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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游宪生

经济增长四层次要素分祈法

对经济增长要素的探讨，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从其发展历史来看，目前巳主要经历了三

要素论、技术进步决定论和总和生产要素分析法这三个阶段。随着当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领域

的不断拓宽，笔者认为，还应加入有关经济体制和文化背景等要素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讨论，形

成四层次要素分析法。

一、经济增长要素的历史考察

（一）经济增长的三要素论

早期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三个要素展开的。

其中最早在研究中明确涉及到这些要素的应属英国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先驱者威廉·配第，他

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劳动和土地这两个要素，即他所说的
“

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

母
”I))

随后的经济学家大师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在其著作中则强调资本和劳动力对经济

增长的作用，尤其强调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较为明确提出三要素理论的则是法国经济学家萨伊，认为物品的效用是由劳动、资本和自

然力（土地）共同创造的，因而价值也是由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这三个方面共同作用和协力的结

果，它们就是生产的三要素。 劳动创造了工资，资本创造了利息，土地（自然力）创造了地租。

上述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可以归结为三点。首先，他们提供了一系列他们认为

是决定产出增长的关键要素。这些要素主要包括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这三个基本要素；其次，

他们提出一些关于这些变扯相互关系的主张。一个众所周知的命题是，资本和劳动与有限的自

然资源相结合所造成的报酬递减效应；第三，他们提议不同的要素在促进增长方面不同的重要

性，及需要集中研究的关键要素。 在所有这些要素中，资本积累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动态要素。

（二）技术进步决定论

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较早地提到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在《资本论》中论述

了生产量扩大可以不依赖于资本械增加的情况。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在这里一般

是指劳动过程中这样一种变化，这种变化能缩短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须的劳动时间，从而使

较小的劳动量获得生产较大扯使用价值的能力
”

。(2)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简单地说就是依

靠科技进步。

明确将技术进步因素单独列项，作为经济增长因素中最有意义、贡献最大的一个因素独立

出来的经济学派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其代表人物罗伯特·索洛发现仅仅用资本和劳动投人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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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解释经济增长的全部内容，大部分的产业增长并不是由这两种因素投入带来的．而是由一

个外生的、用以解释技术进步的
＂

残值
”

(residual)决定的。 他突破了经济增长理论中长期占统

治地位的
“

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

的观点，第一次提出了
”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

有最重要的贡献
”

的观点，不过索洛所称的技术进步因素是外生的，于是才有了以后的将技术

因素内生化的努力。

新剑桥学派则强调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以及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技术进步不

仅会改变劳动生产率，而且会改变资本产出率，并形成一个独立变址。

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要素理论的核心主要是围绕着在前一阶段三大基本要素的基

础上引入了技术进步这一要素，并突出强调了这一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这种区分办法

及其在方法论上的意义是不可估址的。

（三）总和生产要素分析法

战后，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要素研究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其中美国经济

学家丹尼森对增长因素的分析，占有重要的地位。

丹尼森从三要素论出发，将其认为对长期增长发生作用并且能够影响增长率变动的主要

因素分为七项。其中前三项是生产要素投入扯、即劳动、资本与土地的投入址．后四项属于全部

生产要素的生产率。 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受生产要素投入址和生产要素的生产率

或称
“

总和要素生产率
”

这两大因素的影响。

丹尼森所称的总和要素生产率概念同时考虑了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和其他投入对产出

的影响，是衡扯生产效率的较为全面的尺度。 因此，当代大多数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增长的源

泉时都沿用丹尼森的方法，先把经济增长的源泉分解为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和总和要素生产

率的提高，然后再对生产要素投入的各个构成部分以及导致总和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各个因素

的贡献作具体分析。

目前，我国在经济增长要素研究领域方面4包大址采用了总和要素分析法。

纵观整个经济增长要素理论的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的过程也就是各种生产要

素结合起来不断地进行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过程。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很多，如果将这些要素－

一罗列出来，几乎要涉及到经济学的全部问题。 一般说来，经济学家只择取其中最为重要的几

个要素来作为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绝大多数经济增长理论的区别，正是在于它们对各种要素

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各种要素间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 因而才形成了上述的从三要素论

到技术进步决定论直至总和生产要素分析法这一经济增长要素理论的发展主线。

二、四层次要素分析法

在充分肯定劳动、资本、资源、技术进步等四大要素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基础上，我们还必须

要注意到经济体制和文化背景这两个重要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因为经济体制能对经济增

长起到关键的作用，而文化背景则可对经济增长起到 一定的调控作用。本文将把这六个要素分

为四个层次将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 一 ）第 一 层次：劳动、资本、资源 一 基本要素

1. 劳动与经济增长

劳动与产出和增长的关系，是一个经济学上较早被人们探讨的课题，在这里笔者就劳动投

入和劳动力供给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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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劳动投入的指标

劳动投入世包括就业入数、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劳动质址（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等

方面。 在市场经济国家，劳动的质杜、时间和强度一般是与收入水平相联系的。 在市场机制的

调节下，劳动报酬能够比较合理地反映劳动投入昼的变化。 在中国，由于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

等因素的影响，劳动收入还不能恰当反映劳动量（尤其劳动质址）的变化；而且，这方面缺少很

多重要的统计资料，用价格指数来对收入水平加以调整也存在不少问题，所以用劳动收入址的

变化来表示劳动投入址的变化在准确度和可信度方面都没有保证。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

多数有关的研究文献都以劳动者人数来代表劳动投入社。从一段较长的时间看，劳动质量是有

所提高的，但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则是有所降低的，二者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相互抵消的作用。

因此舍掉这几个因素来计算劳动投入址的变化，误差不会太大。

(2)劳动力供给与经济增长的定址研究

设劳动力的增长率为n，即有：N, = O+n)N,-1

其中，N，表示t年劳动力的供给。

在固定的劳动力—产出比I下，产出与所需劳动力之间要满足：

N, =lY,。

其中，I表示单位劳动产出，Y,表示t年的总产出。

(1) 

(2) 

此式即厂商之总体对劳动力的需求函数，而式(1)为社会的劳动力供给函数。 劳动力市场

的平衡意味着劳动力的供给等于需求，故有：

Y, = 1/l(l +n)N,_1 = (1 +n)Y,_1 (3) 

说明产出与劳动力以同样的增长率增长。 劳动力市场平衡时的产出增长率等于劳动力的

自然增长率n，故称此增长率为自然增长率，并可用gn 表示。

2. 资本与经济增长

(1)关于资本的源泉

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而投资来源于储蓄（即积累），只有当投资率与积累率均

衡时，经济增长才是有保证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集中体制中，政府动员资金的能力很强，因此，政府储蓄（积累）占

的比重大。现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支配的财力扩大，职工收入也大为增加，政府动

员资金的能力则大为降低。 这时，资本积累特别要重视企业积累和居民储蓄。

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是企业利润。资本积累的另 一 条途径是劳动积累，这对资金缺乏但劳

动力丰裕的国家来说更有现实性。

与企业利润积累相比，居民储蓄在资金积累中的比重要退居二位。但居民储蓄必须引起高

度重视，国家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引导自愿储蓄。

银行信贷的增加也是资金积累的一条途径。与前几条途径相比，银行信贷并不是真实的积

累。在储蓄和投资存在缺口时，银行信贷只是暂时填补储蓄不足的缺口，但缺口还存在，只有当

银行信贷的增加促使利润增加，从而促使储蓄增加时，缺口才会真正弥补。 因此对利用银行信

贷创造资金的积累方式要谨慎管理。

(2)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定址分析

为了使分析简化，假定：CD商品市场上，在某 一 固定价格水平下，厂商之总体的供给曲线为

完全弹性；＠不考虑货币市场；＠在某 一实际工资率下，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曲线S、为完全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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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资本报酬率 aY/aK 为常值，不随资本存量的增加而下降。

商品市场的平衡意味着计划储蓄等于计划投资。 设储蓄与消费保持固定的比重，即 C =

cY,S = Y-C = Cl-c)Y = sY，考虑到时间的延迟，则有如下的平衡方程：

I, = sY,-1 = 0-c)Y,-1 (4) 

其中，I ， 表示资本存量的增长，而每期之资本存量由同样的产出水平确定。 即有：

I, = K,-K,-1 = u(Y,-Y,_1) 

其中，K,表示t年的资本总址，u表示t年资本存社增长率。

代入式(4)则得：

u(Y,-Y,-1) =s Y,-1 

由此可解得，

(5) 

(6) 

Y, = <l+s/u)Y,_1 (7) 

由此看出，平衡产出的增长率为 s/u 或 (1-c)/u。边际储蓄倾向 s 越大，资本一产出比 u 越

低，增长率越高（或边际消费倾向c越小，增长率越高）。 因此，s越大意味着储蓄越大，因而意

味着投资越大，资本存昼越大，产出增长越快。 资本积累率的高低决定经济增长率的高低。 可

见，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具有某种决定性的作用。

3. 资源与经济增长

在西方经济学中，最早意识到资源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是马尔萨斯，他首先提出了由于人

口增加导致土地资源供给不足的可能性。但是，最早较为系统地研究资源经济问题的西方经济

学家要数本世纪 20 年代末的伊利和莫尔豪斯，他俩于 1929 年共同出版了《土地经济学原理》

一书，标志着西方资源经济学的开始。 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由千资源问题的提出，

西方学者对资源经济学的研究产生了 一 次质的飞跃。 60 年代后期，以探讨人口、资源 、环境为

主要内容，以讨论人类未来命运为中心议题的
“

罗马俱乐部
“

成立，并发表了轰动整个西方世界

的第一个报告－�《增长的极限》。

自然资源包括自然资源的数拯和自然资源的质掀这两大方面的因素。 一个国家的自然资

源状况对于该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或制约作用。

在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中，资源质扯比资源数量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二）第二层次：技术进步一核心要素

技术进步是使经济获得待续增长的内在活力。

定量估算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模型有两大类： 一 类是生产函数，如柯布 一 道格拉斯

生产函数、线性生产函数、固定替代弹性生产函数等；另一类是增长速度方程。当我们的目标是

分析投入量与产出扯间的关系或计算技术水平时，可采用生产函数；若除此之外，还希望分离

出技术进步对产值增长速度的贡献时，应采用增长速度方程。

l． 生产函数

劳动生产率是生产函数的一种特例，这是客观事实。 以柯布 一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例，它

把劳动L和资金K作为生产要素的两种投入，与产出 Y之间存在下述函数关系：

Y = AK"L� (8) 

式中，Y一一 产出社，Q、P一分别为资金、劳动的产出弹性，A －— 技术水平，K——·资本

投入量，L— —劳动投入扯。

当假设劳动的产出弹性为 1，资本的产出弹性为 0 时，则 (8)式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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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L <9) 

此时技术水平 A=Y/L (10) 

如果我们用劳动者人数表示劳动的数植时，A刚好表示平均每一个劳动者的产出扯。 换

句话说，这时衡扯技术水平的指标就是劳动生产率。

假设资本的产出弹性a是 1，劳动的产出弹性为 0 时，（ 8 ）式则变为：

Y=AK 

此时的技术水平 A=Y/K

这时，衡扯技术水平的指标就是资本产出率。

可见，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都是柯布一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技术水平的特殊情况。 一

、丿

）

1

2

 

1

1

 

（

（

 

般来说，技术水平A的形式为：

A=Y /(K"I力 (13)

它不仅与产值有关，还与劳动有关，也与资本有关，因此它是产出与投入加权的比值。

(13) 式计算出的技术水平更具综合性，比(10) 式或 (l2) 式的技术水平更合理些，劳动生产率或

资本产出率只能单独考虑产值与劳动之比或产值与资本之比，而不能综合考虑劳动与资本同

时变化的情况。

最初，柯布和道格拉斯认为在生产函数中的A是常数，实际上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描述的是某一时刻产出扯与投入批间的关系，因此，在a已知的情况下，可以计算出某一时刻

的技术水平 A:

A=Y/K"I尸 (U)

1941 年，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认为 A 是随时间t变化的，且 A 与时间t呈下列关系：

A=A。e" (15) 

这是生产函数的一个进步，表示技术水平随时间变化，且呈幕函数形式增长。 柯布 一 道格拉斯

生产函数的一 般形式为：

Y=AK
”口 (16)

但此后生产函数研究一直没有大的进展，其原因就在于当时未能利用柯布 一 道格拉斯生产函

数直接计算出技术进步作用。直到 1957 年，美国经济学家索洛 (R. M. Solow) 在中性生产函数

假设下推导出增长速度方程，分离出了技术进步的作用，揭示出经济增长过程的背后，技术进

步所起的重大作用，把生产函数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

根据目前的研究结果，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计算出某一 时刻的技术水平，并由

此计算技术进步对新增产值的贡献，或技术进步对新增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但不能直接计算出

技术进步对产值增长速度的作用和贡献。

事实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是简单地由于劳动者产出的增加。 如果劳动者人数未变，引

入新的设备或工艺，即增加资金的投入的话，同样会使产出增加，这时劳动生产率虽然提高，但

综合考虑资金也增加的情况，用(13) 式计算出的技术水平却未必提高。

使用资金产出率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例如，某企业技术水平不变，资金数扯也不变，由一班

生产改为两班生产，劳动者人数相应增了 1 倍．资金产出率提高是在增加 1 倍劳动者人数的基

础上得到的，但资金产出率指标不能反映劳动者人数变化的作用，它所表现出的效益提高程度

是片面的，而用生产函数综合考虑劳动和资金的作用，所得结果才更符合实际情况。

们此，笔者认为：使用仅考虑单项投入与产出关系的指标来衡扯效益，有很大的片面性。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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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综合考虑多种要素投人与产出关系的技术水平（生产函数）衡扯经济效益更合理．它比劳动
生产率或资金产出率更能全面地说明问题。但无论如何，劳动生产率、资金产出率只是生产函
数的特例。

2. 增长速度方程
上述生产函数都是研究产出与投入之间的绝对扯间的关系。增长速度方程分析的是产出

增长速度、投入增长速度与技术进步速度间的关系。
从产出增长型技术进步生产函数的一 般形式出发．求全导数并整理后，可以得到：

dY dA dK dL 

dt dt . dt . _ dt 
亨=A+a飞－＋BT (17)

它的左端为产出增长速度 1 右端第一 项是技术进步速度．第二、三项分别为参数与资金、劳
动增长速度的乘积，参数a为资金的产出弹性，B为劳动的产出弹性。

由于实际数据都是离散的，在所取时间间隔凶较小的情况下，可用差分方程近似地代替
微分方程(17)式

�y �A 6.K �L 

翠＝赍＋a令＋飞
t:.Y 6.A 6.K �L 

取 y＝ 主＿ � k=� I=� 
Y 

a= 
A k=

— 

K 
l= —

(18) 

(18)式可写成：y=a+ak+�I (19) 

式中，y—一 产出增长速度，K-�资金增长速度J-－－劳动者人数增长速度，a 一一 技术进
步速度。

（三）第三层次：经济体制 一一 关键要素

现代经济增长作为 一 个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过程，是在体现一 种基本经济制度的具体经济
体制下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循环往复地扩大进行，从而社会财
富的不断增加，表现为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和内容：经济主体彼此之间及其与生产资料结合的
方式，他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一 定的利益结构关系，以及激励和影响他们进行社会生
产的社会动力结构系统，表现为社会经济增长的社会经济形式。二者作为社会经济增长过程的
统一 体，互相作用，互不分离。任何社会经济增长过程，都必须借助于一 定的社会经济体制的作
用才能实现。因此，研究社会经济增长过程，必须注意研究社会经济体制与这一过程的关系及
其对这一过程所起的关键作用，研究社会经济体制的实现与经济主体的实践之间的关系。

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体现为：
1.经济增长状况制约经济体制
本世纪50年代，我国正处于刚刚解放不久的恢复时期，由于国民党给我们留下了 一 个烂

摊子，加上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经济封锁与政治冷战，当时生产资源相当紧张，这时我们必须

要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建立起一 支强大的国防力址，所以以高度集中决策为特征的计
划经济体制是唯一的选择。另外，一个促使实行集中决策的原因是，这时国家还未形成完善的
市场体系，亦即生产要素市场还未形成或不够成熟，如果实行市场经济、则这种经济将只能导
致需求的膨胀，而不会导致供给的增加。在缺乏有效的市场机制和企业机制情况下，过早地放
开价格，将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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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体制对经济增长起着关键作用

综合地说，经济体制主要影响到如下几个方面：

(1)经济增长的数社，它表现为经济增长率等指标。

(2)经济增长的质扯．它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质址、生产力要素协调作用的质址和生产力成

果的质扯等方面。 生产力质扯的提高意味着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包括产业的高度化、出口

商品档次的提高等）和商品的充足丰裕程度，而计划经济国家在这些方面往往做得比较不够。

(3)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即经济增长是否具有强烈的周期性，而且周期的波长是否难以捉

摸。从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来看，前苏联、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经济波动就非常明显，它表明行

政干预和强制命令使得经济活动常出现大起大落，而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实现风险分流，

因为第三产业的发展、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消除失业和市

场不景气的状况。

（四）第四层次：文化背景 一一 调控要素

社会意识形态作为文件背景的最重要方面具有多重定义，归纳起来有两个共同特点：第

一，将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认知体系，是某一团体对世界的认识；第二，认为意识形态与个人、

集体的行为有着密切联系．是行动的思想前提，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个人和集体的行为。但是，

早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出现之前，意识形态就被政治化了。

意识形态政治化固然显示了意识形态强劲的政治功能，即维护政权的合法化，推动大规模

社会政治动员．实现政权的转移，但是极端的政治化也有其致命的弱点：（l）意识形态的政治化

使意识形态的其他功能削弱：（2）意识形态的全面控制，造成了全体社会公众思想的模式化，很

大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发挥；（3）意识形态的斗争长期处于极度紧张的状

态，逐渐形成一种封闭的体系，与社会存在的距离越来越大，不能很好地进行自我的更新创造，

甚至沦为少数个人或集团的工具：（4）除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不同阶

层有着各自独特的思想与信仰）的发展受到压制，形成全社会意识形态的中心 一一 边缘结构：

(5)造成人们对意识形态的反感与厌恶，旧的政治社会化渠道和方式难以完成其功能，结果是

社会公众认识的混乱与信仰体系的涣散。

总之意识形态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 本文这里并不强调它在阶级斗争中的功能（壳无

疑问，这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侧重把它看作是一定团体中所有成员共同具有的认识、

思想、信仰、价值等，是这个团体中每个成员对周围世界以及团体本身的认知体系，反映了该团

体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为团体的集体行为提供了合理性辩护，同时也对个人行为提供约

束。 可以说．意识形态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中的任何团体，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都有自

己 一 套意识形态。本文将意识形态作一简要分类：（l)根据团体范围，意识形态分为包涵型和排

斥型两种，前者指团体是开放性的，并没有太多的严格限制：后者相反。 (2)根据意识形态与政

权关系，可以分为官方的和民间的两种。 在任何国家中，作为政权合法化论据的官方意识形态

只有一种。而民间的意识形态则可以分为普遍的和特殊的两类，前者是全体社会公众共同具有

的，后者是具体团体特有的。 本文这里主要讨论的是作为与政权紧密联系的官方意识形态，但

这种意识形态又深受民间的与政权相联系的意识形态和其他团体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并在一

定的条件下会得到变革。

意识形态对经济具有基本的规范功能不是最终决定性的，只是一种观念力址发挥籽对物

质力扯的反作用。 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在其《国家兴衰探源》<1993) 一 书中对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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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规范团体间关系的功能作了详细论述。 他认为国家兴衰与社会中利益集团的存在有着直

接的关系。利益集团的结构、集团之间的关系直接决定着经济的增长或停滞。而不同的意识形

态则是决定利益集团结构与关系的一 股重要力址。奥尔森认为， 一 般讲，利益集团越弱，经济越

能发展。 他认为法国二战后经济发展一 定程度上归因于意识形态的分歧削弱了特定利益集团

的发展。印度围绕种族制度建立的意识形态隔绝了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融合与合作，从而

阻碍了印度经济的发展。

对于意识形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学者们早就有所论述。马克思提出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

筑的关系，就指出了意识形态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它可以一 定程度上推

动经济增长，也可以阻碍经济增长。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983)在他那本内容庞

杂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提出，在社会发展中 4 存在着两组力址：物质力址 —— 精

神力址：社会力扯 一一－ 个人力址。 两组力址之间互为因果．互相起着作用与反作用。 结果是一

组力址的增长促使另 一 组力扯跟着增长； 一 组力扯削弱时．另 一组也难以幸免。 马克斯·韦伯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1987)中对基督在西方经济发展过程中作用的强调以及儒教对

东方经济阻碍的论述，实际上也是对意识形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种肯定。以诺斯为代表的新

经济史学派试图将意识形态纳入制度变迁的模型中。 诺斯认为，一 套能够促进制度变迁成功、

经济持续增长的意识形态，必须能够提供一个全面的世界观点，必须在解释外部条件的可观察

到的转变时足够灵活。对他来说，全面性和灵活性是意识形态对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推动的前提

条件。

总之，以上四个层次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紧密相连、逐层递进的，它们共同构成了经

济增长四层次要素分析法的研究理论。

注：

(I)配第：《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货币略论》，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71 页。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 3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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