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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諾貝爾經濟獎盧卡斯─當代總體

經濟學大師

一九九五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芝加哥大學的盧卡斯

（Robert E.Lucas, Jr.）教授，他為芝加哥大學第八位獲得

是項殊榮的現職教授，也是自196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獎以

來，得獎37人中的第23位美國人。盧卡斯教授的得獎象徵其

於1970年代帶領興起的新興古典學派（New Classical

School）的總體經濟理論革命獲得肯定。而總體經濟學的個

體理論基礎（microeconomics foundations）分析方法更是

讓總體經濟學回歸到以市場價格調整機能為中心的經濟體

系，個體和總體經濟學只是研究的對象和層次的差異。誠如

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Gary S. Becker）教授所

言，經濟學就是價格理論，實無個、總體之分。

盧卡斯教授1937年生於華盛頓州的雅其瑪（Yakima）城，

現年58歲。他先後於1959年和1964年分別取得芝加哥大學歷

史學學士和經濟學博士，但很少人知道他還曾一度是加州柏

克萊大學歷史研究所的研究生。由研究歷史轉而研究經濟

學，盧卡斯教授自己的解釋是他覺得經濟活動是歷史演變的

中心動力。畢業後他曾在卡內基美隆（Carnegre-mellon）大

學任教11年於1975年才返回母校芝大經濟系擔任杜威傑出講

座教授迄今，目前也是著名期刊政治經濟評論（JPE）的主編

之一。

盧卡斯教授被公認是當代新興古典學派的中心人物。在

1970年代他的一系列研究中，將理性預期學說（rational

expectations hypothesis）和均衡理論（equilibrium

theory）的概念引入總體經濟模型，並建立在嚴謹的數理分

析基礎上。從而賦予總體經濟學新的面貌，更挑戰當時主流

凱因斯學派（Keynesian），為繼弗利曼（M.Friedman）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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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貨幣學派（Monetarism）之後，掀起了另一次的總體經濟

學革命，亦開創了新興古典學派。帕金（M.Parkin）教授曾

說盧卡斯教授是當代總體經濟學的領航員，實至名歸。他的

得獎相信亦是當代每一位經濟學家理性預期的結果。

盧卡斯教授認為一個理性的經濟人將運用目前所有有用的

資訊做最佳的利用來形成預期，故不會有系統性的失誤預

測；並認為經濟體系無論在短、長期均處於市場結清

（market-clearing）的均衡狀態，故所有交易的利得均可完

全實現（註一）。在此理論架構下，盧卡斯教授提出了有關

產出、就業、景氣波動等諸多論證。包括視失業為一自願性

現象。換言之，在市場均衡工資水準下，任何一個人若願意

工作均可找到工作。就業為個人行為反應在現在和未來休閒

間的跨期替代（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故個人勞

動供給為在短期實質工資變動的認知下所做自願性選擇。

在產品市場上，廠商雖瞭解自有產品的價格，但對其他市

場的產品價格之資訊則有時間落差，當廠商面臨自有產品價

格上漲時，必須區分其究竟是相對或絕對價格的上漲而做必

要的反應（如係後者如整體市場全面上漲，則不做反應）。

當一般物價變動幅度越大，此種價格訊息的區分越不容易。

故綜合個人和廠商的行為分析可歸納得有名的盧卡斯「驚

奇」供給函數（Lucas surprise supply function）─總合

供給隨相對價值而變動，並且只有在未預期（驚奇）的價格

變動下，才會有實質效果（real effects），否則產出即維

持在其自然水準上。

在景氣循環方面，凱因斯學派認為景氣循環為一失衡

（disequilibrium）現象。景氣波動和市場均衡看似二個相

衝突現象，而盧卡斯的主要貢獻即是推演出總體的不穩定性

可以用均衡（equilibrium）的概念來解釋（註二）。故非預

知的總合需求隨機衝擊（random shocks）（如貨幣供給的驟

然增加）將影響整個經濟在理性價格預期的失誤（因為個人

和個別廠商的不完全資訊所致，混淆了相對和絕對價格的變

動，繼而做出錯誤反應），因而造成產出與就業脫離長期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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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準，一旦大家了解相對價格並未變動時，產出與就業就

會回歸到原有的長期均衡水準。總之，理性預期加上驚奇供

給函數可解釋產出和就業將會環繞在其自然水準做上下隨機

波動的現象。這種均衡景氣循環理論，被後來學者（如

F.Kydlond和E.Prescott）加以延伸，以供給面衝擊（Supply

Shocks）（如技術變動）替代非預期貨幣衝擊以解釋景氣循

環，而發展成有名的實質景氣循環理論（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

因此，在政策意涵上任何總體穩定政策均是無效的，即便

是在短期只要該項政策可以完全被人們預期到。故完全可預

期的貨幣供給增加只會促使物價上漲，但產出與就業水準均

不受其影響；只有非預期突發的貨幣政策才可能有短期的實

質效果，故政府的不當干預正是造成短期經濟不穩定的根

源。相對的，在打擊通貨膨脹方面，一個預期而可信

（credible）的貨幣緊縮政策可立即降低物價，而不會有凱

因斯學派或貨幣學所言必須支付產出減少的實質成本為代

價。換言之，物價膨脹和失業間並不存在如傳統菲律普曲線

（Phillips curve）所描繪的抵換（trade-off）關係。這種

貨幣中立性（neutrality of money）理論和古典學派主張貨

幣只是一張面紗（veil）的特性相互呼應。盧卡斯教授曾說

貨幣只是一張面紗，但當面紗受外力飄動的時候，實質產出

會隨之?啪震動。可謂對貨幣與產出間的長短期關係做了一個

相當生動的詮釋。

另外，盧卡斯教授在1976年亦撰文對傳統大型計量模型所

做政策檢驗結果提出質疑，此即有名的盧卡斯評論（Lucas

critique）。這些政策模擬均是假設模型中的參數為固定，

並不會隨政策改變而改變。而事實並不然，按照理性預期學

說，每個人都會對目前新的環境（因政策的改變）而調整其

預測和行為。所以現有的凱因斯學派失衡計量模型之政策模

擬分析結果並無法用以確實預測不同政策下的影響效果。相

反的，新興古典學派均衡模型，植基於個人在目標函數和限

制式下所做的理性決策，從而能維持一定的結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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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relations）而不受政策的影響。

隨著1980年代中期由芝加哥大學羅瑪（P.Romer）首先提

出，進而蔚為風潮，帶動興起了內生成長理論（endogenous

growth theory）的蓬勃發展，哈佛大學的曼休（G.Mankiw）

教授即指出，經濟成長已為當今研究總體經濟學的中心課

題。經濟學家已開始承認研究長期經濟成長可能要比了解短

期景氣波動更重要。事實上，長期成長當然要比短期波動重

要，只是1960年代曾經一度蓬勃發展的成長理論，最終結果

乃不能脫離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麻省裡工學院的梭羅

（R.Solow）教授於1956年一文所得的結論：一國的長期經濟

成長決定於外生的技術變動。是以缺少了可以研究的空間，

故而沈寂了二十年。

在這方面盧卡斯教授亦扮演了重要的領導角色。在他1988

年＜論經濟發展的機制＞一文中，除了就外生技術變動的新

古典成長理論作了回顧與評論外，并結合Uzawa-Rosen的人力

資本模型和內生成長理論的知識外部性概念，首先提出了以

人力資本累積做為長期經濟成長的引擎（engine of

growth），另外並以邊作邊學（learning by doing）模型來

解釋為何國際間可並存有不同的穩定經濟成長率。該文已成

為研究經濟成長學者必讀和經常引用的重要文獻。在他1993

年＜創造一個奇蹟＞一文中特別嘗試解釋為何那些所謂新興

工業化國家，可以在短期間快速成長和完成工業化，創造了

所謂的經濟奇蹟（economic miracle）？為何菲律賓和南韓

在1960年初有相似的發展條件，然而往後的30年間卻有截然

不同的發展路徑？除了人力資本的累積外，盧卡斯教授認為

學習效率和國際貿易的擴展應是個關鍵因素。

觀諸盧卡斯教授的學術研究著作，誠可謂量豐而質高，而

他在許多不同領域的創見（creativity），更是令人嘆為觀

止。舉凡投資、金融、經濟學均有經典之作。而他在許多領

域中均是扮演開疆闢土的先驅角色，同時引導了後來者前仆

後繼，持續研究發展，蔚然成形，一個新的領域於焉誕生。

值得一提的是，大師的文章行文簡潔，立論深闢，常見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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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見，每次拜讀，均有不同收穫，每有不忍釋卷之感。

或許是受他的老師，1976年諾貝爾獎得主弗利曼

（M.Friedman）教授影響，盧卡斯教授不但研究好，教學亦

是一流，其口才便給與分析之精闢更是一絕，兩者得兼，誠

屬難得。記得有一次在和盧卡斯教授討論筆者的博士論文寫

作時，本來期盼他會提出一些理論上的改進意見，誰知他的

第一句話竟是告訴我理論模型人人會建，你不妨跑一些實證

資料來檢測你的理論來給我看。當時我愣了一下，心想您的

文章都是偏理論研究，本想聆聽高見，為何反而要求我做實

證，等我博士論文完成，這一路走下來，才深深體會個中道

理，蓋理論和實證相輔相成。理論可以指導實證的方向，而

實證結果不但可檢測理論的正確性，甚至可幫助理論修改得

更加完備。無法解釋現實現象的理論是無用的理論。這才體

會出當時他一番話的深義。

這一點就如同另一位芝大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

（G.Becker）教授一樣，一位傑出的學者在研究取向上理論

和實證依各人偏好和比較利益，但在研究方法上理論和實證

必須相互印證，相輔相成。此與時下學者理論派和實證派相

輕，截然不同，值得我後學者深思。

如果硬要區分貝克教授和盧卡斯教授兩位大師相異之處：

一個是桌面上書籍橫陳幾乎淹沒了整個桌面，但卻又好像亂

中有序；而一個卻是桌面素淨到只能看到一支筆和一本草稿

紙躺在那裡。我想這大概是兩位大師在研究方法上最大的不

同吧！經濟學為一社會科學，經緯萬端，錯綜複雜。雖不若

自然科學般可在研究室做實體的控制和實驗，但是做為一門

研究學問，則其研究的精神和客觀的要求卻不分軒輊。如果

有人問我芝加哥學派的研究精神是什麼？我則會毫不猶豫的

告訴他：一言以蔽之，嘗試用最科學的方法和嚴謹的態度去

研究經濟問題。

最後，容我以盧卡斯教授1993年文章的最後一句話作為本

文的結束，同時表達對大師衷心祝賀之意和期盼他更上層

樓；如果我們知道一個經濟奇蹟是如何產生的，那麼我們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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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且有能力去創造另一個。

註一：理性預期首由慕斯（J.Muth）教授於1961年提出。

註二：此概念海斯克（F.A.Hayek）（1933）和希克斯

（J.R.Hicks）（1933）教授曾提出。

莊奕琦係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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