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学窗：“黑天鹅事件”与“灰犀牛”式危机

17世纪之前的欧洲人相信一件事——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黑天鹅”曾经是欧洲人言

谈与写作中的惯用语，用来指不可能存在的事物。但随着1697年英国探险家约翰·拉森

在澳大利亚西部发现了黑天鹅，这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崩溃了，黑天鹅在欧洲人眼里变

成了不吉利的象征。2007年美国学者纳西姆·塔勒布在《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知的未

来》一书中，把不可预测但又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小概率事件，称为“黑天鹅事件”。

该书指出：“黑天鹅的存在喻示着不可预测的重大突发事件，它在意料之外，却又改变

一切，但人们总是对它视而不见，并习惯于以自己有限的生活经验和不堪一击的信念

来解释这些意料之外的重大冲击，最终被现实击溃。”“黑天鹅事件”具有三个特征：稀

有性，发生可能性微乎其微；不可预测性，发生是随机的；冲击性，一旦发生可能会

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环境破坏及心理影响等严重后果。原油泄漏、核电灾难等

难以预料的突发环境事件是环境安全领域的“黑天鹅事件”。如果说“黑天鹅”是小概率的

突发灾难，那么“灰犀牛”就是大概率的潜在危机。灰犀牛生活于非洲草原，体型笨

重，反应迟缓。人们长年看得见成群的灰犀牛在远处吃草，很少担心其靠近并造成伤

害。然而，一旦成群的灰犀牛向你狂奔而来，你会猝不及防，直接被踩倒在地。美国

学者米歇尔·渥克于2013年1月在达沃斯全球论坛上首次用“灰犀牛”比喻大概率且影响巨

大的潜在危机，后来又在其著作《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中作了进一步阐

述。

“灰犀牛”带来的危机往往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在爆发前往往有明显迹象，并非毫无征

兆。但不幸的是，人类总是抱着侥幸甚至傲慢的心态看待这些征兆，直至大规模危机

最终爆发。“灰犀牛”式危机背后的原因是人们忽视未来风险，不愿意为避免可能的灾

难而付出眼前的代价。在环境安全领域，生态退化、土壤重金属污染等问题都具有“灰

犀牛”式危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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