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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Daron

 

Acemǒglu是土耳其裔经济学家。维基百科将其姓氏翻译为阿杰姆奥卢,这也是最接近土耳其语发音的翻译。中文网络里对其
姓氏的另一个流行翻译是“阿西莫格鲁”。
  ② 事实上,三位学者的研究领域和所取得的成就不仅限于制度与经济发展领域,但考虑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往往专注于某一个主题,本文
着重梳理三位经济学家在制度的形成与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方面的相关研究。例如,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经济学家彼得·戴蒙
德、戴尔·莫特森和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以表彰他们对市场摩擦和匹配的分析,而戴蒙德在交叠世代模型和社会保障等其他领域也颇有
建树。

[摘 要] 因对“在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响经济繁荣”方面的研究贡献,达龙·阿杰姆奥卢、西
蒙·约翰逊和詹姆斯·罗宾逊三位教授被授予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位经济学家通过创新

的实证策略,发现社会制度是影响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他们也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制度形成的内

生机制。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中最为重要的话题之一,本文系统总结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得主们对于制度经济学视角下增长动力的相关研究,讨论了其研究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启示,并展望

了相关理论研究的发展前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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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经济学

家,分别为麻省理工大学教授达龙·阿杰姆奥卢①

(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
以及 芝 加 哥 大 学 教 授 詹 姆 斯 · 罗 宾 逊 (James

 

Robinson),以表彰他们在“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

影响经济繁荣”方面的研究贡献。阿杰姆奥卢是当

代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现任麻省理工大学

经济学教授,他的研究涵盖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

学、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其最著名的贡献在于

阐明了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同时关注技术变革

对劳动市场的影响等;约翰逊现任麻省理工大学斯

隆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集中在国际经济、发展经济学

以及金融危机等领域,尤其关注制度改革如何实现

危机后的恢复以及长期经济增长;罗宾逊现任芝加

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政

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尤其专注于政治与社会制

度如何影响经济发展②。
经济增长一直都是经济学领域最为重要的话题

董丰 清华大学经济 管 理 学 院 长 聘 副 教

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宏观经济,聚焦

资产泡沫、系 统 性 风 险、绿 色 转 型 和 货 币

财政政策协调等议题,在国内外顶尖学术

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和原创探索 计 划 项 目 及 北 京 市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青 年 学 术 带 头 人 项 目 等。
获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青年学者奖等奖项。

孙浩宁 清华大学经 济 管 理 学 院 经 济 系

博士生,主 要 研 究 方 向 为 宏 观 经 济 学,重

点关注资 产 泡 沫、宏 观 金 融、生 产 网 络 等

研究议题。

之一。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

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曾感叹:“一旦开始

思考经济增长问题,就再也不会去想其他事情。”阿
杰姆奥卢、约翰逊和罗宾逊通过一系列创新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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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揭示了社会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即更加开放包容的制度往往带来更为积极的创新和

更快的经济增长;同时,他们也从理论上讨论了为什

么不同制度会在不同国家形成,强调了精英阶层基

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对社会制度的内生选择。三位经

济学家的一系列研究从制度经济学角度解释了不同

国家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深化了对于制度改革如

何影响经济增长这一重要问题的认识。本文简要

总结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的开创性贡

献,并探讨其研究成果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

启示。

1 经济增长背后的制度性因素

为什么某些国家相比另一些国家长期增长更

快? 阿杰姆奥卢、约翰逊和罗宾逊基于实证分析发

现,社会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更为包

容性(Inclusive)的制度中,个体产权得到保障,机会

更加平等,创新得以促进,经济长足发展;而在更为

掠夺性(Extractive)的社会制度中,个人的创新和生

产成果可能被掠夺,因而缺乏创新和生产的动力,长
期经济发展受到抑制。在2001年发表在《美国经济

评论》上的论文《经济发展差异的殖民起源:一项实

证研究》中,三位经济学家利用殖民者死亡率作为工

具变量,识别了社会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

系[1]。作者认为,在殖民者死亡率越高的地方,殖民

者越容易建立掠夺性制度,即扶植代理政权在殖民

地掠夺资源(例如比利时对刚果的殖民);相反,在死

亡率较低的殖民地,殖民者往往在当地定居并发展

生产,从而形成“新欧洲”(Neo-Europes,如澳大利

亚、新西兰等)。由于社会制度的改变通常面临较大

成本,殖民者所建立的制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

地区现今的社会制度,进而影响经济发展。同时,殖
民者死亡率通常受当地长期以来的疾病等因素影

响,本地人则因已经适应了环境,这些因素与本地的

生产活动相关性较弱。三位经济学家在2002年发

表的论文《命运的逆转:地理和制度在现代世界收入

分配中的作用》进一步发现,在曾经被欧洲殖民的国

家中,500年前较为富裕的国家如今往往更为贫

穷[2]。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欧洲殖民者在原

先较为贫穷的国家中更容易引入鼓励投资与创新的

新社会制度,使这些国家更容易实现资本积累和工

业化。在阿杰姆奥卢和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何失

败: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一书中,两位作者进一

步阐述了社会制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即鼓励

创新、保 护 产 权 的 社 会 制 度 是 经 济 增 长 的 动 力

源泉[3]。

2 制度产生的内生理论机制

既然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那么制

度是如何形成并维持的? 阿杰姆奥卢和罗宾逊在

2000年发表的《西方为何扩大选举权? 民主、不平

等和增长的历史视角》一文中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
解释了为什么不同国家对于社会制度的选择存在内

生差异[4]。作者指出,社会制度是精英阶层(Elite)

和大众阶层(Mass)之间博弈的结果,当大众阶层不

相信政府会在未来进行再分配时,公众的革命压力

会迫使社会精英阶层选择扩大民主,以维持社会稳

定。此后,两位经济学家将这一模型扩展到动态多

期博弈的框架中,进一步探讨了社会制度的变迁问

题。研究发现,在动态情况下,原有的精英阶级可

以通过发展军队或发动政变来镇压革命,因此社会

制度的变革可能受到阻碍;从发展与制度的关系来

看,技术进步虽然可以提升社会的整体生产力,但
它需要包容性更强的社会制度加以使用发展,如若

现有的社会精英阶层不愿意改革社会制度发展新

技术,经济发展可能因此停滞;由于法定(De
 

jure)
权力和实际(De

 

facto)权力的差异,表面的民主制

度可能实际上将权力集中于少部分精英阶层手中,
从而导致社会制度实际意义上的长期维持,难以

实现制度变迁[57]。阿杰姆奥卢和罗宾逊在这方

面的贡献启发了后续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深
入讨论社会制度内生形成的机制及其对经济的

影响。

3 总结与思考

阿杰姆奥卢、约翰逊和罗宾逊的一系列研究表

明,社会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因

素,良好的制度应当保护私人产权和民主,而政府不

应当过度干预资源分配。但他们的研究也引发了一

系列的学术和政策争议。从跨国横向比较的视角来

看,一些学者认为三位经济学家论文中所采用的“殖
民者死亡率”变量构建中存在分类不清等情况,修正

并调整样本后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弱工具变量问

题;同时也有研究发现,在考虑亚洲其他国家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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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者死亡率对于制度的影响便不再显著[8]。
从历史纵向的视角来看,20世纪50~60年代以来,
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崛起过程中,政府的产业政

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拉美国家在20世纪30年

代后保持民主制度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与北美

相比却日渐落后,这都与三位经济学家“民主制度

是增长动力源泉”的结论存在矛盾。文一教授[9]在

《国家为什么繁荣》一文中指出,是“战争—贸易”
循环背景下的强激励机制诱发了文艺复兴前后的

科学革命,欧洲物理、化学、机械技术的发展背后

都有战争目的下的贵族激励体制驱动;林毅夫教

授[10]2007年在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中指出,
经济结构内生于经济禀赋,政府可以基于比较优势

调整资源分配,以实现最适合本国经济现状的转型

发展路径,因此,没有一成不变的“好制度”,经济

的发展取决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能否实现有机

的结合。
在更广义的视域下,阿杰姆奥卢、约翰逊和罗宾

逊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制度健

全的激励体系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无论是三位

诺贝尔奖获得者所强调的民主制度,还是林毅夫等

中国经济学家强调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
其背后的核心都是让创新者和生产者能够获得与其

成果相对应的回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于产权

的保护逐渐加强,相继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

权法》等法律法规,完善了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系。当

前,国家正在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保护企业家的

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以立法体系促进民营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

年来,中国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的

双重奇迹,但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逻辑,
仍然缺乏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系统理论成果。这

是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学者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科

学、准确地诠释中国过去所取得发展成就的机理,同
时直面新阶段的国内外挑战,迫切需要凝练出具有

原创性的重大经济理论,深入揭示并系统总结中国

发展的内在规律,形成基础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体

系。展望未来,经济学研究应更加深入地分析制度

设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更加全面地厘清政府

和市场的作用分工,系统地总结中国乃至其他发展

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奇迹的动力来源,以科学的方法

和严谨的态度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经济学理论

在本土化、规范化和国际化方面取得真正的创新与

突破[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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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Robinson
 

have
 

been
 

just
 

awarded
 

the
 

2024
 

Nobel
 

Prize
 

in
 

Economic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to
 

“studies
 

of
 

how
 

institutions
 

are
 

formed
 

and
 

affect
 

prosperity”.
 

Through
 

innovative
 

empirical
 

strategies,
 

the
 

three
 

economists
 

have
 

found
 

that
 

social
 

institu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determines
 

economic
 

growth.
 

They
 

have
 

also
 

discussed
 

the
 

mechanism
 

of
 

institutional
 

formation
 

from
 

a
 

theoretical
 

level.
 

Economic
 

growth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opics
 

in
 

macroeconomics.
 

Our
 

paper
 

summarizes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2024
 

Nobel
 

laureates
 

in
 

economics,
 

discuss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ir
 

research
 

for
 

economic
 

system
 

reform,
 

and
 

introduces
 

the
 

frontier
 

of
 

related
 

studies.

Keywords 2024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institutional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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