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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經濟學獎

普林斯頓教授普林斯頓教授奪經濟諾獎奪經濟諾獎
扶貧、福利政策以至刺激消費是每個政府均要面對的難題，一旦處理不當，有

機會引致經濟放緩，甚至加劇社會矛盾，故各地推出經濟政策前，必先利用各種

經濟理論推測其結果。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與國際事務教授

迪頓憑着對消費、貧窮與福利的獨到分析，改變當代經濟

學理論框架，影響各地制

訂政策的過程，獨得本年

度諾貝爾經濟學獎。

研個人消費 革新扶貧政策

戴爾電腦昨日宣佈與私募基金銀湖聯手，以670億美元(約5,192億港
元)收購雲端技術及儲存設備大廠易安信（EMC），成為歷來最大宗的
科技業併購。
今次收購以現金加股票進行，平均每股作價為33.15美元，較EMC上
周五收市價有19%溢價。戴爾表示，將會透過發行新股、發債及手頭現
金等支付收購價，預料交易可在明年5月至10月間完成，收購完成後新
公司將在頭18至24個月內集中減債，戴爾創辦人兼總裁戴爾，將會出
任新公司的董事長及行政總裁。
雖然收購會將EMC完全私有化，但目前由EMC擁有80%股權的雲端
軟件子公司VMware，會維持上市地位。
戴爾兩年前完成私有化後，開始將業務重點轉向盈利能力更高的儲存

及電腦安全事業，收購EMC將有助戴爾進一步轉型為以企業客戶為
主，有助提高公司在業界的競爭力。 ■《華爾街日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家
昌）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經濟
系系主任梁兆輝表示，迪頓早
期研究主要涉及數據分析，包
括需求與消費模式，他提出的
AIDS模型是量度家庭消費的重
要模型。
梁兆輝舉例指，早年港府向

每名港人派6,000港元，利用迪
頓的模型，便可以分析每個家
庭會如何花這筆錢，例如有多
少花在食物、娛樂或交通等。

不過他指出，由於香港對家庭
收入和消費物價開支(CPI)的統
計並非劃一進行，所以無法應
用迪頓的研究。
梁兆輝表示，AIDS模型非常

全面性，有助解決宏觀經濟學
對收入如何影響消費的疑問，
提出後引起學界關注，不過由
於 相 關 研 究 已 經 「 做 得 太
多」，所以近年已經比較少學
者研究。梁兆輝笑言，當年迪
頓提出AIDS模型時，還未出現

愛滋病(英文簡稱 AIDS)，不過
現在再用這個名字便會很怪。

任期刊編輯 學界地位高
近年迪頓研究重點轉往微觀

發展 (Micro-development)，從很
多非洲國家收集數據進行研
究。梁兆輝表示，迪頓在經濟
學界地位甚高，由於他是著名
經濟學期刊的編輯，所以不少
人也認識他，深受尊敬，獲得
諾貝爾獎也是實至名歸。

迪頓1945年於英國蘇格蘭愛丁堡出生，擁有英國和美國雙重國籍。他在1974年取得劍橋大學博士
學位，1983年起任教普林斯頓至今，是微觀經濟學大師，近年一直是經濟諾獎的大熱門。

迪頓歷年研究眾多，評審委員會特別提出最重要的3項，分別是1980年與英國經濟學家米爾鮑爾研
究消費者對各項物品需求的分配，並提出「近乎理想需求系統」(Almost Ideal Demand Syetem，簡稱
AIDS)模型；1990年時研究消費與經濟產出；以及近年利用發展中國家的家庭消費數據，評估各地生
活水平、福利及貧窮狀況。

改變總體經濟計算方式
市場可供交易的貨品種類繁多，消費者如何分配有限的收入，購買所需物品，成為微觀經濟學一大
論題，其中消費稅影響整體物價、福利影響部分人士收入，對個體消費影響不容忽視。迪頓假設消費
者的選擇建基於功用極大化，並在恩格爾曲線(Engel curves)理論的基礎引入「價格」變項，從而探討
消費稅和福利政策如何改變不同物品需求，再推斷各社會階層所受影響。委員會形容，要評估某
種貨品的需求如何受整體貨品價格及個人收入影響，AIDS模型是一項既彈性又簡單的方式。
經濟學家過去評估一地經濟產出時，只以經濟體的總收入與消費數字作基礎，但這變相假設
所有人的收入會隨總體上升，與實際情況不符。迪頓提出應把社會中不同個體的入息與消費
分開計算，最後才相加，以反映不同個體的差異。新計算方法的結果與此前截然不同，自
此改變宏觀經濟學界計算總體收入、消費及儲蓄數據的方式。

助重新界定貧窮人口
迪頓近年轉為研究發展中國家，嘗試通過家庭調查理解消費模式，認為這較

收入數據更能觀察經濟發展的機制，亦有助界定貧窮人口。他的研究揭示外
界評估不同地區貧窮問題時的盲點，亦從家庭角度提供收入與營養，以至
家庭內部性別不平等一類課題，帶領經濟學進一步由總體數據轉向深入
的個體研究。
委員會指出，要制訂增進社會福祉和減少貧窮的經濟政策，必先
了解個體的消費選擇，迪頓在此方面貢獻良多，亦有效連結理論
與數據，還有個人行動與總體經濟結果。委員會秘書長佩爾松表
示，迪頓的研究影響重大，印度政府更在其影響下，改變界定
貧窮的方法；學術上，他同樣影響深遠，革新當代微觀、宏
觀及發展經濟學理論，今年的獎項相信有助提升應用經濟
學的地位。 ■《衛報》/法新社/諾貝爾獎網站

港學者：

美國息口走向持續不明朗，聯儲局本月底將
再次議息，市場預期加息機會偏低。聯儲局副
主席費希爾前日在秘魯利馬出席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IMF)年會相關活動時，表示局方正審慎評
估是否加息，過程會考慮到外圍經濟，包括加
息對新興市場的影響。

年底前加息預測未變
市場原本預測聯儲局於9月加息，然而局方最

終因環球經濟不明朗暫緩決定。費希爾承認近
期的議息聲明將較以往多着墨海外經濟，原因
是海外貿易及資金流動情況，對美國經濟的影

響與日俱增，但強調它們對聯儲局政策影響有
限。費希爾提到最近美國就業數據令人失望，
聯儲局會密切注視，但沒明確改變年底前加息
的預測。
美股業績期在即，加上是美國公眾假期，投
資者入市意慾不大，美股昨日開市後表現平
靜。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早段報17,078點，跌5
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2,016點，升1點；納
斯達克綜合指數報4,823點，跌7點。摩根大通
和通用電氣等企業將於本周稍後公佈業績。

■《華爾街日報》/英國《金融時報》/
法新社/路透社/CNBC

:加息考慮新興市場聯儲
副主席 戴爾5192億收購EMC破紀錄

AIDS模型可分析港「派糖」後消費 迪頓著作
迪頓研究範疇主要是微觀經濟學，目前研究重點

是富國和窮國中影響民眾健康的因素，以及如何在

全球範圍內衡量貧困程度，他的5本主要著作分別

是：

1980年︰《Economics and Consumer
Behavior》

作者將二元理論應用在福利經濟及計量經濟學
分析上，解釋消費者行為。
1992年︰《Understanding Consumption》
經濟學家一直致力了解儲蓄及消費模式，不論
微觀或宏觀經濟學家，均將注意力放在家庭消
費上，此書便介紹當年相關研究，強調微觀及
宏觀經濟學互動。
1997年︰《The Analysis of Household Surveys:

A Microeconometric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Policy》

回顧15年來利用電腦分析家庭消費的數據，簡
介調查問卷製作方法、分析數據時最有用的計
量經濟學工具，以及調查結果對發展經濟政策
帶來的問題。
2005年︰《The Great Indian Poverty

Debate》
這是一份論文著作，研究1990年代印度貧窮問
題。
2013 年 ︰ 《The Great Escape: Health,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中譯
名：《逃離不平等：健康、財富及不平等的起
源》）
深入解釋各國健康及財富的發展史及模式，並提
供協助落後國家的方法，書中特別指出外國經濟
援助無助解決窮國的問題，反而會窒礙改革。

迪頓簡歷
出生日期及地點：1945年10月19日於英
國愛丁堡
國籍：英國及美國
學位：1974年獲英國劍橋大學哲學博士
現職：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及國際事
務教授

過往主要職位：
1967年至1968年：英倫銀行經濟情報部
1979年至1980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客席
教授
1989年至1992年：世界銀行運輸、稅收及
生活標準顧問
1990年至1991年：劍橋大學邱吉爾學院海
外會員
2006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客席學者

主要獎項及榮譽：
1971年：劍橋大學史蒂文森獎
1978年：計量經濟學會弗里斯獎首屆得主
2009年：劍橋大學菲茨威廉學院榮譽會
員、美國經濟學會會長
2014年：列昂季耶夫獎
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迪頓憑着對消費迪頓憑着對消費、、貧貧
窮與福利的獨到分析窮與福利的獨到分析，，
奪得今屆諾貝爾經濟學奪得今屆諾貝爾經濟學
獎獎。。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迪頓希望通過自己的迪頓希望通過自己的
研究研究，，能改善窮人的生能改善窮人的生
活活。。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聯儲局副主席
費希爾

迪頓獲獎後表示，對諾貝爾委員會肯定有關窮
人的研究感到高興。他稱自己關心全世界的窮
人，以及如何能讓他們過好日子。他預計全球極
端貧窮人口會繼續減少，但強調不想「盲目樂
觀」。談到歐洲難民危機時，迪頓指當中有歷史
原因，富裕國家在過去數百年間只顧自己發展，
將貧窮國家拋在腦後，這些國家的民眾於是想前
往富國尋求更好生活。
迪頓認為，長遠而言，減少落後國家窮人數目

可解決難民問題，當務之急則需穩定戰亂地區的
政局。分析指，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去年推出
《21世紀資本論》後，經濟學界開始關注貧窮及
不公平現象，而迪頓的理論聚焦這些問題，因此
頒獎給他可減少爭議。 ■美聯社/《衛報》

轟富國只顧自己
致難民危機

■■迪頓批評富國忽視對迪頓批評富國忽視對
窮國的幫助窮國的幫助，，導致難民危導致難民危
機的出現機的出現。。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