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末课程小结  
PB20010372 任宣霏 

        不知道自己是从何时开始，对“经济学”产生兴趣的。

        与它的初见大概是五六年前，初中的时候，当时对以后可能学到的许多学科都饶有兴趣。“经济”一
词又给我一种仿佛学会便可以“经天纬地”的感觉，对那时的我，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即便那个时候的经
济对我来说可能还仅仅是父母口中的“银行存款”，新闻联播主持人提到的“财政赤字”，皮皮鲁系列《金拇
指》里面看不懂的”炒股“。但这一个个与“经济”有关的名字，那种遥不可及的感觉，在不断加深我对学习
“经济”的向往。

        写到这里，我又不由得思考了命名的意义，想起在经济学学习过程中了解到的，”起名字“对于新思
想、新概念的传播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抽屉原理“一词出现之前，相关的研究尚未被大众所知。而就
在狄利克雷首次明确提出”抽屉原理“一词之后，短短几十年间，这一理论家喻户晓，甚至国内的小学生
都能讲得神采飞扬。而类比到经济学领域，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等理论也在拥有了一个漂亮易记的名
字之后成为了“路人皆知”的概念。正如诺奖得主谢林所说：“若你要研究某个理论或者发展某个概念，若
你认为该理论或概念将促进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那么就请发明一些浅显易懂的概念。”也许在未经思
考前我们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正是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促使我乐于思考这些看起来很平凡的现
象，体会思维的乐趣，在思维的过程中发现平凡的事物之间存在着某些不平凡的联系，在自己的大脑里
发展着属于自己的漂亮的经济理论。

        我读的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著作也是在那时，在网上广泛搜集可能适合那个时候的我读的
作品时，我发现了《牛奶可乐经济学》，一本以生活中最平凡的现象为落脚点提出问题，并给出不同回
答的科普作品。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学到了诸如“机会成本”“沉没成本”“边际量“的概念，也系统地了解到
了价格理论中价格对于供给与需求的影响。这些概念和理论在后来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的生活，为我
为人处世做出不同选择时提供了全新的思维角度，它们看起来是那样的合理，又那样的简单易懂，学过
之后才会觉得”为什么我曾经没有这样的觉悟“。

        短短十二周的课，在最匆忙的一个学期里，仿佛刚开始不久就已经结束了。由于课下没有花太多的
时间进行深入学习，在这门课上我学到的理论知识可能不算多，但这的确是我经济学上的第一次正式课
程。即便后半段的课程因与日常生活较远显得有些晦涩，我仍会不断地去寻找与生活更贴近的例子帮助
自己理解。同老师上课仿佛是”头脑风暴“，我从起初的一次次”恍然大悟“渐渐学会主动思考，批判地从更
多的角度去分析”这件事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其他结果没有发生？“放弃沉没成本的同时，考虑机会
成本，衡量边际效益与长远收益的观点不曾一日缺席我的生活，占据了我选择时思考的方方面面，教会
我果断，不去过分纠结。

       与之前稍有了解的博弈论不同，课内对于信息经济学的讲解让我大开眼界，老师从获得诺贝尔奖的
理论出发，让我们真正了解到了这个时代经济学的大概研究方向，给我眼中的“传统经济学”贴上了全新
的面孔。

        我曾试图探求“这些新的理论为何存在，为何要研究信息经济学？”，“它与之前的古典经济学的联系
在哪里？”，“是传承，抑或是打破？”，试图把所学过的经济理论统一起来，给所要求解的问题一个统一
的解释。却偶然间发现，这些所谓“新”的经济学，其实就是对于古典经济学的结果在某些具体现实情况
下一些修正，把原先被“忽略”的一些问题纳入现实考量之中，去思考这些曾经在古典经济学研究中为了
得到一致统一的漂亮结论而忽视的量，会对真实世界产生多大的影响。

        我是数学专业的学生，想到这些也是源于我对于微分方程的学习：在人们发现微分方程对于现实的
重要意义以后，经过数学家们几百年的不懈努力，忽略了很多小量、形式简洁而优美的线性微分方程的
解法与性质已经基本研究透彻，得到了许多优美的、令人叹为观止的绝妙理论。但是单凭这些线性理论
对于现实生活是无法起到直接帮助作用的，大自然的“混乱”程度，决定了在真实情况下得到的方程，都
会比理论值多了些难以研究的扰动量，现实从来不是像“理想模型”假定的那样简单。于是我们便要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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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非线性微分方程，去考量那些复杂多变真实情况会对我们的理想模型产生多大的干扰，我们的线性结
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应用于真实世界。

        而这一切与经济学的整体发展过程何其相似！在学习“看不见的手”原理时，我们可能感慨于它的绝
对，也在现实世界中找到了它的悖论，但在仔细思考后可以发现所谓的“悖论”只不过是原来的理想假定
受到了真实世界具体情况的干扰。在曾经交易成本为零的假定之后，科斯率先提出真实世界中交易成本
的显著影响，并给出“假定没有交易成本，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子”的著名设想来证明交易成本在真实世界
中的不可忽略性：如果没有交易成本，我们可以完全相信市场“看不见的手”对于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有
了交易成本，就需要产权和制度保障而不能完全对市场“放任自流”，从而佐证了政府的作用。抛弃了信
息完全对称，平等竞争的理想假定，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阿克洛夫不但解释了私人信息如何导致市
场机制的失灵，而且指出信息不对称的普遍性和他们带来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后果；詹姆斯·莫里斯对于信
息不对称情况下激励制度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奖，指出了真实世界里为了控制之前在理想假定中不存在的
道德风险的方法，即监督和激励制度的制定，以胡萝卜和大棒作为形象代表的“委托-代理”理论成为了公
司运作的现实法则。

        仔细思考这些知识之间的联系，不仅让我大开眼界，见识了很多绝妙理论，更是直接促进了我自己
的思维方式，而我认为它对我思维的影响，才是我在这门课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远超过诺贝尔奖得
主的现成理论本身。如今，当我面对新的问题时，也会首先忽略掉一些不要紧的因素去分析其一般规
律，再把所得到的结论纳入现实考量，去斟酌我所忽略的因素是否真的不要紧，如果是，那么我得到了
一个理想的可以适用于不同事物的抽象模型；如果否，那么我就必须再单独研究我所忽略的那些在经过
现实演化后，会对问题产生的方方面面的影响。我对经济学的认识不仅仅是几年前的那样，”做决定前考
虑机会成本“，”放弃沉没成本看向未来“，而是更具批判性地思考，”鉴于目前已知的，我可以得出什么结
论？什么是我不敢断言的？“，”如果抛弃原先的假设，会对我的结论产生多大的影响？“，”我们可以预见
到的最坏结果是什么？是否在我们的接受范围之内？如果答案是否，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改变以使之保
持在我们可以接受范围之内？“像老师说的那样，当解决问题存在困难时，提出问题也是有价值的，正是
那些著名的”问题“和”猜想“成为了现如今推动学术发展的最大动力，在我自身的层面来看，提出问题的本
身就是思考的开始，即便没有结果，但至少我在尝试独立思考，我曾努力探寻我想要的真理。

        可能稍有遗憾的，便是这学期的课程学习过程中没有去埋下头读完一本完整的著作，十一月一整个
月的期中考试压得我喘不过气，连开学初计划看完的一些文学和哲学著作转眼间也到了应还日期，有些
还没有开始。但这绝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一颗思考的种子已经在我的心底萌发，我也深知
读书对于学习乃至整个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感谢老师的辛勤付出，课上答应我们的文章与资料几乎
一样不落地找到送给我们，一个个生动的例子也为我理解经济学理论提供了莫大帮助，甚至很多时候到
最后记住的是例子，应用于现实生活的是例子的推广，而不是理论本身。

      若要用一句话来作为我的课程小结，那一定是我渐渐地学会了问“为什么”，而不是用主观臆断去解释
别人的“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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