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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传统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框架下，将“经济增长率偏好”显式地引入到效用函数，从理

论上分析这种因喜欢高增长率的偏好对经济所产生的潜在影响． 研究发现，许多结果与直观想

象是有差异的． 它对稳态消费的影响并不像预期那样是单调递增的，适度的经济增长率偏好才

可以使得稳态消费超过传统模型中的稳态消费; 如果初始资本存量已经比较高，那么经济增长

率偏好的上升反而会使得总效用降低; 经济收敛速度在稳态附近随经济增长率偏好的上升将

变得更缓慢; 时间偏好等参数对稳态资本存量的影响也不再具有单调性． 研究结果说明，政府

过度地追求高经济增长率或不顾发展阶段一味地偏好经济增长率，都可能会带来产能过剩、总
效用降低等负面影响; 通过诸如“晋升锦标赛”等反映经济增长率偏好的激励方式来促进经济

增长，其作用可能十分有限．
关键词: 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率偏好;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晋升锦标赛

中图分类号: F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 － 9807( 2023) 07 － 0001 － 16

0 引 言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许多国家都明确地

或隐含地制定预期经济增长目标，这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人们对经济增长率的偏好． 比如，我国自

1953 年开始，每隔五年制定一个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五年计划，设立一些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目标，从“七五”规划到“十三五”规划，这期间设

定的经济增长率目标大致在 7% 左右． 国内外有

许多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率偏好及其

影响． 较早的文献 Tobin［1］指出，无论是在美国还

是在其他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

无论是中央控制经济体还是分散经济体，经济增

长目标在政府政策目标层次中均占据很高的地

位． 经济增长不仅是各个国家追求的目标，它已成

为国际性的目标． 中国最近四十年来的经济增长

率举世瞩目，有众多文献对我国经济增长问题进

行过深入的分析，其中也有部分文献分析了经济

增长目标及其潜在影响． 徐现祥和刘毓芸［2］从经

济增长目标管理的角度分析了它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 他们指出，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之

一，自 1950 年至今，至少有 49 个包括发达和发展

中国家在内的众多经济体一直或曾经定期公布经

济增长目标． 最近也有许多文献研究了地方政府

经济增长目标及其影响． 在这些文献中，有不少文

献运用我国 230 个地级市经济增长目标相关数据

进行了实证分析［3 － 7］．
本文的主要目的不是去讨论这种经济增长目

标是否可以如期实现，而是讨论这种普遍存在的

“对经济增长率的偏好”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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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家庭或消

费者的效用函数通常被假定为仅仅与消费水平有

关［8 － 10］． 然而，当人们普遍地表现出对经济增长

率存在偏好时，如果仍然采用上述只依赖于消费

水平的效用函数，那么该传统的模型就有可能遗

漏某些重要的性质． 为了反映上述经济增长率偏

好对效用函数所带来的影响，本文在传统新古典

模型框架下，假定效用函数不仅包含了因消费而

产生的效用，同时还包含了因经济增长率偏好而

带来的额外效用，从理论上分析这种因喜欢高增

长率的偏好给最优消费、最优投资以及消费者总

效用等所带来的潜在影响．
除了以 ＲCK 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

之外，另一类重要的经济增长模型是内生经济增

长模型．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去寻

找克服边际报酬递减的机制，进而解释经济持续

增长的内在动力，其中很有影响的模型包括 Ｒo-
mer［11，12］的水平创新模型( 产品种类的增加) ，以

及 Aghion 和 Howitt［13］的垂直创新模型( 产品质量

的提升) ． 这两类模型都认为因获取短暂垄断利

润而进行的不断创新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它

们从不同角度对 Schumpeter［14］“创造性破坏( cre-
ative destruction) ”的思想进行了简明的诠释［15］．
从后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率偏好也可

以纳入这类典型的内生经济增长框架来进行分

析． 但限于篇幅，本文的研究将主要集中在新古典

经济增长模型框架下进行分析．
经济增长问题是一个跨期优化问题，人们当

前的消费决策会影响资本形成，进而影响未来的

产出水平． 在以往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许多文

献主要集中于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一侧的研究，

而侧重于效用函数一侧的研究相对较少［16，17］． 本

文对带有经济增长率偏好的经济增长模型的分

析，不仅有助于从理论上发现和理解这种“普遍

存在的经济增长率偏好”对经济所带来的潜在利

弊，同时也有助于人们在现实中形成比较理性的

经济增长率偏好，制定更为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
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率偏好对最优消费、最优

资本以及消费者总效用等的影响结果，与直观想

象是存在差异的． 比如，它对稳态消费的影响并不

像预期那样是单调递增的，适度的经济增长率偏

好才可以使得稳态消费超过传统新古典增长模型

中的稳态消费; 如果初始资本存量已经比较高，那

么经济增长率偏好的上升反而会使得一生的总效

用降低; 随着经济增长率偏好的增强，经济收敛速

度在稳态附近将变得更低． 同时，经济增长率偏好

的引入，也会改变传统新古典增长模型的部分性

质，比如时间偏好等参数对稳态资本存量的影响

也不再是单调递增或递减．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政府过度地追求高经济增长率或不顾发展阶段一

味地偏好经济增长率，都可能会带来产能过剩、稳
态消费与总效用降低等负面影响． 另外，从本文的

分析中还可看出，通过诸如“晋升锦标赛”等反映

经济 增 长 率 偏 好 的 激 励 方 式 来 促 进 经 济 增

长［18，19］，虽然可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其作用可能

十分有限．

1 模型描述与求解

1． 1 模型描述

虽然有许多文献研究经济增长偏好及其影

响，但至今没有发现将经济增长率直接纳入效用

函数，以从理论上分析经济增长率偏好对经济增

长的潜在影响． 从一定程度上说，Chakravarty 和

Manne［20］构造的效用函数的思路与本文构造效用

函数的思路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该文认为，个人或

家庭不仅关心消费的绝对水平，还关心消费水平

的变化或增长率． 他们在论文的一开始就通过简

单的例子解释了“为何消费的增长率会带来效

用”，然后在 Ｒamsey［8］模型中将消费的增长率直

接引入到效用函数． 虽然经济增长与消费增长是

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在常见的 ＲCK 新古典以及内

生经济增长的框架下［8 － 13］，这两者具有紧密联

系，因此将经济增长率放入效用函数可得到类似

解释． 但与 Chakravarty 和 Manne 不同的是，本文

的效用函数不仅包括了经济增长率带来的效用，

同时还包括了通常意义下消费带来的效用． 应该

说，本文的效用函数更具有一般性，因为当 α = 0
时( 其含义见随后的解释) ，本文的模型即退化为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而 Chakravarty 和

Manne 的效用函数则不具有这一性质．
为了使效用函数既能反映消费对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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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能反映经济增长率偏好对它的影响，本文假定

模型如下②

max
c( t) ∫

∞

0
e－( ρ－n) t［( 1－α) ln c( t) +αg( t) ］dt ( 1)

k·( t) = f( k( t) ) －c( t) －( n+δ) k( t)
k( 0) = k0 ( 2)

其中 c( t) 与 k( t) 分别表示 t 时刻的人均消费量

与人均资本存量，k0 为人均初始资本存量． ρ ＞ 0
为时间偏好系数，它表示消费者的耐心程度，其越

大说明消费者越注重当前消费． 假设初始时刻总

人口为 1，人口增长率为 n ． 假设 ρ ＞ n，这意味着

式( 1) 中的效用值函数是有界的． δ 为资本的折旧

率，f( k( t) ) = Ak ( t) θ 为生产函数，A 表示技术水

平，0 ＜ θ ＜ 1 为资本的产出弹性，也表示资本的

边际产出递减． g( t) 表示 t 时刻的人均经济增长

率，可以表示成 g( t) = f·( k( t) ) / f( k( t) ) ． α 为消

费者对经济增长率偏好的程度，也可表示经济增

长率偏好带来的边际效用，其越大说明其追求经

济增长率的欲望越强，而相应地 1 － α 则反映了对

当前消费的偏好，其越大说明其越偏好当前消费．
为了分析方便，可以定义 α / ( 1 － α) 为相对偏好，

它反映了人们在经济增长率与当前消费偏好之间

的相对权重． 与传统 ＲCK 模型的最大不同点在

于，由式( 1) 和式( 2) 组成的模型在效用函数中引

入了消费者对经济增长率 g( t) 的偏好，本文用以

反映因经济增长率偏好而产生的额外效用． 不难

看出，当 α = 0 时，该效用函数即为人们熟悉的跨

期替代弹性为 1 的 CＲＲA 效用函数．
这样，本文的问题就变化为一个标准的最优控

制问题，即消费者选择最优消费路径 c( t) ，在资本

的状态方程约束下，使得一生的效用达到最大．
1． 2 模型求解

上述问题可以运用最优控制理论来求解［21］． 首

先，由经济增长率的含义、人均产出的表达式以及资

本的积累方程( 2) ，可以将经济增长率表示为

g( t) = f·( k( t) )
f( k( t) )

= θ Ak ( t) θ－1 －c( t)k( t) －( n+δ[ ]) ( 3)

构造如下 Hamilton 函数

H( t) =( 1－α) ln c( t) +αθ Ak ( t) θ－1－c( t)k( t) －( n+δ[ ]) +

λ( t) ［Ak ( t) θ － c( t) － ( n + δ) k( t) ］ ( 4)

其中 λ( t) 为协态变量，它表示 t 时刻资本存量的

影子价格． 由一阶条件可得

λ( t) = 1 － α
c( t) － αθ

k( t) ( 5)

易见，当 α = 0 时，λ( t) = 1 / c( t) ，该等式的左侧

表示因放弃一单位当前消费在未来得到的好处，

而右侧表示因放弃一单位当前消费的效用损失．
因此，最优化行为要求减少单位消费所带来的边

际好处与边际损失相等，这也对应于传统新古典

经济增长模型中的情形． 但当 α ＞ 0 时，除了当前

的边际效用损失由 α = 0 时对应的 1 / c( t) 降至

( 1 － α) / c( t) 之外，同时还会在此基础上减少

αθ / k( t) ，这意味着资本的影子价格降低，从而会

影响当前消费与投资．
由 Hamilton 函数可得到协态方程为

λ
·

( t) = －αθ( θ－1) Ak( t) θ－2 －αθc( t)
k2 ( t)

－

λ( t) θAk( t) θ－1 + ( ρ+δ) λ( t)
( 6)

横截条件为

lim
t→∞

λ( t) k( t) e － ( ρ－n) t = 0 ( 7)

将式( 5) 两边同时对时间 t 求导得

λ
·

( t) = － ( 1 － α) c·( t)
c2( t)

+

αθ［Ak ( t) θ － c( t) － ( n + δ) k( t) ］
k2( t)

( 8)

由式( 2) 、式( 5) 、式( 6) 和式( 8) 可得

k·( t) =Ak( t) θ －c( t) －( n+δ) k( t) ，k( 0) = k0

c·( t) = －c
2 ( t)
1－ [α

( 1－α) ( ρ+δ) －θAk ( t) θ－1

c( t) －α( ρ－n) θ
k( t ]{

)

( 9)

在 0 ＜ θ ＜ 1 资本报酬递减的情况下，虽然式

( 9) 所表示的微分方程组没有显式解，但可以通

过相平面方法来分析该均衡解在稳态附近的相关

性质． 令 x = α / ( 1 － α) ，在 k·( t) = 0 与 c·( t)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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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不存在外部性等条件时，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结果与社会计划者( social planner) 的最优结果是一致的，可参见 Ｒomer［22］和 Acemoglu［23］，

因此，也可以认为该目标函数是社会计划者的目标函数，而根据它所得到的最优消费、资本等路径与一般均衡所得的结果一致．



条件下，通过求解关于 k 与 c 的代数方程，可得稳
态的最优资本与消费为③

k
－ [= A［( ρ － n) θx + θ］

ρ+δ+ ( ρ－n) ( n + δ) θ ]x

1
1－θ

c－ [= A A［( ρ － n) θx + θ］
ρ+δ+ ( ρ－n) ( n+δ) θ ]x

θ
1－θ

－

( n+δ [) A［( ρ － n) θx + θ］
ρ+δ+ ( ρ－n) ( n+δ) θ ]x

1
1－

















θ

( 10)

由式( 10) 易见，当 x = 0 时，该结果正是传统新古

典增长模型的最优稳态均衡．
能够获得该模型稳态资本与稳态消费的精确

表达式，看似有些出乎预料之外． 因为本文假定生

产函数是一般的边际产出递减的情形，同时瞬时

效用函数是由两部分非线性效用之和，其中第一

部分 ( 1 － α) ln c( t) 与消费水平有关，另一部分

与资本水平 αg( t) = αf
·

( k( t) ) / f( k( t) ) 有关． 因此，

如果仅仅从数学形式上来看，该效用函数与财富效

应或习惯形成的经济增长模型相似④［17，24 －27］． 在这

些文献中，它们的生产函数或状态方程在本质上是

线性的，或者效用函数具有特定的乘积形式，否则难

以获得精确解或稳态解的显式表达式． 本文之所以

能够获得稳态解的显式表达式，主要是由于效用函

数第一部分为跨期替代弹性等于 1 的特殊情形，如

果将其改变成更一般的 CＲＲA 效用函数，可以证明

其稳态解是存在的，但不再具有显式表达式，因此也

难以进行进一步的定量分析．
另外，据了解，在同时满足效用函数为 CＲＲA

效用函数以及生产函数为线性生产函数的条件

下，这类经济增长问题( 也包括特定的随机情形)

具有显式解，而除此之外的情形很难具有显式

解⑤，因此相关的分析也变得十分复杂和困难．
Zou［27］使用的效用函数为 u( c) + v( k) ，不难看出

它对 c 和 k 的交叉弹性为零，Zou 在定量分析中所

使用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也大致具有 Obstfeld
的结构，这使得其分析不是很复杂． 本文模型中的

瞬时效用函数中的 c 和 k 在本质上是不能分离

的，因此效用对 c 和 k 的交叉弹性是不为零的，这

一数学上看似细微的差异却可能给这类问题的分

析带来不小的困难［17，28］，这一点也可以从与 Zou
的对比中看出． 另一方面，本文的分析也从一个侧

面反映了 Kurz［24］当初的预测存在一定瑕疵． 比

如，Kurz 猜测财富效应影响下的经济增长在一定

条件下存在多重均衡，而 Bose［29］指出，即使在比

较一般的条件下，Kurz 模型的多重均衡也不存

在，本文模型中均衡的唯一性也反映了这一点．
1． 3 主要性质

本节主要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定量分析各个参

数对均衡消费以及均衡资本等重要变量的影响．

命题 1 ( i ) ∂k
－

∂x
＞ 0; ( ii ) 存 在 xgold =

1
( 1－θ) ( n+δ)

，使得当 x ∈ ( 0，xgold) 时，∂c
－

∂x
＞ 0 ; 当

x∈( xgold，∞ ) 时，∂c
－

∂x
＜ 0 ⑥．

证明 由式( 10) 可知

∂k
－

∂x
= 1
1 － θ

A
1

1－ [θ
A［( ρ － n) θx + θ］

ρ+δ+( ρ－n) ( n + δ) θ ]x

θ
1－θ

×

( ρ － n) θ［( ρ + δ) － ( n + δ) θ］
［ρ + δ + ( ρ － n) ( n + δ) θx］2 ( 11)

由于 ρ ＞ n ，0 ＜ θ ＜ 1 ，因此 ∂k
－

∂x
＞ 0 ，即最优稳态

资本存量 g( t) = f·( k( t) ) / f( k( t) ) 随经济增长

率偏好程度的增加而增加． 类似可得

∂c－

∂x
= A

1
1－θ

1 － θ
( ρ － n) θ［( ρ + δ) － ( n + δ) θ］
［ρ + δ + ( ρ － n) ( n + δ) θx］2 ×

[ ［( ρ － n) θx + θ］
ρ + δ + ( ρ － n) ( n + δ) θ ]x

2θ－1
1－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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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具体计算过程备索．
Yang Z F，Zhang Ｒ． Ｒational addictive behavior under uncertainty． Discussion paper，2014．
Obstfeld M． Dynamic optimization in continuous-time economic models (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 ． Manuscrip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1992．
注: 这里的变量下标 gold 表示在经济增长率偏好 x 可以变化的条件下，最优消费能达到最大时所对应 x 的取值情形，这类似于 Solow 模

型中稳态消费达到最大的情形，通常称之为黄金法则( golden rule) 对应的情形［22］．



[ θ － ( n + δ) ［( ρ － n) θx + θ］
ρ + δ + ( ρ － n) ( n + δ) θ ]x ( 12)

令 ∂c－

∂x
= 0 ，可得到 x = 1

( 1－θ) ( n+δ) ≜
xgold ． 所以，

x∈( 0，xgold) 时，∂c
－

∂x
＞0; x∈( xgold，∞ ) 时，∂c

－

∂x
＜ 0 ．

命题 1 表明，随着经济增长率偏好增强，最优

稳态资本存量 k
－

不断增大． 这是因为，由于产出是

资本的函数，因此消费者越偏好高的经济增长率，

从一定程度上也要求资本水平也要随之增加，即

∂k
－
/∂x ＞ 0 ． 但是，随着经济增长率偏好的逐渐增

强，最优稳态消费 c
－

却不再呈单调性变化，而是存

在一个 xgold ，c
－

在 x ∈ ( 0，xgold ) 递增，而在 x ∈
( xgold，∞ ) 递减． 这一结论看似与直觉有差异，因

为一般会认为对经济增长率的偏好会使得稳态的

消费上升，否则就不应该去对经济增长率有什么

特别的偏好． 这一看似预料之外的结果可以通过

如下影响机理得到解释: 当消费者对经济增长率

偏好较弱时，此时人均资本存量较低，资本的折旧

作用相对较低，而其边际产出却较高，因此经济增

长率偏好的上升，不仅可以使得资本水平上升进

而使得产出水平上升，同时还可以使得稳态消费

上升; 然而，当消费者对经济增长率的偏好已经足够

高时，虽然人均资本存量还可不断增加，但最后会收

敛到一个固定的水平，而由于此时资本的折旧仍然

是线性递增，资本的边际产出却越来越低，因此稳态

消费水平会反而随经济增长率偏好的上升而下降．
从形式上看，此处的经济增长率偏好作用与 Solow 模

型中储蓄率的作用类似，但在 Solow 模型中没有考虑

家庭的效用函数，因此其储蓄率是外生的［3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 30 多年的高

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据中国国家统计

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 GDP ) 在

1980 年—1997 年和 1998 年—2014 年间年平均

增长率分别为 10． 11% 和 9． 46% ． 从对中国经济

增长的解释来看，除了从传统的影响因素( 比如

技术创新、人力资本、自然资源等) 来对其进行分

析外，也有研究者立足于我国特定的政治制度背

景，基于“晋升锦标赛”机制来进行分析，即官员

在任期内所辖地区经济表现越好，晋升概率就越

高． 但从命题 1 可以看出，在新古典框架下，由于

资本边际产出递减规律的影响，经济最终会趋于

稳态，因此通过这种反映经济增长率偏好的激励

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可能仅在过渡过程中会起

到一定作用． 从长远来看，这种激励方式对稳态消

费水平虽然也存在一定影响⑦，但是，从后面的实

际仿真来看，其作用可能十分有限．
在传统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由于时间偏

好 ρ 的引入，人们更倾向于当前消费，这使得人们

的稳态消费会低于黄金法则对应的消费水平，这

也是储蓄率内生的 ＲCK 模型与储蓄率外生的 So-
low 模型在最优解性质方面的一个重要差异． 而

在本文的模型中，不难证明，当 x = xgold 时，消费

水平刚好能达到黄金法则对应的消费水平． 这一

结论看似与传统结论相矛盾，但实际上可以通过

这样的方式来解释: 时间偏好系数的引入虽然使

得人们有提前消费的倾向，但经济增长率偏好的

引入会激励人们更倾向于资本积累，从而有抑制

当前消费的作用，当后者力量比较大时，就有可能

使人们的消费达到黄金法则对应的水平．
命题 2 令 x = 0 时的最优稳态消费为 c－g ，

则存在 x－ ，使得当 x∈ ( 0，x－) 时，使得与之对应的

稳态消费 c－ ＞ c－g ⑧．
证明 由式( 10) 可知，当 x = 0 时，其最优稳

态消费 c－g 为

c－g [= ρ + δ
θ

－ ( n + δ ]) Aθ
ρ +( )δ

1
1－θ

( 13)

令 c－ = c－g ，即

[A A［( ρ － n) θx－ + θ］
ρ + δ + ( ρ － n) ( n + δ) θx ]－

θ
1－θ

－

( n+δ [) A［( ρ－n) θx－ + θ］
ρ+δ+ ( ρ－n) ( n+δ) θx ]－

1
1－θ

= c－g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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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根据命题 1，稳态消费水平在 x∈( 0，xgold ) 时确实随经济增长率偏好 x 的增加而增加．

注: 这里的变量下标 g 表示 x = 0 的情形，该情形也对应于传统新古典增长模型，文献通常称之为满足修正的黄金法则( modified golden
rule) 所对应的情形，可参见 Ｒomer［22］．



从式( 14) 来看，尽管从该式可能无法求得 x－ 的显

式解，但从命题 1 中 c－ 对 x 的单调性可知，一定存

在唯一的正根 x－ ，使得当 x∈( 0，x－) 时，满足 c－ ＞c－g ．
命题 1 和命题 2 的相关结论也可以通过图 1

的相平面分析来表示． 考虑到经济增长率偏好对

效用函数的影响后，根据 c· = 0 所决定的曲线不再

是像 ＲCK 模型中那样垂直于横轴 k 的直线，而变

成为一条斜向上的曲线，其位置除了受到传统新

古典增长模型相关参数的影响外，还受到相对经

济增长率偏好 x 的影响; 而 k· = 0 的形态与传统的
ＲCK 模型相似． 这两条线将第一象限划分为Ⅰ ～
Ⅳ四个区域，相关的箭头表示轨线在相应区域的

轨线走向． 当 x = 0 ，此时的稳态消费正是传统新

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最优稳态消费． 当 x∈ ( 0，

x－) 时，均衡的稳态消费高于传统新古典经济增长

模型中的稳态消费，图中带有箭头斜向上的曲线

展示了当相对偏好为 xgold 时的最优轨线，结合轨

线走向，容易从直观上理解其鞍点解⑨ ． 而且还可

以看到，与传统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相比，纳入经

济增长率偏好的增长模型所带来的潜在好处，可

以形象地用图 1 中的阴影部分来表示． 图 1 也展

示了“适度”的经济增长率偏好可能会使得稳态

消费有所提高．

图 1 新旧模型的相平面对比分析
Fig． 1 Phase-plane analysis of the old and new models

另外，命题 2 还表明，虽然本文的稳态资本可

能高于黄金资本存量，但此处并不存在 Solow 模

型中的动态无效性�10( dynamic inefficiency) ． 从直

观上说，人们对经济增长率的偏好，在本模型中会

间接地传递到对资本存量的偏好． 因此，资本看似

非消费品，但其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与消费相似． 粗

略地说，此时有两种力量会影响效用: 消费与资

本． 过高的资本( 高于黄金水平的资本) 会使得均

衡消费下降，从而使得效用有下降的趋势; 但资本

水平上升会使得效用又具有上升的趋势． 此处效

用一增一减这两种力量均是家庭动态优化的结

果，因此不存在动态无效性．

命题 3 ( i) 当 x∈［0，xgold ) 时，∂k
－

∂ρ
＜ 0 ; 当

x∈( xgold，∞ ) 时，∂k
－

∂ρ
＞ 0 ． ( ii) ∂c

－

∂ρ
＜ 0 ．

证明 根据式( 10 ) 关于 k
－

与 c－ 的表达式，

可得�11

∂k
－

∂ρ
= A

1
1－θ

1 － [θ
( ρ － n) θx + θ

ρ + δ + ( ρ － n) ( n + δ) θ ]x

θ
1－θ

×

θ［x( 1 － θ) ( n + δ) － 1］
［ρ + δ + ( ρ － n) ( n + δ) θx］2 ( 15)

∂c－

∂ρ
= － A

1
1－θ

1 － [θ
( ρ － n) θx + θ

ρ+δ+ ( ρ－n) ( n+δ) θ ]x

θ
1－θ

×

( ρ － n) ［x( 1 － θ) ( n + δ) － 1］2θ2

［ρ + δ + ( ρ － n) ( n + δ) θx］2 ( ρ － n) θx + θ
( 16)

令 ∂k
－

∂ρ
= 0 ，解得 x = 1

( 1 － θ) ( n + δ) ≜
xgold ． 由于

0 ＜ θ ＜ 1 ，ρ － n ＞ 0 ，易见，当 x∈［0，xgold ) 时，

∂k
－

∂ρ
＜ 0 ，x∈ ( xgold，∞ ) 时，∂k

－

∂ρ
＞ 0 ; ∂c

－

∂ρ
＜ 0 ．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稳态消费为 c－g =

Aθ
ρ +( )δ

1
1－θ ρ + δ

θ
－ ( n + δ[ ]) ，稳 态 资 本 存 量

k
－
g = Aθ

ρ +( )δ
1

1－θ
． 通过简单计算可得 ∂c－g /∂ρ ＜ 0，

∂k
－
g /∂ρ ＜ 0 ． ρ 越大说明人们越没有耐心等到未

来消费，因此稳态资本存量与消费随之减少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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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10

�11

第 2 节获得了线性化系统的两个特征值，均为实根并且符号相反，因此说明此处均衡解为鞍点解．
即: 如果增加当前消费，不仅不会减少未来的消费，却反而可以使得未来的消费提高，产生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 Solow 模型中没有考

虑家庭的优化行为．
具体计算过程备索．



不难理解了． 命题 3 表明，在引入经济增长率偏好

的经济增长模型中，时间偏好 ρ 对稳态消费 c－ 的

单调性与传统新古典经济模型中得出的结论一

致． 然而，就稳态资本存量而言，并非越没有耐心

稳态资本存量就越低，这一结论似乎与传统新古

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结论相违背． 其实不然，通过

以下的传导机制可以比较直观地解释这一差异．

[当把代表经济增长率偏好的 ρ + δ
θ

－ ( n + δ ]
(

)

Aθ
ρ + )δ

1
1－θ

纳入传统新古典模型后，时间偏好参

数 ρ 对消费等的影响作用的大小还将受到 x 的大

小的影响． 这里同时存在因时间偏好系数 ρ 上升

而引起的“提前消费”的作用，也存在因经济增长

率偏好 x 上升所引起的“延迟消费”的作用． 当 x
∈［0，xgold ) ，即对经济增长率的偏好较弱时，消

费者虽然有延迟消费的意愿，但其所产生的延迟

消费的力量较小，因此当 ρ 变大时，消费者的行为

主要受到“提前消费”力量的影响，这将使得消费

者增加当前消费，因而稳态资本存量也会随之减

少; 但当 x ∈ ( xgold，∞ ) 时，即消费者对经济增长

率的偏好较强时，尽管 ρ 的上升会产生“提前消

费”的力量，但此时由于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偏好

而产生的“延迟消费”的力量，将高于因 ρ 的上升

会产生“提前消费”的力量，因此稳态资本存量仍

然会随之增加． 这从一定程度上也说明，要想获得

更高的稳态消费，过低的经济增长率偏好或过高的

经济增长率偏好都是不理想的，换句话说，消费者对

经济增长率的偏好需要“适度”．
按常见的假定，在不考虑人力资本的条件下，

资本的产出弹性 θ≈ 1 /3 ，人口增长率 n ≈ 1% ，

折旧率 δ≈10% ，那么 xgold≈13． 64 ． 欲使得相对

偏好 x ＞ xgold ，由相对偏好的定义 x = α / ( 1 － α) ，

那么要求 α ＞ 0． 93; 如果此处的 k 还包括了人力

资本，那么 θ 的取值一般在 2 /3 左右［31］，这就需

要 α ＞ 0． 96 ． 不难看出，无论是否包含人力资本，

如果需要满足 x ＞ xgold ，那么 α 的取值都会很大，

而很高的 α 取值表示人们对经济增长率极其偏

好，虽然理论上存在这种比较极端偏好的可能性，

但在真实的经济中，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应当

是很低的． 这意味着，在很多情况下，仍然是越有

耐心的民族可能最终会获得更高的稳态资本存量

和稳态消费．
1． 4 θ = 1 的情形

为了进一步研究该模型的定量性质，在上面

引入经济增长率偏好的框架下，研究资本边际产

出不变的情形，亦即当 θ = 1 时�12，在通常的 AK
模型中纳入经济增长率偏好．

对于该特殊情形，将 θ = 1 代入到式( 9) 并经

过适当调整可得

k·( t)
k( t) = A － δ － n － c( t)

k( t) ，k( 0) = k0 ( 17)

c·( t)
c( t) = α( ρ － n)

1 － α
c( t)
k( t) + A － δ － ρ，c( 0) = c0

( 18)

其中参数 c0 为待定的初始最优消费量．

命题 4 最优消费路径 c* ( t) 与资本路径

k* ( t) 的增长率相等，其大小为 g* = A － η － n －
δ ，k* ( t) 与 c* ( t) 的最优增长路径分别为

k* ( t) = k0exp［( A － n － δ － η) t］

c* ( t) = ηk0exp［( A － n － δ － η) t{ ］
( 19)

其中 η = ( 1 － α) ( ρ － n)
α( ρ－n) +1 －α

，人均经济增长率 g* 为

g* = A － n － δ － ( 1 － α) ( ρ － n)
α( ρ － n) + 1 － α

( 20)

证 明 猜 测 最 优 消 费 路 径 c* ( t) 是 关 于

k* ( t) 的 线 性 函 数，即 c* ( t) = ηk* ( t) ，易 见

c·* ( t)
c* ( t)

= k
·* ( t)
k* ( t)

． 其中 η 为待定常数． 再将
c* ( t)
k* ( t)

= η

代入式( 17) 与式( 18) 可得

A － n － δ － η = α( ρ － n)
1 － α η + A － δ － ρ ( 21)

于是

η = ( 1 － α) ( ρ － n)
α( ρ － n) + 1 － α

g* = A－n－δ－ ( 1 － α) ( ρ － n)
α( ρ － n) + 1 －

{
α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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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Obstfeld M． Dynamic optimization in continuous-time economic models (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 ． Manuscrip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1992．



下 面 验 证 式 ( 22 ) 是 否 满 足 横 截 条 件

lim
t→∞

λ( t) k( t) e － ( ρ－n) t = 0 ． 由式( 5 ) 可得 λ( t) =

1 － α
c( t) － α

k( t) ，再 注 意 到 c( t) = ηk( t) ，因 此

λ( t) k( t) = 1 － α
η

－ α ，从而可得

lim
t→∞

λ( t) k( t) e－( ρ－n) t = lim
t→ (∞

1 － α
η

－ )α e－( ρ－n) t

= 0 ( 23)

由于
1 － α
η

－ α 为常数，且 ρ ＞ n ，因此横截条件

满足．
由式( 22 ) 可知，最优经济增长率由技术水

平、人口增长率、资本折旧率、时间偏好以及经济

增长率偏好等因素决定． 根据传统新古典经济增

长模型，如果两国在技术水平、人口增长率、资本

折旧率、时间偏好等方面都相当，那么两国的最优

经济增长路径也基本一致，但在本文的框架下，其

最优增长路径也可能因对经济增长率的偏好而不

同，这为某些条件相似的国家或地区具有不同经

济增长率的现象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解释．

命题 5 令 x = α
1 － α

，则 有 ∂g*

∂x
＞ 0 ，

∂k* ( t)
∂x

＞ 0 ．

证明 将式( 20) 改写为 g* =A－ ( ρ － n)
x( ρ－n) +1－

n－δ ，则有

∂g*

∂x
= ( ρ － n) 2

［x( ρ － n) + 1］2

∂k* ( t)
∂x

=
( ρ － n) 2k0t

［x( ρ－n) +1］2exp［( A － n － δ － η) t{ ］

( 24)

故 ∂g*

∂x
＞ 0 ，∂k

* ( t)
∂x

＞ 0 ．

命题 5 表明，经济增长率偏好程度越强，最优

经济增长率 g* 则越高，这一结论也比较符合直

观的理解． 在命题 1 中，人们越偏好经济增长率，

将越注重资本积累而抑制当前消费，从而表现出

国家储蓄率越高，而由于此处当 θ = 1 时，资本的

边际产出不变，因此经济增长率 g 也会随储蓄率

的上升而上升，资本存量 k* ( t) 也会随之增加．
由于已经获得了最优消费与最优资本路径的

显式表达式，因此可以进一步从定量的角度分析

经济增长率偏好对消费者一生总效用水平的影

响． 令值函数 J = ∫
∞

0
e － ( ρ－n) t［( 1 － α) ln c* ( t) +

αg* ］dt ，结合最优消费路径 c* ( t) 与最优经济增

长率 g* 的表达式( 19) 与表达式( 20) 可得�13

J( k0，α) =
( ρ－n) ［( 1－α) ln ( ηk0 ) +αg

* ］+( 1－α) g*

( ρ － n) 2

( 25)

当 α→ 1 时，式( 25) 的极限存在，通过简单计算可得

lim
α→1

J( k0，α) = A － n － δ
ρ － n ≜ J ( 26)

从式( 26) 可看出，当 α→1 ，即消费者几乎仅

仅偏好经济增长率时，效用值与人均初始资本存

量 k0 是无关的． 这是因为此时几乎不关心消费，

而仅仅关心经济增长率，当然人均初始资本存量

k0 的高低也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这一结果虽然可

能不太现实，但在理论上有助于理解初始资本存

量对经济增长率偏好作用的潜在影响． 而且由式

( 26) 容易看出技术水平参数 A、折旧率 δ、时间

偏好 ρ 等参数对最优总效用水平的定量影响，此

处不再赘述．

命题 6 存在 k
～

，使得当 k0 ＜ k
～

时，则至少存在

一个 α ＞0，使得 J( k0，α) ＞J( k0，0) ; 当 k0 ＞k
～

时，则至

少存在一个 α ＞ 0 ，使得 J( k0，α) ＞ J ，其中 k
～
=

1
ρ － n [exp ( ρ － n) ( A － n － δ) － A + ρ + δ

ρ ]－ n ．

证明 当 α = 0 时，

J( k0，0) =
( ρ－n) ln( ρ－n) + ( ρ－n) ln k0 +A－ρ－δ

( ρ － n) 2

( 27)

令 J( k0，0) = J 时的 k0 = k
～

，即

( ρ － n) ln ［( ρ － n) k
～
］+ A － ρ － δ

( ρ － n) 2 = A － n － δ
ρ － n

( 28)

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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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 1
ρ － n [exp ( ρ－n) ( A－n－δ) －A + ρ + δ

ρ ]－ n ( 29)

假定相关的参数条件使得 k
～
＞ 0 ． 由式( 27)

易见，
∂J( k0，0)
∂k0

＞ 0 ，而 且 值 函 数 J( k0，α) 在

α∈［0，1) 上连续，因此当 k0 ＜ k
～

时，则至少存在

一个 α ＞ 0，使得 J( k0，α) ＞ J( k0，0) ; 当 k0 ＞ k
～

时，

则至少存在一个 α ＞ 0，使得 J( k0，α) ＞ J ．
命题 6 表明，当初始资本存量较小时 ( k0 ＜

k
～
) ，消费者不能只偏好当前消费而忽视经济增长

率，此时适度的经济增长率偏好将有助于提高最

优的效用水平，即存在 α ＞ 0 ，使得 J( k0，α) ＞
J( k0，0) ; 相反，当初始资本存量已经位于较高时

( k0 ＞ k
～

) ，不能过度地偏好经济增长率而不重视

当前消费，因为此时同样至少存在一个经济增长

率偏好 α ＞ 0 ，使得 J( k0，α) ＞ J ． 这也说明，如

果资本存量已经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人们仍然过

度地追求经济增长率偏好是不明智的． 再结合前

面的相关分析，无论是从稳态消费水平来看，还是

从消费者的总效用水平来看，对经济增长率的偏

好都需要以“适度”为原则．

2 收敛性质分析

为了方便分析稳态均衡点式( 10) 附近的收敛性

质，可首先将 k( t) 和 c( t) 的动态系统式( 9) 进行对

数线性化［31］． 这样微分方程组( 9) 可被改写成�14

d［ln ( k) ］
dt = Ae－( 1－θ) ln k － eln ( c / k) － ( n + δ)

d［ln ( c) ］
dt = －e

ln c

1－ [α
( 1－α) ρ+δ－θAe－( 1－θ) ln k

eln c － α( ρ－n) θ
eln ]









 k

( 30)

稳态时，d［ln ( k) ］
dt = d［ln ( c) ］

dt = 0 ，则有

Ae－( 1－θ) ln k－ －eln ( c－ / k－) = n + δ

( 1 － α) ρ + δ － θAe－( 1－θ) ln k－

eln c－
= α( ρ － n) θ

eln k
{ －

( 31)

将式( 30 ) 在稳态附近进行线性化，并注意到式
( 31) ，







可得

d［ln ( k) ］
dt

d［ln ( c) ］
d





t

[= a b ] 




c d

ln (
k

k
)

ln(
c

c




)

( 32)

[
其中

a b ]c d







=
θτ － ψ ψ － τ
x( ρ － n) θψ －
θτ［x( ρ－n) +( 1－θ) ］

xθ( ρ － n) ( τ － ψ







)

( 33)

其中 ξ = ρ + δ ，ψ = n + δ ，τ = ξ + x( ρ － n) ψθ
x( ρ － n) θ + θ

．

[
利用

a － ε b
c d － ]ε

= 0 ( 34)

可计算其特征值 ε ． 该条件相当于关于 ε 的二次

方程式

ε2 － ( a + d) ε + ad － bc ( 35)

该方程具有两个解

2ε = ( a+d) ± ( a + d) 2 － 4( ad － bc■ ) ( 36)

其中

a + d = ρ － n
ad － bc = ( θ － 1) ( ξ － θψ){ τ

( 37)

因为 0 ＜ θ ＜ 1，ρ ＞ n，τ ＞ 0，所以 ad － bc ＜
0，即式( 36) 存在两个异号的实根，其中，正根记

为 ε1，负根记为 ε2 ． 这也印证了相平面分析( 见图

1) 中关于均衡解是鞍点解的结论． 令 β = － ε2 ，则

对数线性化方程的解可表示为

ln ( k( t) ) = ln ( k
－
) +φ1eε1

t +φ2e
－βt ( 38)

其中 φ1 和 φ2 是待定常数． 由于 ε1 ＞ 0 ，因此欲使得

ln ( k( t) ) 渐近趋近于 ln( k
－
) ，则必有 φ1 =0 ． 另一

个待定常数 φ2 由初始条件 k( 0) = k0 决定，即

φ2 = ln ( k( 0) ) － ln ( k
－
) ( 39)

结合 φ1 = 0 、式( 38) 和式( 39) ，可得

ln ( k( t) ) = ( 1－e－β t ) ln( k
－
) +e－β t ln( k( 0) )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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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见，α 的大小反映了该经济在稳态点附近的收

敛速度． 注意到

2β = ( ρ－n) 2 + 4( 1－θ) ( ξ－θψ)■ τ －( ρ－n)

( 41)

根据式( 41) 可得

∂β
∂x

= ( 1 － θ) ( ξ － θψ)

( ρ－n) 2 +4( 1 －θ) ( ξ－θψ)■ τ
∂τ
∂x

( 42)

又因为

∂τ
∂x

= ( ρ － n) ( θψ － ξ) θ
［x( ρ － n) θ + θ］2 ( 43)

由于 0 ＜θ ＜1，ρ ＞n，显然∂τ∂x
＜ 0，从而∂β∂x

＜ 0． 上述

分析的主要结论可简要概括为如下命题 7．
命题 7 随着经济增长率偏好的提高，稳态

附近的收敛速度将降低．
命题 7 看似与直觉违背，因为人们越偏好经

济增长率，就会越抑制当前消费，资本积累速度就

越快，因此均衡路径上的消费与资本的收敛速度

就应当越快． 由于相关表达式的复杂性，因此难以

从理论上对此给出严格的证明，但从大量的数值

仿真可以看出，当初始资本存量远离稳态时，最优

路径在动态( 过渡) 过程的收敛速度确实随对经济增

长率偏好的上升而上升( 见第 3 节中的图 4) ．
但是，当资本接近稳态时，理性行为应当是让

经济增长速度不宜过快，这样才可能在较长时间

内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而经济增长率的边际

效用为正，从而总效用才可能提高，即命题 7 所预

示的结论． 均衡路径在稳态附近的行为可用吉尼

斯世界纪录保持者的行为来进行类似分析，如果

吉尼斯纪录的保持者每次打破之前纪录能够带来

好处的话，那么他的理性决策应当是每次仅仅超

过前一次纪录很小的幅度即可，这样才能在未来

有多次打破纪录的机会，从而带来更多的好处． 相

反，如果一下子达到自己的极限，超过前一纪录很

高的幅度，那就可能没有机会打破自己的纪录，因

而也会失去潜在好处．
上述分析也说明，经济增长文献中用线性系

统去近似分析非线性系统在稳态附近的性质，可

能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比如，本文中经济增长率偏

好参数 α 对过渡过程收敛速度的作用与其对稳态

附近收敛速度的作用甚至是相反的． 因此，许多经

典文献中基于稳态附近的收敛速度来测算经济达

到某一水平( 比如常见的离稳态一半距离) 所需

要的时间，可能存在比较高的误差［22，31］．
当经济还处于相对较低的阶段时，我国在一

定程度上采取了反映经济增长率偏好的激励机

制，这有助于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这与上述离

稳态较远的过渡过程相对应，因此是理性的选择．
而经过三十多年的持续增长，我国的人均产出等

得到大幅度提高，如果此时仍然采取反映经济增

长率偏好的激励机制，那么根据命题 7 的结论，

该激励机制不仅不会促进经济增长，反而可能

使得经济增长率减缓． 虽然难以判断当前经济

水平离稳态究竟有多远，但政府适度降低对经

济增长率的偏好，可能也是理性的选择． 这一结

果类似于张军等［32］关于社会福利与环保力度的

结论．

3 模型仿真分析

有不少文献通过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我国的

资本折旧率、时间偏好以及技术水平等参数等进

行了测算． 根据相关文献的估算，我国资本折旧率

δ 约 为 0． 11［33，34］，居 民 的 时 间 偏 好 ρ 约 为

0. 07［35］，2004 年—2013 年 人 口 增 长 率 n 约 为

0. 005，技术水平系数 A 约为 0． 42，资本产出弹性

θ 约为 0． 65［36］． 为了结合我国的实际经济状况，

下面的数值模拟的基本参数基于上述已有文献的

实证 分 析 结 果，即 ρ = 0． 07 ，δ = 0． 11，n =
0. 005，A = 0． 42 ． 为了观察不同的情形，在模拟中

θ 的取值分别为 0． 55，0． 65 和 0． 70． 本文将重点

分析在上述相关参数下，经济增长率偏好 α 对稳

态资本存量 k
－

与稳态消费 c－ 的影响，以及它对收

敛速度 β 与收敛时间长度的影响．
3． 1 经济增长率偏好对稳态均衡的影响

从图 2( a) 中可以看出，在资本产出弹性 θ 给

定的条件下，稳态资本存量 k
－

是随着 α 的上升而

单调递增的; 而图 2 ( b) 说明，α 的大小对稳态消

费 c－ 的影响不再是单调的，这与前面的理论分析

结果一致． 从图 2 中还可以看到，当经济增长率偏

好 α 大约在 0 ～ 0． 7 范围内时，稳态资本存量 k
－

与

稳态消 费 c－ 的 变 化 并 不 显 著，而 当 α 大 约 在

0． 7 ～ 1 的范围内时，它们的变化比较明显． 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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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通过前面提到的诸如“晋升锦标赛”等激励方

式来促进经济增长，虽然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但其

作用可能十分有限． 换句话说，如果人们对经济增

长率偏好 α 大约在 0 ～ 0． 7 范围内变化，其影响

与新古典经济模型( α = 0 ) 相比差异不大，其效

果并不明显．

( a) ( b)

图 2 经济增长率偏好对稳态均衡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economic growth rate preference on steady-state equilibrium

3． 2 经济增长率偏好对稳态附近收敛速度与收

敛时间的影响

根据式( 40) 可以得到如图 3 ( a) 所示 α 对收

敛 速 度 β 的 影 响． 将 式 ( 40 ) 重 新 调 整 为

ln ( k( t) ) － ln ( k( 0) )

ln ( k
－
) － ln ( k( 0) )

= 1 － e －βt ，其中 ln( k
－
) －

ln ( k( 0) ) 反映初始资本存量与最优稳态 ln( k
－
)

差距，可称为“初始差距”; ln( k( t) ) － ln( k( 0) )

反映了初始资本存量与未来 t 时刻的人均资本存

量 ln ( k( t) ) 的差距，可称为“未来差距”． 如果

1 －e －βt = 1
2 ，则 t = ln 2

β 表示从初始时刻出发，

人均资本达到其与稳态时刻人均资本差距一半所

需要的时间，该时间长度也是经济增长分析中经

常用来衡量收敛时间的一个指标［22］． 图 3 ( b) 给

出了不同资本产出弹性 θ 下，经济增长率偏好参

数 α 对收敛时间 t 的影响．

图 3 ( a) 与图 3 ( b) 分别表示经济增长偏好

对稳态附近收敛速度与收敛时间的影响． 可以

看出，当经济增长率偏好 α 大约在 0 ～ 0 ． 7 范围

内时，收敛速度与收敛到一半的时间并无明显

变化，而当 α 大约在 0 ． 7 ～ 1 的范围内时变化，

收敛速度与收敛时间的变化较为明显． 这一数

值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图 2 所示的数值结果

相互印证．

( a) ( b)

图 3 经济增长率偏好对稳态附近收敛速度与收敛时间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economic growth rate preference on convergence speed and converge time near the steady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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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经济增长率偏好对过渡过程收敛速度的

影响

此处相关参数的取值与前面的基本一致，即

δ = 0． 11，ρ = 0． 07，n = 0． 005，θ = 0． 7，A =
0. 42． 为了分析不同经济增长率偏好对过渡过程

收敛速度的影响，α 分别取 α1 = 0． 93 与 α2 =
0. 96． 据 汇 丰 银 行 中 国 资 本 存 量 的 估 算 显 示，

2010 年中国资本存量约为 93 万亿元，再结合当

时我国人口总量可测算出中国人均资本存量约为

7 万元，因此取初始资本存量 k0 = 7 ．

图 4 展示了相关的结果． c·( α1) =0与 c·( α2) = 0
分别表示经济增长率偏好为 α1 与 α2 时稳态消费

需要满足的代数方程，k· = 0 表示稳态资本需要

满足的代数方程; E1 与 E2 分别表示经济增长率

偏好为 α1 = 0． 93 与 α2 = 0． 96 时对应的稳态; 斜

向上的虚线表示不同偏好下的最优轨线 ( 运用

Matlab 计算得到) ; 斜向上虚线相邻两个小圆圈

之间的时间为 Δt = 10 年． c10 与 c20 分别表示

α1 = 0． 93 与 α2 = 0． 96 时对应的最优初始消费

量． 不难看出，经过 40 年后，两者的均衡路径几乎

达到同一消费水平． L1 与 L2 分别表示这两种情形

最优消 费 水 平 与 其 初 始 消 费 量 的 差 值． 易 见，

L2 ＞ L1 ，这意味着在前期过渡过程中，α = 0． 96

图 4 经济增长率偏好对过渡过程收敛速度的影响

Fig． 4 Effect of economic growth rate preference on the convergence

rate of transition process

时的收敛速度反而大于 α = 0． 93 的收敛速度; 而

当时间经过 100 年后�15，α = 0． 96 与 α = 0． 93 的

增长率分别是 0． 028%和 0． 043% ． 该数值结果与

命题 7 及其随后的分析一致．

4 实证检验�16

前面将经济增长率偏好纳入传统新古典经济

增长模型，获得了最优稳态资本存量与消费的显

式表达式，主要从理论上分析了经济增长率偏好

对均衡资本、均衡消费及效用水平的影响，同时也

给出了一定的数值仿真，本节将对经济增长偏好

对资本、消费的影响进行初步的实证分析． 经济增

长偏好这一指标通常难以直接量化，但各省区市

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增长目标可以用来间接反

映经 济 增 长 偏 好�17，这 在 徐 现 祥 等［2］、余 永 泽

等［3 － 5，7］、刘淑琳等［6］的相关文献中已有比较丰

富的分析，相关实证分析也可能直接用于检验前

面的某些理论结果． 比如，徐现祥等［2］的研究结

论“经济增长目标管理能够较显著地倒逼资本积

累”，刘淑琳［6］等利用政府工作报告公布的经济

增长目标数据，验证了经济增长目标驱动辖区投

资增长的理论假说，这些实证结果与本文图 2( a)

表示的情形一致，即经济增长偏好有助于提高稳

态资本水平�18． 另外，图 2 ( b) 表示的情形也是本

文重要的情形之一，它表示过度的经济增长偏好

将可能降低稳态消费水平． 为了检验这一理论结

果，下面以 2009 年—2017 年中国 31 个省区市为

研究样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率偏好与消费之间的

关系进行简要的实证分析．
4． 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 被解释变量: 居民消费支出 ( consumption) ，

数据源于国家统计局．
2) 解释变量: 经济增长率偏好 ( preference) ．

利用各省区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增长目标来

表示经济增长偏好，数据来各自省区市政府网站

—21—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2023 年 7 月

�15

�16

�17

�18

由于 100 年之后的增长速度变得很低，图 4 中的时间尺度难以直观进行展示，因此只给出了数值结果．
本节只是简要的实证分析，在样本容量大小、控制变量选取等方面显得比较松散，更仔细的分析无疑将是未来研究一个很有价值的话题．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这一建议．
本文的理论分析主要针对的是经济处于稳态或稳态附近的情形，而我国经济增长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处于动态的过渡过程，因此即

使这些实证从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图 2( a) 所表示的理论结果，但理解它们时仍然需要注意区分稳态和过渡过程的某些性质差异．



上公布的相关年份政府工作报告．
3) 控制变量: 居民可支配收入( income ) ． 居

民可支配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

本文将它作为控制变量，数据源于国家统计局． 需

要说明的是，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众多，未来更详

细的实证研究通常应将这些影响因素也纳入分

析． 为避免内生性问题，本文选用滞后一期的居民

可支配收入作为控制变量． 由于国家统计局在

2013 年之前尚未开展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状况

调查，而是对城市和农村分别调查，为保持数据

口径一致性，对 2013 年之前各省数据，按照“城

镇人口 ×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 乡村人口 × 乡

村人均 纯 收 入”计 算 得 到 居 民 可 支 配 收 入． 另

外，为削弱异方差性，本文对可支配收入以及居

民消费支出取自然对数． 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统计性描述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variables

Variable Obs Mean Std． Dev． Min Max

consumption 279 8． 457 1． 044 4． 764 10． 436

preference 279 0． 096 0． 021 0． 055 0． 145

income 279 8． 766 1． 048 5． 145 10． 731

4． 2 实证结果

随机效应模型认为随机扰动项与解释变量是

不相关的，这个假定在现实中较难得到满足． 为

此，本文直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构

建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具体如下

consumptioni，t =α+β1preferencei，t +β2preference
2
i，t +

ηincomei，t－1 + λt + γi + εi，t ( 44)

其中 consumptioni，t 和 preferencei，t 分别表示省区

市 i 在时期 t 的居民消费支出和经济增长率偏好，

λ t 和 γi 分别表示时间固定效应和省份固定效应，

incomei，t －1 表示滞后一期的可支配收入，εi，t 为随

机扰动项．

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具体如表 2 所示，由表 2
可得，经济增长率偏好水平项对居民消费支出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二次项则具有显著的负向

影响，这说明经济增长率偏好对居民消费支出具

有倒“U”型的影响． 经济增长率偏好与居民消费

支出的倒“U”关系，表明当经济增长率偏好低于

门槛值时，经济增长率偏好的提升将促进居民消

费支出，但当经济增长率偏好超过门槛值后，经

济增长率偏好的进一步提升将抑制居民消费支

出，该结论与图 2 ( b) 所表示的情形一致，这也

说明本文所构建的理论模型能够较好地用于解

释现实．
表 2 回归结果

Table 2 Ｒegression results

Variable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preference
0． 319

( 0． 445)

0． 241

( 0． 410)

7． 172*

( 3． 803)

preference2
－ 34． 678*

( 18． 242)

income
0． 233＊＊

( 0． 101)

0． 218＊＊

( 0． 093)

常数项
7． 879＊＊＊

( 0． 042)

6． 156＊＊＊

( 0． 828)

5． 448＊＊＊

( 0． 653)

Observations 279 248 248

Ｒ2 0． 248 0． 985 0． 988

Number 31 31 31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注: 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 ＊＊＊、＊＊、* 分别代表在 1%、5%、10% 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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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为了分析经济增长率偏好对经济增长所带来

的潜在影响，本文将人们对经济增长率的偏好纳

入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分

析了喜欢高增长率的偏好对经济均衡消费、均衡

资本以及效用水平等带来的潜在影响． 从研究结

果来看，在经济发展相对较低的阶段适度地偏好

经济增长率，不仅可使得稳态资本和稳态消费均

提高，同时还可以提高总的效用水平; 但是，过度

地追求高经济增长率而不顾及经济所处的发展阶

段，可能使得稳态消费水平反而会降低，同时消费

者一生总的效用水平也可能降低． 因此，一味地肯

定或一味地否定政府对经济增长率的偏好，看来

都是不妥当的． 随着人们对经济增长率偏好的上

升，经济在稳态附近的收敛速度将减缓． 另外，政

府想通过诸如“晋升锦标赛”等反映经济增长率

偏好的激励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其

作用可能十分有限．
回顾我国过去数十年的经济发展，当经济

还处于相对较低的阶段时，我国在一定程度上

采取了反映经济增长率偏好的激励机制，这不

仅有利于提高居民稳态消费，同时还可以增加

消费者的总效用，这正是本文模型所蕴含的最

优策略; 而经过三十多年的持续增长，我国的人

均产出 和 人 均 资 本 存 量 已 经 得 到 了 大 幅 度 提

高，某些行业已经出现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因

此政府此时适度降低对经济增长率的偏好，也

是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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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traditional neoclassical economic growth model，the“economic growth rate
preference”，or LGＲ for short，is introduced into the utility function，and its potential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is analyzed． It is shown that many properties of the new model are not the same as expected． Specific-
ally，the steady consumption is not monotonically increasing in LGＲ-only through a moderate degree of LGＲ，

can the new steady consumption exceed the one for the traditional model． If the initial capital stock is already
at a high level，a further increase in LGＲ will decrease the lifetime utility． A higher LGＲ tends to reduce the
rate of convergence near the steady state． Unlike in the traditional model，factors such as time preference no
longer have monotonic effect on the level of steady capital stock in our new model． These results also indicate
that，some negative effects，such as overcapacity or utility loss，may occur if the government favors LGＲ too
much or blindly loves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regardless of developing stages． In addition，effects of boos-
ting growth through incentives associated with growth preferences，such as promotion tournament，can be very
limited．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growth rate preference; neoclassical economic growth model; promo-

tion tourna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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