表现得较为严重。　　  “中国的经济
学家多是万能的经济学家”，这或许有一些夸张，但确实反映出了部分现实。1995年，张维迎问过国
内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为什么对任何问题都发表意见，而不是像国外著名的经济学家那样专注于某
一个领域，做成该领域最优秀的专家。这位经济学家是这样回答的：“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开会，发现
那么多人说得都那么肤浅，你就不由得说两句，说的多了，就成了专家。”　　  哲学家罗素推崇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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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他的《怀疑论集》，主旨是先要疑，然后才能获得真知。他举过一个有趣的例子：英国课本说打
败拿破仑是英国人之力，德国课本说是德国人之力。罗素主张让学生对照着念这两种课本，有人担心
学生将无所适从，但他说，能够让学生们不信，教育就成功了。罗素的想法，未必每个人都能够接受
，但学习经济学理论确实需要具备这种怀疑精神。　　  当然，怀疑之后，还需要自己的分析。分析
与怀疑，都要求具备基本的经济学素养，尤其要掌握理论产生的前提条件及适用范围，对现实条件与
理想条件的不一致性有清醒的认识。没有一定的理论功底而盲目地怀疑一切，同样会流于偏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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