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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在 1994 年。当时年仅 34 岁的克

鲁格，在劳动力市场已经崭露头角，刚刚被普

林斯顿大学任命为终身教授。时任美国总统的

克林顿任命他为劳工部首席经济学家。不过两

年后，克鲁格离任，回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由

于巨大的压力和责任，他发誓，再也不会回华

盛顿了。 

但这一誓言终究被打破。2008 年年底，一

通来自白宫的电话打到了克鲁格家里，奥巴马

亲选的财政部长盖特纳邀请他加盟财政部。当

时，美国还处于次贷危机的影响下，失业率居

高不下。奥巴马承诺将创造大量的工作岗位，

刺激经济发展，降低失业率。显然，在劳动力

市场钻研的顶级专家克鲁格成为必须要抓住的

“救命稻草”。 

克鲁格不是没有想过拒绝。但盖特纳说：

“美国经济已经处于‘自由落体’的下行状态，

你为什么不来财政部做一些重要的、有意义的

事情呢？”这个要求让他无法拒绝。而且，克

鲁格与奥巴马在哈佛读书期间就已熟识，帮老

友一把也是情之所至。因此在 2009 年，克鲁格

幸福是什么？这个听起来宽泛而又非科学

的问题，极少有人将它纳入经济学的研究中，

艾伦·克鲁格则是这少数中的一个。作为全球

经济学界排名前 50 的重量级人物，克鲁格的研

究领域广泛，从最低工资、教育，到恐怖主义

甚至摇滚音乐会的门票，一一涉足。而这，都

是为了让人们的生活过得更好一些。 

然而，被誉为“幸福经济学”研究员的克

鲁格，却于今年 3 月 16 日在家中自杀，年仅 58

岁，这一消息震惊了世界。家庭和睦、儿女双全、

事业有成，克鲁格的人生看来圆满而幸福，就

在他自杀的前几天，他还在斯坦福大学就全民

基本收入提议做了演讲。或许，在温柔的外表下，

这位致力于让人幸福的经济学家一直在负重前

行。 

三入白宫 
克鲁格是一名赫赫有名的劳工经济学家，

可以说，他在该领域内是数一数二的。而他的

名字广为外界所知，主要是因他曾三度进入白

宫、为两任总统效力。 

克鲁格对幸福以及更广泛的精神健康问题的研究，可能更多是个人关注所推动的，正
如他对音乐的狂热一般。

文  |  本刊特约撰稿人   蔡智群

“幸福经济学”研究员的一生
艾伦·克鲁格：

人物       Fig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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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克鲁格

Alan B. Krueger，1960 年

9 月 17 日 出 生 于 新 泽 西

州利文斯顿，著名劳工经

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终

身教授，擅长运用自然实

验的方法对劳工市场进行

研究。他曾三入白宫，助

力奥巴马推出一系列经济

改革政策，提振了美国经

济。除了经济学，亦在音

乐领域等有所涉猎，并将

之与经济研究相结合，发

表了许多通俗易懂的著作。

2019 年 3 月 16 日于家中

自杀，原因不明。

插画 ｜网中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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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了普林斯顿。没多久他再次被奥巴马请出山，

担任了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任期从 2012

年 11 月到 2013 年 8 月。这次，克鲁格发展和

普及了“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的概念，指出

收入不平等的日益加剧，会导致一代又一代人

的“不健康分化”，阶层固化将会越来越严重。 

得知克鲁格逝世的消息后，奥巴马发表声

明，称赞克鲁格在金融危机后协助政府提振了

美国经济，防止国家进入二次萧条。实际上，

最初克鲁格并没有打算在政府部门发光发热，

成为财政部的首席经济学家和负责经济政策的

助理部长。在任期间，他通过小企业信贷基金

和广受欢迎的“建立美国债券”计划等措施提

振美国经济，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此外，他在

“旧车换现金”计划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

一计划通过向消费者提供折扣来刺激汽车销售，

让消费者换取更省油的汽车。奥巴马称克鲁格

是他提议的很多经济政策背后的“推动力”，

但这份肯定并没有留住克鲁格。 

在政府部门待不住的克鲁格，两年后又返

人物       Fig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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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打算学经济学。 

1960 年 9 月 17 日，克鲁格出生在新泽西州

利文斯顿一个犹太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会计，

母亲是小学一年级的老师。自小克鲁格就成绩

优秀，高中毕业后顺利进入了常春藤名校康奈

尔大学，读的是工业与劳动关系专业。这时候，

克鲁格一心想做个律师。 

但在为本科论文进行数据分析的过程中，

克鲁格发现了实证研究的乐趣。所以本科一毕

业，他就跑去哈佛大学读了经济学，4 年后拿

到了博士学位。毕业的同年，克鲁格选择了前

往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和继续研究。普林斯顿成

为他执教 30 余年的地方，这里距他童年的故乡

也仅仅 80 公里。他的职业之路从此开始，三度

走入白宫更似历练。 

劳工市场顶级专家 
实证研究的乐趣不仅将克鲁格带入了经济

学领域，更让他积极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当时，

全球范围内的经济领域都在进行一场实证革命，

擅长于此的克鲁格来到普林斯顿后，建立了调

查研究中心，率先尝试用自然实验的方法研究

政府政策的效果，利用数据解决了一些棘手的

难题。 

作为新一代经济学家，克鲁格引领了经验

革命，成为劳工市场的顶级专家。这也正是他

受白宫青睐的原因。而在他的系列研究中，最

为著名的便是对最低工资影响的研究。 

凡是鼓吹增加工资，总有一个反对声音在

说：提高工资会使企业减少雇佣人数，增加失

业率。而在上世纪 90 年代，本科经济学的基础

理论也认为更高的最低工资会使人们失业。为

了弄清楚其中究竟，1990 年，克鲁格和经济学

家戴维·卡德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研究的

地域主要是新泽西州和相邻的宾夕法尼亚州。 

1992 年 4 月 1 日，新泽西州的最低工资从

每小时 4.25 美元上涨到每小时 5.05 美元，而宾

夕法尼亚州的最低工资仍然保持每小时 4.25 美

元。克鲁格和卡德通过分析两个州的快餐店数

据发现，即便处于经济衰退期，提高最低工资

标准的新泽西州非但没有增加失业人口，就业

还上升了：该州的 410 家快餐店平均每家增加

了约 2.5 名员工。这并不是说提高最低工资就

一定能促进就业，而是提高工资的坏影响并不

像以往认为的那样绝对。后来，克鲁格又与卡

德合著了《神话与计量学：最低工资的新经济

学》一书，主张适度调高最低工资。这些研究

否定了保守派的传统观点，影响了数百万美国

工人，被称为“最低工资研究的革命”。 

克鲁格采用自然实验的创新方法并不只是

体现在对工资的研究上，他还研究了一系列问

题。比如他在 3 年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阿

片类药物可以解释 20% 劳动参与率低下的原

因——未出勤的男性中有 44% 的人在前一天曾

克鲁格为了更好
地理解人性，曾
“跟踪”了大量
失业者，观察他
们一天的生活，
证明了积极寻找
工作是一项令人
悲哀的高强度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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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过止痛片，美国人均阿片类药物处方率是

经济和合作发展组织国家中最高的。而且壮年

男性退出劳动力市场后，服用止痛片的可能性

是职场男性的两倍。可见，阿片类药物的过度

使用不仅是对各地就业市场的伤害，更是一场

公共卫生危机。克鲁格的研究支撑了“药物滥

用带来坏的经济影响”的结论。 

他甚至为了更好地理解人性，去“跟踪”

了大量失业者，观察他们一天的生活，证明了

积极寻找工作是一项令人悲哀的高强度任务。

在这些研究中，他从不凭空推测，而是收集数据。

通过大量的数据和实验，克鲁格试图让经济学

变得人性化，从而影响公共政策以改善劳动力

市场。 

“让人们生活得更好”，这在克鲁格眼里，

不是一种希冀，而是需要一步一步靠革命推进

的行动。这让他燃起了无限激情，在劳工市场

留下了诸多印记。这些印记中，当然也包括他

执教 30 余年来培养的无数学生。 

在课堂上，克鲁格用数据和模型来讲述生

动的故事，他让一些难以理解或是参与度低的

话题变得有趣。他教课用的电子版讲义只有图

表，没有笔记，也没有备注功能，但他却能信

手拈来、侃侃而谈。学生问他的问题，他也总

是能快速反应，并且给出精彩的回答。即便纠

正别人的错误，他也总是面带微笑、一脸温和。

而当自己的错误被发现时，他也能坦然接受。 

有一次，克鲁格的学生展开的一项研究得

到了初步结果，但意味着克鲁格之前的一篇论

文的结论是错误的。克鲁格反而鼓励学生进行

二次、三次的分析和检查，如果分析是正确的，

他将收回之前的论文、承认自己的错误。用克

鲁格的话来说，“我们站在真理的一边”。 

热情、坚定、博学以及第一手的知识，这

些让克鲁格影响了很多同事和学生。他现在的

同事、以前的学生亚历克斯·马斯教授，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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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过乐队，担任吉他手，梳着朋克风格的发型。

要是跟他聊起鲍勃·迪伦，话匣子就关不上了。 

枯燥的经济学与狂乱的摇滚乐，看似毫无

关系的两个领域，却因为克鲁格的专业与爱好

联系在了一起。他经常举音乐领域的例子，来

阐述对美国经济和社会的看法。比如他曾用演

唱会门票价格的飞涨来形容美国社会的不平等

现象：排名前 5% 的表演者拿走了 90% 的收入，

音乐产业将现实世界“赢者通吃”的逻辑发挥

到了极致。 

克鲁格研究的是关注普通人生活的经济学，

也想让普通人能懂点经济常识，避免屡屡做出

错误的财政决策。所以，他决定干脆借对音乐

领域的研究出版一本大众图书，书名叫《摇滚

经济学》。书里搜集了很多著名歌星的例子，

包括泰勒·斯威夫特等。这部 300 多页的专著

预计于今年 6 月出版，但克鲁格已经看不到了。 

就克鲁格的研究来说，劳工市场、恐怖主义、

摇滚经济以及他所关注的环境污染、教育医疗

等，无不关乎普通人能否幸福生活的各个层面。

而他还切实研究过幸福经济学。他与诺贝尔奖

获得者、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尔曼合著了名为《幸

福》的论文，研究了“主观幸福感”。这篇论

文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有关幸福的最好论文之一。

他还与卡尔曼提出建立“国民幸福指数”。现

在看来，克鲁格对幸福以及更广泛的精神健康

问题研究，可能更多是个人关注所推动的，正

如他对音乐的狂热一般。 

无止境的好奇心，让克鲁格始终保持着强

劲的研究能力，而这也可能将他一次又一次置

于探索的洪荒中。他的内心世界如何，无从得

知。58 岁于学者而言，是才开始收获硕果的

年纪，而他却选择离去，确实让人叹息。但毫

无疑问，他引领了实证经济学的革命，并努力

影响政策以改变世界，这已无愧当代“经济学

大师”之名。 

克鲁格是他成为劳动经济学家的原因。 

跨界“摇滚明星” 
克鲁格留给世间的，不仅仅是对劳工市场

的研究。他长达 21 页的简历包含着令人眼花缭

乱的内容和大量的研究著述以及各种头衔。他

似乎总有着无止境的好奇心，寻找着各种潜在

的研究问题。 

“9·11 事件”发生后，一个关键问题被

提出：恐怖分子是怎么形成的？普遍的解释是

经济落后和教育匮乏导致人们有了极端思想并

走向了恐怖主义。可在克鲁格看来，这种解释

是基于信仰，而非科学依据，他觉得有必要研

究一下。在此之前，恐怖主义作为国际关系和

政治的传统领地，很少有经济学家涉足。但克

鲁格给出了他必须研究这一题目的两点理由： 

一是参与恐怖主义只是职业选择经济学的

一个特殊应用。有人选择成为医生、律师，有

人选择成为恐怖分子。而经济学可以帮助人们

理解这是为什么。二是在 1997 年，他就针对德

国 543 个城镇的犯罪率进行了研究，发现恶劣

的经济条件并不能刺激人们产生仇恨犯罪。 

2008 年，基于 143 个国家的民意调查和对

恐怖活动进行分析，克鲁格写了《什么造就了

恐怖分子》一书。这部“跨界”著作一经出版，

就好评如潮。书中指出，绝大多数恐怖分子实

际上来自中产阶级，而且接受过大学教育，因

此他提出美国不应该浪费时间试图通过援助和

教育来打击恐怖主义。他的研究也首次表明，

当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另一个国家的领导和政策

持否定态度时，恐怖行为更有可能发生，而经

济发达、公民自由程度高的国家最有可能成为

恐怖分子的目标。 

克鲁格的跨界远不止在恐怖主义经济学的

研究上，他还研究音乐。空闲之余，克鲁格对

音乐有着狂热的爱好，尤其是摇滚乐。早年他

无 止 境 的 好 奇
心，让克鲁格始
终保持着强劲的
研究能力，而这
也可能将他一次
一次置于探索的
洪荒中。他的内
心世界如何，无
从得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