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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的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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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

苏格拉底经过民主投票被判处
死刑" 政治学家就意识到了投
票民主危险的这一面!

公共选择理论先驱唐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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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 "投票
相当于提供一种公共品" 因而
必然存在 %搭便车 &现象 "即相
当部分人会不去投票" 只等着
看投票结果" 即使是选举总统
这样的大事也不例外' 大量政
治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 以美
国总统大选为例" 历年的投票
参与率大约都只在半数" 几乎
不会超过三分之二!

不同性别(年龄(种族人群
的投票参与率不同" 他们的政
治偏好也不同" 所以一定会导
致投票选举结果朝着某些方向
倾斜! 而有经验的政治家也一
定会在演讲和政治纲领中注意
这些问题!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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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国大
选" 最后有

-./01

的美国女性
参加了选举" 而男性的参与率
仅为

-2/.1

! 奥巴马的施政纲
领有意识地偏向女性" 从而顺
利地赢得了那一次的大选! 选
举过程包含了大量行为经济学
的技巧!很自然地"泰勒)助推*

一书也成为奥巴马非常推崇的
经典著作'

但布伦南和诺奖获得者布
坎南 +

3456+ 789&4$4$

$也早就
发现" 投票行为中还包含了另
一种动机" 可称为 %表达性投
票&' 它的含义是"投票者只是
希望用手中的选票表达自己的
激进态度" 并不在乎投票结果
是什么' 对于一些缺乏表达渠
道的群体而言" 就有可能出于
%表达性投票&的动机将它投给
一些极端选项" 以表达自己的
不满'而这种看似非理性的%表
达性投票&" 积攒到一定数量"

就有可能改变选举结果'

例如最近一次美国大选 "

立场极端( 言论出格的特朗普
一路杀出" 最终顺利当选美国
总统"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事先
的民意调查也没能预测到这个
结果' 现在学界已有很多对这
个事件的反思" 其中最有说服
力的解释就是 %表达性投票&'

很多底层白人都把选票投给了
特朗普" 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
支持特朗普的一些极端政策 "

只是为了表达对现有体制环境
的不满' 所以候选人需要对投
票者的心理和动机有更深把
握"才可能制定有效竞选计划'

在这些领域" 行为经济学正在
大展身手'

除了表达性投票之外 "非
理性的投票动机广泛存在' 当
年"诺奖得主阿克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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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有一项著名研究指
出"很多投票者选择候选人时"

是把他作为自己的投射对象 '

整个心理过程类似于追星 "而
非理性斟酌" 故而投票中一定
存在偏见' 而且这些偏见不断
累积 (强化 "自我说服 "日趋极
化"最终变成信念的一部分'

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
时" 也必须充分考虑到公众现
有的偏见'在过去"经济学家从
理性假设出发的许多政策建议
总是受到大众的抨击" 经济学
家总将其简单归于公众的无
知' 但公共政策最终目的是提
高社会福利" 而非教育公众变
得理性' 所以政策制定者必须
在这个前提下" 反思政策制定
的过程" 将公众的偏见也作为
政策前提的一部分' 这里也需
要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
支持'

在劳动经济学中的

应用

劳动经济学是过去
!"

年
里最火爆的学科之一" 无论它
的理论还是实证都取得了长足
的发展' 它的突破首先表现在
实证研究方面' 经济学家现在
通过大规模调查获取了丰富的
个人数据" 同时也发展了各种
计量模型" 可以有效检验很多
行为决策' 劳动经济学归根到
底是研究人的劳动决策的科
学" 所以行为经济学在其中获
得了用武之地'

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引人瞩
目的领域是%社会偏好&' 泰勒
等诸多行为经济学家发现 "个
人除了追求经济利益" 还有很
多%违背理性 &的偏好 "如利他
主义(不公平厌恶(无条件信任
等"这些偏好统称为社会偏好'

不论哈佛大学的精英" 还是太
平洋上的岛民" 或者蒙古草原
上的牧民" 这些社会偏好都普
遍存在" 并且显著地影响着人
们的决策'

最著名的%社会偏好&模型
之一是阿克洛夫提出的 %礼物
交换模型&' 经典经济学认为"

企业家会依据劳动者的边际贡
献支付工资" 而劳动者也据此
努力劳动" 形成劳动力市场上
的均衡'但阿克洛夫认为"因为
有互惠利他的社会偏好" 所以
劳动者有可能不偷懒" 提供比
工资对应水平更高的努力 "作
为送给企业家的 %礼物 &,而企
业家也会回赠 %礼物 &"付给劳
动者更高的工资' 这种正常经
济激励之外的 %礼物交换&"虽
然看似不稳定" 却在劳动市场
上普遍存在'

很多对劳动力市场的实证
和实验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
点' 劳动者是拥有喜怒哀乐的
活生生的个人" 他们不仅会对
经济激励作出反应" 也对劳动

环境的一些看似无关经济的设
定作出反应' 比如说"劳动者会
关注劳动环境的公平" 直接影
响劳动力供给水平" 因为不公
平厌恶是社会偏好的重要组成
部分, 劳动者也会注重企业家
所赋予的信任" 相互信任也是
社会偏好的内容' 相应的"企业
家既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提高
劳动效率"也可以采用非经济手
段"类似于泰勒的%助推&建议'

而且偏好存在异质性 "不
同人的偏好不同" 这点对于企
业家非常重要' 个人的风险偏
好不同"有些人喜爱有风险(挑
战性的工作" 有些人则只想做
安全的工作, 个人的时间偏好
也不同" 有些人对未来极有耐
心" 可以有计划地安排长期工
作"另一些人则缺乏耐心"只能
专注于手头的短期工作'

企业家不能再把劳动者视
作无差异的劳动力供给" 而需
要重视工作性质与个人偏好的
匹配性' 现在有些企业开始允
许劳动者自我选择合适的激励
方案" 让风险偏好的人选择高
风险高回报的方案" 而风险规
避的人则可以选择安全的方案"

这样的举措取得了良好效果'

行为经济学还能有效帮助
企业家规划劳动环境"设置%助
推&劳动者的劳动决策' 例如"

劳动经济学家很早就知道 %群
体效应&的存在"即在一个群体
里" 优秀的个人会带动其他人
一起变得更优秀' 群体效应的
作用机制极为复杂"经常是%潜
移默化&"群体以外的人很难准
确评估它的作用' 而行为经济
学使得深入研究这一机制成为
可能' 行为经济学家设置了各
种不同性别比例(群体规模(社
会网络的环境" 检验它对于个
人行为的影响"这也是劳动经济
学极有前景的拓展方向之一'

在环境经济学中的

应用

随着空气(污水(交通等环
境问题日趋严重" 人们不得不
开始重视起环境问题' 地球已
经存在亿万年"但是这些年来"

自然环境的变化突然加速 "其
中自然是人力起到决定性作
用'环境经济学"最终的研究还
是要回到研究人的行为上来'

泰勒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发
现了人们决策时的 %禀赋效
应 &"即对于人们而言 "得到或
失去某些财物的过程" 也会影
响到自身对它们的判断' 这一
发现对经典的科斯定理构成了
挑战" 也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
对交易的过程投入更多的注意
力' 泰勒的这个发现对于环境

经济学非常重要'

经济学家很早就发现 "人
们对于环境污染等问题的主观
评估具有严重的偏差' 因为人
们平时一直在消费日用品 "所
以对日用品的成本( 价格都有
比较明确的概念'与之相比"人
们对环境污染这种 %非市场化
商品&的成本缺乏概念'过去学
者经常用主观问卷的方法 "调
查人们对于环境污染代价的评
估'泰勒发现禀赋效应后"很多
学者就试着用两种不同方法去
调查"发现一个严重问题'

第一种调查方法是调查
%支付意愿&" 即询问制造污染
的厂商 %最高愿意支付多少钱
来弥补污染造成的损失&,第二
种方法是调查 %接受意愿&"询
问受污染影响的住户 %最低愿
意接受多少钱的补偿" 就能允
许厂商进行污染生产&'如果支
付意愿高于接受意愿" 那么污
染厂商与住户之间就能达成协
议" 推进项目的实施' 但问题
是 "现实中的 %接受意愿 &要远
高于 %支付意愿 &"两者之间一
直存在巨大的鸿沟"难以弥补'

这个鸿沟并非完全是因为住户
对污染项目不了解造成" 而是
因为%禀赋效应&' 现在有了行
为经济学的工具" 对环境污染
的主观评估测量会比以前准确
很多'

除了主观价值测算之外 "

环境资源保护还面临 %公共地
悲剧&的困境"即环境保护在很
多时候需要多方协作和贡献 "

个人的努力没有效果' 但在现
实中" 人们普遍不愿意提供公
共品"推卸责任"最终导致公共
品供给不足的悲剧' 行为经济
学家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有一
个著名的与社会偏好有关的设
计叫做 %公共品博弈 &"是行为
经济学家经常用来检测合作水
平的实验工具' 行为经济学家
通过实施大量的公共品博弈后
发现"在实验室中"公共地悲剧
确实经常发生" 但并不一定总
是发生' 有许多小的精巧设计
就可能缓解公共地悲剧的出现
频率和强度" 这些设计同样适
用于解决现实中的环境污染责
任分摊问题'

例如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面
临缺水困境" 而河流从上游流
至下游" 上游的行为对于下游
可用水的数量有着巨大影响 '

上游地区需要与下游地区相互
信任(进行合作"才有可能获得
双赢的结果'这里的合作"不仅
有经济利益的计算" 还有很多
社会心理的考量' 由于这些经
济政策成本高昂" 实施起来必
须极为谨慎' 行为经济学家在
实验室里做了很多模拟实验 "

招募各种年龄( 层次的被试者
来实验" 研究决策者可能的判
断和行为'随着经济学家对%合

作&的研究逐渐加深"许多个人
之间的文化( 组织因素也都被
考虑进来" 使得环境政策的决
策准确率明显提高' 这一切都
是行为经济学对于环境经济学
作出的重要贡献'

结语

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
在过去

!"

年里发展得极为迅
猛" 早已渗入众多经济学研究
领域' 很多资深学者也纷纷转
向行为研究'严格说来"只要是
与人类行为有关的研究" 行为
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都可能有
所作用' 因为行为经济学关心
人的真实心理动机" 而实验经
济学设法创造实验环境对假说
加以检验" 这两种方法在人类
行为研究方面具有普适性'

过去经典的行为经济学研
究多集中在理性主义比较强大
的领域' 例如"拍卖理论是博弈
论的重要应用领域之一" 往往
涉及复杂的数学计算' 行为经
济学家发现" 人们在拍卖市场
里的行为表现与理论预期有显
著偏差" 需要更富有包容性的
理论加以解释' 对于拍卖市场
的研究" 催生出最早一批行为
经济学家' 而到了今天"行为经
济学已经逐步走出这些传统领
域"不断自我挑战"被应用于诸
多方面' 例如泰勒研究过纽约
出租车的工作时间问题" 这大
概可以归入劳动经济学' 而他
还尝试着用行为经济学来解释
一些与法律有关的行为"那更是
把行为经济学引入了法律经济
学' 行为经济学本身并无边界'

行为经济学对多个学科都
已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说它是
一场%行为学转向&的革命也并
不过分' 当然这场革命才开始
不久"远远没到结束的时候'行
为经济学还存在不少问题 "它
缺乏统一的理论" 它与主流新
古典经济学在很多地方还缺乏
有效衔接" 这些都是很多经济
学家担心的地方' 至于行为经
济学应当继续探索人类行为与
心理" 还是应当回归经济学理
论的拓展" 在行为经济学家内
部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但无论如何 "这次诺贝尔
经济学奖再一次颁发给行为
经济学家 "表明委员会对这一
方向的肯定 "顺应了民意 ' 我
们可以大胆预测 "行为经济学
的贡献远不止这两个诺贝尔
奖 ' 在不远的将来 "我们会见
到更多的行为经济学家获得
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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