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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产出动态模型的建立与分析，给出一种国民收入分配的优化方法，为国民收入

分配提供了一种可以借鉴的方案。按优化方案分配国民收入，既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同时

也兼顾了消费、积双与产出的协调增长，优化方案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之一。分配的合

理性将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运行，如果分配合理，经济将快速增长，否则，经济将衰退。分配的

合理与失误将会导致经济呈现周期性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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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近代经济学史上，最早系统研究经济增

长问题的是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斯密在

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论述了分工引起的劳

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资本积累使劳动者人数
的增加，是使一国真实财富与收人增加的途
径。[l]另一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也强

调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新古典

学派研究的重点从经济增长转向资源配置。熊

比特则从创新与企业家的重要性的角度论述了

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第一个
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是建立各
种经济增长模型，探讨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途
径。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
是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

寻求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第三个时期是20世

纪70年代，这一时期研究了经济增长的极限，即
经济能不能无限增长，与应不应该无限增长的
问题。其中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着重分析收人
分配的变动如何影响决定经济增长率的储蓄

率，以及收人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阁但
他们都没有分析什么情况下即如何分配使经济

增长最快亦即最优化的问题。国民经济积累是

扩大再生产的源泉，积累的高低对发展经济和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积累率过

低，会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从而影响未来消费

的增长;积累率过高，虽然可使未来消费增长，

却使当前消费减少，产生供过于求，生产过
剩。川因此，合理确定积累率亦即国民收人的最
优分配问题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极端重要的。

本文则在建立动态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研究
了如何分配国民收人而使经济增长最快，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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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了最优收人分配问题，也是实现经济增长

的途径之一。

二、产出动态模型的建立

产总量Y扣除最低消费量CO，再除以2即得积累

量，即将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部分扣除后，积累与
消费对半分，可概括为“扣底对分，’;积累量加最

低消费量即得消费量。此时，增长率最大，亦即
经济增长为最优的增长。

    设Y、C和份别表示产出、消费和积累，则
有:Y=I+C (1)

    从动态观点出发，它们都是时间的函数。设

生产者有一个维持再生产的最低消费量，因此有

最低消费资金，我们以口表示。下面我们构建产

出增长动态模型，以便研究收人分配的优化方案。

    我们知道，生产的发展与机器、厂房等生产
要素有关，亦即与积累了成某种比例;另一方面

生产的发展又与劳动者的积极性有关，因此又

与c一q成某种比例，则产出Y二Y(t)应满足的微
分方程如下:

以K=荟表示生产水平，则:
        ‘o

气
二
0
0
七
年
第
五
期

李=积累率=
I

积累资金
K一1

  2

国民收人一 KCo
K一1

2K

奚=消费率=
I

消费资金
K+1

  2

国民收人一 KCo
K+1

2K

于是有下面的表(见表1):

表1分配优化方案的积累率与消费率

竺牛=a(C一Cn)I(a>0
dt

;CO)0为常数) (2)

生产

水平

33.33% 37.50% 40.田% 50.叨%%

%

25

75

o

oo%

积累率 (K一1)/
  2K

    其中:‘是时间，。是生产增长系数。a加大，

表示提高生产效率，改进生产方法，提高技术等。 消费率 66，66% 62.50吸 60.砚刃% 50.00%
(K+1)/
  2K

三、优化方法与分析

    当生产总量Y全邸寸，如何在了和C中进行分

配，这是我们关心的问题。

    由(2)式我们可以看出，最优分配方案应当

_⋯ _._ Y _ ‘ __ _ _ __
是使Y增长率命最大，亦即当Y二1+C时，求要，一-- 一-一 1 --一 ’一 ’一- - 一” ’ Y

(C一CO)撮大时均c之比。令Y=Kco(K七0)，则:

      Y ~ ~ ~

  了=节(“一CO)I=节(y一“)(“一CO)=爹
，Y一Cn 、，，。 Y+Cn 、，
(~二史卫)七(C一三.工生坦)2.
    2 / 、一 2

    **。Y+G 。、L偏。二二* 。n，工、
    它在C--共丝刃处，取得最大值，即(亏)~=
      一一一 2 一‘一’r一”一‘-一 ’一’、1/~

a，Y一Cn 、，、弄麟。 Y+Cn Y+1。~。
共卜(土丢半旦)2.这时C=兰止翌竺立二二二兰Cn全G:1=Y一
Y 、 2 产’一 一’一 2 2 一u一一u’-

C=y一Y+CO_Y一CO
  2

  K一1。
=-~~二，~-bn:

    2

所以C:I=(K+l):(K一1)。不难看出:C一CO=

匹旦命保匹士工众几
  2 一”一” 2

y义护加卜命刀。

这样，最优分配二

由此得出:1=耸彝;c=卿
                            乙

最优分配方案有以下简明意义:将生

    根据表1可得下面的结论:

    (1)积累率无论如何不应超过50%;因为只
有生产水平无限扩张的情况下，才能与之匹配。

否则，会造成积累资金过度闲置，从而增加货币
成本，降低利润水平。同时较高的积累率必然伴

随消费率的降低，势必造成总需求的不足，而出
现生产过剩的危机。因此，当犬弓ao时，积累率叶

50%，天斗ao。受技术的制约不斗00是不可能，从
而经济不能无限增长;如果经济无限增长，即

K什00，这时积累率叶50%，消费率斗50%，必然
造成消费一产出矛盾，生产出的产品无人消费，
因此，经济不应该无限增长。

    (2)为确保边际产出最大化，在不同生产水
平上，国民收人分配对应不同的最优积累与消

费比率。生产水平越高，积累率越高，而消费率
越低;生产水平越低，积累率越低，而消费率越
高。

    (3)根据美国经济学家R.索洛的研究，许
多经济学家都把资本积累占国民收人的10%-

巧%作为经济起飞的先决条件，把增加资本积

累作为实现经济增长的首要任务。在起飞以后，
笔者认为，在生产水平为2时，选择积累与消费
1:3的比例分配国民收人时为宜。因为随着生产

水平的提高，积累率也可以提高一些。但这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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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要和买际生产水平相对照，比如我国“一五”

时期积累率为24.2%，消费率为75.8%，实践证
明此种分配比例是恰当的，经济是增长的。而我

国历史上出现的三次大的比例失调，如第一次

比例失调，1959年积累率高达43.8%;第二次比

例失调，1975年积累率高达36.5%;第三次比例
失调，1985年积累率高达35.5%，都造成经济的
衰退，反映出这种高积累，低消费的分配格局的
不合理性。而其实质是高积累与实际生产水平

的不相适应造成的。

    (4)积累或投资的增加，会引起经济的繁
荣。这种繁荣首先表现在对投资品需求的增加

以及投资品价格的上升上。这就更加刺激了对

资本品的投资。积累率会在较高水平上，才能保
证投资的需求。由于积累与消费的相互牵制作

用，资本品的生产过度发展引起了消费品生产

的减少，从而形成经济结构的失衡。而资本品生
产过多必将引起资本品过剩，于是出现生产过

剩危机，经济进人萧条。在国家对国民收人分配

及经济产业的结构调整下，促进经济的复苏，而
进人下一个经济周期。因此，国民收入下降和回
升呈现周期性。

    (5)分析生产变动与消费变动情况。生产或

产出的增加必然伴随消费和积累的增加。例如，

设犬=2，当生产翻两番即K=8时，问消费资金、积
累资金变成多少倍?

      二 。、， 。。 。 2+1、， 3。 ， 2一1、，

  K=2，yl=2CO，‘;二云仓yl=言CO;了‘=云合Y，=
  l。
书鉴Cn:
2一“’

      二 0:， 0。 。 8+1、， 9。 ， 8一1、，
    K=8，玖二8C0，q=兰工会玖=手CO;几=兰二舟玖=
    --一’一‘一”，一‘2x8一‘ 2一“，一‘2x8一‘

7。
书乡Cn:
2一”，

    故cz=3cl;12=7几，即生产翻两番(即4倍)，消
费变3倍，积累变7倍。由此可见积累的变动亦即
投资的变动大于产量的变动。当产量增加时，投

资的增加率大于产量的增加率，这符合加速原
理。积累或投资的变动大于产量的变动是因为

现代生产是一种“迁回生产”，即采用了大量的

机器设备，这样，在开始时必然引起大量的投
资。同样，在产量减少时，投资也会减少得更多。

来说明采用优化方案分配收人时所带来的产出

效率的提高。

    设伪初始年份J为未来年份。仍以产出翻
两番为例，我们分别采用最优分配方案和不采
用最优分配方案，对同样的产出量所需生产年
数的比较，来说明最优方案的优化性。

。 。。 3。 、， ，。

几‘=‘，认=万‘“，J‘=‘甸，;Kj=4K‘=8，耳=8C0;

并假设c‘CO+里手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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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最优分配与非最优分配解的对比

非最优分配 最优分配

C=C
。 ， .Y一Cn
七 =七 日宁 —

          2

各+=(Y一。)(。co)
“‘号，二a‘份CO，‘t，-‘)

护华镖二珊

各知毕”

六一瀚=号、
二万釜二尝

          5.13

‘繁=携一搽一‘础p。二，.5‘。标
叮‘命 匕旦匕 J·，J

        aC0

亦即对于同样的产出量最优分配方案比非

最优分配方案可以缩短113的时间。例如，不采

用最优分配方案要十年完成的产出量，而采用

最优分配方案可以在(。一。)，=典=6年零8个月---一‘-一’一’-一’一’一、-，一‘产甲 1.6

完成。显然，采用最优分配方案时消费、积累及

产出是一组最优组合。所以，可以得到这样的结

论:分配能引起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是经济
增长的途径之一。

四、优化方案比较分析

    参考文献:

    〔4〕KarlE.Case，R叮C.Fair，PrinciplesofEcono而cs
(FifthEdition)〔M〕.1999.

    (2〕〔美〕萨缪尔森，诺得豪斯著.萧深译.宏观经济

学(第十六版)(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3〕方齐云，等.增长经济学〔M〕.武汉:湖北人民出

版社，2002.
    〔4〕张玉明.国民收人分配格局的优化方法〔C〕.第

二届全国青年学术年会论文集，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

版社，1995.
                      《贵任编辑 单丽娟》

我们把优化方案与非优化方案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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