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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后被美联储在内的各国中央银行所奉行，

带动了一批学者投入货币政策研究，这一规则即

以他的姓氏命名为“泰勒规则”。

早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泰勒就投入到对

货币政策规则的研究中。当时，不少央行已引入

了宏观经济模型，比如美联储建立了 MPS 模型，

加拿大央行建立了 RDX1 模型。但进入 70 年代

后，模型在政策分析中的应用方式发生了重大转

变，从模拟政策工具路径的“路径空间”转向模

拟不同政策规则的“规则空间”。而包含众多方

程式的宏观经济模型复杂，这让基于规则的决策

方式遭到了广泛质疑。单就美联储来说，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以调控货币供应量来调控

经济运行的货币政策规则被证明是不可行的，于

是重回了利率目标。当时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

代表的传统标准货币正统理论认为利率目标不可

行。在这一背景下，研究货币政策 20 余年的泰

勒，以简单直观的数学公式证明了利率目标是可

行的，这个公式即是被不少人奉为圭臬的泰勒规

则。

所谓泰勒规则，可以这么简单来理解：如

此前新一任美联储主席的候选名单中，对

杰罗姆·鲍威尔构成最大威胁的，是著名的经

济学家约翰·泰勒。甚至外界一度对约翰·泰

勒走马上任的期望值远超非经济学出身的鲍威

尔。虽未能成功入主美联储，但仅是“泰勒规则”

的制定者这一条，就足以让约翰·泰勒的名字

垂留青史。

1946 年出生的泰勒，与现任美联储主席珍

妮特·耶伦同龄。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

位之后，泰勒便陆续在哥伦比亚、普林斯顿、斯

坦福等多所大学任教，现为斯坦福大学教授、胡

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就专业背景和成长轨迹来

看，泰勒与耶伦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又各有千秋。

在经济学领域的几十年成长中，泰勒可谓屡屡突

破自我，成为享誉盛名的现代宏观经济学大师。

泰勒规则的“出世”

在约翰·泰勒的成就中，最负盛名的当属“泰

勒规则”的提出。1993 年，在卡内基 - 罗切斯

特学术研讨会上，泰勒公开发表论文《实践中的

相机抉择与规则》。该篇论文中提出的货币政策

不设限的规则制定者
约翰·泰勒：

陪跑诺贝尔、落选美联储主席，这些对于 71 岁的约翰·泰勒来说都不过尔尔。毕竟，
以他命名的泰勒规则，已经成为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美联储史上不可抹掉的一笔。

文  |  本刊特约撰稿人   蔡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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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Brian Taylor

约翰·泰勒，1946 年 12 月

8 日出生于美国纽约，1968

和 1973 年分别获得普林斯

顿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和斯

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曾在剑桥大学、伍德罗·威

尔逊学院、普林斯顿等高校

教授经济学。在研究领域，

他 1979 和 1980 年发表的

交错契约模型构成新实证模

型的基础，而他 1993 年提

出的泰勒法则后来成为央行

制定名义利率的参考。在公

共政策领域，泰勒于 1976

年至 1977 年担任总统经济

顾问委员会高级经济师，

1989 年至 1991 年成为总统

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1995

年至 2001 年担任是美国国

会预算办公室的经济顾问小

组成员。泰勒于 2012 年被

《Bloomberg Markets》 评

为全球 50 大对市场有影响

力的人物之一，汤森路透

（Thomson Reuters） 也 将

其列入文桂冠奖名单，寓意

其未来有可能是诺贝尔经济

学奖获得者。

插画 ｜网中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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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以“泰勒规则”
的数学公式将泰
勒认知标签化，
不免失之偏颇。

泰勒广泛地吸收了凯恩斯、弗里德曼以及新货币

主义者的思想精华，不断改进泰勒规则中的技术

性因素，推进其实用性。而在泰勒规则面世前，

他对于货币政策规则的探索也经历了若干阶段。

上世纪 70 年代时，泰勒认为货币政策应该保持

某种形式的最优控制；到 80 年代初，在进一步

细化的研究中，他认为简单的规则比最优控制方

法更适合美国经济；80 年代后期，他开始赞同

按利率规则执行，最终到 90 年代总结为简单明

了的泰勒规则。

在规则的形成和完善过程中，泰勒综合考虑

了历史和实践条件等因素，试图打破不同思想的

界限约束，使得这一规则具有极大的适用性。因

而，1993 年美联储抛弃了盯住 M1、M2 的弗里

德曼规则，转向了盯住联邦基金利率目标的泰勒

规则，并在此后 20 多年泰勒规则成为美联储潜

在的操作方式和理论依据。到目前为止，泰勒规

则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一些央行和经济学家广泛

应用。

理论和务实主义的融合
在现代宏观经济学领域，泰勒拥有一大批拥

趸者。他的研究兼具理论性和务实性，游刃有余

地穿梭于理论和现实政策决策中，这与他丰富的

个人经历密切相关。

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货币经济学和国

际经济学的泰勒，除了在多所大学任教以外，在

公共决策领域也十分活跃。1976 年，年仅 30 岁

的泰勒就成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高级经济

师，先后在福特、卡特和老布什三任总统政府的

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1995 年到 2001 年，他同

时担任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经济顾问小组成

员，2001 年到 2005 年间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

负责国际事务。

泰勒上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时，恰逢震惊世

界的“9·11”事件发生。任职的四年多时间里，

果通胀高于通胀目标，央行应该上调利率，缓解

通胀压力，反之亦然；如果产出低于潜在产出水

平或失业率高于自然失业率，央行就应该下调利

率，刺激经济、增加产出、降低失业率。泰勒规

则清晰地描述了产出水平、通胀水平和联邦基金

利率之间的关系，使美联储通过关注 GDP 缺口

和通货膨胀缺口达到稳定价格和充分就业的两大

目标。并且，这是 GDP 缺口首次被纳入宏观经

济学模型，改变了学术界以往对经济增长率的过

分关注，对宏观经济的整体发展更具价值。

以泰勒规则计算，在其他指标不变的情况

下，通胀率每高于目标水平 1%，或是每出现 1%

的产出缺口，联邦基金利率就应该提高 5‰。如

果遵循泰勒规则，现在联邦基金利率应该在 5.7%

左右。而在 2017 年 12 月 13 日美联储宣布年内

第三次加息上调 25 个基点后，联邦基金利率也

只到 1.25%-1.5% 的水平。因此，主张遵循规则、

曾严厉批评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量化宽松政策的

泰勒，被认为是一个“大鹰派”。正因如此，外

界认为泰勒希望将美联储政策与机械的数学公式

联系起来，怀疑泰勒将无法实现偏鸽派耶伦的政

策延续性，这也被认为是他在二选一中败下阵来

的主因。

耶伦认为，对央行而言，规则不是死的。实

际上，泰勒本人也不赞同机械地套用数学公式，

在执行过程中也需要相机抉择的配合。对于这一

规则，泰勒如此描述：它大概就像你可能向你的

配偶宣布的“规则”：我将在晚上六点钟到家吃

饭。但你们两个都明白，如果交通不好，或是突

然要加班，你会迟到。但规则产生了良好的激励

和协调期望，你的配偶会形成自身的预期，你也

有实现 6 点到家的驱动力。对预期的偏差你们需

要提供解释，但合理的偏差也是游戏的一部分。

就此来看，仅以“泰勒规则”的数学公式将泰勒

认知标签化，不免失之偏颇。

为使规则更具适用性和开放性，克服偏执性，

人物       Fig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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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协调了冻结和追踪恐怖分子资产的全球行

动，规划了阿富汗的金融重建，监督了伊拉克新

货币和中央银行的创立，并为伊拉克减免了 80%

的债务。此外，泰勒还策划了 100% 减免贫穷国

家债务的计划，帮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

行进行改革，防止阿根廷的债务违约将全球经济

拖入旋涡。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称赞他

“四年来，以毫不动摇的热情坚持从事金融反恐

工作”。

作为这场金融反恐战争的主要负责人，泰勒

将“9·11”后的国际金融故事，以无比犀利的

笔锋撰写成书——《全球金融斗士：从未讲述过

的后“9·11”世界的国际金融故事》。书中展

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功政策，是泰勒经济主

张走向现实决策的集中体现，此书也被奉为宝贵

的领导者读物。

公共决策领域的丰富经验，成为泰勒理论研究

的重要支撑，也进一步推进泰勒理论和实务的融合。

一方面，泰勒结合自己的思考以及他人对泰勒规则

的补充，从各种参数的充分模拟和合理估计方面来

不断完善泰勒规则。尽管一些学者提出泰勒规则没

有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参数选择范围过于

狭隘，但这并不妨碍泰勒规则在学界的吸引力，且

促使其在批评中逐步完善。后来泰勒综合学者对泰

勒规则的完善形式，将其归结为一个统一的泰勒规

则模型。除了为决策者提供有用的基准以外，从投

资务实的角度来说，泰勒规则被投资者广泛应用于

利率期货等的投资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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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的歌曲节奏跳起摇滚；为了证明供求模型的有

效性，他可以让学生扮成买卖双方现场叫价，活

跃的教学气氛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泰勒具

备教书的天赋，举例令人难忘，实用性强，深受

学生的爱戴。作为本领域教师的典范，泰勒以骄

人的教学成绩荣膺霍格兰德奖和罗兹奖。

同时，泰勒还撰写了经典教材《经济学》，

书中运用了大量的图标、现实案例以及分析经济

政策的现代方法，以简单、直观、易记的方式向

没有任何经济学基础的学生和读者讲授现代经济

学，注重学术性和培养学生经济学直觉，被公认

为新一代经济学教学的典范。这套教材的另外一

位合著者阿基拉 • 威拉帕纳，在斯坦福大学研究

生院深造期间正是师从泰勒教授。师生的合作，

让这套教材成为全美经济学本科采用率最高的教

材之一。

除了《经济学》《全球金融斗士》，泰勒还

撰写了《第一原则：重建美国繁荣的五大要素》

一书。在这本书中，泰勒认为美国陷入次贷危机

以及长久复苏乏力的原因在于政府过多的干预，

偏离了建国之初的原则。在写作上，泰勒被认为

是具有高超技巧的作家，加上深厚的经济学理论

基础和实战经验，让泰勒的著作都具有清晰简明、

实用性强的风格。

教学方法上注重灵活、著作阐述上追求简

明，这并不意味着泰勒是个温和派。反之，在泰

勒规则等专业领域的研究上，泰勒是个典型的

“强硬派”。面对否定的声音，他惯于以严谨的

理论分析来解释“你是错的”。凭借着在货币政

策、货币理论研究领域的坚持和深入研究，泰勒

自 2009 年起连续多年被认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

的最热门人选。

陪跑诺贝尔、落选美联储主席，这些对于

71 岁的约翰·泰勒来说都不过尔尔。毕竟，以

他命名的泰勒规则，已经成为经济学理论研究和

美联储史上不可抹掉的一笔。

另一方面，泰勒还专长于宏观经济政策建

模，是新凯恩斯主义货币分析的奠基人之一。

具体来说，泰勒对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贡献体

现在：一是提出了“长期合同论”，为凯恩斯

主义工资和价格的名义刚性理论提供了微观基

础，且具有实践意义；二是将理性预期模型纳

入新凯恩斯主义理论框架，推动凯恩斯主义理

论的自我超越以及和其他经济学派的融合，使

其更具适用性，更好服务于现实经济决策；三

是提出“泰勒曲线”，提供一种新的经济平衡

路径，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实践具有指导意

义。泰勒曲线实际上是泰勒规则的衍生品，相

比于菲利普斯曲线，泰勒曲线更符合现代经济

发展需要。泰勒与其他经济学家在这三个方面

的工作，直接推动了凯恩斯主义理论的重生和

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繁荣。

就泰勒在货币政策、货币理论等方面的研究

来看，他始终不断追求理论性和务实性的最大融

合。当然，泰勒规则也好，新凯恩斯主义也罢，

都不是尽善尽美的。但围绕泰勒研究产生的一系

列新的研究领域，都昭示着泰勒思想和理论的强

劲生命力。

传道授业的多面手
作为著名的经济学教授，泰勒在专注经济学

研究的同时，更肩负传道授业的使命。《华尔街

日报》曾这样评论泰勒：他面容冷峻，很难想象

学生们在他的课堂上被逗得前仰后合。执教 40

余年的泰勒，独特的教学法使他在经济学入门的

教学中铸就了一段人生传奇。

1973 年至 1980 年，泰勒任教于哥伦比亚大

学，1980 年至 1984 年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后

来回归到斯坦福大学任教至今，教授斯坦福经济

学入门课程和货币经济学博士课程。在教学中，

泰勒不拘一格。讲授需求曲线的移动时，他可以

装扮成加州提子干模样，和着“摩城王子”马文·盖

《华尔街日报》
曾 这 样 评 论 泰
勒： 他 面 容 冷
峻，很难想象学
生 们 在 他 的 课
堂 上 被 逗 得 前
仰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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