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主
任、就业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被誉
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
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因“在宏观经济跨期决策权衡
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就”，他荣获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菲尔普斯
另一个重要贡献，是继罗伯特·索洛
之后，对经济增长动态最优化路径
进行分析，并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
长黄金律”。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 受访者供图

对话诺贝尔奖得主
2023年，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与此同时，全球供应链重构及保护主义势力抬头，使各国经济面临结构性调整压力。
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世界经济如何复苏？我国经济如何高质量发展？为了寻找答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多位诺贝尔经济

学奖得主。
本期独家对话埃德蒙德·菲尔普斯，听听他对创新的最新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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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
鼓励本土创新 有助于探索新增长引擎

诺奖得主罗伯特·奥曼：
没有激励机制经济将缺乏增长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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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罗伯特·奥曼

罗伯特·奥曼，1930 年出生，数

学家、经济学家。以色列耶路撒冷希

伯来大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

士，曾担任以色列数学学会主席，国

际博弈论学会首任主席。

罗伯特·奥曼是博弈论发展史上

的核心人物，因“通过博弈论分析改

进了人们对冲突和合作的理解”，他

与托马斯·谢林共同获得 2005 年诺

贝尔经济学奖。

罗伯特·奥曼 受访者供图

日前，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独家对话诺贝尔经济学

奖得主罗伯特·奥曼，听听他对激励机
制的最新解析。

谈经济学
大部分经济学都可用“激励”概括

在罗伯特看来，博弈论是关于拥有

不同目标的多个个体或团队在对局中

制定策略的科学研究。在对局中，每个

人都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改

变策略。博弈论最重要的内容是利用

激励机制来实现目标。他认为，“激励

机制是人们在博弈论中最应该掌握的

内容，它并不难理解，却是博弈论的精

华。分析了给另一方或另几方提供何

种激励是非常有必要的。”

罗伯特表示，在经济领域，大部分

经济学都可以用“激励”来概括。“想让

人们按你的想法来做事吗？如果想，需

要给他们激励。没有激励，就没有做事

的动力。”

罗伯特还表示，每个人都有需求，

他们的需求应该得到满足。每个人都

有能力，他们的能力应该得到锻炼。他

们应该根据自己的能力，尽可能多地工

作。比如，一个科学家要尽其所能去做

科学；一个公共汽车司机应该开好车，

服务好公众；一些没有足够食物、衣服、

教育的人，应该得到需要的东西。

“如果不工作，需求也能得到满足；

如果付出巨大努力，却得不到比不努力

者更多的东西，那为什么要努力？”罗伯

特认为，“人们如果没有动力，就不会工

作。经济将会发展得非常缓慢，增长乏

力，这就是为什么激励很重要。没有激励

机制，整个社会的经济将缺乏增长动力。”

谈贸易摩擦
受长期利益驱动会考虑对方利益

记者注意到，2005年，罗伯特在获

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中，曾提到战

争的“经济分析”。“我说的不是如何为

一场战争提供资金，或者如何在一场战

争后进行重建。我说的是导致战争的

动机，以及建立防止战争的动机。”

罗伯特举例，1947年至1991年，美

国与苏联出现了冷战，当时美苏之间的

关系非常紧张。“想阻止战争，显然应该

解除武装、降低军备水平，但解除武装

可能会导致战争。”

罗伯特认为，“激励机制”其实是美

苏没有爆发“全面热战”的原因。他认为，

美苏都拥有核武器，任何一方都不愿用常

规武器攻击对方，因为有被核武器报复的

风险。核武器的存在是为了不被使用，它

会起到震慑作用。双方考虑到对方拥有

核武器的事实，就不会轻举妄动。

“所以，我认为核武器实际上是一

种和平的工具，这可能颠覆你的认知。

核武器的存在对双方来说，对每一方来

说，都给了对方一种威胁，而不至于做

得过火。”罗伯特说。

谈及当前存在的贸易摩擦，他表

示，虽然不清楚细节，但从重复博弈角

度来看，如果双方预期到交易次数会增

加，那么受长期利益的驱动，就会考虑

到对方的利益，为再次合作创造条件。

寄语青年
选择喜爱的事业形成“正向循环”

罗伯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不时会

被问到对年轻人的建议。“我经常被问

到这个问题。”

罗伯特也曾谈及自己青年时代的选

择，“博弈论是应用数学的分支。在我的

学生时代，应用数学是被看不起的。但

是，这丝毫没有影响我对数学的喜爱。”

“我认为当年轻人必须选择职业的

时候，应该选择真正喜欢做的事情。”93

岁的罗伯特对记者说：“如果你喜欢滑

雪，就可以成为一名滑雪教练。如果喜

欢做生意，就应该开一家公司。对于喜

欢做的事情，你通常会做得很好。当你

做得好的时候，就会更喜欢这件事，这

会形成正向循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卢荡张馨心

“许多中国企业，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如果企

业中的更多员工有机会发挥创造力，提
出自己的新方法和新产品，这些企业会
做得更好。”日前，身在美国的埃德蒙
德·菲尔普斯与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跨洋对话时表示，创新并不是精英
的专利，而是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
动、共同改进的，是一种基于大众的、自
下而上的过程。

创新并不是精英的专利

回望70余年学术生涯，谈及最满意

的学术成果，菲尔普斯向记者表示，推

翻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部分，并

建立一种来源于大众创造力的经济增

长理论，是他“最引以为傲的成就”。

“国家的繁荣在于大众的兴盛，即

大众对创新过程的普遍参与。”这是埃

德蒙德·菲尔普斯在国内被引用最多的

观点之一。

本次采访中，谈及创新，菲尔普斯

特别提到十年前他出版的著作《大繁

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在

这本书中，他建立了自己的新理论，即

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的理论。他向记者

强调，这一理论与约瑟夫·熊彼特（1883

年-1950年，政治经济学家，曾任美国哈

佛大学教授）和德国历史学派的其他成

员所阐述的关于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新

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截然不同。

熊彼特认为所有或大部分创新来

自“科学家”和“航海家”等人群，不相信

商业领域也可以创新，商业部门能做的

是运用。菲尔普斯的观点则相左，他相

信商业领域自下而上的大众创新，对未

来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至关重要。

他表示，“创新并不是精英的专利，

而是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共同改

进的，是一种基于大众的、自下而上的

过程。”

创新需要有相应的洞察力

“创新是很难的！”菲尔普斯曾表

示，即使是一个充满企业家精神的经济

体，也可能并不具有很高的创新精神。

他认为，真正的创新并不是注意到一种

机会，而取决于对一种新产品的设想，

一种新方法的设想，还有对经济发展新

的洞悉。这些洞悉和设想，往往来自创

新者个人的知识储备。

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美国生产力

因为商业领域的创新而迅速增长。后

来，欧洲开始转移美国的新技术，几乎

转移了需要的所有技术，但大约到上世

纪九十年代，欧洲的生产力几乎停止增

长。早年，菲尔普斯曾提醒，这一幕也

可能发生在中国。

2014年 3月，在出席《北大商业评

论》主办的第二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

国峰会期间，菲尔普斯就曾提出过这样

一个设问——创新的能力从何而来？

他认为，一个伟大的创新者，像乔布斯，

就有着非常独特的洞察力，知道什么样

的产品能卖出去。实现大规模创新，不

仅需要人们有创新的意愿，同时也需要

有相应的洞察力和愿景。

“海尔是我印象最深的中国企业”

菲尔普斯多次到访中国，并参观过

多家中国企业。采访中，菲尔普斯向记

者分享了他与海尔集团创始人张瑞敏在

创新领域的相似观点。“几年前，我与张瑞

敏进行了交谈，发现他一直在创造机会鼓

励各级员工贡献自己的想法。由此，海尔

也成为了我印象最深的中国企业。”

张瑞敏曾提到，他眼中的企业家精

神不是企业家本身的精神，而是指有多

大的平台能让所有人成为企业家。另

外，好的产品是由好的员工制造出来

的。想提升产品品质，首先要注重员工

价值的最大化。

菲尔普斯认为，像海尔一样能看到

每位员工创新潜力的公司，在中国来

讲，依然是少数。但他也注意到，近年

来，中国已经有意识地鼓励和培养本土

创新。他认为，这将有助于中国探索新

的增长引擎，也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转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卢荡张馨心
(实习生杨林娜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