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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城封面人物 /

! ! ! !迪顿教授说，他毕生主要的研究重点之一，
是想去理解“为什么人们会消费，为什么人们会
储蓄”。他发现在中国，就消费和储蓄这两方面，
中国人的行为存在很大的谜团。今年早些时候
到访中国，教授曾提出，中国现在进入了家庭消
费的时代，中国人更加关注生活环境和生活品
质的改善。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老百姓对于并不明
朗的经济前景，谨慎地捂住口袋，消费时显得小
心翼翼。作为经济学家，他可以给中国老百姓提
出哪些建议，说服大家更乐观地去消费？本报记

者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教授。老先生顿时微笑起
来，点头说：“你提的问题非常好。”

他说，中国长期以来有一个令人不解的现
象，就是人人都在拼命地储蓄，存很多钱。西方
的经济学家们努力想了解，这到底是为什么？从
他的角度看，一般来说不鼓励政府插手，但是目
前的情况，也许中国政府可以做的，就是告诉广
大百姓家庭，大家现在已经储蓄得够多，放心消
费的时机到了。

鼓励消费，政府要让百姓吃上“定心丸”，完
善一系列的制度。他给出了三个建议：

一是开发信贷市场。但是，要在非常谨慎和
管理良好的情况下，开发信贷市场。也就是说，
让老百姓买东西，不见得需要存了钱才能买，可
以通过一些信贷等途径购买，然后靠合理的计
划实现还款。二是放开独生子女政策，这已经做
到了。家庭多生一些孩子，做父母的有更多意愿
花钱在孩子身上。三是政府要让所有的民众对
医疗保障等问题放心。说服大家，我们国家有良
好的医疗、养老政策，使人们不必为焦虑将来养
老问题而不断地存钱。

而进入消费时代带来的美好愿景，如他之
前所言：“中国蒸蒸日上，相信未来将有更好的
环境和保障体系。中国人更多消费，少存一点
钱，将为整个中国经济的增长带来更多贡献。”

! ! ! !迪顿教授曾称自己是“数据哥”。他热爱收
集和分析各种数据，目标之一是研究如何去衡
量国家内部和全球的贫困以及不平等。
他反对富国对穷国直接援助，立场坚定。因

为援助会破坏本国能力的发展，而穷国最需要
的是建立起一个有效政府。正因为如此，他曾特
别肯定中国的脱贫发展工作。

他对于贫困和健康的关系也有深入的研
究。他说，科学研究已经表明，早期儿童智力开
发特别重要，尤其是 !"#岁时期。他在普林斯顿
的同事研究过，在美国个子高的人普遍比个子
矮的赚得多。“很多人矮，是因为儿童时期营养
不良，这直接影响了个人的感知能力和正常智

力的开发和发展。”
中国一些农村地区存在很多留守儿童，父

母去了大城市打工，他们的成长期没有足够的
营养和家长的陪伴。他认为，这个现象，必须成
为国家决策者的一个决策重点，要使孩子们生
活得更好。要么是让大家到城市里面来变得容
易，要么是让留守在农村的人们能够生活得好
一些。他同时批评说，相比中国，印度这方面的
情况要糟糕很多。
“不少人问我：怎么才能解决中国的贫困问

题？因为仍有很多中国人被经济发展抛到了后
面。其实你们做的已经比世界上很多国家要好
得多。印度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完全比不

过中国的速度和成就。”他相信，中国现在这些
现象是暂时的，会通过政策引导加上经济增长
逐步得到解决。

既得利益者可能会阻碍后来者的追赶，是
迪顿教授近年来花很多时间研究和思考的问
题之一。社会的确存在着不平等的状况。他明
确表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实是一件好
事。有些人之所以致富，是因为他们有一些创
新的做法，或者做了一些新的投资。他们的行
动不仅使自己获得了回报，同时也为所有的人
带来了好处，帮助了其他人。“那么，为什么不
值得鼓励呢？”

然而，怎样控制先富起来的那批人阻碍后
来者变富的寻租现象？他认为这其实是很难解
决的问题，也是需要政府在决策中重点考虑的
问题之一。

! ! ! ! 作为微观经济学
家，迪顿教授擅长用调
查问卷的方法，获得大
量来自一线的准确数据
用于研究，获得令人信
服的结论。比如，大家很
想知道，他做过关于收
入与生活满意度的深入
分析，对于幸福和金钱
之间关系的探讨，得出
什么样的结论？“数据
哥”教授显然很喜欢这
个题目，这样回答本报
记者：“关于幸福，我愿
意花很多时间来谈，今
天一天也可能说不完。”
幸福与对未来的美

好预期正相关。他表示：
“简单说来，我的确认为
更多的收入能够增加个
人的幸福感。幸福对于
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
要。当你知道生活会越
来越好的时候，你的幸
福感就会加强。还有一
个增加幸福感的因素是
健康，当你知道你活得
很健康，生活会更好，你
就会拥有更多幸福感。
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说
‘物质上的东西可能比
起精神来说不那么重要’，但是其
实有很多东西当你能够有把握的
时候，的确让你更加幸福，其中也
包括各种各样的沟通手段。我们
知道能够互相沟通，也能让我们
感到幸福。”
在他看来，中国人可能低估

了自己的幸福感。他拿自己打比
方：“我是苏格兰人。苏格兰没有
人愿意承认自己是幸福的。当别
人说：你好像看上去很幸福？我们
苏格兰人往往会回答：哪里的话，
我不怎么幸福。”迪顿教授觉得，
中国人这方面有点像苏格兰人。
他发现，其实在亚洲地区都有这
样的现象。无论是韩国人、日本
人、新加坡人，如果你问他们“你
是不是感到幸福”，他们给出的答
案，可能不会承认自己“有那么幸
福”。“所以我觉得中国人表露出
来的幸福，往往会打一点折扣，这
跟我们苏格兰人一模一样。”

———专访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教授
建言乐观消费 解开“幸福密码”

首席记者 谈璎

! ! ! !风物长宜放眼量。对于决策者及投资者而
言，当下全球的经济状况不能不令人忧心忡忡。
西方发达国家自从 $!!%年金融危机甚至更早
开始，就已经进入了一个经济持续下行的阶段。
迪顿教授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困难、极具挑战性
但是又是激动人心的时期，关系到所有的人，包
括消费者和投资者。他对长期的经济发展抱有
乐观的态度，尤其是对中国。
“大家看到的是，中国作为近些年来经济增

长的‘超级明星’，这几年里有所放缓，其实中国
经济这样的增速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眼里是
非常值得羡慕的。”迪顿教授说，世界上还有其
他一些经济增长的亮点和投资机会。比如印度，
印度的经济增长没有放缓。日本现在相较过去
的二三十年来讲，经济增长也相当亮眼。

迪顿教授强调说，从非常长期的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把全球经济比作一辆在路上行驶的汽
车。这条路颠簸不平，但是观察过去 &!年乃至
$&!年，全世界在经济增长方面的进步是巨大
的，尤其是中国。长期来看，这个增长会继续。所
以可能不是说世界的每一个地方，但绝大多数
地方都已经或者是持续看到增长。

迪顿教授指出，现在媒体上一些报道总是
发出“经济增长在放缓”的论调，但是媒体上很
少有人说，如果从婴儿出生夭折率来看，同 &!

年前比，现在有着巨大的进步，而人均寿命也有
显著的提高，平均大约提高了 $!年。“所以提醒
大家，我们在关注‘放缓’这些趋势的同时，也要
关注长期发展的这些积极趋势。”

对于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都在进行的创新竞
赛，迪顿教授认为创新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正
是因为创新，使更多的人摆脱了贫困，日子现在

相对过得比较富裕，而且人的寿命也越来越长。
所以，到底谁在这个创新的竞争当中获胜，他觉
得并不重要。所有的创新，都有益于人类的进步
和福祉。

而就大家普遍关心的房产泡沫问题，迪顿
教授打趣说，可能别人有误解，觉得他得了诺
贝尔奖，一定能回答任何问题。他不是这方面
的专家，只能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推断。定
价泡沫是存在的，潜在的这种泡沫具有很大的
危险性。美国之所以引发了 $!!% 年的金融危
机，房产以及其他领域产生的泡沫无疑起到主
要推动作用。
“这几年来我一直在尽力研究，这些金融工

具对于金融危机也好，对于整个经济体也好，究
竟扮演着什么角色。但是是什么导致了 $!!%年
的金融危机，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基本上没有
一个共识。金融工具在危机当中肯定扮演了角
色，但是反过来也可以讲，如果没有这些金融工
具，结果可能会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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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在颠簸道路上前行

鼓励!先富起来" 抑制寻租现象

中国人不妨少存一点#乐观消费

!"#$

! ! ! !安格斯!迪顿教授"!"#$ 年诺贝

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为消费#贫穷与

福利方面的分析研究做出重要贡献$

他也是中民投全球专家咨询委员会

今年的新委员$

迪顿教授 #%&$ 年 '" 月出生于

苏格兰爱丁堡" 在剑桥大学获得学

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他是一位微观

经济学家"在英国时就展现了过人的

计量才华& 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

的影响力无人可比"被称为计量经济

学双塔之一 " 也是美国经济协会

()*)'前主席"著作等身"获奖无数&

迪顿教授上周在西郊宾馆参加中

民投全球专家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

议"并接受了采访&全球专家咨询委员

会作为中民投的智库机构" 已汇聚了

十余位来自全球政治% 投资和学术等

领域的顶级专家& 作为中国民营资本

的代表"中民投布局(一带一路)"建设

$"亿美元印尼产业园"!$亿美元收购

美国思诺保险" 在宁夏打造全球最大

单体光伏电站" 购买 '""架空客直升

机等一系列(大手笔)"背后都凝聚了

(外脑)们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入解读

的和行业趋势的精准把握$

迪顿教授慈祥和蔼" 有问必答$

如果记者问出一个精彩的问题"他会

像老师夸奖学生一样给予表扬$ 这是

他第一次到访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