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伦斯·罗·克莱因 (Lawrence R. Klein) 
 
出生年份：1920 
获奖日期：1980 
获奖类别：诺贝尔经济学 
奖获奖原因：以经济学说为基础，根据现实经济中实有数据所作的经验性估计，

建立起经济体制的数学模型。 
个人生平：  
     劳伦斯·罗·克莱因以经济学说为基础，根据现实经济中实有数据所作的经验

性估计，建立起经济体制的数学模型，从而获得 198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主要经历： 

1942　　 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学士 
1944　　 年：麻省理工学院博士 
1950　　 年- 1954 年 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经济学讲师 
1954　　 年-1955 年 牛津大学统计中心资深研究员 
1956　　 年-1958 年 牛津大学统计中心计量经济学高等讲师 
1958　　 年-1964 年 宾夕法尼亚（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大学经济学教授 
1960 　　 年夏 大阪大学客座教授 
1964　　 年-1967 年 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 
1968　　 年- 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富兰克林教授（Benjamia Franklin Professor） 
1962　　 年- 1963 年，1982 年 纽约市立大学（City University ofNew York）杰

出客座教授 
1964　　 年 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客座教

授 
1966　　 年春 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 
1968　　 年 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福特客座教授（Ford Visiting Professor） 
1968　　 年春 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 
1970　　 年夏 1974 冬 维也纳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客座

教授 
1974　　 年春 哥本哈根大学（University of Copenhagen）客座教授 

 
主要学术贡献 
    克莱因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以公认的经济学说为基础，根据对现实经济中实

际数据所作的经验性估算，建立经济体制的数学模型，并用其分析经济波动和经

济政策，预测经济趋势。在包括周期研究、随机波动、动态乘数反应、方案分析

以及预报等理论性经济分析和公共政策的问题上，运用各种估算系统。所研究的

模式包括发展中经济、中央计划经济和工业市场经济，以及这些经济的国际贸易

和金融关系。主要有“克莱因—文德伯格模型”、“布鲁金斯模型”、“沃顿模型”和
“世界模型”。 
    克莱因的学术成就，概括地说，是将计量经济学方法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

学分析结合起来，创立了宏观经济计量学。他在成名之作《凯恩斯革命》中，第

一次完整地把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表述为数学形式。他的另一本代表作《美国的一

个经济计量模型，1929～1952》，不仅在结构、规模和先进的估算方法论方面是



现代宏观模型的鼻祖，而且也是正式地用于经济波动预测的第一个经济计量模

型，对以后美国和其他国家建立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有深远而普遍的影响。克莱

因还帮助其他国家建立模型。包括 1947 年的加拿大模型，1961 年的日本模型，

1961 年的英国第一季度模型。他关于发展中国家模型式样的建议，明显地被采

纳于印度、墨西哥、苏丹等不同国家的模型中。他还与他的同事一起，致力于建

立苏联的模型，对前苏联的经济计划和计划执行进行经济计量的描述。二十世纪

六十年代末的林克计划是一个规模宏大的世界经济计量模型，其中克莱因起了主

导作用，他既是创议者，又是一位积极的研究领导者。这个计划的目标之一，是

协调各国的经济计量模型。用以改善分析商业波动在各国中扩散的可能性，以便

利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预测。另一个目标是研究一国政治措施的经济效应如何

影响其他国家。这个方法已被用来研究一次石油涨价如何影响各国的通货膨胀、

就业和贸易平衡。林克计划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有很大的理论和实践价

值。 
　　通过他的著作和对各国研究人员的指导，克莱因促进了对经济计量预测模型

和对这类模型用于经济政策的可能性的研究。由于克莱因的努力，经济计量模型

的编制已经广泛使用。经济计量模型现在可在全世界找到，不仅在科学机关中，

而且也在公共行政、政治组织和大企业中。在经济科学的领域中，很少有人像劳

伦斯·克莱因那样拥有这么多的后继者和这么大的影响。 
 
一、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 
 
　　密西根大学有一位研究生叫戈德伯格，他与克莱因合作完成了一套新的美国

经济模型，称为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他们将在考列斯委员会建构的模型加以

补充及修正，并导入一些调查研究的发现，用以定期从事经济预测。拜克拉克这

位来自澳大利亚大胆的统计经济学家之赐，把他们的研究成果推向高峰。克拉克

在极有影响力的《曼彻斯特卫报》全球版周刊上撰文指出，朝鲜战争期间逐渐下

滑的美国经济，可能会大规模地衰退。他甚至吓唬大家，将会遭遇最可怕的经济

事件——由于经济情势持续盘旋衰退，终将重演 1929 年的全面崩溃。克莱因在

重新检视模型对 1953～1954 年经济的预测后，得到的结论是，情况不致再像 1929
年一样。于是，他和戈德伯格合写了一篇文章寄给该报，很高兴除了文章大幅刊

登出来，还配上一幅劳氏漫书。著作点击。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电脑总算能够有效地运用于计量经济学。克莱因和他的

学生以及 IBM 电脑公司的研究员，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研究与最大可能性相关的

非线性问题及其他的统计预估方法，也同时大幅改进了源自布鲁金斯模型研究过

程中的模拟技巧。最终他们有两项创新的发展，使得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向

前跨了一步：其一是以国民所得会计的标准格式来呈现资料，以便于计量经济分

析者的了解；其二是使用分时的方法。 
 
二、拉丁美洲国家经济模型 
 

1966　 年，杜邦公司的研究员邀请克莱因为该公司直接投资的三个发展中国家

建立经济模型。为此，他挑选了一些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的学生组成研究团队，

建立了阿根廷、巴西及墨西哥三国的模型。克莱因在华盛顿计量经济研究组内，

成立了墨西哥计量经济模型研究小组。这些技术涵盖了模型建构、电脑运用、模



型结果的呈现以及对民间与政府部门决策的贡献等。这实在是可圈可点的个案，

而类似的努力也陆续在世界其他国家收到成效。 
 
三、发展中国家模型 
 
　　从拉丁美洲的经济开始，克莱因开始有机会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建构经济模

型。远东国家有许多模型，非洲及中东也有一些。那时最优秀的学者曾加入联合

国所属的各个团队，协助新兴国家解决经济发展的各项问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中叶，克莱因与联合国所属单位签订顾问合约，协助建立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型，

以估计其经济成长所需要的资本。 
　　为发展中国家从事模型建构的同时，克莱因也开始为社会主义或中央计划经

济国家从事相同的努力。发展中国家的模型设计，必须能表现这些地区的特质，

不宜仅依据新古典与凯恩斯的综合理论，完全复制工业化民主国家（OECD 国家）

的模型。发展中国家的模型要展开独特的供给面特质，还有特殊的对外贸易、所

有权分配与人口状况。至于替中央计划型经济建构模型，面对管制的市场以及计

划目标，一直是克莱因长久向往的挑战。1970 年夏季，克莱因在维也纳高等研

究院举办的演讲中和在美国认识的捷克经济学者讨论这些问题。同年夏天，克莱

因也在前苏联及匈牙利与人讨论这项议题。 
 
　　最后，在 1973 年，克莱因和学校研究苏联的同仁合作，为前苏联建构了一

个模型——USSR SOVMODI 与由此衍生后面好几代的模型。在各种讨论与正式

说明的场合，克莱因向前苏联经济学家介绍这个模型，他相信，透过经济模型可

以对苏联的经济结构与体制有更为深刻的了解。在接下来的十多年，来自东欧、

前苏联与中国的访问学者络绎不绝，他们的造访，使克莱因对西方市场经济与东

方计划经济两者的基本差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主要著述：  
 
    《宏观经济学与合理行为理论》（1946）；  
    《凯恩斯革命》（1950）； 　　 
    《美国经济波动》（1950）；  
　　《经济计量学教科书》（1974）；  
　　《美国的一个经济计量模型》（与戈德伯格合著，1955）；  
　　《经济计量学导论》（1962）；  
　　《沃顿经济计量预测模型》（与伊万斯合著，1967）；  
　　《经济预测理论论述》（1971）；  
　　《宏观经济体系的模拟技术的状况》（1977）；  
　　《经济计量预测和经济模型导论》（1981）等。  
     他不仅是一位多产作家，而且还从事编辑工作，担任《经济计量学》、《国

际经济论坛》、《经验经济学》、《比较战略》等刊物的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