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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事实为依据

本书作者阿比吉特 · 班纳吉（Abhijit V. 
Banerjee）和埃斯特 · 迪弗洛（Esther Duflo）都是

201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们在本书开篇指

出，人们的核心观念“成为优于收入、所在人口

群体、居住地等因素的政策观点预测依据”。主

观观念逐渐超越更为客观的预测依据，反映出了

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例如，在美国，“1960 年，

大约 5% 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表示，如果他们

的后代与其他政党的人结婚，他们会感到气愤。

2010 年，近 50% 的共和党人和逾 30% 的民主党

人持有相同观点”。

在本书中，两位作者从经济学家相对确定的

观点出发，寻找当今时代重大争论的共同点，比

如关于移民、贸易、经济增长、气候和社会政策

的争论。他们用质朴的文风证明，严谨的经济思维，

辅之以细致的实证工作，可以影响形形色色的政

策问题。这两位作者之前曾倡导在实证发展经济

学中应用随机对照试验，并因此声名大噪，他们

在本书中也使用随机对照试验方法来解释许多没

有事实支持的争论，或者解释其事实支持具有误

导性的争论。在整本书中，他们研究了许多群体，

这些群体的唯一区别就是所处的外源性事件背景

或者政策不同，除此之外境遇相仿。其中一个案

例是新西兰的签证抽签，申请人均来自太平洋岛

国汤加，研究结果显示，中签的人在获得签证后

的一年内收入增加了两倍，由此支持了工资差异

“完全是由于所处地点不同而造成的”这一结论。

本书中在许多场景中都进行了随机对照试验

讨论。关于贸易一章从基本理论入手，介绍了李

嘉图（Ric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以及斯托尔帕 -
萨缪尔森（Stolper-Samuelson）关于贸易对要素收

入的影响的定理。关于增长的一章将我们从索洛

（Solow model）模型的收益递减理论带至罗默的

创新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s）理论，后者可以

克服整个经济中收益递减的问题。贸易方面，只

要认识到资本和劳动力的再分配都没有通常所想

的那么简单，预期收益就会降低。增长方面，作

者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几代经济学家尽了最大努

力去探索，但经济持续增长的深层机制仍然难以

捉摸”，并建议利用随机对照试验的成果，关注

减贫问题。

关于气候的一章则认为气候变暖将对赤道附

近的贫穷国家带来巨大损失，但他们一反常理，

提出“如果全球变暖 1—2℃，北达科他州的居民

大多会感到十分高兴”，当然这是在忽略极端天气

事件等其他气候变化影响的情况下。

本书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作者对于人

们视作理所当然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性研究，他们

希望藉此减少两极分化，并有利于在确凿证据和

严谨分析的基础上设计出更好的各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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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观念逐渐超越更为客观的预
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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