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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刘元春 

我们正处于一个超级大时代，断裂性变化在各个领域全面爆发，不确

定性在真实世界中表现得更为复杂。经济形势面临深刻变化，社会结构面

临巨大冲击，国际政治面临全面重构，新的理论需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 

在这个时代里，宏观经济学面临着四大挑战：一是金融危机带来的对

于金融失灵问题和宏观哲学的反思；二是长期停滞带来的对于低利率和经

济停滞的反思；三是疫情和军事冲突带来的对极端状态下各种经济运行指

标和经济逻辑的反思；四是新技术带来的对微观假设和经济传递机制变化

的反思。 

 

这些挑战在不到 15 年内同时出现，是在其他时代里完全没有遇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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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也引发了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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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忽视“极端不确定性” 

实际上，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宏观经济学就一直处于反思和争

论之中。其中一个争论的核心问题就是，经济学家号称“科学”的经济政

策为什么没有让我们避免经济危机的出现。 

泰勒、伯南克、米什金、克鲁格曼、辜朝明、罗默等众多宏观经济学

家都参与了这场持久的讨论，围绕宏观政策和经济研究能否真正应对各种

不可预测的危机，提出了一系列总结性或批判性的观点。 

在这本书中，两位作者从“极端不确定性”的视角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他们认为，正是因为一整代宏观经济学家都忽视了极端不确定性的重要性，

在分析全球金融危机时，现代宏观经济模型才基本不起作用。在全球金融

危机中，主流经济学的模型被证明缺乏实用性。极端不确定性无处不在的

特质，正是该方法失败的根源。 

这一批评与罗默等人对于 DSGE（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批判可

谓如出一辙，不同之处在于这本书给出了更多的论据和现实案例，对经济

模型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差距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剖析，从而使得“经济模型

适用的是完全平稳的‘小世界’，充斥极端不确定性的真实世界的背后不

存在固定的概率分配”的观点更具冲击力和说服力。 

当然，对于宏观经济学的批判只是这本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作者关

于“极端不确定性”思想在反思宏观经济学传统范式中的一个典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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