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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训 数 理 经 济 学 家 

[苏] JI.N.切雪姆尼克 

吴驯叔 译 

 

经济科学的现况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对经济科学的要求，编

造计划和从事经济实践的日常需要--这一切均对以培训受有广博

教育的经济学家为目标的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任务。 

时到今天，经济的许多方面，仅用逻辑模型来研究已变得越

来越不可能了。经济学家不能用严格的数学形式去构造经济过程

和经济现象的模型。数学方法的应用能使我们就最广泛的一类经

济问题--从全国经济范围到部门经济或工业中的生产计划获得最

有效的(最优的)解答。 

对经济情况的形(公)式化，对已构成的数学模型的研究，以

及对所得解答的经济分析，除了需要深刻了解经济学外，非形式

的数学知识也是不可缺少的。 

譬如说，人们必须对国民经济某一明确规定的部门计划按某

种准则进行最优化。 

在构造一经济数学模型时，不可能包括所有的因素，因此必

须把主要因素包括在内，而把次要因素排除出去。但只有在充分

了解所给经济情况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区分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

让我们进一步设想，所拟的模型正好是一个线性规划的问题，而

由于某种原因，这个具体问题尚无任何现成的解法，但它具有若

干特性，可以通过修改几个已有的程序来解决。而要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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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需要受过经济学方面的教育和具备有渊博的数学知识。 

现在，打个比喻说，在经济学中数学必须起着如它在物理学

中所起的那种作用。数学必须不仅是计算方面的一种方便的语言

和工具，而且必须是一种研究工具。 

进一步说，对于经济学家(不仅是物理学家)来说，不但数学

的用途就连它的优美形式都是重要的。数学教给学生以独立思考，

发展他们的智力适应性，反复促进他们做研究工作的愿望和寻找

规律性的兴趣。 

经济-数学专门化 (经济控制论专门化)先后创建于国立列宁

格勒大学(1958 年)，莫斯科国民经济学院(1958 年)， 国立莫斯

科大学(1960 年) 以及国立拿佛锡波斯克大学(1962 年)的经济系。

为了培养合格的经济学家兼数学家，在经济控制论专业的数学计

划中，用于数学课程的学时，在列宁格勒大学占总学时(约 4,000

学时)的 30%左右，在国立莫斯科大学，国立拿佛锡波斯克大学以

及莫斯科国民经济学院占 20%以上。 

兹列举 1964 年国立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经济控制论专门化的

学习计划为例，它包括的数学课程：微积分(440 学时)，线性代

数(210 学时)，概率论(72 学时) ，理论统计与数理统计(110 学

时)，数学规划(260 学时)， 数值分析技术与方法(72 学时) ，运

筹分析(36 学时)，排队论(36 学时)，共计 1,236 学时。 

从所列的课程本身我们看到了明显的经济学方向。 

实际上将怎样使用这些学时呢? 

大家知道，一门课程的教学存在着不同的深度和广度。教学

方法的选择主要决定于对未来专家的最终培养目标。例如，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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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专门化的数学训练是如何地不同于机械结构学院的数学训练

的。对于物理学家来说，数学不仅是分析工具而且是研究工具，

而对工程师来说，数学只不过是一种计算工具而已。这说明了数

学方面的不同训练。教师要使未来的物理学家细致地熟悉数学的

难点和特点；基本定理要得到颇为严格而认真的证明。总之，本

学科要教给学生以深度。但对机械制造者，则教得比较浅近，证

明时略去细节；基本事实通常根据其显然性而予以“承认”，即对

它们不作深究。 

我们已经提到，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日益重要的作用，以及数

学在经济学中要成为一种研究工具。因此对未来经济学家兼数学

家的数学讲授，必须象教理论物理学家那样的透彻。 

我们再次强调，对许多计算来说，所必须知道的仅是四则运

算。为此几乎无必要认真研究数学。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必须做

的就是简明地交待一切，然后示范怎样去做，并推荐一种典型的

做法。例如，教师用单纯形方法很快就能教会学生怎样解线性规

划问题（单纯形法最后将化为四则运算的反复应用和单纯形表中

某些数的迭代）。要理解这一点，低年级教育的七年级中所学到的

数学就很够了。但是，很清楚，这样训练不出尔后构造经济数学

模型的能力，也造就不了能在经济研究中创造性地使用数学工具

的专家。 

国立莫斯科大学经济控制论专业是怎样教数学分析的呢？其

他数学课（这些课程的目的和作用对于培养经济学家都是比较明

显的）又是怎样具体安排的呢？数学学习开始于第一学年。数学

课程的教师首先着手把中学毕业生向未来的科学家转化。这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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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是艰难而需要花大量时间的。数学中抽象概念的学习往往不能

依赖于感官，而由于缺乏形象模型，越发增加了困难。经验表明，

即使稍为减少数学学时，也会导致学生的数学程度的急剧下降。 

数学教育的基础是微积分。在这个课程中，通过比较简单的

数学问题去研究诸如函数依从关系，连续性，极值（绝对的，条

件的，局部的，全局的），上、下极限及其他基本概念。 

而且，在学习与工作中，我们经常遇到这些概念（明显地或

隐含地），如果学生在第一学年不消化吸收这些概念，他就不能机

动灵活地运用它们。 

在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数学课的教学过程中，所有的定理都

用完全的证明去引出。为了向学生灌输对数学的真实感，教会他

用严格方法去区别真假，这些是必要的。用完全的证明引出一切

命题，将赋予学生一种能力，使他根据精确的论证作出必要的判

断。 

从第三学年开始，具体的证明可以完全省略，或仅提示证明

的思想，给学生留下独立去完成这些证明的作业。但在第一学年，

我们遵循的原则是，对所讨论的内容全部给予完全的证明。 

除了作为正规计划部分而进行的通常的练习以外，还留给学

生理论性的问题，使其进一步弄清讲课时所讨论的概念。这些理

论问题能使人们深入解课堂讲义，并使讲课中所提出的概念更加

明朗。 

下面是我们建议在微积分课程中必须讲的一些理论性问题的

例子。 

用“积极的方式”明确表达一函数在其极限处没有值，一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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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在一点上不连续，或一给定函数序列非均匀收敛。藉助于 ( )n 

表明一自然数 n 的函数 U(n)的极根等于 a。理论性的问题还可以

继续列举。 

数学课程都有一个“经济学方向”。这不仅是指例子(而最重

要的因素不在于这些例子)，而且指教材的选择和分配。例如，在

有关微积分的课程中，最认真注意的有：“多变数函数”和这个主

题范围内的梯度概念；在开域和闭域上的极值理论(绝对的与条件

的，局部的与全局的)；局部极值的可能的多重性；数学规划一般

问题的提出；以及线性规划问题的求解主要通过检查多面体顶点

的原因。 

经济学家兼数学家应清楚地理解，如果在一开集上考虑一(连

续)函数，那么它可能没有最大值(即全局极大值)然而可能有一些

局部极大值；而如果在一闭集上考虑它，则它必有全局极大值和

全局极小值。如果连这样简单的道理都不理解，就会在甚至是重

要的经济学论文中出现令人遗憾的错误。 

在“微分方程”部分中，很多时间花在线性微分方程与方程

组上，以及解的稳定性概念和运算方法上。也分析了解差分方程

的程序。 

增加微分方程和差分方程的这些部分就要减少其他内容。关

于“积分”部分，对初等积分法的学习和定积分的应用所花费的

时间比工程学院和数学系少。为了求原函数，学生必须使用专门

手册（例如 W.L.斯莫蓝斯基的不定积分表）。毕竟在实践中没有

人用泰勒公式去计算 In²，而只从表中读出这个数值。 

解析几何和高等代数合成一门课即线性代数，其中讲线性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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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体与线性不等式。这是根据 I.V.格沙诺夫和 Iu.N.梯林的建议

而这样做的。I.V.格沙诺夫和 Iu.N.梯林是国立莫斯科大学机械-

数学系讲师，他们积极参加了数学的课程设置（1964 年确定）。 

在全面和认真地学习微积分和线性代数后，学生进而掌握数

学规划(一门直接由经济学问题引出来的课程)。 

当数学课以严谨的方式讲授时，下面的困难就发生了。对于

在专业课中是必要的然而没有安排在总学时内的那些章节怎么

办? 

有人建议把这些章节的一部分编成专门课程，而不致扰乱条

理井然的开头的数学课程，以免使它们变成“支离破碎”的东西。

例如微分差分方程(和一些其他的应用章节)，不适合于放到微积

分学里。因为学生原来已掌握必要的最低限度的数学知识，这些

方程可以在直接用到的时候简略地讲一下，并向那些有特殊兴趣

的学生介绍适当的文献（论文或书籍）即可。 

在经济控制论系，不仅要非常注意学生的认真的理论准备，

而且还要非常注意实际训练和良好而迅速的独立计算能力。 

为此目的，安排了要做大型计算的实际经济-数学作业，包括

必须用约当-高斯法解六阶线性代数方程组，用单纯形法解线性规

划问题，应用最小二乘法的问题及其他。学生在第二学年藉助于

台式计算器解这些问题。 

名为“数学机器及其在经济学和计算机程序中的应用”的课

程在教学计划中占 136 学时。由于现今计算机在科学研究计划及

经济组织中的广泛使用，必须增进学生在程序方面的训练和在控

制台前的工作能力。在计算机中心工作的专家证实，如果把这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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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的 50％用于讲机器结构，50％用于程序教学，就得不到任何

效果。但是，用 136 学时去教学生编制程序实际上是足够的。当

然，这时学生就不能详细熟悉机器的结构。我们这样做了。毕竟

人们开车并不需要马达结构的详细知识。 

学生在系属计算机中心度过的长达一个月之久的实习期，巩

固了他们已获得的知识。在此之后，在高级课程中，学生可以用

计算机进行与他们的课程和毕业设计有关的计算。 

在经济系，经济控制论专业的数学教学还在不断地改进和完

善着。例如，最近将提出在不省却所安排的学时的情况下，使课

程能多少更适应现代需要。所建议的新课程修改方案之一如下：

微积分（408 学时），线性代数(206 学时)，数理逻辑及算法论(64

学时)。组合代数及图论(54 学时)，概率论及数理统计(136 学时)，

决策论(326 学时)，数值方法(54 学时)；共 1,248 学时。 

大家知道，目前对“有限”数学的兴趣剧增，“有限”数学现

在正在迅速发展。“有限”数学仅涉及有限集合，而与无限集合，

极限及连续无关。 

转向“有限”数学主要由数字计算机的出现造成。数字计算

机，由于其普遍性与速度，使得一些原先与数学方法关系疏远的

科学(其中包括经济学)“数学化”。“有限”数学在经济数学研究

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这说明了在数学课程表中之所以增加数理逻辑和组合代数

(“有限”数学的组成部分)。在数理逻辑的基础上正在设置一门

名为“数据处理系统与计算机程序”的课程 (136 学时)。我们想

把这门课安排到工艺和技术控制课程中去，以代替“数学机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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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经济学和计算机程序中的应用”这门课(其中包含有简短的数

理逻辑要义)。 

在我们讲到名为“决策论”的这门课的目的与结构之前，我

们想讲几句简短的题外话。 

自 1949 年以来，在 AN·柯尔莫戈洛夫院士的倡议下，国立

莫斯科大学机械-数学系就开设了一门名为“数学分析 3”的课程，

它以三门不同课程(实变函数论，变分法，及积分方程论)的材料

为基础，用统一的一个观点阐述全部材料。 

在 S卡林的《对策论、规划论和经济学中的数学方法》(莫斯

科，1964 年)一书中，确定性静态最优化问题不是从许多相异方

法的观点去考虑的，而是从单一的包含一切的分析方法论的观点

去考虑的。 

有人建议在经济控制论专门化中进行类似的做法。在数学课

程的修改方案中，把一些学科(数学规划，对策论，运筹学及其他)

汇合成一门学科(决策论)，然后从一个单一的观点去讲授。这门

学科将是完成经济学家兼数学家的数学教育的主干课，在它的基

础上规划经济学-数学的全部课程。 

应注意到，按照我们的意见，讲课应是经济控制论专门化学

生的主要知识来源。教科书和辅助物，虽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只

应起辅助作用。确实，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此还没有适用于经济

数学学科的教科书。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把讲授过一遍的讲

义公开出版是有意义的。 

至于数学教科书，事情就多少简单一些。鉴于数学家和物理

学家致力于全面的和认真的数学学习，现在的为数学和物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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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教科书是适合于使用的。但仍然需要为经济控制论专门化学

生撰写专门的数学教本。这些教本应表现出新的教学法成份;不仅

要包含有经济例解，而且要有反映经济学学科特色的新章节段落。 
  

                (译自莫斯科大学通报《数学研究》第三卷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