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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体复杂系统联想到经济学规律——一位临床医生的思考

王 瀚*

空军军医大学航空航天医学系航空航天临床医学中心，西安 710032

摘  要：人体与经济同属复杂系统。但类似于汽车不能简化为零件的总和，经济现象的过度简化会导致复杂系统特质的丧

失。人体作为迄今为止研究最为充分的复杂系统，是极为理想的复杂系统模型。运用人体来研究经济现象看似不可思议，

但实际上内在逻辑相通。通过搞清楚两者间的共性，进而促进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可能具有新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

文简要回顾了生理学和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重点阐述了人体生理活动与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及对经济学研究的启发，

对生理学在复杂性科学时代的跨学科发展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思考。

关键词：经济学；生理学；复杂系统

中图分类号：R332；R363.2；329.2

Received 2020-12-17    Accepted 2021-05-06
*Corresponding author. Tel: +86-29-84774819; E-mail: harry19870921@126.com

科海拾贝

经济学由于理论常与所预测的实践南辕北辙，

被部分学者戏称为“数学包装的经济神学”。很大

一部分原因在于经济学家低估了经济现象的复杂

性。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复杂和开放的。但经济学

家运用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将其视为封闭的简单系

统，低估了封闭简单系统与开放复杂系统之间的重

大区别。模型一旦过度简单化就会丧失复杂系统的

特质，而传统的还原论分析法容易犯“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的过度简化错误。

1  人体生理学与经济学的联系

目前人类对于复杂系统的研究相对原始，研究

方法匮乏。因此构建合适的模型是开展深入研究的

关键步骤，而人体其实是理想的选择。为什么这么

说？首先，经济学家常以循环系统为例阐述经济现

象，显示两者间存在相似的规律。其次，人体不是

1 + 1 = 2 的简单线性系统，而是 1 + 1 >> 2 的复杂

非线性系统。最后，人体还是人类迄今为止研究时

间最长、研究工具最先进、研究数据最详实的复杂

系统。因此对于经济活动，人体是极为理想的复杂

系统模型。

利用人体研究经济现象看似不可思议，但实际

上内在逻辑相通。许多复杂系统科学的研究证据已

经表明，城市、公司、生物等各种复杂系统都遵循

着一些普遍规律 [1]。通过借鉴人体，搞清楚经济运

行调控规律与人体运行机制之间的共性，进而转变

经济学研究范式，可能具有新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循环系统与经济学规律的联系与启示

2.1  心脏、血管与血压

首先笔者希望读者尝试想象以下场景：将不断

流动的循环系统想象为运转不停的金融系统，并在

两个系统间进行一些基本类比。将心脏及血管视为

整个金融系统，其中心脏代表总行，分级的血管系

统代表各级支行，毛细血管网作为物质交换的主要

场所，可以想象为市场。在血管中，流动的血液就

像运转的资本，血容量等于资本量，其中动脉血代

表各种形式的贷款集合 ( 包括货币、有价证券等 )，
静脉血代表各种形式的回款集合 ( 包括货币、有价

证券等 )。
还有一些相对抽象的类比，亦有助于理解两种

循环间的共性。比如血液循环的基本目的是要在毛

细血管网发生物质交换，而资本循环则是要同市场

发生资本流通获得净利润。影响血液物质交换的源

动力是毛细血管血压，而影响资本流通的源动力则

是净利润，因此毛细血管血压可被视为净利润。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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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资本循环的奥秘在于贷款和回款之间的流通速

度显著不同。正是这种速度差，使得资本可以发挥

数倍于自身的效果，经济学上称为乘数效应。巧合

的是，血液在动脉与静脉中的流速也显著不同。静

脉血容量虽显著多于动脉血容量，但两者却可以保

持微妙的平衡，因为血液系统也存在自己的乘数

效应。

综合来看，血液由心脏射出，经过各级动脉，

最后到达毛细血管，在毛细血管血压的帮助下进行

物质交换，之后再经由各级静脉系统收集回到心脏。

就好比银行把贷款从总行分发向各级支行，在有利

可图的条件下，最终到市场上进行流通，之后再通

过回款回收至银行系统。两种循环均通过流速与流

量的差异，在总体上达成平衡，实现了用少量载体

完成大量交换的目的。

2.2  自主神经

与简单的水管系统不同，血管系统受到自主神

经的精密调控。两者的关系十分微妙，各自独立，

但又非完全独立。以心脏为例，人体需随时根据外

部环境调整心输出量：比如平时自主神经独立控制

心脏节律，但当遭遇危险，大脑就可兴奋交感神经，

导致短时间内心输出量增加。

中央银行 ( 央行 ) 作为政府调控经济活动的重

要抓手，其与政府关系的争议由来已久，德国央行

提倡完全的独立，中国央行提倡部分独立。这里笔

者把自主神经类比为央行，大脑类比为政府 ( 图 1)。
那么依照生理学原理，央行应像自主神经那样具备

独立性，以应付经济周期的正常波动，但又不应

完全独立，危机时刻也应受政府调控。从这个角度

出发，中国政府与央行的关系似乎更加符合机体的

智慧。

另一方面，自主神经对血管系统的调控是一种

克制的、有限的调控。其能够直接支配微动脉及以

上的部分，而对微动脉以下的毛细血管网则无能为

力。在经济学领域，政府干预市场的争议长期存在。

但从生理学出发，自主神经只需控制微动脉的粗细

就可有效调控循环系统的整体血流分布。类似地，

政府虽不应直接干预市场，但可通过央行进行间接

干预。这种干预在很多时候是必需的，但也必须是

克制的，即政府不管不行，管的过多也不行 ( 图 1)。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过分强调市场的重要性，

但在生理学中，这种缺乏调控的理想模型无疑存在

巨大缺陷，构建符合生理学原理的经济复杂系统模

型或许能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2.3  微循环

股市能够相对纯粹地反映公司的实际经营情

况，是影响资本投资决策的关键。在微循环调控系

统中，毛细血管前括约肌感受器十分特别，其负责

感受局部代谢产物但却不受神经支配，这与股市感

知市场的角色非常类似，因此笔者将两者进行类比

( 图 1)。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局部信号调控虽不受

神经影响，但神经仍可通过调控微动脉影响毛细血

管网血流和代谢活动，从而间接影响毛细血管前括

约肌感受器。对应到经济上，股市应充分反映市场

图1. 人体生理学与经济活动的对应关系。A：政府、央行与市场的“神经代谢”调控模型。其中，大脑对应政府；自主神经

对应中央银行(央行)；心脏对应银行总行等金融机构的总部集合；各级动脉对应支行等金融机构的分部集合；微动脉对应基

层支行等基层金融机构集合；毛细血管网对应市场；毛细血管前括约肌感受器对应股市。B：微循环系统的经济活动对应关

系。其中，机构方面，小动、静脉对应支行；微动、静脉对应基层支行；毛细血管前括约肌感受器对应股市；真毛细血管

对应市场；现象方面，正常通路对应投资；直捷通路对应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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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动，不应受到上级部门的干预，但关键时刻

央行，而非政府，仍可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等手段间

接影响股市。

中美两国股市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政府政策对

股市的影响不同。美国股市由市场主导，美联储通

过货币政策工具在关键时刻也可间接影响股市；而

中国股市自由化程度不高，极易受政府行政手段影

响。中国政府通过多年实践也发现应尽量减少行政

手段对股市的干预，转而利用央行货币政策工具进

行间接调控，其原因或许在于更加符合复杂系统调

控的生理学原理。

另一方面，除毛细血管网外，微循环系统还存

在直捷通路，即微动脉血液不经交换，而直接回流

微静脉，发生“空转”现象。这与投机在金融中的

作用十分类似，因此笔者将血液流经毛细血管网发

生交换的现象等同于投资，将经直捷通路未发生实

际交换的现象等同于投机 ( 图 1)。过度投机会引发

市场经济价格波动，使价格偏离实体经济供需关系，

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破坏作用。但实际上投机与投

资并不容易区分，打击投机很大程度上也会打击投

资。这其实与直捷通路与毛细血管网的关系非常类

似，两者相伴相生，本属一体，很难进行拆分。因此，

从生理学出发，两者不能割裂来看：当血液大量流

入某一器官时，一旦血流量超过了该器官毛细血管

网的承受能力，便会大量开放直捷通路以方便血液

回流。而直捷通路与毛细血管网相伴相生，两者都

对微循环稳态维持具有重要作用。同理，应辩证看

待金融投机，大量投资必然伴发投机。投机与投资

共同对市场稳定发挥作用，总的来说，经济良好时，

投机帮投资分担产业的过剩投资；而在金融危机时，

投机能更有效地加强流动性，此时投机比投资更救

命。因此生理学模型可以给予我们看待投资与投机

的全新视角，从而指导相关政策的制定。

3  经济学现象与生理活动模型的联系与启示

3.1  通货膨胀与低蛋白血症

通货膨胀作为经典的经济现象，其生理学模型

是如何对应的呢？白蛋白是血液中含量最高的蛋白

质，是血浆胶体渗透压的决定性影响因素。我们尝

试将白蛋白想象为影响物价指数的大宗商品集合。

由于白蛋白主要由肝脏合成，因此肝脏相当于国家

的关键制造业集合。当白蛋白含量相对降低时，我

们称之为低蛋白血症。该现象虽容易理解，但在临

床上其深层原因却十分复杂。大体来说分为蛋白减

少和血浆增多两类，蛋白减少又分为蛋白质摄入不

足、合成障碍、丢失过多和分解过快；血浆增多就

是指血容量 ( 资本量，这里可简单理解为货币量 )
增多。

那么蛋白减少或血浆增多就意味着货币相对商

品增多，即所谓的通货膨胀。历史上血浆增多一类

的通胀有 1920 年代德国通货膨胀以及 1947 年国统

区的通货膨胀，表现为无上限印发货币。蛋白减少

一类的通胀有 2018 年委内瑞拉通胀，因该国经济

结构单一，国民生活极度依赖国际市场，可视为肝

脏功能不全，过度依赖外源性营养支持，白蛋白合

成能力不足。一旦失去营养支持，便会引发低蛋白

血症，即通货膨胀。反之也容易理解，即为通货紧缩。

3.2  货币政策工具与自主神经调控

央行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是货币政策工具。虽

然货币政策工具形式繁多，但其调控目标长期保持

稳定。具体货币政策工具的制定要遵循哪些基本原

则？经济学家并无把握。人体或许能给出不一样的

启示。

存款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等经典货币政策工具

的目的都是针对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降低 ( 降准 )
意味着银行每次贷款必须留在银行的那部分钱变

少，相应地，贷出去部分的钱变多，注意这具有连

续滚动效应。之前我们将心脏类比为总行，心脏射

血相当于总行放贷。因此降准相当于心脏每次射血

时，心室单次存留的血液减少，射出的血液增多，

而这正是交感神经 ( 前面提到自主神经对应央行 )
兴奋导致心肌收缩力增强的表现。而通过降低基准

利率 ( 降息 ) 也会有类似的交感升血压效果，两者

统称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因此这里将降息降准等宽

松货币政策类比为交感兴奋，但必须强调的是，两

者有联系，但也有不同。

3.3  金融工具的设计

经济学中降息降准的反面是升息升准。理论上

其效果应完全对称才对，但实际应用中往往会发现

升准升息的效果明显强于降准降息。而在生理学中，

交感与副交感看似一体两面，但其实是不完全对称

关系 ( 即便在同一器官 )。比如，绝大多数血管只

受交感支配，只有极少数受副交感支配；又比如心

房和心室都有交感分布，而副交感只分布到心房。

其原因或许在于机体“明白”副交感对血流的影响

过于明显，可能会影响整体循环系统的稳定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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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刻意”减少副交感的影响，因此才在进化的过

程中形成了交感与副交感的“差异性对称”分布。

而现有货币政策工具中，鲜有看到这种“差异性对

称”设计。

此外，自主神经在不同器官之间也存在明显的

差异性分布，因此可对不同器官的血管外周阻力产

生明显的差异性影响。从生理学出发，交感兴奋可

同时引起心输出量增加和外周血管阻力选择性增

加，目的就是为了在紧急状态下保证脑等关键器官

的血液供应。如果仅增加心输出量，很可能导致目

标器官无法获得充足的血流供应。在经济活动中，

由一刀切的货币政策工具引发的“大水漫灌”现象

不胜枚举，但绝大多数货币政策工具都看不到交感

调控这种“差异性分布”细节。

政策传导效果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问题，如

果用符合生理学原理的金融工具进行调控，其传导

效果会有所改善吗？存贷利差差幅改革或许可提供

一些参考。2015 年以前我国一直对存贷款利率按相

同幅度同升同降，而在 2015 年则将存款与贷款利

率分别进行差幅调整。与机械的同幅调控相比，差

幅调控可以改变存贷利差。从生理学原理出发，毛

细血管血压 ( 净利润，此处可视为存贷利差 ) 作为

影响物质交换的最直接因素，其变化会显著影响血

液物质交换 ( 银行与市场的资本流通 )。事实亦表

明差幅调控政策的传导效果较同幅调控明显改善。

4  结语

霍金曾说 21 世纪是复杂性科学的世纪。除经

济活动外，我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绝大多数都是复

杂系统问题。上述仅以循环系统为例列举一二。此

外，如血脑屏障的存在意义与政府、资本的关系；

细胞膜内外离子浓度差的存在意义与国家、公司、

大学等“新陈代谢”的联系；血管、神经的形态与

自然界广泛存在的分形之间的数学关系；以及现在

火热的类脑智能等等，都可能为经济学乃至其他复

杂系统学科提供启发与灵感。

更有趣的是，万物之间或许还存在神奇的定量

联系，比如代谢率随体重的约 3/4 次幂发生变化的

克莱伯定律 [2] ：如果一只哺乳动物的体重增长一倍，

其心率便会下降 25%。该定律几乎适用于包括哺乳

动物、细菌和细胞在内的所有种群，甚至于城市和

生态系统等超级“有机体”。当使用对数标绘时，所

有系统都呈现出相同的“幂律”结构，并且指数都

是 1/4 的整数倍，经典的例子便是代谢率的 3/4 [1, 3]。

人体生理的智慧至今仍存在大量未解之谜。笔

者期望在复杂系统科学的东风来临之际，为我们理

解和认识自然与社会的一般运行规律尝试提供新的

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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