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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要义》

内容概要

为行为经济学寻求更具简单性、统一性和可证伪性的分析框架
呼吁有限理性，返回生活常识，以批判性思考研究中国问题
对于那些习惯于首先从整体理解任何知识的读者，我认为这本小册子是他们阅读《行为经济学讲义：
演化论的视角》的最佳“导读”或最佳“回顾”。对于正在大学读经济学本科的年轻人，我认为，他
们对这本小册子的主题——尤其是若干艰深主题——的理解或重新表述，可以成为他们申请国外大学
的行为经济学研究生的“敲门砖”。——汪丁丁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偶然出现的“行为经济学”，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然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学
科。而脑科学方法更成为2000—2015年间行为经济学领域几乎唯一重要的新的数据获取手段，与行为
经济学的另外两大研究方法（实验和仿真），必将而且已经对经济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主要由于
教育与科研管理体制的极端官僚化，或许，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正以加速度落后于西方的经济学研究。
十年以来，汪丁丁教授努力浏览相关领域的文献，并试图预见行为经济学在未来二十年可能确立的分
析框架。2011年出版的《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主旨在于介绍行为经济学上述三大研究
方法和基于这些方法的最新研究报告。讲义出版以来，这一领域新发表的文献中出现了一个相当明确
的趋势，就是各种研究方法的结合。
《行为经济学要义》主旨在于表达汪丁丁教授最近四五年在这一领域寻求更具简单性、统一性和可证
伪性的分析框架的思想成果。书中着重探讨了一个极为艰难的主题——模型与现象之间的关系，以及
基于这种关系的经济学解释，尤其是在行为主体墨守的各类成规当中，吸引汪丁丁教授长期关注并认
为最有希望被纳入行为经济学基本模型的人格/气质模型。而返回生活常识以及批判性思考，则是汪丁
丁教授心目中行为经济学研究的两大原则，如此方可限制理性，警惕官僚化倾向，更好地保持对生活
的敏感性，求解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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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丁丁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1953年生于沈阳，成长于北京，祖籍浙江淳安。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理学学士
（1981）。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数学与控制理论专业理学硕士（1984）。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
系经济学博士（1990）。
曾任教于香港大学和德国杜伊斯堡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浙江
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及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东北财经大学行为与
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并担任《财经》《新世纪周刊》及“财新传媒”学术顾问
。
著作包括《经济学思想史讲义》《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在中国思
索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等20多种。教学研究广泛涉及经济学思想史、
制度分析基础、行为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演化社会科学等重要的前沿学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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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简短的序
一、引言
二、行为经济学的基本模型
三、人格或气质
四、网络社会科学
五、关于演化社会理论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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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汪丁丁风格：涉猎广，但很多都没读懂；有很大抱负，但基本没做出啥原创贡献。个人对网络理
论有点了解，就知道本书的那一章不忍猝读
2、入坑行为经济学，数学功底还是不够
3、一天翻完，然后，下载书中涉及的文献⋯⋯
4、没有讲义好
5、电子版已购
6、很好 大大开拓眼界
7、第三章介绍的辛格（Tania Singer）的研究非常重要，但祸福难测。历史地看，物的理性主义和心的
神秘主义可能并不共享一个政治理念及实践，汪老师有意模糊两者的区别？
8、经济学/复杂系统的引路人
9、感觉比《行为经济学：演化论的视角》写的感觉好不少，不过哈耶克去世的时间写成1988年，而且
还写错两次
10、比较系统吧。
11、读懂的地方，过瘾，透彻。看不懂的地方很烧脑。各种旁征博引，视野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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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行为经济学要义》的笔记-第26页

        1.核心观念的展开，就是理论。因此，研读任何一套理论，最快捷的方式就是直入核心。当然，需
要很高的悟性。于是更常见的方式是从外围开始研读，通过许多案例分析，逐渐接近核心观念或议题
。当然，这就十分繁琐，而且容易迷失主线。
2. 艾智仁提供洞见：稀缺与竞争互为表里。直观而言，我们可以根据竞争的激烈程度来推测稀缺的程
度，也可以根据稀缺的程度来推测竞争的激烈程度。后来，艾智仁提供了更多的洞见。他指出，有稀
缺就有竞争，并且有竞争就有歧视。他继而指出，下列观念是无法分离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同一实质
的不同表达：稀缺、竞争、歧视、产权、行为约束。
3.基于小密尔的主观价值定义，并且基于我对现代人的幸福感的考察（参阅《行为经济学讲义》），
我在图1.2的右上方画出了价值（感受到的重要性）的三维空间，它刻画了幸福感的三重来源-物质生
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概要而言，沿着物质生活维度的正方向，我们“逐物而不返”；沿着精神
生活维度的正方向，是“完全的自足”。故而，我在图1.2右上方用粗线勾勒出一个典型的现代人的生
活路线-最初是在物质生活维度上，然后更多转入社会生活维度，最后，或许只有少数人，进入精神生
活维度。
4.依此类推，难怪人们用老黑格尔的名言来嘲讽套套逻辑经济学家：凡事存在的，一定是合理的。
5.艾智仁由此引入“好像理性”这一短语，用来表达“物竞天择”的演化幸存者的理性行为。仅当幸
存者被经济学家观察到的时候，幸存者的行为被赋予经济学的理性。那些没有被观察到的从而很可能
没有幸存下来的行为主体，被经济学家们假设不能适应物竞天择的环境，也就是说，这些行为主体的
行为不是足够理性的。这样的经济学解释，颇有些套套逻辑的意味，由此而来的数学模型或经济理论
，称为“adhot theory”（为了解释特殊现象而炮制出来的只能解释这一特殊现象的理论）
6.为了免除套套逻辑的困扰，张五常的建议是，经济性解释可以从假说开始，但必须始终坚持内生于
模型的变量具有很好的可观测性，于是能推演出可检验的命题。这一原则，他概括为：”看不见则验
不着。“
7.张五常”街头巷尾观察世界“几十年修成的功夫，使他能从人们的行为（变量）准确推测诱致了这
些行为的社会制度。
8.行为主体选择的可选方案集和他所选的方案是可观测的。
9.只要有充分的观察，一位如张五常所说的面向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家，应当有能力从那些可观测的变
量和可观测的参量推断出那些不可观测的参量的重要性质。当然，这是一门艺术，它要求它的实践者
如张五常和周其仁那样，常年坚持在街头巷尾看世界，同时沉潜往复与经济学解释。&lt;
10.布坎南不是套套逻辑经济学家，他在一篇文章里指出，经济学家之所以不同于非经济学家，就在于
他们能在任何特定情景内指出那些进入行为主体效用函数的重要变量和成本。相比之下，萨缪尔森更
接近套套逻辑经济学家。张五常承认萨缪尔森是创造模型的天才，但他批评萨缪尔森不懂真实世界的
经济学，他引用2009年萨缪尔森去世后”两位专家的计算“-萨缪尔森关于现实经济的预测没有一项是
准确的。

2、《行为经济学要义》的笔记-第141页

        许茨（Alfred Schutz）反复说过，社会科学概念应当对生活世界保持敏感性。今天，不仅社会科学
，而且我们的全部语言，都已严重地官僚化了。我写过文章论证‘阿伦特为什么重要’，呼吁反抗官
僚化的概念。在实验教育过程中，我见过许多老师和学生，他们将教科书里那些早已官僚化了的概念
当做涵盖他们真实生活经验的知识，而他们应当努力做得恰好是相反的事情，就是将来自真实生活的
经验注入教科书里的概念，从而挽救那些僵死的概念，让它们重新成为怀特海（Alfred N. Whitehead）
在《论教育诸目的》（The Aims of Education）里强调的‘vital ideas’——有生命的观念。否则，它们
就是怀特海批评过的充斥着课堂的‘inert ideas’——怠惰的观念。怠惰，就是对生活不再有任何的敏
感性。如果我们的知识（表达为许多观念）对我们的生活不再敏感，那么，我们为何要学习这些知识
？这是克里希那穆提向我们提出过的问题。类似地，他问：如果我们的思想（由许多意象和观念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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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让我们洞察反而遮蔽着生活的真实性，我们还应继续生活在思想里吗？他指出，人类的思想早
已僵死，它们只是从古到今人类积累在自己文明传统里的一套一套的教义，可是人类真正需要的，是
让文明重新变得有生命力。

3、《行为经济学要义》的笔记-第3页

        1. 1990年代中期，脑成像技术的普及，使脑科学方法迅速主导了行为经济学的三大研究方法，成
为2000-2015年间行为经济学领域几乎唯一重要的新的数据获取手段。类似于望远镜和显微镜对天文学
和生物学的革命性影响，迅速积累的脑科学数据，与行为经济学的另外两大研究方法（实验和仿真）
，必将而且已经对经济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2. 我写了《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主旨在于介绍行为经济学三大研究方法和基于这些方
法的最新研究报告。讲义出版以来，在行为经济学领域发表的文献，大约三分之二是基于脑科学研究
方法的，其中出现了一个相当明确的趋势，就是各种研究方法的结合。例如，至少两个“人格”维度
的得分，与合作行为的主要闹去有脑成像技术测度的灰质厚度，二者之间有统计显著的相关性。因此
，这些结论可更准确地预测具有不同人格特质的被试在囚徒困境博弈或公共品博弈中更可能采取的策
略。
3.现在读者面对的这本“小册子”，篇幅不大，它的主旨在于表达我最近三年在行为经济学领域寻求
的更具简单性、统一性和可证伪性的分析框架。由于脑科学方法迅速席卷几乎全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关于个体决策，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容易理解的一种拓展是，张五常认定为经济
学唯一重要定律的“需求假说”可被重新表述为更具普遍性的行为经济学假说-任何人选择任意可选方
案的欲望与这一刻选方案的代价成反比。如果可选方案表达的是商品（有市场价格）及其需求量（或
有工具变量），这一假说就能推演出需求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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