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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章  经济增长 

（2022 年 10 月 24 日更新） 

一 名词解释 

16-1. Δ索洛余量 

是指经济增长中无法用资本和劳动来衡量的部分，也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用公式表示

为： 

∆𝐴

𝐴
=
∆𝑌

𝑌
− 𝛼

∆𝑁

𝑁
− 𝛽

∆𝐾

𝐾
 

其中，
∆𝐴

𝐴
是索洛余量，

∆𝑌

𝑌
是产出增长率，

∆𝑁

𝑁
是劳动增长率，

∆𝐾

𝐾
是资本增长率，而𝛼和𝛽分

别是劳动和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份额。 

 

16-2. Δ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稳态 

当经济的投资量等于折旧量的时候，资本存量不再改变，于是产出、消费、储蓄等变量

也不再变化，此时经济就处于稳态。在新古典模型中，更经常考虑的是人均资本存量的稳态。 

 

16-3. Δ黄金律水平 

是指想要使得人均的消费达到最大，此时人均的资本存量的边际产品应当等于劳动增长

率和折旧率之和。 

 

16-4. 内生增长理论 

用规模报酬递增和内生技术进步来说明一个经济体的长期经济增长，其主要特征就是使

增长率内生化。 

 

16-5. 经济增长的条件收敛 

是指如果贫穷的经济体比富裕的经济体增长更快，那么世界上贫穷经济体将会赶上富裕

经济体，这被称为收敛。各国经济结构不同，储蓄率、出生率也不同，因此各国在长期内会

各自收敛至不同的人均资本的稳态。世界上各经济体实际上呈现为条件收敛，即向各自的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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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收敛，其稳态由各国的储蓄率、人口增长速度、折旧率和技术进步速度等因素决定。 

 

 

 

二 选择题 

16-6 16-7 16-8 16-9 16-10 16-11 16-12 16-13 16-14 16-15 

C D C D B B D C C C 

16-16 16-17 16-18 16-19 16-20 16-21 16-22 16-23 16-24 16-25 

A D D C B B D C B B 

16-26 16-27 16-28 16-29 16-30 16-31 16-32 16-33 16-34 16-35 

A D C B C B C C A B 

16-36 16-37 16-38 16-39 16-40 16-41 16-42 16-43 16-44 16-45 

A C A B D C C A D C 

 

 

 

三 判断题 

16-46 16-47 16-48 16-49 16-50 

× × × √ × 

 

 

 

四 简答题 

16-51. 考虑一个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两个国家在各方面都完全相似，但 A 国居民比 B

国的居民的储蓄率更高。请回答： 

（1）哪个国家会有更高的在稳态下的人均产出水平？请画图说明。 

（2）哪个国家会有更高的在稳态下的人均产出增长率？ 

解答：（1）A 国会有更高的人均资本存量和更高的人均产出水平。如图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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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  A 国和 B 国的人均产出 

（2）在稳态时，两个国家的人均产出增长率是相同的，没有技术进步时都是零。 

 

16-52. 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是什么？它有什么含义？。 

解答：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为 

Δk＝sy－(n＋δ)k 

其中 k 为人均资本，y 为人均产量，s 为储蓄率，n 为人口增长率，δ为折旧率。 

上述关系式表明，人均资本的增加等于人均储蓄 sy 减去(n＋δ)k 项。(n＋δ)k 项可以这样

来理解答：劳动力的增长率为 n，一定量的人均储蓄必须用于装备新工人，每个工人占有的

资本为 k，这一用途的储蓄为 nk。另一方面，一定量的储蓄必须用于替换折旧资本，这一用

途的储蓄为 δk。总计为(n＋δ)k 的人均储蓄被称为资本的广化。人均储蓄超过(n＋δ)k 的部分

则导致了人均资本 k 的上升，即 Δk＞0，这被称为资本的深化。因此，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

本公式可以表述为：资本深化＝人均储蓄－资本广化。 

 

16-53. 已知一个新古典增长模型。回答如下问题： 

（1）什么因素决定了稳态下的人均收入增长率？ 

（2）一国储蓄率的变化如何影响稳态下的人均收入及其增长率？ 

（3）人口增长率的变化如何影响稳态下的人均收入水平？ 

解答：（1）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稳态下的人均收入增长率由技术进步的速度决定，与

储蓄率和人口增长率无关。 

（2）一国储蓄率越高，稳态的人均资本存量就越高，稳态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就越高但

储蓄率的变化没有增长效应，即储蓄率提高不会影响稳态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 

（3）人口增长速度提高将会降低稳态时的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均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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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4. 内生增长模型和索洛模型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解答：内生增长模型与索洛模型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方面：①假设条件不同。索洛模型

假设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而内生增长模型中资本的涵义更为丰富，它可以假设资本的边际收

益不变。②技术进步的来源不同，在索洛模型中，技术进步是外生，但在内生增长模型中，

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一样是内生的。③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在索洛模型中，储蓄

率的提升只有水平效应而无增长效应，但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储蓄率增长则可能带来经济的

持续增长。 

 

16-55. 已知一个基于人口和劳动改善型技术进步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解释下列每一项政策

将如何影响稳态下的人均产出水平及其增长率： 

（1）政府减少预算赤字。 

（2）政府资助研发。 

（3）政府增加对私人储蓄的税收优惠。 

（4）政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解答：（1）预算赤字减少，将提高国民储蓄率，这将提高稳态的人均产出水平，但不会

影响人均产出的增长率。 

（2）资助研发将会提高技术进步速度，这将提高人均产出的稳态水平并提高人均产出

的稳态增长率。 

（3）增加私人储蓄的税收优惠，将提高国民储蓄率，从而提高稳态的人均产出水平，

但不会提高稳态的人均产出增长率。 

（4）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可能会促进研发投入，从而提高稳态的人均产出水平及其

增长率。 

 

16-56. 简述库兹涅茨关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几种因素。 

解答：库兹涅茨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的归纳如下： 

（1）知识存量的增加。库兹涅茨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类社会迅速增加技

术知识和社会知识的存量，当这种存量被利用的时候，就成为现代经济高比率的总量增长和

迅速的结构变化的源泉。而在一些中介因素作用下，经过一系列知识的转化过程，知识最终

变为现实的生产力。 

（2）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库兹涅茨对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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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分析，他得出的结论是，以人均产值高增长率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劳动生

产率的提高。 

（3）结构方面的变化。库兹涅茨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它们增长的历史过程中，

经济结构转变迅速。库兹涅茨把知识力量因素和生产因素与结构因素联系起来，以强调结构

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这是他与丹尼森分析的不同之处，同时也是一个重要贡献。 

 

16-57. 简述丹尼森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 

解答：（1）丹尼森把经济增长因素分为两大类：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关

于生产要素投入量，丹尼森把经济增长看成是劳动、资本和土地投入的结果，其中土地可以

看成是不变的，其他两个则是可变的。关于要素生产率，丹尼森把它看成是产量与投入量之

比，即单位投入量的产出量。要素生产率主要取决于资源配置状况、规模经济和知识进展。

具体而言，丹尼森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为六个：①劳动；②资本存量的规模；③资源

配置状况；④规模经济；⑤知识进展；⑥其他影响单位投入产量的因素。 

（2）丹尼森进行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的目的，就是通过量的测定，把产量增长率按照各

个增长因素所作的贡献，分配到各个增长因素上去，分配的结果用来比较长期经济增长中各

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3）丹尼森的结论是，知识进展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重要的增长因素。丹尼森所说

的知识进展包括的范围很广，它包括技术知识、管理知识的进步和由于采用新的知识而产生

的结构和设备的更有效的设计在内，还包括从国内的和国外的有组织的研究、个别研究人员

和发明家，或者简单的观察和经验中得来的知识。丹尼森所谓的技术知识是，关于物品的具

体性质和如何具体地制造、组合以及使用它们的知识。他认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是明显的，但是只把生产率的增长看成大部分是采用新的技术知识的结果则是错误的。他强

调管理知识的重要性。管理知识就是，广义的管理技术和企业组织方面的知识。在丹尼森看

来，管理和组织知识方面的进步更可能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国民收入，因此它对国民收入的

贡献比对改善产品物理特性的影响更大。总之，丹尼森认为，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进步的重

要性是相同的，不能只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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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计算题 

16-58. 假设一个国家的生产函数为𝑌 = 𝐾0.5𝐿0.5，且没有人口增长和技术变化。试求： 

（1）人均生产函数𝑦 = 𝑓(𝑘)的表达式。 

（2）假设国家拥有 900 单位的资本和 100 单位的劳动，那么𝑌是多少？由人均生产函

数计算的劳动生产率是多少？ 

（3）假设每年有 10%的资本折旧。为了使当前的资本劳动比保持不变，总储蓄率应该

等于多少？  

解答： 

（1）𝑦 = 𝑘0.5。 

（2）Y=300，𝑦 =
𝑌

𝐿
= 3。 

（3）利用𝑠𝑓(𝑘) = 𝛿𝑘，其中𝑘 = 9，计算得到𝑠 = 0.3。 

 

16-59. 假设一个国家的生产函数为𝑌 = 𝐾0.3(𝐴𝐿)0.7，资本产出比为 3，技术进步率为 3%，

折旧率为 4%。计算： 

（1）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边际产量是多少？ 

（2）如果当前的经济处于稳态，那储蓄率应是多少？ 

（3）当经济达到资本的黄金律水平时，资本的边际产量应该是多少？ 

（4）黄金律水平时的储蓄率应该是多少？ 

解答： 

（1）资本边际产量𝑀𝑃𝐾 = 0.3
𝑌

𝐾
= 0.1； 

（2）𝑠𝑓(𝑘) = (𝛿 + 𝑔)𝑘，其中𝑓(𝑘) = 𝑘0.3，注意到此时有
𝑌

𝐾
= (

𝐴𝐿

𝐾
)
0.7

= 𝑘−0.7，计算后得

到𝑠 = 0.21； 

（3）当经济达到资本的黄金律水平时，可以得到𝑀𝑃𝐾 = 𝑓′(𝑘) = 𝛿 + 𝑔 = 0.07。 

（4）对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黄金律水平的储蓄率等于资本产出份额𝑠 = 𝛼 = 0.3。 

 

16-60. 已知一个新古典增长模型𝑦 = 𝑓(𝑘) = 𝑘 − 0.5𝑘2，储蓄率𝑠 = 0.4，人口增长率

𝑛 = 0.002，求： 

（1）使得该经济处于稳态时的人均资本存量。 

（2）黄金律水平时的人均资本存量。 

解答：（1）该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方程为�̇� = 𝑠𝑓(𝑘) − 𝑛𝑘，在稳态时𝑠𝑓(𝑘) = 𝑛𝑘，求

得稳态人均资本存量𝑘∗ = 1.99。 



7 
 

（2）在黄金律水平时，满足𝑓′(𝑘) = 𝑛，求得𝑘𝑔𝑜𝑙𝑑 = 0.998。 

 

16-61. 已知资本增长率为
ΔK

𝐾
= 0.03，劳动增长率为

ΔN

𝑁
= 0.02，国民收入增长率为

ΔY

𝑌
= 0.04，

同时资本的产出份额为 0.4，劳动的产出份额为 0.6。在这些条件下，求技术进步的速度。 

解答： 

由题可知
ΔY

𝑌
=

ΔA

𝐴
+ 0.4

ΔK

𝐾
+ 0.6

ΔN

𝑁
，由此求得

ΔA

𝐴
= 0.04 − 0.4 ∗ 0.03 − 0.6 ∗ 0.02 = 0.016。 

 

16-62. 考虑一个经济，生产函数为𝑌 = 𝐾1−𝛼(𝐴𝑁)𝛼，假设储蓄率为 s = 0.1，人口增长率为

𝑛 = 0.01，资本折旧率为𝛿 = 0.01，技术水平的增长速度为 0.02。 

（1）求总产出和人均资本存量的稳态增长率。 

（2）如果 A=4，𝛼 = 0.5，请将该生产函数转化为按有效劳动平均的形式，并计算该经

济稳态时的人均资本存量。 

解答： 

（1）根据有人均资本存量的稳态增长率即技术进步率𝑔 =
ΔA

𝐴
= 0.02，而总产出的稳态

增长率由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率之和决定，为 0.03。 

（2）𝑦 = 𝑘𝛼 = 𝑘0.5，其中𝑘 =
𝐾

𝐴𝑁
=

𝐾

4𝑁
，稳态时𝑠𝑦 = (𝑛 + 𝛿 + 𝑔)𝑘，求得𝑘∗ = 6.25。 

 

16-63.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不考虑折旧，假定总量生产函数为𝑌 = 𝐾
1
3𝐿

2
3。 

（1）求稳态时的人均资本量和人均产量。 

（2）用这一模型解释“为什么我们如此富裕，而他们那么贫穷”。 

（3）求出与黄金律相对应的储蓄率。 

解答： 

（1）由所给的总量生产函数，求得人均生产函数为：y＝k
1/3

 

上式中，y 为人均产量，k 为人均资本量。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稳态条件为：sf(k)＝nk 

即 sk
1/3＝nk，s 为储蓄率，n 为人口增长率。 

解答得稳态的人均资本量为：k
*＝



s

n
3/2 

 „„① 

将其代入人均生产函数，求得稳态的人均产量为 y
*＝( )k

* 1/3＝


s

n
1/2

  „„② 

（2）解释国家间的生活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均收入，由式①、式②可知，当一个

国家的储蓄率高、人口增长率低时，该国的稳态下的人均资本和人均产量就相对较高；反之，

则正好相反。因此，根据这里的模型，可以用储蓄率和人口增长率的差异来解答释“为什么

我们如此富裕，而他们那么贫穷”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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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金律所要求的资本存量应满足：f′(k)＝n 即
1

3
 k

-2/3＝n，  

又由第(1)问可知，在稳态时，k＝


s

n
3/2。 

所以有：
1

3
[


s

n
3/2

]
-2/3＝n 

最终得到 s ＝
1

3
即为所求。 

 

16-64. 设在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框架下，生产函数为 Y＝F(K，L)＝ KL。 

（1）求人均生产函数 y＝f(k)。 

（2）若不存在技术进步，但存在资本折旧和人口增长，求稳态下的人均资本量、人均

产量和人均消费量。 

解答： 

（1）人均生产函数的表达式为 y＝f(k)⇒y＝
Y

L
＝

KL

L
＝

K

L
＝ k 

（2）设人口增长率为 n，储蓄率为 s，折旧率为 δ，人均消费为 c，则由稳态条件 sy＝

(n＋δ)k 有 s k＝(n＋δ)k 

k
*＝





s

n＋δ
2，于是得到 y

*＝
s

n＋δ
，以及 c

*＝(1－s)y
*＝

(1－s)s

n＋δ
 

k
*、y

*、c
*即为稳态下的人均资本量、人均产量和人均消费量。 

 

16-65.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已知生产函数为 y＝2k－0.5k
2，y 为人均产出，k 为人均资

本；储蓄率 s＝0.1；人口增长率 n＝0.05；资本折旧率 δ＝0.05。试求： 

（1）稳态时的人均资本和人均产量。 

（2）稳态时的人均储蓄和人均消费。 

解答：（1）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稳态条件为 

  sy＝(n＋δ)k 

将有关关系式及变量数值代入上式，得 

  0.1(2k－0.5k
2
)＝(0.05＋0.05)k 

  0.1k(2－0.5k)＝0.1k 

  2－0.5k＝1 

  k＝2 

将稳态时的人均资本 k＝2 代入生产函数，得相应的人均产出为： 

  y＝2×2－0.5×2
2＝4－

1

2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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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应地，人均储蓄函数为： 

  sy＝0.1×2＝0.2 

  人均消费为： 

  c＝(1－s)y＝(1－0.1)×2＝1.8 

 

16-66. 设一个经济的人均生产函数为 y＝ k。如果储蓄率为 28%，人口增长率为 1%，技

术进步率为 2%，折旧率为 4%，那么，该经济的稳态产出为多少？如果储蓄率下降到

10%，而人口增长率上升到 4%，这时该经济的稳态产出为多少？ 

解答：稳态条件为：sf(k)＝(n＋g＋δ)k，其中 s 为储蓄率，n 为人口增长率，δ 为折旧率。 

代入数值得 0.28 k＝(0.01＋0.02＋0.04)k，得 k＝16，从而，y＝4，即稳态产出为 4。 

如果 s＝0.1，n＝0.04，则 k＝1，y＝1，即此时稳态产出为 1。 

 

16-67. 已知资本增长率 gk＝2%，劳动增长率 gl＝0.8%，产出增长率 gy＝3.1%，资本的国

民收入份额 α＝0.25，在这些条件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多少？ 

解答：劳动的国民收入份额为：b＝1－α＝0.75。 

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 

  0.25×2%＋0.75×0.8%＝1.1% 

所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 

  3.1%－1.1%＝2% 

 

 

 

六 论述题 

16-68. Δ试述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主要内容。 

解答：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方程。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假设有：社会储蓄函数为

S=sY;劳动力按一个不变的比率 n 增长；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在上述假设条件下，索洛得

到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方程： Δk=sy-（n+δ）k，这一关系式表明，人均资本的增加等

于人均储蓄 sy 减去（n+δ）k 项。（n+δ）k 为新增劳动力所配备的资本数量和资本折旧， 称

为资本广化（即意味着为每新增的工人提供平均数量的资本存量）； ΔK 为人均资本的增

加， 称为资本深化（即意味着每个工人占有的资本存量上升）。 因而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

本方程又可表述为：资本深化＝人均储蓄。 

（1）稳定增长的条件。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稳态是指一种长期均衡状态。要实现稳

态，则人均储蓄必须正好等于资本广化。即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稳态的条件是：sy=（n+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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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稳态中（人均资本不变，即ΔK= 0），总产量（或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和总的资本存量的

增长率均等千劳动力的增长率， 且这一增长率是独立千储蓄率的（等式中无 s)。 

（2）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结论。第一，稳态中的产量增长率是外生的。 在上面的模型中

为 n, 它独立于储蓄率 s。第二，尽管储蓄率的增加没有影响到稳态增长率，但是通过增加

资本产出比率，它确实提高了收入的稳态水平。第三，产量的稳态增长率保持外生。人均收

入稳态增长率决定千技术进步率，总产量的稳定增长率是技术进步率和人口增长率之和。第

四，如果两个国家有着相同的人口增长率、相同的储蓄率和相同的生产函数，那么它们最终

会达到相同的收入水平。如果两个国家之间有着不同的储蓄率，那么它们会在稳态中达到不

同的收入水平， 但如果它们的技术进步率和人口增长率相同， 那么它们的稳定增长率也将

相同。 

（3）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经济意义。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经济意义是，劳动力的增长、资

本存量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产量的增长产生直接影响。 

 

16-69. Δ设一个经济中的总量生产函数为 Yt＝Atf(Nt，Kt)，式中 Yt、Nt和 Kt 分别

为 t 时期的总产量、劳动投入量和资本投入量；At为 t 时期的技术状况。试推导经济增

长的分解式，并加以解释。 

解答：对生产函数 Yt＝Atf(Nt，Kt)关于时间 t 求全导数，有 

  
dYt

dt
＝f(Nt，Kt)

dAt

dt
＋At

∂f

∂Nt
·
dNt

dt
＋At

∂f

∂Kt
·
dKt

dt
„„① 

式①两边同除以 Yt， 化简后得 

  
dYt/dt

Yt
＝

dAt/dt

At
＋

∂f/∂Nt

f(Nt，Kt)
×

dNt

dt
＋

∂f/∂Kt

f(Nt，Kt)
×

dKt

dt
„„② 

经恒等变形，式②又可表示为 

  
dYt/dt

Yt
＝

dAt/dt

At
＋

∂f

∂Nt
×

Nt

f(Nt，Kt)
×

dNt/dt

Nt
＋

∂f

∂Kt
×

Kt

f(Nt，Kt)
×

dKt/dt

Kt
„„③ 

定义 a＝
∂f

∂Nt
×

Nt

f(Nt，Kt)
， b＝

∂f

∂Kt
×

Kt

f(Nt，Kt)
， 并用 gA 表示

dAt/dt

At
，用 gN 表示

dNt/dt

Nt
，用

gK 表示
dKt/dt

Kt
，用 gY表示

dYt/dt

Yt
，则式③化为 

  gY＝gA＋agN＋bgK„„④ 

式④即为增长的分解答式。其含义为总产量的增长率被表示为劳动增长率、资本增长率

和技术进步的加权平均。式④也为说明经济增长的源泉提供了框架。 

 

16-70. Δ简要评价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解答：（1）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是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于 1948

年分别提出的关于经济增长的分析模型的统称。该模型主要研究在保持充分就业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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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和投资的增长与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 

（2）假设前提包括：①全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②储蓄 S 是国民收入 Y 的函数，即 S

＝sY（s 代表这个社会的储蓄比例，即储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有的份额）。③生产过程中只

使用两种生产要素，即劳动 L 和资本 K。④不存在技术进步，也不存在资本折旧问题。⑤劳

动力按照一个固定不变的比率增长。⑥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即生产任何一单位产品所需要的

资本和劳动的数量都是固定不变的。⑦不存在货币部门，且价格水平不变。 

哈罗德模型的基本方程为：
v

s

Y

Y
G 


 ，式中 G 表示国民收入增长率△Y/Y（即经济

增长率），s 表示储蓄率 S/Y，v 表示边际资本-产量比率△K/△Y（假定边际资本-产量比率等

于资本-产量比率 K/Y），且 v＝I/△Y。方程表明，要实现均衡的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增长率

就必须等于社会储蓄倾向与资本产量比二者之比。 

多马模型的基本方程为： G＝△I/I＝s·δ，式中△I/I 为投资增长率，即为哈罗德模型

中的经济增长率；δ表示资本生产率△Y/I，即哈罗德模型中 v 的倒数。多马模型与哈罗德

模型的区别在于多马是用资本生产率表示资本-产量的比率，且 G 表示投资增长率。二者的

公式尽管其表达内容各异，但实际上是一回事，可以用一个统一的公式表达为： 

 

 

（3）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以凯恩斯理论中关于储蓄-投资分析的理论为基础，即

经济增长的均衡能否实现，取决于储蓄率和资本-产出系数的高低，并且要求社会上每一时

期的储蓄额必须等于和全部转化为投资。这样，为实现一定的经济增长率可以采取不同的方

法。例如，既可以提高或降低资本-产量比率，也可以提高储蓄率与增加投资等。 

（4）哈罗德-多马模型在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的模型分析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影响，

是新古典学派、新剑桥学派分析经济增长模型的出发点。但这一模型忽视了投资预期这一经

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因而不能解决经济中因投资预期未实现而导致的问题。 

 

16-71. Δ评述新古典增长理论。 

解答：（1）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内容 

（以下部分删除）．．．．．．．．新古典增长理论放弃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关于资本和劳动不可替代

的假设。模型的假设前提大致是：①全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②储蓄函数为 S=sY, s 是作为

参数的储蓄，且 0<s<1；③不存在技术进步，也不存在资本折旧；④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

 s
v

s
G



12 
 

⑤劳动力按一个不变的比率 n 增长。                                                                                                                                                                                                                 

索洛推导出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方程为： nkkksf )( ，其中，  LKk / 资本

与劳动力之比，大致为每一个劳动力所能分摊到的（或按人口平均的）资本设备；k=dk/dt=

每单位时间 k 的增加量，即按人口平均的资本增加量；f（k）=y=Y/L=每个劳动力的平均生

产量，大致为按人口平均的产量；s 为储蓄比例，n 为人口增长率。 

这一基本方程式说明，一社会的人均储蓄可以被用于两个部分：一部分为人均资本的增

加 k，即为每一个人配备更多的资本设备，这被称为资本的深化。另一部分是为每一增加的

人口配备每人平均应得的资本设备 nk，这被称为资本的广化。大致意思是说，在一个社会

全部产品中减去被消费掉的部分（C）以后，剩下来的便是储蓄；在投资等于储蓄的条件下，

整个社会的储蓄可以被用于两个部分：一部分用于给每个人增添更多的资本设备（即资本深

化），另一部分则为新生的每一人口提供平均数量的资本设备（即资本的广化）。 

（2）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四个关键性结论。  

①稳态中的产量增长率是外生的。在上面的模型中为 n，它独立于储蓄率 s。 

②尽管储蓄率的增加没有影响到稳态增长率，但是通过增加资本-产量比率，它确定提

高了收入的稳态水平。 

③产量的稳态增长率保持外生。人均收入的稳态增长率决定了技术进步率，总产量的稳

定增长率是技术进步率与人口增长率之和。 

④如果两个国家有着相同的人口增长率、相同的储蓄率和相同的生产函数，那么它们最

终会达到相同的收入水平。如果两个国家之间有着不同的储蓄率，那么它们会在稳态中达到

不同的收入水平，但如果他们的技术进步率和人口增长率相同，那么它们的稳定增长率也将

相同。 

（3）新古典增长理论稳定增长的条件及其政策含义 

对应于既定的人均资本量 k , f（k）是人均产出量，这些产出减去消费后的储蓄量为 sf

（k）。如果 sf（k）>nk，社会的人均储蓄量在用于为新增人口 n 配备人均资本所需要的资本

量 nk 后仍有余额，则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继续增加人均资本量，即 k>0。这表明，人均资

本量将会进一步增加，从而缩小储蓄与新增人口配备资本的需要量之间的差距。相反，如果

sf（k）<nk，意味着现在的储蓄不够为新增人口配备资本，从而人均资本倾向于下降。因此，

当 k=0 时，经济实现稳定增长。在稳定增长状态下，人均产量保持不变，因而经济将会以人

口增长率实现稳定增长。新古典增长模型如图 16-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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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2 新古典增长模型 

此外，模型也包含着促进人均收入增加的政策含义。事实上，实现人均产出量增加有三

种途径：一是提高总产量，即提高技术水平；二是提高储蓄率；三是降低人口出生率。这对

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 

（4）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缺陷及其发展 

①理论方面。 

首先，模型中不包含社会的目标，因而并不能说明稳定增长的福利特征。其次，新古典

增长理论假定经济中的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即投入增加一倍，产出也相应增

加一倍。这一假定往往和事实不相符。对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来说，由于这些国家的生产资料

配置比较合理，整个经济各部门间相互协调能力较强，再加上信息传递较为准确有效，所以

生产资源的总体利用效率高，其结果就是少量的生产投入有可能带来大量的产出。而一些发

展中国家由于不具备工业化国家的生产条件，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因素，就可能导致规模报酬

递减。第三，在新古典模型中，稳态增长率是外生的，这样该模型就无法对劳动力增长率和

技术进步率做出解答释。从而也就不能对控制人口增长率，提高技术进步速度提出有意义的

政策建议，而事实上，这两个参数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是相当重要的。 

②实践方面。 

首先，从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着趋同

性，即有着相同技术和人口增长率的国家最终会接近于相同的稳态增长率（尽管收入的稳态

水平可能各异）。但是据统计，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往往存在着增长率的较大差异，这显然与

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趋同论相悖。其次，在模型中，生产技术水平、人口增长率以及储蓄率都

被假定为不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模型的应用。第三，规模收益不变不是生产的一般特

征。 

针对上述问题，西方经济学家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再次掀起一股增长理论热。

扩展主要包括：把效用函数作为目标引入到增长模型之中；利用人力资本说明技术进步；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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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和储蓄率看成是经济当事人最优化选择的结果；利用知识投资的外在性说明生产的

规模收益递增等。其中，增长理论的新发展主要表现为把传统理论中某些变量内生化，故这

些发展也被称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或新增长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