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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度均衡理论的研究中，需要深入讨论不确定性在人类文明秩序尤

其是在经济生活中所具有的意义。随着这⼀研究的深入，引起了笔者对数

据、经济计量模型的逻辑与运用的思考，并得出了在不确定性认知框架下，

现有数据必须重构的结果，本文试图加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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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认识世界的不确定性本质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不确定性的认识还有待深入，因为人类整体上还

是生活在偶然性之中的。经济研究、风险研究等多方面的研究，主要应是

寻找各种偶然性的成因条件或可能的后果。不确定性是风险管理的理论来

源，现代风险管理主要是对不确定性，即赖特所说的可计量的不确定性进

行管理，但如果提升到不确定性的层⾯上来看的话，不可计量的不确定性

在广义上是否也是风险管理的应该考虑的问题。 

看不见的手作为现代经济学的起点，它的哲学背景其实是基于不确定

性的，是通过市场价格让市场自发地形成均衡状态，而不是通过自以为是

的行政手段。其实计划经济的弊端根本上就在于它是以确定性为前提而设

计的经济运行规则。 

世界的本质为什么是不确定性的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本源是无序

的，热力学第⼆定律，就是熵增定律，说明所有的事情都是在熵增，熵增

就是⼀个无序的结果。无序的物理世界决定了世界的不确定性本质。所谓

人类文明，就是人类通过自律，建立秩序、建立规则、产生知识。通过规

则的建立和遵循来减少熵增，本质上就是人类在对抗不确定性方面的努力。 

除了物理学上的依据之外，人性的差异也是⼀个重要的不确定性的来

源。世界上没有两个相同的人，就像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样。人性的差

异导致了人类行为的高度不确定性。人性的自负是人性差异的深层根源，

而自负是基因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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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宇宙自然的认知总的来看未知远远大于已知。由于宇宙与自然

的无穷，人类的认知能力永远只是浩瀚之一角，对人类而言，已知的越多，

则未知的越大。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人类⾯临着未知所挟带的不确定性。

人类认知的能力永远是有限的，人类文明的规则边界也永远是有限的，因

此人的行为的不确定性永远存在。 

传统知识的传承和运用的偏差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是惊人的。知识的传

承是有偏差的，离世界的本源永远会存在或大或小的偏差度。《人类进化史》

的作者也讲到，人类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找不到必然的道理和根据，都

是偶然性的产物。这种偏差可以体现在概率论的计算公式中。任何事情发

生的概率，其实质就是与常识判断的偏差。在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由于知

识与技术运用越来越广泛，认知偏差愈来愈多，事物发生偏差的概率也越

来越大。 

在不确定性的框架下，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人类其实生活在偶然

性之中。必然性的自由王国是可望不可及的。正如某位经济学家所言：身

处偶然性之中的人类却在梦想过着必然的生活。这是⼀个方向性的认知偏

差。 

不确定性的分布方式和形态是多样化的，其中许多事物的变化具有较

长的时间跨度，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就为人类生存和文明发展提供了窗

口，产生了各种自然科学并积累成知识。而另⼀些事物尤其是人的行为，

则是偶然性的，如果失去秩序的约束，走向无序才是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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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框架下的数据分类和重构 

人类的行为产生数据，人们的决策依赖于数据，数据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运用数据观察现状、预测未来，是宏观经济、微

观经济和各种交易活动中的常态。各种数据分析、数据样本的确定，经济

模型中的变量和常量的选择和计算，都基于数据。 

近年来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据应用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拓展，导致

数据及其应用模型的风险已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风险现象。因此，数据的

使用理应慎之又慎，且应建立在坚实的理论认知基础上。但是当前数据使

用过程中，尤其在计量模型的运用上，拿来主义颇多，缺乏对数据根源和

性质归属的底层思考，在实际经济计量中，造成了两类问题，⼀种是历史

数据和边际数据混杂在⼀起，将许多偶然性的、不可重复（即对未来并无

表达意义）的数据用来建立模型预测未来；另⼀种是将许多自然界产生的

可重复数据应用到预测人类行为上，作为经济预测模型、金融风险模型和

智能模型的样本，产生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这两类问题愈演愈烈，导致

了大量的模型失真或算力浪费现象的产生。由于世界的本质是不确定性的，

在不确定性的框架下，万事万物具有偶然性的特征，也有相对确定性的特

征，在自然科学领域，由于相对稳定的自然环境，产生了自然科学的诸多

文明和算法，所以自然科学产生的数据基本上是可重复的、可验证的。这

类数据对未来具有指导性，而人文领域中的许多现象，都与人的行为有关，

具有偶然性的特征，除了人类文明规则指导下的行为，其他的行为都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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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和验证。基于这样的不确定性判断，我们将人类全部可以采集到的数

据划分为历史数据和边际数据（即终端数据、实时数据），这两类数据都混

杂着可重复的数据和不可重复的数据，即必然性数据和偶然性数据。前者

对观测未来无效，后者对观察现状有用。厘清从客观世界到数据采集的过

程，并在此基础上按照不确定性的原理对数据进行重构是当务之急。 

物质领域⾥的规则相对稳定、时间较长，例如岩石风化、火山爆发，

这就给像牛顿定律这样的规律留下了时间窗口，在这个时间窗口中，实验

是可重复的，数据就是可重复的。而在人文科学领域则不然，很多行为是

无法重复的，既然是不能重复的，那么凭什么拿这些不可重复的数据来建

立模型预测未来？因此，现有的数据要重新定义、分类，只把那些在不确

定性前提下具有重复空间的数据拿来使用，才能指导未来。 

经济社会每个时期会有当时的文明秩序，而这个秩序在短期之内不会

改变，在这种时期内的数据是可以重复，可以观测未来的。这种相对确定

下的数据我们可以视为必然性数据，是可以重复验证的。但是，很多不可

重复、不可实验的数据拿来建模、提炼因子、计算未来，是不合理的，这

是目前风险管理、经济测算等领域迈不过瓶颈的⼀个重要原因。其本质在

于数据没有按照不确定性的原理做好分类和重构。 

风险计量和测算是未来发生收益和损耗的可能性或者概率，而不是预

测未来会发生什么具体的事件，其必须建立在可重复性数据基础上。如需

研究未来会发生什么具体的事件，按照不确定性原理，主要是研究因果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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