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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是，经验研究表明，以全要素生产率刻画的技术进步对中

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大(TA%R A%B eA#，377;;e#=%R，377;;颜鹏飞和王兵，3770;郑京海和胡鞍钢，

3771)"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才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因此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任务!但是，技术进步既有劳动增进型，也有资本增进型，!我国在转

变经济增长方式时是否应该有所侧重呢?

由于技术进步是对物质要素的替代，因此影响技术进步类型的首要因素应该是资源禀赋结构!我国

是一个劳动力增长迅速的发展中经济，资源禀赋结构的基本特征是资本稀缺而劳动力丰富!因此，对于

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来讲，技术进步类型的首选应该是相当于增加资本供给的资本增进型!另外，由于

物质资本积累通常还需要消耗一些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比如铁矿石$石油等就已经成为约束我国经济

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自然资源，而且物质资本在生产过程中还常常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因此，即使将

来劳动力不再丰裕，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仍然需要资本增进型的技术进步!然而，经济增长理论中的

L\AZA(/:9/)稳态定理认为，除非生产函数是科布 8道格拉斯函数，经济要想实现稳态增长，技术进步只

能是纯劳动增进型而不能有资本增进型!" 因此，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的资源禀赋结构和强调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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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资源消耗的可持续发展对技术进步方向的要求与经济实现稳态增长似乎是矛盾的!前者要求技术

进步应该以资本增进型为主，或至少应该包括资本增进型，而后者则认为，技术进步不能包括资本增进

型，必须是纯劳动增进型!! 所谓稳态增长，就是各个经济变量如产出$消费$投资等变量都以固定的速度

增长，而资本与劳动的相对收入份额保持不变(PADD# A%B &AEA 8 ? 8 CAD@?%，3770，U;; 8 ;0)"虽然这些变

量的增长率短期会有波动，但长期基本保持稳定!这显然是一个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基本要求，也是长期

经济增长历史的基本特征!因此，目前绝大部分增长模型，无论是外生增长模型还是内生增长模型都选

择要稳态增长路径，而将技术进步类型严格限定为纯劳动增进型(+#%O*，3771)"这虽然使模型拥有稳态

增长路径，却留下了与资源禀赋结构和可持续发展对技术进步方向要求的矛盾，并很难从经济直觉上进

行解释!"

但是，L\AZA稳态定理有一个重要的隐含假设，即每单位投资的调整成本(6B>=*@$O%@ "#*@)&固定不

变，甚至为零，也就是投资没有调整成本!其实，零调整成本的假设早在 /:97 年代就被认为不符合现实，

并会导致一些明显违背事实的结论!’ 为了克服这一局限，6GOE A%B PEA%B(’ADB(/:5;)和 PADD# A%B &AEA

8 ? 8 CAD@?%(3770，第 ; 章)分析了存在投资调整成本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不过，这些研究并没有考虑调

整成本与资本增进型技术水平的关系!现实中，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通常体现在新的资本品如新机器设

备之中(&#E#Z，/:97;N’OEU*，/:93)"资本增进型技术水平越高的机器，通常是一些新的$更加复杂的机

器!安装$调试新机器的成本往往高于老机器!因此，投资的调整成本不仅与投资数量相关，而且与资本

增进型技术水平相关!基于这一假设，本文提出一个扩展的拉姆齐模型!与传统增长模型相比，我们模

型最显的著特点是它并不要求稳态增长时技术进步必须是纯劳动增进型，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与稳态增

长路径可以兼容!根据本文研究，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新古典增长模型拥有稳态路径的条件!同时，根据

本文模型，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特征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选择资

本增进型技术进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接下来的第二节是模型环境的设定;第三节分析模型的均衡结果;第四节是资

本存量测算方法与卡尔多典型事实的再认识;第五节总结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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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经济中存在一个代表性消费者!不失一般性，假设代表性消费者的单期效用函数为常相对风险

规避("dd6)形式的效用函数，即 M［2(#)］ $ 2(#)/ 5) 9(/ 5 ))，其中 @ 表示时间，"(@)表示 @ 时刻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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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稳态路径能否包括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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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表示相对风险规避系数或者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我们用 )表示时间偏好率，则个人一生的效用水

平为:

)
"

# $ 7

2(#)/ 5)

/ 5 )
D 5$#1# (/)

假设经济的生产函数是一个同时包括资本增进型和劳动增进型技术的新古典生产函数:

X(#)$ *［P(#)A(#)，F(#)N(#)］ (3)

e 表示产出，J 表示物质资本，- 表示劳动力，P 表示资本增进型技术，6 表示劳动增进型技术!P$6

和 - 的增长率分别外生给定为 P
)

(#)9P(#)$ ; * 7$F
)

(#)9F(#)$ ) * 7 和 N
)

(#)9N(#)$ I * 7 ，并且 P

(7)%/$F(7)%/ 和 N(7)%/!对 J 和 -，生产函数(3)式满足 PADD# A%B &AEA 8 ? 8 CAD@?%(3770，U39 8

35)详细总结的四个基本性质:(/)规模报酬不变;(3)具有正但递减的边际产出;(;)K%ABA(/:9;)条件;

(0)每种要素都是必要的，如果 J h 7 或 - h 7 则产出为零!PJ 表示有效资本，6- 表示有效劳动!

消费者的预算约束是:

X(#)$ 2(#)’ ?(#)，?(#)T 7，2(#)T 7 (;)

"(@)j 7 是经济活动的基本要求，K(@)j 7 是产出中不用于当期消费的部分!!

由于资本增进型技术水平更高的机器通常是新的$更加复杂的机器，在其它因素给定的情况下，安装

调试或生产这些新的更加复杂的机器的成本通常更高!因此，假设投资不仅具有调整成本，而且调整成

本与资本增进型技术水平正相关，即:

?(#)$ ?A(#)’ R［?A(#)，P(#)］，+R 9+?A * 7，+3R 9+?A

3
* 7，+R 9+P T 7 (0)

A
)

(#)$ ?A(#)5 (A(#)，A(7)T 7，( * 7，?A(#)T 7 (1)

其中 ?A(#)表示用于购买资本品的投资"(0)和(1)式表示，为了使购买的资本品变成可投入

生产的资本，必须支付一笔额外的成本 R!这部分成本不增加资本存量，但它是增加资本存量必须

付出的代价，称为调整成本!因此增加一单位物质资本，用最终产品度量的总机会成本是 ?A(#)’

R !调整成本的大小不仅与投资 ?A的大小有关，而且与资本增进型技术水平 P 有关!现有文献

(L\AZ A，/:9/;PADD# A%B &AEA 8 ? 8 C AD@?%，3770，U25 8 57;+#%O* A%B &(D?$RO#=D，3775;&(’E?(’@，

3779;6(O$#RE=，377:，U97 8 93)在证明 L\AZ A 稳态定理时都假设资本积累方程是 A
)

(#) $ ?(#)5

(A(#)，由(0)式和(1)式可知，该方程隐含地假设调整成本函数是 R h 7，也就是投资没有调整成

本!6GOE A%B PEA%B(’ADB(/:5;)和 PADD# A%B &AEA 8 ? 8 C AD@?%(3770，第 ; 章)假设投资的调整成本函

数是 R $ ?A(#),［?A(#)9A(#)］，其中 ,(7)$ 7，,% T 7，,Y * 7 ，与(0)式的重要区别是忽略资本增

进型技术水平 P(@)对投资调整成本的影响!

为了能够给出模型的具体结果，本文进一步假设调整成本函数具体形式如下:

R［?A(#)，P(#)］ $ ?A(#)［P(#)5 /］，P(#)* / (9)

(9)式表示当 P(@)j / 时，投资的调整成本不仅与投资的数量 ?A正相关，也与资本增进型技术水平 P

(@)正相关!而当 P(@)h / 时，投资的调整成本为 7!因此传统拉姆齐模型的投资调整成本函数也可以说

是(9)式的一种特殊情况!将(9)式代入(0)式并移项得:

?A(#)$ ?(#)9P(#) (2)

将(2)式代入(1)式得投资调整成本与资本增进型技术水平正相关时的资本积累函数是:

A
)

(#)$ ?(#)9P(#)5 (A(#)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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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上面是从投资的调整成本角度逐步得出资本积累方程(5)式，但(5)式的含义也可以作如下直观

的解释:如果 P(@)表示资本中体现的技术水平，A
)

(#)表示新增的资本数量，那么(5)式表示同样的投资，

要想增加技术含量更高的资本，就必须牺牲资本的数量，要想增加更多数量的资本，就必须牺牲资本的技

术水平!因此，(5)式隐含投资在资本的数量与技术水平之间的分配存在替代关系!!

最后，模型的横截条件是:

E?$
##"

［A(#)’D 5H#］ $ 7 (:)

^$_‘+?mYZ

; b< Xxl{s

根据最优控制技术构造模型的汉密尔顿方程:

Z(2，A，’)$
2(#)/ 5)

/ 5 )
D 5$# ’ ’{［X(#)5 2(#)］9P(#)5 (A(#)} (/7)

一阶条件是:

+Z 9+2 $ 2(#)5)D 5$# 5 ’ 9P(#)$ 7 (//)
[’ $ 5 +Z 9+A $ 5 ’［+X 9+(PA)5 (］ (/3)

通过取对数并对时间求导，由(//)式可得:

)
2
)

(#)
2(#)

$ 5
[’

’
’

[P

P
5 $ (/;)

将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率和(/3)式代入(/;)式得:

)
2
)

(#)
2(#)

$
+X

+(PA)
5 ( ’ ; 5 $ (/0)

(/0)式就是投资调整成本与资本增进型技术水平正相关时模型的欧拉方程!

; F< %Ino?m

定义 Q , PA 9FN 表示有效资本与有效劳动之比，利用 Q 将生产函数表示为集约形式 &(Q) $

* PA 9FN，( )/ ，有效资本的边际产出是 &%(Q)$ +X 9+(PA)"定义 < , 2 9FN 表示有效劳均消费!利用前

面关于 P$6 和 - 的假设以及(5)式和(/0)式可得方程组(/1)式:

Q
)

(#)
Q(#)

$ ; ’
&(Q)5 <

Q
5 ( 5 ) 5 I

<
)

(#)
<(#)

$
/

)
&%(Q)’ ; 5 $ 5[ ](









 5 ) 5 I

(/1)

由 <
)

(#)9 <(#)$ 7 和 Q
)

(#)9 Q(#)$ 7 得:

&%(Q! )$ $ ’ ( ’ )() ’ I)5 ; (/9)

均衡时消费 " 的增长率和资本 J 的增长率是:

2
)

92 $ &(Q! )’ ; 5 $ 5[ ]( 9) $ ) ’ I

A
){

9A $ ) ’ I 5 ;

(/2)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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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增长时的储蓄率是:

O!
,

?(#)
X(#)

$
() ’ I ’ ( 5 ;)Q!

&(Q! )
(/5)

由于稳态路径上 Q! 是常数，因此，储蓄率 *的确是常数!由此也可得 e$K和 " 的增长率相同，且是:

X
)

X
$

?
)

?
$

2
)

2
$

/

)
&(Q! )5 ; 5 $ 5[ ]( $ ) ’ I (/:)

均衡时资本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分别是:

H , +X 9+A $ P&%(Q! )

: , +X 9+N $ F［&(Q! )5 Q! &%(Q!{ )］
(37)

当稳态均衡存在技术进步时，资本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不是常数，而是持续增长，其增长率分别是:

[H 9 H $ P
)

9P $ ;

[: 9: $ F
){

9F $ )

(3/)

现实中利率并没有持续上升的趋势!这说明当存在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时，市场利率并不是物质资

本的边际生产率!物质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持续上升的原因是资本增进型技术持续进步，与劳动力的边际

生产率持续上升是因为劳动增进型技术持续进步是一样的道理!

稳态增长时要素的收入份额之比是:

&A ,
HA

X
$

H

P

Q!

&(Q! )
$

&%(Q! )Q!

&(Q! )

&N ,
:N

X
$

:

F

/

&(Q! )
$

&(Q! )5 Q! &%(Q! )
&(Q!

{
)

(33)

由于稳态时 Q! 不变，因此资本与劳动的收入份额保持固定!这说明虽然存在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

但是要素的收入份额在稳态时同样保持不变!由于各变量的增长率和要素收入份额不变，因此模型的均

衡结果满足稳态增长路径定义的要求!

; ^< ?m+%LV

对(/1)式在均衡点附近进行一阶泰勒级数展开，得:

Q
)

(#)
Q(#)

<
)

(#)
<(#











)

-

&%(Q! )
Q!

5
() ’ I ’ ( 5 ;)

Q!
，5

/

Q!

/

)
&Y(Q! )，









7

( )Q

<
(3;)

(3;)式的系数行列式是:

BO@

&%(Q! )
Q!

5
() ’ I ’ ( 5 ;)

Q!
，5

/

Q!

/

)
&Y(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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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系数矩阵的行列式(30)小于零，因此方程(3;)的两个特征根异号!这表明模型的稳态增长均衡

是局部鞍点稳定的!

Y$_7]57*Db4d%sT‘pW+5]A

著名的卡尔多典型事实(JAEB#D，/:9;)认为，经济长期增长过程中资本回报率和物质资本 8产出比近

乎稳定!但是，本文以上分析却表明，如果稳态增长时有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物质资本的生产率和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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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都持续上升，物质资本 8产出比则持续下降!这是否说明包括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的稳态增长路

径与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矛盾，是不现实的呢?本文认为，卡尔多典型事实的确对稳态增长路径可以包

括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的结论是一个挑战，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完全否认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在稳态路径

上存在的可能性!这不仅因为卡尔多典型事实即使完全真实也仅是历史，并不表示未来一定仍然如此，

而且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即卡尔多典型事实只是某种统计核算方法的特定结果，与真实的客观历史并

不完全一致!

尽管卡尔多典型事实常常作为增长理论建模应该遵循的事实基础，但是这些事实的客观性依赖于物

质资本估计的准确性!在生产函数 e h .(PJ，6-)中，J 是物质资本，PJ 是有效资本!当存在资本增进

型技术进步时，J 和 PJ 不仅在量的大小，而且在变化趋势上都存在重大差异!目前对资本存量的测算方

法是"永续存货法%(UODUO@=AE 8 ?%WO%@#DI $O@’#B)，将投资的价值量进行累加作为资本的存量!如果投资

刚好等于折旧加上新增物质资本，即 K(@)h J(@ n /)8 J(@)n *J(@)，那么"永续存货法#估计的结果就恰

好是物质资本 J!然而，由于物质资本与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二者常常融为一体，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

很难不反映在资本品的市场价格中，从而很难不反映在投资的变化上!而当投资有调整成本且调整成本

与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正相关时，由(5)式可知，此时投资等于 ?(#)$ P(#)A
)

(#)5 (P(#)A(#)"因此，

"永续存货法#估计的结果很可能不是物质资本 J，而是近似等于有效资本 PJ!如果估算的资本存量的

确是有效资本 PJ，经济增长的历史就并不排除物质资本的回报率持续上升和物质资本%产出比持续下

降的可能性，也就不排除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长期存在的可能性!

这种推测从学术界对技术进步在东亚奇迹中的贡献的争论来看还具有很大的现实可能性!尽管东

亚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中最为显著的成就之一，但是 /::7 年代以来关于东亚经济的

增长因素核算认为，东亚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面用 S.N表示)增长很慢，与前苏联经济增长模式没有

本质区别(JD=R$A%，/::0)"这不仅使东亚发展模式的推广价值大打折扣，而且自身的发展前景也备受质

疑!针对这种观点，林毅夫和任若恩(3772)指出，这很可能是由于目前资本存量的测算方法将体现在资

本品中的技术进步作为物质资本的贡献而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中剔除，从而严重低估了实际的技术

进步速度!下面证明，如果"永续存货法#测算的资本存量实际并不是物质资本 J 的存量，而是有效资本

PJ 的存量，那么传统的 S.N核算方程就刚好遗漏了整个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对 S.N增长的贡献!

由生产函数(3)式得真实 S.N增长率的理论公式是:

3*
)

/(#)
3*/(#)

$ ［/ 5 &A(#)］F
)

(#)
F(#)

’ &A(#)P
)

(#)
P(#)

(31)

即 S.N的增长率是劳动增进型与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的加权和!但由于技术进步本身不能测度，因

此通常都利用索洛残差法(&#E#Z，/:12)进行估算，!即:

3*
)

/(#)
3*/(#)

$
X
)

(#)
X(#)

5［/ 5 &A(#)］N
)

(#)
N(#)

5 &A(#)A
)

(#)
A(#)

(39)

如果"永续存货法#测算的资本存量就是实际物质资本存量 J，那么(39)式的估计结果就是(31)式

的结果!但是，如果测算出来的资本存量实际是有效资本 PJ，残差法估计的 S.N增长就少掉了资本增进

型技术进步!用 S.N6表示残差法核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得:

3*
)

/F(#)
3*/F(#)

$
X
)

(#)
X(#)

5［/ 5 &A(#)］N
)

(#)
N(#)

5 &A(#)
P
)

(#)
P(#)

’
A
)

(#)

A
)

(#
[ ]) (32)

它与真实 S.N增长率的关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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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F(#)
3*/F(#)

$
3*
)

/(#)
3*/(#)

5 &A(#)P
)

(#)
P(#)

(35)

(35)式表明，正如林毅夫和任若恩(3772)所指出，利用"永续存货法#测算的资本存量去测算 S.N增

长，很可能遗漏了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对东亚经济中技术进步的重要贡献!

u$Y[\

现有文献认为，除非生产函数是科布 8道格拉斯函数，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稳态增长路径不能包括资本增

进型技术进步!本文通过一个具体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证明，如果投资不仅具有调整成本，且调整成本与资本

增进型技术水平正相关，则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稳态增长路径就可以容纳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因此，目前对

新古典增长模型拥有稳态路径的条件可能需要重新认识!如果稳态增长时有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那么物

质资本的生产率与边际生产率将持续上升，而物质资本%产出比则持续下降!尽管这与卡尔多典型事实矛

盾，但也提醒我们，!永续存货法#不能分解物质资本存量和资本增进型技术水平，从而使得卡尔多典型事实

可能需要重新理解!为了检验现实经济增长中是否包括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需要找到能够单独地测算物

质资本 J 或者资本增进型技术 P 的方法!这可能是未来增长经验研究的重要任务!

尽管本文讨论的是基础理论问题，直接的政策含义似乎并不明显，但是也为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

策要求提供了理论支持!减少物质要素投入，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

必然选择(吴敬琏，3779)"但是由于我国劳动力增长迅速，每年面临的就业压力很大，因此至少从短期来看，

不应该过多减少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投入，而应该主要减少物质资本的投入，也就是技术进步中应该包括更

多资本增进型而不是劳动增进型!但是，这些文献似乎没有注意到，希望通过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转变我国

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要求，在现有增长理论看来与经济实现稳态增长矛盾!不过，从本文的分析看来，这样

的矛盾是不存在的!根据前面的分析，本文模型的稳态增长均衡，e$K$" 的增长率与没有资本增进型技术进

步时是相同的，都等于劳动力和劳动增进型技术的增长率之和，即 ) ’ I，但是资本的增长率 A
)

9A $ ) ’ I 5 ;

B X
)

9X，比没有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时要小!因此，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减少了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这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所希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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