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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现代经济金融学发展
从诺贝尔经济学奖

经济发展的脉络隐藏在历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里。

文  |  陈琛

202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名单揭晓，戴维·卡

德、约书亚·安格里斯特和圭多·因本斯三人

摘得桂冠。他们的文章以及所开发的技术工具

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对劳动经济学的经验研

究，二是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经济学领域的最高奖

项。从历年奖项来看，获奖领域包括了宏观经

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很多其他的

经济学分支。经济学思想已经被应用于越来越

多的社会科学领域中，相关学科理论方法的引

入也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学研究的深入。经济学

是解决时代重大问题的学科，纵观经济思想史，

可以发现它曾数次在世界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

用。研究历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助于厘清经

济金融学科的发展脉络。

宏观经济思想的三次分野
1929 年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一次分野。大

萧条打破了古典主义的理论，仅凭市场“无形

的手”不再能够和谐配置资源。在此背景下，

凯恩斯主义迅速发展，政府“有形的手”通过

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干预经济，弥补市

场机制失灵。

20 世纪 70 年代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二次

分野。政府干预过度导致滞涨，凯恩斯主义受

到挑战，货币主义、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

供给学派等兴起，古典主义理论再度复兴。

2008 年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三次分野。全

球金融危机带来宏观经济学的反思，新凯恩斯

主义再度兴起。各国政府普遍采取 QE、负利率、

积极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避免了大萧条，但

也带来了金融风险、资产价格泡沫等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成果大体符合宏观

经济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在 20 世纪 70 年代，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者主要是凯恩斯主义者；

80 年代以后，芝加哥学派的获奖者与凯恩斯主

义的获奖者数量基本相当；90 年代以后，新古

典主义者开始受到诺贝尔奖的青睐。进入 21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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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以来，新凯恩斯主义的获奖人数逐渐增加。

诺贝尔经济学奖从理论走向实践
纵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历史，可以发

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侧重越来越从宏观走向实

践。2013 年的因对资产价格的实证分析而获奖

的尤金·法玛、拉尔斯·汉森和罗伯特·席勒

与 2017 年因研究人类特质如何影响个人决定，

进而影响市场效果的获奖者理查德·塞勒，都

是行为经济学研究学者。

2018 年威廉·诺德豪斯建立了气候 - 经

济综合评估模型，研究经济活动和气候变化之

间的双向反馈循环，能够模拟经济和气候在不

同的自然、市场与政策假设下如何共同演化，

进而在不同全球场景和政策干预中做出最优选

择。诺德豪斯的模型包括碳循环、气候和经济

增长三个模块，可以改变变量得出保持现状或

采取不同政策干预会产生的不同结果，有助于

将现阶段市场引向能够平衡可持续的合理碳排

放水平。该模型现在广泛传播，用于模拟经济

和气候的共同演化方式。该模型还用于检验气

候政策干预的结果，比如碳税。

2019 年的获奖者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

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利用创新的研究

方法，深入发展中国家的乡村，进行田野实验，

比较不同政策措施的效果差异，针对发展中国

家最常见的教育、健康、新技术、小额贷等问

题进行一系列试验研究，得到了一系列因地制

宜的减贫措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借鉴。

2020 年获奖者保罗·米尔格罗姆和罗伯

特·威尔逊改进拍卖理论，设计了合理的拍卖

模式。他们发明的同步多轮拍卖，为无线电频

道在全球范围内的销售带来了巨大收益。除此

之外，这种拍卖模式也可用于政府电力和天然

气的拍卖，使全世界的买方、卖方和纳税人受益。

2021 年的获奖者戴维·卡德、约书亚·安

格里斯特和圭多·因本斯的研究更是借鉴自然

科学的科学思维，结合经济社会大数据，探寻

隐藏在人们感兴趣的民生和社会问题背后的因

果关系，他们的著作也经常在经济生活中被借

鉴和引用。

通过碳排放、贫富差距、普惠金融、拍卖

理论、因果关系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近些年诺

贝尔经济学奖已经从理论走向了实践，从高冷

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转向了对更接地气的经济金

融实际问题的研究。经济学家们重视不断提出

和发展新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改进方法论，

并将其运用于经济研究和实践中，推动了经济

学研究的现代化。应用经济学家、行为经济学

家、实验经济学家直接将心理学、社会学的理

论成果与主流经济学理论对照结合，不但转变

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使经济理论能真正

对实践产生影响并解决实际问题。

2008 年 是 宏 观
经济思想的第三
次分野。全球金
融危机带来宏观
经济学的反思，
新凯恩斯主义再
度兴起。

（作者供职于国网英大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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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情况

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瑞典中央银行于1968年成立，1969年首次颁奖，至今共计颁奖53届，89人获奖。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经济学领域的最高

荣誉，获奖者的贡献对学术界、商界乃至政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获奖理由：建立了基于理性预期的宏观经济动态模型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 突发事件和经济政

策变化对经济有何影响，他们对宏观经济中的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为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指导。

获奖理由：创建“稳定分配”理论，并进行“市场设计”的实践。传统的经济理论研究以价格机

制为中心的市场如何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两位经济学家研究了在价格机制无法发挥作用时应当

如何匹配资源的问题，并设计出了优化资源配置的匹配算法。

获奖理由：对资产价格的实证分析。奠定了人们目前对资产价格理解的基础，资产价格一方面依

赖波动风险和风险态度，另一方面也与行为偏差和市场摩擦相关。

获奖理由：对市场支配力和监管的分析。在博弈论、产业组织理论和激励理论等方面均做出了开

创性的贡献。

获奖理由：对消费、贫困和福利的分析。提供了定量测算家庭福利水平的工具，这一工具有助于

更准确地定义和测量贫困，对政策制定有重要意义。

获奖理由：在契约理论方面的卓越贡献。有助于认识现实生活中的契约和制度以及合同设计中的

潜在缺陷，研究在制定合同时如何平衡组织和个人的供应和需求、风险与动机，对最优契约安排

的分析使许多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得以完善。

获奖理由：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将心理学假设融入经济分析中，探讨有限理性、社会偏好及缺

乏自制力等个人特质会如何影响个人选择，从而影响市场。

获奖理由：在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研究中的贡献。诺德豪斯是环境经济学的开拓者，奠定“绿

色 GDP”核算的理论基础。罗默是内生增长理论的创建者，提出“宪章城市”理论。

获奖理由：减轻全球贫困研究。将实验方法引入发展经济学，使得这一曾经失去关注的学科重现

生机，其科学方法更是大大增强了全球抗击贫困的能力。

获奖理由：对拍卖理论的改进和对新拍卖形式的发明。为难以用传统方式出售的商品和服务开发

了拍卖形式。

获奖理由：提供了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新见解，并展示了可以从自然实验中得出关于因果关系的结论。

2011 年：托马斯·萨金特和

克里斯托弗·西姆斯

2012 年：阿尔文·罗斯和劳

埃德·沙普利

2013 年：尤金·法玛、拉尔

斯·汉森和罗伯特·席勒

2016 年：奥利弗·哈特和本

特·霍尔姆斯特伦

2018 年：威廉·诺德豪斯和

保罗·罗默

2020 年：罗伯特·威尔逊、

保罗·米尔格罗姆

2021 年：戴维·卡德、约书

亚·安格里斯特和圭多·因

本斯

2019 年：阿比吉特·班纳吉、

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

雷默

2017 年：理查德·塞勒

2015 年：安格斯·迪顿

2014 年：让·梯若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