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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 出一种可衡量资源配置是否达到最优的标准，并给出了具体的数学模型。谈 

模型克服 丁西方经济学迄夸仍未解决的囡非零 自由度现泉所造成 的困难，使资源最优配置 

的衡量标准满足7唯一性要求。 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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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资源概念与资源配置 

I．1 资源概念与资源的性质 

在经济学上，有关资源的概念可以按如下的方式予以定义，即在一定时期、一定地点所 

具有的资源概念，指的是根据该时期人民大众的消费偏好及科学技术承平 ，那些存在于该地 

点、可以作为宏观经济活动的投入或潜在投入因素的总和。譬如，土地、森林、矿藏、阳光、劳 

动力以及江河湖海等，都是资源的常见佣子。资源是宏观经济活动主体所面临的外部条件， 

是宏观经济活动开始进行之前由外部环境所事先给定的，是经济学中的一个范畴。 

资源、特别是自然资源，具有有限性(又称稀缺性)和多用性。资源的有限性存在着两方 

面的含义。首先，任何资源在敷量上总是有限的。例如 ，按美国学者梅多斯于1974午的计算 ， 

全世界的石油、汞、铜、铝最多可开采40年 I天然气可开采6O年 }镶可开采75年}锡钼可开采9O 

年}锌、锰、铁、煤 、铬可开采100年。再据最近的测算，全世界的森林资源总共约3lOO亿立方 

米}石油资源保有可采储量不刘900亿吨 ，最多可采30年 l资源总量估计约2000亿吨，资蔼c寿 

命最长约5O年到lOO年。其次 ，可替代资源的品种也是有限的。资源的替代性指的是资源作为 

经济活动投入因素在功能上的相互替代可能性 如煤 、石油 ．天然气和水力、风力、潮汐、地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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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资源都可用于发电。但总的来看，可替代的投入类型是有限的f譬如，作为粮食生产投入的 

土地资源的替代可以是温室技术，作为工业用地的替代资源可以是空间利用，但作为人类生 

存必须具有的二种资源，即淡水和氧气至今还投有找到可以替代它们的物质。资源的多用性 

指资源一般具有多种功能和用途。如土地资源，既可用于农业 ，也可用于工业、交通，旅游以 

及改善人民的生活环境等。又如，由于工业生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可视为将环境资源作为工 

业投入、环境资源还可作为旅游经济活动的投入。一般地，同一种资源可 以作为不同生产过 

程的投入因素。不同的行业对同一种资源存在着投入需求；同一行业的不同部门以及同一部 

门的不同经济单位 ，甚至于同一经济单位的不同企业或同一企业的不同车间、班组或工序都 

会同时存在着对同一种资源(如电力)的需求。 

1、2 资源配置 

正是由于资源同时具有有限性和多用性 ，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就产生了。某一行业的资 

源投入愈多 ，该行业的产出愈大，其它行业所能分配到的资源投入就愈少，产出也就愈小．反 

之亦然。因此，人们就面临如何将有限的资源在生产各种不同产品的行业之间进行最佳分配 

的问题 ，这就是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如果这种最佳分配的状态存在，并且经济也正好实现 

了这种状态 ，则称资源处于最优配置状态。 

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条件下，现有的资源存量使得各种产品的生产量都存在着一个上 

限。同时，不同产品产量的上限之间存在着替代性 ，这是资源有限性和多用性的必然结果。不 

同产品产量的上限(或最大产量)所构成的曲面被称为生产可能性曲面。假定整个社会生产 

Ⅳ种产品，它们的最大产量分别为口 ， '．．⋯·， ，则当 '．．⋯·， 一定时 ，第一种产品的产 

量存在上限(因资源是有限的，总的资源存量中扣除其它产品产量所耗用的资源存量所余下 

的资源存量被用于生产第一种产品，而这种剩余资源存量也是有限的)口 = (口 ⋯“， 

仉 )，该方程在 Ⅳ维空间中的图象就是生产可能性 曲面。生产可能性曲面的方程可根据行业 

生产函数和资源存量条件导出。生产可能性曲面上的点与资源配置之问存在着一一对应关 

系，因为根据生产可能性曲面上的任一点都可以唯一地决定一种具体的资源配置方式。反之 

亦然。因此，资源配置的等价表述就是产量组合(口 ，05，⋯⋯0 )的决定。换言之，生产什么样 

的产量组合(Ol， ．．．⋯·．仉 )(或生产什么，生产多步)的问题就是对资源如何进行配置的问 

题，生产什么祥的最佳产量组 合就是资源的最枕配置问题 。 

2 资源最优配置的衡量标准 

2-i 西方经济学象提出的衡量标准及其困难 

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源最优配置是经济学理论所要研究的中心问题。罗宾斯于 1932年曾 

对经济学下了这样的定义：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即研究具有多种用途而又不足 

的资源与用在何处之间的关系”的科学。换句话说，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对有限资源进行最 

优配置的科学。 

那么，衡量资源是否达到最优配置的标准是什么呢?显然。用产量组合来直接表述这种 

标准是不妥当的 ，因为产品生产是为了消费，为了给人们带来效用。不能为生产而生产，生产 

必须 由消费来引导，消费者的需要决定产量组台的选择，这就是消费者主权。西方经济学家 

认为，消费者主权决定产量组合的选择，从而决定资源的最优配置。消费者因消费产品而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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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效甩，同时，闲暇时间(不劳动的时间)对于消费者来说也会带来效用。假定整个社会有 

个消费者 ，第 i个消费者所消费第 j种产品的觳量为 ，闲暇时间为 ，他因此而获得的序数 

效用大小为 设所考察的时间周期长度为 (如一年)，则有 

" = ^(Qa⋯ ⋯口。Ⅳ，L  ̈

∑铂一 J=1，⋯， 
(1) 

∑“一QL(Q2，⋯ L“L，) J=l，⋯N 
I l 

0≤ 厶≤ 

其中^是第 位消费者的序数效用函数。在考虑闲暇的情况下，生产可能性曲面与闲暇有关， 

因为闲暇决定了可供用于生产的劳动时间总量，从而成为影响生产函数进而影响生产可能 

性曲面的变量 。 

不同的消费者之间在产品消费上存在着竞争性。由于总的资源存量是有限的．可生产出 

来的各种产品的数量也是有限的。如果每位消费者都总是希望获得更多的产品消费，则不同 

消费者之间在产品分配上就会发生冲突。因为某位消费者获得更多的产品就意味着其他消 

费者只能分配到更少的产品，反之亦然。所以，这里就出现了如何在各位消费者之间进行产 

品最优分配的问题 

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最优标准，用以解决上述问题。假若存在某 

种产品分配的改变，使得在不减小其他消费者效用水平的条件下增加某位消费者的效用，则 

称这种改变为帕累托改善。帕累托认为。如果存在某种产品分配状态，它没有任何帕累托改 

善，则这种状态应被视为产品分配的最优状态。显然，在这种状态下，旨在提高任何个人效用 

水平的努力都会减少其他一些人的效用 ．人们称这种状态为帕累托最优状态。 

当其它个人的效用水平 ，⋯⋯ 一定时，使得第一位消费者的效用 达到最大的产量 

组合(或资源配置)和产品分配及闲暇时间 、 、 是下述数学极值问题的解 ； 

— ma l(口ll，⋯ ⋯。l ，L1) 

嘶 = ^ (口2l，⋯ ， ， ) 

”r ，，( ' ) (2) 

∑铂 J=l，⋯，， 
l_ l 

一 口l( ⋯口 ，LI，⋯ ， ) J= 1，⋯ ，Ⅳ 

0≤ L≤ 

其中 = ， (口矗⋯口 ， f)． 

(2)的拉格朗Et函数为 

=
．fl(口l1．．． ， )-F [，2(q2 ·口： ，k)一 j-F⋯ 

+ [， ( ⋯ ， )一 却]+ 划_口 (口2⋯ ， ⋯ ) 
● ● ， 

～ ∑ ]+Z~r'Qz一∑口I：]-F⋯-F [ 一∑ ] 

在最优解 {钟 ， ， )处有下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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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 一 一 一0； I】 l
J 

。 ’ 

笔一 篆+正=0 一 十̂ ” 一̂ 一 =o 一 一 ” 
一 2，⋯ ，， 

一  -t-五 一 0 J： l，⋯ ．．，N 一 山 一 J ’⋯ ”’ 

一  ̂ -t- ： 0 }一 2，⋯ ．．，Ⅳ 一 一 ’⋯ “’ 

(3) 

一̂( ” ，厶)一 =0； 一。l(。2，⋯， 山’．．·̂)一砉 一0 

裟 Q·一 。__0 
在生产函致和效用函数的准凹性假设条件下，(3)被证明存在唯一解{口 ， ，L }。并 

且 ，不难证明，(3)的解所对应的效用组合(” ，一 )是一种帕 累托最优状态[1]．这样，(3) 

的解所对应的效用组 合( ，)与产量组合(口f⋯ )之间就存在着对应关系，进而与资源 

配置之问存在着对应关系。于是，资源最优配置就被归结为确定最优的效用组合。西方经济 

学家认为最优的效用组合应是帕累托最优状态 ，即(3)所确定的效用组合。根据帕累托最优 

状态或(3)的解决定的效用组合 ，就可以决定最优的产量组合，并最终由产量组合决定最优 

的资源配置。 

(3)中有(，-t-2)N-t-3(p一 1)个未知致，有 (p-t-2)N-t-2(p一1)个方程 ，如果令其中 

的 ，为参变致，则当这些参变致一定时，未知致的个致就减少为( + 2)N-t-2( 一 1)， 

正好等于方程个致，因而存在唯一的解。将(3)中的 ，⋯， ， ，⋯， 消去，得到 

芸／芸一要／羔{ ，J—l'．．．， t，l；l，⋯N 神
， · 2口 ’ ” ” ⋯ ” 

堕 垫  

等=等 一 Ⅳ ㈨ 
a l 船  

一  ， 一 

． = ^( I，⋯ ， ， ) = 2，一 ，， 

三  

∑QIj—Q” {一2 ‘，N 

三  

Q,I— QI(Q=，．．‘， ，L1．．。L，) 

(4)是(3)消去(Ⅳ-I- — 1)个未知致后所得到的方程组 ，故(t)中独立的方程个致为(，+ 

1)Jv+ 一 1，未知致的个致为(，+ 1)Ⅳ-I-2(p一1)．当 Ⅷ，一定时 ，方程个致正好等于未 

知致个致，存在唯一解。当 ，变动时，(d)就决定了一张曲面 一 。( ，)，称为总效用 

曲面。总效用曲面上存在着无限多个效用组合点，它们都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反之，所有帕累 

托最优状态都在总效用曲面上 。对于每一个帕累托最优状态，都对应着一种资源配置方式。 
一 方面，应该用效用组合的最优作为衡量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准，而帕累托认为最优的效用组 

合就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另一方面，由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存在无限多种，并布满了整个总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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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边界，按这种标准确定的资源最优配置方式就相应地存在无限多种可能，而这与 最优” 

配置的内在要求是相冲突的，因为如果存在无限多种。最优”配置状态，则“最优”配置就失 

去 意义了。显然，这种矛盾是由于按帕蔡托最优标准决定 的最优效用组合的不唯一性造成 

的。这种不唯一性带来了资源最优配置的不确定性。 

为了消除资源最优配置的不确定性 ，西方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大量的解决方案。从数学上 

看 ，消除这种不确定性需要在(d)中加进 ，一1个约束方程，从而使得方程个数与包括 “ 

在内的未知数个数相等 ，并 由此得出唯一的最优解 ，这个唯一的最优解决定了唯一的效用组 

合。根据该效用组台，就可确定唯一的资源配置方式。如果将该效用组台定义为最优效用组 

合(它显然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则由其所确定的资源配置方式就是资源最优配置方式。从分 

配上看，待加进的 — 1个约束方程反映了社会应在产品分配上作出的制度安排。西方经济 

学家们为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各 自提出了许多方案，但由于西方经济学家们在分配制度安 

排上各持相异的看法，他们至今也未对此达成一致的意见，这些不同的观点构成了西方现代 

福利经济学的主要内容EZ]E33。 

迄今为止，西方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大量解决方案，除具有纯主观的和纯伦理学的超 

历史和超现实的历史唯心主义倾向外，还存在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 ，如一些方案本身就存 

在着内在的自相矛盾，而另一些方案所确定的。最优解”并不唯一，几乎所有的方案都是不 

可操作的。现实的社会经济沿其自身规律所规定的轨道运行，并不在乎西方经济学家们的空 

谈，更不用说现实经济根本不接受这些不可行的方案。 

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存在着不同的分配制度t所 

以，西方经济学家们试 图凭空想象出某种脱离具体历史发展阶段的、纯伦理学性质的分配制 

度安排 ，并由此解决资源最优配置问题是注定要失败的。 

2．2 社会主义资源最优配置标准的数学模型 

分配制度的安排必须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作出。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组成部 

分，而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在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实行的分配制度是按劳 

分配。同时，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需要，所以，社会主义经济也必须 

把 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作为最重要的 目标之一 ，也要求资源配置满足帕累托最优条件。但 

是 ，前已提出，帕累托条件不是资源最优配置的充分条件 ，要决定资源最优配置方式，还需在 

(d)中加进 — 1个约束条件 ，它体现了分配制度的安排。 

按劳分配原则要求每位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产品中所含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于他为 

社会所提供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产品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支出量进行分配。产品所 

含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于 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 

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假设单位第 种产品所含有的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为 ，第i位社会成员所提供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 i，则按劳分配原则的数 

学表达为 

= ∑P， l⋯， (5) 
J— I 

第 i位社会成员提供的个别劳动时间为 ‘= — L．， 是 ‘的函数。 

当(5)对于 i= 2⋯P成立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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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J钆=∑Pj(口，一∑口 ，) 
J- l J— l i-- l 

● 

一 ∑P,Qj一∑尸=，口．， 
J- l i-- l 

， ， 

一 ∑i 一∑ 
l— l i-- 2 

一 五 

所以，(5)中仅有 ，一 1个方程是独立的。将(5)中的任意 ，一 1个独立方程加进 (4)中，就得 

到 了一个 自由度为零的完备数学模型。譬如，将(5)中‘=2⋯ 的 P一 1个约束条件加进(d)， 

就有 

af, ay, 

垫 ：垫
． 

ay, afj’ 

瓤 御  

I，Z l，⋯ ，Ⅳ 

盟 垫  

： 一 2'．．⋯ ．N 玎
l a。l ⋯  ～ ’ 

a。1l a。I 

一
ay,／

aQ, aL, 莞 一 ⋯P (6) l 以 ～ ⋯ 
兰 ^( l，⋯ ，口 ， ) ‘一 2，⋯ ⋯ ，， 

∑ = ， j=2’．．·Ⅳ 

∑口． =口 ( ⋯ L” ) 

一 ∑PJ ， ‘=2，⋯P 

文献[1]中证明．(6)中的 ，P，都是资源配置状态的函数。因此， ，PJ是{ ，仉，L，)的函数。 

于是，(6)是一个完备自治的联立模型，其方程个数与未知投个数相等。文献[1]证明，(6)的 

唯一解是存在的。因此，(6)的解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衡量资源是否达到最优配置 

的标准。如果资源配置状态满足(6)，则资源就实现了最优配置 ，反之亦然。 

(6)中最后一个式子描述了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即按劳分配原则 ，而余下的式子则是帕 

累托最优条件。所以，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社会主义资源最优配置的衡量标准，郎资源在实 

行按劳分配的条件下达到帕累托最优配置状态，就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 ，否则，资源配置 

就未达到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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