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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经济学研究的实证方法论与假设条件

陈　璋

[内容摘要 ]　现代“实证方法论”的思想基础是西方科学哲学中的“证伪主

义”。证伪主义关于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思想是理论假说思想, 而理论假说核心

的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假设条件。一般来说, 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假设条件分为三

类: 初始条件、限界条件和辅助条件。假设条件是把握西方经济学实证方法论和

认识西方经济学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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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实证方法论”就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或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统

称。实证方法论的思想基础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 具体地说, 19 世纪其思想基础是科学

哲学中的“证实主义”, 而 20 世纪是“证伪主义”①。由此可以看出, 现代实证方法论的思想基础

就是西方科学哲学中的证伪主义。证伪主义方法论的核心思想是彻底反对归纳法而推崇演绎

法, 同样从现代西方经济理论表述形式可以看出, 理论研究的逻辑表述往往从明确提出其假设

条件开始, 然后进行逻辑推理 (亦即数学推理) , 最后得出结论, 其基本的推理形式是假说演绎

法。因此, 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 我们要认识、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理论, 都必须认识和了

解实证方法论, 而了解实证方法论最主要的思想和推理过程, 就是要认识假设条件在西方经济

理论、实证研究方法中的重要意义和具体作用。

一、理论假说与假设条件

证伪主义关于科学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思想是: 科学理论只是一个假说、一个猜想。猜想

思想蕴涵的深刻意义是: 从本质上说, 理论假说先于观察或事实, 或者说假说或猜想创造了观

察, 而假说或猜想的形成源于人的“自由创造”、灵感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 另一方面, 理论假说

思想或核心一旦确定, 其后的推理过程则完全是一种逻辑推理过程。由此可以看出, 证伪主义

思想一方面十分强调科学理论研究中人的创造性作用, 即理论假说的思想性, 另一方面, 又强

调理论推理的逻辑严密性及其可检验性。与此相适应, 西方经济理论中理论假说核心的具体表

现形式就是所谓假设条件, 依据实证方法论的思想我们可以说, 假设条件是认识西方经济理论

及其方法论最重要的部分, 也是最困难的部分。因此, 要认识和学习西方经济学所自称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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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实证方法论, 就必须重视西方经济理论中假设条件的意义和具体作用。我们把理论假说

和假设条件的关系概括如下:

11 假设条件中往往包含了理论假说演绎的大前提。这里的所谓“大前提”即是理论假说或

假设条件的核心, 亦即理论猜想、“自由创造”的主要结论。它决定了理论的基本思想、主要结论

和演绎的最终前提。应该指出的是, 演绎大前提的形成是人的认识的深入创造性的结果, 而无

需什么严密的逻辑推理或经验事实依据, 不同理论或不同学派的主要思想分歧或创新往往表

现在其演绎大前提的不同。因此, 在学习和认识西方经济理论的具体过程中, 首先找出并把握

其假说的核心假设 (演绎大前提) , 是认识和理解该理论的根本前提。

21 假设条件是确立理论研究对象的必要条件。确立假设条件一个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要创

造性地简化现实中现象的复杂性, 从而确立现象间联系的核心结构。一般来说, 不同条件下所

形成的分析思路、分析范围和分析方法往往是不同的, 不明确提出假设条件, 理论本身将显得

含糊不清, 无法形成理论讨论中的共同规范, 这往往会造成对同一理论认识和理解的不同, 容

易引起理论基本概念的混乱。

31 假设条件的确立是演绎法具体展开的必要条件。理论分析中的假设条件往往在一定条

件下, 确立了逻辑推理的大前提及其具体的数量关系、演绎方向等。西方经济学中演绎法的基

本过程可简要概括为: 提出假设条件 (大前提) ——逻辑推理 (数学推理) ——结论 (检验结论)。

根据假说演绎法的特点, 如果理论的结论不对或经不起经验检验, 问题一定出在假说条件部

分, 而与逻辑推理过程无关。这是因为在演绎法中, 研究结论往往是其假设条件 (大前提)必然

的逻辑结果, 亦即逻辑推理 (特别是数学推理)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因此, 假设条件的明确提

出似乎表明了科学研究中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它似乎明确告诉了读者和其他研究者, 一是理

论提出者的研究水平 (具体反映在假设条件的创新方面) ; 二是理论存在问题是肯定的也是十

分明确的, 即问题肯定存在于假设条件之中, 理论的创新在于对原有假设条件的修正或创新。

41 假设条件的确立是理论假说具有可检验性的必要条件。证伪主义判断理论科学性的唯

一标准是看理论是否具有可证伪性或可检验性。一般来说, 假设条件的明确提出将使理论研究

的对象更加具体、变量之间的关系数量化, 并保证了逻辑推理的严密性, 最终将使理论结论具

体明确, 具有经验的可检验性, 从而保证了理论假说具有科学性的主要特征。

51 假设条件的确立是具体建立和保证各种理论假说之间存在着又继承又发展深刻联系

的必要条件。一般来说, 各种理论假说、学派的分歧表现在其假设条件的不同, 特别是根本的分

歧在于其核心假设 (大前提)的不同。新旧理论的一般演变形式主要表现在其假设条件的演变

方面。

上面我们提出了对理论假说与假设条件之间关系的几点主要认识。再次值得指出的是, 确

立假设条件本身是一件十分复杂的研究过程, 按照证伪主义的思想, 其“核心假设”的提出是一

种大胆的猜想、“自由创造”或某种非理性因素作用的结果, 而没有什么逻辑的方法可循; 另一

方面, 假说条件是否合理是理论科学性和其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志。

二、实证方法论与假设条件的基本特征

证伪主义科学方法论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彻底反对归纳法。认为理论假说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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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观察或经验, 经验不可能 (绝对)证实理论, 但能 (绝对)证伪理论。证实主义的方法论是归纳

法, 而证伪主义的方法论是演绎法, 演绎和证伪的前提正是理论假说表现形式的核心——假设

条件; 二是提出任何一种科学的理论只是一个“猜想”。既然是猜想也就表明, 在同一认识或研

究水平上, 对同一问题客观上存在许多个猜想, 每一个猜想对应一套具体的假设条件, 正因为

客观上并不存在唯一的“猜想”(绝对真理) , 任何猜想或一套假设条件总是相对正确的, 最终的

命运终将被证伪。正是按照这种认识, 证伪主义者和实证方法论认为, 一个理论只要它是可检

验的或可证伪的, 就是科学的, 因此, 在实证方法论条件下, 假设条件至少是理论科学性的主要

形式特征。

建立任何经济理论假说, 必须从庞大而复杂的现实经济现象中首先抓住少数关键而易于

控制的要点 (变量) , 进而当这些要点被某种巧妙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一定形式的模型后, 就在一

定意义上成为现实本身的替代结构, 这种一定抽象程度上合理简化所要求的假设条件, 正是理

论假说形成的基础和核心。另一方面, 任何理论假说或一套假设条件归根到底只是一个猜想,

只是人们面对纷繁复杂和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的客观世界作出的十分有限的认识。假设条件的

确立只是明确地表明了猜想者所关心、思考的要点 (变量) , 所理解的变量的内涵, 现实中各种

因素影响方式的浓缩或量化, 分析问题的思路和角度。所有这些方面的认识只能是十分有限

的, 而没有认识到的因素或关系应是无限的, 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 任何理论假说的假设条件

都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或客观的, 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虚假性。例如, 弗里德曼认为:“那些真正

重要且伟大的假说所具有的‘假设’, 是对现实的一种粗略的、不十分精确的、描述性的表述。而

且一般来说, 某一理论越是杰出, 那么它的‘假设’(在上述意义上) 就越是超脱现实。”②当然,

这一逆命题并不成立, 即非现实主义的假说并不能确保带来伟大的理论。因此, 一定程度上 (由

抽象性或创造性所引起)的虚假性也是假设条件的一个重要特征。

假设条件的虚假性特征实际上表明了其具有一定的先验性, 亦即假设条件特别是其核心

内容完全是研究者“自由创造性”活动的结果。弗里德曼说过:“假说的创立是一种精神、直观与

发明的创造性活动, 其实质就是要在众所周知的材料中发掘出新意。这一过程必须归在心理学

中进行讨论, 而不应列在逻辑学中进行研究。”③任何理论假说的一套假设条件与现实情况都

不可能一一对应。实证方法论者认为, 理论假说不能通过直接将其“假设条件”与“现实”加以比

较来进行检验, 假设条件的虚假性是无法避免的, 也是客观存在的, 一个理论是否“足够”与“现

实”吻合的检验, 只能通过该理论所作出的结论或预测, 考察它对于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来说,

是否足够令人满意或者是否比其它理论假说的预测更令人满意来进行检验。因此, 根据证伪主

义思想, 所谓科学理论的检验, 不是检验该理论的假设条件, 而是检验该假设条件下逻辑推理

得出的预测结论。

理论研究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是其研究工具的科学化及其不断发展。实证研究方法

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十分强调利用数学工具来完成其演绎推理的整个过程。数学工具在经济

理论研究中的作用主要有两个: 一是能够使某些较多反映客观事物的概念及其关系得到量化,

亦即精确化, 使复杂的技术经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具体起来、形象起来, 这方面的作用突出地

反映在有关经济活动中人与物、物与物关系的分析过程中; 二是能够促使理论假说推理过程中

的逻辑严密性提高, 从检验理论假说的目的看, 这一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能够

确保理论假说演绎过程的可靠性, 则检验对象就完全集中于理论结论的检验了, 这不仅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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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理论的可能性和可靠性, 也大大加快了理论假说的检验过程。可以说, 如何提高检验理论

假说的可能性和可靠性正是实证方法论的主要发展方向。西方经济理论实证研究过程告诉我

们, 新的理论假说的形成, 往往是从修正或创新前人理论假说中的某些假设条件开始的, 这也

正是实证方法论指导下经济理论发展的一般表现形式。

总之, 在实证方法论的基本思想指导下, 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研究过程已进入了假设条件

集合和在这种条件下严密的逻辑演绎阶段。假说演绎法的实质表明, 理论假设条件成功与否是

理论成功与否的关键。从形式上看, 假设条件既指明了理论结论的最终依据或来源又指明了其

发展或改进的问题所在。因此, 对于我们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来说, 深入学习和思考有关假

设条件及其含义是至关重要的, 同时也是最困难、最复杂的。

三、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假设条件分类初探

西方经济理论假说表述的逻辑起点既然是其假设条件的确立, 那么在对它的学习和研究

中, 首先了解假设条件的分类和各自在实证研究方法中的特点及其作用是非常必要的。这里我

们主要是根据假设条件在理论假说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来进行分类和分析其特点的。一般来说,

可将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假设条件简明地分为三类, 分别称之为初始条件、限界条件、辅助条件。

下面分别试分析各类假设条件的主要含义及其作用。

11 初始条件

这类条件主要是指那些决定理论假说核心思想 (即大前提)并能够量化的关系和概念的条

件, 是假说思想的核心和起源, 是研究者“自由创造”和猜想 (先验) 的结果, 是整个假设条件的

核心部分。西方经济学中的初始条件存在于不同理论层次上, 例如, 指导和影响整个理论体系

的初始条件有: 稀缺性假设、经济人假设、均衡概念、商品效用递减假设、需求定理假设、自由竞

争假设等等, 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 由于这些初始条件作为众所周知的条件, 所以除与研究有

直接关系外, 一般都不会重提这些假设条件, 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消失。在次一层次上, 指导和

影响有关分支理论研究的初始条件就更多, 例如, 绝对收入假说中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假

设, 持久收入假说中的“持久”和“一时”的概念, 持久收入与持久消费之间成固定比例关系的假

设, 生产函数假说中各种函数数学形式的假设, 哈罗德——多马模型中关于资本和劳动按固定

比例组合的假设, 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关于资本和劳动按可变比例组合的假设等等。

从内容上看, 初始条件一般包括关于经济主体行为动机及其公开行为的假设。这一类假设

主要表现为经济学中有关“经济人”的一般心理及其行为规范方面。作出这方面的假设通常出

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它们在表述有关假说方面的简便性、清晰性和准确性; 二是它们能够

为假说带来间接证据的能力, 亦即假设可以使人们联想到该假说的某些含义似乎已经为经验

所验证, 同时假设可以导出该假说与其它一些解决相关问题的假说之间的相互联系。根据“猜

想”假说, 可以认识到, 初始条件的提出是理论假说形成的关键, 是假设条件中的核心, 也是理

论假说最富有创造性的部分, 不同的人对它的认识深度和可利用性往往是非常不一样的, 初始

条件的“正确性”和影响力往往决定了理论假说的成功与否, 它既是形成某一理论假说的核心,

也是将来修正或推翻其假说的主要突破口。

21 限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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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界条件主要是指实证研究中, 有关明确确立所研究变量各自变动及其相互关系变动范

围的限制性假设, 这类条件完全是根据初始条件思想的需要而提出的, 具有明显的便利性和虚

假性。我们知道, 影响任何变量及其关系变化的因素是众多的和复杂的, 而理论研究的目的是

就某些我们所关心的现象或问题, 探讨和揭示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 这种探讨和揭示的科学性

要求所关心的变量含义及其关系的含义完全明确清晰, 这实际上是要求把现实现象中十分复

杂的含义创造性地简化成主要精确的含义, 限界条件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设立的必要条

件。因此, 限界条件的具体作用有: 一是保证了在一定抽象程度上理论研究结论成立的逻辑严

密性, 亦即任何理论研究结果没有一定的限界条件保证是不可能成立的; 二是明确规定了理论

应用可能的限制条件, 亦即任何理论的实际应用或进一步的研究, 都必须十分注意到限界条件

的含义和限制。

西方经济学中限界条件是十分普遍的, 例如, 所谓各种“无差异曲线”都是在有关限界条件

下得到的。亦即假设各种 (实际上是某两种)商品或生产要素之间是完全可替代的, 同一效用水

平和同一产量水平下存在完全连续的不同组合因而形成了所谓无差异曲线。所谓“均衡价格”

的直观解释也是在有关限界条件下得到的, 亦即除去完全竞争条件外, 即假设除一种商品的供

求关系变化外, 其它商品的供求关系保持不变的条件下, 商品的供求曲线才得以形成其交叉点

即其均衡价格。此外, 任何一种商品的需求曲线、供求曲线理论图形的得到都需要有类似的限

界条件。由此可以看出, 正是因为有了有关限界条件, 使所研究的变量似乎变得清晰而且变化

得有规律, 但事实上在限界条件下讨论的情形完全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 如果我们稍稍放松一

下条件, 如两种或三种商品的供求关系同时发生变化, 其它假设条件不变, 则供求曲线的形式

顿时变得十分复杂而无法清楚地表示出来。

一般来说, 限界条件的虚假性是十分明显的, 同时科学理论逻辑的严密性的要求又表明限

界条件的不可缺性。实际上限界条件维护理论研究逻辑严密性的背后, 是为理论假说的思想服

务的, 是随理论假说思想的变化需要而改变的。因此, 在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 既要

注意限界条件对理论结论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差距的巨大影响, 更要注意限界条件与理论假

说思想逻辑推理需要之间更加深刻的联系。

31 辅助条件

所谓辅助条件主要是指那些为了保证某种数学分析方法 (工具)在假说演绎推理中的逻辑

严密性而设立的有关假设条件。一般说来, 辅助条件与限界条件是有一定联系的, 只是辅助条

件一般与应用的具体数学方法直接相关。例如, 投入产出模型就其方法本身来说, 就是用经验

形式对各部门的生产联系进行全部均衡分析的, 这里的经验形式正是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

析不同于瓦尔拉斯等全部均衡纯理论研究的主要区别, 而这是把全部均衡理论简化和局限于

生产方面作为代价的, 其具体方法就是用线性代数方法来描述各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 从而使

之能进行经验研究。而用线性代数方法准确描述各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 则要以一定的假设条

件为前提, 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所谓“纯部门假设”, 即投入产出分析中的“部门”或“产品”。

分类假设只生产一种产品并且只用一种技术方式进行生产, 或者说其部门或产品分类中只包

含或生产一种同质产品, 这个假设使投入产出分析避免了一个最麻烦的组合问题, 即在不可能

把整个分类细化到所有产品的情况下, 如何合并加总问题。这个假设之所以必要完全是由于把

所有部门或产品之间的复杂关系简化成“线性”关系来处理而引起的, 亦即用线性代数方法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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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反映各部门或产品之间生产技术联系的要求所决定的, 不然投入产出模型就不能成立。因

此, 如果要改变这个假设则必须改用其它数学方法来反映各部门或产品之间的生产技术联系。

由此也可以看出, 投入产出分析理论虽然把一般均衡理论向实际应用大大推进了一步, 但由其

辅助条件的限制而产生的难以克服的困难是必须清醒认识到的, 这再一次说明了任何理论都

是一种假说的含义。其它例子还有, 许多理论假说中有关变量之间成线性函数关系的假设, 生

产函数中关于指数形式的各种假设, 由微观模型转变为总量模型过程中所谓“总量问题”的有

关假设等等。

一般来说, 辅助条件是与实证研究中所采用的演绎形式 (主要是数学推理形式) 直接联系

的, 从根本上说, 它的必要性是由现实现象的复杂性和数学方法的抽象性所决定的。在我们学

习和研究西方经济理论时, 特别是把某个具体理论用于实际问题分析时, 必须特别注意其辅助

条件带来的种种限制。

以上我们初步讨论了实证方法论和假设条件的意义和主要内容, 从中可以看出, 西方经济

学中假设条件既有其方法论所确定的特殊含义, 也有假说演绎推理形式的一般含义。我们应注

意和研究的主要是其假设条件和方法论所确定的特殊含义, 应对这一部分假设条件做深入研

究和深刻的认识, 而对于其演绎推理形式的一般含义, 应认真学习和积极借鉴。虽然由于篇幅

的关系, 本文无法对“实证方法论”及西方经济学的主流部分表明自己的全面认识和评价, 但这

里应该简要指出的是, 70～ 80 年代以来, 由于西方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思潮的兴起, 西方经

济理论界已开始了经济学方法论的大讨论,“实证方法论”面临着巨大的冲击。无论从西方科学

哲学思想的新进展分析, 还是从我国近 20 年的改革实践进程的检验来看,“实证方法论”及西

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的确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因此, 对于西方经济学, 我们既要抱着认真

学习和研究的态度, 同时又要有清醒的自我自立的认识, 更要反对盲目照搬和轻信的态度, 我

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和经济迅速发展的实践实际上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①　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 第三章、第四章,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②③　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 载《弗里德曼文萃》,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202、2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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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 CT S

O n M ethod of Po sit ivism in Stud ies of Econom ics

and Condit ion s of H ypo thesis

Chen Zhang

Foundat ion of“po sit ivism m ethodo logy”has developed from “po sit ivism ”to“p seudo2
po sit ivism ”in the W estern ph ilo sophy. T he co re of p seudo2po sit ivism on scien t if ic research

lies in theo ret ica l hypo thesis m an ifested in condit ion s of m ak ing the hypo thesis. In the study

of W estern econom ics condit ion s fo r hypo thesis are genera lly classif ied in to th ree types: in i2
t ia l condit ion, defin ing condit ion, and comp lem en tary condit ion. Condit ion s of hypo theses

are the key po in ts fo r m astering po sit ivism m ethodo logy of W estern econom ics and under2
standing the theo ries of W estern econom ics.

Eco log ica l C iviliza t ion and A spects in D evelopm en t

of Fu tu re W o rld

Zhang X iaode, L iu Zongchao

Space2t im e of hum an ex istence has evo lved from w hat u sed to be con trad ict ion betw een

“ the tribe”and“the globe”, to w hat w e see as harmony of“the species”and“the globe”.

T h is is no t on ly a start ing po in t fo r civiliza t ion of the 21st cen tu ry, bu t a lso the new space2
t im e foundat ion of fu tu re civiliza t ion. In th is new space2t im e m arked by harmony of“the

species”and“the globe”, civiliza t ion of the 21st cen tu ry is facing tw o h isto rica l task s. O ne is

to estab lish a new po lit ica l setup in the w o rld in w h ich all na t ion s develop hand in hand 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and democracy. T he o ther is to bu ild a new w o rld of eco logica l civiliza2
t ion w here variou s cu ltu res co2ex ist, p romo ting p rogress and m ain ta in ing balance and m u tual

con tro l.

P ract ice, C riter ion of M at ter, C riter ion of M an

Q in Xueru

D evelopm en t of hum an p ract ice reveals draw back s of m ethods of p ract ice. It is impera2
t ive that these draw back s be regu larized and b rough t under con tro l. O therw ise, seirou s con2
sequence w ill be incu r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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