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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行为复杂多样, 是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尽管任意两个人的行为之间
都存在许多差异, 但我们可以在不同情境中发现一些典型的行为模式, 比
如在教室里或家庭聚餐时。行为经济学领域研究的是与财务状况相关的
行为。在本文中, 我将介绍前景理论的主要发现, 这一理论由已故的阿莫
斯 ⋅ 特沃斯基 (Amos Tversky) 和我共同提出。前景理论解释了在涉及赌
博的情境下人们做出的决策, 同时也回答了一些问题, 比如人们是否以同
样的方式评估收益和损失, 或一个人的初始财务状况如何影响其对收益
和损失的估值。在文章的最后, 我将分享我在科学生涯中得到的一些感
悟, 并解释为何幸福具有两个面向。

丹尼尔 ⋅ 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教授把心理学的, 特别是关
于不确定条件下人的判断和决策的研究思想, 结合到了经济科
学中, 荣获了 200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kids.frontiersin.org 1

https://kids.frontiersin.org/
https://kids.frontiersin.org/zh/articles/10.3389/frym.2022.1014522-zh
https://kids.frontiersin.org/zh/articles/10.3389/frym.2022.1014522-zh
https://kids.frontiersin.org/zh/articles/10.3389/frym.2022.1014522-zh
https://kids.frontiersin.org/zh/articles/10.3389/frym.2022.1014522-zh
https://kids.frontiersin.org/


Kahneman 行为经济学

前景理论

想象一下, 你的朋友邀请你玩下面这个游戏: 她负责抛硬币, 你来

猜测硬币落下后哪一面朝上。如果硬币正面朝上, 你就得到 3 元；如果

反面朝上, 你就输掉 3 元。在这种情况下, 收益和损失一样多, 并且两

种结果发生的概率都是 50%, 因为硬币只有两个面。你会选择玩这个游

戏吗？再假如你的朋友改变了游戏规则, 硬币正面朝上则你得到 5 元,

反面朝上则你输掉 3 元呢？在这种情况下, 收益和损失的金额是不一样

的, 但每种结果发生的概率还是 50%（如图 1）。

图 1

图 1

有得有失的抛硬币游戏。
（A）胜率相等（50%）、
损益也相等的赌博。硬
币正面朝上则得到 3 元,
反面朝上则失去 3 元。
你会选择玩这个游戏吗？
（B）胜率相等（50%）但
损益不等的赌博。硬币
正面朝上则得到 5 元, 反
面朝上则失去 3 元。你
会选择玩这个游戏吗？

再来想象一下, 你的朋友邀请你玩另一个游戏: 她来掷一个普通的

六面骰子。假如她掷出 1 至 4 点中的任意点数, 你就得到 3 元；假如

她掷出 5 点或 6 点, 你就输掉 3 元。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收益和损失

一样多, 但是输赢的概率不一样: 赢的概率是 66%, 而输的概率是 33%。

你会选择玩这个游戏吗（如图 2）？

图 2

图 2

损益相同但胜率不同的
掷骰子游戏。在本游戏
中,掷出 1-4 点中的任意
点数,则得到 3 元（如左
图）；掷出 5点或 6点,则
失去 3 元（如右图）。你
愿意玩这个游戏吗？

这都是一些简单的赌博游戏, 损失和收益情况各不相同。现在, 再

请你想象一下你肯定能盈利, 只是收益金额不同的游戏情境。例如, 如

果有人让你选择肯定能得到 3 元, 或有 80% 概率能得到 6 元, 你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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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呢？或者换一种情形, 如果在马上得到 3 元和两周后得到 10 元之

间做一个选择的话, 你又会选哪个呢？

前景理论研究的就是上述情况, 由我已故的好友阿莫斯 ⋅ 特沃斯基

前景理论

(Prospect theory)

研究有风险的财务决策
中人类行为的理论, 来自
行为经济学（经济学的
一个分支）。 和我共同提出。前景理论是一个行为经济学理论, 研究人们在不确定的
行为经济学

(Behavioral economics)

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研究
影响人们作出财务决策
的因素。

情境下（比如赌博时）做出的决策 [1–3], 旨在解释人们做决策的原因

和方式。在下文中, 我将介绍前景理论的两个主要发现, 并解释它们的

含义和与上述情境的关联。

人们赌博的时候在想什么？

过去的观点认为, 在考虑风险决策的结果时, 人们都会估量输赢对

财务状况产生的影响。例如, 一位商人要把货物（如香水）从阿姆斯特

丹用船运往圣彼得堡, 他知道这艘船有 5% 的概率在途中沉没, 无法到

达目的地。因此, 这位商人面临两种选择。

这艘船有 95% 的可能性安全到达目的地，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可以

卖出香水，获得预期利润。

这艘船也有 5% 的可能性在途中沉没，这样的话商人花在香水上的

钱都会赔光。因此，商人需要决定是否为船上的货物投保。他应该选择

投保，在船沉没后获得跟香水成本相当的赔偿，还是选择不投保，赌一

把，希望船能安全抵达呢？

著名科学家丹尼尔 ⋅ 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1700-1782）研究

过这一问题, 他认为人们会考虑资产的未来状态。也就是说, 人们在做

经济决策（如赌博）时, 评估的是输赢分别会使自己处于怎样的财务状

况。关于这一点, 我和阿莫斯 ⋅ 特沃斯基或许有发言权。我们注意到,

对于日常生活中的风险决策（通常不涉及上文所述船只那样的大额风险

交易）, 人们考虑的是收益和损失, 而不是不同的结果将使他们处于怎

样的财务状况 [2–4]。回想一下上文提到的游戏: 当你选择是否参与赌

博时, 你可能会考虑如果赢了会得到多少钱, 如果输了会失去多少钱。

你很可能不会考虑在两种情况下你口袋里钱的总量的变化情况。换句话

说, 人们关注的是赌博给财务状况带来的变化。这种情形一般用一种曲

线图来表示, 称为价值函数（如图 3）[2]。这些变化是相对于下注前的

价值函数

(Value function)

描述人们对收益或损失
的主观价值评估和客观
价值之间的关系。

个人财务状况（被称为“零状态”）来衡量的, 即图 3 中坐标轴原点的

0。

损失厌恶

既然认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赌徒财务状况的变化, 我们就有了这样

的疑问: 对赌徒来说, 收益和损失是否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再来回顾一下

图 1 的游戏。在第一个版本里, 胜率相同, 收益和损失一样多, 这种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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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3

价值函数图表。前景理
论的一项重大创新, 就
是从强调赌徒在完成下
注后的最终财务状况, 转
向强调相对于赌徒下注
前的初始财务状况的收
益与损失（横轴）。初始
财务状况用坐标轴的原
点（0）表示, 收益或损
失是相对原点来衡量的,
并与下注人的主观价值
（纵轴）相关。每个人自
行判断收益对他们有多
重要, 以及损失对他们的
“伤害”有多大。前景理
论认为, 损失造成的心理
伤害要大于等量收益带
来的喜悦（红色曲线比
绿色曲线更陡峭）。（图
片改编自参考文献 2）。

博人们并不喜欢。人们更喜欢第二个版本的赌博, 收益的价值高于损失

的价值, 且胜率相同。换句话说, 为了“补偿”损失带来的风险, 需要

更大的潜在收益。由此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 人们对待收益和损失的

态度是不对等的。人们对损失的厌恶超过了对收益的渴望, 我们将这种

现象称为损失厌恶[5]。
损失厌恶

(Loss aversion)

同等收益的吸引力远远
比不上对损失的厌恶感。
例如, 人们不愿参与损失
和收益的金额和概率都
相同的赌博。

图 3 形象地描述了损失厌恶。图中右侧的绿色曲线代表人们赋予收

益的价值, 左侧红色的曲线与之形成对照, 代表人们赋予损失的价值。

从图中可以看出, 收益曲线上升得更慢、更平缓, 损失曲线则更陡峭。

也就是说, 面对实际价值相同的收益和损失（比如得到 3 元和失去 3

元）, 人们对损失的消极体验会超过对收益的积极体验。

你可以自己做一个测试: 得到 3 元的兴奋能盖过失去 3 元的难过

吗？大多数人都会说, 失去 3 元的沮丧远远甚于得到 3 元的喜悦。这种

人类特征在许多文化中都有体现, 我们相信它有进化的基础（挑战: 从

进化的角度来看, 你能想想这种对损失更加厌恶的特征如何服务于人类

吗？）。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在我们的研究之后, 人们对损失规避现象的

认识有所增加, 但这种心理并未减弱。不过, 这些研究让我们能够理解

人们在经济决策情境下的行为, 这是以往的理论无法解释的。

给小读者们的建议——幸福的两个面向

最后,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研究生涯中的重要见解, 这些见解与

经济学并无直接关系。第一个见解来自行为心理学, 源自一个问题:“什

么使人快乐？”另一个见解来自我作为一名科学家对自己的观察。

对每个人来说, 幸福都是富有意义而又难以捉摸的。每个人通往幸

福的路径都不一样, 取决于很多因素。尽管如此, 你应该认识到世界上

有两种类型的幸福——在生活中感到幸福, 以及对人生感到幸福满足1
1 了解更多信息，请点
击阅读：丹尼尔·卡
尼曼：移居到加利福
尼亚可能也不会更开
心。

（如图 4）[6, 7]。在生活中感到幸福也叫做即时幸福感, 它与生活中的

瞬时体验有关, 例如: 做自己开心吗？我在当下的感受如何？这种幸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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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心情紧密相关。事实证明, 平均而言, 人们最快乐的时候就是与

所爱之人和爱他们的人共度的时光。

图 4

图 4

幸 福 的 两 个 面 向。 总
体幸福由两类幸福组
成——在生活中感到幸福
（即时幸福感）和对人生
感到幸福满足（生活满
意度）。（A）在生活中感
到幸福与即时享受相关,
通常来自与喜欢的人共
度时光。（B）对人生感
到幸福满足（如满意度）,
即回顾自己以往生活时,
发现目标已经完成。这
两种幸福并非总是同时
到来, 智慧就在于找到两
全之道 [6]。

而对人生感到幸福满足也称为生活满意度, 与对生活的总体态度有

关, 例如: 我过得成功吗？我为自己所获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吗？换言之,

满意度取决于你认为过往的生活各方面是成功还是失败2。
2 了解更多信息，请点
击阅读：经验 vs 记忆
的谜团（丹尼尔·卡
尼曼）

因此, 我的建议是, 应该思考幸福的两个面向: 你更乐意怎样度过

每一天（在生活中感到幸福）？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对人生感到幸福

满足）？这两个方面不总是齐头并进的, 但如果能同时关注到这两方面,

那你获得这两方面幸福的概率就会增加。另外还要注意的是, 我们在其

他研究中发现, 财富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明了

[8]。因此, 为了获得幸福, 我建议不要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财富上, 而

是要多参与各种各样有趣的活动, 制定不同的目标——不要只关注经济

目标。

科学家宛若孩童, 乐于改变自己的想法

对我来说, 做一名科学家就是要像孩子一样, 时刻保持高度的好奇

心。当然, 科学家们也不能完全理解周围的世界, 但他们确实做出了极

大的努力, 试图去理解这个世界。作为一名科学家, 我也乐于改变自己

的想法。有些科学家很难改变观念, 会死死抓着一个想法不放。而我跟

他们恰恰相反, 对我来说, 只有转变思维才能学到新的东西。从这一点

来看, 深耕科学领域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唉！我怎么这么笨？之前

怎么没想到？”这样的时刻总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这种重新看待事物的

经历, 在科学家的生活中比比皆是。如果你决定成为一名科学家, 这种

体验将贯穿你的一生。即使我已经 88 岁了, 这种情况仍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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