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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理论的演化和新进展
Ξ

祝树金　赖明勇

　　摘要 : 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理论是基于经济增长的“复杂性”来解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增长差异。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 ,许多经济学家在该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主要表现为从外部性、偏好结构和开放经

济三个角度考虑不确定性经济增长路径的存在 ,现有研究还存在明显的不足 ,许多方面值得进一步发展和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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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增长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

当今如何阐释长期经济发展 ,如何解释不同国家、地区

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主题之一。

近 10 年来 ,研究者利用不同的增长模型来解释这种差异。

这些模型在描述主要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时 ,通常运用一

些微分方程或微分方程组 ,通过转化一般可以表述为以下的

动力系统 :

ÛX = F(X ,ξ) (1)⋯⋯⋯⋯⋯⋯⋯⋯⋯⋯⋯⋯⋯⋯⋯

其中 X为状态变量向量 ,是时间 t 的函数 ;ÛX 表示 X关于

时间的微分 ,ξ表示参数向量 ,例如外部性参数、消费跨期替

代弹性、劳动供给弹性等。增长理论研究一般考虑在适当的

参数条件下系统 (1) 仅存在一个鞍点均衡的稳态 ,稳态的邻

域内存在一条“黄砖小道”———唯一的平衡增长路径 ,即确定

性的经济增长路径。从而说明不同国家或地区 ,只要有相同

的初始禀赋和文化特征 ,它们最终会收敛到相同的经济均衡

点。这显然不能完全解释当今出现的各类经济发展迹象。

复杂科学理论认为经济系统是一个典型的非线性的、不

确定的、演化着的复杂系统①;经济增长过程定量上具有多输

入 (例如劳力、资本、技术和资源等) 和多输出 (例如产品、消

费等) ,定性上表现为非线性、外部扰动、内在结构及参数的

不确定性 ,这些复杂性特征决定了经济增长具有内生的复杂

性———可能并不只有一个稳态 ,而是多个稳态 ,那么经济增

长就具有多重平衡增长路径 :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在发展过程

中可以趋于不同的平衡增长路径 ,从而呈现增长的差异 ;即

使系统 (1)只有一个稳态 ,但它是局部稳定的 ,那么经济增长

存在均衡路径的连续统 (continuum) 或多重均衡增长路径 :经

济在收敛过程中可能会沿着不同的路径趋于这唯一的稳态 ;

或者稳态可能是中心点 ,这样会出现循环的增长路径。相对

于唯一、确定的增长路径 ,称这些情形下经济增长具有不确

定性。

近 10 年来 ,许多研究者致力于这方面研究 ,并取得了不

少实际成果。本文旨在介绍不确定性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

演化过程 ,进一步梳理该方面研究的发展脉络 ,在此基础上

指出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

二、外部性、收益递增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外部性经济增长模型构成了新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分

支。Arrow(1962)最早假定全经济范围内存在技术扩散 ,建立

了第一个内生增长模型。继 Arrow 的开拓性研究之后 ,有代

表性的外部性增长模型主要有 Romer (1986) 的知识溢出模

型、Lucas(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以及 Barro (1990) 的公共

产品模型和雍塞模型。这些模型中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使生

产呈现规模收益递增。沿着这些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思路 ,

借助于各种外部性和规模报酬递增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不确

定性 ,成为不确定性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 ,该

方面的研究具体又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的研究 ,它们证明经济

增长不确定性的产生依赖于较高的外部规模报酬递增。代

表性的文献有 Chamley (1993) 、Benhabib 和 Farmer (1994) 、Xie

(1994)等。

Benhabib 和 Farmer (1994)采用单部门模型 ,生产函数 Y=

(�Kα- a�Lβ- b) KaLb (a + b = 1) ,其中 K和 L 表示厂商在生产过程

中投入的资本和劳力 ,�K和 �L 代表整个经济系统资本和劳力

的平均投入产生的外部效应。他们证明了当规模递增报酬

充分大时 ,经济存在收敛于唯一稳态的多重均衡路径 ;产生

不确定性的充分必要条件为β- 1 > x ,x > 0 表示劳动供给弹

性的倒数。该条件经济含义意味外部性充分大 ,以至于劳动

需求曲线上倾 ,其斜率大于劳动供给曲线的斜率。

Chamley(1993) 、Xie (1994) 考察了具有外部性的 Uzawa -

Lucas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中的不确定性。Chamley 模型中

人力资本积累具有正的外部性 ,用函数表示为 Ûh = h ×g (u ,

�u) ,u、�u 分别是个人人力资本积累的时间份额和相应的社会

平均份额 ,且函数 g 关于 u 是单调递增和凹的 ,当跨期替代

弹性充分大时 ,会产生多重平衡增长路径或者均衡的连续

统 ,并且禀赋存量会影响增长率 ;Xie 模型中生产外部性来自

于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 ,作者通过对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

参数值进行特殊设定 ,得到显示的资本存量、消费水平的路

径 ;当规模报酬充分大时 ,经济具有多重均衡增长路径。

这些早期研究为理解各类增长差异提供了新视角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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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增长路径的产生取决于充分大的规模报酬递增 (高

达 1. 5～1. 6) ,这成为它们的一个严重缺陷 ;并且在单部门模

型中该条件往往意味着劳动需求曲线上倾 ,斜率大于劳动供

给曲线斜率。这虽然与早期关于规模报酬估计的结果是一

致的 ,但随着实证的推进 ,许多研究者认为早期的估计当中

不恰当地核算了生产过程中中间投入的作用 ,从而高估了规

模报酬递增的程度。Basu 和 Fernald (1997) 、Harrison (1998) 的

研究表明美国经济总水平上只存在轻度的生产外部性 ,总规

模报酬近似于不变 ,大约是 1. 03～1. 15 ,并且 Basu 和 Fernald

(1997)指出 ,美国经济内部规模报酬并不是平行分配的 ,规

模经济效应存在于耐用品生产领域 ,非耐用品部门不存在规

模报酬递增。Harrison (1998) 的研究也得出美国投资品部门

存在轻度的规模报酬递增 ,而消费品部门规模报酬是不变

的。

基于新的实证 ,以 Benhabib 和 Farmer (1996) 的研究为契

机 ,外部性条件下的不确定性增长理论研究进入第二阶段 :

在轻度规模报酬递增甚至不变报酬条件下寻求产生增长不

确定性的因素。Benhabib 和 Farmer (1996) 建立了一个具有特

定部门外部性的两部门 (投资品、消费品) 模型 ,研究发现产

生多重均衡增长路径只需要比 Benhabib 和 Farmer (1994) 模型

中小得多的外部性 ,每个部门的规模报酬大约是 1. 1 ,并且劳

动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

继前文之后 ,采用了这种包含特定部门外部性的两部门

经济增长模型的有 Harrison 和 Weder (2000 , 2002) 、Harrison

(2001)等。这类模型的部门生产函数可设为 :

Yi = Fi ( Ki ,Li ,�Ki ,�Li ,K,L) (2)⋯⋯⋯⋯⋯⋯⋯⋯⋯

其中 ,i 表示不同的生产部门 ,Ki 和 Li 表示在第 i 部门生

产过程中投入的资本和劳力 , �Ki 和 �Li 分别为整个经济系统

内第 i 部门生产过程中资本和劳力的平均投入 ,它们表示特

定部门的外部效应 ,K和 L 分别表示整个经济系统内资本和

劳力投入总量对部门生产的外部效应。Harrison 和 Weder

(2000)在 Benhabib 和 Farmer (1996) 的基础上同时考虑了特定

部门的外部性和总量外部性 ,总量外部性的存在并不会减少

产生多重均衡路径的总规模报酬递增程度 ,但可以考虑与特

定部门外部性之间的权衡。Harrison (2001) 是 Benhabib 和

Farmer(1996)模型的离散情形 ,只要投资品部门存在轻度的

外部性 ,消费品部门即使没有外部性 ,多重均衡路径也会出

现。事实上 , Harrison 和 Weder (2002) 研究发现 ,单部门模型

中主要是与劳力有关的外部性影响增长的不确定性 ;而在两

部门模型中 ,不确定性的产生主要来自于投资品部门资本的

外部性 ;他们也考察了特定部门外部性与总量外部性之间的

互补效应 ,证实了 Harrison 和 Weder (2000)中的结论。

与上述文献比较 ,Mino (2001) 等的研究基于社会规模报

酬不变 ,私人报酬递减 ,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为 :

Fi ( Ki ,Li ,�Ki ,�Li) = Ka
iL

b
i �Kαi �Lβi (3)⋯⋯⋯⋯⋯⋯⋯⋯

其中 a + b +α+β= 1 ,a + b < 1。Benhabib 和 Nishmura 构

造了一个三部门模型 (一种消费品、两种投资品) ,使用凹性

效用函数 ,特定部门外部性使得社会和私人规模报酬之间存

在差异 ,他们借助于数值例子证实了不确定均衡路径的存

在。Mino (2001)的包括人力资本和最终产品的两部门内生增

长模型中 ,由于特定部门外部性 ,各部门中私人和社会要素

密集条件存在差异 ,即使缺乏报酬递增也会呈现增长的不确

定性。这些研究表明社会报酬递增对于增长不确定性的产

生并不是必不可少的。

总的说来 ,这些外部性的不确定性增长模型表现出以下

几个方面的共同点 : (1) 研究者基于轻度规模报酬递增甚至

不变规模报酬条件寻求不确定性增长路径存在的可行性 ,考

虑外部效应的多样性 ,特别是特定部门外部性成为研究的焦

点 ;同时许多学者还关注规模经济的不对称性 :与不同要素

投入相关的外部性对增长不确定性的影响。(2) 主要研究多

部门模型 (尤其是两部门模型) ,实际上多部门模型比单部门

模型更易产生增长的不确定性。根据经济周期理论 ,自我实

现预期驱动均衡 ,在单部门模型中当代理人相信将来的资本

报酬会上升 ,他就会相应地提高资本存量 ,只有充分高的报

酬递增 ,边际产出 (等于资本报酬) 才会增加资本 ,实现自我

预期 ;而在两部门模型中当代理人相信将来的资本报酬会上

升 ,他们会在部门之间重新分配生产要素 ,这引起投资品相

对价格的变化 ,从而影响资本报酬 ,而不会增加资本边际产

出 ,实现自我预期。(3)特殊的偏好形式 :在消费与休闲之间

可分的效用函数 ,或假定不存在内生的劳动休闲选择 ,这使

得获得的结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而采用在消费与休闲之间

不可分的效用函数 ,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②(4) 外部性条件

下的不确定性增长模型主要是从生产侧 ,即市场的不完全性
(这种不完全性来自于生产中外部性的存在) ,而没有从偏好

侧来研究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的存在。偏好结构的变化对经

济增长路径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 ,与这个方面有关的不确定

性经济增长研究成为以下讨论的重点。

三、偏好结构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从偏好结构来研究经济增长不确定性 ,许多经济学家把

休闲、政府支出等引入效用函数。把休闲引入经济具有重要

的经济学背景 , ③目前在经济周期研究中 ,劳动供给被作为一

个重要因素来解释宏观经济周期波动 ,把休闲引入效用函数

可使得劳动供给内生化。Benhabib 和 Perli (1994) 在 Lucas 模

型中考虑内生劳动休闲选择 ,可以更容易获得增长的不确定

性 :仅需要人力资本部门存在较小的外部性 ,资本品生产部

门的外部性不是必要的。A. de Hek 在一个单部门的综合增

长模型中引入休闲使得劳动供给内生化 ,证明了当消费和休

闲是替代品时 ,模型能产生多重稳态 ;而消费和休闲是互补

品时 ,最优路径是周期的。Oritigueira 将休闲引入到人力资本

驱动的内生增长模型 ,由于休闲的引入效用函数不再单调 ,

经济增长路径存在多重均衡。

Zhang(2000)研究了 Barro (1990) 带有公共部门的内生增

长模型 ,政府支出作为一种生产性投入 ,他把效用函数定义

在消费和公共支出上 :U(c ,g) ,并假定二者都有正的、单调递

减的边际效用 ,当生产中政府支出的份额小于 1 时 ,模型能

呈现不确定性的稳态。Abe 曾证明了具有公共部门的增长模

型 ,由于报酬递增存在不确定均衡 ,他得到的是局部性质 ,

Zhang利用全局分叉方法 ,得到的是全局不确定性质 ,具有更

丰富的动态 ,包括经济周期和多重完全预期路径的存在。

在把休闲等引入效用函数的同时 ,消费、休闲、劳动时间

之间的配置同样决定经济的长期增长及其动态过渡过程。

消费和休闲之间加性不可分的效用函数在经济增长不确定

性的研究中一直倍受关注。Pelloni 和 Waldmann(1998)考虑了

一个具有弹性劳动供给的 Romer (1986) 单部门内生增长模

型 ,采用不可分效用函数 ,与 Benhabib 和 Farmer (1994) 比较 ,

这时经济具有标准的劳动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 ,模型能够产

生不确定的平衡增长路径。他们采用生产函数 ,从而能够考

察生产中劳动力和资本的替代弹性对平衡增长路径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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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影响 ,也可考虑效用函数中消费与休闲的替代弹性的作

用。Bennett 和 Farmer (2000) 在 Benhabib 和 Farmer (1994) 的单

部门模型中引入在消费与休闲之间不可分的效用函数 , ④得

到了产生不确定性的新的充分必要条件 :

β- 1 > x +ψ(σ- 1) /σ (4)⋯⋯⋯⋯⋯⋯⋯⋯⋯⋯
σ表示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 ,ψ> 0 为均衡时工资

相对于消费的比重。由于σ可以小于 1 ,从而不再要求劳动

需求曲线上倾 ,并且通过实际参数校准经济 ,模拟得到产生

不确定性的最小规模报酬大约是 1. 03。Mino 研究了具有劳

动休闲选择和特定部门外部性的 Lucas 人力资本积累两部门

内生增长模型。若效用函数在消费和休闲之间不是加性可

分的 ,即使缺乏报酬递增 ,模型也会产生不确定性。

上述研究证实了偏好结构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对于不确

定性的产生起关键作用 ,但是封闭经济框架是这些研究的共

同局限。在封闭经济中 ,轻度甚至不变的规模报酬可能产生

增长的不确定性 ,但往往对偏好结构有一定的限制 ,在某种

意义上需要轻度的扭曲 :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和 (或) 劳动供

给弹性相当高。目前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任何

国家或地区都是处于开放经济的条件之下 ,国际贸易、国际

资本流动等的动态效应 ,不仅已成为新贸易、新增长理论共

同研究的范畴 ,对不确定性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同样具有不可

忽视的作用。开放经济条件下增长不确定性的产生是下面

将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四、开放经济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Lahiri 建立人力资本驱动的内生增长模型 ,具有不变劳

动供给 ,由于国家之间的完全资本流动 ,很容易产生多重平

衡增长路径。Lahiri 指出开放资本市场打破了储蓄与投资之

间的联系 ,允许个人通过国际借贷来平滑消费 ,所以有代表

性的代理人更是风险中立的。这种情形与不可分的效用函

数具有相似的作用 :σ越接近于 0 ,消费者对于消费的波动的

回避程度越低。Weder (2001)考虑Benhabib 和 Farmer (1996)的

具有生产外部性的两部门模型的小型开放经济情形 ,由于存

在国际借贷 ,跨期预算约束条件修改为 :

ÛD =τD + C + pI - wL - rK (5)⋯⋯⋯⋯⋯⋯⋯⋯⋯

其中 ,D 表示外债量 ,τ为世界利率 ,对于小国而言 ,不变

的外部利率被认为是合理的 ;p 表示投资品相对于消费品的

价格 ,w、r 分别指工资率和利率。这里不确定性的产生不再

依赖于较高的劳动供给弹性 ,但是具有非弹性劳动供给 ,不

能解释宏观经济中的失业波动 ;同时作者考虑了不完全资本

市场 ,小国面临一个随该国债务递增的外部利率 ,得到类似

的结论。Meng和 Velasco (2002) 建立了一个具有内生劳动供

给的小型开放经济的两部门模型 ,具有轻度外部性和社会规

模报酬不变 ,私人规模报酬递减 ,这里更容易产生增长的不

确定性 ,不再依赖于消费和劳动的跨期弹性。特别是他们建

立了一个产生增长不确定性的直观的封闭式条件 ,并且由于

考虑了弹性劳动供给 ,可以解释失业波动。

由于国际交易活动对经济的不同部门产生不同的影响 ,

这无法在单部门框架内被充分地体现出来 ,因此在开放经济

条件下研究者将分析扩展到多部门模型 ,但为了研究的方

便 ,采用了小国经济的假设。根据国际贸易理论 ,小国经济

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面临完全弹性的需求 ,以外生给定的价

格下进行国际贸易 ;小国在世界资本市场中以固定的外生利

率进行投资和融资决策 ;它的研发活动不影响世界范围的知

识资本积累率。⑤在现实世界完全符合上述条件的小国经济

并不存在 ,因此有待进一步研究大国在完全开放情形下经济

增长的不确定性问题 ,同时不能忽略国际范围内知识流动对

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的影响 ,在新增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中它

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

除了前述几个方面 ,不确定性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还包括

以下内容 :Wen 证明由于资本利用的“弹性效应”和“规模报酬

效应”,不确定性很容易出现在具有轻度外部性的单部门增长

模型中 ; Guo 和 Harrison(2001)推广 Benhabib 和 Farmer 的工作 ,

在一个包括消费品和投资品的两部门模型中同时引进可变的

资本利用与特定部门外部性 ,这里产生不确定性所需的最小

规模报酬程度低于前人研究所得到的相关值。Ortigueira 证明

了一个具有生产性公共支出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 ,存在趋

于平衡增长路径的连续统 ,同时作者分析了均衡集的福利性

质 ,公共债务可作为一种均衡选择机制 ,打破这种不确定性 ,

从而政府通过控制利率来选择一条均衡路径 ,等等。

五、结论和展望

通过上述有关增长不确定性的模型的介绍可以看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的理论研究取得了不

少的成就 ,对理解宏观经济的动态、各国经济发展的差异提

供了一个新视角 ,对于各国政府制定和实施旨在影响经济增

长的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总的说来这方面的研究

尚没有经济增长理论那么完善成熟 ,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系统

的框架。为了对经济增长的复杂性有更为全面和深刻的理

解 ,有许多方面的研究亟待进一步地深入研究。

第一 ,从研究内容看 ,可以扩展到其他更多方面的因素

对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的影响。譬如在研究增长不确定性的

多部门模型中 ,引入代理人在部门之间重新分配生产要素的

调整成本 ;开放经济条件下除了商品贸易、资本流动还可以

考察金融一体化、知识流动等对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的影响 ;

其他如人口变化、环境污染、政府制度等因素的引入也可能

波及经济增长 ,出现增长的不确定性。

第二 ,目前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的研究主要采用非随机的

增长模型。从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 ,经济增长永远伴随着经

济周期 ,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理论研究是紧密相关

的。关于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的文献表明所观察到的具有相

似禀赋的不同国家或增长模式的差别部分地是自我实现预期
(影响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 在不同均衡路径上互动的结果 ,

可以通过适当的政策干预选择不同的增长路径。而随机的增

长模型可以在研究前者的同时研究经济周期问题 ,有助于更

好地理解增长的不确定性和经济周期 ,因此开展有关这方面

的理论研究将对理解世界经济发展的差异带来新的启示。

第三 ,由于经济系统本身的复杂性特征决定它具有内生

的不确定性 ,所以应该采用复杂性科学的眼光来研究经济增

长的不确定性。⑥虽然目前一些复杂性科学理论被应用于研

究增长经济学 ,并取得了不少成果 ,但由于受到经济系统特

性、研究手段及其学科之间的差异等因素制约 ,基础研究和

应用研究还较少 ,探索并建立基于复杂性科学的经济增长的

不确定性理论 ,必然会成为未来发展的目标。

第四 ,经济增长不确定性模型的校准使用的许多计量经

济参数 (如部门生产的外部性) 都是根据美国战后经济发展

情况实证得到的 ,从而使得结论有一定的偏颇。基于不同国

家的经济数据 ,通过实证界定模型中使用的经济参数 ,为经

济增长不确定性的研究提供更合理的解释 ,这将是未来经验

研究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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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①参见 Arthur , W. Brian , 19991“Complexity and the Economics1”

Science ,284 ,pp . 107 - 110.
②Bennett 和 Farmer (2000)指出 ,“(然而效用函数) 在劳动和消费

之间不可分的假定是合理的 ,有相当多的计量经济检验否定了关于
消费的对数效用函数的假定”。

③20 世纪 70 年代 Brock 把休闲引入效用函数来解释政府行为对
就业的影响。

④Pelloni 和 Waldmann(1998)是该模型的极限情况 :他们使用 CES
生产函数 ,关于资本是线性的。这时均衡动态可简化为一个状态变
量的一阶微分方程 ,但要求规模报酬高达 1. 66。

⑤参见朱勇 :《新增长理论》,172 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⑥参见龚六堂、张晏 :《经济增长中的不确定性》,见《首届全国管

理复杂性研讨会论文集》,196～205 页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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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4 页) 支持改革的中产阶级 ,然后再进行国有部门

的改革。如果改革顺序恰当 ,在改革当中就会不断地产生改

革的受益者的利益集团来支持改革 ;如果不注意顺序 ,一开

始就造成许多受害者 ,他们就会阻碍改革。从这个意义上来

看 ,政治在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改革的政

治经济学经常是一场动态博弈 :今天做出的决策会影响明天

敌对集团之间的权力平衡。

正如科尔奈所说的那样 :“我们要特别注意两种制度之

间的区别 ,即在一个演化过程中 ,历史地形成的制度与其他

的、特别是政府当局决定建立的制度之间的差别。”�λϖ 对转型

过程中的制度安排具有影响的力量有两种 ———路径依赖和

制度构建 ,与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构建、重视法权不同的

是 ,以“凡勃伦传统”经由旧制度主义和现代制度主义的发展

而形成的演化经济学为理论工具的经济学者则更加重视转

型经济中的路径依赖 ,更加强调经济自身演化的力量 ,而这

种经济自身自我演化的力量在所有制分析看来 ,正是来源于

特定制度安排下人与人之间经济利益的矛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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