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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究开发、

关联主体竞争力与经济增长

张　彬　江海潮

　　摘要 : 直接把经济系统中多个技术开发相关利益主体竞争力引入罗默的两国技术研

究开发增长模型中 ,考察研究开发部门、中间产品部门、最终产品部门 ,以及两部门工人竞

争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型发现 : (1)技术研究开发活动具有国际溢出效应、国内溢出

效应和规模效应 ,而且在不同的竞争力结构下 ,效应不一样 ; (2)各利益关联主体竞争力对

经济增长或具有增进效应、或抑制效应或“锁定”效应 ,具体效应取决于竞争力关系 ; (3) 不

同利益主体的竞争力 ,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是不同的 ,它们与技术研究开发一起 ,成为

世界经济增长非收敛的主要原因和经济增长的源泉 ; (4)利益关联主体竞争力结构关系和

行为模式将产生国家后发优势和先动优势 ; (5)国家研究开发支持和竞争力结构调整必须

有效结合才能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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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为什么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率存在那么大的差

异 ? 经济学家们给出了诸多解释 :各方面的差异导

致各国经济增长率的非一致收敛。这些差别主要包

括 :资源禀赋、要素积累率、国民教育水平、制度建

设、法律体系效率、国际贸易、政府管理能力与政治

稳定性、技术研究开发能力。当然 ,还有很多其他因

素 ,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有关技术研究开发 ( Research and Deveploment ,

R&D)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 ,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

学家 Adam Smith (1776) 、David Ricardo (1817) 、Thomas

Malthus(1798) ,以及更晚的 Frank Ramsey (1928) 、Allyn

Young(1928) 、Frank Knight (1944) 及 Joseph Schumpeter

(1934)的经济增长思想 ,如基于利润竞争力行为所

诱致的不断增长的劳动专业化分工、新产品和新方

法发现为形式的技术进步的效果、作为对技术进步

的激励垄断力量所起的作用 ,以及递减报酬约束下

技术创新所需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关系的思想。

在现代增长理论中 ,索洛 - 斯旺模型 ( Solow ,

1956 ;Swan ,1956) 关于经济增长条件收敛及缺乏技

术连续进步经济体人均增长将最终停止的理论预

测 ,激发了经济学家对技术 R&D 推动经济增长问题

的研究热情。鉴于人均增长率并没有 Solow - Swan

所预测的明显收敛趋势 ,新古典经济学家引入外生

技术进步对模型进行修补 ,以便让一个正的长期人

均增长率与经济条件收敛能够得到调和。但是 ,修

正后的模型所给出的长期增长率却完全由外生技术

进步率所决定 ,即使把储蓄率内生化 ,也是如此

(Cass ,1965 ; Koopmans ,1965) 。

把技术开发与变迁纳入新古典框架是困难的 ,

因为技术进步涉及的新观念、新产品是非竞争性的 ,

而且具有公共品的某些特征 ,这使生产要素因为边

际递增报酬而与完全竞争相冲突。Romer (1986) 证

明 ,如果经济具有竞争性技术开发 ,那么所造成的经

济增长率不再是帕累托最优 ,一个技术进步的分权

理论要求新古典模型的根本变化 ,一切有目的 R&D

努力需要不完全竞争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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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R&D 理论与不完全竞争整合进经济增长

框架中开始于 Romer (1987 ,1990) 。在 Romer 之后 ,

不少经济学者也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在他们所构

建的外生内生模型中 ,技术进步是有目的的 R&D 活

动的结果 ,而且这种活动获得了某种形式的基于事

后垄断力量的报酬激励。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 ,技

术 R&D 努力的技术成果 ,会以生产方法、产品种类

以及产品质量等维度表现出来。生产方法、生产性

和消费性产品品种的扩大与产品质量的改进 ,既是

内生技术进步的主要实现形式 ,又是展现竞争力和

实现利益目标的重要手段 ,而且 ,具有垄断力量的技

术进步 ,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

当技术进步表现为生产性中间产品种类数目扩

大时 ,Romer (1990) 认为 ,发明者在创新产品的垄断

力量以外生泊松分布生成概率逐渐削弱的条件下 ,

R&D因成本效应和劳动力投入的规模提高了经济

增长率 ,但又因新产品垄断权力的直接垄断定价效

应 ,分权经济增长呈现静态和动态无效。与此相类

似 ,Grossman 和 Helpman (1991) 在引入 Romer (1990)

所说的研发部门外溢效应后 ,发现因消费性产品的

技术创新具有垄断定价效应 ,经济增长被扭曲。然

而 ,如果技术 R&D 导致产品质量提升 ,根据 Aghion

和 Howitt (1992) 的分析 ,成功的研究者通过所谓的

“创造性毁灭”过程消除前人的垄断权力并夺取其垄

断租金 ,研究开发主体间争夺垄断租金使 R&D 受到

过度激励 ,而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增长率则取决于

产品质量升级效应和创新难度递增效应净剩余水

平 ,R&D 的经济增长效应并不确定。

技术 R&D 实际上是相关利益主体利用竞争力

分割利益的过程。在国际层面 ,国家间的技术开发

与模仿、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管制、技术专利保护

与财政税收援助 ,为的是获得更大的国家技术垄断

权利以扩大经济增长潜力。在一国内部 , Green 和

Scotchmer (1995)研究表明 ,领导企业和追随企业 ,利

用有关专利法律手段和经营技术 ,技术封锁与技术

开发同步进行 ,以便自己获得更多的创新利润 ,不管

对手技术是竞争替代还是关联互补 ,都是如此。此

外 ,研发部门和生产部门为利益激烈竞争 ,并与技术

开发人员和产业工人的竞争交错在一起 ,影响着利

益相关方的实际竞争力的发挥水平 ,也影响技术

R&D的经济增长效应。可以说 ,除了消费者偏好、

政府干预影响外 ,技术 R&D 的长期经济增长效果还

受相关利益主体竞争力的约束。产品品种扩张及产

品质量提升、技术的国际和部门扩散、专利制度及

R&D 援助 ,动态地显示经济系统的竞争力关系并构

建某种经济增长的竞争秩序与利益分配格局。

不过 ,在众多早期的外生技术 R&D 经济模型和

新近的内生技术进步模型中 ,技术 R&D 与相关主体

竞争力因素虽有所涉及 ,但这些模型 :一是没有直接

体现竞争力变量的存在 ,没有把竞争力变量直接纳

入增长框架中 ,理论上没有回答竞争力对经济增长

有何影响问题 ;二是模型通常认为技术开发者或领

先者因为具有暂时垄断权而获得垄断租金 ,但实际

上 ,技术领导者并不等于市场竞争领导者 ,不一定获

得垄断竞争优势而具有垄断租金 ,用技术竞争力代

替实际竞争力 ,可能略去了诸多信息 ;三是研究模型

大多认为 ,竞争垄断通常只存在于研发部门这一竞

争主体中 ,如 Romer (1992) 的模型、Symeonidis (2003)

的 R&D 垄断竞争模型 ,都假定只有经济发达国家企

业拥有竞争力优势 ,其他利益关联主体 ,如国家、中

间部门企业、最终产品生产企业和劳动者的竞争力

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关注严重不够。事实上 ,现有模

型没有涉及利益主体竞争力与增长关系这一重要问

题 ;四是“索洛剩余”、“条件收敛”归于要素积累、人

力资本与外生技术参数 ,利益主体竞争力的贡献问

题几乎没有任何分析 ,这种处理竞争力的分析方式

应当改进 ,因而对已有模型进行拓展十分必要。

基于此 ,本文在已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把技术

R&D、利益相关主体竞争力变量纳入经济增长模型

中 ,探讨技术 R&D 和竞争力共同作用下的经济增长

及其效应 ,以期说明经济活动主体竞争力及其竞争

力关系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经济增长因它

会有新的表现特征。

二、基本框架

目前 ,可借鉴的有关技术 R&D 与经济增长问题

的模型很多 ,如 Aghion 和 Howitt (1992) 的随机质量

改进模型、Reinganum (1989) 的专利竞赛模型、Howitt

(1998)基于 R&D 的 GPT模型 ,以及描述封闭经济的

Romer (1990) 模型和开放经济 Rivera - Batit - Romer

(1991)模型。在这里 ,我们结合 Romer (1990 ,1991)

封闭和开放经济技术扩散模型 ,引入竞争力变量 ,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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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具有竞争力和技术开发共同作用下的经济增长。

我们假设世界由本国和外国组成。每一个国家

包括三个部门 :技术 R&D 部门、中间产品部门和最

终产品部门。技术部门主要进行技术创新 ,其产品

以技术的形式出现 ,并有偿转让给中间部门。中间

部门用技术和投入品生成中间品 ,并有偿转让给最

终产品部门进行最终产品的生产。Romer 认为 ,除

了中间部门存在异质性之外 ,两国经济都是同质的 ,

而且两国市场都是完全竞争市场 ,技术通过中间贸

易品 ,实现国际扩散。本文对 Romer 模型作了如下

拓展 : (1)技术不是通过中间贸易传递的 ,而是通过

技术 R&D 部门交流合作实现。R&D 交流是技术竞

争扩散的实现机制 ; (2)除了最终产品市场和金融市

场完全竞争外 ,一国经济既有技术 R&D 部门相对中

间部门 ,中间部门相对最终产品部门的纵向垄断 ,也

存在两国之间相同部门的横向垄断 ,但本文的国际

横向垄断只存在于两国技术 R&D 部门间 ; (3) 在同

一国家内 ,技术 R&D 部门工人与最终产品制造部门

工人之间也存在竞争力差异 ,但不存在国际差异和

消费偏好差异 ; (4)本国和外国存在着无数同质的最

终产品厂商和处于 [0 ,A ]上的无数个中间厂商。整

个经济运作过程可以用图 1 表示。

图 1 　经济体系运行机制

三、技术与偏好

(一)最终产品部门

本国最终产品部门生产函数为 :

Y= L1 -α
1 ∫

A

0
xαi di (1)⋯⋯⋯⋯⋯⋯⋯⋯⋯

其中 Y为本国最终产出 ,A 为本国技术规模 ,xi

为本国最终部门厂商第 i 种中间产品的投入数量 ,

L1 为制造部门劳动力就业规模。

把最终产品的价格标准化为 1。那么代表性最

终产品厂商的决策规划为 :

Max
L1 ,{xi}

L1 -α
1 ∫

A

0
xαi di - w2L1 - ∫

A

0
p ixidi (2)⋯

其中 w2 为最终产品部门工人工资 ,Pi 为第 i 种

中间品的市场价格。由于最终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

的 ,所以该厂商将所有要素价格视为外生给定的 ,由

(2)式最大化一阶条件得均衡 w2 和 Pi :

w2 = (1 -α)L -α
1 ∫

A

0
xαi di (3)⋯⋯⋯⋯⋯⋯

Pi =αL1 -α
1 xα- 1

i (4)⋯⋯⋯⋯⋯⋯⋯⋯⋯⋯

由于所有中间部门厂商同质 ,因而其中间品产

量相同 ,其产量设为 x ,则 (3) - (4)式转化为 :

w2 = A(1 -α)L -α
1 xα (5)⋯⋯⋯⋯⋯⋯⋯⋯

P(x) =αL1 -α
1 xα- 1 (6)⋯⋯⋯⋯⋯⋯⋯⋯⋯

其中 (6)式中 P(x)为中间品价格 , (6) 式也为中

间品反需求函数。

(二)中间部门

在这个部门中 ,在区间 [ 0 ,A ]上分布着无数个

中间生产厂商 ,每个厂商只生产一种中间品 ,且每种

中间品之间两两不同。依据罗默的假设 ,代表性厂

商 i 只生产第 i 种中间品 ,其产出函数

xi = yi (7)⋯⋯⋯⋯⋯⋯⋯⋯⋯⋯⋯⋯⋯

其中 xi = yi 为第 i 种中间品产量 ,yi 为中间品生

产所需的最终投入量。假设所有中间产品无折旧地

转化为物质资本存量 K,则 K =∫
A

0
xidi。设中间部

门相对于最终部门竞争力为λ3 且最终产品部门边

际收入等于金融市场平均资本收益率 r ,均衡时中

间代表性厂商 i 有 :

r = (1 -λ3) R′(xi) (8)⋯⋯⋯⋯⋯⋯⋯⋯

其中 R′(xi ) 为中间厂商的边际收益 ,其收益

R(xi) = P(xi) xi =α(�L - L2) 1 -αxαi 。

中间厂商在每个时点的利润为 :

πi =
1 -α(1 -λ3)
α(1 -λ3) rxi (9)⋯⋯⋯⋯⋯⋯⋯

由于有无数多个中间厂商竞相购买 R&D 企业

的技术 ,所以垄断利润在未来期间的折现价值为 :

Pi (t) =∫
∞

l
e

-∫
τ
t

r( s) ds

πi (t) dt。由对称性可知 ,对于任

意 i ∈[0 ,A] ,j ∈[0 ,A ] ,xi = xj = x 成立。与此相似 ,

πi (t) =πj (t) ,Pi (t) = Pj (t) ,分别记为π(t) 、P (t) 。在

平衡增长路径上 ,r 为常数 ,故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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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1 -α(1 -λ3)
α(1 -λ3) rx (10)⋯⋯⋯⋯⋯⋯⋯

P(t) =∫
∞

l
e

-∫
τ
t

r( s) ds 1 -α(1 -λ3)
α(1 -λ3) rxdt

=
1 -α(1 -λ3)
α(1 -λ3) x (11)⋯⋯⋯⋯⋯⋯

(三)研究开发部门

根据 Romer (1990 ,1991) ,R&D 部门的生产函数

为 :

ÛA/ A =δL2 (12)⋯⋯⋯⋯⋯⋯⋯⋯⋯⋯⋯

方程 (9) 中 ,L2 为本国 R&D 部门劳动力就业规

模 ;δ为本国综合技术创新率 ,δ=δ1 +λ1δ2 ,δ1、δ2 为

本国和外国独立创新率 ;λ1 为本国技术开发国际竞

争力 ,它体现了两国因技术 R&D 交流导致的Aghion -

Howitt“创造性毁灭”与本国吸收外国技术创新的能

力和可能性。λ1 > 0 时 ,本国 R&D 国际竞争力大于

外国竞争力 ,λ1 < 0 时 ,则本国竞争力小于外国技术

开发竞争力。δ=δ1 +λ1δ2 表明世界既存在部门内的

技术溢出效应 ,也存在国家间的竞争与扩散效应。

假定技术专利价格为 PA ,则由方程 (9) 和方程

(12)可知 ,技术部门工人均衡工资 w1 为 :

w1 = PAδA (13)⋯⋯⋯⋯⋯⋯⋯⋯⋯⋯⋯

当 R&D 部门工人相对于最终产品部门工人竞

争力为λ2 时 ,由垄断厂商理论可知 ,劳动力市场出

清时有 :

w1 = (1 +λ2) w2 (14)⋯⋯⋯⋯⋯⋯⋯⋯⋯

L1 + L2 = �L (15)⋯⋯⋯⋯⋯⋯⋯⋯⋯⋯⋯

设技术部门相对于中间产品部门市场竞争力为

λ4 ,则两部门交易均衡条件为 :

PA = (1 +λ4) P(t) (16)⋯⋯⋯⋯⋯⋯⋯⋯

(四)偏好与消费

由于劳动力无需求差异 ,故假设代表性消费者

的目标函数为∫
∞

0

c1 -ε - 1
1 -ε e -ρtdt ,ε≥0 ,ρ≥0。1/ε为

跨期替代弹性 ,ρ为时间偏好系数 ,c 为消费。同时

假设本国最终产品并不出口国外 ,最终产品市场出

清时有 :

Y= C (17)⋯⋯⋯⋯⋯⋯⋯⋯⋯⋯⋯⋯⋯

四、稳态增长

在稳态增长路径上 ,消费者无限期效用最大化 ,

技术 R&D 企业、中间商、最终产品生产者利润最大

化 ,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和技术市场出清。此时 ,

本国技术、消费和经济增长率相等 ,一国经济稳态增

长最优问题表述为 :

Max∫
∞

0

c1 -ε - 1
1 -ε e -ρtdt

s. t . 　ÛK = Y- C

ÛA =δAL2

w1 = PAδA = (1 +λ2) w2 = A(1 +λ2) (1 -α)L -α
1 xα

PA = (1 +λ4) P(t) = (1 +λ4)
[1 -α(1 -λ3) ]x

α(1 -λ3)

L1 + L2 = �L

K=∫
A

0
xidi

(18)⋯⋯⋯⋯⋯⋯⋯⋯⋯⋯⋯⋯⋯⋯⋯

上述优化问题汉密尔顿方程为 :

H(c ,K,A ,L1 ,t ,ξ,< ,η,φ ,σ) =
c1 -ε - 1

1 -ε e -ρt +ξ( Y

- C) + <δAL2 +η[ PAδA - A (1 +λ2) (1 -α) L -α
1 xα] +

φ{PA - (1 +λ4)
[1 -α(1 -λ3) ]x

α(1 -λ3) } +σ(L1 + L2 - �L) +

ω( K- ∫
A

0
xidi) (19)⋯⋯⋯⋯⋯⋯⋯⋯⋯⋯⋯

其中ξ、< 为汉密尔顿因子 ,η、φ、σ和ω均为拉

格朗日因子。

由于有 :

5H
5c

= 0 (20)⋯⋯⋯⋯⋯⋯⋯⋯⋯⋯⋯⋯

5H
5k

= -
dξ
dt

(21)⋯⋯⋯⋯⋯⋯⋯⋯⋯⋯⋯

5H
5A

= -
d<
dt

(22)⋯⋯⋯⋯⋯⋯⋯⋯⋯⋯⋯

lim
t →∞

[ε(t) k (t) ] = 0 (23)⋯⋯⋯⋯⋯⋯⋯⋯

由此可得消费者欧拉方程为 :

Ûc
c

=
r -ρ
ε (24)⋯⋯⋯⋯⋯⋯⋯⋯⋯⋯⋯

结合 (1) 、(17)式和 (24)式

gA = gc = g (25)⋯⋯⋯⋯⋯⋯⋯⋯⋯⋯⋯

其中 g 为本国稳态产出增长率。

结合 (18)式约束条件和 (24) 、(25) 式得本国均

衡增长率 :

g =
α(1 +λ4) (1 -α+αλ3)δ�L - (1 -α) (1 +λ2)ρ
ε(1 -α) (1 +λ2) +α(1 +λ4) (1 -α+αλ3)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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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比较静态分析

为了确定利益关联主体竞争力和技术 R&D 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们假设α、ε、ρ、δ2 为常数 ,直接分

析 R&D 活动和关联主体竞争力变量的影响。技术

R&D 活动和竞争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见下面命题

1 - 7。

命题 1 :如果λ1 =λ2 =λ3 =λ4 = 0 ,无竞争力影响

的本国经济增长率等于 Romer 封闭经济系统的经济

增长率 gR。即 : g = gR =
αδ1�L -ρ
α+ε ,本国技术 R&D 有

Romer 的国内溢出效应和规模效应 ,发展 R&D 能推

动经济增长。

证明 :把λ1 =λ2 =λ3 =λ4 = 0 代入式 (26) 就可得

g =
αδ1�L -ρ
α+ε ,该经济增长率就是 Romer 封闭经济稳

态增长率。在 Romer 封闭经济增长模型中 ,技术

R&D 的经济增长贡献表现在δ1 和 �L 的贡献。δ1 的

贡献因来源于具有技术溢出效应的创新 ,通常称为

溢出效应 ;�L 反映了一国劳动力规模或经济规模对

增长的推动 ,Romer 直接称它为规模效应 ,故没有竞

争力作用的增长 ,只有溢出和规模效应。同时也表

明 R&D 能力强、经济规模大的国家 ,在α、ρ、ε、δ2 相

同的条件下 ,有更高的稳态增长率 ,技术进步是经济

增长的源泉。命题 1 证毕。

命题 2 :本国具有技术 R&D 竞争优势时 (λ1 >

0) ,技术 R&D 的国际溢出效应大于其国际破坏效

应 ,国际技术 R&D 交流能促进本国技术创新的发

展 ,反之技术国际溢出效应小于国际破坏效应。但

国际技术竞争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其他竞争力影

响的存在而变得不确定 ,本国强化技术 R&D 与交流

不一定促进经济增长。

证明 :由方程 (12)可知 ,λ1 > 0 时 ,δ=δ1 +λ1δ2 >

δ1 ,具有 R&D 交流的实际技术创新率大于本国独立

技术创新率δ1 ,国际技术 R&D 对本国的 R&D 的活

动产生了正的溢出 ,故国际技术溢出效应大于破坏

效应 ;当λ1 < 0 时 ,δ<δ1 ,技术国际溢出效应小于国

际破坏效应。

本国技术 R&D 国际竞争力λ1 对增长的影响 ,

可由式 (26) 的一阶条件来判断。式 (26) 关于λ1 的

导数为 :

dg
dλ1

=
αδ2 (1 +λ4) (1 -α+αλ3) �L

ε(1 -α) (1 +λ2) +α(1 +λ4) (1 -α+αλ3)

(27)⋯⋯⋯⋯⋯⋯⋯⋯⋯⋯⋯⋯⋯⋯⋯⋯

由于λ2、λ3、λ4 可正可负 ,因而 g 是否随λ1 递增

是不确定的 ,本国技术 R&D 的强化也是如此 ,故λ1

的增长与国际技术交流不一定促进经济增长。

命题 2 表明 ,在全球化日盛的时代 ,国际技术

R&D 交流会对各国 R&D 和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在

技术创新方面 ,对外开放的弱国 (λ1 < 0) ,其技术创

新增长率相对于其不开放而言 ,将会下降 ,而且随着

经济的发展 ,对外国的技术依赖性加强。这在许多

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或部门都能找到例证。在经济增

长方面 ,国际 R&D 竞争力对一国经济增长的破坏效

应和溢出效应还与该国内部竞争力有关。这一结

论 ,对参与技术 R&D 交流的强国也同样成立。

因此 ,我们对国际技术 R&D 交流与合作的评价

应当谨慎 ,同时 ,也应当科学客观地认识 R&D 交流

的经济增长效果。技术 R&D 竞争力λ1 的经济增长

效应 ,会因不同的国内竞争力结构而不同。当今一

些国家 (如美国对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口的限制) ,

采取技术贸易出口限制和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政

策 ,不一定会达到实施管制国家所预想的效果 ,技术

管制的增长效果还依赖于各国内部的竞争力关系。

由命题 2 可得 :

推论 1 :λ1 = 1 ,λ2 =λ3 =λ4 = 0 ,δ1 =δ2 时 ,本国经

济增长等于 Romer 开放经济增长 ,即 : g =
2αδ1�L -ρ
α+ε

(证明略) 。

命题 3 :技术 R&D 部门工人相对最终产品部门

工人竞争力λ2 的增长贡献受经济内部竞争力关系

影响 ,增长率 g 随λ2 的变化收敛于 -ρ/ε,增长坠入

增长陷阱。

证明 :对方程式 (26)求λ2 的导数可得 :

dg
dλ2

=
-α(1 -α) (1 -α+αλ3) (1 +λ4) (ρ+εδ�L)

[ε(1 -α) (1 +λ2) +α(1 +λ4) (1 -α+αλ3) ]2

(28)⋯⋯⋯⋯⋯⋯⋯⋯⋯⋯⋯⋯⋯⋯⋯

式 (28) 在λ3、λ4 和δ取不同组合值时 ,可正可

负 ,λ2 的存在会对经济起到增进或抑制的作用 ,它的

具体影响受经济竞争力关系的约束。但 g 随λ2 变

化的极限水平为 -ρ/ε,此时经济为负增长。命题 3

成立。图 2 给出了 g 随λ2 变化的三种可能的模拟

变化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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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参数λ3 = 0 ;λ4 分别取值为 1、- 3 和 3 ;δ�L = 1 ;ε=

1 ;ρ= 0104 ;α= 016 ;λ2 模拟区间为 [ 0 ,100 ] ,模拟区分度为
0. 1 ,模拟软件为 matlab。

图 2

命题 3 说明 ,R&D 部门工人竞争力对增长的效

应 ,受经济内部竞争力的制约是十分明显的 ,图 2 表

明 ,即使给出较具体的竞争力关系 ,R&D 工人竞争

力λ2 引起的工资收入变化 ,对经济的增长贡献仍然

是模糊的。不存在中间部门竞争力租金的条件下 ,

R&D 工人竞争力提升 ,在某些参数组合时有增进效

应 ,而且随着λ2 的增加 , g 将平缓收敛于 - ρ/ε。

R&D部门工人高竞争力可能导致的高工资和高技

术开发成本 ,长期来说 ,会对经济有害 ,特别是初始

经济增长率为正时 ,经济极有可能递减收敛于负值 ,

这与 Jones (1995) 关于美国 1950 - 1988 年 TFP 表示

的增长率不变甚至下降的实证结论基本一致。当今

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 ,其高素质的技术研究人员并

没有给它们带来高增长 ,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

命题 4 :如果λ1 > - (ρ+εδ1�L) /εδ2�L ,且λ4 > - 1 ,

λ2 > - 1 或λ2 < - 1 ,λ4 < - 1 ,提升中间产品部门竞

争力具有经济增长增进效应 ; 同样λ1 < - (ρ +

εδ1�L) /εδ2�L ,λ4 < - 1 ,λ2 > - 1 或λ4 > - 1 ,λ2 < - 1 时 ,

λ3 具有增长增进效应 ,反之只有抑制效应。λ3 →∞

时 ,增长率为δ�L (证明与命题 2 相似 ,本文略) 。

命题 4 说明 ,分权经济中 ,中间产品部门竞争力

提升不一定会有益于经济增长 ,因为该部门竞争力

对增长的增进或抑制效应 ,还跟其他部门或利益主

体的竞争力有关 ,在特定的竞争力关系下 ,中间部门

竞争力提升才有积极的意义。这要求我们在实践中

培育和提升中间产业部门竞争力的同时 ,尤其要关

注整个经济系统主体的竞争力关系 ,防止经济结构

性无效。

命题 5 :如果λ1 > - (ρ+εδ1�L ) /εδ2�L ,λ2 > - 1 ,

λ3 >
α- 1
α 或λ2 < - 1 ,λ3 <

α- 1
α ,提升技术研发部门竞

争力λ4 ,经济增长加快 ;如果λ1 < - (ρ+εδ1�L) /εδ2�L ,

λ2 > - 1 ,λ3 <
α- 1
α 或λ2 < - 1 ,λ3 >

α- 1
α 时 ,λ4 增加将

提升经济增长率。λ4 →∞时经济增长收敛于δ�L (证

明略) 。

根据命题 5 ,λ4 的变化对经济增长影响同样难

以确定。图 3 给出了一些特定竞争力组合下 g 随λ4

的变化函数图形。

　　说明 :参数λ3 = 0 ;λ2 分别取值为 - 1、- 3 和 3 ;δ�L = 1 ;ε=

1 ;ρ= 0104 ;α= 016 ;λ4 模拟区间为 [ 0 ,100 ] ,模拟区分度为
011 ,模拟软件为 matlab。

图 3

从图 3 可以看出 ,技术 R&D 部门竞争力十分弱

小的情况下 ,培育提升技术 R&D 部门竞争力有获得

高速增长的机会 ,但同时也有增长快速下降的可能。

这也意味着 ,广大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科学技术创新

努力会引起增长的剧烈波动。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

增长率的巨大差异 ,可能就是这种剧烈波动的表现。

至于经济发达国家 ,λ4 变化引起的经济增长波动要

小得多 ,并收敛 1 ,这一推断也能够为经济发达国家

相对较小的增长率差异提供合理的解释 ,也为条件

收敛提供了理论基础。

由命题 4 和命题 5 得 :

推论 2 :λ1 < -δ1/δ2 时 ,国家增长率随λ4 的增长

收敛于负的稳态水平 ,落后国家 R&D 部门对中间部

门的垄断竞争力增长将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

命题 6 :

(1)λ1 = -δ1/δ2 时 ,Romer 的规模效应和技术扩散效

应消失 ,g = -
(1 -α) (1 +λ2)ρ

ε(1 -α) (1 +λ2) +α(1 +λ4) (1 -α+αλ3)
< 0 ,

技术 R&D 无助于经济增长 ;

(2)λ2 = - 1 时 ,g =δ�L ,技术 R&D、劳动力规模与

其技术国际竞争力决定经济增长 ;

(3)λ3 =
α- 1
α 或λ4 = - 1 ,g = -ρ/ε< 0 ,经济增长

处于陷阱状态 ;

(4)λ2 = - 1 ,λ1 = -δ1/δ2 时 ,g = 0 ,经济没有增

长。

证明 : 根据方程 ( 26 ) ,λ1 = - δ1/δ2 时 ,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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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α) (1 +λ2)ρ

ε(1 -α) (1 +λ2) +α(1 +λ4) (1 -α+αλ3) < 0 , 依据

Romer 的逻辑 ,δ、�L 增长与 g 无关 ,故无规模和扩散

效应 ,经济增长与技术研究无关。λ2 = - 1 时 ,g =

(δ1 +λ1δ2) �L ,所以本国技术 R&D、劳动力规模与其技

术国际竞争力决定经济增长。λ4 = - 1 或λ3 =
α- 1
α

时 ,g = -
ρ
ε , g 与δ、�L 、λi (i = 1 ,2 ,3 ,4) 无关 ,技术

R&D 和竞争力关系对经济没有任何作用 ,事实上经

济增长掉入了陷阱。当λ2 = - 1 ,λ1 = - δ1/δ2 或

λ4 = - 1 ,λ1 = -δ1/δ2 时 ,g = 0。证毕。

命题 6 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指出了关联主体竞争

力的另一种效应 ———增长“锁定”效应 ,把经济“锁

定”在“增长陷阱”或不变增长状态。由于竞争力“锁

定”下的经济增长有三种状态 :负增长的“增长陷阱”

状态 ,零增长状态和正增长状态 ,从管理角度上讲 ,

为保持国家经济健康增长发展 ,政府所进行的结构

调整应尽量避免被本国竞争力锁定在负增长的“增

长陷阱”状态。

竞争力“锁定”效应观点给出了经济增长停滞现

象不同于传统增长理论的新解释。按照传统理论的

观点 ,发展中国家陷入增长恶性循环 ,主要因为其低

下的人均资本积累水平或技术进步率 ,但这种理论

不能合理解释像日本等既具有国际竞争力 ,又有高

资本积累率的国家陷入长期低增长的事实 ,而竞争

力“锁定”理论能很好的解释这一现象。

命题 7 :当λi > 0 (i = 1 ,2 ,3 ,4) 且 (1 -α) (δ�Lελ2 -

ρ) +α(1 +λ4) (1 - α+αλ3) > 0 ,λ3 >λ2 +
2α- 1
α ,λ4 <

λ3 +
1 - 2α
α ,λ4 <λ2 时 ,单位λ1 的增长效应大于单位λ2

的增长效应 ,而单位λ2 的增长大于λ3 的效应 ,单位λ4

的增长效应最小 ,不同竞争力单位变动的增长推动效

率不相等 (证明略) 。

为了便于理解经济系统竞争力参数协同变化下

经济增长的复杂性 ,图 4 给出了经济增长率 g 随λ2、

λ4 变化的曲面图。

图 4 说明 ,经济增长率的常态为 0 ,但存在众多区

域 ,经济有正或负的增长率。这一规律一是指出了林

毅夫等人主张的后发优势的存在性和存在的特殊性 ,

二是说明经济起飞和经济塌陷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能

的 ,三是不同竞争力的国家经济不存在绝对收敛。

　　说明 :参数λ3 = 0 ;δ�L = 1 ;ε= 1 ;ρ= 0104 ;α= 016 ;λ2 模拟
区间为 [ - 10 ,10 ] ,λ4 模拟区间为 [ - 1 ,6 ] ;模拟区分度为
011 ,模拟软件为 matlab。

图 4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存在国际竞争

力和国内竞争力、技术 R&D 共同作用下的经济增

长 ,由国家消费特征因素、相关利益主体竞争力因素

和技术 R&D 创新因素决定。在本文模型中 , R&D

行为 : (1)具有国际溢出效应、国内溢出效应和规模

效应 ,但竞争力约束下的技术 R&D 的规模效应、溢

出效应远比经典的新古典技术进步模型所设计的复

杂 ; (2)不同国家间、企业间和劳动者间不合理的竞

争力关系可能使 R&D 不仅不能成为经济增长之源 ,

而且极有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R&D 的具体

经济增长效应 ,一是取决于国际社会 R&D 竞争力结

构关系 ,二是取决于国家内部各部门竞争力关系和

劳动力竞争力关系。其原因是 :国家之间的竞争力

差异会产生 R&D 国际租金 ,使一国的经济增长潜能

以租金的形式转移到其他国家 ,亦即导致经济增长

的国际扭曲 ;国家内部部门竞争力差异产生部门租

金 ,这种部门租金使国家内部企业的投入产出行为

受到扭曲 ,内部企业行为使一国经济结构产生变化

而阻碍经济增长 ;同样 ,劳动力竞争力关系会引起劳

动力部门配置扭曲 ,劳动力配置扭曲也会扭曲部门

生产而影响经济增长。

至于相关主体竞争力 ,根据模型均衡 ,其增长功

能可概括为 : (1) 每一利益关联主体的竞争力 ,都有

其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独特机制、路径和效应 ,具体

效应与其他主体竞争力关系状况有关。在确定的竞

争力组合下 ,某一关联主体竞争力对经济或有增进

效应、或有阻碍效应、或有“锁定”效应 ; (2)不同竞争

力组合下经济增长速度、机制与路径是不同的 ,世界

各国因为处于不同的国际国内竞争力关系中而有不

同的经济增长变动周期性 ,世界经济条件收敛更加

62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困难 ; (3)各国竞争力的经济增长增进效应或抑制效

应是通过影响技术 R&D 实现的 ,并使技术 R&D 活

动下的经济增长被“锁定”于某种变化路径 ; (4) 竞争

力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先动优势和后发优势的重

要来源 ,因为在某一国际国内竞争力结构下存在经

济高速增长的可能 ,国家可以利用国际和国内竞争

能力结构关系产生的战略机遇 ,谋取先动优势或利

用后发优势而获得高速经济增长 ; (5)竞争力能为索

洛剩余提供新的解释。竞争力可能是索洛剩余的重

要来源 ,也就是说 ,关联利益者竞争力和技术 R&D

共同推动经济增长变化 ,二者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

(6) Romer 开放经济增长只是特殊竞争力组合作用

下的增长表现。

因此 ,根据命题 1 ,我们在进行国际技术 R&D

交流与合作时 ,一是要正确认识国家技术 R&D 合作

和开发的破坏效应和溢出效应 ,防止不讲条件和原

则的技术合作与转让 ;二是要把强化自主技术创新、

国际技术交流结合起来 ,提高自主创新率 ,力求既获

得国内知识溢出效应和劳动力创新规模效应 ,又能

获得国际技术溢出效应。根据命题 2 - 5 ,调整关联

主体竞争力关系和强化技术 R&D 都可以促进经济

增长。所以政府在加强技术 R&D 合作和开发的同

时 ,应加强各主体竞争力结构调整 ,调节我国社会各

阶层、各部门、各企业竞争力关系 ,构建和谐竞争力

结构以平衡地区经济发展 ,把调节竞争力结构看作

是获得健康经济增长的必然要求和手段 ,充分挖掘

我国后发优势潜能。而根据命题 6 - 7 ,国家利用竞

争政策调节利益关联主体竞争力时 ,要根据经济发

展的时代要求和各竞争力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具体特

点 ,有重点、有针对性地调节各利益主体决策权、资

源控制权、市场占有权、收益分配权 ,实现内部竞争

力关系的和谐。切实防止个别利益部门或利益集团

力量过大过强而导致资源低效配置 ,努力避开使经

济陷入无效“锁定”状态的社会竞争力结构 ,充分发

挥技术 R&D 与竞争力的经济增长功能 ,培育和发展

与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兼容的新型

国际国内竞争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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