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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读

“满头银发的塞勒形象挺棒。”曾有
美国媒体这样报道，认为他是一个颠覆了
人们对传统学者刻板印象的人。

塞勒曾跨界演过电影。在 2016 年
奥斯卡获奖电影《大空头》中，他就出现在
拉斯维加斯赌场。“把人想象成以逻辑指
导行为的动物，实在是疯狂之举。”这正是
他在电影中的台词。

在被问到这一段短暂的“好莱坞生
涯”，他开玩笑说有点失望，因为自己的精彩
演出没有被诺奖颁奖者在成就介绍中提到。

而在朋友看来，“塞勒之所以特别，因
为他是一个很懒惰的人。”他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也承认，自己懒惰且不擅长数学，
对哲学议题也不太有耐心。

其实诺奖得奖者的介绍中还遗漏了

一些有趣信息。塞勒和别人创建了一个
基金公司，专门关注美国小企业股票投
资，其“赢道”就是利用其他投资者的非理
性买卖造成的股价偏差。

“非理性”始终是和塞勒紧密相连的
关键词。“怎么花掉 900 万瑞典克朗的奖
金？”电话那头的他思考了一下，“根据我
的理论，当然是怎么不理性怎么花了！”

谁都不是“明白人”
——从边缘走向主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

他在课堂讲授“行为经济学”，也在课堂实践“行为经济学”。

在刚刚获得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芝加哥大学理查德·塞勒教授的课堂上，学生们参加考试的满分不再是惯常的100分，而是137分。这样考完，连

刚及格的学生都挺开心，因为他们看到的卷面成绩有80多分。不过，教授最后填上成绩单的评等依然是C，和百分制中考到60分一样。

塞勒在其著作《“错误”的行为》一书中写到这个案例，以此说明他学术研究所指向的结论：人作为所有经济活动和决策的主体，会受到各种心理作用的

影响，理性不足，经常“犯错”。而通过一些设计和“助推”，有助于解决问题，更好决策。

有人对地上掉的一分钱毫不理会，却忙
着去抢微信里同样价值的红包。为什么？
塞勒会告诉你，因为人人心里都有好几本
账。在他看来，这些“反常”却是正常，因为人
类心理模式存在着弱点。

“通过探究有限理性、社会偏好和缺乏自
我控制的后果，塞勒展示了这些人类特征是
如何系统地影响个人决策和市场结果。”瑞典
皇家科学院在宣布他获得今年诺贝尔经济学
奖的时候这样说。

有限理性是指人们在作决定时，会通过
建立多个不同的“心理账户”来简化经济决
策，同时倾向于狭隘地考虑单个决定的后果，
而不是整体效果。这一理论可以解释，为什
么人们在拥有某件物品时会比没有时更看重
其价值。

社会偏好是指人们在作决定时不仅出

于趋利心理，还会考虑社会公平。这既可能
是出于维护正义，也有可能是因为嫉妒。
消费者对公平的关注会反对企业在需求增
加时涨价，但却不会阻止企业在成本上升
时涨价。

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当天，官网发布了
一个很有意思的投票：你是否认为新年计划
总是难以落实？72%的人选择了“是”。塞勒
的研究揭示，人们通常缺乏自我控制，总是屈
服于短期诱惑，让长期计划落空。而他在不
断探索“助推”方法，帮助人们更好地实现自
我控制。

颁奖方说，塞勒是这个领域的先行者，他
的研究不仅对个人有帮助，对整个经济市场
的研究和决策也很有启示。“他让经济学更符
合人性，让人们更好地做出决策。”诺贝尔官
网这样介绍。

“我们和《星级迷航》那个理性至上的
斯波克是不一样的。塞勒将对人类经济
及决策行为的分析从高高在上‘象牙塔’
拽回到现实的艰难之旅。他和具有‘理性
经济人’前提的传统经济学进行着激烈的
思想斗争。”

针对塞勒著作的书评中出现了上述
文字。正是长期对生活中那些反传统理
论的现象深入观察和思考，让塞勒伴随着
行为经济学的成长，从边缘走向主流，让
经济学分析更加符合人性，更加具有现实
价值。

罗伯特·席勒，这位曾经预测到金融
危机爆发的经济学家这样评价塞勒：“过
去 30 年，经济学领域正在发生一场最重要
的革命，他就是这场革命的中心人物。”

尽管行为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研究
中的“显学”，但它曾不为主流所容，今年已
经 72岁的塞勒也长期被视为“学术叛徒”。

1980 年 ，塞 勒 完 成 第 一 篇 学 术 论 文
《消费者选择的实证理论》，之后屡遭大型
期刊退稿。如今，这篇文章却在 2014 年成
为相关领域中被引用居首的经济学论文。

行为经济学，这种把行为分析理论与
经济运行规律，心理学与经济学有机结合
的理论，正不断发现传统经济学模型中
的错误或疏漏，进而修正主流经济学的
不足。

而塞勒，这位曾默默地在办公室黑板
上列出非理性行为的学者，已经成为著名
的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行为科学与
经济学教授、决策研究中心主任。他在
2015 年还开始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

然而，塞勒看到了人性的流变和复
杂，他的研究领域也因此精彩不断并充满
挑战“要建立一个把普通人放在重要位置
的丰富的经济学学科，这一任务还远未完
成。”他这样对媒体说。

此次意见的出台，重点旨在深
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
疗器械创新。那么，鼓励创新到底
有哪些举措？

吴浈表示，此次文件在鼓励创
新方面可以概括为五大方面：第一，
改革临床试验管理；第二，改革临床
试验的审批；第三，加强创新权益保
护；第四，明确上市许可持有人的责

任；第五，提升技术支撑的能力。
专家指出，这五大方面多措并

举，既让备受广大患者关注的急需
药、原研药、罕见药等药品的创新、
研制和上市审批等环节流程不再
漫长，力争杜绝药品国内上市比国
外“慢半拍”的现象，能树立仿制药
生产的“新标杆”，着力破解一系列
制约我国药品和医疗器械发展创

新的难题。
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中国工

程院院士张伯礼认为，此次意见的
出台是药品审批制度改革有史以
来最大的一次改变，既符合国情，
也符合国际一般规律。无论是概
念、定义还是原则，正逐渐和国际趋
同、接轨，有助于医药行业集中力量
提高工作效率和药品医疗器械水

平，为今后发展指明了原则性方向。
吴浈表示，出台深化审评审批

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
的政策，对激发医药产业创新发展
活力，推进医药产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提高中国药品医疗器械质量
和国际竞争力，更好地满足公众需
求，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保障国家
安全，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架桥人——在研究中连接经济和心理分析

斗争者——从西方经济学边缘进入主流

多面手——从“大空头”到“懒惰者”

● 综合自新华社 作者：许苏培、刘海燕、李骥志

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改革“组合拳”厉害在哪？
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改为备案管理，加快临床急需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支持罕见病治疗药品医疗器械研发，探索建立药品专利链接制度、专

利期限补偿制度、临床数据保护制度等一系列改革“组合拳”……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为促进药品医疗器械产业结构调整和技

术创新，提高产业竞争力，满足公众临床需要，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做出了重要部署。

此次联合印发的意见，是继
2015年8月《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
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之
后，又一个深化药品医疗器械审评
审批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对我
国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具有里程碑
意义。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副局
长吴浈介绍，近两年来，深化药品

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实
施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
点、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
价、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医疗
器械分类调整等改革举措，解决
了药品注册审批积压严重的问
题，一批创新和临床急需药品医
疗器械优先获准上市，为治疗疾
病提供了更多更好的选择，是一

份着眼长远制度建设的重要纲领
性文件。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
长宋瑞霖表示，过去我国医药卫生
事业的发展长期在低水平徘徊，与
我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不
匹配，医药产业所占比重不高，此
次的意见在医药发展诸多领域实
现了思想解放。

“中办和国办联合发文鼓励医
药创新应该说力度空前、鼓舞人
心。”浙江贝达药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丁列明认为，过去医药审批过程
的漫长在行业里一直反映突出，此
次改革聚焦医药创新，有望大大加
快创新步伐，特别是加快审批流
程、提高创新成果转化效率，业内
普遍对此非常认可。

专利链接、专利期补偿、数据
保护……细览此次出台的意见，
一系列对新药创新的专利保护举
措“让人眼前一亮”。

“谈及药品创新，我们对知识
产权保护的力度还不够，这是制
约我国医药创新产业发展的一个
重要原因。”吴浈表示，意见明确
提出“要探索建立药品专利的链
接制度，开展药品专利期补偿的

试点，完善和落实数据保护制度，
这三者合在一起，是知识产权保
护的‘组合拳’，”着力构建了科
学、系统的保护机制，有效保护了
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激发了创
新活力。

据介绍，“药品专利链接”实
际上就是把药品的审批和专利关
联起来，在药品审批过程当中，如
果发现有专利侵权纠纷可以通

过法院裁定解决，可以把专利纠
纷和侵权风险解决在药品上市
之前。

“专利期补偿”是指专利药品
从研发开始到最后上市，在行政
审批过程中占用了专利权人时
间、减损了专利权人权益的，监管
部门对占用的专利时间给予一些
合理补偿。

“数据保护”就是研究者自行

取得的数据不被别人商业利用，
行政部门对企业申报的数据要采
取保护措施。

“既鼓励新药研发与产权保
护，又加快仿制药尽早上市、支持
创新，同时松绑仿制药，以满足广
大群众的迫切用药需求。”宋瑞霖
认为，这些改革举措一方面体现
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另一方面也
展现了勇于改革的锐意。

“力度空前，鼓舞人心”：一份着眼长远制度建设的重要纲领性文件

专利链接、专利期补偿、数据保护……保护药品创新打出“组合拳”

杜绝“慢半拍”、树立“新标杆”：多措并举鼓励支持药品和医疗器械创新

● 综合自新华社 作者：胡喆、毛振华、朱慧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