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天鹅”可怕，“灰犀
牛”也可怕

也许很多人会好奇，为啥米歇

尔·渥克偏偏选中“灰犀牛”这个概

念呢？

“灰犀牛并非严谨的学术概念，

而是对概率大、冲击力强的风险的

贴切比喻，代指没能及时阻止本来

有能力、有机会阻止的灾难。”恒丰

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董希淼介绍，

灰犀牛体型巨大，本不该被忽视，但

正因为其貌似愚笨粗拙，才让我们

低估了它的风险，疏于防范。

生长在非洲大草原上的灰犀

牛，身躯庞大，给人一种行动迟缓、

安全无害的错觉，从而时常忽略了

危险的存在——当灰犀牛被触怒发

起攻击时，却会体现出惊人的爆发

力，阻止它的概率接近于零，最终引

发破坏性极强的灾难。

“概率大、破坏力强是‘灰犀牛’

事件最重要的特征。”中国社科院金

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指出，“灰

犀牛”事件的风险其实很容易被发

现，却被大多数人选择性地忽视，或

者将其当作一种正常的现象来认可

或接受，以至于错失了最好的处理

或控制风险的时机，最后可能导致

极其严重的后果。

曾刚指出，从国外经验看，“灰

犀牛”事件往往都是破坏力极强，一

旦发生，对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很

大。这一方面是因为“灰犀牛”风险

的形成往往牵连甚广，要有效防范，

从整体上进行统筹和推动，在制度

惯性之下，这显然不是一件很容易

的事情；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的主

观意识存在偏向性，容易低估风险，

对即将到来的祸患视而不见，贻误

了最好的危机处理时机。

“黑天鹅”很多，“灰犀
牛”也很多

“灰犀牛”的提出，给原本为人

们熟知的“黑天鹅”概念带来强烈冲

击。在渥克看来，我们这个社会的

绝大多数危机，并非发端于不可预

测的小概率事件（“黑天鹅”），而是

大概率、高风险事件（“灰犀牛”）不

断演化的结果，这些风险的存在早

就广为人知，却由于体制或认识的

局限，没有得到积极防范和应对，最

终升级为全面的系统性危机。

“很多危机事件，与其说是‘黑

天鹅’，其实不如说更像是‘灰犀

牛’。”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胡怡建认

为，“灰犀牛”与“黑天鹅”事件既有

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实际上两者之

间并没有明显区分界限，在一定条

件下又可互相转化。“黑天鹅”与“灰

犀牛”犹如一对双生子，提醒人们对

可能因为发生一些不寻常事件造成

大震荡的大概率风险和小概率风险

都应保持足够警惕。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至

今余波未平，在很多人看来，这场以

雷曼兄弟突然倒闭为标志的风险事

件是不可预测的“黑天鹅”，而现有

的很多证据表明，源于美国“两房”

（房地美、房利美）危机的风险，早已

被频频预警，却被大多数人忽视。

2000年起美国房地产市场高度

繁荣，房价持续上涨，住房抵押贷款

规模不断攀升，在 2007 年达到总贷

款的50%。2004年起美联储连续加

息17次，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从1%升

到5.25%，房价终于在2006年底止升

回落，刺破了房市泡沫，并触发了次

级抵押贷款的违约风险。而早在

2004 年，一份联邦调查局的报告警

醒人们提防抵押欺诈的大范围爆

发；2007年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国际清算银行不断发出警告；2008

年 1 月，达沃斯论坛的风险报告指

出，预期的房地产市场衰退、流动性

资金紧缩和居高不下的油价都实实

在在地发生着，推高了经济崩溃的

风险性。这期间的先知先觉者并不

在少数，但直到2008年“雷曼时刻”，

人们才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类似的还有卡特里娜飓风事

件。2005 年 8 月 25 日，卡特里娜飓

风首次从美国佛罗里达登陆，29 日

再次登陆墨西哥湾沿岸新奥尔良外

海岸，给新奥尔良市造成了极大破

坏，是美国历史上损失最严重的自

然灾害之一。当年1月，市政高官就

已看到了一份详尽的灾难预防计划

书，飓风到来前一个月还召开了关

于飓风准备工作的研讨会，但政府

推迟了飓风防御工作并拒绝采纳相

关建议，最终飓风狂扫，造成巨灾。

渥克还认为，类似美国“挑战者

号”航天飞机失事这种突发事件，其

实也是“灰犀牛”。从 1977 年起，航

天飞机制造商就发现火箭推进器中

存在一个设计缺陷，在外部环境温

度较低时进行发射，可能导致严重

的风险，就在发射航天飞机那个早

晨，几位工程师还提出警告。但美

国国家航天局没有理会，结果酿成

悲剧。事后调查表明，只需要将发

射调整到一个相对温暖的天气，所

有损失都可以避免。

“风险总是被提起，却又总是被

忽略。”董希淼指出，从国外“灰犀

牛”事件来看，发生的关键在于大多

数人对于可预见的危机熟视无睹，

不及时采取行动，终致重大危机。

我们身边有没有正在发生的

“灰犀牛”？当然也有，比如全球气

候变暖。科学家们已经指出，二氧

化碳浓度如果超过350ppm（百万分

率）就非常危险，而2015年已经达到

了400ppm。气候变化导致一次又一

次的灾难，尽管危害显而易见，但全

球气候谈判举步维艰，美国退出了

《巴黎协定》，让气候变化这一“灰犀

牛”事件仍在不断向我们逼近。

“黑天鹅”要防，“灰犀
牛”也要防

“研究‘灰犀牛’，最终是要防范

类似风险发生。”胡怡建说，“灰犀

牛”事件是可防可控的，对这些风险

要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

化未来的大震为今天的小震，一点

点去处理，不要让其最后引发大的

系统性风险，否则对经济会造成更

严重的伤害。

事实上，作为不同的风险事件

类型，“灰犀牛”和“黑天鹅”有区别

更有联系，不能将两种事件完全割

裂，要从偶然发生的小概率“黑天

鹅”事件背后，发现和防控必然发生

的大概率“灰犀牛”系统性风险。防

范当前金融风险，必须既防“黑天

鹅”，也防“灰犀牛”。

“党中央非常重视防范和化解

金融风险，始终要求守住底线，特别

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

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经济

一局局长王志军表示，“黑天鹅”和

“灰犀牛”都有可能冲击金融风险的

底线，要以不同的思路和办法应对

防范。

“黑天鹅”是没有预料到的突发

事件，王志军认为，对这类事件应保

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敏感性，特

别是在当前经济运行基础尚不牢固

的情况下，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和

风险意识。加强跟踪监测分析和预

警预测，及时发现一些经济运行中

的趋势性、苗头性问题，未雨绸缪，

防患于未然，不打无准备之仗。

“对于‘灰犀牛’事件，因为问题

已经存在了，也有征兆，所以对这类

问题要增加危机意识，坚持问题导

向。”王志军说，对“灰犀牛”风险隐

患，如影子银行、房地产泡沫、国有

企业高杠杆、地方债务、违法违规集

资等问题，应当摸清情况，区分轻重

缓急和影响程度，突出重点，采取有

效措施，妥善解决。

“‘灰犀牛’是大概率、可感知的

风险事件，应该成为风险防范和化

解工作的重点。”曾刚认为，防范“灰

犀牛”风险，首先要正视“灰犀牛”的

存在，全面提高金融机构、地方政府

和国有企业的风险意识。同时要统

筹全局，制定防范和化解方案，特别

是由于“灰犀牛”事件天然具有一定

的公共性特征，政府要在其中发挥

主导作用。

曾刚指出，“灰犀牛”事件的形

成往往与制度缺陷或激励约束不当

有关，在既有框架之下，难以阻止风

险的进一步升级，必须诉诸体制改

革和完善。“目前看，继续推进国企

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都是防范此

类风险的应有之义。”

在网络上，流传着太多故意分化职场

老人与职场新人的“毒鸡汤”，这些文章或

者打着“传授职场秘笈”的旗号，或者唱着

“揭露残酷现实”的高调，一会儿好像站在

前辈的立场上，一会儿又化身为新人们的

守护神。这些片面、极端而充满戾气的观

点，因为恰恰迎合了在职场中受了气的老

人、新人对于对方的负面想象，往往很能撩

拨职场人的小情绪，因此一次又一次地在

网络中广泛传播。然而在现实之中，职场

新人与职场老人之间的对立，却是有百害

而无一利的。

职场不是猎场，更不该是充满险恶的

修罗场、生死场，它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与之

共度半生的生活场、社会场，因此，我们有

一百个理由让职场充满关爱与包容，促进

新人和老人之间相互理解，没有一个理由

允许职场充满误解与敌意，鼓励本来不该

存在的“新老对立”。 (中国青年报)

发生概率高、破坏性极强，可能冲击金融风险底线——

“灰犀牛”，究竟什么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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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不相信眼泪
明星跨界投资，是正常的市场行为。一

方面，丰富了餐饮供给，增加了公众的消费

选择；另一方面，将知名度转化为经济收益，

拉近与粉丝之间的距离。但无论是照搬代

工厂配方、简单贴牌溢价售卖，还是放任加

盟模式过快扩张，如果在食材采购、卫生保

障、餐厅运营等方面缺乏必要管控，甚至忽

视食品安全问题，势必会影响品质与体验。

长此以往，损失的将不仅仅是跨界投资，还

有明星本人的公众形象。 (人民日报）

“明星”食品重在品质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

中国是世界上最富于史学传统的国家，中国

的史学家也是最有道德责任感的群体。善

善恶恶、秉笔直书是中国历代史学家最基本

的道德原则。历史剧过去是，现在是，将来

也会是影视创作的热门。中国古人历来讲

求文以载道，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用这个标准

要求今天的影视剧创作，但历史剧作为一种

特殊的艺术形式，必须也应该对社会责任有

自己的担当。 (光明日报)

历史剧的担当在哪里

全国金融工作会

议闭幕后，有媒体刊发

系列文章，提出“既防

‘黑天鹅’，也防‘灰犀

牛’”，引起各界对“灰

犀牛”的关注和热议。

与人们熟知的“黑

天鹅”概念一样，“灰犀

牛”是舶来品，它在国

外被提出并应用也是

近几年的事。

2013年1月，美国

学者米歇尔·渥克在达

沃斯论坛上，针对大概

率、影响巨大的事件，

首次提出“灰犀牛”概

念，这个大胆而新颖的

观点立刻触发社会学

界尤其是人类决策与

判断研究领域的极大

兴趣。2015 年，伦敦

商学院知名教授迈克

尔·雅可比基于渥克的

提法，首次发表了系统

阐释“黑天鹅”到“灰犀

牛”趋势演变的论文，

该文在国外刊载后被

翻译引进，这也是“灰

犀牛”首次出现在中国

大众视野。

随后的 2016 年，

渥克经过整理和研究，

出版了一本颠覆人们

既往认知的著作《灰犀

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

机》。渥克提出，“灰犀

牛”主要指明显的、高

概率的却又屡屡被人

忽视、最终有可能酿成

大危机的事件。她指

出，我们把大量时间和

精力用在那些会对我

们心理和情感造成冲

击但发生概率极低的

事情上，因此没能注意

到那些发生概率极高、

应 该 提 早 预 防 的 事

情。如果我们正在寻

找的是“黑天鹅”，那么

我们就不可能看到“灰

犀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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