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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运用Romer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基本模型对“新经济”的主要特征(人均收入在低通胀、高就业水平条件下的长期 

持续增长)作 出机理解释。主要结论：新经济是一种主要以知识产品创新为基本生产活动的新型经济形态，且这种创新活动 

以市场为导向。创新 目的是追逐利润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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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源自大洋彼岸的基于知识创新与生产的新型经济发展 

模式——在充分就业和低通货膨胀条件下的经济长期持续 

增长——已持续了 l7年。美国在近 l7年中有近3 500万个就 

业机会被创造出来，通货膨胀率得到有效控制，科技成果产 

业化规模不断加大，整个经济的各个部门间构成了一种 良性 

循环(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上扬 l2倍)，推动着人均收 

入不断上升(美国近 l7年实际人均消费上升了 36％)，这种 

新型的经济发展现象被称为“新经济”现象。“新经济”的 

“新”在于传统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为何发 

生。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甚至根本认为这种经济增长过程不可 

能发生。图 l给出了简单的凯恩斯收入决定模型(产品市场 

均衡模型)，其中 l，为国民收入(国民总产出，如国民收入或 

GDP等)；l，。为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它对应于生产要素充 

分就业时的总产出)；AD。为充分就业时的总需求函数，AD1 

和 AD2分别为出现紧缩缺I=1和通货膨胀缺I=1的总需求， 和 

分别是对应的均衡收入；S是 45度线 ，也是总供给曲线。根 

据传统的凯恩斯理论，AD。对应于经济衰退的总需求，此时意 

味着有效需求不足，而 AD2对应于经济过热的总需求，此时 

存在通货膨胀(或过高的通货膨胀)。 

图 1 简单的凯恩斯收入决定模型 

图1的简单凯恩斯收入决定模型直接给出的一个推论 

是：过高的就业率必然伴随着加速的通货膨胀。美国自 1994 

年以来享受着近4％的增长率，失业率从6％下降到约4％， 

已低于已往公认的充分就业失业率(自然失业率)4．8％，但通 

货膨胀率却越来越低。除去食品与能源，1999年的消费品通 

货膨胀率只有 1．9％，是近 34年来增幅最小的一年。根据标 

准的后凯恩斯主密整理论。菲利普斯曲线预言较低的失业率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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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伴随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图 2)。但实际发生在美国的经济 

增长却明显与之冲突。 

通胀率 

失业率 

图 2 菲利普斯曲线 

这样，传统的宏观经济主流理论无法解释新经济的生成 

机理。尽管 1946年通过的美国国会就业法案将维持经济在 

充分就业和低通货膨胀条件下的长期持续增长作为不可推 

御的责任赋加于美国政府，且美国经济也的确在随后的20余 

年间基本实现 了这一 目标 (史称这一时期为美国经济的“黄 

金时代”)，但经济波动的消除是基于政府不断使用了源于凯 

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相机抉择”政策 ，即对经济不断实施 

扩张或紧缩性的财政及货币政策，以便不断消减潜在的经济 

衰退或经济过热趋势。在长达20年的“黄金时代”中，潜在波 

动是存在的，只不过“相机抉择”政策的成功运用将其消除于 

实际出现之前，从而保证了经济在充分就业及低通货膨胀环 

境下的长期持续增长。“黄金时代”终于 1968年，当时出现的 

“滞胀”(经济衰退与过高的通货膨胀同时出现)使凯恩斯主 

流理论陷于困境(图 1和图2都说明，经济衰退意味着通货膨 

胀率下降而不是上升)，尽管随后的后凯恩斯主流学派(以保 

罗·萨缪尔逊为代表)以菲利普斯曲线的右移对此加以解 释 

(图3)，但凯恩斯理论不能预言的另一极端现象——低失业 

率与低通胀率并存——仍然被认为不可能出现。 

通胀率 

失业率 

图 3 菲利普斯曲线的右移 

根据后凯恩斯主流学派的逻辑，“新经济”意味着菲利普 

斯曲线发生了与 20世纪 6o年代末相反方向的移动，即向左 

下方移动 ，但这种反向移动的机理是什么呢?在 比较静态的 

收入决定模型和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中，目前对此还没有一 

个人令人满意的回答。因此，对新经济现象的机理解释应从 

新型动态理论即新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中去寻找，本文就是基 

于这种考虑，尝试从 Romer的新经济增长主流理论框架中给 

出对“新经济”现象的合理诠释。 

二、Romer的知识创新经济学与新经济 

Romer的新 经济增 长理论有 几个基 本 出发点 (Jones， 

1997)：第一，知识创新活动是一种逐利活动，这与一般的物质 

产品生产在动机上并无二致，即假定知识创新产品的生产是 

为追逐利润最大化；第二，为给予创新者足够激励，知识创新 

产品的定价必然高于边际生产成本，即知识创新产品市场是 

垄断竞争 ，垄断利润是给予创新者 的创新投资回报 ，是市场 

给予创新者的必要激励 ；第三，知识产品具有非排他性(novi． 

valrom)，即不同个人和企业可同时共享知识产品，这就意味 

着总量生产函数具有递增报酬，从而带来实际人均收入的长 

期持续正增长，保证了充分就业 ，因为持续 的经济增长将提 

供持续的就业机会增长；第 四，知识产品生产具有递减的平 

均成本曲线特征 ，从而带来递增报酬。以下将证明：基于上 

述假定可以导出新经济的基本特征。 

(一)知识产品生产的递减平均成本与递增报酬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在没有技术进步情况下只 

有给出零人均增长率 ，因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将正的人均 

收入增长率归于正的技术进步率，但并未对技术进步的来源 

给予任何说明。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技术进步是外生的。 

新增长理论 出现的动因之一就是将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外 

生技术进步内生化。故新增长理论又称为内生增长理论。没 

有技术进步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之所以给出零人均收入增长 

结果，原因是总量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特征(从而边 

际收益递减)。在 l~ffler的知识创新经济学中，知识产品生产 

的平均成本递减 ，这就带来总量生产函数的递增报酬，从而 

带来正的人均收入增长率。 

设总量生产函数为 y= ( ， )，其中 y为总产出，K、L 

分别为资本的劳动投入。记 为变量 的增长率 ，即 = 

／ (变量上方的圆点表示对时间求导数)。以下一般记变量 

的小写为对应大写变量的“人均量”，即 Y为人均收入，．i}为人 

均资本等等。则有 

擎+拳：擎 +挈 
= 口 + (1) 

髦K 萼L 
其中 a： 、 ： ，它们分别是资本和劳动的要素收 

f 1， 

入占总收入的份额。因一般有 ： ： ／f』)： 

：  ：  ：  故 df — dt — d‘ 一 一 ’ 

= yy一 

代入式(1)： 

(2) 

=aYr+( 一1) (3) 

假定总量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报酬不变性质，则由欧拉公 

式有 a+J曰=1，式(2)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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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o。 x 

资本积累方程 

(4) 

= SF( ， )一dK (5) 

其中 s为外生储蓄率(S在内生假设下的推导结论没有本质 

变化。但数学推导十分复杂)，d为资本年折旧率(设为常数)。 

故 =SF(K， )～d 

= 一 =SF【1，专J～d一 
设人口增长率为外生常数 n，劳动力占人 口总数的比例 

不变(即人口中就业人口结构不变)，则 =n，有 

= Sir(1，专J-d—n (6) 
满足式(6)的 k必然使式(6)右端为零，从而 k为常数，即 

= SF【1，i1 J-d—n=0 (7) 
设 k 是式(7)的解，则当 k>k’时，由生产函数 F( ， 

)的一般性质(即 >0，瓦aF>0)知此时有 <0
，即 |I}下 

降；相反 ，当 k<k 时，有 >0，即 k上升。所以，在长期 ， 

k。是稳定点，此时 =0，由式(4)得长期人均增长率为 

= 0 (8) 

因此 。长期人均增长率为零。 

Ibaler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创新产品的生产在总 

产出中占据的份额逐渐加大，而知识产品生产具有递减的平 

均成本，从而带来递增报酬。当知识产品生产在总产出中的 

份额足够大时，总量生产函数就可能具有递增报酬。下面不 

妨假定总产出完全由知识产品提供(简化的假定)。根据微 

观经济学中的厂商均衡条件(H·范里安，1994)，有 

塑  塑  

：
盟 ： (9) 

7 

这里假定了知识产品的生产也由利润最大化动机引导，其中 

y， 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报酬率(即利率和工资率)，并假定 

资本和劳动市场是竞争性的，故它们都是常数(式(9)本应是 

单个厂商的均衡条件 ，但用拉格朗13乘子法不难证明它对于 

全体厂商总和即总量生产函数也成立 ，在 以下的其他推导 

中，也有类似情形，不再一一证明)。 

设 C=7K+以 为总量成本 ，则 

一 巡 ．巡  
dC ～ aKdC 叶’aLdC 

由式(9)得： 

塑  dC ： d C = dC = (1O) ～ n — n — n 、Ju， 

式(10)的经济含义为： 是边际成本产出。 

设平均成本为AC=可C
，边际成本为 MC= 

：  (11)d y — y ⋯ 

通常，知识产品的生产具有如下特征：其成本中包括一 

个数额巨大的固定投入
． 
开发费用)和一个很小的不变动边 

际成本 MC。例如，微软公司投入数亿美元开发视窗2000，但 

开发成功后的产品复制成本却很小(仅几个美元)。又如，托 

马斯 ·爱迪生花费了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研制出第一只电灯 

泡 ，但一旦研制成功 ，随后的灯泡生产边际成本就是一个很 

小的常数。随着产量增加，分摊到每单位产量上的固定成本 

就愈低，所以，平均成本呈递减趋势。 

C+厂+MC·Y (12) 

AC=古 +MC (13) 

式(13)给出了递减的平均成本 ，即 <0． 

由式(II)： 

AC> MC (14) 

式(14)指出，为了激励创新 ，知识产品的价格必须高于边际 

成本，这是牺牲市场效率以换取对创新的激励，因而知识产 

品市场具有垄断性特征 。这就是发明专利制度和保护知识产 

权制度形成的经济学依据。 

由式 (9)及简单的数学定理，得到 

：擎： ： G 
其中，B(K， )= + ，即资本和劳动报酬之和。 

进一步有 

：
盟  (16) 

⋯  C 

由式(10)： 

、 
1 

代入式(16)： 

AC=MC·B(K，L)／y> MC (由式(14)) 

故 ( ， )> y= F(K， ) (17) 

作函数 G(Z)=F( ， )一 ( ， ) 

则 c(o)=0(显然有 F(o，0)=0) 

： B(K， )一F(K， )>0 (由式(17)) 

故 G(f)为严格递增函数，得到 

G(f)>c(o)=0，当 f>0 

即 ，( ，lL)>lF(K， )，f>0．所以，F(x， )是规模报 

酬递增。 

由资本积累方程(5)得到 

=  一 d 

=  一 d—n (18) 

据式(3) 

=口 +(口+卢一1)n (19) 

当 F( ， )规模报酬不变时，资本积累方程为式(6)，图 

3说明此时有稳定点 k。，长期增长率 ·=0，此时又有 a+ 

卢一1=0，故式(19)给出 =0，即人均收入增长率等于零。 

当 F( ， )规模报酬递增时，口+ 一1>0，又有 

>SF(1，i1)，于是有可能 >d+n，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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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由式(18)有 >0，故由式(19)得 >0。这样就可能走出 

人均收入增长率等于零或完全由外生技术进步率决定的困 

境，从而实现长期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下面将引用 Romer构 

造的生产函数，并证明它能满足上述要求，从而实现人均正 

增长。Romer生产函数刻划了知识创新过程 ，是对市场导向创 

新活动的一种描述。 

图4 递增报酬与人均增长 

(二)Romer生产函数与人均收入长期持续增长 

Rouler基于发明会增加中间产品种数(增加生产手段)的 

假定，构造了著名的 Rouler生产函数。Romer将 R&D(研究与 

开发)作为需要支付报酬的专业化生产活动，其产出为全社 

会总产 出贡献更多 的 中间 产品来 源，从而提 高总产 出。 

Romer将这种中间产品的增长理解为人类关于生产手段或要 

素组合知识的增加。譬如，Romer在 1990年发表于 JPE的论 

文‘内生技术变化)(R傩_er，1990)中提供了一个例子来说明知 

识增加对于总产出(总效用)的贡献 ：尼德安人(一种古猿)用 

氧化铁粉末作为颜料“涂抹”在洞穴石壁上创作出洞穴壁画， 

但现代人用同样的氧化铁粉末“涂抹”在磁带上却生产出录 

像带。因而录像带生产中所含有的“知识”(idea)使现代人能 

够用古猿人曾经使用过的同样物质材料生产出能带来更高 

效用的产品。 

假设 ：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总产出为 l，，劳动投入为 y， 

中间产品投入为 ．『∈[0，⋯，A(t)]}(这里假定．『为连续变 

量)，生产函数为 

rA 

Y= }．。1 (1『 (20) 

0<口<1为常数 ，A=A(￡)刻划了 t时刻的技术水平(或知 

识存量)。该生产函数在给定时刻 t对于劳动和中间产品投入 

是规模报酬不变，故最终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最终在给定 

时刻 t产品部门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为 

警【 } J。 —wLr—Jo铂(1，J (21) 
其中，埘为工资率，只为xi的租金价格。 

一 阶条件 ： 

W -(1-口) (22) 

=a (23) 

式(22)、(23)也给出了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对劳动和中间产品 

(资本品)的需求函数。 

中间产品生产部门：设中间产品生产部门由多个垄断竞 

争企业构成 ，他们为最终产品生产部门提供资本品。这些企 

业的市场垄断力量来自于他们从发明家那里购买的专利(或 

者他们 自己的发明专利)。给定专利权保护，任何一种中间产 

品都只能由一家企业生产。一旦一种资本品的专 利被买下 

(固定成本)，假设中间产品生产企业的生产函数为一种非常 

简单的形式(简化假设)：一单位(原材料)资本能被转换为一 

单位资本品，设 r为资本报酬率(利率)，则中间产品生产企业 

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为： 

=max[ ( )xi一 )】 (24) 
i 。i 

其中， (xi)为式(23)给出的对中间产品的需求函数。若省 

略脚标 ，则式(24)的一阶条件为： 

( ) +P( )一 r=0 

即 ( )鲁+1：r 

得 P = —
1+

—  

p X 

(25) 

式(25)中的 譬 为需求价格弹性，由式(23)得 
：  一  

故中间产品定价为成本加成定价： 

P ： 一1 
r (26) 

口 

这里假定了中间产品生产部门中企业的对称性，即所有 

企业都相同，因而有 xi= ，故每家企业的利润为 

丌=口(1一口)_Afir (27) 

在均衡下，全社会的总资本存量 应等于中间产品生产 

部门对资本品的总需求 
r  ̂

J。 =k 

即 = 

代入最终产品部门生产函数： 

(28) 

l，=舭}- = (Aty) ～ =A 一。 }一。 (29) 

这里，中间产品种数 A=A(t)是内生技术进步 ，不妨设其生 

产函数为： 

警= (30) 
其中 为投入到研究部门的劳动， 为新知识边际发现率。 

故 + y= (31) 

新知识边际发现率依赖于已有的知识存量，即可能现有 

知识存量 A愈多，则新知识边际发现率就愈高(已发现的知 

识丰富了研究者的研究手段)，但另一方面，也许新知识发现 

愈来愈难 ，这时 反而随知识存量A的增加而下降。故一般可 

表达为： 

=  (32) 

其中 、 皆为常数。当 >0，已有知识存量提高了研究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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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发现率。当 一<0。研究者江郎才尽 。新知识边际发现翠 

随知识存量的增加而下降。当 一=0。这两种相反的趋势相互 

抵消。新知识边际发现率为常数。 

另外。当 愈大。由于信息不完全缘故。可能重复性研究 

工作会愈多。故劳动边际发现率随 增加而下降，因而可设 

= 。lD∈ (0．1) (33) 

只考虑稳态增长，即所有变量的增长率皆为常数。且研 

究者人数占总人口数比伊J不变。则有 =，l。由式(33)得： 

=  (34) 

在稳态中。孥=0。故由式(34)得： 
O=P~'LA一(1一一) ． 

=  (35) 

据式(35)得A=A。e】【p( t)。A。为常数。代人式(29) 

l，=A。I-a p( t) a (36) 
设 Ly=hi．。h为常数。则由式(36)得： 

y= 唧{出 t -a 
= D(t) L2 (37) 

其中D(t)： p{ 二手} t)。 为 
t=0时的总劳动供给量。式(37)给出 Romer生产 函数。显然 

它是规模报酬递增 。且该生产 函数还是时问的显函数。其中 

D(t)刻划了 t时刻的技术水平。由式(37)： 

yy=黼+口 +(2_口) 
= 告 +口 +(1一口) (38) 
g + + 

其中 g 是技术进步率。由资本积累方程 

： SF( ，L。t) dk 

得 ： 一d 

将式(37)代人上式： 

=  (t) 一 L2一 一d 

故 =SD(t) —L—d一 

= SD(t)Loexp( ) ～一d一，l (39) 

由于，充分大。并假定 1一一>0(从而保证技术进步率为 

正)．则由式(38)得 

=
且 +sD(t)Leexp(nt)／~'～一，l—d (4o) 

显然。只要，足够大。总有 >0。即人均收入的长期正增长。 

只考虑稳态增长，此时 为常数。对式(39)两端求导： 

0 ： 出 半 L D(t) p( ) 
+ lD(t) exp( ) I1 

+S￡o(口一1)D(t)exp(，lI) 一 |i} 

= O 

得 J}+ +( _-x)k：0 

或 = (41) 

代人式(38)得： 

= + 

：  ÷ >O (42) 

故式(42)明确给出了稳态人均收入增长率为正。现代增长经 

济学的实证研究认为 国经济事实上运行在稳态增长轨道 

上(CL．Jones。1 )。所以，式(42)给出了美国建立在知识创 

新基础上的长期 持续人均增长的一种新增长理论解释。式 

(42)中的，刻划了创新成本。，愈大。人均收入增长率愈高的 

原因：，愈大，平均成本曲线下降产生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就 

愈强。从而带来更加持久的增长潜力。根据平均成本曲线的 

递减性质，随着市场扩大，生产规模更大程度的利用。生产每 
一 单位知识产品的平均成本就愈低。因而随着经济增长，物 

价上升压力不仅不会出现 。反而会出现物价下降趋势。 

以上模型建立在所有产品都是知识创新产品的假设基 

础上。现实经济不会(至少目前 )如此 。但对于美国经济这样 
一 个知识经济已迅速发展的经济。知识产品占总产品份额已 

足够高的情形，上述模型已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其低通胀和 

充分就业条件下的长期持续增长。因此。可从微观机理角度 

对“新经济”作出如下解释：新经济就是一种主要以知识产品 

创新为基本生产活动的经济形态。这种创新活动以市场为导 

向且目的是追逐利润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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