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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与相对价格模型

———兼论斯拉法资本理论的成功与局限

陆长平

　　摘要 : 收入分配对相对价格的影响模型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维持生存的生产 ,具有剩余的生产 ,

联合生产 ,以及具有两种以上原始要素 (如劳动、土地等) 的生产。该模型集中揭示了相对价格、劳动量以

及收入分配之间的相互联系。因此 ,相对价格和分配份额的“边际决定”观点是值得怀疑和反思的。并且 ,

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同时应该摒弃“过于简单”的劳动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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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拉法线性模型的发展是引起并支撑两个剑桥资本争

论的重要原因和理论基础 ,他 1960 年的流动资本模型的核

心在于揭示相对价格、劳动量以及收入分配之间的相互联

系 ,并以此来批判相对价格决定的边际主义观点。斯拉法的

研究发现 ,相对价格完全取决于收入的分配状况 ,因此 ,力图

通过边际的分析方法来说明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是徒劳的 ,

只有通过古典的劳动价值理论来说明相对价格才是正确和

有效的。斯拉法的结论及其对边际主义的批评深化了 20 世

纪 50 - 60 年代的“剑桥资本争论”。

萨缪尔森在评价斯拉法经济学时曾经断言“古典经济学

确实需要拓展才能进入 1870 年以后的主流经济学 ———甚至

应当小心翼翼地避开平滑的克拉克边际产品的时候 !”①但

是 ,西方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趋向却显示 ,古典经济理论越

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特别是在分工与增长的长期分析领域

内有逐步占据主流之势。②新古典经济学存在许多缺陷需要

发展 ,同样古典经济学需要革新才能“复活”。正是本着发展

创新的精神 ,有必要对代表古典资本理论重要发展的斯拉法

理论加以研究 ,正本清源 ,才能说明古典与新古典理论的分

歧及优劣。

一、维持生存的生产体系

资本理论的经典著作《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 ,是一个典

型的固定比率的线性函数形式。③该模型在论述收入分配与

相对价格时主要分为了四种情况 :维持生存的生产 ,具有剩

余的生产 ,联合生产 ,以及具有两种以上原始要素 (如劳动、

土地等)的生产。每一种具体的生产形式都表明了分配关系

对相对价格的决定作用。这里首先考察具有典型意义的前

两种形式的生产。用商品来生产商品是斯拉法模型的出发

点 ,为引入问题 ,可以利用下面的生产实例 :

240 夸特小麦 + 12 吨铁 + 18 只猪 →450 夸特小麦

90 夸特小麦 + 6 吨铁 + 12 只猪 →21 吨铁

120 夸特小麦 + 3 吨铁 + 30 只猪 →60 只猪

这个生产体系的相对价格也可由下面方程组的解获得 :

240p1 + 12p2 + 18p3 = 450p1

90p1 + 6p2 + 12p3 = 21p2

120p1 + 3p2 + 30p3 = 60p3

设 p1 = 1 ,可以得到唯一的一套交换价格是 p1 = 1 ,p2 =

10 ,p3 = 5。即 :1 吨铁交换 10 夸特小麦 ,1 只猪交换 5 夸特小

麦 ,1 吨铁交换 2 只猪。

模仿上述实例 ,可以把“维持生存”的生产体系推广到一

般的形式即方程式 (1) 。④

Aapa + Bapb + ⋯+ Kapk = Apa

Abpa + Bbpb + ⋯+ Kbpk = Bpb

…　 　…　　 　…　 　…

Akpa + Bkpb + ⋯+ Kkpk = Kpk

(1)⋯⋯⋯⋯⋯⋯⋯⋯⋯

方程式 (1)中的每一方程的两边同时除以该生产技术过

程所生产的产量 ,可得方程式 (2) ,其中价格的系数可以理解

为投入系数。

A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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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 =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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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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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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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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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还可以进一步把公式 (2)表示成系数矩阵的形式 :

a11 a12 ⋯ a1k

a21 a22 ⋯ a2k

… … … …

ak1 ak2 ⋯ akk

p1

p2

…

pk

=

p1

p2

…

pk

(3)⋯⋯⋯⋯⋯⋯⋯

若以 A 表示技术系数矩阵 ,p 表示价格的列向量 ,那么方程

式 (3)还可表示为 :

Ap = p (4)⋯⋯⋯⋯⋯⋯⋯⋯⋯⋯⋯⋯⋯⋯⋯⋯⋯⋯

对于公式 (4) ,只要系数矩阵的逆存在 ,那么就存在唯一

的一套价格可以顺利实现经济的交换。在这样的一个体系

中 ,不仅生产没有剩余 ,而且原始的生产要素“劳动”也被生

存所需的“必需品”所取代。但是 ,若经济体系具有剩余 ,且

原始生产要素劳动必须独立于生产体系时 ,那么这个生产体

系就会发生改变。

二、具有剩余的生产体系

为了深入探讨具有剩余的生产体系 ,首先看一个具有剩

余的生产例子 :

280 夸特小麦 + 12 吨铁 →575 夸特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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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夸特小麦 + 8 吨铁 →20 吨铁

该例子中 ,小麦的“产出”超出“投入”175 夸特。若资本投入

是预付的 ,因而要获得利息。相应的交换价值由下式获得 :

(280p1 + 12p2) (1 + r) = 575p1

(120p1 + 8p2) (1 + r) = 20p2

对于上述方程 ,仍然可假设 p1 = 1 ,通过同样的求解方法 ,可

得交换价值和利润率分别为 :

p1 = 1 ,p2 = 15 ,r = 25 %。即 :1 吨铁交换 15 夸特小麦 ,利

润率为 25 %。

通过上述例子也可以对具有剩余的生产经济体系进行

一般化的表述 : ⑤

(Aapa + Bapb + ⋯+ Kapk) (1 + r) = Apa

(Abpa + Bbpb + ⋯+ Kbpk) (1 + r) = Bpb

…　　　…　　　　…　　 …
(Akpa + Bkpb + ⋯+ Kkpk) (1 + r) = Kpk

(5)⋯⋯⋯⋯⋯

并可把它简化为下式 :

(1 + r)

a11 a12 ⋯ a1k

a21 a22 ⋯ a2k

… … … …

ak1 ak2 ⋯ akk

p1

p2

…

pk

=

p1

p2

…

pk

(6)⋯⋯⋯⋯

或者模仿方程式 (4)也可以把有剩余的经济表示成公式
(7) :

(1 + r) Ap = p (7)⋯⋯⋯⋯⋯⋯⋯⋯⋯⋯⋯⋯⋯⋯⋯⋯

在这个剩余的生产体系中 ,投入被看作预付的形式出

现 ,因而需要从相应的收入分配中获得利息 ,资本是参与收

入分配的。

三、剩余生产体系中“劳动”要素的独立表述

无论是有剩余还是没有剩余的生产体系中 ,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涉及对原始生产要素“劳动”以及“工资”问题的讨论。

斯拉法模型是通过“基本产品”和“非基本产品”,以及“生存

工资”和“剩余工资”四个概念引进劳动和工资问题的。

按照斯拉法的定义 ,“那些参加所有商品生产的商品 ,我

们将命之为基本产品 ,那些不参加的商品 ,命之为非基本产

品。”⑥因为非基本产品不参加其他商品的生产 ,因此在生产

技术方程组之中 ,去掉该“非基本产品”的生产方程不会影响

整个方程组的解。由于去掉这一方程 ,也就去掉了仅仅出现

在这个方程之中的一个未知数 (那一产品的价格) ,其余的方

程仍然形成一个能决定的体系。但是 ,需要十分注意的是 ,

对于“基本产品”却不能从方程组中去掉 ,否则 ,方程组不能

解 ,这个体系将成为不可决定的经济体系。由于“奢侈”产品

在生产其他产品中 ,既不作为生产工具之用 ,也不作为生存

用品之用 ,显然可以归入“非基本产品”。

对于工人所用的生存必需品 ,在生产技术方程中的地位

完全“是和引擎燃料或牲畜饲料一样。”⑦无论是有剩余还是

没有剩余的生产体系中 ,原始要素“劳动”的作用被“生存必

需品”所替代。因而出现了生存必需品、“生存工资”、劳动

“三位一体”的概念 ,即三个概念从生产功能的角度而言是等

价的 ,因此 ,生存必需品是“基本产品”,它必然出现在每一个

生产方程之中。

但是 ,按照斯拉法的观点 ,“生存用品之外 ,工资可以包

括一部分剩余产品”⑧ ,即工资部分参与了剩余的分配 ,由此

引出了“剩余工资”的概念 ,即 :

全部工资 = 生存工资 + 剩余工资

其中 ,工资的剩余部分是可变的 ,而“生存工资”即生存必需

品将和燃料、牲畜等继续出现在“生产资料”中。“剩余工资”

部分将以投入劳动量 (l) 和劳动价格 (w) 乘积的形式出现在

生产方程的左边 ,“生存工资”则继续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出现

在生产技术方程的左边。但是按照习惯和通常的分析 ,工资

是当作一个整体看待的。因为剩余工资的可变导致了整体

工资亦可变的观点。一旦把全部工资当作可变时 ,那么所有

的工资都以投入劳动量 (l)和劳动价格 (w)乘积的形式 (wl) 出

现在生产方程体系的左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生产方程

中没有了“生存必需品”的余地 ,“必然会把消费的必需品贬

入非基本产品的深渊”。⑨所以“必需品”将从生产技术方程组

中去掉 ,代之以“每一部门使用的劳动量”,即以各部门使用

的劳动量代替“对应的生存用品数量”。因此 ,把劳动要素独

立后 ,可以得到下面具有剩余的生产体系 :

(Aapa + Bapb + ⋯+ Kapk) (1 + r) + wLa = Apa

(Abpa + Bbpb + ⋯+ Kbpk) (1 + r) + wLb = Bpb

…　　　…　　　　…　　　　　… …
(Akpa + Bkpb + ⋯+ Kkpk) (1 + r) + wLk = Kpk

(8)⋯⋯

此外 ,模型还规定了各部门使用的年劳动量之和 ———社会

“年总劳动量”等于 1 ,所以 :

La + Lb + ⋯+ Lk = 1 (9)⋯⋯⋯⋯⋯⋯⋯⋯⋯⋯⋯⋯⋯

进一步规定每年的纯产品价值即全部的国民收入等于

1 ,是每年的“社会剩余”,它“是从总国民产品中一项一项地

除去用于更新在所有生产部门中消耗完了的生产资料余留

下来的”部分�λυ 。用公式表示为 :

[A - (Aa + Ab + ⋯+ Ak) ]pa + [B - (Ba + Bb + ⋯+ Bk) ]pb

+ ⋯+ [ K- ( Ka + Kb + ⋯+ Kk) ]pk = 1 (10)⋯⋯⋯⋯⋯⋯⋯

对于生产体系 (8) ,可以模仿公式 (3) 、(4)和 (6) 、(7)简化为下

面两式 :

(1 + r)

a11 a12 ⋯ a1k

a21 a22 ⋯ a2k

… … … …

ak1 ak2 ⋯ akk

p1

p2

…

pk

+ w

l1

l2

…

lk

=

p1

p2

…

pk

(11)⋯⋯⋯⋯⋯⋯⋯⋯⋯⋯⋯⋯⋯⋯⋯⋯⋯⋯⋯⋯⋯

或者 : (1 + r) Ap + wl = p (12)⋯⋯⋯⋯⋯⋯⋯⋯⋯⋯⋯⋯⋯

公式 (12)是斯拉法模型的核心 ,该式清楚地表明 ,收入

分配的变量 (r ,w)与相对价格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工资率

和利润率的变动 ,相对价格会发生相应的变动。

四、工资、利润与相对价格的变动

下面来看方程式 (8) 、(9)和 (10)的“解”的情况。当“全部

剩余”即国民收入归于劳动时 (w = 1) ,利润率 r = 0 ;当“全部

剩余”归于利润时 ,利润率有最大值 (r = r 3
a ≡R) ,且工资等于

零 (w = 0) 。这一点可以通过方程式 (8) 、(9) 和 (10) 的求解获

得。
(1)当利润率 r = 0 时 ,把方程组 (8) 的 k 个方程相加 ,并

把中间投入全部移至右方 ,并根据公式 (9)和 (10)可得 :

∵

(Aapa + Bapb + ⋯+ Kapk) + wLa = Apa

(Abpa + Bbpb + ⋯+ Kbpk) + wLb = Bpb

…　　　…　　　　…　　　…
(Akpa + Bkpb + ⋯+ Kkpk) + wLk = Kpk

∴w(La + Lb + ⋯+ Lk) = 1

∴w = 1(表示最大工资率)

最大的工资率也就是全部的国民收入归于工资 ,此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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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斯拉法的“次体系”或者通过“还原为有时期的劳动量”方

式 , �λϖ很容易就可以发现 :“在工资吸收全部的纯产品时 ,这种

商品在价值上等于直接或间接用于生产它的劳动。”�λω也就是

说 ,此时“商品的相对价值是和商品的劳动耗费成比例的”�λξ。

这一点也可以从上述方程组中的每一个生产技术方程左边

的两个部分的构成粗略地看出 ,但在其他工资率时 ,价值 (也

就是价格)不会真正遵从这样一种简单的规则。
(2)当工资率 w = 0 时 ,把方程组 (8) 的 k 个方程相加 ,并

把中间投入项全部移至右方 ,利率项保留在方程左方 ,同时

利用公式 (9)和 (10)可得 :

∵

(Aapa + Bapb + ⋯+ Kapk) (1 + r) = Apa

(Abpa + Bbpb + ⋯+ Kbpk) (1 + r) = Bpb

…　　　…　　　　…　　　…
(Akpa + Bkpb + ⋯+ Kkpk) (1 + r) = Kpk

∴r[ (Aa + Ab + ⋯+ Ak) pa + (Ba + Bb + ⋯+ Bk) pb + ⋯+

( Ka + Kb + ⋯+ Kk) pk ] = 1

令 r 的系数为ξ,则有最大利润率 :

r = r 3
a ≡R ≡1

ξ
从零数工资所得到的最大利润率 (R) 非常特别 ,因为在

此时每一个部门的纯产品对生产资料的价值比率都相等 ,而

且正好等于一般利润率 (即平均利润率) 。只要从一个部门

的例证情况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其他部门可以仿照这个部门

进行计算。

A 部门纯产品价值
A 部门生产资料价值 =

Apa - (Aapa + Bapb + ⋯+ Kapk)
(Aapa + Bapb + ⋯+ Kapk)

=
Apa

(Aapa + Bapb + ⋯+ Kapk) - 1 = (1 + r) - 1

= r ≡R

该运算已经隐含着工资率为零 (w = 0) ,很明显各部门的纯产

品价值对生产资料价值的比率都等于最大利润率 (R) 。但除

这种情况外 ,纯产品对生产资料的价值比率在各个部门之间

不可能一致。
(3)上两点讨论的是全部国民收入分别归于工资或归于

利润的两种极端情况。若均衡的工资率从零数 (w = 0) 开始

逐步上升 ,那么稳定状态的利润率 (r) 将逐步下降 ,产品的相

对价格 (p)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工资变动造成相对价格

变动的关键 ,在于不同生产部门中使用的劳动和生产资料的

比例不相等。”�λψ只有在这样的一个部门中 ,该部门中劳动和

生产资料之比保持一种“分水线”的“平衡比率”,而且这种平

衡比率在“连续层”中不断“再现”,那么 ,工资率的变动就不

会对相对价格产生影响 ,工资率的同比上升只会导致利润率

的同比下降而相互抵消�λζ 。这种劳动数量对生产资料的“平

衡比率”可以用另外两个比率来代替 :直接劳动数量对间接

劳动数量的比率 ;纯产品对生产资料的比率。在“分水线”的

“平衡比率”部门中 ,所有这些比率正好都等于最大利润率
(R) �λ{ :

平衡比率 =
劳动数量
生产资料 =

直接劳动
间接劳动 =

纯产品
生产资料 = 最大利

润率 (R)

但是 ,在实际经济体系中 ,各部门劳动和生产资料的比

例不相等几乎是接近于普遍的事实 ,因此 ,分配的变动 (即工

资和利润率的相对份额的变动)必然会影响到相对价格的波

动。

随着工资率的逐步上升 ,利润率呈下降的态势是明显的
(dw/ dr < 0) ,但相对价格的变动却要复杂得多。因为商品的

相对价格要用另外一种商品作为标准来表示 (如同前面例子

中设定小麦的价格为“1”一样) ,随着分配的变动 ,作为价值

标准 (numéraire)的商品本身的价值也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

因此 ,“任何特殊的价格变动 ,究竟是起于被计量的商品的特

殊性 ,还是起于计量标准的特殊性 ,无法说定。”�λ|于是斯拉法

天才地构造了一个不变的“价值标准”即“标准合成商品”,也

就是以“标准商品”来衡量因分配变动而导致的相对价格的

变动。“标准商品”作为价值标准 ,使分配变动导致的相对价

格的变动更加明显起来 ,“标准比例 ,可以使一个体系成为透

明体 ,使隐藏的东西能够显露出来 ,但它们不能改变体系的

数学性质。”�λ}

斯拉法从 q 体系而求得的“标准体系”的确可以使相对

价格的变动更加纯粹起来�λ∼ ,但是这种所谓更加“纯粹”的相

对价格的变动 ,使“相对价格”的表述进一步远离现实的“实

际相对价格”,这种做法并不可取。值得庆幸的是“标准体

系”并没有改变经济体系的数学性质 ,因此完全可以撇开“标

准商品”,直接利用模型的数学形式 (即直接对方程组求解的

办法)来表示“实际的相对价格”的波动。而且 ,从数学的求

解过程来说 ,只要“解”是存在的 ,利用“实际体系”而非“标准

体系”模型求解相对价格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撇开“标

准商品”后的纯粹数学形式 ,似乎能够更加直接地反映“实际

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从经济理论史的角度来看 ,斯拉法模

型的数学性质似乎显得更加重要 ,因为斯拉法模型在与一般

均衡模型的比较时 ,主要体现在其数学的形式上。�µυ

总而言之 ,在“实际经济体系”中 ,工资或利润份额的相

对变动都会引起相对价格的波动 ,分配变量 (工资率与利润

率)的改变对“相对价格”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随着工资

率 (w)的上升和利润率 (r) 的下降 ,产品价格可能下降 ,可能

上升 ,具体情况要取决于各部门的资本构成 ;反之 ,随着工资

率的下降和利润率的上升 ,相对价格的变动也可能上升 ,也

可能下降 ,具体情况也要取决于部门的资本构成。

五、联合生产情况下的收入分配与相对价格

前面四点的研究均假定 ,每种商品都由一个单独的部门

(即一个生产技术过程)来生产。但是 ,一个生产技术过程可

能生产出多种而不是一种产品 ,也就是说 ,有两种以上 (含两

种)的产品被一个生产技术过程联合生产出来 ,或者几个生

产技术过程联合起来生产一种产品。这种复杂情况的出现 ,

使得前面“一个部门生产一种产品”的“单一产品生产部门”

的方程体系不能直接运用于联合生产 ,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加

以改造。考虑一个具有 k 个不同生产技术过程的体系 ,每个

生产技术过程按照不同的比例生产同样的 k 种商品 ,那么可

以把这个联合生产的方程体系表述如下 :

　

(Aapa + Bapb + ⋯+ Kapk) (1 + r) + wLa = A′
apa + B′

apb + ⋯+ K′apk

(Abpa + Bbpb + ⋯+ Kbpk) (1 + r) + wLb = A′
bpa + B′

bpb + ⋯+ K′bpk

…　　　…　　　　…　　　…　　　…　　　…　　　…

(Akpa + Bkpb + ⋯+ Kkpk) (1 + r) + wLk = A′
kpa + B′

kpb + ⋯+ K′kpk

(13)⋯⋯⋯⋯⋯⋯⋯⋯⋯⋯⋯⋯⋯⋯⋯⋯⋯⋯⋯⋯⋯

公式 (13)的每一个方程表示一个生产技术过程 ,每一方

程左边的各项与前面“单一产品生产部门”的含义完全一样 ,

每一方程的右边表示“对应的”每一被联合生产出来的商品。

同样 ,也可以模仿公式 (3) 、(4)和 (6) 、(7) ,以及 (11) 、(12) ,把

联合生产的方程体系简化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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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r)

a11 a12 ⋯ a1k

a21 a22 ⋯ a2k

… … … …

ak1 ak2 ⋯ akk

p1

p2

…

pk

+ w

l1

l2

…

lk

　　　=

b11 b12 … b1k

b21 b22 … b2k

… … … …

bk1 bk2 … bkk

p1

p2

…

pk

(14)⋯⋯⋯⋯⋯⋯

或者 : (1 + r) Ap + wl = Bp (15)⋯⋯⋯⋯⋯⋯⋯⋯⋯⋯

公式 (14) 、(15) 中左边的含义也完全类似于以前的讨

论 ,但右边多了一个“联合产品比例”的系数矩阵 bij 。

就这样一个联合生产体系而言 ,利润率 (r) 与工资率 (w)

的反向关系还是非常明显的 (dw/ dr < 0 显然成立) ,但是 ,这

两个分配变量 (w ,r)的改变所带来的相对价格的变动却更为

复杂。在联合生产情况下 ,同样可以建立“标准体系”从而更

为明确地阐明分配变量 (w ,r) 变动所导致的相对价格变动的

“纯粹”情况。但是 ,我们的目的仍然在于把握“联合生产”的

数学性质 ,因此 ,也完全可以撇开标准体系而直接对方程组

求解 ,而且能够更加直接地反映“实际的相对价格”的变动情

况。但有两种极端情况仍然值得重视 :利润率为零数 (r = 0)

以及工资率为零数 (w = 0)的情形。

首先考虑利润率为零数 (r = 0) 的情况 ,对于公式 (13) 进

行变换可得下式 :

w(La + Lb + ⋯+ Lk) = pa [ (A′
a + A′

b + ⋯+ A′
k) - (Aa + Ab +

⋯+ Ak) ] + pb[ (B′
a + B′

b + ⋯+ B′
k) - (Ba + Bb + ⋯+ Bk) ] + ⋯

+ pk[ ( K′a + K′b + ⋯+ K′k) - ( Ka + Kb + ⋯+ Kk) ]

根据公式 (9)和 (10) ,仍然有 :

w(La + Lb + ⋯+ Lk) = 1

∴w = 1(最大工资率)

在零数利润率时 ,全部剩余 (即纯产品) 都归工资 ,每种

产品的价值仍然与“直接和间接生产”它的劳动耗费成比例 ,

这一点完全与非联合生产情形一样。正如斯拉法所言 ,对

“次体系”的方法“加以适当的调整 ,可以引伸用于联合产品

体系 ,这样 ,关于‘包含’在一种商品中的劳动量以及在零数

利润时它和价值成比例的结论 ,毋需曲解这些用词的通常意

义 ,也可推广到联合生产的商品。”�µϖ

其次 ,当工资率为零数 (w = 0) 时 ,对于联合生产公式
(13) ,把 k 个方程相加 ,并把所有的中间变量全部移至右边

并整理可得 :

r[ (Aa + Ab + ⋯+ Ak) pa + (Ba + Bb + ⋯+ Bk) pb + ⋯+ ( Ka

+ Kb + ⋯+ Kk) pk ] = pa [ (A′
a + A′

b + ⋯+ A′
k) - (Aa + Ab + ⋯+

Ak) ] + pb[ (B′
a + B′

b + ⋯+ B′
k) - (Ba + Bb + ⋯+ Bk) ] + ⋯+ pk

[ ( K′a + K′b + ⋯+ K′k) - ( Ka + Kb + ⋯+ Kk) ]

根据公式 (9)和 (10) ,上式的右边仍然等于 1 ,因此有 :

r[ (Aa + Ab + ⋯+ Ak) pa + (Ba + Bb + ⋯+ Bk) pb + + ( Ka +

Kb + ⋯+ Kk) pk) ] = 1

r = r 3
a ≡R ≡1

ξ (最大利润率)

由此看来 ,联合生产条件下 ,在零数工资率或者零数利

润率时 ,相对价格与收入分配的特征完全与非联合生产的情

况一样。

六、多种原始要素条件下
的收入分配与相对价格

　　斯拉法模型中 ,除了对土地的论述以外 ,大多数的内容

只包括一种原始的生产要素劳动。即使在地租的论述中引

入了多种原始生产要素即自然资源 ,但也仅仅局限在农业部

门中进行讨论。

原始生产要素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 ,“它们使用于生产 ,

但它们自己不被生产出来。”�µω因此 ,原始生产要素在模型中

的地位就非常特别 ,如同劳动 ,它不会像资本那样包含在产

品之中 ,从而不会出现在模型方程体系的右边。斯拉法的多

种要素模型中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就是 ,不管有多少种

原始要素参与生产 ,任何剩余都全部源于劳动 ,全部“年总剩

余”等于“年劳动量”,“劳动”创造了全部剩余。至于分配则

不同 ,虽然除劳动之外的其他原始生产要素没有创造剩余 ,

但它们却要参与剩余的分配。

地租是土地要素参与分配的结果。斯拉法在论述级差

地租时指出了多种 (n 种)不同“质”的土地 (原始生产要素) 对

生产体系的影响。因为 n 种不同质的土地 ,从而引起“等同

数目的种植谷物”即等量谷物生产的 n 种不同的方法�µξ ,从而

产生了 n 个不同的生产方程。在这 n 个生产方程中 ,对应着

n 种投入土地的“地租价格”(ρ) 和一种“产品”的谷物价格
(p�A) 。模型假定谷物是唯一的农产品 ,因此级差地租讨论的

不是联合生产情形。因为仅仅考察农业部门 ,n 种不同质的

土地可以用符号 N1 ,N2 , ⋯,Nn 表示 ,相应的各种地租为ρ1 ,

ρ2 , ⋯,ρn ,再以 �A 表示谷物数量 ,那么仅仅考察谷物生产的模

型体系可以用方程 (16) 表示 ,该方程组仅仅是“一般生产体

系”的一个部分。

　　

(A�A1Pa + B�A1Pb + ⋯+ K�A1Pk + �A�A1P�A) (1 + r) +L�A1w + N1ρ1 = �A (1) P�A

(A�A2Pa + B�A2Pb + ⋯+ K�A2Pk + �A�A2P�A) (1 + r) +L�A2w + N2ρ2 = �A (2) P�A

⋯⋯⋯⋯⋯⋯⋯⋯⋯⋯⋯⋯⋯⋯⋯⋯⋯⋯
(A�AnPa + B�AnPb + ⋯+ K�AnPk + �A�AnP�A) (1 + r) +L�Anw + Nnρn = �A (n) P�A

(16)⋯ ⋯ ⋯ ⋯ ⋯ ⋯ ⋯ ⋯ ⋯ ⋯ ⋯ ⋯ ⋯ ⋯ ⋯ ⋯ ⋯ ⋯ ⋯ ⋯ ⋯ ⋯

该方程组左边仍然为每一生产技术过程的投入量 ,右边为每

一生产技术过程的产出量 ,而生产技术过程主要是根据不同

土质土地的“种数”来进行区分。因为该方程考虑的是级差

“地租价格”的确定 ,因此肯定有一地租为零数 ,隐含着该土

地是最劣等的土地 ,并在使用时“生产最少”,所以 ,应该还有

一个补充条件 :

ρ1ρ2 ⋯ρn = 0 (17)⋯⋯⋯⋯⋯⋯⋯⋯⋯⋯⋯⋯⋯⋯⋯⋯

公式 (16)和 (17) 所表明的谷物生产的简单模型中仍然

可以发现 ,随着利润率 (r) 和工资率 (w) 的相对变动 ,土地的

“地租价格”也会发生变化 ,“地租价格”仍然受到收入分配的

影响 ,随着分配的改变地租会有相应的变化。正如斯拉法所

说 ,“地租本身的数量 ,可以随着 w 和 r 的改变而改变”�µψ。

但是 ,这个谷物生产模型并没有考虑联合生产的情况。

一个生产技术过程 (在这里表现为一种同质土地上的生产)

可能不止生产一种农产品 ,而可能生产多种农产品 ,同一种

土地也可能具有多种不同的生产方法 ,那么在这样的复杂情

况下 ,上述经济体系的模型必须扩展。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

是 ,斯拉法的扩展所要求的条件是非常严格的 ,即在任何情

况下扩展的必要条件是 :“各个生产过程的数目 ,应等于不同

土质土地的数目加上有关产品的数目”�µζ ,而且 ,“各种产品和

生长产品的各种土地之间的连结或重叠 ,应该足以决定地租

和价格。”�µ{也就是说 ,生产技术过程的方程数目应该等于“土

地种类的数目加上有关产品种类的数目”,此时 ,肯定会出现

一些方程的重叠情况 ,这种重叠至少要能保证方程组“能

解”,从而可能决定“地租价格”和“农产品价格”。若以 n 表

示土地的种数 ,�k 表示农产品的种数 (以区别于“一般生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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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原有的 k 种资本的投入) ;�A1 表示第一个生产技术过程

使用的农产品 �A 的数量 ,�B1 等依此类推 ; �A (1) 表示第一个生

产技术过程生产的农产品 �A 的数量 ,�B (1) 等依此类推 ; �A2 表

示第二个生产技术过程使用的农产品 �A 的数量 ,�B2 等依此

类推 ;�A (2) 表示第二个生产技术过程生产的农产品 �A 的数量 ,

�B (2)等依此类推 ; P�A ,P�B , ⋯,P�k 表示 �k 种农产品价格 ;其他符

号同前。那么 ,农业部门的谷物生产模型可表述为公式
(18) ,它还仅仅是“一般生产体系”的一部分。

[ (A1pa + B1pb + ⋯+ K1pk) + (�A1p�A + �B1p�B + ⋯+ �K1p�k) ] (1 + r)

　+ (L1w + N1ρ1 + N2ρ2 + ⋯+ Nnρn) = �A (1) p�A + �B (1) p�B + ⋯+ �K(1) p�K

[ (A2pa + B2pb + ⋯+ K2pk) + (�A2p�A + �B2p�B + ⋯+ �K2p�k) ] (1 + r)

　+ (L2w + N1ρ1 + N2ρ2 + ⋯+ Nnρn) = �A (2) p�A + �B (2) p�B + ⋯+ �K(2) p�K

　⋯⋯⋯⋯⋯⋯⋯⋯⋯⋯⋯⋯⋯⋯⋯⋯⋯⋯⋯⋯⋯⋯⋯⋯

[ (An + �kpa + Bn + �kpb + ⋯+ Kn + �kpk) + (�An + �kp�A + �Bn + �kp�B + ⋯+ �Kn + �kp�k) ]

(1 + r) + (Ln + �kw + N1ρ1 + N2ρ2 + ⋯+ Nnρn)

= �A (n + �k) p�A + �B (n + �k) p�B + ⋯+ �K(n + �k) p�K

(18)⋯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个“谷物联合生产模型”包含有 n + �k 个方程 ,但实际上只

生产了 �k 种农产品 (即从 �A 到 �K) ,因此 ,其中有不少方程可

能是重合的。但只要做到方程数目等于变量的数目 ,方程一

般都是能解的。�µ|

为简洁而且全面起见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复杂的农产

品生产模型“嵌入”一般的“联合生产体系”中 ,以便通过更简

便、更一般的易于理解的方式来表示它。这个“包括多种原

始要素的联合生产体系”可以写成公式 (19) 的形式 ,其中 :

(1) k 种资本要素投入已作了扩展 ,包括了作为投入的被生产

出来的农产品的数目 ,因此在 q (q ≥k) 个生产技术过程中包

括了新增农产品被生产出来的生产技术过程 (即生产方程) ,

因此 ,原有“联合生产体系”的生产技术方程也作了扩展 ; (2)

不仅仅农业部门而且每一个生产技术过程都使用了多种不

同质的土地 (若没有使用 ,那么该系数为零) ,因此 ,除了原有

的原始要素劳动之外 ,还增加了 n 种不同“土质”的土地 ; (3)

联合产品的“品种数”k′已作了扩展 ,其中除了“原有联合生

产模型”中的商品种类外 ,还包括了“全部”新增农产品的“品

种数”; (4)社会的全部年剩余仍然为当年的全部劳动量 ,并

等于 1。

　

(A1pa + B1pb + ⋯+ K1pk) (1 + r) + (wL1 + N1ρ1 + N2ρ2 + ⋯+ Nnρn)

　　= A′
1pa + B′

1pb + ⋯+ K′1pk

(A2pa + B2pb + ⋯+ K2pk) (1 + r) + (wL2 + N1ρ1 + N2ρ2 + ⋯+ Nnρn)

　　= A′
2pa + B′

2pb + ⋯+ K′2pk

　　⋯⋯⋯⋯⋯⋯⋯⋯⋯⋯⋯⋯⋯⋯⋯⋯⋯⋯⋯⋯⋯
(Aqpa + Bqpb + ⋯+ Kqpk) (1 + r) + (wLq + N1ρ1 + N2ρ2 + ⋯+ Nnρn)

　　= A′
qpa + B′

qpb + ⋯+ K′qpk

(19)⋯⋯⋯⋯⋯⋯⋯⋯⋯⋯⋯⋯⋯⋯⋯⋯⋯⋯⋯⋯⋯

这个经扩展了的多种原始要素 (除劳动之外的多种不同

土质的土地)的“联合生产体系”,没有刻意强调生产技术过

程的“数目”一定要等于产品“品种”的数目 ,但生产技术过程

“数量”至少要保证方程组有解。因为原始要素的存在 ,一般

说来 ,生产技术过程会大于或等于产品的品种数目。

斯拉法的资本理论模型中 ,在没有强调多种原始生产要

素的情况下 ,资本的投入系数和产品的产出系数一般呈“方

阵”的特征 ,实际上 ,斯拉法资本理论模型的大部分内容都局

限在“方阵”的条件下进行讨论 ,“方阵”是斯拉法模型的一个

典型特征 ,只有这里除外。

另外 ,若考虑到原始生产要素的一般性 (不仅限于土

地) ,还可以进一步把这个具有多种原始要素的联合生产模

型表示为下述公式 :

(A1pa + B1pb + ⋯+ K1pk) (1 + r) + wL1 + (N1ρ1 + ⋯+ Nnρn)

　　= A′
1pa + B′

1pb + ⋯+ K′1pk

(A2pa + B2pb + ⋯+ K2pk) (1 + r) + wL2 + (N1ρ1 + ⋯+ Nnρn)

　　= A′
2pa + B′

2pb + ⋯+ K′2pk

　　⋯⋯⋯⋯⋯⋯⋯⋯⋯⋯⋯⋯⋯⋯⋯⋯⋯⋯⋯⋯⋯
(Aqpa + Bqpb + ⋯+ Kqpk) (1 + r) + wLq + (N1ρ1 + ⋯+ Nnρn)

　　= A′
qpa + B′

qpb + ⋯+ K′qpk

从而可以模仿公式 (3) 、(4) , (6) 、(7) , (11) 、(12) 以及 (14) 、
(15) ,把上述具有“多种原始要素”的联合生产方程体系简化

如下 :

(1 + r)

a11 a12 ⋯ ak1

a21 a22 ⋯ a2k

… … … …

aq1 aq2 ⋯ aqk

p1

p2

…

pk

+ w

l1

l2

…

lq

+

n11 n12 ⋯ n1k

n21 n22 ⋯ n2k

… … … …

nq1 nq2 ⋯ nqk

ρ1

ρ2

…
ρn

=

b11 b12 ⋯ b1k

b21 b22 ⋯ b2k

… … … …

bq1 bq2 ⋯ bqk

p1

p2

…

pk

(20)⋯⋯⋯⋯⋯⋯⋯⋯⋯⋯⋯⋯⋯⋯⋯⋯⋯⋯⋯⋯⋯

或者 : (1 + r) Ap + wl + Nρ= Bp (21)⋯⋯⋯⋯⋯⋯⋯⋯

方程式 (19) 、(20) 、(21)是在具有多种原始要素的条件下

联合生产的实际经济体系模型。在该模型中 ,任意给定利润

率 r (或工资率 w) ,都有一套相应的产品价格 (p) 和原始要素

价格 (ρ) 。随着利润率 r (或工资率 w) 的变动 ,配套的价格体

系也在变动 ,显然 ,收入分配的变量 (r , w)明显地影响到相对

价格 ,这是斯拉法模型的一贯结论。

七、斯拉法流动资本模型的成功与局限

斯拉法资本理论模型在与新古典资本理论的对垒中表

现得十分成功 ,但是 ,该模型本身还存在许多缺陷。其贡献

与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首先 ,因为收入分配对相对价格的影响 ,在多重技术选

择条件下 ,使技术的选择出现“再转换”或“倒转”的现象。�µ|所

以 ,稳态利率和“较为迂回”的生产方法之间并不存在像新古

典所描述的“单调逆向关系”。斯拉法模型对这个简单的新

古典“寓言”作了“终结性”的否定。就如萨缪尔森所言 ,“在

我们这个时代 ,只有琼·罗宾逊 (Joan Robinson , 1956) 和皮耶

罗·斯拉法 (Pierro Sraffa , 1960)对这种简单的比喻进行了有说

服力的批判”, �µ}而且“斯拉法的模型最终地表明了新古典辩

护的错误”。�µ∼

其次 ,斯拉法模型阐明了收入分配对相对价格的影响 ,

从而否定了新古典相对价格决定的“边际”观点。相对价格

受分配影响的结果与新古典的边际价格理论产生了根本的

对立。在斯拉法的模型中根本看不到半点“边际”的概念 ,这

一点从斯拉法 1960 年著作的序言可以直接看出 ,“这本书专

门研究一个经济体系的那些性质 ,它们不取决于生产规模和

‘要素’比率的改变”�νυ ,“如果在一个生产部门规模上或在‘生

产要素比例’上没有改变 ,就既不能有边际产品 ,也不能有边

际成本。”�νϖ实际经济中的生产技术方法是日复一日地不断再

现 ,那么 ,“在一个经济体系中 ,如果生产在这些方面日复一

日地继续不变 ,就不但很难找见一个要素的边际产品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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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种说法 ,一种产品的边际成本) ———干脆在那里就找不

见”。�νω而在新古典的分析框架内 ,工资、利润作为投入生产的

同等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所对应的收入 ,都是根据各

要素市场的供给 (边际成本) 和需求 (边际效用或边际收益)

的“对销力量”(Opposing forces) 对称地“同时”得到确定的。

这种新古典的论调在收入分配影响相对价格的情况下 ,显得

毫无办法。

再次 ,收入分配对相对价格的决定性影响 ,使“异质品模

型”(Heterogeneous capital models)中资本量的确切计量产生了

困难 ,“在生产方法不变的条件下 ,相对价格变动方向的逆

转 ,和作为独立于分配和价格的一个可以计量的数量的任何

资本概念 ,不能调和。”�νξ因此 ,新古典企图利用总产量对总资

本求导的方法[ 5 (ΣPQ) / 5 (ΣPK) ] ———即边际方法来决定分

配变量 (r , w)以及相对价格 ,从逻辑上来说是难以成立的。

第四 ,斯拉法模型也对那种简单的劳动价值理论给予了

致命的“终结性”的结论 :一种商品的“价格”绝对不可能简单

地与生产该种商品所耗费的直接和间接“劳动”完全一致 ,除

非在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即资本的分配变量利润率为零

数 (r = 0)时才会成立。因此 ,必须从总量角度来把握“社会总

劳动”与“社会总纯产品”的一致性。所以 ,马克思的“转形问

题”是不可避免的。从单个商品而言 ,不能简单地得出生产

它所费的劳动等于它的价格。因为相对价格受到分配关系

的影响。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必须摒弃过于简单的劳

动价值理论。

第五 ,斯拉法对边际概念的否定完全是建立在线性的里

昂惕夫式的生产函数基础上 ,完全排斥了平滑的克拉克
(Clark) 、拉姆齐 ( Ramsey) 性质的生产函数 ,因而排除了边际

的概念 ,只要生产呈固定比率的线性特征 ,边际分析就显得

毫无意义。从这个角度而言 ,斯拉法模型也是一个特例。因

为固定比率的线性技术可以看作是平滑技术的一种特殊情

况 ,这种固定比率的线性技术通常还可以称为冯·诺伊曼技

术 ,冯·诺伊曼的《一般经济均衡模型》�νψ就是线性一般均衡模

型的杰作。从数学的结构来看 ,斯拉法模型完全可以在一般

均衡模型中得到拓展。

第六 ,斯拉法的比较静态分析完全忽略了时间因素的作

用。正是对时间因素的忽视 ,斯拉法模型就无法考虑到规划

问题中的“对偶性”特征 ,即现有的分配和相对价格对后期的

技术选择产生的影响 ,技术、分配、相对价格在时际均衡中是

相互作用的。因此 ,斯拉法模型必须在时际均衡中进行扩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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