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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和本

生产要素最优配置的定最方法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政府如何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 以达到牛

产要素的最优配贸， 是我们衙要积极探索解决的一 个十分币要的问题。

社会经济活动是一 个有机的柩体。 国民经济的各部门之间，各部门的主要产品之间，都是

相互联系、 相互制约的。 只介宵它们的发展规校或产埽符合社会经济活动的客观盂求比例

时， 才能使经济活动协调地、 健J其地向前发展。

本文从一 些基本假设出发， 应用数学榄式和计符饥解题程序， 推导出两种生产耍水分配

给n个相互关联的生产部门时的最优配翌公式， 即节 一 定盾的两种生产要素按公式分配给n

个相互关联的牛产部门时， 能使各部门的产臣在符合客观经济活动的需求比例的条件下达到

最大。

（ 一 ）

我们首先讨论将两种生产要素分配给三个生产部门的最优配置问题。

假设： 1. 有两种生产要素， 第一 种生产要素的总扭为L，第二种生产要东的总用为K。

2. 有＝垒个相互关联的生产部门（或＝．种产品）它们的生产闭数分别为：

QI= A1L1a1K1 I-al

Q2 =A.2L产2K21-a2

Q3 = A3L3(l3K3 1 -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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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中A 1 、 A2、 A口吓吓也都是 ．常数， 可rh生产活动的统计数据求料它们反映了

各生产部门的技术状况。L,、K i < i = J, 2, 3) ·K.尔西种牛产要会分粔珨第i个牛产剖忭l

的数髦， 凡满足：

即

L1+L2+L3 = L 

K1 +K2 +K3 = K 

3. 客观纾济活动对三种产品的需求比例为

Q 1 , Q2 : Q3 =1 :B 2 : B 3 

Q2 ＝仕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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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
= 队Q I (7) 

其中化、仇可由投入产出表定出。

问题： 两种生产要素如何分配， 才能使兰种产品的总团既能符合客观经济活动的倡求比

例， 又能使Ql, Q2，见为最大。

分析： 由千QI、 Q2、见之间仔在一定的比例关系， 所以， 当Q1一为最大时， Q？、 Q？也

为蚊大了。 因此， 问题饥化为在约束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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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队Q1
Q3＝队Ql
L1+L2+L3=L 
K1 + K2 + K3 = K 

求出使第一 部门的产杲
Q l ＝凡L 1

”
l k1 1 -“I

为最大的生产要素分配方法。
这是一个多元函数的条件极值问题 。 我们可应用拉格朗日乘数法来求解此问题。
如此求得的民、凡、凡和Ll、丘、L3就是符合需求比例的生产要素的最优分配方

案 I')

（二）

如果要把一定景的两种生产要索L和K分配给n个相关联的生产部门，且设第i个生产部
门的生产函数为

Qi=AiL代iKi i-a i (i ：：：： 1、2,..., n) 

各部门之间的需求比例为

其中
n 

�Li= L, 
1一1

Q, : Qi= 1 : �i 

n 
�Ki = K 

1 - l 

(i = 1, 2, ···, n) 

那末，类似于第一 部分的推导方法 ， 我们可以求得符合两个生产要素的总量限制和n个部门
之间的需求比例的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方案。其解题步骤是：

1.先求u气u ＊是下方程的解：

产 I 识（气1
a)

“l u(I1 [ 1-
-－[(1 

a1 
a)

一 1

U一 1 ] ＝ 0 (8) 

其中�I = 1 。

2.把u噙 代入下方和 ， 求得凶：

氐 ·1`1 舟 (-1_了 )
(l

'. u "t = K• 
A\ （气� -L) al. u a

l (9)

趴把求得的u*、K1代入下式 ， 求得Ki,

Ki = {:lift- （气？）
”
!

（勹）
-a

l 

u (l 1 - (l
1 · K 1 (10) 

4.把求得的u ＊、灼代入下列各式 ， 求得Li:
(i= 2, ···, n) 

一1

Li = (--Ji-ci i u) Ki (i==1, 2..., n) (11) 

从上述解题步骤，我们可以看出，关键是要设法求出(8)式的解U气为此， 我们可以
编制牛顿迭代法的解题程序，利用计算机来求出（ 8)式的解u气下面，我们举一个简单的
例子，来说明本方法的实际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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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设某国家有劳动力L= 1亿人， 有耕地K= 10亿亩。 现在要把这两种生产要素分

配于粮食和棉花两种产品的生产上。 已知棉花和粮食的生产函数分别为：

Q, = lOOL 1
兮k 14

tv iQz = lOOOL 2 8K2 

其中QI、Ll、 K1和Q2、 L八凡分别表示棉花和粮食的产量， 以及分配给用于生产棉花和

粮食的劳力、 耕地数最。

此外， 关于社会对粮、 棉的需求比例已知为：

Q2 = 25.3Q, 

试求符合需求比例的劳力、 耕地的最优配置方案。

［解］已知： A1 = 100, Ai = 1000, a 1 = 1/2, a2 = 1/3, 

化＝25.3, L= 1, K= 10, n = 2 

1. 利用(8)式求u飞

把已知数值代入(8)式， 化简得：

lOu½(u-20) +2.53(2u) ¼ (u-5) = 0 

从上式可见． 方程的解u＊位于5与10之间。

应用牛顿迭代法求解。 设
f (u) = lOu了 < u -10) + 2. 53 < 2 u) l (u - 5) 

于是， f'(u) =10(¼u 1 - 5u-½) +2.53X 2 ¼ （令u½-吾u-i)

牛顿迭代法的计算机解题程序如下：
10. DEF FNA (u) = 10 • u个1/2 • (u - 10)

20. DEF FNB (u) = 2.53 • (2 • u)个1/3 • (u - 5)

30. DEF FNC (u) = FNA (u) + FNB (u)

40. DEF FND (u) = 10 • C (3 • u个1/2)/2 - 5 / (u个1/2)J

50. DEF FNE (2.53 • 2个1/3((4 • u个 i/ 3 - 5 / (3 • u个2/3) J

60. DEF FNF (u) = FND (u) + FNE (u)

65. INPUT u 。 = 5 

70. LET u 1 = u。-FNC(u。) ／FNF(u。)

75. IF ABS((U 1 - U 。/U1) 1<=0.00001 THEN90

so. LET U 。 = U1

85. GOTO 70

90. PRINT "u 1 =", u 1

95. END

RUN

应用计算机解题程序， 求得u* = 6. 5

2. 代入(9)式求得K1:
K 1 = lOOut/ (lOu½ +25.3 (2 u) ¼) = 3

3. 由（10)式， 求凡：
-t Kz=2.53(4u)-°K1 = 7

4. 由（11)式， 求L1、 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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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 = u一1K1=-�6 
13 

L2=(2u)-1 K2 二二

13 

于是， 我们求得的劳力和耕地的最优配犹方案是： 在总展为 1 亿劳力和 10亿宙耕地的两
种生产要素中， 当分配给棉花生产的劳力为 6/13亿劳力， 耕地为 3 亿亩；分配给粮食生产的
劳力为 7/13亿劳力， 耗地为 7 亿亩时， 生产的棉花和粮食的产量在符合社会需求比例Q口
Q1 = 25.3的条件下达到最大， 且为，

½" ... ½ Q 1 = lOOx (6/13) Yx 3 Y= 117.67 (亿斤）
Q2 = 1000 x (7 /13) l x 7 i = 2977 (亿斤）

（三）

在本文中， 我们对各部门的生产函数都假定为
Q= ALa.K t -a (0 <a< 1)

此种类型的生产函数， 在西方经济理论中称为Douglas函数， 常常用于宏观经济分析。 从数
学角度来看， 它是一 种线性齐次函数， 即满足

Q(入 L, 入 K) ＝入Q (L, K) 

此种生产函数的一 个重要特性是： 当生产要素按比例增加时， 引起部门产品的产量按同比例
增加。 如果L表示投入的劳动数， K表示投入的资金数， 且将生产函数改写成

护 A 停） 1
玉

它表示单位劳动的产量不但与单位劳动占有的资金数K/L有关， 与系数A成正比， 而且与指
数1 -a亦有关。 指数1 - (l 称为单位劳动的产量对于单位劳动的资金占有量的弹性系数，
它表示当K儿增加1 ％时， Q/L增加 (1 - a)%。 因此， A和 (1 -(l ）的数值的大小反
映了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状况。 A和(1 -a)越大， 生产技术状况越好。 一般说来， 用
Douglas生产函数来描述某些生产部门的生产情况是可行的。

本文的实例取自«经济学动态» 1980年第 4 期刊登的文章＜＜资料最优利用与社会主义经
济中的儿个重要问题＞＞。 本文所讨论的问题， 是对该例的 一 个推广。

本文建立的数学模型以及推导得出的解题方法和计算机求解程序， 为二种生产要素按一

定的需求比例分配到n个生产部门的最优配置问题， 提供了宏观分析的定量方法。

·书讯．

石人瑾、 林宝怀主编的＜＜外商投资企业会计＞＞问世

找校会计学系石人瑾、 林室怀两位教授主编的«外商投资企业会计〉〉 一 书， 最近已由立信会计出版社

正式出版。 该书分为概论、 外汇记帐方法、 投入资本的核算、 流动资产的核算、 长期投资和拨付所属资金

的核算、 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核算、 流动负仙的核算、 长期负债的核算、 成本和费用的核算、 销售和利

润的核算、 自营出口销售的核算、 会计报表及其分析、 合月会计报表、 解粕和清算的核算、 目标成本的确

定和总预算的编制、 内部控制和内部审计芍17辛， 计40余万字。 本书是作者在原著《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

计〉〉 一 书的基础上， 根据新的会计制度， 以及有关外商投资企业方面的新法规，作了重大修改， 增：加了许

多新内客， 使全书
“

更上了 一层楼 ” 。
（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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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国际性城市的标准来发展和改造自己， 那与构造以上海为中心的都市圈并竹不悖。

产业接轨。 “诸候经济” 的征象之一是重复建设， 结构趋同，过度竞争。 在市场驱动

下， 区域经济的发展要走既有分工、 又有合作的新路。 国际化大都市及其都市圈， 同祥有这

个要求。 这里， 为大都市服务和发展自己， 是相辅相成的。 苏南与上润有长期合作的经历，

今后可能出现的趋势是： 一方面， 某些传统行业和老产品会从核心转移到外围；另 一方面，

某些高新技术行业和新产品则会相对集中， 双方都要有所取、 有所舍。 在这个，义上， 甘当

配角、 甘拜下风并不是落后， 那是为了共同的先进。 至于为大都市继续供应农副产品和建筑

材料等商品、 物资， 更有利于彼此的一 起发展。

基础设施接轨。 国际化大都市应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 不仪在市内， 还延伸到都市圈和

更探远的腹地， 否则不能发挥其吸引力和辐射力。 完成这个任务， 也要靠同心协力。特别是

苏南和南通， 沿江沿海， 有好的港口， 将成为上海的转运基地或发电基地， 不能看作是 “为

他人作嫁衣裳” 。 搞好这些基础设施， 同时也在完善自己的生产建设环境。

改革开放接轨。 经济发展靠改革开放。 上海要成为国际化大都市， 改革开放必须超前，

并与国际惯例相衔接进而基本上按国际惯例办事。 这对都市圈来说， 也不能降低要求， 否则

就会出现体制差异， 影响协调运行。 这涉及到很多领域，除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外， 在培养市

场上， 以金融市场为主导， 带动生产资料、 劳动力、技术、 信息、 土地等市场， 都要逐步发

展， 与上海相联， 形成统一市场， 统一机制。 开放的具体政策现在还有一定落差， 今后必须

统一到关贸总协定的基本原则上来， 彻底消除任何 “大战 ” 。

为上泭构造都市阻， 既是上海发展的需要， 也是江孙首先是苏南发展的需婓。 这个地区

不联成一 片， 将影响本地区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综合实力最强的地区。

（上接第6页）同时并举” 的思想已改为先实现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 再实现农业机械化和

国家的工业化的思想。 毛泽东这一思想的变化， 不仅在实践中产生一些政策偏差， 而且给他

本人关千杜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发展造成困难。 如党的 “八大” 以后， 毛泽东把过渡时期

又改变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整个历史阶段；把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认为是无产阶级

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脱离生产力实际水平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 等等。 毛洋东后来所推行的

路线、 政策不能不说与上述思想的转变有一定的逻辑关系。

＠《均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第312贝。

＠《列宁选集》第 1 卷， 第634页。

＠《列宁选集》第4卷， 第619页。

＠《中共党史参考资籵》上， 第40页。

＠＠《邓小平文选 (1975-1982) 》，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372、 266页。

＠＠参见《毛泽乐选枭》第 5 卷， 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第81一82、 218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 第650页。

·书讯．

颜光华主编＜＜实用经济控制论＞＞出版
执权上业经济系颜光华教授和严学丰教授主编的（（实用经济控制论〉〉 一书， 最近由立信会计出版 社正

式出版。本书科子地运川扣制论的原则和力认， 人分析红济活动的惆节和扣ILij过朴， 既阐心，，入灿｝制的队

牛埋心1IlJ丿八. ;布虫从微卧I开心[tI, J
．

企业召忒心功忙制旧陌理， 是坪止勹实践密切结臼节」－份新成果。

（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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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1 == u
一I K 1

'"'
-:-�
6 

13 

L 2 == (2 u)-1 K 2 
二—

13 
千是， 我们求得的劳力和耕地的最优配置方案是： 在总扇为1亿沂力和10 亿宙耕地的两

种生产要素中， 当分配给棉花生产的劳力为6/13亿劳力， 耕地为 3 亿亩；分配给粮食生产的

劳力为7/13亿劳力， 耗地为 7 亿亩时， 生产的棉花和粮食的产量在符合社会需求比 例 Q2

Ql = 25.3的条件下达到最大， 且为：
I 4 0 1 == lOOx (6 /13) 气 X 3 y == 117. 67 (亿斤）

Q 2 == 1000 X (7 /13) ! X 7 f == 2977 (亿斤）

（三）

在本文中， 我们对各部门的生产函数都假定为
Q== AL<>K 1-a (0 <a< 1)

此种类型的生产函数， 在西方经济理论中称为 Douglas 函数， 常常用千宏观经济分析。 从数
学角度来看， 它是一 种线性齐次函数， 即满足

Q(入L, 入K)＝入Q(L, K) 
此种生产函数的一个重要特性是： 当生产要素按比例增加时， 引起部门产品的产晕按同比例
增加。 如果L表示投入的劳动数， K表示投入的资金数， 且将生产函数改写成

?＝ A 忙） 1 顷

它表示单位劳动的产量不但与单位劳动占有的资金数K/L有关， 与系数A成正比， 而且与指
数1 -a 亦有关。 指数1 -a 称 为单位劳动的产量对于单位劳动的资金占有量的弹性系数，
它表示当K儿增加1％时， Q/L增加(1 -a)％。 因此， A和(1 -a)的数值的大小反
映了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状况。 A和(1 -a)越大， 生产技术状况越好。 一般说来， 用
Douglas生产函数来描述某些生产部门的生产情况是可行的。

本文的实例取自＜＜经济学动态»1980年第4期刊登的文章＜＜资料最优利用与社会主义经
济中的儿个重要问题＞＞。 本文所讨论的问题， 是对该例的一个推广。

本文建立的数学模型以及推导得出的解题方法和计算机求解程序， 为二种生产要素按一

定的需求比例分配到n个生产部门的最优配置问题， 提供了宏观分析的定量方法。

·书讯．

石人瑾、 林宝怀主编的＜＜外商投资企业会计＞＞问世

，

 

找校会计学系石人瑾、 林宝怀两位教授主组的«外商投资企业会计》 一 书， 最近巳由立信会计出版社

正式出版。 该书分为概论、 外汇记帐方法、 投入资本的核算、 流动资产的核算、 长期投资和拨付所属资金

的核算、 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核算、 流动负仙的核算、 长期负债的核算、 成本和费用的核算、 销售和利

润的核算、 自营出口销售的核算、 会计报表及其分析、 合月会计报表、 解散和清算的核算、 目标成本的确

定和总预算的编制、 内部控制和内部审计笘17辛， 计40余万字。 本书是作者在原著《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

计〉〉 一书的基础上， 根据新的会计制度， 以及有关外商投资企业方面的新法规， 作了重大修改， 增功n了许

多新内客， 使全书
“更上了 一层楼 ” 。

（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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