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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技术和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基础 ,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本文以

索洛 —纳尔逊同期模型为基础 ,试图建立包含资本、劳动体现型技术进步的生产函数模型 ,进而对制度创新在经济

增长中的贡献进行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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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和制度创新 :经济增长的基础

创新概念最早由约瑟夫·熊彼特在 20 世纪初作

为一个严格的范畴引入经济学理论体系之中 ,目前

广泛接受的创新概念仍是由熊彼特给出的 ,即创新

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 ,其目的是获取潜在利润。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 ,生产要素与产品之间的投入

与产出关系被定义为生产函数。企业的生产过程被

定义为生产函数是一个十分独到、精辟的理论抽象 ;

依赖于特定的生产函数形式明确地反映出生产中投

入和产出之间的数量关系 ,为生产分析提供了极大

便利。然而 ,新古典企业理论被普遍认为只是从技

术角度对企业所作的考察 ;或者说 ,生产函数是对企

业生产中的技术关系的反映 ,排斥生产中的制度因

素。但事实上 ,生产函数中的技术是指广义的技术 ,

不仅包括生产中投入要素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及其组

合关系方面 ,也包含与人的心理、动机、激励等相关

的人的社会属性及其组织关系方面。简言之 ,生产

中的技术条件是生产的技术结构和制度结构的总

称。因此 ,一定形式的生产函数所反映的生产中的

数量关系 ,不仅仅依赖于设备、工艺及劳动者与设备

工艺的结合形式等技术的因素 ,也总是以一定的人

的心理状态、激励程度等制度状态为前提的〔1〕。

在经济增长创新体系中 ,技术创新是基础 ,从历

史发展事实看 ,无论是整个社会的创新进步还是企

业微观层面的变革 ,技术创新往往是创新的突破口。

制度创新总是以技术为前提的 ,成功与否主要取决

于制度与技术的适应性。但制度创新并不总是表现

为以技术创新为前导 ,这是因为 ,一方面 ,技术创新

具有比制度创新更大的跳跃性 ,因为技术创新是由

科学上的发现或发明所导致 ,不具有必然的连续性 ;

而制度创新以人的心理和现存制度为基础 ,通常表

现为“边际”创新的特征 ,因此 ,一次技术创新尤其是

重大的技术创新往往需要有多次的制度创新与之相

适应 ,这反映了制度创新过程的自主性。另一方面 ,

制度具有可选择性 ,即同样的技术存在多种可供选

择的制度形式和体系。因为即使技术保持不变 ,制

度在运用中的差别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因而存在制

度间的比较、选择和转换问题。

制度创新理论以制度变革和制度形成为研究对

象 ,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经济学家 L·戴维斯、D·

诺斯、R·汤姆斯等人。制度创新指能使创新者获得

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 ,包括制度的发明、模仿

与演进 ,是采用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方式方面新发

明的结果 ,只有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才会实现。

诺斯认为 ,科学技术的进步对经济的发展虽然起重

要作用 ,但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制度 ,包括所有制、

分配、机构、管理、法律政策等。制度是促进经济发

展和创造更多财富的保证。若社会群体发现现有制

度已不能促进社会发展 ,就应当酝酿建立新制度 ,否

则经济就会处于停滞状态。当外界已不存在可以通

过制度创新而获得潜在利益的机会 ,也就不存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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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创新的可能性时 ,就达成了制度均衡〔2〕。

新经济史学家也指出 ,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

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 ,在技术没有发

生变化的情形下 ,通过制度创新或变迁亦能提高生

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

增长的关键 ;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

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

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 ,以便造成一种刺激 ,将

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

活动。”〔3〕制度因素可以影响企业的竞争力 ,推动或

制约经济增长 ,是因为制度通过影响人类的选择行

为 ,从而使制度的变化具有改变收入分配和资源使

用效率及激励创新的潜在可能性。

二、经济增长中贡献的测度方法评述〔4〕

1957 年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提出了测度技术进

步贡献的方法 ,即索洛余值法。其公式为 :

ΔY
Y

=
ΔA
A

+αL
ΔL

L
+αK

ΔK
K

(1)

产出的增长率
ΔY

Y
被分解为三部分 :广义技术进步

的贡献 =
ΔA

A
;劳动力的贡献 =αL

ΔL
L

;资本增长的

贡献 =αK
ΔK

K
。根据统计资料获得了ΔY/ Y 、ΔL /

L 、ΔK/ K 以及αL 和αK 后 ,就可以用发算法求出

ΔA
A

。

在这种方法中 ,所估计的是中性技术进步 ,即在

技术进步作用下 ,劳动力投入和资本存量的生产能

力都按同一比例得到提高 ;劳动力投入和资本存量

本身并不体现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对它们的生产能

力的影响完全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反映出

来。按这种方式估计的技术进步可称为“非体现型

技术进步。”

1959 年索洛又提出了一个测度资本体现型技

术进步的模型。模型假设 (1) 对于用同一个货币量

购置的资本物品 ,当年购置的资本物品比上一年购

置的资本物品的生产能力提高一个固定的百分比 ,

在不同年份购置的资本物品上进行生产的劳动力是

齐质的。(2)劳动力不论在什么年份购置的资本品

上工作 ,支付给每单位齐质劳动力的工资均等于它

的边际产出。(3) 各年份购置的资本物品均按同一

比例折旧。从而得出对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率进行

估计的方程为 :

ln (
ΔR +δR

I t
) =

λt
1 - α+ C (2)

R =
Y1/ (1 - a)

t

L a/ (1 - a)
t

(3)

式中 ,ΔR = R t - R t - 1 , C 是常数项。

费尔普斯 ( Phelps ,1962) 认为 ,非体现型技术进

步和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常常是同时出现的。因

此 ,他提出了以下一个模型 :

Y ( t) = A exp (μt) J ( t) 1 - αL ( t)
α (4)

J ( t) = exp ( - δt)∫
t

- ∞
ex p (θμ) Iv dv (5)

θ=
λ

1 - α+δ

模型中的μ即是非体现型技术进步率 ,是资本

体现型技术进步率。

英特里格特 ( Intriligator)认为 :随着科学技术的

发展 ,劳动力的质量也在不断提高 ,同一单位劳动力

投入的生产率是逐年提高的。而索洛和费尔普斯的

模型都没有考虑这种可能性。他在 1965 年提出了

一个能同时估计三种类型技术进步率的模型 ,即 :

P( t) = A exp (μt ) Jλ( t) 1 - αL r ( t)
α (6)

式中 , Jλ( t) 是根据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率为λ计算

的资本投入 ,即等效资本投入 : L r ( t ) 是根据劳动力

体现型技术进步率为γ计算的劳动力投入 ,即等效

劳动力投入。P( t) 表示使用等效资本投入 Jλ( t) 和

等效劳动力投入 L r ( t) 可能获得的潜在产出。μ是

非体现型技术进步率。

三、经济增长中制度创新贡献的测度

周方对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

深入研究。他认为 ,广义技术进步 (科技进步) 包含

着一切使生产要素率得以提高的全部因素 :知识进

步 (狭义技术进步 ,即 R1Solow 所定义的“技术进

步”) 、生产资源集约度的提高与资源配置的改善、规

模经济 (规模节约) 。产出增长在度量上可分解为两

个部分 :外延增长和内涵增长 ;外延增长的数量表现

是劳动力数量的增长百分数 ,内涵增长的数量表现

是人均产出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百分数。内涵增长

在度量上又可分解为三个部分 : (1)狭义技术进步带

来的那部分增长 ; (2)生产资源配置的改善带来的那

部分增长 ; (3)规模节约带来的那部分增长〔5〕。

本文认为 ,科技进步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组

织创新、制度创新等一切创新活动的各种环节所构

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科技进步全面地体现于生产

活动中 :体现在机器设备的品质特性上 ,体现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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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和劳动者素质与智能上 ,体现在组织管理原则、

制度安排上。从而 ,劳动、资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

构成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其关系如下图所

示 :

经济增长

制度创新的贡献

技术创新的贡献
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的贡献

劳动体现型技术进步的贡献

资本增长的贡献

劳动增长的贡献

图 1 　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关系

下面 ,将具体推导制度创新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的测

度方法。

将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

Y =αKbL c 变形为 : Y t = A′tJ
α
t L

β
t (7)

式中 , J t 是以质量加权的资本数量 ,也称为有效资

本 ; A′t 是除了体现为资本质量提高以外的技术进

步效率系数。J t 的计算式为 :

J t = ∑
t

m = 0
Km t (1 +λ) m (8)

式中 , Kmt为在第 m 年形成的第 t 年仍在使用的资

本数量 ,λ为由于资本质量提高带来的资本效率年

提高速度。即认为新资本具有更高的质量 ,因而具

有更高的效率 ,相当于资本数量增加了。

若设第 t 年资本的平均寿命为 �at ,则有效资本

的增长率可以近似表示为 :

ΔJ
J

=
ΔK

K
+λ- λΔ�a (9)

式中 ,Δ�a 为资本平均寿命的变化 ,当资本平均寿命

降低时 ,Δ�a 为负值 ;ΔK/ K 为实际资本数量的变化

率 ;引入调整量λΔ�a ,反映了资本平均寿命变化的作

用。于是 ,总量增长方程 (7) 变为 :

ΔY
Y

= (
ΔA′
A′+αλ- αλΔ�α) +α

ΔK
K
βΔL

L
(10)

该方程将体现资本质量提高的部分和反映资本平均

寿命变化的部分分离出来。方程 (10) 可改写为 :

ΔY/ Y = ΔA′/ A′+α[λ - λΔ�α+ ΔK/ K ] +β

[ΔL / L ] (11)

方程 (11) 即为索洛 —纳尔逊同期模型 ,它可以

定量估计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 ,

即在产出增长ΔY/ Y 中 ,非体现型技术进步的贡献

=ΔA′/ A′; 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的贡献 = αλ -

αλΔ�a ;总投入增长的贡献 =α[ΔK ( t ) / K ( t ) ] +β

[ΔL ( t) / L ( t) ]。

科技进步 (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
要体现在资本和劳动的生产效率提高上 ,科技进步

的总贡献是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的贡献与劳动体现

型技术进步的贡献之和。因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

展 ,劳动力的质量也在不断提高 (在科技进步速度加

快及知识更新步伐加大的情况下 ,劳动者会主动加

强学习 ,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和知识存量 ,以免失

业) ,同一单位劳动力投入的生产率也逐年提高。而

在索洛和费尔普斯的模型以及同期模型中都忽略了

这种可能性 ,都假定在不同资本上进行生产的劳动

是同质的〔4〕。因此 ,这些模型仅能度量资本体现型

技术进步 ,而不能度量科学技术总的贡献 ,也不能准

确度量制度创新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故而 ,有必要

将劳动这一要素质量提高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因子从

广义技术进步中分离出来。

将 (11)式改写为 :

ΔY/ Y =ΔA″/ A″+α[λ-λΔ�α+ΔK/ K] +β[δ-

δΔ�b +ΔL/ L ] =ΔA″/ A″+ (αλ-αλΔ�a) + (βδ-βδΔ�b)

+αΔK/ K +βΔL/ L = S1 + S2 + S3 + S4 + S5 (12)

对照图一 ,可知 :

S1 =ΔA″/ A″为制度创新的贡献 ;

S2 =αλ-αλΔ�a 为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的贡献 ;

S3 =βδ-βδΔ�b 为劳动体现型技术进步的贡献 ;

S4 =αΔK/ K为资本增长的贡献 ;

S5 =βΔL/ L 劳动增长的贡献。

于是 ,制度创新的贡献为 :

ΔA″/ A″=ΔY/ Y - S2 - S3 - S4 - S5 (13)

制度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为 (ΔA″/ A″) /

(ΔY/ Y) ,可以采用扣除法计算制度创新在经济增

长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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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系统 ,人的作用至关重要。和谐的信息关系能

够大大减少信息传递与扩散过程中的人为“噪声”与

“干扰”。

(六) 信息的价值性要求强调知识产权的重要

性以及信息商品使用的有偿性和安全性

信息一旦成为商品就具有了价值和使用价值 ,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信息商品 ,其价值性并未发

生任何改变 ;相反 ,和谐社会的信息关系必须更加明

确信息商品交易活动各主体的权利与义务 ,保障主

体各方的合法权益 ,保证客体的安全性与完整性。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对信息商品的合法有偿使用 ,对

信息客体本身安全性、完整性的保障等方面都应着

力加强。

五、结束语

信息服务是大众性服务 ,信息服务的最终目的

是为广大社会成员谋求幸福。人机复合的信息系统

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是系统与所处环境的关

系。信息关系必将成为社会关系中的主要关系之

一 ,建立和谐的信息社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重要切入点。信息服务只有让信息的特性得以充

分发挥 ,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积极的

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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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1 It makes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strengthen the information functions in orde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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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ic growing instead of the technological factor1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Solow2Nelson model , trying to establish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model including capital2embodiment and labor2embodiment technical progress , and further measures the contribution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o eco2

nomic growt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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