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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诺贝尔经济学奖（The。
Nobel Economics Prize）全称为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17he Bank of Sweden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of Alfred Nobel）。
2009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告，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
姆（Elinor Ostrom）和奥利弗·E.威廉姆森（01iver E.Williamson）。
至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走过了其41年的辉煌历程。
作为当今世界社会科学领域杰出人才的代表群体，至今为止的6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绝大部分来自
于欧美高校。
未来我国高校中，能否产生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这样的大师级杰出人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命题
。
通过对获奖者成长之路和学术成就的梳理和总结，将有助于我国经济学人了解历届获奖者攀登科学高
峰的奋斗历程，系统把握当代经济科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和主要成就，有助于我国教育科研机构进一步
认识杰出人才的成长规律，从而为我国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环境营造提供新的思路和借鉴。
诺贝尔奖创设于1901年，当时的奖项设置为和平、物理学、化学、医学和文学五大类。
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总裁P.阿斯布林克在庆祝建行300周年时，倡议设立“瑞典中央银行300周年纪念
基金会”。
在瑞典原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主席G.缪达尔的推动下，诺贝尔基金会、瑞典皇家科学院和中央银行董
事会达成协议，由瑞典中央银行创设诺贝尔经济学奖基金，其正式名称为“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
瑞典银行经济科学奖基金”。
1969年1月，瑞典政府将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规则正式编入法典。
法典规定：此项奖应按1895年u月27日诺贝尔的意图，每年发给在经济科学领域完成一项有杰出意义工
作的人。
与诺贝尔奖的其他奖项一样，诺贝尔经济学奖遵照诺贝尔的意愿，获奖者必须取得“对人类幸福做出
重大贡献的科学发现”、弘扬诺贝尔“最高意义”的科学精神。
诺贝尔经济学奖对经济学的诠释是相当广泛的，除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外，那些与之相关的学科（如管
理学、政治学、社会学、数学、历史学、心理学等）的研究也包涵在内。
跨学科成果获奖的学者不乏其人，且有增多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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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当今世界上经济科学研究领域的最高奖项。
1969～2009年，全世界共有64位学者获此殊荣。
《诺贝尔经济学奖之路》从生平简介、学术贡献、社会影响和代表著作四个方面，对获奖者的情况进
行了梳理和总结，系统描述了他们攀登科学高峰的奋斗历程，概括展示了当代经济研究的发展脉络和
主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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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929年，刚离开莱顿大学的时候，丁伯根曾在荷兰鹿特丹监狱管理机关工作一段时间，随后进
入荷兰中央统计局并一直工作到1945年，期间只有1936～1938年作为专家I临时在国际联盟秘书处工作
，做商业循环研究。
这一阶段是丁伯根经济学研究的奠基时期，其主要贡献是从事经济计量学的创建工作。
一方面，他和弗里希一起积极开展学会的组织工作，邀请各国著名经济学家于1930年在美国克利夫兰
成立了国际经济计量学学会，并且从1933年开始定期出版《经济计量学》杂志，以推动经济计量学研
究；另一方面，丁伯根努力从事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的研究，为经济计量学尤其是动态经济分析奠定基
础：首先，他是提出“蛛网理论”的三个经济学家之一，该理论成为后来运用差分方程进行经济分析
的所谓现代动态经济学的起点；其次，丁伯根根据历史资料，利用数学和数理统计方法对各种商业循
环理论进行统计检验，发表了经典文献《商业循环理论的统计检验》。
在该著作的第二册《美利坚合众国的商业循环，1919～1932年》中，丁伯根为美国经济建立了一个完
整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一共包括48个方程式，把通行的统计方法用于宏观经济问题的分析，从而开
创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分支，即经验宏观经济学。
它表明，在经济研究中对数学的应用方面，丁伯根已经比弗里希更进了一步。
除此之外，丁伯根在经济计量学学科建设上的贡献还有一本应该提到的著作，即他1941年发表的《经
济计量学》。
该著作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把当时经济计量学已经取得的成果系统地介绍给没有受过数学训练的经济学
家，客观上扩大了经济计量学的影响。
1945年，丁伯根被提升为荷兰政府中央计划局局长，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随即把自己的全
部精力倾注于荷兰的经济重建工作中。
丁伯根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同国家所面临的现实经济社会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在利用决策模型帮助制
定政策和重建荷兰经济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
这一时期，他的理论贡献主要是把他在荷兰中央计划局的经验和在经济政策领域内参加讨论的结果提
高为系统的经济政策理论。
1952年发表的《经济政策论》、1954年发表的《经济政策的集中和分散》以及1956年发表的《经济政
策：原理与设计》是他这个时期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总结，其中，《经济政策：原理与设计》是其
代表作，是他的所有著述里被查阅最多的书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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