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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利用动态优化方法分别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在这些基础模型
上，分别从理论基础、分析框架、动态一般均衡实质和生产函数设定及实证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

长模型与西方经济学增长模型进行比较分析。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前者的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

价值理论，后者的理论基础为凯恩斯的需求决定论或新古典的均衡价值论；前者是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高

度统一，后者侧重宏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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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是一位经济增长理论家，他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个把静态分析动态化、短期分析长期化并建

立了第一个经济增长模型。西方经济学在落后了大半个世纪之后，才从马克思那里受到启示，开始建立

西方经济增长模型。哈罗德 －多马模型是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索罗模型、斯旺模型则以新
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哈罗德 －多马模型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难以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索罗等的
新增长理论模型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实现稳定增长，并对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和

实现机制作了分析研究。为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有必要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数理模型，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等方面探索显得尤其重要，西方经济学最优增长

模型对我们构建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具有不同程度上的借鉴意义。①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最优增长模型与西方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进行比较分析。

本文首先对有关马克思经济学增长理论、马克思经济学的数理增长模型、西方经济学增长模型和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等相关文献进行综述，阐述现有文献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增长理论和

模型有待完善和发展的地方；第二部分最优经济增长模型，利用最优动态化等方法对比介绍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和西方经济增长基本模型；第三部分为比较分析，在介绍最优增长基本模型基

础上，分别从理论基础、分析框架、动态一般均衡的实质和生产函数设定及实证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进行比较分析；第四部分小结和建议。我们应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最优增长模型和西方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各自优势，为我国可持续增长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持。

一、文献综述

本文比较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主要涉及有关马克思经济学增长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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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经济学的数理增长模型、西方经济学增长型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等方面，因此，

我们对这些方面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

１．有关马克思经济学的增长理论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在经济思想史上，古典经济学家和马

克思所研究的积累问题、人口和就业问题，特别是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等问题，实际上都是经济增

长问题，只是当时还没有出现“经济增长”这一术语。马克思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确立了社会总资本

再生产和流通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批判地继承法国和英国古典经济学有关理论遗产的成

果，也是批判“斯密教条”的成果。

马克思在《１８５７ ～ 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中第一次提出了劳动二重性学说，区分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
本，解决了新价值创造和旧价值的转移问题，这为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马克思

从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末开始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到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最终完成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理
论。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再生产理论观点认识是逐步深化的。正是在逐步深入地批判继承古典经济

学有关理论遗产的过程中，在逐步深入地批判“斯密教条”的过程中，马克思逐步形成、发展和最终完成

了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的科学体系，即经济增长理论的科学体系。

马克思创立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首先科学地建立了两个基本前提：社会总产品在价值形式上由

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个部分构成；在实物形式上由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和生产消费品

的第二部类两个部分构成。这样，马克思抓住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即社会总产品一方面在

实物形式上如何补偿，另一方面在价值形式上如何补偿的问题。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分析法就是现代西

方经济学所说的长期动态分析法。

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实际上就是现代经济学所谓的经济增长模型，马克思对扩大再生产实现条

件的分析，也就是经济实现稳定增长条件的分析。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和长期动态分析方法对现代经

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马克思独立开拓的经济增长研究领域，不仅在恩格斯 １８８５
年撰写《资本论》第二卷序言时，是“至今几乎还没有人进人的领域”，而且直到琼·罗宾逊 １９４２ 年发表
《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这一领域现在大部分仍未有人耕耘过”。［１］

２．有关马克思经济学数理增长模型文献综述
在经济增长理论史上，马克思是第一个系统地创建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费里德曼则是第一个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数学模型的学者。费里德曼在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

的基础上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数学模型，他的模型是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一个经济增长数学模型。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费里德曼从苏联经济的实际情况出发，对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利
用数学模型分析研究了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并构建了马克思经济学数理增长模型。［２］［３］

由费里德曼开创的马克思经济学增长数学模型可知，马克思增长数学模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是

经济增长理论史上第一个两部类模型（西方经济学增长理论一般称之为“两部门模型”）。从建模角度

看，与哈罗德 －多马和新古典增长等单一部门模型相比，两部门模型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更加贴近经
济现实，也更有利于据此建立计量模型、进而分析经济增长动力因素等。正因为如此，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开始，新增长模型基本上采用两部门结构构建各种不同的增长模型。西方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对马克思

经济学怀着偏见，不是恶意攻击，就是盲目批判。当他们认识到马克思是一位严肃的理论家，并把马克

思作为一位严肃的理论家来对待时，他们才开始分析研究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增长

理论启示下，西方经济学家不断尝试建立西方经济增长模型。

现有文献从多角度分析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费里德曼仅采用数学方法分析研究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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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理论。用费里德曼采用的数学方法来分析，研究马克思主义增长理论，可得到如下启发：一是如何用

简洁的数学模型正确地、准确地、精确地表达马克思用图式表达的经济增长理论；二是如何用数学模型

表达马克思关于经济增长的平衡条件在生产自发形式中经常遭到破坏，因而不可避免地发生周期性生

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理论；三是如何用数学模型表达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以及

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条件下经济增长理论；四是如何将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效地结合起来。

这些也将是马克思经济学最优模型发展和完善的地方。

３．有关西方经济学增长理论模型文献综述
西方经济增长模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些模型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都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哈

罗德和多马构建了第一个西方经济增长数学模型，也就是哈罗德 －多马模型。该模型以凯恩斯理论为
基础纳入增长因素，并将比较静态分析方法推广到经济增长问题上。哈罗德 －多马模型表示的经济数
量关系与马克思经济学增长模型有相通之处。罗宾逊夫人认为，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的图式，为凯恩斯

分析研究储蓄和投资、资本品生产和消费品需求之间平衡等问题提供了一种极其简单而又不可缺少的

方法，这些被哈罗德 －多马模型进一步发展成为长期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
西方学者承认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和哈罗德 －多马模型之间联系和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经

济增长模型是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西方学者可以接受马克思关于社会总产品实物构成

原理，并用“资本品”和“消费品”来代替“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但他们决不可能接受马克思关于社

会总产品价值构成原理。其根本原因于：可变资本 Ｃ，不变资本 Ｖ 和剩余价值 Ｍ，并不是三个抽象的数
学符号，其实质反应的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这同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是根本对立的。

西方增长理论并不满足于哈罗德 －多马模型，对哈罗德 －多马模型做了重要的修正，索罗、斯旺等
人构建了新古典增长模型。他们修正了哈罗德 －多马模型中资本和劳动的不可替代关系，构建了资本
和劳动能相互替代的生产函数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之后，西方经济增长理

论经历了 ２０ 年左右的停滞期后，新增长理论打破了新古典增长模型长期占据的正统地位。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罗默和卢卡斯创立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也就是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认为，内生技术进步是

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技术进步主要是由经济当事人从事技术研究和开发的结果，技术创新是由人们追

求经济收益的结果等。［４ ～ ６］

新增长理论分析研究经济增长过程阐述的思想，仍然可以从马克思经济学增长理论中找到渊源。

西方经济学增长理论虽然研究成果斐然，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对马克思经济学增长理论中经济结构与

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基本上仍局限于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和实现条件上。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雍
文远和石景云先后给出了马克思的经济增长公式，才在认识上迈出了新的一步。［７］［８］９０ 年代以来，杨继
国和张忠任等人在马克思经济学增长理论又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等。［９］［１０］

４．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文献综述
大西和山下等开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以马克思经济学增长理论基础上，利用

动态一般均衡最优化方法构建了含有两部门生产函数的增长模型。阶级分析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个重

要特点，而剥削则是理解资本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１１］大西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进一

步拓展为包括资本家与工人两阶级，［１２］资本家和工人阶级拥有资本存量存在着差异，资本家拥有资本量

要大于工人，从而分析研究阶级及剥削。这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对于阶级关系及剥削的

分析遵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即剥削就是资本家对工人一部分劳动的无偿占有。［１１，１３，１４］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根本性区别，马克思将劳动时间这一客观标准作

为衡量价值的基础，其目的就在于揭示社会经济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已经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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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价值论的特点，即两个部门产品生产都可以还原为劳动。那么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

基本模型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价格与价值呢？对此，金江和大西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

基础上做出了诸多探索。［１５ ～ １７］

生产过程不断更新和重复地进行就是再生产，人类要延续和发展，物质生产活动就必然是再生产过

程。正如马克思认为社会再生产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

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及物质形式的制约。因此，价值补偿与物质替换的双

重要求决定了社会再生产的复杂性。一旦其过程发生问题，例如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出现比例失调，就

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金江，森冈，大西等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基础上进行拓展重新

阐释了社会再生产理论。［１６ ～ １８］

西方经济学增长模型发展是以解释技术进步展开的，其中，以卢卡斯（Ｌｕｃａｓ）人力资本模型和罗默
技术创新模型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模型，利用人力资本解释经济增长动力机制。［４］［５］卢卡斯人力资本

模型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持续不断的人力资本积累，罗默的技术创新模型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

自人力资本积累的技术创新。新增长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劳动力”定义扩展为人

力资本。正是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使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得以完善。

马克思经济学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剩余价值是劳动创造的；现代社会里，劳动形式和复杂程度与马

克思时代完全不同，这就需要对劳动的内涵加以拓展，如人力资本的劳动，应获取人力资本的补偿，剩余

价值中应有一部分是人力资本创造的价值。因此，在现代社会，我们有必要利用马克思经济学最优增长

模型对马克思经济学剩余价值理论进行创新。

二、最优增长模型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和西方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均可从集中经济与分权经济

两个维度展开，其中集中经济模型更为简洁，而分权经济模型则包含了更为丰富的经济学内容，二者在

最终的结论上可以实现殊途同归。为了分析简便，本文仅从集中经济展开这两个最优增长基本模型。

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
（１）生产函数

山下和大西等开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设定如下的消费品生产函数：［１］

Ｙ（ｔ）＝ ＡＫ（ｔ）α（ｓ（ｔ）Ｌ）β （１）
　 　 式（１）为消费品生产函数，其生产函数为常见的 Ｃ － Ｄ 型生产函数，其含义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增长
模型的生产函数。②Ａ为技术水平，或理解为全要素生产率。Ｌ 为劳动，这里的劳动是劳动力提供的全部
劳动时间；该劳动时间并不是个别劳动时间，而是整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③Ｋ（ｔ）为资本存量，但它并非
简单的要素投入，而是一种物化劳动，包含了迂回生产的涵义。④大西认为，以机器生产替代人工生产，一

方面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延长了生产链条，增强了迂回性，进而改变社会资

源配置。［１２］α和 β分别为资本与劳动产出弹性，且 α ＋ β ＝ １，即规模报酬不变。如工业革命爆发之前，消
费品均为手工生产，并没有机器使用，此时 α ＝ ０；工业革命之后，机器作为一种生产手段被导入，此时
α ＞ ０。ｓ（ｔ）为全部劳动投入到消费品生产所占比例，且 ０ ＜ ｓ（ｔ）１。

资本存量的动态变动方程为：

Ｋ
·

＝ Ｂ（１ － ｓ（ｔ））Ｌ － δＫ（ｔ） （２）
　 　 其中，Ｂ（１ － ｓ（ｔ））Ｌ为新增资本存量，Ｂ 为资本品生产技术水平，即单位劳动投入实现的资本品产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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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⑤δＫ（ｔ）表示时期 ｔ的资本存量折旧，δ为折旧率，且 ０ ＜ δ ＜ １。
（２）行为主体决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的集中经济行为决策为：

ｍａｘ
ｓ（ｔ）
Ｕ ＝ ∫

∞

０
ｅ－ｐｔ ｌｎＹ（ｔ）ｄｔ （３）

ｓ． ｔ． Ｋ
·

＝ Ｂ（１ － ｓ（ｔ））Ｌ － δＫ（ｔ） （４）
Ｙ（ｔ）＝ ＡＫ（ｔ）α（ｓ（ｔ）Ｌ）β （５）

　 　 式（３）为集中经济行为主体的最优化目标函数，Ｕ表示代表性行为主体的效用。由马克思经济学角
度来看，ｌｎＹ（ｔ）为消费者消费消费品获取使用价值，即对消费品需求获得满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
长基本模型中效用并不决定商品的价值，这与西方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是有区别的。效用函数采取对

数形式，并且是关于 Ｙ（ｔ）的函数。假设消费品都是易腐品，当期消费量就是消费品产量。ρ 为体现时间
偏好的贴现率，ｅ － ρｔ即为贴现因子。由式（４）和式（５）可知，无论是消费品还是资本品，其生产最终均可还
原为劳动，这就体现了马克思经济学劳动价值论。为了简化分析，假设技术进步和劳动总量不随时间发

生变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处理如何将有限的社会必要劳动配置到消费品与资本品

两类生产部门之中，以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增长路径。

由最优控制论可得到如下的最大化汉密尔顿函数：

Ｈ ＝ ｌｎＹ（ｔ）＋ λ（Ｂ（１ － ｓ（ｔ））Ｌ － δＫ（ｔ）） （６）
　 　 其中，λ为当前效用度量的资产影子价值，可得如下的优化条件：

ｈ ／ ｓ ＝ β ／ ｓ － λＢＬ ＝ ０ （７）

ρλ ＝ λ
·

－ δλ ＋ α ／ Ｋ（ｔ） （８）
ｌｉｍ
ｔ→∞
ｅ－ρｔλＫ（ｔ）＝ ０ （９）

（３）经济系统均衡
由式（７）和式（８）可得到如下的动态方程为：

ｓ
·

／ ｓ ＝ α
β
ＢＬ
Ｋ ｓ － ρ － δ （１０）

　 　 由式（４）可得到：

Ｋ
·

／ Ｋ ＝ Ｂ（１ － ｓ（ｔ））Ｌ ／ Ｋ（ｔ）－ δ （１１）
　 　 由式（１０）和式（１１）组成的经济系统稳态均衡时，可得到：

α
β
ＢＬ
Ｋ ｓ － ρ － δ ＝ ０ （１２）

Ｂ（１ － ｓ（ｔ））Ｌ ／ Ｋ － δ ＝ ０ （１３）
　 　 由式（１２）和式（１３）可得到如下均衡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投入到消费品生产中比例和均衡的资本
存量：

ｓ ＝ β（δ ＋ ρ）
δ ＋ βρ

（１４）

Ｋ ＝ ＢαＬ
δ ＋ βρ

（１５）

　 　 由式（１５）可得到均衡时的资本与劳动之比为：

Ｋ ／ Ｌ ＝ Ｂα
δ ＋ βρ

（１６）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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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的均衡值可知，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定的情形下，如何在消费品和投资品生产之间进行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配置从而达到最优增长；从增长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并没有

分析研究影响经济增长决定性因素。

（４）增长的相位图
由式（１０）和式（１１）组成的经济系统稳态均衡时，可得到：

α
β
ＢＬ
Ｋ ｓ － ρ － δ ＝ ０ （１７）

Ｂ（１ － ｓ（ｔ））Ｌ ／ Ｋ － δ ＝ ０ （１８）
　 　 由式（１７）可得到：

ｓ ＝ β
αＢＬ
（ρ ＋ δ）Ｋ （１９）

　 　 由式（１８）可得到：
ｓ ＝ １ － δＫ ／ ＢＬ （２０）

　 　 由式（１０）、式（１１）、式（１４）、式（１５）、式（１７）和式（１８）可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

型相位图（见图 １）。ｓ· ＝ ０ 为式（１２），Ｋ
·

＝ ０ 为式（１３），ｓ· ＝ ０ 和 Ｋ
·

＝ ０ 相交于 Ｅ（Ｋ
·

，ｓ·）点。直线 ｓ· ＝ ０ 和 Ｋ
·

＝０ 直线可划分出四个部门。在 ｓ· ＝ ０ 的左侧 ｓ将上升，而右侧，则下降；在 Ｋ
·

＝ ０ 的左侧 Ｋ增加，而右侧
Ｋ则减少（见图 １）。

如经济体从点 Ａ开始，将会出现资本存量不断增大，消费品的社会必要劳动将不断减少，从而经济
体走向资本存量不断增大，消费品生产不断减少，从而导致经济体经济崩溃，达不到均衡。这是由于经

济体过分追求资本积累，从而牺牲了消费品的生产，破坏了经济体应有保持的两类产品生产比例关系。

如经济体从点 Ｎ开始，将会出现资本存量不断增大，同时消费品社会必要劳动将会不断增加，从而
经济体走向资本存量不断增大，同时消费品的生产也将不断增大，最终经济体达到均衡。这是由于经济

体在追求资本存量积累同时，兼顾消费品生产的增加，从而保持了经济的两部类产品生产的比例关系。⑥

图 １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相位图

　 　 如经济体从点 Ｃ开始，刚开始，消费品生产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较大，在资本品生产不断增大

同时，消费品生产也在不断增大，但这样的情形不会持续太久；当变化越过线 Ｋ
·

＝ ０ 时将会出现资本存量
将不断减少，消费品将不断增大，从而导致经济体解体达不到均衡。这是由于经济体追求消费品的生

产，从而降低了资本存量，破坏了经济体应保持的两类产品生产的比例关系。

如经济体从点 Ｄ开始，将会出现资本存量不断增大，消费品社会必要劳动将不断减少，从而经济体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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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资本存量不断增大，而消费品的生产将不断减少，从而导致经济体解体，达不到均衡。这是由于经

济体追求资本存量的积累，从而牺牲了消费品的生产，破坏了经济体应保持的两类产品生产的比例。

如经济体从点 Ｍ开始，将会出现资本存量不断减少，同时消费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将不断减少，从
而经济体走向资本存量不断减少，同时消费品的生产也将不断减少，从而经济体达到均衡。这是由于经

济体追求资本存量积累和消费品生产的增加时，导致经济体的资源过度利用，从而造成了经济体资源的

过度利用，为此，经济体将资本存量和消费品生产减少，最终使得经济体达到均衡，从而保持了经济的两

类产品生产的比例关系。

如经济体从点 Ｆ开始，由于资本存量较多，为此，减少资本存量，这将增加消费品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最终导致经济体解体，达不到均衡。这是由于经济体过分追求消费品的生产，从而牺牲了资本存量

积累，破坏了经济体应有保持的两类产品生产的比例关系。

由上述的分析可知，点 Ｅ为马克思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的鞍点均衡，经济体只有由点 Ｎ和点 Ｍ
出发才能达到均衡鞍点 Ｅ。马克思分析研究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图 １ 中分析的由点 Ａ、点 Ｃ、点 Ｄ和点
Ｆ情形，由这些点开始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达到均衡增长。

同样，采用分权经济的市场机制可推导出式（１０）和式（１１），这样，各个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与集权
配置资源的方式是一致的。

上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可进行不断拓展。如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

模型中增加资本品生产函数，这将出现了两部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如将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增长基本模型拓展包括资本家与工人的两阶级模型，这样拓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

可进行阶级分析，尤其可进行阶级关系及剥削分析研究等。

２．西方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
（１）生产函数
西方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设定如下总的生产函数：

Ｙ（ｔ）＝ ＡＫ（ｔ）αＬ（ｔ）β （２１）
　 　 式（２１）为 Ｃ － Ｄ总的生产函数，Ｙ（ｔ）为总的产出，其中包含消费品和资本品。Ａ 为技术水平。Ｌ 为
参与生产的劳动力，可以为参与生产的劳动力人数，也可以为参与生产的劳动时间。Ｋ（ｔ）为资本存量，
是指投入生产的设备、工具等物质资料，这与马克思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描写中的资本有着根本区

别。α和 β分别为资本与劳动产出弹性，且满足 α ＋ β ＝ １，即总的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的。资本存
量 Ｋ（ｔ）的动态变动方程为：

Ｋ
·

＝ Ｙ（ｔ）－ Ｃ（ｔ）－ δＫ（ｔ） （２２）
　 　 其中，Ｙ（ｔ）为总产出，Ｃ（ｔ）为消费，δＫ（ｔ）为资本存量折旧，δ为折旧率且 ０ ＜ δ ＜ １。西方经济学增长
基本模型主要在于跨期的决定，即决定了消费 Ｃ（ｔ）。这实质上也就是决定了储蓄率［Ｙ（ｔ）－ Ｃ（ｔ）］／ Ｙ
（ｔ）。这与马克思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不同：马克思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在于决定社会必要劳
动时间在消费品生产和资本品生产的配置；西方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在于跨期的配置：储蓄率的

决定。

（２）行为主体决策
西方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行为的主体决策为：

ｍａｘ
Ｃ（ｔ）
Ｕ ＝ ∫

∞

０
ｅ－ρｔ ｌｎＣ（ｔ）ｄｔ （２３）

ｓ． ｔ． Ｋ
·

＝ ＡＫ（ｔ）αＬ（ｔ）β － Ｃ（ｔ）－ δＫ（ｔ）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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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２３）为行为主体的最优化目标函数，Ｕ 为代表性行为主体的主观效用。效用函数为消费品的对
数形式，虽然马克思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和西方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都有决策的目标函数，但

它们内在含义是不一样的：马克思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认为，消费者消费消费品获取商品的使用价

值；西方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中的 Ｕ为经济主体的主观效用。ρ为时间偏好的贴现率，式（２４）为经
济体约束条件。

由最优控制论可得到如下的最大化汉密尔顿函数：

Ｈ ＝ ｌｎＣ（ｔ）＋ λ（ＡＫ（ｔ）αＬ（ｔ）β － Ｃ（ｔ）－ δＫ（ｔ）） （２５）
　 　 其中，λ为当前效用度量的资产影子价值，可得如下的优化条件：

Ｈ ＝ ｌｎＣ（ｔ）＋ λ（ＡＫ（ｔ）αＬ（ｔ）β － Ｃ（ｔ）－ δＫ（ｔ）） （２６）

ρλ ＝ λ － δλ ＋ λＡαＫ（ｔ）α－１Ｌ（ｔ）β （２７）
ｌｉｍ
ｔ→∞
ｅ－ρｔλＫ（ｔ）＝ ０ （２８）

（３）经济系统均衡
由式（２６）和式（２７）可得到如下的消费动态经济系统：

Ｃ
·

／ Ｃ ＝ αＡＫ（ｔ）α－１Ｌ（ｔ）β － ρ － δ （２９）
　 　 由式（２４）可得到如下的资本动态经济系统：

Ｋ
·

／ Ｋ ＝ ＡＫ（ｔ）α－１Ｌ（ｔ）β － Ｃ（ｔ）／ Ｋ（ｔ）－ δ （３０）
　 　 由式（２９）和式（３０）组成的经济系统趋于稳态均衡时，可得到：

αＡＫ（ｔ）α－１Ｌ（ｔ）β ＝ ρ ＋ δ （３１）
ＡＫ（ｔ）α－１Ｌ（ｔ）β ＝ Ｃ（ｔ）／ Ｋ（ｔ）＋ δ （３２）

　 　 由式（３１）和式（３２）可得到如下的均衡稳态的资本存量和消费：

Ｋ ＝ αＡＬβ

δ ＋( )ρ
１ ／（１－α）

（３３）

Ｃ ＝ （１ － α）ＡＬ（ｔ）β αＡＬ
β

δ ＋( )ρ
α ／（１－α）

＋ ρ αＡＬ
β

δ ＋( )ρ
１ ／（１－α）

（３４）

　 　 均衡状态下，资本存量 Ｋ（ｔ）和总的消费 Ｃ（ｔ）分别为式（３３）和式（３４）。由上述的均衡值可知，在人
口劳动力一定的情形下，如何进行跨期的配置，即如何在当前的消费 Ｃ（ｔ）和未来消费储蓄 Ｙ（ｔ）－ Ｃ（ｔ）
之间进行配置，从而达到消费贴现值最大。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马克思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并没

有分析研究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等问题，西方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因为进行了直接的跨期

资源的配置，从而进行了最优经济增长分析研究。

（４）增长的相位图
由式（２９）和式（３０）可得到如下的动态方程为：

Ｃ
·

／ Ｃ ＝ αＡＫ（ｔ）α－１Ｌ（ｔ）β － ρ － δ （３５）

Ｋ
·

／ Ｋ ＝ ＡＫ（ｔ）α－１Ｌ（ｔ）β － Ｃ（ｔ）／ Ｋ（ｔ）－ δ （３６）
　 　 由式（３５）和式（３６）组成的经济系统稳态均衡时，可得到：

αＡＫ（ｔ）α－１Ｌ（ｔ）β ＝ ρ ＋ δ （３７）
ＡＫ（ｔ）α－１Ｌ（ｔ）β ＝ Ｃ（ｔ）／ Ｋ（ｔ）＋ δ （３８）

　 　 由式（３７）和式（３８）可得到稳态均衡条件下的资本存量和消费分别为：

Ｋ ＝ αＡＬβ

δ ＋( )ρ
１ ／（１－α）

（３９）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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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 （１ － α）ＡＬ（ｔ）β αＡＬ
β

δ ＋( )ρ
α ／（１－α）

＋ ρ αＡＬ
β

δ ＋( )ρ
１ ／（１－α）

（４０）

　 　 由式（３５）、式（３６）、式（３７）、式（３８）、式（３９）和式（４０）可得到西方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相位图

（见图 ２）。Ｃ
·

＝ ０ 为式（３７），Ｋ
·

＝ ０ 为式（３８），Ｃ
·

＝ ０ 和 Ｋ
·

＝ ０ 和 Ｋ
·

＝ ０ 相交于点 Ｅ（Ｋ，Ｃ）。线 Ｃ
·

＝ ０ 和 Ｋ
·

＝ ０ 线可划分出四个部门。在 Ｃ
·

＝ ０ 的左侧 Ｃ将上升，而右侧下降；在线 Ｋ
·

＝ ０ 上方 Ｋ减少，而线 Ｋ
·

＝ ０ 下
方则增加大（见图 ２）。

如经济体从点 Ａ开始，将会出现资本存量不断增大，同时消费将不断增加，从而经济体走向资本存
量不断增大，同时消费也将不断增大，经济体可能达到均衡。这是由于经济体追求资本存量积累同时，

兼顾消费的增加，从而保持了当期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的均衡。

如经济体从点 Ｂ 开始，资本存量不断减少，同时消费在不断增大，这种情形就是牺牲未来消费提高
当前的消费，但这样的情形不会保持多长。这是由于经济体注重当前消费，从而牺牲了未来消费，破坏

了经济体应有的消费与投资之间保持的平衡。

图 ２　 西方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相位图

　 　 如经济体从点 Ｄ开始，将会出现资本存量不断增大，但消费将不断下降，从而经济体走向资本存量
不断增大，而消费不断减少，从而导致经济体达不到均衡。这是由于经济体追求资本存量从而积累牺牲

了当前消费，破坏了经济体应保持的消费和投资之间平衡。

如经济体从点 Ｆ 开始，将会出现资本存量不断减少，同时消费也将不断减少，从而经济体走向资本
存量不断减少，同时消费也将不断减少，经济体可能达到均衡。这是由于经济体追求资本存量积累和消

费增加时，从而造成了经济体资源过度利用，为此，经济体将资本存量和消费减少，从而使得经济体可能

达到均衡，从而保持了经济当前消费和投资之间均衡。

由上述的分析可知，点 Ｅ为经济增长的鞍点均衡，只有由点 Ａ和点 Ｆ出发可能达到鞍点均衡点 Ｅ。
同样，采用分权经济的市场机制可推导出式（２９）和式（３０），这样，各个分散的市场经济的决策与集

权配置资源的方式是一致的。西方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和马克思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均可分别从集中

经济与分权经济两个维度展开，其中集中经济模型更为简洁，而分权经济模型则包含了更为丰富的经济

学内容，二者在最终的结论上可以实现殊途同归。

三、分析比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与西方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拥有一些共性特征：一是两者均来自

英法古典经济学；二是两者均着重从宏观层面分析论证增长的规律性特征；三是两者均采用动态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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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均衡等方法；四是两者均采用生产函数法描述产出。但它们仍然存在着本质性区别，下面分别从理论

基础、分析框架、动态一般均衡的实质和生产函数设定及实证等方面对它们进行比较分析。

１．理论基础
（１）增长机制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增长理论依据的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社会总产品在价值上由

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个部分构成。资本家追逐利润的动机驱使资本家将部分剩余价值用

于投资，形成资本积累，资本积累驱使社会资本生产总规模扩大。社会总产品在实物上分为两大部类，

分别从事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在资本形成中起到关键作用。这些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增长理论在菲尔德曼的数学增长模型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山下和大西等开创的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是在马克思经济学增长理论基础上，利用动态一般均衡最优化方法构建含有消费

和资本两部门增长模型。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显著区别于西方经济学最优

增长模型。

西方经济学增长理论虽然分支众多，自哈罗德 －多马模型以来经历了一系列发展和演变。但从理
论基础看，均依据凯恩斯的需求决定论和新古典的均衡价值论，因而它们从属于西方经济学主流范式，

成为了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方经济学最优经济增长模型，虽然存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实

物补偿和价值补偿，但完全看不到剩余价值学说的踪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的动

力来自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不断追逐；西方经济学最优经济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动力来自外生的技术

进步，进而拓展为经济增长动力来自内生的技术创新，而将技术创新作为经济决策者面对市场诱因作出

的理性选择。

（２）均衡增长稳定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增长模型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均衡状态是不稳定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制

度缺乏保障经济稳定平衡增长的内在机制；相反，因为资本家盲目而无序地追求剩余价值，必然造成整

体经济的波动，造成对平衡增长的破坏。因此，资本主义经济的平衡增长是短暂的，平衡状态本身是不

稳定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会转变为失衡的条件，自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不可能满足这一

条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均衡是鞍点均衡，也就是具有严格条件下经济增长均衡。由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分析可知，资本主义社会的增长是不稳定的，很难达到鞍点增长均衡。

除了哈罗德 －多马模型外，西方经济学大部分增长模型认为资本主义增长均衡难以持续。西方经
济学最优增长模型认为，资本主义可持续均衡增长。西方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设定了资本和劳动力之

间可替代的总量生产函数，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供给和需求可达到均衡，根据宏观经济总供求关系的动态

分析，由跨时效用函数决定的总需求二者相互作用的动态均衡。

２．分析框架
（１）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
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在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上是高度统一的。社会总产品是单一商品的总

和，通过从全社会角度将商品生产环节、流通环节纳入整体考察，通过批判性继承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再

生产流通思想，马克思创造性地将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归纳为实物补偿问题和价值补偿问题，构建了一

个有效地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宏观分析框架，建立了第一个描述经济增长过程的理论模型。这一理

论成果在费里德曼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数学模型得到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模

型的分散的市场机制能达到与集权经济配置资源相一致的效果，这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

的宏观分析也具有微观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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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 －多马模型、索洛模型等均局限于宏观总量分析，缺乏对宏观经济总量的微观基础的论证与
描述。这些模型从凯恩斯的总需求理论出发，从总量生产函数入手，以总投资与总储蓄之间的关系为核

心，确定宏观经济的动态均衡特征。自卢卡斯和库普曼斯模型开始，西方经济学增长模型加入了消费者

偏好函数，从而使增长理论的宏观总量研究具有了一定的微观分析基础。

（２）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
在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理论在总量分析基础上，深刻地分

析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结构因素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是在马克思的

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分法的基础上，利用消费和资本两部门的经济结构模型，分析研究这两部门的实

物补偿和价值补偿，并讨论这两部门发展之间的关系。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在社会总产品三个不同的组成部分运用上存在着不足，但充分利用了马克思经

济学两部类法分析研究增长中的结构问题。

哈罗德 －多马模型、索洛模型等并未对生产部门构成做任何区分。索洛采用单一总量生产函数描
述经济总产出，分析研究技术进步而非资本积累才是经济长期增长之源泉。但单一部门分析框架无法使

索洛模型对技术进步进行深刻分析。这是因为，索洛模型中技术进步只是一个外生变量。为了解决索洛模

型这一缺陷，新增长理论家罗默、卢卡斯等人转而采用两部门模型：一是总的产出部门；二是技术创新或人

力资本部门。具有两部门西方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分析研究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来源。

随着西方经济学增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西方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实际上回归了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的两部门模型构建了经济增长分析框架。虽然这些模型采用的是两部门增长模型，其实质并没有对

经济增长的结构进行分析。不过，对于马克思增长理论中价值构成分析，尤其剩余价值学说，西方经济

学最优增长模型是无法接受这一核心要素，并且普遍不予采用。

３．动态一般均衡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利用资本的动态变化方程作为约束条件，以全部社会必要劳

动时间投入到消费品生产中的比例作为动态决策变量进行动态最优化处理。这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最优增长基本模型的动态实质在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消费品部类和资本类的配置，也就是当期的消

费品投入和资本品投入之间配置。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并没有直接涉及跨

期的资源配置，也没有涉及经济增长分析研究，直接分析研究消费品和资本品两类部门资源配置。在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一定的情形下，如何在消费品和投资品生产之间进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配置从而达到

最优增长。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并没有分析研究影响经济增长

决定性因素。

西方经济增长最优增长基本模型利用资本的动态变化方程作为约束条件，以消费作为动态决策变

量进行动态最优化处理。这样，西方经济学增长模型的动态优化在于消费与未来消费（投资）之间的权

衡，实质上这就是储蓄率的决定，从而可得到最优增长路径。西方经济增长最优增长基本模型分析研究

跨期资源的配置，由整个通时效用的最大化决定经济增长，从而可进行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研究。

４．生产函数设定及实证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设定消费和资本两个部门，其中，消费生产函数为资本和劳动

力的 Ｃ － Ｄ生产函数，资本品的生产函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一次函数。效用函数采取消费品的对数
形式，资本的动态变化方程作为约束条件。利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结论进行中国实证分

析时，在数据收集中是遇到了较大的困难。由于我国现行的统计体系是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我

国统计部门并没有现成的消费品产出和资本品产出这两个指标，如对这两部门生产进行实证分析，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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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通过对现有的数据计算得到这两部门产出。我们可通过投入 －产出表进行一系列的计算，计算得
到这两部门的产出，但由于通过换算，其测算的准确性难以保证。此外，测算这两个部门的资本存量和劳

动力，难度将会更大。这样，利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实证有些难度。

西方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设定总的生产函数，其生产函数为资本和劳动力的 Ｃ － Ｄ 生产函数，
而效用函数采取消费品的对数形式，资本的动态变化方程作为约束条件。由于我国现行的统计体系是

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这样，利用西方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对中国进行实证时，在数据收集中较

为顺利。西方经济学增长模型中总产值，对应于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中的 ＧＤＰ。我国现行的统计部门有
现成的总的劳动力，尽管我国统计部门没有现成的资本存量，但可通过多种方法估计得到我国资本存量

值。由这些数据，利用西方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可对中国有关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

四、小结及建议

山下和大西等开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是在马克思经济学增长理论基础上，利用动

态一般均衡最优化方法构建含有消费和资本两部门增长模型，从而实现消费和资本两部门均衡最优增

长分析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基础上可进行不断完善，从而可进行阶级、剥削等

方面对马克思经济学进行深入分析研究。本文利用动态优化方法分别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

长基本模型和西方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在此基础上，我们分别从理论基础、分析框架等方面对它

们进行比较分析。

目前我国经济现实是复杂的，具体地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我国面临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双重

转型。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到有计划调控的发挥市场机制主导作用的体制；由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方

式转型到技术创新为主的效率提高的新型增长方式。二是地区差异大、所有制多样化、地方政府和中央

政府之间的关系，及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如何协调等。三是国内经济和国外经济两个市场，如何发挥国

外市场促进国内市场的发展等。面对这样的复杂性，如何分析研究我国经济现实，提出切实有效的措施

保持我国可持续增长，显得非常重要。

现代西方经济学增长理论主要针对现代发达国家的经济现实，这些国家经济现实没有我国这样复

杂，利用西方经济学增长理论解决这些国家的现实问题比较有效，面对复杂的中国经济现实，我们必须

将马克思经济学增长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分析研究我国增长的现实，为我国可持续增长提

供符合我国现实的理论支撑。

面对我国社会现实，必须面对具体的中国增长现实，解决现实中存在的经济问题。西方经济学运用

效用、成本概念等构建了经济分析框架，具有较强的实用性。这样，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现实问题，西方

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能够有效解决现实问题。我国经济增长中存在的本质的东西，西方经济学最优增

长模型却无能为力，而这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马克思经济学，尤

其《资本论》是以劳动、价值等概念基础构建了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框架，具有内在一致逻辑性、抽象

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增长本质。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为根本，纳入更多的西方增长

理论模型有关技术创新、知识经济等内容，拓展劳动价值理论，发展马克思经济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在我国可持续增长理论探索中，以马克思经济学为核心，将西方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和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统一于我国可持续增长的应用中。因此，对这两种理论模型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

运用的适用性等问题进行探索，这是我们以后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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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西方经济学增长模型一般采用动态一般均衡最优化法，我们将西方经济学增长模型中采用采用动态一般均衡最优化法

的模型称为西方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

②西方经济学增长模型将设定为最终产品，其值对应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马克思经济学最优增长

模型中的消费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减去投资。

③马克思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中，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是理论上抽象的概念，现实中也存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西方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中的指劳动力，指投入生产的劳动力人数，也可能为投入生产劳动时间，该经济量较为直观，

易于测度，如劳动者、劳动工作时间等。

④此时的“资本”仅仅是一种生产手段，即生产资料，或理解为资本品。只有当其被资本家用来攫取剩余价值的时候，才

会成为马克思所讲的“资本”。因此，资本或资本品需要结合具体的模型区分资本的内涵。

⑤式 Ｂ（１ － ｓ（ｔ））Ｌ实质上为资本品的生产函数，其生产函数与消费品生产函数是非对称的。由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可知，资

本是一种物化劳动，包含了迂回生产的涵义。资本存量为如下的物化劳动：Ｂ，Ｌ（０），Ｌ（１），…，Ｌ（ｔ － １），Ｌ（ｔ），其中，Ｌ（ｉ）

为 ｔ ＝ ｉ时物化资本的劳动。由此可知，式中的 Ｂ不仅为资本品生产技术水平，同时应包含资本品生产的物化劳动。

⑥由点开始，经济体可实现资本存量增加和消费品生产的双增加，这是因为，从开始点 Ｎ，由于整个经济体还存在着闲置的

资源，如资本和劳动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这样，在合理的资源配置下，从而可达到资本存量和消费品生产的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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