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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一
接地气的经济学

——理查德·塞勒与行为经济学

我是学主流经济学出身的。读的教科书、专著、论文都是主流经济

学的。出于赶时髦，也读了点儿新剑桥学派、新左派和新制度学派，诸

如琼·罗宾逊，斯威齐，加尔布雷恩的著作，但颇为不屑。而且，读这

些非主流的东西，反而加强了我对主流经济学的信念。以后我按主流经

济学的思想写教科书、专著或论文，也用这一套来讲课和思考。如果把

主流经济学作为一种宗教，我就是一个“受洗并虔诚的信徒和传教士”。

不过在学习与思考中，在与学生、朋友的交流中，我对主流经济

学“教义”的基础之一——“理性人”假设有了些许不敬。主流经济学的假

设是“理性人”。理性人的特点之一是自私，即“经济人”；特点之二是自

觉地（或者说本能地）按最大化原则行事，也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机

会成本、边际分析法等原则做出选择。但随着阅读面的扩大和在社会上

活动交往的增加，我对这种理性人假说逐渐有所动摇。“自私”固然是人

的本质，但自私的人也有许多不自私的行为。这种行为肯定不是主流，

但对社会却有不可忽视的效果。在美国，没有那些成功人士的捐助，能

有那么多的名牌大学和基金会吗？正是许多人无私的奉献，才有了这个

社会上许多美好的东西。按理性的方式行事，更有些远了。许多人其实

是以非理性的方式行事的。以我自己为例，效用最大化、边际分析法，

我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但实际消费中有几次想到了这些原则？而且从事

后来看，我的许多次消费肯定是边际效用为零，甚至为负。这种不理性

在许多人身上都多次发生过。即使那些创立这些理论的人，他们会完全

按照理性的方式做选择吗？看来经济学这个手电筒是用来照别人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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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谁也没照到。

理性人假说的动摇绝非小事。因为整个经济学体系都建立在这个基

础之上。离开了这个前提，严密、精致的理论分析，逻辑性极强的数学

推导，就都不那么坚实了，由此得出的结论也要打个折扣。经济学的基

本中心之一就是证明市场机制的完善性，建立在理性人假说之上的一般

均衡理论证明了这一点。从历史实践来看，谁也不会否认市场机制。

但“完善”二字绝谈不上。市场机制出了多少问题？引发了多少次灾难？

人们选择市场经济，并不在于它完善，而在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当然，经济学家也不会长期忽视这些问题。其实，市场经济理论的

创立者、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在他提出“经济人”和“看不

见的手”的同时，也提出了人性的复杂性以及看不见的手会引发的问

题。可惜他的继承者新古典经济学家忽略了后一种分析，而夸大了前一

种分析。也许还有特立独行的学者想到了这个问题，不过他们被势不可

挡的主流经济学淹没了，也有更多的人和我一样因愚蠢的虔诚而不思考

其他。

不过人们终究会不断追寻真理。强调理性人假说和市场机制完善性

的主流经济学总会遇到挑战。最早产生影响的是西蒙的“有限理性”假
说。西蒙教授认为，人不可能像主流经济学认为的那样完全理性，由于

种种原因，他们有理性，但并非完全理性，而是有时理性，有时不理

性；在有些问题上理性，在有些问题上不理性。换言之，理性是有限

的。西蒙由于这个理论和其他贡献而获得了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其

后兴起的则是我们这里要重点介绍的行为经济学了。

主流经济学日益数学化，靠数学推导建立了逻辑严谨的理论体系。

在现代，奠定数学分析方法基础的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我

们不否认数学工具的运用和由此产生的数学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对经济

学发展的重大意义，但主流经济学并不完善，数学方法也不是研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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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唯一方法，这就产生了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认

为，人不是纯理性人，而是社会人。决定人们决策的不仅仅是经济理

性，更重要的还有由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心理因素。这种心理因素中既

包含理性，也包含许多非理性的、或者利己但不理性的因素。这些心理

因素无法用数字来表达，也不能包括在数学模型中。数学模型中用随机

变量来代表这些无法衡量与无法预测的因素，实际上否认了这些因素在

决策中的作用。运用行为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人们的经济行为，就要从对

现实生活的观察和对人类行为的实验出发。所以说，观察现实和实验经

济学是行为经济学的基础。2002年，对实验经济学做出开创性贡献的弗

农·史密斯和对行为经济学做出开创性贡献的丹尼尔·卡尼曼共同获得诺

贝尔经济学奖，这决非偶然（可惜另一位对行为经济学做出开创性贡献

的经济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由于英年早逝未在获奖之列）。行为经济

学对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另一位行为经济学大师理查德·塞
勒终于在2017年获得诺奖。行为经济学更加贴近现实，因此我称之

为“接地气的经济学”。

理查德·塞勒也是行为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而且对这门学科的发

展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他获得诺奖当之无愧。塞勒现任教于芝加哥大

学布斯商学院，芝加哥大学是盛产诺贝尔奖得主的地方。塞勒在《美国

经济评论》和《政治经济学杂志》等知名刊物上发表过许多重要文章，

也出版过许多著作。本文将根据已译为中文的《赢家的诅咒》，《助

推》和《“错误”的行为》来介绍他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

《赢家的诅咒》出版于1991年，是塞勒的行为经济学论文集。20世
纪80年代，塞勒在康奈尔大学任教，一次开会时另一位经济学家哈尔·
瓦里安（他的中级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在中国影响甚大，被广泛用作研究

生的教材）告诉他美国经济学会正在筹办一份《经济展望期刊》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这是一本非常好的杂志，收录的

文章主要介绍经济学的最新进展，且不难读，我在美国进修时常读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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