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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彰他在行为经济学
和行为金融学领域做出的巨大
贡献% 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经常
采用实验方法$ 因此行为经济
学也常与实验经济学并称 $这
已是诺贝尔奖委员会第二次把
奖项颁发给这个领域的学者
了% 前几年所表彰的一些经济
学 家 如 阿 尔 文!罗 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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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做一些实验研究%

行为经济学在众多经济学
领域都已得到广泛应用$ 甚至
引致一些领域出现 '行为学转
向(的趋势% 尽管行为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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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经济学已经取得众多荣
誉$ 尽管各类顶级经济学报上
发表了大量行为经济研究 $尽
管每次行为经济学的国际会议
参会人数都爆棚$ 但是国际国
内学界对行为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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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经
济学的争议从未停止% 最近就
有一例)朱富强在*上海财经大
学学报+ 上撰文批评实验研究
的博弈情境常与现实环境不一
致$质疑实验经济学的意义%杜
宁华则在*学术月刊+上撰文反
驳$从'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
性( 的角度重述了实验经济学
的基本方法% 这表明行为经济
学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仍
然没有成为学界基本共识%

本文主要介绍行为经济学
对经济研究各个领域的深刻影
响$ 不拟继续讨论行为经济学
的方法论问题% 因为过去的很
多讨论已进入哲学范畴$ 很难
推进% 而且很多行为经济学名
家 如 弗 农!史 密 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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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在不断进行方法
论的反思$ 推动行为经济学理
论体系的完善% 而经济学理论

的进步$不仅需要方法论探讨$

更需要大量基础研究和应用研
究% 这些新发现可能会反过来
推动经济理论的发展% 由于行
为金融学已成为独立学科 &金
融学的两大分支流派之一 $已
有不少教科书做过介绍$ 本文
也不再赘述%

在发展经济学中的

应用

在过去十多年里$ 发展经
济学重新成为经济学中的显
学$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

行为经济学在其中的作用功不
可没%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
展经济学曾经红极一时$ 很多
经济学家都希望通过制定发展
政策$ 帮助为数众多的发展中
国家追赶甚至赶超发达国家 %

诺 奖 得 主 卢 卡 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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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说过 $一旦一个人开
始思考经济发展问题$ 他将很
难再思考其他问题% 因为再没
有什么问题像发展问题那么重
要和有趣%

但在现实里$ 发展经济学
的研究很快陷入停滞$ 其中可
能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发
展理论的失效% 发展中国家与
发达国家经济水平的差距并未
像很多学者预期的那样减小 $

反而有逐渐拉大的趋势$ 很多
发展理论被证伪和抛弃, 第二
是发展实践的复杂性% 经济学
家逐渐意识到$ 经济发展还与
营养&家庭&教育&健康&制度等
诸多因素相联系$错综复杂%各
个国家之间的差别又极大 $很
难一概而论, 第三是贫困概念
本身的复杂性% 即使经济学家
搁置其他因素$ 仅仅关注收入

提高$ 准确的数据收集和政策
评估等工作也绝非易事%

最终$ 有一部分学者用经
济增长理论取代发展经济学 $

把它关注的目标缩窄到经济增
长这个单一维度$ 终于融入了
宏观经济学% 而以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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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的学者 $则把发展
经济学引向伦理学$ 试图探讨
最底层的人群除了免于饥饿之
外$ 应该获得哪些基础的福利
保障$未来才有'发展(的可能%

这两个方向中$前者过于宏观$

后者过于微观$ 都很难对经济
发展的实践进行指导%

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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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后$ 发展经
济学出现一丝转机$一些学者带
着新工具进入这个领域$其中代
表人物有麻省理工学院的贝纳
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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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他们带来的
新工具就是行为经济学%

过去发展经济学界争论不
休的问题之一是$'外部援助是
否有效地帮助发展中国家经济
发展(%要知道$自二战后$世界
银行源源不断向非洲各国提供
经济援助$这是一笔天文数字%

但讽刺的是$ 这笔援助是否真
正帮助到那些非洲国家$ 我们
对此所知甚少% 纽约大学的伊
斯特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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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这些国际援助几乎无效$ 甚至
常常落入独裁者之手$ 反而加
剧了非洲的贫困% 贝纳吉等人
没有直接回应伊斯特利$ 而采
用实证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 )

经济学家必须先近距离地观察
这些国际援助的实际效果 $然
后再做判断%

例如$过去有很多学者都曾
建议给发展中国家捐赠电脑 $

让贫困村民们通过电脑和互联
网了解外部世界$开拓视野$从

而改变自己的命运% 但是一些
负责实践的

EFG

很快就发现
一些具体问题% 非洲村里大半
的村民都没见过电脑$ 也不知
道如何使用% 所以有些村子拿
到电脑就转手卖了$ 换成现金
分给大家$ 至少能直接改善大
家的生活%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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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与村子
签署协议$ 一年后要回村子检
查$如果发现村里把电脑卖了$

就要实施罚款%于是$一些村子
把电脑锁在仓库里$ 一年以后
也许机器都已损坏了% 这些扶
贫中的操作问题极为困难 $发
展经济学家称之为 '最后一公
里(难题%

贝纳吉等主张用各种行为
经济学手段来评估发展政策的
后果% 有的人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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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
先对村里的妇女进行免费电脑
培训$ 她们会慢慢把电脑技能
带入家庭,又有人提议$我们可
以设定一些激励机制$ 给学会
电脑的人一些补贴$ 促使他们
主动拥抱新科技,还有人建议$

在村里大家往来最频繁的社区
中心安装电脑$ 使更多人有机
会接触到% 所有这些建议都既
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贝纳吉
等用'随机控制实验(一项一项
检查这些设定$ 希望最终甄别
出行之有效的政策%

这种研究的思路和泰勒提
出的'助推(如出一辙% 所谓助
推$是指个人面临决策时$利用
现有环境对个人轻轻一推 $有
效使得个人向着政府所预期
的& 对全社会福利有利的方向
进行决策% 助推并不是强制法
律$也不是金钱利诱$而是在深
谙个人非理性行为模式的前提
下$针对性地设计一些小花招%

穷人由于经济&思维&健康等方
面的局限$特别需要这种助推%

诺奖和平奖得主尤努斯
"

H;()88)+ I;1;<

# 曾于上世
纪

$J

年代在孟加拉国尝试用
小额贷款帮助穷人脱贫$ 取得
了成功% 很多经济学家都在尝
试研究$ 将小额贷款推广到世
界其他地方是否也能帮助脱
贫$但效果并不显著%例如有些
地方$妇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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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绝不
会借小额贷款$ 因为我不管借
多少$ 回家都会被我酗酒的丈
夫搜出来拿去喝酒(,另一些地
方$ 有些人表示$'我们不知道
借了小额贷款如何去赚钱% 大
家看到村里有一家炸鸡店赚

钱$于是都借钱去开炸鸡店$最
后全都倒闭了(% 所以$贝纳吉
等的研究表明$ 发展经济学家
需要更深入地理解穷人的行为
模式$ 运用行为经济学和田野
实验来检验扶贫政策的效果 $

最终才可能找到适用的发展
政策%

在公共选择理论中

的应用

人的理性局限不仅表现在
经济决策上$ 同时也表现在政
治决策上%自上世纪

KL

年代以
降$ 用经济学工具来研究政治
行为已成为一种常见研究方
法% 很多学者都曾把新工具带
入该领域$ 如博弈论& 计量方
法$ 而最新的潮流则是行为经
济学% 公共选择理论名家布伦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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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说$过去对
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 一直以
'动机 (为主要研究对象 $现在
要转向以'行为(为主要研究对
象了%

对于大部分西方国家而
言$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政治投
票$ 这也是公共选择理论多年
以来的核心问题% 投票就是依
据一定信息进行的公共选择问
题% 大量实践证明$总体而言$

它在多数时候会得到反映公共
偏好的决策$但在有些时候$投
票结果也令人大跌眼镜$ 出乎

经济研究领域中的行为学转向
梁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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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让大众视线再一次聚焦于行为经济学领域!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经常采用实验
方法!事实上!它在众多经济学领域早已得到广泛应用!在一些领域甚至出现了"行为学转向#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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