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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经济热力学概论 

用类似信息学或热力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现象称为经济信息学或经济

热力学。这方面胡文祥已在《比较学导论》一文中作了一些论述。在政治、

经济、社会、军事等领域，“力”的作用总是普遍存在的。与力学进行比

较学研究，用“力”作用分析的方法，可以发现许多简明的重要规律，可

望建立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统一的崭新体系，这对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 

2.1. 贫富差距日益加剧 

李家胜同志编译的材料说，富人总是能变得更富，而穷人总还是那么

穷——虽然这是一个看上去有点残酷的结论，但事实似乎的确如此，以美

国为例，在这个人人崇尚天分和勤奋的国家里，1979 年，全国最富有的 1%

的人群拥有的财富总和是最贫穷的 20%人群所有财富 33.1 倍；到了 2000

年，这一倍数攀升到了 88.5 倍。贫富差距在迅速的扩大，不同社会阶层之

间的鸿沟不但没有愈合的迹象，反而在日益加剧。 

最近，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的维克多·雅克温克教授对美国居民 1983

年至 2001 年的收入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美国最富有的人群大约占全国总

人口的 3%，他们占有着国家的大部分财富，且他们的财富分布呈现出简单

的幂律模式，即经济学中著名的帕累托曲线；而余下 97%人口的收入分布

曲线，与热力学中用来描述气体原子能量分布规律的曲线基本吻合。维克

多教授还发现，如果把通货膨胀的因素考虑在内，那 97%的弱势群体的总

收入水平一直没有太大变化，但那 3%人群的总财富在 1983 年到 2000 年间

却上涨了近 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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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象不仅仅出现在美国，一些来自其他国家的研究数据也印证了

维克多的观点。这一结果表明，社会中确实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经济阶层，

其中富裕阶层变得越来越富，而另一阶层却始终贫穷。 

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从社会制度、经济规律等多个角度分

析了这种贫富差距的原因，孰优孰劣，争论不断。也许，用科学的方法来

解释社会问题，会有更加严谨明确的答案。现在来看看物理学家对此是如

何解释的吧！ 

2.2. 麦克斯韦分布——政府的无力 

气体热力学表明，在热平衡状态下，气体分子的能量呈现出指数分布

即麦克斯韦分布状态的规律，而要改变这种平衡状态则需要很大的能量。

维克多教授认为，既然 97%人口的收入分布同气体分子能量分布非常相似，

那么要改变这一经济阶层的财富状况就同样相当困难了。于是这 97%人口

的经济阶层始终保持贫穷，总财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与之相对应的富裕

阶层——3%人群的总财富却在不断地以加速度增长。因而，两个经济阶层

的贫富差距在不断地拉大，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大。 

维克多教授所做的上述类比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在从前传统的经济学

模型中，人总是被看作理性的动物，而现在，生态物理学家们开始发现，

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大系统中，每个个体的行为其实都受到很多不确定因素

的影响，所有不确定因素的最终综合作用结果是随机的——就像气体分子

在不规则运动中所受的合力一样。人们在随机的相互关系中交换金钱，就

像分子在随机碰撞中交换能量一样。这种相似性还表现在金钱就像能量

——能够储存，但基于能量守恒定律，它们既不会无端出现，也不会无故

消失，只是被重新分配了而已。 

不过，在维多克教授的统计分析中，那 3%富裕阶层中的财富分配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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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规律并未得到解释，他似乎把他们排除在整个系统之外了。在金钱守恒

的系统之外，是传统经济学分析的领域，在这里，财富被不断地创造出来，

人类的财富总额是不断增加的。 

维多克教授的结论似乎有些消极，它暗示了政府的无力——想要通过

施行某种“公平政策”来平均分配财富几乎是十分困难的。事实上，在市

场经济中，所有想要人为地重新分配财富的做法可能都违背了自然规律。 

这就是胡文祥曾经研究过的经济热力学，经济社会中金钱的交换就像

气态分子的能量交换一样，大多数贫穷阶层的财富分布如同气体分子能量

麦克斯韦分布状态。此外，社会经济活动的熵也如同气体分子体系的熵一

样是向着自然增大的方向发展的。 

2.3. 非线性经济热力学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上述讨论描述还多用线性方程语言，随着非线性

科学的飞速发展，这些方程均应该写成非线性形式。事实上，即使对于物

理系统，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有线性关系，经济和社会系统远比物理系统复

杂，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写成线性关系是太粗略的近似值，传统的随

机型数学模型，即线性或对数线性方程加随机项的数学模型面临严重挑战，

这势必将动摇古典经济学的根基。现代非线性科学的研究表明，非线性系

统产生的状态极为丰富，可以是平衡态、周期状态和混沌态，这与纷繁复

杂的经济和社会现象十分合拍。因此，非线性科学方法将是社会科学和自

然科学的根本方法。 

许多方法原理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在社会科学或思维科学都有一定的

普适性。哪怕是在不同学科和不同领域中一大类复杂性现象也有其惊人的

相似性，它们有着共同的规律，这是值得人们重视和应该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