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佥名承弘现实径济人的妹衱大化行彷
胀 雄

斯密之后．经济人俨说在 －些经济学家那里被转化成 一种在任何悄况下都是最大化

选择逻辑 －一 手段的范例。 经济理生被赋千 一种神 一般的理性光环，以致达到如此程度：经济

人知道自己可以选用的 一 切备选方案．能确定其中每个备选方案可能产生的一 切后果．然后在

比较和评价这些后果的基础上选择出能给他带来最大利益的那个可行方案。 理性经济人乃是

呆大化利益的追求者对理性的崇拜鲜明地反映在如此价值取舍中：追求最大化原则乃是一切

经济行为者唯 一的心理坐标， 在任何清况下．企业厂商的行为是追求利润（或其他目标）极大

化．消费者P'J行为是追求效用极大化。

人的经济行为是否都是绝对的追求最大化原则？

不可否认．在追求自身利益时采取极大化形式的理性行为．使得对个人行为的分析比在结

构性较小的假设下的相应情况要容易处理得多正因力如此．这种分析认知方法的吸引力导致

了传统和现代的经济理论中某些重要公理的出现。 如竞争均衡的帕累托砓优性和帕累托最优

时的竞争均衡：（1）在某些假设下（如外在性）．每个竞争的均衡（在给定的价格下．每人都追求

效用极大化）都达到帕果托最优；（2）在稍微不同的 一组假设下（包括无外在性．但也包括某些

增加的要求．如不存在规模收益递增）．相应千某些价格和资源的初始分配，每个帕累托最优状

态都是一种完全竞争均衡。我们还可以找到大址的现实市场行为的实证范例来证明．市场行为

者的确有着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心理取向，受人性中自利心的驱使

可是，人类除了自利心动因还有无其他的一些动因，实际七．自身利益只不过是个人行为

想要追求的各种事物中的一个， 任何个人的市场行为都具有理性和非理性的两重性： 一方面．

它具有确定和坚持标准．通过计3i和注意细节＄努力追求极大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它具有不关

心标准．不注意计罚和细节，不努力追求极大化的倾向， 这两种倾向在现实市场行为中表现的

尤为复杂和难以测定。换言之．追求最大化原则只能是某些人在某些时候某些条件下采取的特

定的行为特征，而不是所有时候所有条件下采取的行为特征，通常情况下，个人只具有有限的

理性，他们只把部分注意力投放在作出市场信匣充分决策所必需的细节和计符上，而让更肾谒

的决销 1 j·勺从中依粒干习俗、程觉、惯例、怼上、巴怡、摸仿等形式作出．它不具有极大化特征

i、 '、] } I h， 心吁既包，令埋件廿l 玉．义包 1z f f用性困素找｛i }／ I ＇̀， 片用极大化和非极大化假设

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单 一极大化假设。不合1人极大化{ r力．但也应廿乐认和研究市场的非极大

化行为的存在和影响勹如肯尼斯·阿罗所理销的．”在一个许多珛色都是
．

非理性
＇

的世界中，没

有充分的理由认为
，

理性
．

的角色相对千其他角色会紧荣、生存和有数址上的增长
＂

。 迪希特也

十分尖锐地指出，既吹购买行为是经济行为气我们就衍扩芷从消费者是根据一些合乎逻辑的行

为模式（理性模式）来达到 一些多少是明确的H的的。 实际上，在大多数时间．消费者的选择往

往是由偶然性或当时的环埮所决定的， 对这种�1i实，我们根本不愿承认，这是因为我们有理性

的幻想．从而使我们把咒性和迶惚勹同程来扩fi. Jfi井找们动机中有它识的方面或尤怼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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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也不要讲这些动机的理性方面或非理性方面。 可是我们最后往往是以特殊的、非理性的

方式行动的，而且往往事先并不知道自己会采取这样的行动。

为什么人的实际行为往往更容易出现偏离最大化倾向呢？从心理学和哲学的角度来看，人

的决策及其行为后果往往取决于他自身的精神因素和外部环境条件忙＇．
，
7 > 这种选择不仅依

据成本和收益的关系还要按照动机和认知系统的耦合来确定。 人的决策j：际上是主体对客体

的认识过程，认识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孤立的自我封闭、自我决定的系统，因为每个人总是

在自己的社会实践中，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在与社会各种历史的、当下

的偶发因素和环境条件影响中形成个人的思维、认知及其决策依据的，它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

环境的制约，所以，个人并不一定有足够的动机按照极大化行为模式来思考问题，即便他确实

在按照偏好进行选择，习惯也会对这些偏好和选择作出调节。况且，个人的偏好取舍，也不一 定

有能力或意愿对所处环境的各种变化都作出区分，他们并不总能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对什么环

境的各种变化作出区分、对什么样的两种不同的状况作出理性选择，因为个人的努力程度不可

能是一个静观的、被动的受决定的常扭，而应该是一个难以测定的变扭。通常情况下，人的内生

变批的确定往往受外在变扯的影响和制约。

或许有人从生物学自然选择的角度来说明最大化原则的普遍性，在他们看来，自然选择导

致这样的结果： 一些实行最优化的境况较好，而另 一些不实行最优化的会被自然选择所淘汰。

例如，非利润极大化的厂商可能会破产，从而只有利润极大化的厂商才能生存。 持这种观点的

人主要是回避了企业是有意识地进行最大化，还是按照最大化的公式进行实际计算，还是实际

上试图找到一个最优化策略。 最大化行为不一定是有目的的或者是目标导向的。 企业所以要

最大化、是因为搞最大化企业更有可能生存下来。而企业实际上如何最大化的过程是无关紧要

的。

自然界生物之间不完全是自利的最大化利益追求者，在某些情况下很可能出现利他主义

的合作行为。 同样．在商业界，企业捐献部分利润给慈善机构或帮助遇到麻烦的企业也是常见

的们这样做，是为了增加预期收益：在消费者面前提高 一 定的信任庉，同时也是为了它将来遇

到麻烦的时候有所求助。 如果把这种行为也看成是追求最大化原则，显然是不合适的，

再说，每个企业在现实的市场竞争中很难实现最大化原则。 哈维·莱宾斯坦认为．由于存

在
“

X － 低效率 ＂，企业不会达到新古典理论所给出的最大化目标规范。 不会使利润丑大化．也

不可能使成本最小化勹 这是因为：

(1)企业所承受的压力不可能总是处千适度的范围中，按照1908年由实验心理学家罗伯

特·耶基斯和约翰·多森提出的耶某斯 多森心理法则，刺激强度（压力）与工作绩效之间的

二次关系为：承受相对较高和较低压h的个从是不会努力对决策作仔细计算，不会尽可能做

好工作的｀只有在适度的压力下，他们才能采取极大化行动． r才作才可能有最好的绩效企业的

压力既可以来自企业成员自身的创造，如有人比别人更倾向于按责任和规范行 ·Jr．也可以来自

外部环境或市场竞争（或缺乏竞争）的效应形成．不论来自何方，其压力的强度总不会始终如 一

地保持在适度的区域中，因此，最大化效应只能是相对的、短时的。

(2)个人的行为具有惰性、或者说，个人通常都在他的惰性区域工作。 在这个区域下限以

下．随着努力水平的提高，个人满足程度以递增的速率增加；在这个区域上限以上，随着努力水

平的提高｀个人满足水平会以递减的速率下降。因此个人往往并不总是采用极大值和极小值计

绊成本与利润的关系以决定他的行为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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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主（委托人）和雇员（代理人）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企业内决定劳动程度的所有
变量，并不由企业主全部控制，而是由雇员和雇主共同控制。然而，雇员的极大化策略是尽可能
小地付出努力，但要不少拿工资，他只是免费搭便车 4 个人的偷懒不会使企业遭受损失从而引
起注意，以致影响仲的收入和岗位，而企业的极大化策略是使提供给雇员的工作条件和工资极
小化，同时从雇们眼 里所获得的利润达到极大化。 如果企业和雇员双方都采取极大化策略，那
么势必导致两难困境：企业生产率低下，而报酬和工作条件也很可怜。

（作者系上海空军政冶学院哲学教研室教授，单位邮编为 200433)

亚当 ·斯密的
“

经济人
“

理论

与市场经济的拜扬赦
漆光瑛

所谓“经济人“，是指以追求私人经济利益为唯 一 目的，并按经济原则进行活动的主体，在
西方经济思想史上明确提出“经济人”概念的，是 19 世纪中期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
特·穆勒，然而，最早系统地运用“经济人”这个假设的，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千 1776 年出版了他考察社会经济生活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
究》（简称《国富论》），在该书中｀他把具有多种品质的人和作为经济上的人区分开来｀运用抽象
法，在人类多种动机中抽象出“利己性”作为经济人的本性，他认为，利己性是每个人从事经济
活动的动机。 人都需要别人的帮助.人们之间的帮助只有在互利的基础上进行，人们互相帮助
的最合理的办法就是交换。他把资本主义社会称为商业社会，又把它视作符合人的利己本性的
自然秩序。 亚当·斯密把追求私利的经济人作为分析经济活动的基本前提，他认为，个人利己
本性对社会有利，每个人对改善自身状况的努力是国民财富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个人利益和
社会利益的矛盾可通过“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
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千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国富论》下卷第 27 页）最
终使商品的市场价格趋千自然价格；商品的种类和数掀与社会的有效需求相一 致；劳动和资本
等要素实行最优比例配罚千各部门，实现均衡生产。

产生千18世纪中叶的亚当·斯密“经济入 “理论、具有反封建、反经院哲学的进步意义。他
从人的本性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活动，包含了承认经济活动客观存在的合理内核，
超越了同时代法国重衣主义，后者对此研究还带有封建神学的神秘外衣。斯密把追求私利的经
济人作为分析经济活动的基本前提贞是符合资本主义状况的，在这里，追求私利的经济人表现
为追逐利润的资产者，资产者即资本的人格化。正因为如此，西方经济学家大多接受和发展了
斯密的思想例如，李嘉图和西尼耳等人将利己本性和边沁的“ 苦乐主义 ”原则结合为基础来分
析经济活动； 19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经济学把利己本性发展为利益最大化原则，即消费者要求
得到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要求实现利润最大化

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论强调了在经济领域中追求自身物质利益的意义．认为这是经济
活动的刺激因素和动力，这一 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一般特点，这也正是我们对该
理论的可以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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