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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学的发展是建立在主流经济学的基础上，社会经
济学现在已经成为非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经济学在
发展巩固的过程也是建立在主流经济学的基础上，在不断批判主
流经济学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因此主流经济学在很多的方面都值
得社会经济学去借签和学习。

1 社会经济学
很多学者认为社会经济学就是把经济学融入到社会政策中，

主要就是研究经济学在社会政策中的运行情况；还有的学者则
认为社会经济学就是建立在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上，在社会的
研究中就是把人类在经济中的利益增加到最大化。在社会经济
学出现的最初阶段，与政治经济学有着同等的地位，但是随着
社会的发展进步，社会经济学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逐渐转变
成了经济现象，研究的目的就是观察社会经济现象。随着时代
的发展，社会经济学的研究人员把研究的重心放到了经济增
长、企业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发展领域中，使社会经济学的研
究领域不断延伸，发展的前景也变的越来越广阔。社会中还成
立了关于社会经济学相关领域的协会，而在互联网上也成立了
网上的社会经济学协会，使社会经济学的研究更加的快捷。

2 主流经济学
主流经济学给人类的经济活动带来影响，主导着人类的经

济活动和意识，主流经济学在经济学领域中，对经济学的影响
范围和程度要大于其它经济学。主流经济学领域中在西方被认
为与理学和工学一样，都属于自然科学；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
中需要使用大量的数字，因此还有学者把主流经济学看成物理
和数学一样的学科。而主流经济学的逻辑性还具有很强的伦理
性质，还有学者认为主流经济学与任何的学科没有关系，它就
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3  社会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差异
3.1社会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同
关于经济学著名的经济学家萨伊认为，经济学就是研究人类

对于财物的支配、财富的生产、消费等，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学在
财富研究的同时，还对人也进行一定的研究。对于经济学研究的
领域存在差异，特别是研究的对象，存在很大的差异，社会经济
学的研究对象是追求大众获得更多的福利，而主流经济学的研究
对象对社会短缺资源的分配。

3.2社会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不同
社会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研究比较的规范化，具有独特的特

征，社会经济学在个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中，还需要对人的社会
背景进行研究分析，人类在社会中发生的任何的经济行为其实就
是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还会受到道德、情感等因素的影响，
在实施经济行为时，还会受到价值标准和伦理观念的影响。社会
经济学家对一些经济事件会提出自己的价值标准，例如在经济社
会的发展需求下，社会经济学家认为工作是为了自我实现的一种
需要，在公司中属于合作的关系，公司员工应该参与对公司的管
理；公司应该相应国家政策实施最低工资标准；对于制度的分
析，社会经济学更加注重的是规范分析，对于社会长期积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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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都属于经济学领域，两者之间哲学基础的根本不同，就导致在很多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

主流经济学在研究上比社会经济学要紧密，理论体系也比社会经济学完善，因此社会经济学就要向主流经济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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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淀下来历史、文化、制度、心理等就应该受到关注。社会
经济学是从哲学和制度层面对社会价值问题进行的全面分析，使
研究的内容才能符合人类社会大众的福利。因此在社会经济学的
研究中并没有从某一个学科进行研究，而是综合多种学科的理论
方法，才能很好的解释现实问题，只有在跨学科综合研究的视角
下，才能探索出经济制度变迁和经济活动相关制约因素，只有综
合的研究方法才能使社会经济学获得全面、系统的结论。而主流
经济学强调的主要是个人主义，个人的行为直接影响社会的行
为，社会经济的结果就是个人经济行为的总和。

3.3社会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不同
社会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整体主义，整体主义开始于人类的

早期社会，在人类的早期社会在运输和信息传递上都不够发达，
个体如果脱离群体就很难得到生存，只有依靠群体才能生活下去。
而整体主义在不断发生改变，坚持主观主义，认为如果离开人类
的活动及人类本身，那么价值观及如何按照系统来行事都是不可
能实现的；坚持多元主义则认为，复杂的系统需要通过不同的方
式才能获得详细的了解，而不同的思考方式所思考的逻辑也是不
一样的，这种不同的思考方式就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简化。主流
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主流经济学认为人类就是自私的
个体，在主流经济学中人类就是强调自我利益的维护，为了获得
个人利益进而进行的交往，人类社会的形成也是建立在人类交往
的基础上，因此保护个人的财产不受到侵犯，是人类的权利。

3.4社会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人性假说不同
社会经济学的人性假说针对人提出的，人类是社会中的个

体，人不是孤立的，而是具有社会属性，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相
互影响。人类进行的经济行为就是人与社会之间进行互动的形
式。人类在社会中只有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基础上才能生存下来，
同时人类还存在利他的行为，为了帮助他人而丧失自己的利益，
有的人还会为了他人利益而牺牲掉自己的利益。社会经济学认为
人类在社会中并不满足基本需求的满足，还有着更高层次的追
求，人类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人类自身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4  结语
社会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两种都属于经济学的范畴，两者

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本文只是简单的从研究的对象、方法论、
哲学基础、人性假说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进行论述，主流经济学有
很多方面都需要社会经济学去学习，只有在不断的学习中才能得
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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