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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诺奖为何发给这几位学者？ 

今年的诺贝尔奖与其说是给一种理论颁奖，倒不如说它是在给一种研

究方法颁奖。过去 30 年以来，经济学界有一个新的潮流——经济学的研

究越来越注重从数据中来验证或发现一些经济学的道理、新的现象。 

为什么这么说？在此之前，大家都认为有些经济学原理是天经地义的

道理，不需要用数字证明，比如说价格提高了，需求就该下降。工资提高

了，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下降。如果政府强制提高工资，企业就应该

减少用工。但是最近这 30 年以来，经济学家们认为不能够想当然，一定要

用要从数据出发来验证这些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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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奖有一半是发给了劳动经济学。所谓的劳动经

济学实际上应该有更广义的理解，就是用大量的数据统计，去验证或者发

现一系列的社会现象。获奖人之一大卫·卡得（David Card）最重要的一个

工作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另外一个已经去世的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用数据去检验，政府强制企业提高最低工资会不会减少企业用

工。 

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拍脑袋来想，当然会减少。但是他们通过数据实

验发现结果并非如此。他们找了相邻的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去做观察。

结果发现，最低用工工资提高的新泽西州，用工数量反而提高了。 

这个结果在经济学界引发了大量的争论，有人说他数据搞错了。我认

为他们是对的，因为现实生活中影响劳动用工的因素太多了。最低用工工

资增加，撬动一些本来不想申请工作的人来申请，申请的人增加了。厂家

就可以在更多的申请人中，选择一批高质量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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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可以得到这样好的结果，为什么企业不主动提高工资呢？因为企

业也有复杂的决策机制，企业的决策也可能并不是最优的。通过这个案例

我想说明，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大卫·卡得（David Card），他的贡献就

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 

另外一名获奖人乔治华·安格斯特（Joshua Angrist）最著名的一个研

究是服兵役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这个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学，而且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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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问题。 

越战时期，美国强制服兵役，开始用随机抽签的方式来决定谁会去服

兵役。这种随机抽签排除掉了一些人工选择因素，比如学历、个人意愿等

等。所以最终的结果更有客观性。他发现被抽中当兵的人，10 年以后，他

的工资比没有抽中当兵的人低 15%。这是一个随机试验。 

格多·依姆本斯（Guido Imbens）纯粹做计量学方法，他设计了一套

统计方法，解决抽签的问题。因为抽签中，可能还会有一系列复杂因素。

比如没有被抽中当兵的人，可能最终也选择当兵了。但是，你并不能保证

抽签的和不抽签的人完全一样，被抽签抽中去当兵的人里面可能还有很多

复杂因素，再如何进一步把这些因素分出来？比如没有被抽中当兵的人，

可能中间有一部分人也选择当兵了，怎么对比？这里还有很多复杂因素。

哪些因果关系更强？ 

严格来说，今年的诺贝尔奖，奖励的不是一个具体理论，而是一种方

法论。而这个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讲，回归经验主义而非理性主义。社会

发展是有理性的，而经验主义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只认数据的验证。总结

来说，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是对经济学发展新潮流的肯定，包含两

方面，一方面是一切从数据出发的实证方法，另外一方面是计量经济学方

法论。 

经济学奖更关心经济学自身问题，而非肯定某一学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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