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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

中的特征值及其理论蕴涵

陶为群 � 陶 � 川
*

� � 摘要: 为了借鉴现代经济增长模型的数量方法对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本文
基于马克思两部类经济增长模型的特殊结构,将特征值方法探索运用于对其的研究。通

过解析两个部类积累相互约束的关系,以及每个部类新创造价值增长与本部类积累和两

个部类结构参数之间的关系,获得两个部类新创造价值的唯一特征值, 也就是唯一的均衡

发展速度。给出与特征值对应的全社会和每个部类积累率算式, 指出产生特征值的模型

结构条件,以及特征值的最大值。从经济均衡和非均衡增长的视角,通过与哈罗德经济增

长模型的对比分析,阐述了马克思两部类经济增长模型中的特征值的理论蕴涵。最后引

用和借鉴�资本论 �中的举例,对所论析做了算例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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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特征值是线性代数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较普遍地应用于研究线性多部门经济模型经济增长的部门均衡

性。从经济意义上,特征值可以看作多部门均衡并且稳定的发展速度。马克思 �资本论 �第二卷第二十一章

中的第一例, 主要例示了两个部类的总产品和新创造价值都以相同而且固定不变的 �常量 �速度增长情形,

这与特征值方法适用的情形实际上相同, 但那里没有给出 �常量�增长速度的一般算式和获得该增长速度的

条件。� 张忠任 ( 2006)研究马克思再生产体系的调节问题时, 提出了一个从基年开始两个部类的增长率就

相同并且一直保持不变,即均衡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增长率表达式, 实际上也与特征值方法能够获得的结果基

本一致,但他没有说明这个均衡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增长率是如何被推导出来以及得以产生的条件。� 马克

思例示计算中的 �常量 �经济增长率数值, 恰好符合张忠任所提出的这一经济增长率表达式。陶为群和陶川

( 2010)在研究马克思两部类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储蓄与劳动就业关系时,给出了更为一般的两部类均衡扩大

再生产的经济增长率表达式,并且指出全社会资本 -产出比率保持不变,可以成为两个部类的新创造价值都

以固定不变的 �常量�速度增长的条件。�本文基于这些研究结果的共性内容, 将特征值探索运用于研究马克

思两部类经济增长模型,以期借鉴现代经济增长模型的数量方法丰富对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

二、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的特殊结构和约束关系式

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石之上,含有价值构成原理和实物构成原理。价值

构成原理在社会产品价值上的体现是,产品的全部价值由生产它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劳动力价值和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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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三部分构成。实物构成原理在社会生产上的体现是,划分成分别生产生产资料、生产消费资料的两大部

类。经济增长以社会总产品的实现为前提,这个实现过程必须通过两个部类之间的产品等价交换完成。资

本积累是剩余价值转化成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马克思两部类经济增长模型设定了经济增长过程中各

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不变, 以及不变资本的周转周期为 1年。由于设定了各部类的资本有机

构成和剩余价值率不变,那么在每个部类内部,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新创造价值之间都保持着固

定不变的关系,因而两个部类之间任一个对应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都足以表现整个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

陶为群和陶川 ( 2010)提出,为了便于和现代经济增长模型比较, 用两个部类新创造价值之间的比例关系从

总体上反映两个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分别以 C、V、M、Y表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新创造价值,

则Y= V +M;以下标 �、�表示生产资料部类和消费资料部类,上标 ( t)表示第 t年。用 h = C /V表示资本有

机构成, e、�分别表示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积累率,这些结构参数再加上 t年两个部类新创造价值之间的比

例关系 �
( t)
= Y

( t)

� /Y
( t)

� ,就共同完整地反映了马克思两部类经济增长模型的特殊结构。�

由于马克思两部类经济增长模型中设不变资本的周转周期为 1年,因而固定资产折旧已经计入生产资

料消耗之中,当年新创造价值对应于统计上的国内生产净值。对确定了含义的字母前面加符号 �表示增

量。 t年第 �部类的总产值 (C
( t)

� + V
( t)

� +M
( t)

� )实物构成是生产资料, 扣除补偿本部类和第 �部类的生产资

料消耗 C
( t)

� 和 C
( t)

� ,剩余的 ( V
( t)

� +M
( t)

� - C
( t)

� )都必然用于本部类和第�部类新增生产资料 �C ( t)

� 和 �C
( t)

� 。因

此就存在关系式:

�C
( t)

� + �C
( t)

� = V
( t)

� +M
( t)

� - C
( t)

� � � �C
( t)

� , �C
( t)

� � 0 ( 1)

( 1)式中当 �C
( t)

� 、�C
( t)

� 都等于 0的时候, 就是简单再生产状况。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已经指出, 这种

补偿和新增使用,是经过部类内部以及两个部类之间的产品交换 (交易 )完成。�

由于马克思两部类经济增长模型中设定每个部类有机构成保持不变,因而每个部类的边际有机构成与

有机构成相同,即 �C
( t)

j /�V
( t)

j = C
( t)

j /V
( t)

j = hj ( j= �, � )。积累 �
( t)

j M
( t)

j 分解为 �C
( t)

j 和 �V
( t)

j 两个部分时,

必然按照 �C
( t)

j 、�V
( t)

j 分别占其中 hj / ( 1+ hj )和 1 / ( 1+ hj )的份额。把这个条件代入 ( 1)式,得出两个部类

积累 �
( t)

j M
( t)

j 相互约束的关系式:

�
�

j= �
[ h j / (1+ h j ) ]�

( t)

j M
( t)

j = V
( t)

� +M
( t)

� - C
( t)

� ( 2)

不难看到,此约束关系式的产生,与马克思两部类经济增长模型的特殊结构直接相关。

三、两个部类经济发展的特征值及其唯一性

全社会的积累是两个部类积累之和, 因而有关系式:

�
( t)

� M
( t)

� + �
( t)

� M
( t)

� = �
( t)

(M
( t)

� +M
( t)

� ) ( 3)

( 3)式与 ( 2)式联立,并利用关系式 Y
( t)

j = (1+ ej ) V
( t)

j = (1+ ej )M
( t)

j /ej ( j= �, � )解出两个部类积累率:

�
( t)

� =
1+ h�

e� (h� - h� ) (1+ e� )
(1+ h� ) ( 1+ e� ) [ 1+ e� - h��

( t)
] - h� [ e� (1+ e� )�

( t)
+ e� (1+ e� ) ]�

( t)

�
( t)

� =
1+ h�

e� ( h� - h� ) (1+ e� )�
( t) (1+ h� ) (1+ e� ) [ 1+ e� - h��

( t)
] - h� [ e� (1+ e� )�

( t)
+ e� (1+ e� ) ]�

( t)

h�� h� ( 4)

同样由于每个部类的边际剩余价值率与剩余价值率相同, �M
( t)

j = ej �V
( t)

j ( j= �, � )。 �Y
( t)

j = �V
( t)

j +

�M
( t)

j ,以及 �V
( t)

j = �
( t)

j M
( t)

j / (1+ h j ),利用这些关系式得到:

�Y
( t)

j = ( 1+ ej ) �
( t)

j M
( t)

j / ( 1+ hj ) � � j= �, � ( 5)

因为:

Y
( t+ 1)

j = Y
( t)

j + �Y
( t)

j � � j= �, � ( 6)

将 ( 4)式和 ( 5)式代入 ( 6)式,并再次利用关系式 Y
( t)

j = (1+ ej ) V
( t)

j = (1+ ej )M
( t)

j / ej以及 �
( t)
= Y

( t)

� /Y
( t)

�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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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每个部类 t+ 1年与 t年新创造价值之间的关系式:

Y
( t+ 1)
� = Y

( t)

� +
Y

( t)

�

(h� - h� ) (1+ e� )
(1+ h� ) ( 1+ e� ) [ 1+ e� - h��

( t)
] - h� [ e� (1+ e� )�

( t)
+ e� (1+ e� ) ]�

( t)

Y
( t+ 1)

� =
Y

( t)

�

( h� - h� ) (1+ e� )
(1+ h� ) ( 1+ e� ) [ 1+ e� - h��

( t)

] - h� [ e� (1+ e� )�
( t)

+ e� (1+ e� ) ]�
( t)

+ Y
( t)

�

h� � h� ( 7)

记 2阶矩阵 A 2 �2为:

A 2 �2 =

1+
( 1+ h� ) (1+ e� ) [ 1+ e� - h� �

( t)
] - h� [ e� ( 1+ e� ) �

( t)
+ e� ( 1+ e� ) ]�

( t)

( h� - h� ) ( 1+ e� )
� � 0

-
( 1+ h� ) ( 1+ e� ) [ 1+ e� - h� �

( t)

] - h� [ e� (1+ e� ) �
( t)

+ e� ( 1+ e� ) ] �
( t)

( h� - h� ) ( 1+ e� )
� � 1

则 ( 7)式可以用矩阵形式表示为:

Y
( t+ 1)
�

Y
( t+ 1)
�

= A 2 � 2

Y
( t)

�

Y
( t)

�

( 8)

从 ( 8)式看到, t年两个部类新创造价值列向量 Y
( t)

� , Y
( t)

� �经过左乘矩阵 A 2 � 2, 发展成为 t+ 1年列向量

Y
( t+ 1)
� , Y

( t+ 1)
� �,从经济含义上 A 2 � 2可以被看作 �发展速度�矩阵。该矩阵并不是对角矩阵,反映出每个部类

新创造价值的发展不仅依赖本部类, 而且依赖另一个部类的新创造价值。这是马克思指出的社会总资本扩

大再生产实现条件或平衡条件的一种体现。如果第 t+ 1年相对于 t年两个部类新创造价值增长率相同, 那

么发展速度相同,以 �表示这个发展速度,则有矩阵关系式:

Y
( t+ 1)
�

Y
( t+ 1)
�

= �
Y

( t)

�

Y
( t)

�

( 9)

对比 (8)式、( 9)式看到, 根据矩阵特征值的知识, �应当是矩阵 A 2 � 2的特征值。因此,可以使用求矩阵

特征值的方法求出 �。以 I2 � 2表示 2阶单位矩阵,令行列式 �I2 � 2 - A 2 � 2 = 0, 解出 A 2 �2的两个特征值 �1 = 1

和 �2。

�2 = 1+
1

( h� - h� ) ( 1+ e� )
(1+ h� ) ( 1+ e� ) [ 1+ e� - h� �

( t)
] - h� [ e� (1+ e� )�

( t)
+ e� ( 1+ e� ) ] �

( t)

h� � h� ( 10)

当发展速度 �= 1时,意味着两个部类的新创造价值都维持原有数量没有增长, 也就是维持简单再生

产。现在以 �1 = 1代入与特征方程 �I2 �2 - A 2 � 2 = 0对应的二元齐次线性方程组,解出 �
( t)*

= ( 1+ e� ) /

h� ,即 ( Y
( t)

� /Y
( t)

� )
*
= ( 1+ e� ) /h�。这种情形时,按照两个部类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新创造价

值之间关系恰好 V
( t)

� +M
( t)

� = C
( t)

� ,就是马克思给出的简单再生产条件。这时按照 ( 1)式 �C
( t)

� 、�C
( t)

� 都等于

0, 必然是两个部类的积累率 �
( t)

� 、�
( t)

� 也都等于 0。这就说明, 特征值 �1 = 1在模型中具有确切的意义。

再以 �2代入与特征方程对应的二元齐次线性方程组,解出对应的全社会积累率 �
( t)*
。

�
( t)*

= (1+ e� )
[ 1+ e� - h� �

( t)
] [ (1+ h� ) ( 1+ e� ) �

( t)
+ ( 1+ h� ) ( 1+ e� ) ]

[ e� (1+ e� )�
( t)
+ e� ( 1+ e� ) ] [ h� ( 1+ e� ) �

( t)
+ h� (1+ e� ) ]

� h� � h�

( 11)

需要指出,全社会积累率 �
( t)*
是由两个部类积累有相互约束的关系式以及两个部类新创造价值发展速

度相同两个情形共同产生。

将 �
( t)*
的表达式代回 (10)式,就化简为:

�2 =
( 1+ e� ) (1+ h� + e� )

h� (1+ e� )�
( t)
+ h� ( 1+ e� )

� � h� � h� ( 12)

当 �
( t)
= (1+ e� ) /h�时,由 ( 12)式得出 �2 = 1,与 �1成为二重特征值。所以, �1是 �2的特殊情形, 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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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 A 2 � 2的特征值是唯一的。于是,现在可以只用 �2作为矩阵 A 2 � 2的特征值 �。

当第 t+ 1年相对于 t年两个部类新创造价值都以特征值 �2作为发展速度, 那么第 t+ 1年两个部类产

出的比例 �
( t+ 1)
仍然是 �

( t)
不变。于是从 t年起,两个部类产出之比例关系就保持不变, 根据 ( 12)式从 t+ 1

年起每个部类新创造价值的发展速度相同并且不变, 进入两部类均衡扩大再生产状态。A 2 � 2的特征值的唯

一性表明,两部类均衡扩大再生产的发展速度或增长速度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由 ( 12)式表达的两部类

均衡扩大再生产的发展速度,与张忠任 (2006)给出的均衡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增长率表达式含义是一致的。

但是下面要特别指出,两部类均衡扩大再生产对于其产出之比例关系 �
( t)
的取值,还有限制性的要求。

四、特征值的产生条件及其最大值

将 ( 11)式代入 (4)式,可解出对应的两个部类积累率 �
( t)

j

*
:

�
( t)

j

*
=
1+ hj

ej

( 1+ e� ) ( 1+ h� + e� )

h� ( 1+ e� ) �
( t)
+ h� (1+ e� )

- 1 � � h� � h� � j= �, � ( 13)

对于某个取定的 t年, 两部类产出之比例关系 �
( t)
是个已经被确定的数值;而对于不同的年份 t, �

( t)
可

以作为变量取不同值。在扩大再生产状态下, 各部类的积累都是非负值, 同时也不会超过本部类的剩余价

值,也就是说积累率介于 0与 1之间。用算式表示就是:

0� �( t)

j

* � 1� � j= �, �

将 ( 13)式代入上式,解出 �
( t)
的取值上下限。

1
1+ e�

(
1+ e�

h�
) � �

( t)

�
1+ e�

h�
, 当

e�

1+ h�
�

e�

1+ h�

(
1+ e�

h�
)

1

1+ e� / ( 1+ h� )
[ 1-

h�

1+ e�
(

e�

1+ h�
) ] � �( t) �

1+ e�

h�
, 当

e�

1+ h�
>

e�

1+ h�

� � h� � h�

( 14)

因为第 j部类的资本利润率是 M j / (C j + Vj ) = ejVj / ( h jVj + Vj ) = ej / ( 1+ hj ) ( j= �, � ),所以这里 �
( t)
取

值的下限与两个部类的利润率有关。 ( 14)式表明,在马克思两部类经济增长模型中,为了实现两个部类的

均衡扩大再生产或者简单再生产, 任何年份两个部类产出之比例关系 Y
( t)

� /Y
( t)

� 的变化都是有上下界限的。

也就是说,对于某个取定的 t年,只有在两个部类产出之比例满足 ( 14)式的条件下,才能够产生特征值,才能

够从 t+ 1年起每个部类新创造价值的发展速度相同并且不变。

根据 (12)式, 在能够产生特征值的情形下, 特征值 �2是两个部类产出的比例 �
( t)
的减函数。因此,可以

通过求 �
( t)
的下限值与上限值, 求得 A 2 � 2的特征值 �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当 �

( t)
在 ( 14)式中取上限值即

�
( t)
= (1+ e� ) /h�时,特征值 �2取得最小值 M in (�2 ), M in( �2 ) = 1, 表示维持简单再生产状态。当 �

( t)
在

( 14)式中取下限值时, 代入 ( 12)式,特征值 �2取得最大值 M ax( �2 )。

Max (�2 ) =

1+
e�

1+ h�
, 当

e�

1+ h�
�

e�

1+ h�

1+
e�

1+ h�
,当

e�

1+ h�
>

e�

1+ h�

� � h� � h� ( 15)

( 15)式表明, 最大特征值 Max (�2 )即全社会新创造价值最高均衡发展速度是资本利润率较低的那个部

类的资本利润率加上 1; 该较低的资本利润率就是全社会新创造价值最高均衡增长率。

还可以从 (13)式看到, 在全社会新创造价值均衡增长情形下, 每个部类的积累率恰好是此均衡增长率

与本部类的资本利润率之比。如果把两个部类的积累率相同作为均衡积累率,那么当且仅当两个部类的资

本利润率相同,才可以取得均衡积累率。

五、马克思两部类经济增长模型的特征值的理论蕴涵

两部类经济按照特征值发展,是马克思两部类经济增长模型中的一种特殊均衡经济增长状态。由于每

个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变,即边际资本有机构成等于资本有机构成,那么第 j部类新增不变资本 $C
( t)

j 占

本部类全部新增资本 L
( t)

j M
( t)

j ( j= Ñ, Ò )的比重,与不变资本占本部类全部资本中比重 hj / ( 1+ hj )相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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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

$C
( t)

j =
h j

1+ h j

L
( t)

j M
( t)

j   j= Ñ, Ò

将 M
( t)

j = ejV
( t)

j , V
( t)

j = C
( t)

j /h j代入上式, 得:

$C
( t)

j

C
( t)

j

=
ej

1+ hj

L
( t)

j   j= Ñ, Ò ( 16)

将 ( 13)式代入 ( 16)式得: $C
( t)

j /C
( t)

j = K2 - 1 ( j= Ñ, Ò )。这表明两个部类的不变资本增长率相同。两

个部类不变资本增长率经过加权平均,就获得全社会的不变资本增长率,所以全社会的不变资本增长率仍然

是这一相同的增长率 K2 - 1。用同样方法可得,两个部类以及全社会的可变资本增长率同样都是 K2 - 1。这

就表明,在全社会新创造价值均衡增长的情形下,每个部类不变资本、可变资本、新创造价值的增长率相同;

全社会不变资本、可变资本、新创造价值的增长率也相同。所以,如果以 t年作为基年, 使从该年的下一年全

社会新创造价值均衡增长,那么由于两个部类新创造价值的增长率相同, 二者之间比例关系就保持不变, 第

t+ 1年两个部类产出的比例仍然是 U
( t)
。根据 ( 9)式、( 13)式、(16)式等, 第 t+ 2年相对于第 t+ 1年的全社

会新创造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的增长率都与 t+ 1年相同。如此递推,从 t年起, 可以保持全社会和每个

部类积累率都固定不变;各个部类不变资本、可变资本、新创造价值在全社会不变资本、可变资本、新创造价

值当中所占比重不变;第Ñ、Ò 部类之间不变资本、可变资本、新创造价值的比例关系都固定不变;全社会不

变资本、可变资本、新创造价值之间的相互比例关系都固定不变;并且从 t+ 1年起, 全社会不变资本、可变资

本、新创造价值的增长率相同而且也固定不变。这种状态可以称为两部类经济均衡增长。

对比之下,两部类经济按照特征值发展,反映出比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哈罗德模型更贴近经济现实、

更全面和更深刻的内容和结果。哈罗德模型假设所考察的经济中只有一种产品 Y, 这种产品既可以作为消

费品用于消费,也可以用于投资作为资本品,因而没有被消费掉的即作为投资品。这种产品在两种生产要素

资本 K和劳动 L的共同作用下被生产出来。生产这种产品需要的两种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分别对于产出

的关系是不变的,每生产一单位产品都需要消耗 A单位资本和 B单位劳动, 资本和劳动不能互相替代,投资

形成新增资本 $K。哈罗德模型把社会储蓄率 s作为外生常数,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要使储蓄等于投资,资本

充分利用,经济产出 Y与资本存量 K 都必须按储蓄率与资本 - 产出比率之比 s /A增长, 并且把保持不变的

s /A称为有保证的增长率。¹ 经济有保证的增长率增长,是哈罗德模型的一种均衡增长状态。而马克思的两

部类经济增长模型中,有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种产品 YÑ和 YÒ, 生产资料只能在补偿生产的物质消耗后用

于投资,消费资料只能用于个人消费,比哈罗德模型所考察的单一产品经济复杂和贴近现实。两部类经济增

长模型中的第 t年新创造价值 Y
( t)

Ñ + Y
( t)

Ò 中, 没有被消费掉的都是生产资料, 用作净投资, 是新增生产资料

$C
( t)

Ñ + $C
( t)

Ò 。

所以, 两部类经济增长模型中的不变资本 C对应于哈罗德模型中的资本K;可变资本 V的作用与哈罗德

模型中劳动 L的作用类似。两部类经济增长模型假设每个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变, 相当于假设在部类内

部,两种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对于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产品的关系不变。全社会的不变资本与新创造价值

比率 (C
( t)

Ñ + C
( t)

Ò ) / ( Y
( t)

Ñ + Y
( t)

Ò ), 相当于哈罗德模型中的资本 -产出比率 A; 可变资本与新创造价值比率

( V
( t)

Ñ + V
( t)

Ò ) / ( Y
( t)

Ñ + Y
( t)

Ò ),意义类似于哈罗德模型中的劳动 -产出比率 B。根据前面分析获得的结论,当两

部类经济按照特征值发展,全社会的不变资本与新创造价值比率、可变资本与新创造价值比率都保持固定不

变,类似于哈罗德模型中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分别对于产出的关系不变的情形。所以,两部类经济均衡增长

状态, 与哈罗德模型所说的按有保证的增长率增长状态比较接近; 两部类经济均衡增长的新创造价值增长率

K2 - 1, 对应着哈罗德模型中的产出增长率 s /A;两部类经济均衡增长时全社会储蓄率 s也保持固定不变。º

但是, 在两部类经济均衡增长状态下,全社会不变资本、可变资本、新创造价值在两个部类中的分布比例也都

是保持固定不变,这比哈罗德模型的均衡增长状态有更全面的涵义。并且, 由于在马克思两部类经济增长模

型中全社会的边际资本有机构成等于资本有机构成, 那么全社会储蓄即新增生产资料 ( $C
( t)

Ñ + $C
( t)

Ò )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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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马树才、朱力, 2005: 5宏观经济数量分析6, 经济科学出版社,第 23- 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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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积累当中的比重,等于不变资本在全部资本当中的比重,因而全社会储蓄是被整个积累所确定。所以在这

里,全社会储蓄率 s是被两部类经济均衡增长所要求的特定全社会积累率 L
( t) *
所确定。从 L

( t) *
表达式

( 11)式看出, 这个积累率完全是由两个部类的结构参数所决定的, 是由模型求解出来的内生变量。因此, 两

部类经济均衡增长情形下的全社会固定不变储蓄率 s,同样是由模型求解出来的内生变量, 与哈罗德模型中

假设储蓄率作为外生变量有根本不同,这是在更贴近经济现实的假定下获得更深刻、合理的结果。

两部类经济均衡增长具有的多种特殊表现,可作为两部类经济非均衡增长的对照系。马克思经济增长

模型的特征值的存在性、存在状况,从理论上揭示了存在着一种两部类经济均衡、稳定增长的状况。前面已

经指出,两部类经济按照特征值发展具有多种特殊结果,是否同时具备这些结果,可以作为检验两部类经济

增长是否均衡的条件。应当认识到, 两部类经济按照特征值发展, 是现实中难以达到的状态。哈罗德就其模

型指出,实际的经济增长率等于有保证的增长率,在现实中只能是偶然的巧合,一旦两者不相等,就将出现累

积性经济紧缩或经济扩张,所以偏离稳定状态均衡增长的周期性经济波动将是难免的。而与此类似,两部类

经济均衡增长,也是现实中难以达到的状态。前面的分析表明,两部类经济达到均衡增长状态, 意味着必然

全社会劳动者报酬与新创造价值相同幅度增长,必然全社会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在全部资本当中的比重都保

持不变,必然全社会储蓄率 (消费率 )保持不变。按照马克思基于劳动价值论所阐述的资本的生产、流通、周

转过程,这些都是在现实中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难以达到的状态。即便是全社会劳动者报酬达到

与新创造价值相同幅度增长和资本有机构成不变, 由于在两部类经济增长模型中设定劳动者的工资全部支

出用于消费,那么,保持全社会积累率固定不变,就必须两个部类的企业所有者将剩余价值用于自身消费的

比重保持固定不变。而随着生产规模和剩余价值量的不断扩大,企业所有者有限的自身消费占剩余价值量

的比重必然下降,从而导致全社会消费资料需求的增长慢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 形成消费资料相对过剩,

进而导致偏离稳定均衡增长状态的周期性经济波动。于是,特征值本身的存在性、存在状况,反过来说明了

经济非均衡增长是常态。因而,对马克思的两部类经济非均衡增长的研究, 更具普遍意义。

六、引用和借鉴5资本论6的算例验证

下面引用和借鉴马克思 5资本论 6第二卷第二十一章中的举例,对以上论述与推导的关系式进行算例验

证,结果列于表 1。

表 1   引用和借鉴5资本论 6第二卷第二十一章中第一例的算例验证

状态
年度

t
部类

不变资本

C ( t)

可变资本、

剩余价值

V( t ) , M ( t)

新创造价值

Y ( t) = V ( t) +M ( t )

部类比例

U ( t ) =
Y( t )

Ò

Y( t )
Ñ

经济发展速度

Y( t+ 1)

Y( t )

特征值

K
2

剩余价值

积累率

L ( t)

hÑ> hÒ, hÑ= 4, hÒ= 2

时的特征值一般情

形

1

全社会 5500 1750 3500 0. 75 37. 1%

Ñ部类 4000 1000 2000 50%

Ò部类 1500 750 1500 20%

2

全社会 6000 1900 3800 0. 7273 118. 6% 41. 6%

Ñ部类 4400 1100 2200 110. 0% 50%

Ò部类 1600 800 1600 116. 7% 30%

3

全社会 6600 2090 4180 0. 7273 110% 1. 1 41. 6%

Ñ部类 4840 1210 2420 110% 1. 1 50%

Ò部类 1760 880 1760 110% 1. 1 30%

4

全社会 7260 2299 4598 0. 7273 110% 1. 1 41. 6%

Ñ部类 5324 1331 2662 110% 1. 1 50%

Ò部类 1936 968 1936 110% 1. 1 30%

hÑ> hÒ, hÑ= 4, hÒ= 2

时的特征值最大值

情形

1

全社会 5500 1650 3300 0. 5 86. 7%

Ñ部类 4400 1100 2200 100%

Ò部类 1100 550 1100 60%

2

全社会 6600 1980 3960 0. 5 120% 1. 2 86. 7%

Ñ部类 5280 1320 2640 120% 1. 2 100%

Ò部类 1320 660 1320 120% 1. 2 60%

3

Ñ部类 7920 2376 4752 0. 5 120% 1. 2 86. 7%

Ò部类 6336 1584 3168 120% 1. 2 100%

全社会 1584 792 1584 120% 1. 2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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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5资本论 6第二卷第二十一章中的第一例设定两个部类结构参数 hÑ= 4, hÒ= 2, eÑ= eÒ= 1, 做

了连续 5年的扩大再生产计算, 来说明两个部类的扩大再生产过程。按照马克思的例示,第 2年相对于第 1

年两个部类的新创造价值发展速度不相同;从第 3年起各年两个部类的新创造价值发展速度都相同, 确实是

以特征值 K2作为发展速度。¹ 并且从第 3年起各年全社会积累率 L
( t)
都是 41. 6% ,符合本文给出的与 K2对

应的特定积累率 L
( t)*
算式;两个部类的积累率 L

( t)

Ñ、L
( t)

Ò 也都符合对应的特定积累率 L
( t)*
Ñ 、L

( t)*
Ò 算式。

借鉴使用该例第 1年的数据,仍然设定两个部类结构参数 hÑ= 4, hÒ= 2, eÑ= eÒ= 1,按照 (15)式,当两

个部类产出之比例取下限值 U
( t)*

= (1+ eÒ) / [ hÒ( 1+ eÑ) ] = 1 /2,可以使特征值 K2取得最大值Max ( K2 ) =

1+ eÑ /( 1+ hÑ) = 1. 2。为了比较, 让第 Ñ 部类的数据都与上例相同,仅仅把两个部类产出之比例由0. 7273

改变成 1 /2。按照本文给出的使特征值 K2取得最大值 Max( K2 )条件,连续 3年计算出对应的全社会积累率

L
( t)*
和两个部类的积累率 L

( t)*
Ñ 、L

( t)*
Ò 值,也列在表 1中, 验证了所给出的 K2取得最大值 Max ( K2 )情形下各

个关系式确实成立。

从本文全部论述可以归纳出主要几点: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模型是一个具有特殊结构的两部类经济增

长模型,两个部类的积累互相依赖、互为约束; 每个部类新创造价值的发展不仅依赖本部类,而且依赖另一个

部类的新创造价值和全社会的积累; 对于某个取定的 t年, 在一定条件下模型存在唯一的特征值; 该特征值

与 t年全社会和每个部类的积累率都取特定值相对应,是 t年两个部类的新创造价值之比例的单调函数; 如

果每个部类的积累率都取与该特征值相对应的特定值, 从下一年起,两个部类的新创造价值就都以该特征值

作为发展速度,进入均衡发展状态;两部类经济均衡发展的多种特殊表现,可作为两部类经济非均衡增长的

对照系。该特征值本身的存在性、存在状况,反过来说明了两部类经济非均衡增长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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