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發展～經濟學

形
塑一個社會的文化，不但決定該社會的風俗習慣、規範每個人的行為，也間接影響到總

體經濟的成長。舉例來說，儒家文化鼓勵人們要三省吾身、要成為一個忠於所託、值得

信賴的人。在這樣一個富而好禮的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互信得以鞏固，讓人們願意去信任

別人。這樣一來，傳統口頭契約的交易成本會大幅降低，促進總體經濟成長。然而，在多數

交易都電腦化、條文化的現代社會，同樣的互信能不能繼續降低違約的可能、讓經濟永續發

展？這是臺灣社會現在面臨的重要課題。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在他的成名之作《新教倫理與資本

主義精神》指出，相較於原本的羅馬天主教，基督新教倫理是資本主義在西方發展起來的關

鍵。舉凡工業革命前經濟發展快速的荷蘭、工業革命發軔的英國，以及後來經濟持續成長的

德國、美國等，都是基督新教蓬勃發展的國家。相反地，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相對落後的

法國、西班牙等，都是天主教國家。而他後續的研究也認為，東方的印度教、道教與儒教都

不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

但是，近70年的「亞洲經濟奇蹟」卻顛覆韋伯此一看法。從在戰後灰燼中重建的日本，

到新興工業四小龍的韓國、臺灣、香港、新加坡，以及最近崛起的中國，都是所謂的儒家文

化圈，長期以來受到儒家文化的薰陶。他們並沒有如韋伯所說，被儒家文化所限制，反而經

歷長期的高速成長脫離貧窮。於是，開始有不少學者嘗試用儒家文化來解釋亞洲經濟奇蹟，

認為它能促進總體經濟成長。因此，究竟儒家文化對於總體經濟成長是好是壞，學者各有不

同主張。

臺大經濟系梁明義教授在Liang（2010）提出一個折衷的看法，試圖調和韋伯和晚近經

濟學家的爭論。他認為儒家文化有利於亞洲經濟奇蹟中所展現的「急起直追式（follower 

mode）成長」，但不利於韋伯在工業革命中所觀察到的「創新突破式（leading mode）成

長」。誠然，由於儒家文化要求和諧穩定、追求君臣父子的階層秩序，因此不鼓勵冒進的行

動、不利於發明創新，使得受到儒家文化影響的人們創新的成本較高，很難產生像賈伯斯這

樣的天才。再者，儒家文化崇古抑今，而且鼓勵父母投資在子女的教育上（光耀門楣），這

使得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在複製別人的成功上有較低的模仿成本，可以低價代工、甚至製

造諸多山寨產品。最後，由於儒家文化鼓勵人們看重未來，使得儒家文化區的國家普遍有高

儲蓄率，有助於資本的累積。這些假說預測儒家文化會促進人們趨避風險、趨避損失，看重

未來使得折現率升高，不會短視近利、太看重今天，而且人們會努力成為可信賴的人，甚至

因此更願意信任別人。不過，相關性不代表因果性，但憑被動觀察的證據，不太容易排除其

他可能的影響因素、確認實際的因果關係。

所幸，近60年經濟學方法論上的發展，使得「經濟學實驗」變得可行。實驗經濟學家設

計一些控制的決策環境，利用經濟學理論預測人們在這些誘因下如何反應，然後請人在這些

儒家文化如何影響人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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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的環境中做出有真實後果的決策來驗證理論的預測。舉例來說，如果人真如前述理論所

言會趨避風險，那面對一個要付出20元的福袋，只有一半機會獲得40元，他更可能購買一個

有一半機會獲得35元、一半機會獲得15元的福袋。因此，透過設計不同的福袋組合讓人選

擇，能測量出每個人的風險偏好。如果這些選項裡面有得有失，那也可以用來測量人們面對

「損失」的態度（是否與「獲得」不同）。同樣地，我們可以設計出選擇在不同時間點領錢

的實驗，來測量人們的時間偏好。也可以設計兩兩一組的實驗來測量人們的互信：一個人決

定是否願意託付另外一個人一筆錢，然後在這筆錢投資獲利之後，另外一個人則決定是否歸

還一部分所得給第一個人。

此外，心理學家為了研究性別、種族的影響，發展出各種方法「提點（priming）」人

們自身背景的刻板印象，這些方法也被實驗經濟學家採用。Benjamin et al.（2010）詢問亞

裔美國人「家裡講幾種語言」與「祖先幾代在美國」來提醒其亞裔背景。為了提點儒家文

化，我們設計6道改錯題目，請人們圈出錯誤並整句重抄一遍：一半的人被隨機分配到「提

點儒家文化」的實驗組，其句子來自論語與孟子，另一半人則分配到沒有提點的對照組，看

到來自國文改錯題庫的其他句子。利用心理學的提點法，比較實驗組和對照組測量人們偏好

的經濟學實驗結果，我們就能夠實際量化人們受到儒家文化影響，所帶來的偏好改變。

由於我們認為看到論語、孟子所帶來的影響主要針對有受教育的菁英，因此我們使用的

受試者是海峽兩岸的菁英學子──臺灣大學和北京大學的學生。值得注意的是，臺大和北大

不但是兩邊首屈一指的名校，而且也系出同源：臺大校長傅斯年出身北大、擔任過北大的代

理校長，也把北大的反抗批判精神帶來臺大。因此，相較於其他學校，這兩校學生的特質應

該較為相近。

實驗結果顯示，學生們在被提點儒家文化背景之後，相較於未被提點的對照組，實驗組

變得更可信賴、願意回報，但卻更愛好風險、不怕損失，而且變得比較沒耐心、未來的折現

率降低。也就是說，有些結果符合我們對儒家文化的假說，有些不符合。這樣看似雜亂無章

的結果，原本讓我們無所適從。但是再次檢驗資料之後，我們認為實驗應該沒有做錯，而

且結果似乎有跡可循：是臺大學生變得更可信

賴，而且他們（較於未被提點的臺大學生）較

不會短視近利、不致「只看今朝」，這些都與

假說一致。而那些不符合假說的結果則都來自

北大學生行為的改變。

因此，我們懷疑是不是由於文革的緣故，

北大學生對於儒家文化有負面反應，才造成他

們往反方向改變他們的行為，以致得到相反的

實驗結果。為了驗證這樣的解釋，我們另外找

了一批臺大和北大的學生，在提點儒家文化之

後，詢問他們是否同意儒家的看法，並將之與 以量化實驗研究儒家文化對兩岸學生的經濟行為的影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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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義、西方宗教與東方宗教做排序。果然北大學生在被提點儒家文化之後，會更不同意

儒家思想、而且排序更低（相較於未被提點的北大同學）。相反地，臺大學生則沒有顯著的

差異，頂多是有正向的影響。因此，就面對儒家文化的態度來說，海峽兩岸真的是「一邊一

國」，即使這些北大學生還年輕到不足以經歷過文革。

有趣的是，即使北大學生在被提點的時候是產生負面反應，但是他們風險偏好與時間偏

好的改變也仍然驗證了儒家文化確實能夠促進人們趨避風險與損失、看重未來（所以他們才

反其道而行）。因此，文化對於人們偏好與行為的影響確實存在，而且影響深遠到即使經過

文革依舊存在。這讓我們不禁想問，如果類似的實驗拿去亞洲經濟奇蹟的其他國家，是不是

也有類似的結果，即使他們甚至已經不使用中文漢字、看不懂論語孟子的原文了？這就有待

後續的研究了。 （本期專題策畫／社會科學院林惠玲院長&社工系楊培珊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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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一小檔案

臺大數學系學士，輔系經濟系、外文系語言組。美國加

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經濟學博士，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後

研究。現為臺大經濟系副教授，研究專長為經濟理論、

實驗經濟學與神經經濟學。研究主題包括用經濟學實

驗與眼動儀來研究策略性傳遞訊息（說謊）的經濟理

論及其神經科學基礎，以及多層次思考的有限理性模型

（level-k model）。受到本系同事的啟發與外國合作者

的鼓勵，開始研究儒家文化對於經濟行為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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