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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承泽园内，海棠正值花期。在庭

院正中的一间办公室里，头发银灰的黄益

平已伏案工作良久，为晚上与“日本物价研

究第一人”渡边努的交流而忙碌着。

今年年初，黄益平出任北京大学国家

发展研究院院长。不久后，他又被任命为

中国人民银行新一届货币政策委员会委

员，继 2015 年之后再度入选。接连担任两

个备受瞩目的职务，让他迎来高光时刻。

负责他日程安排的秘书胡晓雯说，黄益平

现在比过去更加低调，很少接受媒体采访，

尤其是关于自己的“个人叙事”，他思考更

多的是经济的“时代议题”。

几十年来，从本土走向海外，从学界转

向业界，最后又回到脚下这片熟悉的土地，

回归一个学者的身份，黄益平奔走、扎根在

经济研究第一线，用脚力、脑力和心力来观

察、理解中国经济，始终不变的是他对改革

的热忱和担当。

现实关照

黄益平在浙江余姚的农村长大。年轻

时，当别人把人生理想确立为科学家、教师

或者企业主时，他只想成为一名生产队会

计。改革开放后，生产队解散，他调侃自己

“职业生涯还没有开始，理想就已经破灭”，

于是就去考大学。

上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农业领域改革

是经济社会领域的热点。在大学，黄益平

学的专业是农业经济学。1987 年从中国人

民大学研究生毕业时，因为一心只想做农

村政策分析，他被分配到了当时的国务院

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主要工作

是研究、试点粮食体制改革。

直到今天，黄益平依然认为，尽管在

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时间不长，

但却是他“一生中收获最大的阶段”。“那是

一个非常独特的时代。”黄益平说，一群二三

十岁的年轻人，在工厂、农村工作生活过很

多年，了解基层的情况，也对改造世界踌躇

满志。在那里，他向林毅夫、周其仁、卢迈等

同事学习调查研究、政策分析，在河南新乡

参与全国粮食购销体制改革试验区的工作，

在安徽调查“包产到户”之后农业发展和农

村改革问题，“感觉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

正是这段经历，奠定了黄益平此后的

学术风格——研究扎根中国的现实问题，

关注理论研究的现实价值。“他总是会问，

‘你发现了这个结论，对中国的政策和改革

有什么启示和意义呢’？”回忆起跟随黄益

平读博士和一起研究的经历，中央财经大

学金融学院副院长苟琴说，黄益平与其他

学者最大的不同，就是从来不会为了发表

论文做研究，而是从经济领域新的现象、新

的趋势出发，试图去理解一个研究对推动

中国现实发展的价值和意义。

最近几年，他的研究重点转向了数字

金融领域。“为什么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

为我们在金融领域碰到很多现实困难解决

不了，很多年一直想解决都解决不了。但

后来发现，数字金融兴起以后，有一些问题

解决了。”黄益平说，学者的心里必须要有

一个现实关照，想清楚为什么、怎么办。“如

果把这个问题研究透了，全世界都会很感

兴趣！”黄益平兴奋地说。

知易行难

黄益平的办公室里，挂着学生朱钦琦

送给他的一幅字——“知易行难”，内容是

他指定的。他很喜欢这幅字，还特意拍了

照片发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并注明

“办公室内景，亮点是墙上的字”。知易行

难，正是他做人治学的态度。

1997 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当时

长期从事农业经济研究的黄益平产生了很

大冲击，这使他意识到“金融和传统的经济

活动都不太一样”。黄益平说，农业政策的

现实影响很简单，政策好了，粮食产量自然

就上去了；政策不好，农民种粮没有积极

性，粮食产量就会下降。但是金融危机对

一个经济体的冲击是巨大的。这让他对金

融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将关注点从

农业经济转向金融领域，认为这将是中国

未来重要的改革议题。

那时，花旗集团向黄益平抛来橄榄枝，

这也意味着黄益平要走出“舒适区”，从研

究者变成实践者，一切从头开始。但是，能

够亲身体验金融机构是如何运作的，更多

地接近市场，这样的机会可遇不可求。于

是，他接受了邀请，并一直在那里工作了

9 年，担任花旗集团董事总经理、亚太区首

席经济学家。

“短、平、快”，是黄益平在花旗集团工

作的最大感受。尽管都是从事经济分析，

但研究目标有很大差异。在他看来，投行

要为投资者服务、为客户提供价值，这要求

他和同事们不断去探索理论分析和现实需

求之间的差异，而且市场是瞬息万变的，非

常考验研究者的知识积累和反应能力。因

为投行的工作节奏很快，所以许多研究报

告都不够精细。

因为这种“较真”，黄益平被同事们评价

“很像学者”。他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

己内心更倾向于做一名学者。“本来只想

体验一下，没想到一直工作了 9 年。但

我到投行工作的第一天，就知道自己

最终是要回归学术的。”黄益平说。

他坦承，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

的人。中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经济快速发

展给了他立足经济学界的机会，业界的工

作经历让他更好地了解金融的运作、市场

的结构，也为他未来的金融研究积累了厚

实的实践基础。

后来，黄益平把自己的这段经历总结

为“拥抱不确定性”。他鼓励学生，努力做

好手头的事情和不放弃寻找热爱的事情，

两者并不矛盾。“不确定性是一个挑战，但

也会带来许多机会，既然删不掉、躲不开，

那就勇敢地迎上去。”黄益平说。

家国情怀

今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迎来创

院30周年。过去30年，这里的学者几乎参与

了国内每一场重要经济改革问题的讨论。作

为院长，黄益平坦言自己“压力很大”。

他的压力，不仅来自于从如何管理自己

向管理一个“一流经济学家扎堆”的学院转

变，更来自于如何在林毅夫、周其仁、姚洋等

历任院长的基础上，将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

的教学、科研、智库建设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他是少有的能同时被学术界、政策研

究 界 、监 管 部 门 和 企 业 界 接 受 的 经 济 学

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黄卓

说，这与黄益平曾经在政府研究部门工作

过，拥有长期在学术界的研究经验，后来又

在投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如今又担任中

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经历有

关。正是这样独特的人生经历，“塑造了独

一无二的黄益平”。

至今，黄卓仍然对 2016 年发生在朗润

园的那场产业政策大辩论记忆犹新。那一

年，林毅夫和张维迎就产业政策问题发生

争论。黄益平想，既然都是一个学院的同

事，与其“隔空交锋”，不如坐下来面

对面讨论一次。他作为学术协

调人提出这一想法，林毅

夫和张维迎都欣然

接受，并决定全

程直播，于是有了人们看到的那场影

响深远的产业政策大辩论。

很多人经常问他，作为院长，如何协

调不同经济学家之间的观点和争论？黄益

平说，有时候他自己的研究也会受到其他

同事的质疑，但“和而不同才是健康学术环

境的表现”。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同样

的改革议题，不同经济学家之间相互辩论

已经司空见惯，但可贵的是不伤和气，这是

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文化，他有责任

将这种文化传承下去。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有许多资深学

者，我刚来工作时他们是我的偶像，我快退

休了他们还是我的偶像，而年轻学者们也

将一代代成长起来。”黄益平说，如果一定

要 为 这 里 的 学 者 寻 找 一 个“ 最 大 公 约

数”，那就是不同年代从海外归来的知识

分子来到这里，就是希望为中国经济发

展做一番事业。

2021 年，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由朗润

园迁入承泽园时，邀请林毅夫、海闻、易纲

和张维迎四位创始人一起同台交流，许多

令人忍俊不禁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一度广

为流传。

谈起那天的细节，黄益平说：“讨论快

要结束的时候，我试着提炼了国家发展研

究院的两条核心文化，一是家国情怀，二是

和而不同。易纲老师又在中间加了一条，

高度自信；林毅夫老师也加了一条，求同存

异。”这就是他所理解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

院 30 年来形成的历史传统和精神。

进入人生的第 60 个年头，黄益平“唯一

的目标”是还能继续有很多时间去研究中

国经济最重要的问题，产生一些国际前沿

成果，形成一些对国家有用的政策，为改革

再尽一把力。

思 考 经 济 的 时 代 议 题
—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

祝祝 伟伟

数字经济如何助力经济增长

黄益平

在当前经济背景下，数字经济能

发挥怎样的作用？

数字经济有助于形成全国统一大

市场。

过去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是

割裂的。我是学农业经济出身，知道

以前有个现象是把北方的玉米运到南

方是通过“进出口”实现的。因为当时

从东北到华南的运输成本太高，把东

北玉米直接出口到国际市场，南方再

从国际市场上买进，与把东北的玉米

直 接 运 到 南 方 相 比 ，这 样 做 成 本 更

低。这个例子说明那时我国的市场没

有真正融合在一起，交通运输成本将

其分隔开了。

我们做过一项研究，主要看近些

年全国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化。研究发

现，消费价格指数在 2013 年以前起伏

很大，2013 年以后突然变得平稳。这

背后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其中很重要

的一点就是电商、移动支付和物流运

输的日渐发达。

以常温牛奶为例，线上渠道销

售的主要是整箱的常温奶，不拆分

卖，线下销售则可以拆开卖。从全

国范围内看，整箱销售的常温奶价

格出乎意料地一致，但线下拆卖的

常温奶价格差异却非常大。其中

的道理不难理解，线上销售的产品

释放出固定的价格信号，消费者只

会购买与该价格信号差异不大的

产品，如果差得太多，消费者就不

会买。这实际上是通过数字技术

把全国的市场整合到了一起。物

流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网上下单

的商品，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3 天内

就能收到。只有这样，整个市场才

能结合到一起，全国统一大市场才

成为可能。

二手车平台也是如此。消费

者只要到平台上买车，就能获得

优惠的价格。这种行为在经济学

上叫“套利行为”。这样运作的结

果就是在全国形成统一市场。

数 字 经 济 有 助 于 缩 小 地 区

差异。

我的一个博士生曾做过一项

研究，发现农村的农民只要用上

移动支付，其收入和就业状况就有可能会发生改变。数字技

术把全国各地的人都连接起来，哪怕是身处小山沟的种植户，

也可以足不出户掌握全国的需求动态，甚至为全国市场生产。

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专门做了一个北京大学数字普惠

金融指数，把全国近 3000 个县级行政区、几百个地级市、30 多

个省级行政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描绘出来。2011 年，

沿海地区的数字普惠水平最高；但到了 2021 年，全国其他地

区数字普惠水平与沿海地区的差距明显缩小。这 10 年间，数

字普惠金融增速最快的是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原先没有金

融服务或者金融服务不足，使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频率和

数量也比不上沿海发达地区。然而这些地区的金融服务实现

从无到有，其意义不可估量，它指出了未来中国地区经济平衡

发展的希望。

大家都听说过连接黑河和腾冲的“胡焕庸线”。过去，经

济总量的 95%以上都在线的东边，现在情况有所好转，但总体

格局依旧没有从根本上发生改变。

可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显示，这条线所划分出的格局已经

发生变化，数字金融服务已经快速跨越“胡焕庸线”，在广大的

西部地区提供各种各样的数字金融服务。

数字经济有利于推动创新发展。

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数字经济大而不强的主要原因

是原创技术不多。2022年10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两位学者

曾发表了一篇报告，专门分析评估中国在前沿技术方面的创新

能力。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前沿技术的知识产权专利数量在过

去10年飞速增长，在大部分领域已经超过日本和欧洲，在一些领

域甚至超过了美国。这说明我国的前沿技术创新一直在快速追

赶。这两位英国学者还研究了最优专利引用率，中国现在 10%

的专利引用率与日本、欧洲处在同一个水平，与美国还有较大差

距。但是，中国前沿技术的赶超态势已经非常明显。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
融研究中心主任）

别 小 看 这“ 仨 瓜 俩 枣 ”
杜 铭

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自己的

账 单 ：一 年 内 共 享 充 电 宝 消 费 总 额 高 达

1200 元。虽然共享充电宝为我们提供了

“江湖救急”的便利，用一次花不了多少钱，

一旦积少成多，共享充电宝竟会变成让你

小小肉疼的钱包“刺客”。

是什么让你的钱包缩水？共享充电宝

给我们提了个醒：别小看这“仨瓜俩枣”。有

个经济术语叫“拿铁效应”或“拿铁因子”，用

来指那些生活中非必要却能产生积少成多

影响的支出。有人算了笔账：每天 2 杯咖啡

共 30元，1年就是 10950元，30年累计下来就

是 32.85万元⋯⋯这笔钱可不是个小数目。

咖啡只是用来举例，可以替换成奶茶、

共享充电宝、盲盒、手办玩具，以及各种健

身卡、会员卡⋯⋯这些都可能是你的“拿铁

因子”。一笔笔开支，每一个单项看起来好

像微不足道，但长年累月下来、林林总总加

起来，数字就让人无法忽视了。

“拿铁因子”是怎么产生的？

首 先 ，商 家 总 变 着 法 儿 制 造 各 种 噱

头 ：限 量 款 、联 名 款 、周 年 纪 念 款 、定 制

款 ⋯⋯ 不管你买了多少，衣柜里衣服似乎

总是少一件。从曾经风靡校园的“小浣熊”

干脆面里的 108 款水浒英雄卡，到某连锁快

餐品牌开心乐园餐赠送的玩具，再到如今

无穷无尽永远也集不齐的盲盒，商业鬼才

总有办法让消费者欲罢不能。甚至当你面

对一件昂贵的商品犹豫不决时，巧舌如簧

的推销员会劝说你“几年用下来，平均每天

只 花 几 元 钱 ”，减 轻 你 对 钱 包 缩 水 的 负

罪感。

其次，消费者缺乏正确的理财消费观

念。要么控制不住“剁手”欲望，买了一堆

华而不实、用处不大的商品；要么只图一时

新奇，用不了几次就束之高阁。

难怪现在总有人以“精致穷”自嘲：平

时看上去光鲜亮丽，可真正需要大项支出

时却捉襟见肘，不得不东挪西借；明明收入

可观，可一年到头来却总是存不下钱，甚至

都不知道自己的钱花哪了。

要想积累财富，不得不警惕“拿铁效

应”，但也并非无法防范。比如，在出门前

准备更充分一点：给手机充满电、随身携带

充电宝、关闭不必要的耗电应用延长续航

时间、手机电池健康度下降严重时及时更

换⋯⋯从而减少对共享充电宝的依赖。

当然，拒绝钱包“刺客”，并不意味着走向

另一个极端变成“葛朗台”。只是说应该合理

规划家庭或个人财产，量入为出，理性消费，

尽量减少随意、不必要、不合理的支出，把钱

花在刀刃上。老话说得好，“吃不穷，喝不穷，

算计不到就受穷”，就是这个道理。

时下，很多年轻人学会了不再为名牌所

累，热衷于寻找更具性价比的平替，甚至上

二手网站淘宝；用自制便当做工作午餐，代

替动不动下馆子、叫外卖；旅游也要错峰出

游、反向出游，避开价格飞涨、体验感打折扣

的黄金周。与此同时，他们又很“舍得”在个

人素质提升、培养兴趣爱好方面不惜下血

本。这就是越来越理性务实的表现。

也有人说，钱不是省出来的。其实，开

源节流都很重要。很多人挣了钱后大手大

脚，不懂得细水长流，最终朝不保夕；反而

不少普通人克勤克俭、善于持家，日子越过

越有奔头。

对总也攒不下钱的月光族来说，不妨

先养成平时记账的习惯，把当天每一笔支

出都仔细记下来，月底、年底再分门别类汇

总分析，看看到底有哪些开销属于“拿铁因

子”。有了清晰的财务规划，再加上执行

力，就能让自己的钱包越来越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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