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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technology, scientific computing, side by side with the 
scientific theories and scientific experiments, has become one of three basic research methods of exploring 
natural and researching commun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uta-
tional finance and experimental fi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tific methodology. According to three 
basic research methods, we consider that computational finance independent from the experimental finance is 
more accord with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disciplines patterns and trends and more conducive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omputational finance and experimental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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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科学计算与科学理论、科学实验并列成为探索自然研究社会的

三大基本研究方法之一。本文从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讨论了计算金融学与实验金融学的区别与联

系，认为按照三大基本研究方法进行分类，将计算金融学从实验金融学中独立出来，更符合学科发展

的一般规律和趋势，更有利于我国计算金融学和实验金融学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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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论、科学实验和科学计算是人们探索自然

研究社会的三大基本研究方法，与此对应，许多学科

形成了三大学科分支，例如物理学科有理论物理学、

实验物理学和计算物理学，化学学科有理论化学、实

验化学和计算化学之分等。 

经济学的发展也不例外，除了理论经济学外，实

验经济学和计算经济学逐渐出现[1-4]。金融学科也出

现了实验金融学和计算金融学两个新的分支学科

[5-8]。但实验金融学和计算金融学出现的时间还很短，

我们对计算金融学和实验金融学的概念常常混淆。正

确认识和理解计算金融学与实验金融学的区别和联

系，对我国实验金融学和计算金融学的健康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1 探索自然的三大基本科学方法 

为了阐明自然界的科学技术现象，人们通常采用

科学理论与科学实验两种基本研究方法，但随着计算

机技术的迅速发展，科学计算已经与科学理论、科学

实验并列成为科学研究的三大基本方法之一。 

与三大基本科学活动对应，许多学科形成了三大

学科分支，例如物理学科有理论物理学、实验物理学

和计算物理学，化学学科有理论化学、实验化学和计

算化学之分等。 

科学理论指人类对自然、社会现象进行科学观察，

并按照已有的科学知识和认知，经由演绎推理等方法，

进行的推论性总结。科学理论是系统化的科学知识，

是关于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相对正确的认识，

是经过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并由一系列概念、判断、

推理和数学公式表达出来的知识体系。 

科学实验是根据研究目的，运用一定的物质手段，

通过干预和控制科研对象而观察和探索科研对象有关

规律和机制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扩大了科学观察的范

The 2010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in China

978-1-935068-35-8 © 2010 SciRes.73



 
 

 

 

 

 

围和手段。它的特点是可控性和可重复性，主要使用

分析和归纳推理等方法。 

科学计算的内容涵义是极为丰富的，它包括数值

计算、计算机模拟和符号演算等内容，主要处理现代

科学技术中的大规模、非线性、非均匀性和几何非规

则的巨型问题，也可运用符号演算即用计算机进行公

式的推导和逻辑推理，进行纯推理科学的研究。 

科学计算可以理解为一整套的过程，即从给定的

实际问题（计算任务）出发，进行分析研究，建立数

学模型，研究计算方法，直到配置算法程序，利用计

算机执行计算任务，最终检验实际效果，如果不合要

求，还要进行反复，回到修改数学模型，设计计算方

案等过程[9]。 

科学实验一般需要实验仪器设备和实验装置，而

科学计算则只需要计算机，可以用计算机模拟实验仪

器设备和实验装置进行计算机模拟实验。不仅如此，

在很多情况下，科学计算可以比理论和实验做得更深

刻、更全面、更细致，可以做一些由于现有实验条件

所限制，目前无法做或很难做的试验。因此科学计算

才从科学实验中独立出来，成为与科学理论、科学实

验并列的三大基本方法之一。 

例如，新设计的飞行器等要进行风洞实验，需要

建设风洞实验室，新设计的汽车等要进行碰撞实验，

需要建汽车碰撞实验场，这些实验都是非常昂贵的。

而科学计算则可以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设计软件，通

过在计算机上进行计算来模拟风洞实验和汽车碰撞实

验，可大大节约实验成本。再比如，计算机模拟的核

爆炸实验比实际的核试验不仅成本大大降低，而且避

免了对环境的破坏。又比如，目前核电站核燃料废物

的处置主要用深埋方法，但要评价 50 年甚至更长时间

对环境的影响，现在只能用计算机模拟实验进行科学

计算。 

科学计算从科学实验中独立出来的另一个原因是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科学计算的模拟实验严格意义上

讲并不是真正的科学实验，它实际上是用计算机扩大

了人们的进行繁杂计算的能力和处理复杂逻辑推理的

能力，还是一种计算和推理演算，其结果并不能完全

代替真正的实验，还需要通过真正的科学实验进行验

证或通过科学观察的证实。比如，本来需要十次风洞

实验，则可先进行八、九次计算机模拟的风洞实验，

再进行一、二次真正的风洞实验进行验证。计算机模

拟核燃料废物深埋法对环境影响的结论，要等 50 年甚

至更长时间后的科学观察结果，才能真正得到证实。 

科学理论、科学实验和科学计算是探索自然和研

究社会的三种相辅相成的科学研究方法，三种方法既

有区别又有联系，三者互为补充。科学理论是以科学

观察和科学实验为基础，并要通过科学观察和科学实

验进行检验。科学实验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同时它

又是检验新理论的重要手段，也是发展新理论的源泉，

科学实验扩大了科学观察的范围和手段。科学计算则

是进一步通过计算机技术扩大实验能力，做一些由于

现有实验条件所限制，目前无法做或很难做的试验，

它与科学理论的推理演算和计算更相近，是一种借助

计算机技术的更高层次的计算和推理演算，还需要通

过科学实验的最后验证或通过科学观察的证实。 

科学计算的主要特点是使用计算机来解数学模

型，计算机性能、计算机软件性能和计算方法的每一

次重大进步，都会使得过去由于计算技术限制而无法

解决的问题可以在新的计算技术条件下解决，使人们

求解数学问题的范围得到很大的扩展，这时，正是我

们重新审视各门学科中各种未解决的实际问题可否定

量化和数学化的极好时机，也是可能取得自主创新成

果的好机遇，必将加速各类学科向定量化和数学化发

展[10]。由此可见，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人

们采用科学理论、科学实验和科学计算三种基本科学

活动共同对自然和社会进行研究和探索，必将使人类

的科学技术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的新时期。 

2 计算金融学与实验金融学的区别和联系 

我国金融市场化的改革不断深化，各种金融衍生

产品逐步推出，资产定价和风险管理已成为金融业的

核心竞争和发展能力。随着我国金融业的不断开放和

走向世界步伐的加快，金融全球化对我国金融业的影

响越来越大，我国金融学科的发展势必与全球金融学

科发展一体化。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以马科维茨的资产组合管

理理论、夏普和罗斯创立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以及布

莱克和舒尔茨创立的期权定价理论为主要基础，建立

起了现代金融理论，它广泛应用数学工具，进行数学

建模、理论分析、数值计算等定量分析。在现代金融

理论基础上，金融工作者借助衍生金融工具创造了许

多新的金融产品，并建立了许多用于识别和量化风险

的风险管理模型和技术。这些产品、模型和技术被人

们视为“金融领域的高科技” [11]。正是在这种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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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金融学科也出现了实验金融学和计算金融学两个

新的分支学科。实验金融学和计算金融学也被介绍引

入我国。 

由于实验金融学和计算金融学出现的时间还很

短，被引入我国的时间更短，我们对计算金融学和实

验金融学的概念常常混淆，不利于我国计算金融学和

实验金融学的发展。正确认识和理解计算金融学与实

验金融学的区别和联系，对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实验

金融学和计算金融学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实验金融学是金融学与实验科学交叉融合产生的

一门金融学的分支学科。实验金融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是科学实验方法， 是指在受控制的实验室里，以简单、

抽象的形式模仿在金融市场和其它金融环境中出现的

场景，以研究这些场景中的人类行为，来揭示金融市

场宏观特性的形成原因和规律。这种模拟的微观金融

市场和金融环境中人类行为的实验结果，可以检验金

融理论并为金融理论的发展提供重要信息。 这里的实

验虽然可以使用计算机，但进行交易活动的被实验者

必须是自然人，需要更多地结合心理学的研究。 

计算金融学是金融学与计算科学交叉融合产生的

一门金融学的分支学科。计算金融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是科学计算方法，是指从给定的实际金融问题（计算

任务）出发，进行分析研究，建立数学模型，研究计

算方法，直到配置算法程序，利用计算机执行计算任

务，最终检验实际效果，如果不合要求，还要进行反

复，回到修改数学模型，设计计算方案等过程。金融

市场的计算机仿真模拟实验就是典型的计算金融学实

验，它利用计算机建模方法，直接在计算机系统里构

建金融市场的仿真模型，来模拟实际金融市场，如股

票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等，并用计算机软件模

拟市场参与者和监管部门（统称为 Agent 或代理者），

在既定的市场结构下，通过研究金融市场微观层次

Agent 的行为来揭示金融市场宏观特性形成原因和规

律。 这里与实验金融学不同，连参与交易活动的被实

验者都是用计算机软件来模拟的，更多地依赖人工智

能技术的发展。 

计算金融学的实验中计算机技术的作用已经不仅

仅是实验的辅助手段，而是实验过程的主体，连参与

交易活动的人也是用 Agent 来模拟的，实验软件系统

设计好后，整个实验就可以完全在计算机上自动完成，

并自动收集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处理。随着计算机处

理速度的加快，或利用集群和网格技术，实验规模可

以不断增大，可以满足金融市场的大数据量和高实时

性等要求。计算金融学扩大了金融实验的范围和能力。

因此，计算金融学应从实验金融学中独立出来，与理

论金融学、实验金融学并列，成为金融学的分支学科

之一。 

理论金融学、实验金融学和计算金融学是金融学

科三个相辅相成的分支学科，它们的区别主要是采用

的科学研究方法不同。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都

是相同的。理论金融学要以科学观察和实验金融学为

基础，并要通过科学观察和实验进行检验。实验金融

学要以理论金融学为指导，同时又是检验新金融理论

的重要手段，也是发展新金融理论的源泉，它扩大了

科学观察的范围和数据的来源。实验金融学实验可研

究微观金融市场的运行以及各经济主体（真实的人）

在不同金融环境下的心理反应和行为方式等，为计算

金融实验的 Agent（模拟的人）设计提供依据。计算

金融学则是进一步通过计算机技术扩大实验能力。三

个学科分支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共同推进现代金融学

科的快速发展。 

目前我国学者常常将计算金融学看成是实验金融

学的一部分，但是，按照科学理论、科学实验和科学

计算三大基本方法进行分类，将计算金融学从实验金

融学中独立出来，更符合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趋势，

更有利于我国计算金融学和实验金融学的健康发展。 

如果将实验金融学实验比喻为真正的风洞实验，

计算金融学实验则可比喻为计算机模拟的风洞实验。

计算金融实验成本更低，更适宜广泛普及。根据真实

金融市场的交易环境已经计算机化的特点，与物理学

科等先有理论物理，后有实验物理，最后才有计算物

理不同，可以同时发展实验金融学和计算金融学，甚

至应优先发展计算金融学。 

3 我国需要发展计算金融学和实验金融学 

国际化浪潮势不可挡，金融活动影响整个经济生

活，金融危机不断出现，特别是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波

及全球，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影响人们生

活的方方面面，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引起了学术

界、金融实务部门和政府监管部门的深刻反思。 

面对我国金融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趋势，面对激烈

的国际竞争，面对我国金融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创新不

足和金融产品不丰富的现实，为了要加快建设上海国

际金融中心，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必须不断创新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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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不断推出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同时不断加强金

融监管。因此，我们要从多种角度认识金融市场，我

们不仅要研究金融市场的宏观情况，还要研究产生这

些宏观现象的微观基础。发展计算金融学和实验金融

学就是我们的必然选择。正如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

条促使计量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一样，对这次由美国

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反思，也可能促进

新的金融学分支学科的产生，这也许正是计算金融学

和实验金融学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的良机。 

计算金融学的发展，对于金融创新产品的测试、

市场效益模拟实验和评估、政策效果的模拟实验和预

评估，监管制度的模拟实验和预评估等各个方面，都

能起到有力的支持作用。 

例如，清华大学金融工程实验室致力于发展人工

金融市场微模拟技术，利用计算机建模方法，直接在

计算机系统里构建金融市场的仿真模型，模拟市场参

与者和监管部门的行为，考察各种监管措施和政策可

能产生的市场反应。由此评估政策效果和制度建设的

可行性[6]。这就是计算金融学应用的最好实例。 

实验金融学的重点可进行微观金融市场的运行以

及各经济主体在不同金融环境下的心理反应和行为方

式等，为计算金融实验的 Agent 设计提供基础。 

实验金融学的发展可以用来指导我国的金融改革

实践，我国的每项重大改革方案的出台和经济政策的

实施，几乎都是采用“先试点后推广”的模式，这与实

验经济学的精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且与一般实验

经济学的实验放在狭小的人为仿真实验室环境下不

同，我国金融改革实践是放在某个地区或单位的大舞

台上来进行的，当然所受到的限制也更大[12]。 

创新金融理论、积极开展计算金融学实验和实验

金融学实验，再加上“先试点后推广”的金融改革实践

模式，必将为我国金融改革的成功提供坚实的科学基

础，为实现我国的金融强国的目标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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