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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
林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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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政府发展战略通过劳动力市场影
响收入分配的机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减少劳动力需求#进而
降低均衡工资和劳动者收入#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当政府遵循比较
优势发展战略时#收入分配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持续下降%当政府
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经济发展可能停滞#收入分配呈现出
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

形特征#且稳态收入不平等程度高于比较优势
发展战略%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城市化所需时间也更长%

关键词
!

发展战略#产业结构#收入分配

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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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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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间年均真实
=>?

增长率
超过

!$@

!

%然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收入分配结构却在持续恶
化#自

"$

世纪末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断向企业和政府倾斜#居民
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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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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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下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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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民收入分配结构快速恶化直接导致中国消费需求萎靡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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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快速转变的原因何在. 近年来#大量文献开始对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决定因素展开研究!如白重恩和钱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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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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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刚和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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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发现工业化和城市
化进程等因素可能成为中国居民收入占比快速下降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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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稳步推进#然而#为何在
!<<<

年前后国民
收入分配结构却出现了结构性的转折呢. 可见#城市化$工业化等因素难
以逻辑一致地解释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演变的历史过程%本文认为#工
业内部产业结构变迁可能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演变更为重要的决定因素%

图
!

描述了
!<<"

&

"$$&

年间中国轻重工业结构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之间的
关系%

图
!

!

产业结构与国民收入分配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

!<<%

&

"$$<

年"# ,中国资金流量表历史资料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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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

中可以看出#产业结构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高度负相关(重工业
占工业产值比重越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越低%

!<<"

&

!<<%

年#重
工业比重上升#居民收入占比下降'

!<<%

&

!<<J

年#重工业比重缓慢下降#

居民收入占比也略有上升'

!<<<

&

"$$&

年#重工业比重快速上升#居民收
入占比则大幅下降%由此可见#轻重工业结构演变很可能是我国国民收入
分配结构转变的重要原因#但是#产业结构快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产业
结构转变影响收入分配的机制是什么. 本文将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展开
研究%

#

# 最近#

'(4*+*HR+.

!

"$!!

"从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入手#研究了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对
产业结构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

B 基于跨国数据的比较研究表明#

"$$J

年中国第二产业占
=>?

的比重$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经
高于发达国家!包括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最高点#也远远高于同等发展程度的
其他国家!王金照#

"$!$

"#这说明中国产业结构存在过度向资本密集型工业和重工业部门倾斜的趋势%

!!

本文认为#政府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由此衍生的一整套政府干预政策
是中国产业结构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快速转变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旨在鼓
励资本密集型工业部门!特别是重工业部门"发展的各种政府政策导致我国
经济部门资本密集度过高B

#资本收入增长快于劳动收入#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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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向企业和政府倾斜%

文章证明#若政府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低收入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
将经历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农业人口从农业部门持续向城市工业部门转
移#即落后国家的城市化$工业化过程'在第二阶段#企业家选择劳动密集
型技术进行生产#资本不断积累#工资水平持续上升'在第三阶段#企业家
同时使用劳动密集型技术和资本密集型技术#且资本密集型技术所占比例持
续上升#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资源被配置到资本密集型部门#表现为
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在第四阶段#经济中只有资本密集型技术被采用#国家
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工资水平的不断上升#企业家
与工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不断缩小#这说明城市化和产业结构转变本身
并不会导致收入分配恶化%

相反#如果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鼓励和支持违背本国
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将降低劳动力需求#进而降低均衡工资
水平#工资收入下降将导致企业家与工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赶超程
度越高#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在动态框架下#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
略将导致经济发展停滞#城市化进程缓慢#企业家与工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
距扩大%由此可见#城市化和产业结构转变本身并不会导致收入分配恶化#

而过度工业化和重工业化才是收入分配持续恶化的直接原因#政府发展战略
及由此衍生的一整套政府干预政策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根本原因所在%

本文的理论模型可以解释经济发展过程中许多重要的经验事实(

!

!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了更高的收入不平等!林毅夫和刘培林#

"$$%

"%

!

"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了更高的城乡收入差距!林毅夫和刘明兴#

"$$%

"%

!

%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了更差的经济绩效!

I)*

#

"$$%

"%

!

#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了更低的城市化水平!

I)*+*H'(4*

#

"$!!

"%

!

B

"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初期的重要特征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农业人口
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工业部门%

!

A

"发展中国家资本稀缺#企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部门%

!

&

"在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表现为越来越多的
资源被配置到资本密集型部门%

!

J

"在经济发展初期#劳动者工资稳定在一个很低的水平#随着经济不
断发展#劳动者工资开始持续上升%

本文的理论模型与
Q+*42

D

44+*H94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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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献紧密相关#这类文献强调职业
选择对财富分配动态演进的关键性影响%

Q+*42

D

44+*H94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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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资本市场不完备性对个体职业选择的影响(穷
人由于受到借贷约束而不能选择具有更高生产率的职业%他们重点讨论了初
始财富分配和模型技术参数对长期不平等的影响%本文则证明#政府发展战
略才是长期不平等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尽管初始财富水平$储蓄率等因素在
某些情形下确实会影响到长期不平等程度%

Q42*(+2H3+*HI5.

6

HK,55)E

!

"$$$

"

刻画了低收入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平等程度的演化%他们的文章着重讨论
了经济发展过程中财富分配与企业家能力分布相互作用的机制及其对收入不
平等的影响#本文则重点考察了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发展战略对
收入分配的影响%

本文为分析收入分配的决定因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我们的文章与现
有文献存在三个方面的不同(首先#我们强调发展战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而非初始财富分布的影响!

Q+*42

D

44+*H94S/+*

#

!<<%

'

F

N

().*+*HQ.53K

.*

#

!<<&

"'其次#禀赋结构影响最优技术选择的机制是投入品相对价格#而
非市场效应!

F-4/.

N

51+*HP)5)L.33)

#

"$$!

"'最后#对于政府的角色#现有
文献主要强调其在再分配过程中的作用!

Q+*42

D

44+*H 94S/+*

#

!<<%

'

F

N

().*+*HQ.53.*

#

!<<&

"#而我们认为政府所选择的发展战略对于收入分配
有更重要的影响%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给出基准模型'第三部分分析模型的
静态均衡#进而刻画了不同发展战略下的技术选择和收入分配'第四部分探
讨不同发展战略下财富分配的动态演进过程和稳态分布#并讨论发展战略与
收入分配的关系'第五部分基于数值模拟方法定量考察赶超战略对收入分配
的影响'第六部分为总结性评述%

二!基础模型

!一"行为主体的人口学特征和偏好

!!

为刻画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对其收入分配的影响#我们考虑一个简单的
经济体(经济由连续统的个体组成#其测度被标准化为

!

!即经济总财富等于
平均财富"'每个个体只生存一期#并拥有一个后代#即经济中不存在人口增
长#且家户是无限生命的'经济中只有一种可储存的商品#既可以作为消费
品#也可以作为投资品#同时作为经济中的计价物'所有个体具有相同的能
力和偏好#他们的差异仅体现在其继承财富的不同上%

在时期
!

#每个个体拥有一单位无弹性供给的劳动和初始财富
"

#

#

!

#它通
过供给劳动和资本获得收入

$#

#

!

%个体在
!

期末将收入
$#

#

!

用于消费
%

#

#

!

和储蓄
&

#

#

!

以最大化其效用%其储蓄转换为下一代人的初始财富#即
"

#

#

!T!

U&

#

#

!

%个体
生命中的主要事件如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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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个体一生主要事件时序图

与经典收入分配文献一致#我们假设个体具有相同的柯布道格拉斯
!

'.LLK>.1

N

5+E

"效用函数#即
'

#

!

%

#

#

!

#

&

#

#

!

"

U%

!V

!

#

#

!

&

!

#

#

!

#其中
!#

!

$

#

!

"#个
体的预算约束为

$#

#

!

U&

#

#

!

T%

#

#

!

%这意味着所有个体都是风险中性的#所有个
体将其收入的固定份额

!

用于储蓄#作为遗产留给下一代人#构成下一代人
的初始财富#即

"

#

#

!T!

U

!

$#

#

!

A

%在时期
!

#我们假设个体财富分布可测#其概
率测度为

"

!

#方便起见#我们定义
(

!

!

)

"

U

"

!

!!

!

W

#

)

/"#其中
(

!

为分布
函数%

!二"生产技术
在时期

!

#个体存在如下技术选择(

+8

传统农业技术%个体使用传统农业技术进行生产#不需要投入资本#

而只需要投入一单位劳动#产出
*

V

单位产品%

L8

劳动密集型现代技术%这种技术具有
I4.*3)4X

形式#投入一单位资本
和两单位劳动可以生产

+!

单位产出%同时#选择现代技术进行生产的个体需
要使用自身劳动监督其他劳动者#且假设这种监督是完全的%

-8

资本密集型现代技术%同样#这种技术具有
I4.*3)4X

形式#投入一单
位资本和一单位劳动可以生产

+"

单位产出%

&同时#选择现代技术进行生产的
个体需要使用自身劳动监督其他劳动者#且假设这种监督是完全的%

A 这个式子意味着个体在
!T!

期的财富是
!

期个体收入的一个固定份额#从而
!T!

期的财富分布与
!

期
的收入分布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本文所讨论财富分布的动态路径和稳态分布基本等价于收入分配
的动态路径和稳态分布#尽管存在一期的时滞%

& 为简单起见#劳动密集型技术和资本密集型技术的资本劳动比分别设为
!Y"

和
!Y!

#但本文的所有
结论对于更一般的

I4.*3)4X

技术均成立%

与
F

N

().*+*HQ.53.*

!

!<<&

"#

Q+*42

D

44+*H94S/+*

!

!<<%

"对现代生
产技术的设定相类似#本文假设现代技术具有最大的投资规模$

"

#且$

"

足够
大%为使本文的分析更有意义#我们对生产技术的性质做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
!

(现代技术的生产率高于传统农业技术#即
+!

,

-

%

"*

,

#

+"

,

-

%

*

,

#

!

!

"

其中
-

&

$

是外生给定的利率%

若假设
!

不成立#则个体永远只会选择农业技术进行生产#换言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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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

保证了现代技术被采用的可能性%

假设
"

(低收入国家在其发展初期具有比较优势的技术是劳动密集型技
术#即

+!

,

+"

%

*

,

.

!

"

"

!!

低收入国家在其发展初期资本稀缺#劳动力丰裕#从而劳动密集型技术
符合其比较优势%若假设

"

不成立#则个体永远只会选择农业技术或资本密
集型现代技术进行生产#也就不存在在以上两种类型现代技术之间的选择%

换言之#假设
"

保证了存在技术选择的可能性%假设
!

和假设
"

在下文分析
中始终成立%

!三"职业选择
与

Q42*(+2H3+*HI5.

6

HK,55)E

!

"$$$

"相似#财富水平为
"

#!

的个体存在三
种职业选择(

+8

农民%个体可以选择成为农民#利用传统农业技术进行生产#并将自
己的财富储蓄到银行#其收入为(

$

/

#!

0

*

,

1

-"

#!

.

!

%

"

!!

L8

工人%个体可以选择成为工人#向企业家供给其劳动#获得工资收入
*

!

!

*

!

内生决定于劳动力市场均衡"#并将自己的财富储蓄到银行#其收
入为(

$

2

#!

0

*

!

1

-"

#!

.

!

#

"

!!

-8

企业家%个体可以选择成为企业家#使用劳动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技
术进行生产%与

=(+3+M+*H:)+*

N

!

"$$"

"相同#假设资本市场是不完备的#

个体无法进行借贷而只能使用自身财富进行投资%同时#企业家投入其自身
劳动监督工人#企业家收入为(

$

3

#!

0

!

+!

,

"*

!

"

4

"

5

#!

1

!

+"

,

*

!

"

4

"

%

#!

1

-

!

"

#!

,

"

5

#!

,

"

%

#!

"# !

B

"

其中#

"

5

#!

和
"

%

#!

分别为投入到劳动密集型技术和资本密集型技术的资本存量%

J

企业家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还是资本密集型技术进行生产取决于两种技术的
收益率#这进而又取决于两种技术的生产率!

+!

#

+"

"和均衡的工资率
*

!

%为
简单起见#在不产生混淆的情形下#我们从现在起将省略下标

#

%

J 具体而言#当只有劳动密集型技术被采用时#

"

5

#!

U"

#!

'当只有资本密集型技术被采用时#

"

5

#!

U$

'当两种
技术同时被采用时#

$

'

"

5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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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不同发展战略下的静态均衡
本节将求解和讨论不同发展战略下模型的静态均衡#我们首先给出发展

战略和静态均衡的定义%

定义
!

!发展战略"#一国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指政府引导企业采用
与本国比较优势相一致的技术%相反#一国推行赶超战略是指政府鼓励企业
采用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技术#如低收入国家政府鼓励企业使用资本密集型
技术%

定义
"

!静态均衡"#模型的静态均衡由均衡工资率
*

!

$个体职业选择
!农民)工人)企业家"和企业家技术选择刻画(

< 个体选择成为企业家的必要条件是
+!

V"*

!

%

-

和
+"

V*

!

%

-

#这意味着企业家将资本投资到现代技术
的收益率高于将其储蓄到银行的收益率#从而财富水平

"

(

$

"

的企业家将其所有财富投资于现代技术#财
富水平

"

%

$

"

的企业家投资$

"

到现代技术上#储蓄
"V

$

"

到银行中%

!$ 令$

"

足够大#使得对于任意可能的工资率$

"

%

"

6

#

*

!

均满足%

+Z

个体职业选择%对于给定工资水平
*

!

#个体选择职业以最大化其收入%

令
"

6

#

*!

为选择成为企业家和工人之间收入无差异个体的财富水平#

6

U!

#

"

分别
代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技术%注意到#选择成为企业家的个体会尽量
将其所有财富投资到现代技术上%

<因此#

"

6

#

*!

可以由下式给出!$

(

$

3

!

0

!

+!

,

"*

!

"

4

"

5

!

1

!

+"

,

*

!

"

4

!

"

6

#

*

!

,

"

5

!

"

0

$

2

!

0

*

!

1

-"

6

#

*

!

)"

6

#

*

!

0

*

!

+!

,

"*

!

,

-

# 若
6

0

!

#

*

!

+"

,

*

!

,

-

# 若
6

0

"

*

+

,

.

!

A

"

"

(

"

6

#

*

!

的个体选择成为工人)农民#

"

%

"

6

#

*

!

的个体选择成为企业家%

LZ

企业家技术选择%企业家根据不同技术的生产率和政府发展战略选择
最大化其利润的生产技术%

-Z

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个体的职业选择和企业家技术选择决定的劳动
力市场供给和需求相等%

!一"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的静态均衡
当政府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企业家根据不同技术的回报率决定其技

术选择(当
*

!

%

+!

V

+"

时#资本密集型技术的回报率高于劳动密集型技术#

企业家将选择资本密集型技术'当
*

!

U

+!

V

+"

时#资本密集型技术回报率与
劳动密集型技术相同#企业家在两种技术选择之间无差异'当

*

!

'

+!

V

+"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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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密集型技术的回报率低于劳动密集型技术#企业家将选择劳动密集型技
术%均衡的工资水平

*

!

由劳动市场出清条件决定(

(

!

"

6

#

*

!

"

0

!

#

-

$

"

"

6

#

*

!

"7

(

!

"

"

1

-

W

$

"

$

"7

(

!

"

"

"

!

)X

!

*

!

%

*

,

#

(

!

"

6

#

*

!

"

&

!

#

-

$

"

"

6

#

*

!

"7

(

!

"

"

1

-

W

$

"

$

"7

(

!

"

"

"

!

)X

!

*

!

0

*

,

*

+

,

.

!

&

"

!!

由于经济中存在农业技术#从而工资
*

!

的下限为
*

V

%

##

0

!

#

"

/是表征
技术选择的参数(若只有资本密集型技术被采用#则

#

U!

'若只有劳动密集
型技术被采用#则

#

U"

'若两种技术同时被采用#则
##

!

!

#

"

"%比较优势发
展战略下的静态均衡可以分四种情况讨论(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1

-

W

$

"

$

"7

(

!

"

"

"

#其中
"

!

#

*

,

0

*

,

+!

,

"*

,

,

-

.

上述条件意味着现代部门没有完全吸纳经济中的劳动力#部分劳动力还
滞留于传统农业部门#这是低收入国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这种经济结构往
往被称为二元经济!

I4S)E

#

!<BB

'

[+*)E+*H\4)

#

!<A!

"%与经典文献一致#

二元经济中过剩劳动力的存在使得均衡工资率停留在
*

V

%由假设
"

可知#所
有企业家将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因为资本密集型技术的回报率低于劳动密
集型技术%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1

-

W

$

"

$

"7

(

!

"

"

" 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1

-

W

$

"

$

"7

(

!

"

"

"

#其中
"

!

#

+

!

,

+

"

0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0

"

"

#

+

!

,

+

"

.

在上述条件下#城市化进程已经完成#经济中所有个体都处于现代部
门%然而#经济中资本依然稀缺#工资水平依然较低#劳动密集型技术回
报率依然高于资本密集型技术的回报率%从而经济中只有劳动密集型技术
被企业家采用#这种使用单一技术进行生产的情形与新古典增长模型所刻
画的经济特征类似%经济的均衡工资由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决定#满足
*

!

#

!

*

V

#

+!

V

+"

"%

!

!

)))

!

"

-

$

"

"

!

#

+

!

,+

"

"7

(

!

"

"

1

-

W

$

"

$

"7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1

-

W

$

"

$

"7

(

!

"

"

" .

当上述条件得到满足时#劳动密集型技术和资本密集型技术的投资回报
率相同#从而两种现代技术在经济中同时被采用%这个经济中存在两种要素$

两种技术#其特征与经典贸易理论中的小国开放模型类似!

]4-ME-(42K̂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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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经典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

\+-3.2?2)-4,

_

1+5)G+3).* (̀4.24/

"和
[

6

L-G

6

*EM)

定理适用于这个经济%换言之#经济均衡工资水平为常数#

*

!

U

+!

V

+"

'经济中资本密集型技术使用的比例由企业家总体财富水平决定(企业
家总体财富水平越高#资本密集型技术使用比例越高%

!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1

-

W

$

"

$

"7

(

!

"

"

" .

在上述条件下#资本相对丰裕#劳动供给相对稀缺#工资水平较高#资
本密集型技术的回报率高于劳动密集型技术%与情形!

))

"类似#经济中只有
资本密集型技术被采用#其经济特征与新古典增长模型类似%经济的均衡工
资水平由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决定#满足

*

!

%

+!

V

+"

%

上述讨论总结于命题
!

%

命题
!

!发展阶段与技术选择"#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对于给定的初
始财富分配#技术选择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低收入国家将选择劳动密集型
技术#其均衡工资水平为

*

!

U*

V

'资本相对稀缺的中等收入国家也将选择劳
动密集型技术#其均衡工资水平满足

*

!

#

!

*

V

#

+!

V

+"

"'资本相对充裕的中等
收入国家将同时使用资本密集型技术和劳动密集型技术#其均衡工资水平为
*

!

U

+!

V

+"

'高收入国家将选择资本密集型技术#其均衡工资水平满足
*

!

%

+!

V

+"

%技术选择和均衡工资水平不仅是经济总体财富水平的函数#也是财富
分布的函数%

证明见附录%

命题
!

讨论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适宜技术选择问题!

F3M)*E.*+*Hb3)

N

5)3G

#

!<A<

'

Q+E1+*Hc4)5

#

!<<J

'

F-4/.

N

51+*HP)5)L.33)

#

"$$!

"%

Q+E1+*Hc4)5

!

!<<J

"认为不同的投入品组合!如资本)劳动比"对应于不同的最适技术'

从而国家间禀赋结构!如资本)劳动比"的差异将导致其适宜技术的不同%然
而#

Q+E1+*Hc4)5

!

!<<J

"中的技术进步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而非企业家
的最优选择%

F-4/.

N

51+*HP)5)L.33)

!

"$$!

"基于产品种类扩张的内生增长模
型讨论了企业家的最优技术选择问题(企业家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选择其研
发项目#进而决定经济中的适宜技术%他们认为#禀赋结构与技术的不匹配
导致低收入国家劳动生产率低于高收入国家%

F-4/.

N

51+*HP)5)L.33)

!

"$$!

"

中所强调的禀赋结构是指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比例#但在发展中国
家#资本劳动比往往是经济发展更重要的约束条件%

I)*+*HP(+*

N

!

"$$&+

"

探讨了资本劳动禀赋结构对适宜技术的影响#各种投入品!如资本和劳动"

的丰裕程度决定了投入品的相对价格#要素价格的差异决定了企业家最优技
术选择的不同%然而#

I)*+*HP(+*

N

!

"$$&+

"是在一个市场完备$代表性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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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的框架下得到上述结论的#命题
!

则讨论了在资本市场不完备和异质性
个体情形的适宜技术问题#得到了与

I)*+*HP(+*

N

!

"$$&+

"相似的结论%不
同的是#本文模型中的劳动供给和需求与财富分布有关#从而经济均衡工资
水平不仅是总体财富水平的函数#同时也是财富分布的函数%这意味着经济
中企业家技术选择和个体职业选择也是财富分布的函数%

!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的静态均衡

!! 在发达国家#资本密集型技术符合其比较优势#它也有可能推行赶超战略#比如对劳动密集型的纺织
行业进行保护补贴等%然而#这种情形相对较少#影响程度也较轻#因而本文不对其进行详细分析%

!!

一国推行赶超战略是指政府鼓励企业采用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技术#在
本文的分析中#我们主要考虑低收入国家政府鼓励企业使用资本密集型技
术!!

#即低收入国家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赶超战略下#由于企业家可以
选择回报率更高的劳动密集型技术#政府要激励企业家选择资本密集型技术#

就必须对选择资本密集型技术的企业家进行补贴%在欠发达国家#政府可以
使用多种政策工具支持不具有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如金融抑
制$汇率高估$行政配置资源$剥夺企业自主权等!

I)*9!)5:

#

!<<#

'

I)*

+*H'(4*

#

"$!!

'

I)*+*HP(+*

N

#

"$$&L

'

I)*+*HI)

#

"$$&

"%为简单起见#

我们假设政府通过对所有个体进行一次性征税!

51/

d

E1/3+e

"的方式获得
收入以用于补贴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的企业家#税收额

;

是赶超程度的表
征%假设政府补贴额刚好使得企业家在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和资本密集型
技术之间无差异#而对企业家的补贴额取决于他在资本密集型技术上的投
资额%具体而言#当企业家投资一单位资本到资本密集型技术上时#他将
从政府获得补贴

<U

+!

V

+"

V*

!

%从而投资到资本密集型技术的资本量由政
府的预算约束平衡式决定(

;

4

!

0

<

4

"

<

)

"

<

0

;

<

# !

J

"

其中
"

<

为投资于资本密集型技术的资本量%显然#

"

<

是税率
;

和工资率
*

!

的
增函数%更高的税率

;

意味着政府收入更高#可用于补贴的财富也更多#资
本密集型技术的投资也就越多%更高的工资率意味着经济偏离其比较优势的
程度越低#投资于资本密集型技术单位资本所需的补贴额

<

也越小#给定政
府收入的前提下#资本密集型技术的投资越多!

I)*

#

"$$%

"%

在赶超战略下#均衡工资水平依然由劳动市场出清条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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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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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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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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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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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

<

0

!

"

-

$

"

"

!

#

*

!

"7

(

!

"

"

1

-

W

$

"

$

"7

(

!

"

"

"

,

"

<

!

)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1

-

W

$

"

$

"7

(

!

"

"

,

"

"

<

1

"

<

0

!

"

-

$

"

"

!

#

*

!

"7

(

!

"

"

1

-

W

$

"

$

"7

(

!

"

"

"

,

"

<

!

)X

!

*

!

0

*

,

*

+

,

.

!

<

"

!!

比较!

<

"式和!

&

"式可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的劳动力市场出
清条件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的条件非常类似#仅是对劳动需求进行了修
正#从而对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均衡工资$技术选择的分析与比较优势
发展战略情形基本相同%我们将不同发展战略下均衡工资的性质总结于引
理

!

%

引理
!

#对财富分布给定的低收入国家#赶超战略下的均衡工资率不高于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的工资率'赶超程度越高#均衡工资率越低%

证明见附录%

!三"发展战略$福利与收入不平等
基于上节的分析#我们将在本节比较不同发展战略下的个体福利和收入

不平等程度#讨论发展战略对个体福利以及收入分配的影响%为比较不同发
展战略下的福利水平#我们定义个体在赶超战略下的福利损失函数为!"

(

!" 由于个体是风险中性的#所有个体的收入可以作为个体福利的度量%

=

#

.

f9'

'F\

#

,

f9'

'F>

#

# !

!$

"

其中
f9'

'F\

#

为个体
#

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的收入水平#

f9'

'F>

#

为个体
#

在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的收入水平%

=

#

%

U

'

$

分别表示个体在重工业优先
发展战略下的福利水平恶化)不变)改善%考虑到可处理性#本文将收入不
平等程度定义为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程度!

[.4/42

#

!<J"

"%具体而言#本文
考虑的不平等为企业家与工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异%我们考虑以下两种
情形(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1

-

W

$

"

$

"7

(

!

"

"

" .

当上述条件成立时#由于经济中存在*过剩+劳动力#不同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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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工资水平均为
*

V

%不同的是#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所有企业家都
将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而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部分企业家将选择
资本密集型技术%发展战略对个体收入存在直接影响(工人)农民在比较优
势发展战略下的收入水平为

*

V

T-"

!

#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的收入水平
为

*

V

T-"

!

V;

'企业家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的收入水平为!

+!

V"*

V

"

"

!

或
!

+!

V"*

V

"

$

"T-

!

"

!

V

$

"

"#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的收入水平为!

+!

V"*

V

"

"

!

V;

或!

+!

V"*

V

"

$

"T-

!

"

!

V

$

"

"

V;

%由此可见#由于在赶超战略下经济中所有个体
都必须向政府支付一次性税收

;

#企业家$工人$农民的福利在赶超战略下
都严格下降%

在不同发展战略下#财富水平为
"

9

!

的企业家与财富水平为
"

*

!

的工人)农
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由下式给出(

>

'F\

"

9

!

#

"

*

!

.

!

+!

,

"*

,

"

"

9

!

*

,

1

-"

*

!

!

或
!

>

'F\

"

9

!

#

"

*

!

.

!

+!

,

"*

,

"

$

"

1

-

!

"

9

!

,

$

"

"

*

,

1

-"

*

!

#

>

'F>

"

9

!

#

"

*

!

.

!

+!

,

"*

,

"

"

9

!

,

;

*

,

1

-"

*

!

,

;

!

或
!

>

'F>

"

9

!

#

"

*

!

.

!

+!

,

"*

,

"

$

"

1

-

!

"

9

!

,

$

"

"

,

;

*

,

1

-"

*

!

,

;

#

!

!!

"

其中
>

'F\

"

9

!

#

"

*

!

和
>

'F>

"

9

!

#

"

*

!

分别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企业家
与工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容易证明#

>

'F\

"

9

!

#

"

*

!

'

>

'F>

"

9

!

#

"

*

!

#即赶超战略下的收入
不平等程度高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同时#

>

'F>

"

9

!

#

"

*

!

是
;

的
增函数#这意味着赶超程度越高#不平等程度越高%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发展战略下的工人$农民数量是不同的(在比较优
势发展战略下#工人的数量为

!

"

-

$

"

"

!

#

*

,

"7

(

!

"

"

1

-

W

$

"

$

"7

(

!

"

"

"

'在重工业优先发展

战略下#工人的数量为
!

"

-

$

"

"

!

#

*

,

"7

(

!

"

"

1

-

W

$

"

$

"7

(

!

"

"

"

,

"

<

%由此可见#在重工业

优先发展战略下#更多的个体留在农业部门#更少的个体进入现代工业部
门#即经济的城市化水平更低!

]+22)E+*H .̀H+2.

#

!<&$

"%同时#重工业
优先战略下工人数量是

;

的减函数#这意味着赶超程度越高#城市化水平
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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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1

-

W

$

"

$

"7

(

!

"

"

" 8(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1

-

W

$

"

$

"7

(

!

"

"

" .

!% 该条件包括了本部分第一节中情形!

))

"和情形!

)))

"%在情形!

))

"中#若政府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所
有企业家都将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若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则部分企业家采用不符合比较优
势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在情形!

)))

"中#两种现代技术同时被采用#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投资于资本
密集型技术的资本的比例高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的比例%在两种情形下#赶超战略都将导致劳动力需
求下降#使得经济中的均衡工资率低于

+!

V

+"

#资本密集型技术不具备自生能力%

在上述条件下#资本密集型技术依然不具备自生能力%

!%在这种情形下#

赶超战略不仅通过一次性税收
;

直接影响个体收入#还通过均衡工资而间接
影响个体收入%均衡工资对个体收入的影响取决于个体的职业(工资水平下
降将降低工人收入#同时提高企业家收入%进一步地#个体职业选择又取决
于个体的财富水平#即赶超战略对不同财富水平个体的影响不同%对于财富
水平满足

"

!

#

0

$

#

"

!

#

*

'F>

!

/的个体#他们在两种发展战略下都将选择成为工人)
农民#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其收入水平为

*

'F\

!

T-"

!

#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
略下#其收入水平为

*

'F>

!

T-"

!

V;

%对于财富水平满足
"

!

#

!

"

!

#

*

'F>

!

#

"

!

#

*

'F\

!

"的
个体#他们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选择成为工人)农民#收入水平为

*

'F\

!

T-"

!

#

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他们将选择成为企业家#其收入水平为!

+!

V

"*

'F>

!

"

"

!

V;

%对于财富水平满足
"

!

#

0

"

!

#

*

'F\

!

#

T

W

/的个体#他们在两种发
展战略下都将选择成为企业家#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其收入水平为
!

+!

V"*

'F\

!

"

"

!

#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其收入水平为!

+!

V"*

'F>

!

"

"

!

V;

%

从引理
!

中可知#赶超战略下的均衡工资率严格低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
的均衡工资率%显然#财富水平满足

"

!

#

0

$

#

"

!

#

*

'F>

!

/个体的福利水平在重工业
优先发展战略下严格下降(一方面他们必须向政府交纳一次性税收

;

#另一方
面其工资收入下降#即

*

'F>

!

'

*

'F\

!

%对于财富水平满足
"

!

#

!

"

!

#

*

'F>

!

#

T

W

"

的个体#其收入水平变化则受到两种相反力量的影响(一次性税收
;

将直接
导致其收入下降#但更低的工资率则意味着支付给工人的工资降低#间接导致
其收入上升%引理

"

总结了不同发展战略下财富水平满足
"

!

#

!

"

!

#

*

'F>

!

#

T

W

"个
体福利水平的比较%

引理
"

#赶超战略下个体福利损失在
"

!

#

0

"

!

#

*

'F>

!

#

$

"

"严格单调递减#在
"

!

#

0

$

"

#

T

W

"保持不变%存在唯一的财富水平
"

"使得( !

!

"财富水平为
"

!

#

!

"

!

#

*

'F>

!

#

"

"

/的个体在赶超战略下的福利水平下降' !

"

"财富水平为
"

!

#

!

"

"

#

T

W

"的个体在赶超战略下的福利水平严格上升%

证明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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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理
"

说明穷人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的损失更大#作为企业家的富
人则可能在赶超战略下受益%个体财富水平越高的人在赶超战略下受益越大#

这个结论对于收入不平等有着直接的含义%

在不同发展战略下#财富水平为
"

9

!

的企业家与财富水平为
"

*

!

的工人)农
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由下式给出(

>

'F\

"

9

!

#

"

*

!

.

!

+!

,

"*

'F\

!

"

"

9

!

*

'F\

!

1

-"

*

!

!

或
!

>

'F\

"

9

!

#

"

*

!

.

!

+!

,

"*

'F\

!

"

$

"

1

-

!

"

9

!

,

$

"

"

*

'F\

!

1

-"

*

!

#

>

'F>

"

9

!

#

"

*

!

.

!

+!

,

"*

'F>

!

"

"

9

!

,

;

*

'F>

!

1

-"

*

!

,

;

!

或
!

>

'F>

"

9

!

#

"

*

!

.

!

+!

,

"*

'F>

!

"

$

"

1

-

!

"

9

!

,

$

"

"

,

;

*

'F>

!

1

-"

*

!

,

;

#

!

!"

"

其中
>

'F\

"

9

!

#

"

*

!

和
>

'F>

"

9

!

#

"

*

!

分别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企业家
与工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基于引理

"

容易证明#

>

'F\

"

9

!

#

"

*

!

'

>

'F>

"

9

!

#

"

*

!

#即赶超战
略下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高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同时#

基于引理
!

可知#赶超战略下的工资水平
*

'F>

!

是
;

的减函数#从而
>

'F>

"

9

!

#

"

*

!

是
;

的增函数#这意味着赶超程度越高#不平等程度越高%上述讨论总结于命
题

"

%

命题
"

!发展战略$个体福利与收入分配"#对于低收入国家#比较优势
发展战略帕累托占优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对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所
有个体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的福利都严格下降%同时#赶超战略将降低
城市化水平#赶超程度越高#城市化水平越低%对于中等收入国家#工人福
利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严格下降#但企业家的福利可能上升%重工业优
先发展战略将导致企业家与工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赶超程度越高#

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

四!不同发展战略下的动态路径和稳态特征
前文考虑了在财富分配给定情形下发展战略对技术选择和收入不平等的

影响#本部分将考虑财富分配的动态演变#探讨发展战略对不平等的动态
影响%

从前文的讨论中可知#个体财富分配的动态取决于其职业选择%给定技
术选择和工资率#财富水平满足

"

#

!

$

#

"

6

#

*

!

/的个体将选择成为工人或农民#

其财富的动态由下式给出(

"

!

1

!

0!

!

-"

!

1

*

!

"

.

!

!%

"

!!

财富水平满足
"

#

!

"

6

#

*

!

#

$

"

"的个体将选择成为企业家#并将其所有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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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投资于现代部门进行生产#其财富的动态由下式给出(

"

!

1

!

0!

0!

+!

,

"*

!

"

"

!

/# 当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

"

!

1

!

0!

0!

+"

,

*

!

"

"

!

/# 当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

+

,

.

!

!#

"

!!

财富水平满足
"

#

!

$

"

#

T

W

/的个体将选择成为企业家#并将$

"

的财富投资
于现代部门进行生产#!

"

!

V

$

"

"的财富储蓄到银行#其财富的动态由下式给出(

"

!

1

!

0!

0!

+!

,

"*

!

"

$

"

1

-

!

"

!

,

$

"

"/# 当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

"

!

1

!

0!

0!

+"

,

*

!

"

$

"

1

-

!

"

!

,

$

"

"/# 当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

+

,

.

!

!B

"

!!

为使本文的分析更加有趣#我们引入以下假设%

假设
#

#

!

-

'

!

'

!

!

"

+"

V

+!

"

%

!

假设
!

-

'

!

排除了个体仅通过储蓄就可以实现财富无限增长的可能性#

这个假设与
=+5.2+*HP4)2+

!

!<<%

"等文献相一致%从下文我们将看到#

!

!

"

+"

V

+!

"

%

!

的假设保证了经济可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最终进入发达国家
阶段%在分析模型的稳态和动态特征以前#我们首先必须给出模型稳态和动
态的严格定义%

定义
#

#由!

&

"式或!

<

"式决定的工资率和由!

!%

"式$!

!#

"式$!

!B

"

式决定的个体财富动态转移方程定义了一个非线性总体转移方程
(

!T!

!

(

!

"和均
衡工资率

*

!

U*

!

(

!

"%模型的稳态定义为
5)/

!

/W

1

*

!

#

(

!

2

U

1

*

W

#

(

W

2#满足
(

!T!

!

(

W

"

U(

W

和
*

W

U*

!

(

W

"%

!一"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的动态路径和稳态特征
本节将刻画低收入国家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的动态路径和稳态特征#

分析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性质%

阶段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1

-

W

$

"

$

"7

(

!

"

"

"

当现代技术被引入到低收入国家时#城市化阶段便开始了#我们将这个时
间点记为

!

$

%在这个阶段#随着资本不断积累#现代部门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多#

农民不断地从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部门#这个阶段被称为城市化阶段!

[+*)E

+*H\4)

#

!<A!

"%这个阶段将持续到
(

!

"

!

#

*

,

"

0

!

"

-

$

"

"

!

#

*

,

"7

(

!

"

"

1

-

W

$

"

$

"7

(

!

"

"

"

#我

们将这个时间点记为
!

!

%

阶段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1

-

W

$

"

$

"7

(

!

"

"

" 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1

-

W

$

"

$

"7

(

!

"

"

"



!!"#

!

经济学!季刊" 第
!"

卷

在这个阶段#所有个体都已经转移到现代部门#企业家选择劳动密集型
技术进行生产%企业家的财富在这个阶段不断上升#使得现代部门的劳动力
需求越来越多%由于经济中不再存在*过剩+劳动力#劳动力需求的上升将
导致工资水平从

*

V

单调上升到
+!

V

+"

#工资水平的上升意味着工人福利在这
一阶段不断提升%这个阶段将持续到

*

!

U

+!

V

+"

#我们将这个时间点记为
!

"

%

阶段
#

!

#

-

$

"

"

!

#

+

!

,+

"

"7

(

!

"

"

1

-

W

$

"

$

"7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1

-

W

$

"

$

"7

(

!

"

"

"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知#这一阶段的工资率稳定在
*

!

U

+!

V

+"

#劳动密集型
和资本密集型现代技术同时被采用%随着资本的积累#企业家越来越多地选择
资本密集型技术#资本密集型技术所占的比例单调地从

$

上升到
!

%这个阶段将
持续到所有企业家都只使用资本密集型技术#我们将这个时间点记为

!

%

%

阶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1

-

W

$

"

$

"7

(

!

"

"

"

在这个阶段#资本相对丰裕#所有企业家都将选择资本密集型技术%

与第二阶段相似#这一阶段资本继续积累#工资水平继续上升#直到
*

!

&

+"

V

!

!

%

下面我们开始讨论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不平等的动态演化%

对于财富水平
"

#

!

"

!

#

*

!

#

$

"

/的企业家#他与工人)农民在时期
!

和时期
!T!

的
收入差距分别为(

>

'F\

"

9

!

#

"

*

!

0

!

+!

,

"*

'F\

!

"

"

9

!

*

'F\

!

1

-"

*

!

0

"

9

!

1

!

)

!

"

*

!

1

!

)

!

!

或
!

>

'F\

"

9

!

#

"

*

!

0

!

+"

,

*

'F\

!

"

"

9

!

*

'F\

!

1

-"

*

!

0

"

9

!

1

!

)

!

"

*

!

1

!

)

!

#

>

'F\

"

9

!

1

!

#

"

*

!

1

!

0

!

+!

,

"*

'F\

!

1

!

"

"

9

!

1

!

*

'F\

!

1

!

1

-"

*

!

1

!

!

或
!

>

'F\

"

9

!

1

!

#

"

*

!

1

!

0

!

+"

,

*

'F\

!

1

!

"

"

9

!

1

!

*

'F\

!

1

!

1

-"

*

!

1

!

.

!

!A

"

!!

对于财富水平
"

#

!

$

"

#

T

W

/的企业家#他与工人)农民在时期
!

和时期
!T!

的收入差距分别为(

>

'F\

"

9

!

#

"

*

!

0

"

9

!

1

!

)

!

"

*

!

1

!

)

!

#

>

'F\

"

9

!

1

!

#

"

*

!

1

!

0

!

+!

,

"*

'F\

!

1

!

"

$

"

1

-

!

"

9

!

1

!

,

$

"

"

*

'F\

!

1

!

1

-"

*

!

1

!

!

!&

"

或
>

'F\

"

9

!

1

!

#

"

*

!

1

!

0

!

+"

,

*

'F\

!

1

!

"

$

"

1

-

!

"

9

!

1

!

,

$

"

"

*

'F\

!

1

!

1

-"

*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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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

容易证明#对于任意
"

*

!T!

'

"

6

#

*

'F\

!T!

#收入不平等动态满足
>

'F\

"

9

!T!

#

"

*

!T!

'

>

'F\

"

9

!

#

"

*

!

#

即企业家与工人)农民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单调下降%

综上所述#当政府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时#低收入国家在其发展过程
中将经历四个不同的阶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工资水平的持续上升#

企业家与工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不断缩小%

!# 与
Q42*(+2H3+*HI5.

6

HK,55)E

!

"$$$

"类似#模型也可能存在周期解%

与
=(+3+M+*H:)+*

N

!

"$$"

"类似#模型中个体财富的动态演化是确定性
且次序稳定的!

2̂H42K?24E42a)*

N

"%因此#当且仅当下列条件同时得到满足
时#经济才能达到稳态!#

(

"

<<

9#

0!

!

+"

,

*

<<

"

"

<<

9#

!

对
"

#

0

"

"

#

*

!

#

$

"

/的企业家
#

#

"

<<

9#

0!

!

+"

,

*

<<

"

$

"

1

-

!

"

<<

9#

,

$

"

"

!

对
"

#

!

$

"

#

1W

/的企业家
#

#

"

<<

*

0!

!

*

<<

1

-"

<<

*

"#

(

!

"

<<

*

"

&

-

$

"

"

<<

*

"7

(

!

"

"

1

-

1W

$

"

$

"7

(

!

"

"

#

!

!J

"

其中#

"

<<

9#

为稳态时企业家
#

的财富水平#

"

<<

*

为稳态时工人的财富水平#

*

<<为
稳态的工资率%上述条件意味着

*

<<

U

+"

V

!

# $

!

#

"

<<

*

U

!

*

<<

!V

!

-

U"

"

#

*

<<

#

"

<<

9#

(

$

"

%

!

!J

"式中不等式可能成立的原因在于财富水平为
"

<<

*

的个体在选择成为企业
家和成为工人之间无差异%

稳态收入不平等程度可以由
>

<<

.

$

"

"

<<

*

U

$

"

!

!V

!

-

"

!

+"

V!

来度量%显然#

>

<<是最高
投资额$

"

的增函数#储蓄率
!

$资本密集型技术生产率
+"

和利率
-

的减函数%

其经济直觉为(由于作为企业家的富人面对边际报酬递减的技术#更高的储
蓄率$更高的生产率和更高的利率在长期内对穷人更有益%上述讨论总结于
命题

%

%

命题
#

#当政府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时#低收入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将
经历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农业人口从农业部门持续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

即落后国家的城市化$工业化过程%在第二阶段#企业家选择劳动密集型技
术进行生产#资本不断积累#工资水平持续上升%在第三阶段#企业家同时
使用劳动密集型技术和资本密集型技术#且资本密集型技术所占比例持续上
升'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资源被配置到资本密集型部门#表现为一个
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在第四阶段#经济中只有资本密集型技术被采用#国
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工资水平单调上升#企业家与工
人)农民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单调下降%长期不平等程度是储蓄率

!

$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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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型技术生产率
+"

和利率
-

的减函数%

证明见附录%

!二"赶超战略下的动态路径和稳态
与前文的分析相同#我们只考虑资本密集型技术不具备自生能力情形下

!即
*

!

'

+!

V

+"

"的政府赶超战略%换言之#若经济已经进入第四阶段!

*

!

&

+!

V

+"

"#资本密集型技术符合经济的比较优势#政府无须对其继续补贴#也
不需要对个体征收一次性税收

;

%因此#当经济进入第四阶段时#赶超战略
下动态路径和稳态特征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完全相同%

然而#一个经济体能否进入第四阶段取决于政府推行赶超战略的程度%

可以证明#当政府推行赶超战略时#经济有可能无法跨越前三阶段'此时#

赶超战略下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要高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的不平等程度%我
们将上述讨论正式地表述为引理

%

%

引理
#

#对于均衡工资
*

!

#

0

*

V

#

+!

V

+"

"#若
;

%

*

!

V

*

!

!

!V

!

-

"

!

!

+!

V"*

!

V-

"

#

则经济可能无法跨越经济发展的前三个阶段%经济稳态满足
*

W

U*

!

#

(

W

满足两点分布
"

*

W

U

!

!

*

W

V;

"

!V

!

-

#

"

9

W

U

!

0!

+!

V"*

W

V-

"

$

"V;

/

!V

!

% &

-

%劳动力市场
出清条件为

?

*

&#

g

!

?

9

"

9

W

"!当
*

!

U*

V

"或
?

*

U

#

g

!

?

9

"

9

W

"!当
*

!

%

*

V

"%

长期收入不平等为
>U"

9

W

)

"

*

W

#是赶超程度的增函数$长期工资水平
*

W

的
减函数%赶超战略下稳态不平等程度高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的稳态不平
等程度%其中#

"

*

W

和
"

9

W

分别为稳态时工人和企业家的财富水平#

?

*

和
?

9

分别为稳态时工人和企业家的数量#

##

0

!

#

"

"是资本密集型技术比例的一个
指标%

证明见附录%

由于工资在模型中是内生的#财富分配动态路径为一个非线性马尔可夫
过程#完整刻画其动态路径非常困难!

Q+*42

D

44+*H94S/+*

#

!<<%

"%为方
便比较不同发展战略下的动态路径#我们只考虑经济最终跨越了前三个阶段#

最终进入第四阶段的情形%换言之#我们考虑稳态经济绩效和不平等程度与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完全相同情形下#赶超战略对收入不平等动态路径的影响%

赶超战略下动态路径的特征总结于引理
#

%

引理
$

#若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其城市化阶段所需的时间长于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所需的时间#且赶超程度越高#所需时间越长%当赶超
程度足够高时#企业家和工人)农民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可能在前三阶段上升%

证明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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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城市化的速度取决于两个因素(企业家财富的累积速度和单位
资本吸纳劳动量%当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企业家财富累积速度
较慢#同时#资本密集型技术单位资本吸纳劳动少于劳动密集型技术#使得
赶超战略下单位资本吸纳劳动降低#这两种效应都导致低收入国家在赶超战
略下城市化速度变慢%上述讨论总结于命题

#

%

命题
$

#若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经济可能停滞在经济发展的前
三个阶段#此时#稳态不平等程度高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赶超程度越高#

稳态不平等程度越高%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城市化所需的时间更长#

赶超程度越高#城市化时间越长%同时#企业家与工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
距可能在经济发展的前三个阶段上升#收入分配动态呈现库兹涅茨倒

;

形
特征%

五!数值分析
本部分将使用数值模拟方法定量考察赶超战略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我

们首先简单介绍数值模拟的方法#然后报告并讨论数值模拟的结果%

!一"数值模拟方法
我们根据假设

!

&

%

选择数值模拟的参数#我们选择
+!

U#

'

+"

U%

'

*

V

U

$8B

'

$

"U%

'

!

U$8B

'

-U!8"

%我们假设初始收入分布满足对数线性
I9

!

@

#

A

"#

@

$

A

分别为收入对数的均值和标准差#我们从
I9

!

@

#

A

"中随机选出
!$$$$

个样本作为初始财富分布%数值模拟中#我们以常用的基尼系数作为
收入不平等的度量%

!二"静态数值模拟结果
在静态情形下#可以利用数值模拟方法考察赶超程度对均衡工资水平和

收入不平等的定量影响#我们以
;

#

0

$

#

$8#

/表征赶超程度%同时#如上文
所证明的#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赶超战略的影响存在差异#我们以
@

#

0

V"

#

$

/表征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标准差
A

取为
!

%图
%

和图
#

分别描
述了赶超战略对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均衡工资水平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响%

从图
%

中可以看出#对于人均收入比较低的低收入国家#不同发展战略
下的均衡工资水平均为

*

V

U$8B

'但从图
#

中可以看出#赶超战略下的基尼系
数高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且赶超程度越高#基尼系数越大%对于中等收入
国家#赶超战略下的工资水平低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且赶超程度越高#均
衡工资水平越低'同时#从图

#

中可以看出#收入不平等程度是赶超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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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发展战略与均衡工资

图
#

!

发展战略与收入不平等

单调增函数%对于高收入国家#由于政府无须进行赶超#均衡工资水平和不
平等程度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的均衡工资水平和不平等程度相同%

!三"动态数值模拟结果
在动态情形下#我们可以利用数值模拟方法考察赶超程度对均衡工资和

收入不平等动态路径的定量影响#同样#以
;

#

0

$

#

$8#

/表征赶超程度的不
同#时期数取为

"$

%图
B

和图
A

分别描述了赶超战略对均衡工资水平和收入
不平等程度的动态影响%

从图
B

中可以看出#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落后国家工资水平单调上
升#经济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在赶超战略下#均衡工资水平不高于比较优
势发展战略#且赶超程度越高#均衡工资水平越低%当赶超程度足够高时#

均衡工资停滞于最低工资水平#经济发展停滞于第一阶段%从图
A

中可以
看出#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基尼系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单调下降%在
赶超战略下#收入不平等程度高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且赶超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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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B

!

赶超战略与工资动态

图
A

!

赶超战略与收入不平等动态

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当赶超程度比较高时#基尼系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
的倒

;

形结构'当赶超程度足够高时#经济稳态收入不平等程度远远高于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

六!结论性评述
收入分配持续恶化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国民收入分配

结构不断从居民向企业和政府倾斜不仅直接造成了收入不均#同时也是中国
消费需求萎靡不振的重要原因%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十二五+期间经
济发展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然而#有效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的前提是理解收入
分配持续恶化的根本原因#本文基于政府发展战略的视角#从理论上研究了
收入分配的根本决定因素%

研究发现#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升级本身并不会带来收入分配恶化#政府
不当的发展战略才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根本原因%文章证明#若政府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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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低收入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将经历四个阶段%在第一
阶段#农业人口从农业部门持续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即落后国家的城市化$

工业化过程%在第二阶段#企业家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进行生产#资本不断
积累#工资水平持续上升%在第三阶段#企业家同时使用劳动密集型技术和
资本密集型技术#且资本密集型技术所占比例持续上升'在这个过程中#越
来越多的资源被配置到资本密集型部门#表现为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在第四
阶段#经济中只有资本密集型技术被采用#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在经济
发展过程中#随着工资水平的不断上升#企业家与工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将不断缩小#收入不平等程度持续下降%这些结论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和东
亚*四小龙+等推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和地区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实
现了*公平的增长+!

N

2.S3(S)3(4

_

1)3

6

"%

如果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鼓励和支持违背比较优势的
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将降低劳动力需求#进而降低均衡工资水平#而工
资收入下降将导致企业家与工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由此可见#过度
工业化和重工业化才是收入分配持续恶化的直接原因#发展战略及由此衍生
的一整套政府干预政策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以
来#政府逐步放弃了赶超战略#然而#由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衍生的一系
列制度和政策并没有完全改变#如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扭曲的资源价格体
系和金融抑制政策等!

I)*

#

"$$%

"%这些制度安排对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产
生了长期和持续的影响#是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结构持续恶化的重要原因
!

I)*+*H'(4*

#

"$!!

'

'(4*+*HR+.

#

"$!!

'等等"#相关制度$政策与收入
分配的关系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本文最重要的政策含义在于欠发达国家政府对于该国的收入分配和经济
绩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刘易斯在其经典论述!

I4S)E

#

!<BB

#

d

8%&A

"

中所指出的#*没有哪个国家在没有一个明智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取得过良好的
经济绩效#33然而#政府阻碍国家经济发展的例子却也比比皆是33+%本
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个政府要成为一个明智的政府#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
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4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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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构成均衡工资%因此#企业家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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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W

$

"

$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1

-

W

$

"

$

"7

(

!

"

"

"

!

(

-

$

"

"

"

#

*

!

"7

(

!

"

"

1

-

W

$

"

$

"7

(

!

"

"

"

.

这意味着经济中存在过度的劳动需求#即
*

!

(

+!

V

+"

无法构成均衡工资%但工资率不能无
限上升#工资上限由下式决定(!

+"

V-V

0

*

"

g

$

"U

0

*

)0

*U

!

+"

V-

"

$

"

!T

$

"

%若工资水平高于
0

*

#

则所有个体都选择成为劳动者#劳动力市场无法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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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在这种情形下#所有企业家选择资本密集型技术#工资率由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
决定#且满足

*

!

#

!

+!

V

+"

#

0

*

/(

(

!

"

"

#

*

!

"

!

0

-

$

"

"

"

#

*

!

"7

(

!

"

"

1

-

W

$

"

$

"7

(

!

"

"

"

!!

证毕%

引理
!

证明#

对于资本稀缺的低收入国家#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企业家将选择劳动密集型技
术#均衡工资率由下式决定(

(

!

"

!

#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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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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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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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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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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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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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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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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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1

-

W

$

"

$

"7

(

!

"

"

"

)X*

!

0

*

,

*

+

,

.

!!

若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则均衡工资率由下式决定(

(

!

"

!

#

*

!

"

0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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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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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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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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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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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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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

-

W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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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1

-

W

$

"

$

"7

(

!

"

"

,

"

"

<

T

"

<

0

!

"

-

$

"

"

!

#

*

!

"7

(

!

"

"

1

-

W

$

"

$

"7

(

!

"

"

"

,

"

<

!

)X

!

*

!

0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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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和
"

<

都是工资
*

!

的单调增函数#保证了均衡工资
*

!

的唯一性%显然#赶超战略
下的劳动力需求低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的劳动力需求#这意味着赶超战略的均衡工资率
不高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的均衡工资率%同时#更高的赶超程度意味着更低的劳动需
求#从而导致更低的均衡工资率%证毕%

引理
"

证明#

我们首先证明福利损失是财富的减函数%对于财富水平
"

!

#

!

"

!

#

*

'F>

!

#

"

!

#

*

'F\

!

"的个体#

其福利损失为(

=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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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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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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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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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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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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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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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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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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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

;.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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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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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是财富的减函数%

对于财富水平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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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的个体#其福利损失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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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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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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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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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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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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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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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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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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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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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财富的减函数%

对于财富水平
"

!

#

!

$

"

#

T

W

"的个体#其福利损失为(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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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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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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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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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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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常数%

由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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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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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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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

"

!

#

*

'F\

!

知#

=

在
"

!

#

*

'F\

!

是连续的%

因此#

=

在
"

!

#

0

"

!

#

*

'F>

!

#

$

"

"严格递减#在
"

!

#

0

$

"

#

T

W

"为常数%

对于财富水平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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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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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体#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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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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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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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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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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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够大时#对于财富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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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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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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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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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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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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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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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

;

'

$.

因此#

"

"是存在且唯一的%证毕%

命题
%

证明#

!

!

"经济发展四个阶段

阶段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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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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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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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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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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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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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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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不等式可以由假设
%

得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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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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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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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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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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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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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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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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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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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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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财富水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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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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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

"

/的企业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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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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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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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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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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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财富水平
"

#

!

$

"

#

T

W

/的企业家#他们的劳动需求在这一阶段没有变化%

这意味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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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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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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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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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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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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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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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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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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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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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由此可见#在这一阶段#企业家的财富不断增长#城市部门的劳动需求不断上升#个
体不断从农业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

阶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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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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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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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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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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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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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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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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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任意时间点
!

%

!

!

的均衡工资为
*

!

#我们将证明
*

!T!

%

*

!

%

对于工人(

由假设
%

#对任意
*

!

#

!

*

V

#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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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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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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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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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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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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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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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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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对于财富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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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对于财富水平
"

#

!

$

"

#

T

W

/的企业家#他们的劳动需求在这一阶段没有变化%

这意味着#

!

"

-

$

"

"

!

#

*

!

"7

(

!

1

!

!

"

"

1

-

1W

$

"

$

"7

(

!

1

!

!

"

"

"

%

!

"

-

$

"

"

!

#

*

!

"7

(

!

!

"

"

1

-

1W

$

"

$

"7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

1

!

!

"

"

1

-

1W

$

"

$

"7

(

!

1

!

!

"

"

"

%

(

!

1

!

!

"

!

#

*

!

"#

)*

!

1

!

%

*

!

.

!!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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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动态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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