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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萨缪尔森的风采

我曾目睹萨缪尔森的风采。那是我在哈佛七年以及随后在美国任教的

八年，曾经有多次聆听他的发言。我刚到哈佛的时候，萨缪尔森已经从MIT

退休，但是还经常出来参加活动。萨缪尔森出场参加活动都是衣冠楚楚，打

着领结，身着非常得体的西装，这在当今的经济学界，尤其是MIT这个以工

科见长、老师和同学习惯于牛仔裤打扮的大学氛围中鹤立鸡群。

萨老的每次发言都事先准备好文稿，总是会以比较快的速度来诵读。

他的稿子文采飞扬，大量使用西方语言中的从句结构，句型复杂，但结构对

称、用词优美，极其讲究修辞。因此，不仅对于我这样英语非母语的外国人，

就是对美国人来讲，当场听起来都有点吃力。但其内容充满睿智和幽默，效

果斐然。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每当他念完一句话之后，过了好一会儿，

当他下一句话已经读了一半的时候，现场的观众才回过味儿来，报之以热

烈的掌声。

萨老的幽默还可以通过学术界尤其是和他同代的大学者们的趣闻轶

事看出来。至今仍令我难忘的是，有一次他说道，MIT有一位鼎鼎有名的

大教授被学生追问怎么才能成功？教授说：我也很困惑，为此我研究了很

久，终于列出了成功的公式，在这公式里，有各种变量，包括勤奋、天赋、机

遇，但是这个公式太复杂了，我试图进行简化，简化来简化去，不幸的是最

后这些变量都消除掉了，只剩下了一个随机变量。

 萨缪尔森的风采更多的体现于他的经济学研究风格。毫不夸张地说，

萨缪尔森是改变了经济学的大师，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经济学最完

美的时代的化身。正是通过萨缪尔森之手，那个时代的经济学体系彻底地建

立在完美的数学体系之上。这个体系的确是太完美了，完美得像牛顿力学。

但是，这个体系显然有很多地方与现实不符，于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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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致力于修修补补，到今天，经济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支离破碎了。每个

人抓住一个具体方面修一修补一补，到最后整个经济学大厦变得千疮百孔。

萨缪尔森时代的经济学，被后来者称为新古典综合，那就是把凯恩斯的

一些思想，和马歇尔所倡导的古典经济学完美结合在一起，最难得的是，它是

用一个完美的数学体系结合的，而萨缪尔森就是这个数学体系的重要的建造

者。在这一体系中，消费者的行为包括对产品的需求是由消费者偏好所推导

出来的，而消费者偏好是由上帝所赋予的、是外生的，不需要借用效用的概

念，效用无非是偏好的一个表达工具，因此绕开了长期以来大家对效用理论

的批判。在这个体系里企业追求利润极大化，其约束条件是企业的生产函数，

其派生的一个结论是成本极小化以及企业对产品的供给和对要素的需求。

消费者和企业的行为交织在市场中，产生了一般均衡。而一般均衡的性质可

以用福利经济学的方法加以分析，福利经济的第一基本定理阐明一般均衡是

帕累托有效的，第二基本定理说给定一系列条件，任何帕累托有效的生产和

分配都可以是某一个经济体的一般均衡结果。福利经济学的各种评判标准应

运而生。这套理论体系还可以延伸为动态经济的过程，可以研究这代人和上

一代人的交互关系，可以研究经济体最快的最优的增长路径，这一体系产生

出的结论完整优美。萨缪尔森在建立这一体系中的功勋无人能比。比如说，萨

缪尔森从消费者的行为反推出消费者的偏好，这叫显示性偏好。萨老在这一

定理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提出了一个条件，即显示性偏好的强公理。在这

个条件下，我们可以从观察到的消费者的选择，反推出消费者的偏好。再比如

说，萨缪尔森研究过价格等外部变量的变化对消费者和企业的最优选择会产

生怎样的影响，现在称为夏特利尔原理（Le Chatelier Principle）。

萨缪尔森还把这一体系延伸到国际贸易，研究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提

出了一个非常简单实用的国际贸易模型。他还和斯托尔珀(此人是后来我在密

歇根大学工作的同事)提出了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此定理的一个直接推

论是，穷国与富国进行国际贸易，穷国的廉价劳动力会受益，而富国的高技

能劳动力会受益。正是基于这一理论，他的侄子、当今美国总统的头号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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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劳伦斯·萨默斯曾公开说，美国没有从全球化过程中得到预想的那么

多好处，因为美国的低技能工人受损了并且不易补偿。在国际贸易领域，萨

缪尔森还与巴拉萨提出了巴拉萨—萨缪尔森定理。该定理的一个重要推论

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贸易，其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贸易商品生产价格

会高过可贸易商品的生产价格。

这一体系至今为止是现代经济学最完美的体系，当然这一体系中间，

后来人们发现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说，在这一体系中假设企业追求

利润最大化或者成本极小化，但后来专门研究企业的经济学家发现企业

追求的目标是非常复杂的。再比如说，在这一体系中假设消费者是理性的，

追求效用或者说偏好的最大化，今天研究心理学的各种学者认为消费者

是非理性的，尤其是在跨期之间的选择。再比如说，在这一理论体系中，信

息是完全对称的，但是后来人们发现，现实生活中信息是不对称的，因此

产生了各种市场交易成本，甚至导致很多交易难以实现。还比如说，这一

体系认为政府可以采取措施改善社会福利，但是后来发现，政府的行为远

远不是那么简单的，往往是政府有政策，民间有对策，因此出现了卢卡斯

的理性预期理论。经过这一系列的修修改改，经济学的完美大厦已不再完

美，萨缪尔森代表的那个时代不幸的离我们远去。

萨缪尔森的贡献不仅仅是完善了上述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并使之完美建

立在数学表达之上，他的重要贡献更是体现在把凯恩斯理论的数学化。凯恩

斯理论是上述完美理论体系的重要背离。 凯恩斯假设人的行为是不完全理

性，消费者倾向于少消费，投资者或者过于乐观导致过多投资，或者过于悲

观乃至不投资，外加市场价格的变化来得比较慢，因此导致宏观经济的非均

衡，即，或者是总需求不足引发经济衰退，或者是总需求过高带来过快的经

济扩张。自然的结论是需要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积极的干预调整。

萨缪尔森是凯恩斯的信徒，用他的话说，在大萧条年代，他的同窗好友

每人发出的三百多封求职信都石沉大海，他自己四个大学暑期根本找不到

工作，这证明了凯恩斯理论的正确性，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己本科就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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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大学，还在讲授市场经济中工资率会自动下调，公司用工需求会自动

上调，从而就业市场恢复充分就业。为了自己的信仰，萨缪尔森奉献出自己

的数理经济学才能，第一个写出了凯恩斯主义的投资乘数加速模型，随后不

断努力，力图把凯恩斯理论与古典经济学体系完美结合起来，形成后来被大

家称为的新古典综合学派，乃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末，哈佛与MIT成为新古

典综合学派的大本营，这也是两校经济学科发展的一个高峰。

正是因为如此，萨氏学术上的天敌就是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米

尔顿·弗里德曼。这两位矮个子的犹太人为此展开了漫长的学术竞争

与论战。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学术上的竞争，萨氏占了上

风，其学术体系数理逻辑的美捕获了无数年轻学子，在学术界的影响

恐难有人出其右。而在思想领域，弗氏的追随者似乎更多，毕竟上个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保守主义占了上风。 未识时务的萨缪尔森屡

屡抱怨说，每次与弗里德曼辩论，每一个逻辑环节自己都是赢家，可

不知为什么听众却偏向对方。难怪笔者一九八五年到哈佛以后，萨氏

基本退出学术和思想领域的第一线。

萨缪尔森的经典教科书，其文笔之流畅优美，无疑是笔者读过的最好

的教科书，至今我还推荐给那些希望了解经济学的朋友们。我曾真心建议

大家买两本，最好是十二版以前的旧版，其文笔更好。我还建议想学好英文

的朋友们买一本原著，作为英文读物，非常合适。

笔者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进入大学读书的，当时的清华大学还没有自

己的经济学教学体系，作为学生，我像一个饿汉到处寻找读物。经人介绍，

在图书馆发现了萨缪尔森的第十版经济学，借回来一读，才发现经济学如

此精彩！萨老的经济学表达流畅、完美。各种道理、各种说法，娓娓道来，这

对于思想刚刚解放的八十年代的学子恰如久旱逢甘露。

萨缪尔森的离去带走了一个完美的时代，带去了经济学完美的体系，

唤起了笔者这一代人对八十年代读书年代的美好回忆。

让我们向这位奉献了完美经济学体系的经济学家深深地鞠躬致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