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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物

杰里米·克里夫特对经济学理论家阿维纳什·迪克西特的采访

“胜利期待着那些万事皆有准备的人，人们称之

为运气；失败注定属于那些没有及时采取必要预防

措施的人，这被称之为坏运气。”

 ——摘自罗尔德·阿蒙森著《南极》

在印度热带地区长大的阿维纳什·迪克西特，其

卧室的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有关冰雪覆盖的南极的探

险书，这让很多人感到奇怪。但这位表情严肃的普林

斯顿大学教授对此有一个简单的解释：这些书籍对于

阐述博弈策略非常理想。探险一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那就是与获得成功的竞争对手相比，另一方注定是失

败的。

“例如，这些英国人认为他们知道一切，没有什

么值得从其他人那里学习的了。”他一边在装修简单

的厨房切着午餐用的三明治一边说，“比方说，《南极

的司各脱》中认为英国海军的等级体制是组织他的

探险队伍的合适方案，然而一个更加公开的参与性组

织体制对于他的小团队实现到达南极的重大尝试更合

适。”

迪克西特将学术研究比作爬山，从山顶向下俯瞰

令人激动人心的感觉让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他是博

弈论的积极倡导者，并认为博弈论已成为经济学基础

框架的一部分。

当迪克西特刚接触到托马斯·谢林的《冲突的战

略》时，就被它吸引住了。托马斯·谢林是交易研究

的先驱之一。“对我而言，冲突理论使博弈论活了起

来。”迪克西特在他位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寓所进

行的一次访谈时说，“正如谢林所言，‘当两个装有炸

药的卡车在单车道公路上相遇时，谁会刹车呢？’”

使学习变得有乐趣

他坚持说，讲授博弈论必须充满乐趣（他已经从

他的讲课中获得奖励），并且他试着通过电影、书籍

和真实生活中的例子来阐述一些重要的概念。

哈佛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说，

迪克西特是他碰到的最好的课堂教师，迪克西特从未

将任何事看作可笑或显而易见的。“不管一个问题看

起来有多么愚蠢，他都会停下来，用手托着下巴，眯

着眼睛，思考很长一段时间，而教室里的其他同学则

会打量着这个愚蠢的提问者”，罗德里克说，“然后他

会说，‘啊，我知道你在想些什么’，然后他会就一个

深入和有趣的问题提出答案，而这个问题是这个学生

从没有想过要这样问的。”

“什么使他如此特别”，他以前的学生卡拉·克里

希纳（现在是宾州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说，“他与

我所认识的其他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将经济学看作

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书籍、电影到与出租车

司机闲聊——任何事都包含经济学内容。他确实热爱

经济学，你会发现他在研究经济学时有多么快乐。”

其他人也称赞他的才智。与阿维纳什·迪克西特

合著畅销书《魔鬼经济学》的合著者史蒂文·莱维特

说，“阿维纳什·迪克西特是我最喜欢的经济学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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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家彼得·尼尔认为，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所建

立的“优美和简约”的模型是最重要的原因。

他们两人将其创新成果只应用于产业组织的经典

问题，即垄断竞争产业是否会导致最优的产品多样性。

但最近几年，许多人将该方法应用于国际贸易。

迪克西特对沃什坦承，他并没有预见到该模型能

够获得如此广泛的应用。“琼和我知道我们正在做一

些不完全竞争条件下易处理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建模工

作，但我们并不认为该模型将会有许多用途——很显

然，除非我们自己写完了所有那些后来发表的论文！”

藤田昌久、克鲁格曼、安东尼·威纳伯在他们合

著的《空间经济学》（关于模型在经济地理领域适用性）

的书中抱怨说，“总之，迪克西特—斯蒂格里茨模型

让我们在微积分的同时进行离散分析。”

广泛的工作

迪克西特自己承认，他的研究兴趣和重点有点

偶然和机会主义。“我一直致力于下一个感兴趣的问

题，不管用什么看起来适合的途径和技巧去解决它，

而从不考虑这一方法如何与全面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

适合”，迪克西特在《热情和熟练：经济学家在工作》

一书中（迈克尔·曾伯格编）写道（见专栏 1）。

拜瑞·内勒巴夫与迪克西特合作撰写了畅销书

《博弈论策略思维》，他开玩笑说 ：“迪克西特是一个

维基百科（在线百科全书）式人物，不管什么时候、

不管涉及经济学的哪一部分，他都能回答你的问题，

并将问题向前推进一步”。

迪克西特还与苏珊·斯克丝合著了《策略博弈》

这一入门级教科书。苏珊·斯克丝以前是迪克西特的

学生，现为卫斯理学院教授。约翰·纳什也是迪克西

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具备一个其他经济学家少有的

特点：很好的幽默感。”

迪克西特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981—2010

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任教。他最初为人所知是由于

他与约瑟夫·斯蒂格里茨合作完成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的

研究，而不完全竞争市场被经济学家称为垄断性竞争。

这一概念是介于纯粹垄断和完全竞争理论之间的中间理

论的基础。纯粹垄断理论提出由一个公司控制市场，完

全竞争理论提出由大量竞争者参与竞争，并且没有一个

竞争者拥有任何市场控制权。

他也因与挪威经济学家维克托·诺曼合著的教科

书（该书以及在寡头垄断和产业组织方面的研究有着

巨大的影响力）《国际贸易理论》而扬名于世。

开创性模型

迪克西特由于“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而

广为人知，该模型已成为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和经

济地理学这一庞大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保罗·克

鲁格曼对该模型作了进一步延伸，并因此获得 2008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该模型首次发表于 1977 年，

随后成为内生增长理论以及地区和城市经济学等新

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被记者大卫·沃什称为简约、

易于使用的“大众”模型之一，这也是麻省理工学

院的特点（沃什，2006 年）。

垄断竞争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受到琼·罗宾逊和爱

德华·张伯伦的推崇，并且多年来一直是基础经济学

的基本内容。但斯蒂格利茨与迈克尔·斯宾塞和乔

治·阿克尔洛夫合作，继续对不对称信息市场进行分

析，并因此获得 2001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迪克

西特则将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模型的成功可

能会让研究经济学思想史的学生感到奇怪，因为这

并不是首次尝试解决不完全竞争市场或垄断性竞争

问题的模型。”在一本分析不完全竞争分析的书（该

书被他们称之为不完全竞争分析革命）中，斯蒂芬·布

雷克曼和本·海德拉这样认为。

“然而，虽然早期尝试的道路失败了，但迪克西

特—斯蒂格利茨的方案最终非常成功，并有可能成

为‘经典’”。

巨大的影响

垄断竞争理论影响了现代贸易理论，牛津大学经

杰里米·克里夫特对经济学理论家阿维纳什·迪克西特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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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23岁

“在我25年研究生涯中所领悟到的所有教训中，”迪克

西特写道，“我发现最有价值的体会是永远像23岁时那样工

作。从这样一个年轻的观点看，我发现很难将此建议给予任何

人。”

迪克西特喜欢大众科学和工程类书籍，他说假装永远保持

年轻的心态是为了避免被他的研究领域和中年人所固有的思维

僵化所限制。

他的研究尽管为外人看来充满挫折和令人畏缩，但他却自

得其乐。“对我而言，相当于在精神上完成了一次新的自由攀

岩，这种方式只是用手和脚向上攀登，甚至只是单独的攀爬，

而不用任何绳索、岩钉或安全带以防止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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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朋友，两人经常在一起聚餐和喝啤酒。约翰·纳

什是现代博弈论的创立者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

者，电影《美丽心灵》就是根据他的经历改编的。

除博弈论和与其齐名的模型外，迪克西特在宏观

经济理论、国际贸易和增长以及发展等方面的基础性

工作也广为人知。但他不断变化的兴趣使他在治理、

制度作用、法律、民主发展和政治分化等领域著述颇

丰。迪克西特说他被引用最多的著作是《不确定条件

下的投资》。该书写于 1994 年，由他和麻省理工学院

的罗伯特·平狄克合著，内容是关于公司如何制定投

资决策。

该书指出大部分商业投资决策固有的不可逆性。

迪克西特和平狄克提出了一种应对由不可逆性所导致

危机的方法：在行动之前等待。等待是值得的，因为

时间会带来额外的信息，然而如果不可改变的决定已

经作出，那么那些补充信息的价值就将失去。

迪克西特在其他领域提出了同样的方法，其论文

的核心就是基于流行的电视连续剧《宋飞正传》的情

节。在这部电视连续剧里，一个年轻妇女必须决定如

何使用限量供应的避孕棉（见专栏 2）。

迪克西特于 2001 年任经济协会的主席，2008 年

任美国经济协会主席，在美国和英国的几所大学教学，

并在 IMF 和纽约拉塞尔·塞奇基金会（该基金会专门

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任职。

从数学到经济学

迪克西特的研究生涯并不是从经济学开始的。他

在孟买大学获得数学和物理学的学士学位。他在剑桥

大学获得了另外一个数学学士学位，并被剑桥学院聘

任为教授。在柯柏斯克里斯提学院，有人建议他阅读

保罗·萨缪尔森创立的经济学分析和杰拉德·德布鲁

的价值理论，从而开始了他新的研究道路。

当他在 1965 年到麻省理工学院时，他开始对经

济学感兴趣，并正式成为运筹学研究部的硕士研究生。

“通过引见，我与弗兰克·费舍尔会了面。弗兰克·费

专栏2

隐藏的模型

在电视连续剧《宋飞正传》中，伊莱恩·贝奈斯

最喜欢的避孕棉在市场上消失了。她跑遍了所有药店

去备货，但供应是有限的，因此她必须重新评估整个

筛选过程。每次她与一个新的男人约会，她都不得不

考虑这个男人是否值得用避孕棉。迪克西特说，当伊

莱恩使用一个避孕棉时，她放弃了一个与更好的男人

约会时使用的机会。多年前，迪克西特开发了一个量

化避孕棉价值问题适用概念的数学模型，由于这个模

型在当时看起来不合适，因此一直保持沉默。在迪克

西特年初从教学岗位退休后，他写道，“我希望我较

为年长的年龄能使我免受政治正确性的限制。”

舍尔对我选修哪些经济学课程提出了建议。他听了我

的经历后说，‘运筹学研究是枯燥的，他只是一些运

算规则’。去进行经济学的研究吧！”

尽管迪克西特坦承他的主要兴趣在思想而不是

人，但他还是转变了研究道路，并对其他人的观点和

研究表示敬意，尤其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同事、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鲁格曼，以及美国首位诺贝

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迪克西特说萨缪尔森将经

济学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教给了他。

“从他自己的工作和教学中，我认识到经济学按

照惯例被划分的所有领域杂乱地与一个大的难题联系

在一起，并且所有领域都具有一个通用的概念框架和

分析方法——选择、均衡和动态。”

混乱的时代

迪克西特称自己为理论家，“尽管是相对偏应用

类”。他于 1968 年开始研究生涯，此时欧洲和美国的

学术界仍处于混沌之中。迪克西特说，当时主流的研

究氛围是明确的左派和非正统流派，研究工作几乎都

不得不与其相关。在这种氛围下，一些主题（如欠发

达国家、城市地区和环境问题）占主导地位。

“回顾那些年，许多经济学研究在这些主题上很

少留下长久的印记。欠发达国家和城市地区问题被证

明政治意味过浓，即使我们能够提出一些好的经济学

建议，但那些建议也可能不会发挥任何作用，”迪克

西特在 1994 年写的一篇文章《我的研究方法（也许

谈不上方法！）》中说。

“不，那些被证明在经济学上有长久价值的课题

非常不同，例如，理性预期理论、信息和激励的作用

以及随后一段时期的博弈论。20 世纪 70 年代初，许

多这些工作似乎是抽象和不相关的，如果这些术语在

当时存在的话，可能将被称为政治错误。”

迪克西特和维克托·诺曼在国际贸易方面的研究

改变了人们在生产要素价格均衡分析上的思考方式。

这一研究考察了商品自由贸易如何影响生产要素价格

（如工资和利率），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大部分

研究国际贸易的学者都承认其影响。

他还将先进的观念从博弈论应用到产业组织的研

究中。他关于投资和进入限制方面的研究考察了公司

在形成超额生产能力战略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并将其作为保护垄断并阻止新企业进入市场的途径。

是什么推动发展？

迪克西特用过去十年的时间考察了是什么因素推

动经济发展，包括治理和制度，并对脆弱国家进行了

研究。脆弱国家是指从冲突或灾难中恢复的穷国。他

说，“治理长期以来被经济学家所忽视，可能是因为

他们认为政府能够有效提供。”然而，欠发达国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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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经济体的经验以及对经济学历史的考察，促使经

济学家研究非政府治理制度（迪克西特 , 2008 年）。

对于这些，他带着习惯性的怀疑态度。

虽然迪克西特承认民主、财产权、合同执行、提

供公共基础设施、用于支持私营经济活动服务的重要

性，但他仍在试着草拟一份加强低收入国家发展所需

的清单。

他说，“在提供不能解决问题的方案方面有着久

远的传统”。2005 年他在世界银行发表激动人心的演

讲，他说他希望解放方案是令人振奋的和关键的，但

应是“公平无私的”。

在许多情况下，他在演讲中提出，对于制度在发

展中所起作用的积累研究能够提供有用或可靠的政策

方案。“我希望给每个人一些激励，以更深入和努力

地思考。”

随后在印度储备银行的谈话中，他说，一般说来，

“自下而上和组织内的改革将比自上而下的改革能更

好地发挥作用。”世界银行的菲利普·科菲（2005 年

迪克西特演讲的提问者）说，普林斯顿教授保持怀疑

是正确的，但“宏观的观念”将有助于指导一个国家

的改革议程。

为有效地工作，迪克西特说，变革必须相互协同

并在几个前端领域进行。“其中一种发挥作用的措施，

我称之为‘战略互补性’，也就是说，如果需要完成

15 项工作，那么完成其中三项并不能达到 20% 的成

效，并且可能收获得更少。你需要完成所有 15项工作，

或至少13项或12项，你才可能看到较大的效果。因此，

第一是战略互补，第二是运气。”

“拿破仑曾经假设，在他的将军中，他最欣赏的

品质是运气，这同样适用于政府和国家。”

经济学和危机

迪克西特最近从普林斯顿大学全职教学岗位退

休，摆脱了全球经济危机后一些饱经磨炼的经济学家

所受的痛苦。他说他们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做法是错误

的。

“事实上，我认为来源于此的经济学理论要比政

策实践更好。基于非常标准理论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

学分析告诉每一个人，这一状况是不可持续的，迟早

有一天房价会出现问题。时间总是难以预测的，但每

一个人知道事情将会变糟。

“但我们不能预测其规模的大小，例如，房价将

会下跌多少。其次，我们无法确认金融危机会对实体

经济造成多大的影响。”

经济学研究应当如何适应金融危机的影响？

“继续向前，我认为最富有成果的研究将来自于

金融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更好的融合。更加重视偶发

的重大事件可能是有益的补充，这些重大事件有的已

经存在于金融理论之中，但很少融入金融实践中。

“但相比起在政界和商界所犯的错误来说 , 真正

的错误并不在于经济学理论，人们实际接受了太多市

场奇迹这样过于简单化的观点，而没有承认亚当·斯

密和许多其他经济学家所告诉我们的很多限制条件，

我们所有人其实都应当了解这一点。”

危机没有走远

目前，迪克西特一年中的部分时间在香港岭南大

学任客座教授，他说目前要发布的最重大的信息是危

机没有走远。

“我们不应认为金融危机已经消失了，”迪克西特

说，“认为我们已经消灭了金融危机是一种幻觉，并

可能是一种危险的幻觉，因为如果你认为你已经消灭

了危机，那么你们的决策者、商业人士、消费者等将

会以更加不计后果的方式作出反应，从而使危机更可

能发生。”

他建议在经济景气时保持稳健，“应当切实汲取

教训，我害怕我们将没有机会汲取教训，即使处于经

济景气的时期也需保持稳健的财政政策。政府应当不

断保持大量盈余，从而当危机或经济萧条来袭时，他

们可以自由支出而不用担心债务。”

“不幸的是，永远不能汲取教训的原因在于：经

济景气时，尤其容易让人产生幻觉，即经济不景气永

远不会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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