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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与分配一体化理论述评

陈 广 汉

年代 以来
,

发展经济学家越来越认识 到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应该成为经济发展追求的

两个重要 目标
,

收入分配应该成为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和评价发展成就的一个标准
。

以哈罗德

一多马模式为基础的宏观计划模 式仅仅把重心放在经济增长上
,

不能反映经济增长过程中收

入分配的状况
。

因而
,

需要建立一种模式对不同群体的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决定提供一种一体化

的论述
。

正是基于这一思路
,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钱纳 里
·

和阿路瓦利亚
·

·

提 出了把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结合起来的分析结构和理论模式
。

它是世界银

行组织的规模庞大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研究的一项成果
。

一
、

增长与分配 目标相结合的杜会福利标准

钱纳里和阿路瓦利亚认为
“

收入分配的目标不能被看成是独立于增长目标的
。

相反
,

应

该根据不同社会经济群体满意的收入增长率对它们进行动态地表述
。 ”

①为此
,

他们提出了

把增长与分配 目标相结合的福利标准
‘

他们根据人们的资产
、

收入水平和经济职能将社会成员分成若干个社会经济群体
,

每个

群体收入增长率被用来衡量该群体在某一特定时期社会福利的增长
,

整个社会福利的增长率

就可以定义为所有群体收入增长的加权总和
。

假定以收入为标准
,

依收入水平从高到低排列
,

将社会分成五个群体
,

那么总的社会福利增长指标 可表示为
‘ ‘

为各 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率
,

是为相应的社会经济群体的收入增长所设计的权数 、 现在

的问题是如何选择福利权数 ,’’
·

”
· 。。

他们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加权方法
、

权数 的增长速度是衡量经济成就的一个最通用的指标
。

钱纳里和阿路瓦

利亚认为 指标只是上式中的一种特列
,

即 每个社会经济群体收入增长的 权数 刚 好 等

于他们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时的一种情形
。

在各个群体的收入份额差别很大的情况下
,

权数不可能用来作出有利于穷人的收入增长的福利判断
。

、

平均权数
。

它是通过总人 口而不是总收入的比例来对每一群体的收入增长进行加权

处理
,

平均权数等于每个群体的人数在总人 口 中所 占的比例
。

如果把社会的总人 口分成五等

分
,

那么平均权数就是
。

、

贫困权数
。

如果政府主要以穷人群体的收入增长为社会 目标
,

就可以使用贫困权数
,

对穷人的收入增长规定较高的权数
,

而对富人收入的增长给予较低的权数
。

因此
,

他们认为这种社会福利指标和加权方法可以根据收入增长的分配型式
,

而不只是

根据 的增长来确定发展的 目标
、

调节发展的进程
、

检查发展的成就
。 “

一般来说
,

增长的

加权指数偏离 增长率的程度和方向
,

可 以衡量增长的分配偏向的程度和方向
。 ” ②收入 分



配不均等的改进可 以通过加权的增长率超过 的增长率的程度来衡量 收入 分 配 不 均 等

的扩大则可以通过加权增长率低于 的增长率的程度来衡量 它的特点在于 克 服 了 传 统

指标的不足
,

把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目标结合起来
,

并把重点放在贫困群体收入 增长

动态过程上
,

而不是相对收入不均等的静态图像上

二 增长理论和分配理论综合的模式

社会福利标准只是提供了使增长 目标和分配目标结合的一种方法
,

它并没有揭示二者的

内在联系 同时这种福利标准在实际运用中也需要有可操作的计划模式
。

这种模式要能反映

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上的特点
,

并能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决定给予统一的论述 钱纳里

认为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的不均等有两个重要特点 第一
,

低收入者和穷人主要集中小规模的

非正规部门
,

他们处于工资经济之外 第二
,

在收入集中的底下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更高

程度的集中
。

这决定了他们模式的建构和政策的选择
。

模式的基本结 构
。

它由生产决定和分配决定的两套方程式构成
。

根据物质资本
、

人

力资本以及获得生产性资产的差别把社会分成三个群体 富人
、

中等收入者和穷人
,

他们分

别 占总人 口的比例为 肠
,

肠
,

肠 资本主要分成两类 产生收入联系的资本 “ 和不产

生收入联系的资本
” 。

当一个经济群体所 占有的物质资本生产的产出中
,

有一部分以工资

形式流入其它收入群体时
,

这种资本并产生了收入联系 否则
,

并没有产生收入联系 钱纳

里认为
“

一个群体的收入增长同另一个群体的收入增长之间这种相互依赖
,

是增长和分配

一体化理论的核心
。 ” ⑧人力资本存量反映在工资水平上

,

每个群体的收入由工资收入和非

工资收入构成
。

模式包括了以下基本变量
、 、 、

分别为富人 群体
、

中等收入群体 群体
、

穷人 群体 的 收

入和总收入
。

、 、

分别为三个群体所获得的工资收入
、 、 、

分别为三个收入群体的消费与总消费
、 、

分别为三个群体所获得的非工资收入

是富人所有的用于雇佣其
‘

臼群体的劳动的资本
,

它产生收入联系
·

贾是富人所有的
,

只用于雇佣本群体的成员 例如
,

雇佣高技能的劳动力
,

而这种劳动力

只在富人中 或投资国外的资本
,

它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没有关系

专是中等收入群体占有的资本
,

用来雇佣劳动力
,

产生了收入联系

孟是穷人所有的
,

自我雇佣的资本
,

对其它群体不产生收入联系

是来 自与 和 相一致的资本存量的产出

生产决定公式 钱纳里和阿路瓦利亚根据上述四种资本
,

专 专

卜 专 〔入

卜 全

盆

得出如下产出等式

分别表示三个经济群体来 自于不同资本的产出
,

它的右下方的标号
、 、

分别代表富人
,

中



等收入者
、

穷人三个收入群体
,

右上方的标号 和 分别表示来 自于产生收入联系和不产生收入

联 系的资本的产出
。 ,

和
、

分别代表相应资本的产出一资本比率
。

社会总产出等于三 个

群体的产出之和
,

而每一群体产出的增长又取决于他们所 占有的资本存量和该资本的生产率

收入分配决定公式
。

每种资本存量的产出都在工资与非工资收 入形式之间分配
。

一

定时期
,

某一群体的总工资收入 可分别表示为

专 ,

卜 全

。
卜 全

代表工资参数
,

是第 收入群体从生产 。中所得到的工资份额
。

三个收入群体的总的非工

资收入也可以分别表示为

, 专 呈

。

是非工资收入在相应产出中所占的份额
。

三个群体的总收入等于各自的工资收入与非工资政入之和
,

它们分别表示为

, , 专 专 艾

专 、 专

, 。 、 飞

从公式 一 中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被分解为不同社会经济体群的

收入的增长
。

将 一 公式中 分别代入 一 。 ,

并可十分清 楚 地 看

到每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取决于资本存量的分配
、

工资参数和生产率参数
,

其 中 资 本 存

量是决定性的
。

因此
,

增长和分配理论的综合来 自于资本积累 包括人力和物质资本 的双

重作用 在模式中
, “

各种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决定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和收入群体之间 分 配

的型式
” ④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成为联系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桥梁

。

、

模式的动态化
。

它主要来 自于各种资本存量的增长即资本积累
。

人 口增长和生产率的

变化也是影响分配与增长的动态因索
。

储蓄与资本积累率
。

储蓄率直接决定着资本的积累率
,

而资本积累的速度与构成

也决定着经济的增长与收入的分配
。

假定储蓄都可以转化为投资
,

,

每个群体的储蓄只在本群

体内投资
,

那么各种类型的资本的增长可以表示为

△ 卜 △ ‘一 , ‘

△ 专 △ 且

和 一 是富人将他们的储蓄在 和 名之间分配的比例
。

代表储蓄率
。

由于钱 纳 里

和阿路瓦利亚假定储蓄率是收入的函数
,

那 么 , 。

在这种情况下
,

资本的积累和经济

的增长会导致收入分配的差别扩大

人 口增长
,

在他们的模式中
,

每个社会经济群体的人 日是以一个外生的
、

特定的



增长率变动的
。

因而
,

人 口 增长公式也有三个
, , 。 ’ , 。 ‘ 、 。 ‘

表示人 口 数量
,

在 右下方的标号
“ ”

为某一群体在被研究的那一时期开始年 份 的人 口

数量
,

标 号
“ ”

为 第 年的人 口 数量
。

为人 口 的增长率
,

由于人 口 的增长率 同 收 入 水

平
、

受教育程度成反方向变化
,

因此
。

他们认为
,

人 口 的增长是通过对储蓄率的影响
,

来作用经济增长和分配型式
。

较高的人

口增长率会使人均收入下降
,

从而降低储蓄水平
。

在穷人的人 口增长率大于富人的情况下
,

人 口 的增长也会扩大收入分配的差距
。

生产率的提高
。

技术进步的速度和性质会影响模式中增长与分配的结果
。

钱纳里

认为
,

一般来讲
,

任何一种资本的生产率提高都会促进经济增长
,

而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取

决于那个群体 占有这种资本
,

以及其它社会经济群体如何通过工资流同它发生联系 而由于

劳动者生活条件的普遍改善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

也会提高雇佣劳动的那些部门的资

本的产出一资本 比率
,

如果工资参数不变
,

所有的群体都会从 中获利
。

以上是钱纳里和阿路瓦利亚模式的基本结构
。

它实际上给 出了三个具有不同资本存量
、

储

蓄率和人 口增长率的哈罗德一多马式经济
,

通过工资收入的向下流动和劳动生率的变化所产

生的向上的作用力把它们联系起来
。

模式包含的增长理论是以熟悉的哈罗德一多马模式为基

础
,

资本积累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

模式中的分配理论则反映了钱纳里等人对发展

中国家收入分配不均等的原因的基本看法
,

即物质和人力资本的高度集中决定了收入分配的

高度集中
。

二者的结合构成了增长与分配理论一体化的模式
。

他们强调指 出
“

认识资产 分 配

在解释个人收入配分中的作用对发展战略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 ⋯政策应该努力改变整个时

期物质和人力资本集中的基本型式
” 。

⑤

三
、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战略与政策的选择

钱纳里和阿路瓦利亚模式的最终 目的是要提 出
,

在增长与分配 目标基本协调的情况下
,

以

加速发展 中国家 肠的穷人的收入增长为 目标的各种政策的选择范围
。

政府主要通过财政政

策使收入和资源从富人转向穷人
,

以改变物质和人力资本集中的状况 他们认为
,

要改变这

种状况有两种方法 现有资产的静态再分配和以改变整个时期资本积累构成的资产动态再分

配
。

他们选择了后者
,

把公共投资的再配量作为改变资产集中状况和改善收入分配的有效政

策
,

并通过模式对三种主要的收入分配战略和政策的实际效果进行了模拟和评价
,

进一步证

明了他们的这一政策主张
。

消费转移政 策
。

他们模拟了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中
,

将 肠或 肠的总收入转移给

穷人
,

直接提高穷人的消费水平
,

所引起的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变化
。

为了说明转移政策

对分配的影响
,

他们假定转移的收入完全来 自富人的储蓄
,

穷人将得到的收入只用于消费不用

于生产 在开始一段时期内
,

穷人的人均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

由于资本的生产率被假定是穷

人人均收入水平的增函数
,

因而这也会使社会的劳 动 生 产 率得到提高 但是
,

由于这种转

移是以减少富人的积累为代价的
,

这不仅会使富人的收入增长降低
,

而且通过收入联系
,

使

中等收入者和穷人群体的收入也下降
。

在他们模拟研究的时期内
,

由于收入的增长率降低
,

富人和中等收入群体的地位下降
。

穷人群体虽然在开始一段时期生活得到改善
,

但当转移停
止时

,

他们的人均消费水平很快降到他们的人均收入所能维持的水平
。

钱纳里和阿路瓦利亚

认为
,

这种政策降低了经济增长的速度
,

而最终并没有使收入分配的状况得到根本改善
。



投资再分配政 策
。

政府将所调动的资源不是直接用于穷人的消费
,

而是进行投资
,

增加穷人的资本
,

提高他们的生产力
,

以达到提高该群体收入水平的 目的
。

这些投资包括提

供信贷
,

物质投入
,

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投资
,

提高穷人所 占有的资本的劳动生产率的投

资
。

这些投资直接增加了穷人所 占有的资本
,

它们所增加的产出完全归穷人所有
。

投资转移

政策与消费转移政策相比
,

尽管开始时
,

穷人的人均消费水平提高比校慢
,

但它可以在较长时

期内持续下去
。

当转移停止时
,

穷人所 占有的资本存量增加
,

他们的生产能力提高了
,

所以收入

仍能不断增加
。

这种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这种收入转移所形成的资本的生产效率
。

工 资限制
。

它 是 经 济 增长战略的一种极端形式
,

通过工资限制将收入集中在储蓄倾

向较高的富人手里
,

以加快资本的形成
。

这种思路比较符合刘易斯的理论和巴西 年代的发

展经历
。

钱纳里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
,

这种政策收入差别的严重扩大
,

这种政策的提出者高

估 了经济增长利益从上向下的
“

滴流
”

效应
。

因此
,

他们主张通过投资转移政策等增加低收入群休的资本积累
,

提高他们 的 生 产 能

力
,

改变经济中资本高度集中状况
,

从而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

缩小收入分配的差别
。

同时
,

他们认为收入分配的各种战略和政策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

而是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

需

要配套进行
。

钱纳里和阿路瓦利亚的理论和政策主要有两个特点

第一
,

方法和理论 上的结构主义
。

在研究方法上
,

他们把经济增长分解成几个部门
,

探讨

同时决定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因素
,

从一套假设 出发
,

建立起模式
,

然后模拟增长与分配

的进程
,

并对收人分配的各种战略和政策进行评估
。

在理论上
,

他们特别注意发展 中国家社会

经济结构上的刚性
、

部门之间的结构差异和不同经济群体的经济行为的特殊性
。

例如 生产

的二元性质 社 会
、

地理和教育 引起的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 不同社会群体的储蓄行为和人

口 增长率的差别等等都是他们的理论建立的基本前提
。

总之
,

在他们眼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是一个分割的经济
,

而不是一个统一的
、

同质的和无差别的新古典的世界
。

第二
,

政策和战略上的改 良主义
。

钱纳 里和阿路瓦利亚认为以收入分配的不均等来换取

经济增长是不足取的
。

主张发展 中国家对发展战略实行重新定向
,

把收入分配看作发展战略

的一部分
。

他们把物质和人力资本的高度集中作为收入分配不均等的主要原因
,

但是他们并

不主张对现有的高度集中的资产进行再分配
,

而是通过投资转移
,

实行所谓资产 动 态 再 分

配
,

自称是
“

伴随增长的收入再分配
”

战略
。

因此
,

他 们的理论被称为
“

改 良主义
”

的模式
。

在

一些发展 中国家收入分配两级分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
,

仅仅通过渐渐的投资转移政策是不够

的
。

他们还低估了实行资产动态再分配时
,

可能遇到的政治阻力
。

但是
,

钱纳里和阿路瓦利亚的理论有两点可取之处 第一
,

强调资产所有权在决定收入

分配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
,

在政策上主张不应该只是
“

输血
” ,

而应该增强收入群体的
“

造

血功能
” ,

增加他们加久摆脱贫困的能力
。

在研究方法上
,

他们从 年代一些学者主要围绕库

兹涅茨倒 假说
,

分析收入分配不均等的变化趋势
,

转向结合具体国家的情况
,

探讨经济 增

长和收入分配相结合的理论与政策
,

这也是一个进步
。

注释

①②③④⑤钱纳里等 《伴随增长的再分配 》
,

牛津大学出版社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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