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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模型与现代西方主流的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的比较分析表

明 ,尽管二者都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劳动分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新古典主义经济

学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劳动分工 ,从而经济发展的过程仅仅决定于一些外生给定的参数 ;而马克思主义

则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这些过程具有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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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描述和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运动规

律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继承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

学传统① ,建立了许多数学模型来描述经济增长

的机制。[1 ]尽管在细节上存在诸多的差异 ,但这些

模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第一 ,坚持边际生产力理

论 ,资本的价格 ———利润率和劳动的价格 ———工

资分别是由这些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第

二 ,模型基本的分析单位是原子式的代表性个人

或厂商。这些经济的基本活动主体追求自身的效

用或利润最大化 ,并由此产生相应的需求与供给。

第三 ,尽管新增长理论强调其成功地将新古典模

型无法解释的经济增长决定因素内生化 ,但是二

者最终的结论都是将稳态增长率归结于某些外生

参数。因此在本文中将它们通称为“新古典主义

增长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秉承历史唯物主义

方法论 ,坚持从资本主义最基本的劳动雇佣关系

出发来审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秘密。首先 ,劳

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 ,工人的工

资是由再生产工人劳动力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的 ,而资本家获得的利润也来源于工人的剩余劳

动。其次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分析单位

是阶级 ,不仅消费、储蓄、资本积累等都是阶级关

系的体现和发展 ,而且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

中起着关键作用的技术创新和劳动分工也是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调整、发展的体现。第三 ,资本主义

的经济增长不能简单地归因为各种外生的或者反

映“客观的”技术的参数 ,或者消费者的“主观偏

好”,而是决定于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下的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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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安排如下 :在第一节首先构造一个统

一框架 ,推导出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基本方程 ;第二

节在增长理论的基本方程的基础上介绍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增长模型 ,

并以之为基础进行扩展 ;第三节将对这两种增长

模型进行比较 ;第四节是结论性评价。

一、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方程

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

理论逻辑出发 ,我们可以发现 ,二者都认为在经济

增长的过程中消费与储蓄、工资与利润率之间有

着相当紧密的联系 ,并且在决定经济增长率中起

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所以 ,我们首先推导联系消

费与储蓄、工资与利润率的基本方程。

假设经济中只有一种商品 ,既可以用来消费 ,

也可以当作“资本品”投入到下一年的生产中去 ;

经济生产过程中需要劳动力和资本两种投入 ;生

产技术是固定系数的形式。经济中的生产的技术

关系我们表示为 :

　　Y t = Ct +αYt + 1 (1)

其中 , Y 表示总产出 , C 表示消费 ,下标 t 表

示时期 ,而α表示经济中的技术系数 ,即为了生产

一单位产品需要投入的资本数量。同时 ,我们假

定整个经济的技术是可行的 ,即每年的产出能够

补偿投入的消耗 ,α < 1。

经济中的价格方程为 :

　　P = Wβ+ (1 + r) Pα (2)

其中 , P 表示产品价格 , W 表示劳动力工资 ,

而β表示每单位产品需要的劳动力投入量 ,因此 ,

Wβ表示产品中的劳动力成本 ; r 表示利润率。整

个方程表示单位产品的价格由劳动力成本、资本

成本和社会平均利润构成。

假设整个经济处于稳态经济增长路径 ,因此 ,

整个经济中经济增长率、价格等都是一个不变的

常量。所以 (1) 式变为 :

　　 Y = C +α(1 + g) Y (3)

其中 , g 表示稳态的增长率。①

由定义 ,每单位产出所需要的劳动力为β=

L/ Y ,代入 (3) 式 ,并将劳动力单位化为 1 ,可得 :

　　1 =βC +α(1 + g) (4)

这里的 C既可以表示总消费 ,也可以表示人

均消费额。

对价格方程而言 ,我们先将产品的价格标准

化为 1 ,可得 :

　　1 = Wβ+ (1 + r)α (5)

(4) 式和 (5) 式就是本文的经济增长模型的基

本方程 ,它们表明 :消费 (投资或者储蓄) 与增长、

工资与利润率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关系 ,而这

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经济中的技术参数α

和β。但是基本方程中有四个未知数 ,所以还无

法决定整个系统在稳态经济增长中的消费 (从而

储蓄或者投资) 、增长率、工资和利润率。

为了完成对整个经济系统的描述 ,我们必须

首先确定经济系统中的两个变量 ,进而通过 (4) 、

(5) 两个公式解出方程系统的所有变量。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建模思想的区别

也表现在解 (4) 、(5) 这两个方程的过程中。

二、马克思主义与新古典主义 :对经济增长

理论的基本方程的完成

本节的任务是 :为了在 (4) 、(5)这两个经济增

长的基本方程的基础上完成对整个模型的构建 ,

我们分别遵循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

理论传统 ,加入额外的增长方程 ,揭示出稳态增长

时经济中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

(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传统 ———新古典增长

模型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解模型的思路是 :通过外

生的技术和偏好参数先决定经济中的消费 (同时

也决定了经济中的储蓄和投资)以及利润率 ,然后

解得经济中稳态的经济增长率和工资水平。

11 经济增长率的决定

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 ,经济增长是由一定

的技术以及偏好下代表性个人的最优化行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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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变量没有时间下标的表示处于稳态增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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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们假定每个人存活两期 ①:年轻时期 1 和

老年时期 2 ,每个人在第 1 期必须工作以换取工

资收入 ,用以维持自己整个生命存活期间的消费 ;

在第 2 期即老年时期 ,每个人只能靠年轻时的储

蓄来维持。假定消费者将利润率或者利率视为一

个外生给定的变量 ,个人最大化自己一生的效用

为 :

　　maxU ( C1 , C2 )

　　s. t. ∶C1 +
C2

1 + r
= W ( r) (7)

不考虑外生的或者说心理学上的偏好关系 ,

家庭的消费是利润率水平的函数 ,即 [ C1 ( r) , C2

( r) ]。又因为 ,如果在第 t 期有 N 个年轻工人在

生产 , 并且产品以 g 的速度在增长 , 那么 , 在

第 t - 1期一定有 ( N
1 + g

) 个工人参加生产。经济

中的总消费为 :

　　C( r , g) = C1 ( r) +
C2 ( r)
1 + g

(8)

由 (4) 式我们可得 :

　　C( g) =
1 - α
β - g ·

α
β (9)

由 (8) 、(9) 式可得均衡条件 :

　　
C2 ( r)
1 + r

= (1 + g)
α
β (10)

由这个均衡条件出发 ,如果给定效用函数的

具体形式 ,我们就可以把增长率写为利润率、经济

中的技术参数和消费者的偏好参数 (比如主观时

间折现率、风险规避系数、跨期替代弹性系数等)

的函数 : ②

　　g = g ( r ,α,β,偏好参数) (11)

这基本上概括了现代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的

所有结论 ———将增长率表示为资本利润率 ,以及

其他的各种外生给定的参数的函数。

如果要完成新古典主义传统对模型的描述 ,

并决定增长率、消费 (以及储蓄或者投资) 和工资

水平 ,我们必须转到对利润率决定的讨论。

21 新古典主义传统的利润率决定

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市场均衡条件出发 ,

经济中稳态增长率可以表示为资本利润率以及其

他各种外生给定参数的函数。又因为在新古典主

义的传统中 ,除了利润率以外 ,其他的参数都是经

济系统以外外生给定的常数 ,因此 ,经济系统对增

长能够产生影响的只能是利润率。本小节的目的

就是简要梳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传统的利润率决

定理论及其对稳态经济增长率的意义。

新古典主义传统的利润率决定理论的核心含

义是 :资本利润率决定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现

代西方增长理论遵循新古典主义传统 ,为了合理

解释整个经济系统的稳态增长率 ,不得不对技术

参数进行考察。

遵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传统 ,新古典模型

从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出发 ,可以得到其核

心方程 : g = -
U′( C)

U″( C) ·C
·( r - p) ,其中右边

第一项是消费者的相对风险规避系数 , r、p 分别

表示利率和时间偏好。

利润率由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决定 , r = f′( k) 。

当不存在技术进步的时候 ,由于资本的边际生产

力递减规律 ,稳态经济中的 f′( k 3 ) = p ,而整个经

济的每个工人的人均产出增长率为 0。为了解释

资本主义经济中长期的正的经济增长 ,新古典模

型引入一个外生的技术率 ,并通过它来完成对经

济增长典型事实的说明。

新古典模型的这个缺陷促使新古典主义经济

学家对其进行拓展 ,说明在一个资本边际报酬递

减的经济中 ,在不存在外生的技术进步的情况下 ,

经济系统本身何以能够维持一个长期的合适的利

润率水平 ,从而解释经济中长期的、稳定的、正的

增长率。

大体来说 , 新增长理论分为 A K 形式和

R &D 形式两种类型 :前者分别从知识、人力资本

或者政府的公共投资的外部性角度 ,论证当这种

外部性存在的时候 ,个体水平上的生产函数表现

—62—

①

②

这里之所以采用 OL G模型 ,是为了说明的简便。而一般的新古典主义模型会采取无限期界模型 (如拉姆齐模型等) ,二者的区

别在于完全竞争的经济的结果是否满足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定理 ,而这并不影响本文的结论。

例如 ,如果我们假设效用函数为 Cobb - Douglas 形 :U = ( C1)γ( C2) 1 -γ,那么 ,我们就可以将消费者的消费写为 : C2 = (1 + r) ·

(1 - γ) W ( r) ,又因为 W ( r) =
1 - α
β - r ·

α
β ,所以 C2 = (1 + r) ·(1 - γ) ·(1 - α

β - r ·
α
β ) ,从而稳态的经济增长率为 g = (1 - γ) ·[

1
β -

(1 + r)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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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模报酬不变 ,而在社会水平上的生产函数则

呈现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 ,从而使得利润率可以

不随着资本积累而递减 ,进而说明经济中的增长

现象 ;后者将分工和创新引入增长模型 ,突破新古

典模型的完全竞争假设 ,引入企业对创新技术利

润的垄断 ,通过企业有意识的 R &D 投入 ,直接解

释了新古典模型中外生的技术进步 ,从而将经济

增长率内生化。[3 ]

尽管新增长理论通过各种模型将增长率内生

化 ,但是就本文比较的目的而言 ,它仍然是装在复

杂的模型这个“新瓶子”里的新古典主义传统的

“旧酒”———“增长率依赖于偏好和技术的各种特

征 ,包括储蓄意愿、生产函数的水平 (可以包括税

收或者其他政府政策的影响) 、R &D 成本以及经

济规模 (以诸如原始劳动或者人力资本一类的固

定要素数量衡量) ”[4 ] 。

(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型

11 经济增长率的决定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完成经济增长的基本方

程时选取了一条与新古典主义传统完全不同的道

路 :首先决定基本方程中的工资和消费 (也决定了

经济中的总储蓄和投资) ,再利用基本方程决定经

济中的利润率和增长率。

工资是工人劳动力的价值 ,就是生产和再生

产这种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同时也

受到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的影响 ,在相当长的时

期是一个不变的常数。而使用价值 ,就是劳动力

的使用或者劳动 ,是资本家剩余价值或者利润的

源泉。① 同时 ,工人取得的工资收入被全部消费

掉 ,从而直接形成经济中的总消费。

资本主义社会中另外一个基本的单位是资产

阶级 ,他们通过雇用劳动力进行生产 ,取得的利润

被用以直接投入扩大再生产 ,而自己并不消费任

何商品。② 由于储蓄和投资的假设都是由资本家

作出的 ,所以经济中并不存在投资 —储蓄不均衡

的问题。

由此可以将工资和总消费写为 W = C =Ψ ,

其中Ψ是一个由经济系统以及历史的和道德的

因素决定的常数。将其带入 (4) 、(5) 式可以消去

工资和消费 ,得 g = r ,经济中稳态的增长率决定

于经济中的利润率。至此 ,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回

答经济中利润率的决定问题。

21 利润率决定与劳动价值论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 ,利润 ———这种以不

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共同产物的形态出现的概

念 ———是由工人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体现。

因此 ,利润率决定于剩余价值的生产。

将剩余价值率定义为每个工人生产的剩余价

值与每个工人劳动力的价值的比率 , m’ =
m
v

,其

中 , m’、m 分别表示剩余价值率和每个工人创造的

剩余价值。

每单位商品的价值由该商品中所包含的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假设所有的劳动都是同质的 ,

并且劳动强度和劳动条件都是一样的 ,那么 ,第 t

年每单位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可以写为 : ③

　　β+βα+βα2 +βα3 + ⋯+βαt + ⋯

因为生产是可行的 ,上式可以写为
β

1 - α,这表

示每单位产品中所包含的价值量。由于生产单位

产出需要工人直接劳动时间为β,同时劳动力被

单位化为 1 ,所以 ,一个工人一年生产的价值总额

为
β

1 - α· 1
β。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的成本为

β
1 - α·W 。同时 ,生产技术要求劳动力投入必须

和资本品投入 (也就是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 保持

一个固定的比例
α
β ,所以 ,为了满足一个工人一年

的生产 ,资本家必须投入的资本的价值为
β

1 - α·

—72—

①

②

③

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劳动力和劳动通常是不加区分的。他们认为工人在市场上与资本家交换的是劳动 ,同时换取与之相对

应的工资 ,完全是平等和谐的景象。这被鲍尔斯和金蒂斯称为“劳动商品命题”,并给予了深刻的批评。

尽管这是一个极端的假设 ,但是我们可以证明 ,即使同时考虑到工人和资产阶级的消费—储蓄决策 ,而保持其他的假设不变 ,那

么 ,模型的基本结论也不会改变。可参见 Foley , Duncan and Thomas R. Michl : Growt h and Dist ribution ,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2
sity Press , 1999。

其中β表示第 t 年中生产每单位产品所需要的直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βα表示为了生产第 t 年的产品所需要投入的每单位生

产资料 (也是第 t - 1 年的产品) 中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而βα2 则表示为了生产第 t - 1 年的每单位产品 (也是第 t 年的种子) 所需

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依此类推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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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β。所以 ,每个工人每年创造的剩余价值总额为

S =
1

1 - α
(1 - βW - α) 。将其带入 (5) 式 ,可得 r =

1
1 - α

·S ,这表明在资本主义经济中 ,稳态的增长

率决定于相关的技术参数和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的数量。

31 技术、剥削率与利润率

如果我们定义剥削率 e 为每个工人创造的剩

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比率 ,我们可以得到 g =

r =
1 - α
α · e

1 + e
。如果社会的生产是可行的 , 那

么 ,利润率非负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剥削率非负。

这也被森岛通夫称为“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定

理”。[5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模型中 ,资本

主义经济增长的速度取决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

程度[6 ] ,并且随着剥削率的上升而上升。①

剥削率又由什么决定呢 ? 通过计算可得 :

　　e =
1 - β·W - α

1 - α Þ
β·W
1 - α

　　=
1 - β·W - α

β·W

剥削率决定于资本 —产出比α、劳动 —产出

比β和工资 W 。那么 ,我们在这里是否可以推断 ,

与新古典主义传统的增长理论一样 ,增长率是由

经济系统外生给定的技术参数等决定的呢 ?

首先来看工资。工资不仅决定于生产和再生

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而且还受

到历史的或者道德的因素的影响 ,因此不能简单

地将其视为技术决定的变量。② 同时 ,资本家还

会通过工资支付形式以及在不同工种和人群 (如

不同民族的工人) 之间的歧视 ,增强对工人整体和

劳动过程的控制能力。[7 ]

其次 ,就技术参数α和β而言 ,也不仅仅只是

“客观技术”的反映。技术的选择 ,除了对效率的

考虑之外 ,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资本家控制

工人及其劳动过程 (同时也是价值增殖过程) 的需

要。[8 ]

所以 ,我们可以说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 ,

经济中所有的变量都受到社会生产关系 ,尤其是

阶级关系的影响。任何试图理解和解释资本主义

经济增长率上升或者下降的努力 ,都必须具体地

考察其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背景 ,而要理解对

经济增长相当重要的劳动分工和技术进步等因

素 ,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下才能得

到正确的认识。

三、马克思主义与新古典主义 :比较分析

(一) 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 :相似的见地

这两种理论尽管存在许多区别 ,但是有一点

是共同的 :利润率在稳态的经济增长率的决定上

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根源于其共同的思想源

泉 ———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

里 ,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如果资本

积累停止了 ,那么 ,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也就停止

了 ;而利润率又是资本积累的推动力和结果。在

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资本积累的动态决定了

增长率的动态特征。

新古典主义模型与马克思主义模型在对利润

率动态趋势 ,进而稳态增长率的判断上有相似的

见地。

首先 ,新古典主义模型的第一代 ,在边际报酬

递减规律的假设下 ,认为利润率会不可避免地趋

于下降 ,最终导致在没有外生的技术进步的情况

下 ,稳态的增长率趋于零。而马克思主义基本模

型也与此相似 ,认为长期中资本主义经济将会趋

于停滞 ,增长率将会趋于零。当然 ,马克思得出这

个结论的关键假设不是所谓的边际报酬规律 ,而

是假设资本主义经济会不断地采用体现为资本有

机构成提高的技术进步。[6 ] 而在不存在技术进步

的资本主义经济中 ,稳态的增长率是一个不变的

常数。

其次 ,为了解释资本主义长期的持续的经济

增长 ,新古典主义模型和马克思主义模型都对其

基础模型进行了必要的修正。而二者都是将目光

集中到对劳动分工和技术进步的研究上。希望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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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定理可以推导出 ,
d r
de

=
1 - α
α · 1

(1 + e) 2 > 0 ,且 g = r。

更不能理解为新古典主义的由劳动的边际报酬决定单纯的技术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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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因素中找到合适的解释 ,并更好地理解资

本主义经济的现实。[6 ]

总的来说 ,尽管新古典主义模型与马克思主

义模型存在着巨大的区别 ,但是由于其共同的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起源 ,它们分享了对资本积累、利

润率 (从而增长率) 动态、劳动分工以及技术进步

等诸多方面的相似的看法。

(二) 历史唯物主义与新古典主义 :相异的

观点

尽管新古典主义模型与马克思主义模型都起

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 ,并从中汲取各自有用的成

分加以发展 ,并分享着一些相似的观点 ,但是从根

本上来说 ,它们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

相似之处。

11 个人、阶级与资本积累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看作

是一个永恒的不变的体系 ,主体是原子式的理性

的个人。所以其分析的主体就是这种理性的个人

的最大化行为 ,并试图从个人的这种行为本身去

理解经济增长的过程。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

析基础则是历史唯物主义 ,认为现存的资本主义

制度不过是阶级社会演进的一个阶段 ,不仅资本

主义制度本身由于生产力 —生产方式 —生产关系

的矛盾运动而不断地演进变化 ,而且资本主义制

度下个人的理性行为及其后果也只有在生产关系

的背景下才能得到更全面的认识。① 因此 ,马克

思主义传统的增长模型中基本分析单位是阶级 ,

即创造价值 ,从而创造剩余价值 (利润) 的工人阶

级和拥有生产资料、榨取工人剩余价值 (利润) 的

资产阶级。

遵循各自的逻辑 ,双方对经济增长中最基本

的资本积累过程有着不同的看法。新古典主义经

济学将资本积累视为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合理的结

果 ,是个人消费决策的一个部分 ,仅仅受到个人的

偏好、技术 (通过利息率)的影响 ;而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则认为资本积累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过程 ,

受到当时社会的生产关系 ,尤其是阶级关系的

影响。

21 创新与经济增长

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 ,也就是把

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

“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②尽管在最肤浅的层面

可以认为 :无论是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还是马克

思主义增长模型 ,在容纳了熊彼特意义上的技术

进步的情况下 ,认为技术进步可以维持资本主义

经济一个较长时期的稳定增长。③ 但是在更深入

的研究之后 ,我们不得不说 ,它们之间存在本质的

区别。

首先 ,创新或者技术进步发挥作用是否受到

某些社会条件的限制问题。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

理论认为 ,技术进步“始终”是支持资本主义经济

增长的重要因素。在新古典主义第一代模型中 ,

外生的技术进步解释了人均产出近 60 %～90 %

的增长 ,而在新古典主义第二代的 R &D 模型中 ,

具有垄断地位的“中间产品”———技术进步的体

现 ———的生产者 ,通过研发投资 ,使得经济中能够

内生地产生一个均衡的技术进步率 ,从而保持经

济系统的长期的正的增长率。其共同的观点是技

术进步能够无条件地支持经济的长期增长。而马

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模型则认为 ,直到资本主义大

机器工业建立之前 ,技术或者科学技术都未能对

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 ,从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

过程产生重大的影响。只有当经济发展到资本主

义机器大生产阶段后 ,资本家在以大机器生产为

中心的基础上 ,建立起了客观准确的标准 ,取代工

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以后 ,科学技术才发挥了经

济增长“引擎”的作用。

其次 ,创新理论中的技术选择问题。新古典

主义增长模型中 ,企业面对可行的技术集合 ,其最

优选择是最小化企业成本或者最大化企业利润的

技术 ,如果给定各种参数的话 ,那么技术的选择就

真的只是一个“技术考虑”了。[9 ] 而马克思主义更

为强调生产关系对技术选择的影响。所谓的生产

关系的考虑 ,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工人 —资

本家这种阶级关系对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的技术

—92—

①

②

③

更详细的阐述可以参见 Marglin 在哈佛大学经济系的讲义。

熊彼特的这个定义现在被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广泛地接受 ,而在纯技术的层面 ,这个概括同样适合于马克思主义的增长模型。

马克思在其论著中多次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即认为技术或技术创新会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在一定时期 (资本主义的生

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时期)推动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选择的影响。劳动过程本身也是价值增殖过程 ,

所以 ,控制劳动过程对于资本家来说具有极其重

要的意义。在与工人阶级的斗争中 ,资本家出于

对劳动过程更好的控制方面的考虑 ,会对企业的

技术选择 ,从而技术进步的方向产生重要的影

响。[10 ]

31 劳动分工与经济增长

劳动分工在经济增长或“国民财富的增长”中

起着巨大作用 ,古典政治经济学对此进行了广泛

深入的研究。作为其继承者的新古典主义增长模

型和马克思主义增长模型对劳动分工在资本主义

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是

共识也就仅此而已。

首先 ,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增

长模型对劳动分工本身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别。新

古典主义增长理论直接继承了斯密对分工的定

义 ,将社会分工和企业内部的分工视为相同的概

念 ,认为这两种分工的形式仅仅是由于观察者主

观的区别 ,并无实质的差异。因此 ,我们无法判断

由劳动分工引起的经济增长到底是因为资本主义

社会中新的部门的不断产生 (社会分工) 而导致

的 ,还是由于企业内部不断发展着的专业化水平

(企业内部分工)引起的。

马克思主义则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将二者明确

地作出了区分 ,社会内部的分工体现的是资本主

义的市场交换关系 ,而企业内部的分工体现的则

是资本主义的劳动雇佣关系。这两种分工对经济

增长的意义是不同的[18 ] :就单个企业内部的分工

体系而言 ,劳动分工一般地起到了提高单个企业

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的作用 ;而就整个社会的劳动

分工体系而言 ,劳动分工体系通过各个部门之间

的相互关联 ,将某一个部门的技术创新的影响 ,通

过生产资料或者劳动者生活资料的交易等途径传

播出去 ,使得整个社会的一般价格水平下降 ,从而

提高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积累能力。

其次 ,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与马克思主义增

长理论在劳动分工水平或者劳动分工的发展的决

定因素上也存在明显的分歧。前者按照其一贯的

逻辑 ,在资本家的利润最大化动机的考虑下 ,适当

地引入一定的垄断因素 ,就可以将劳动分工 ,从而

稳态的经济增长率表示为市场规模、知识水平、技

术参数和主观偏好等的函数 ,这些因素基本上都

是外生于企业的决策的 ,因此 ,经济增长率的确定

就仅仅是“技术上”的小问题了。

马克思主义在分析这个问题时 ,同样依照其

逻辑 ,将注意力特别地投向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

生产关系 ,其中最基本的是雇佣关系。Marglin

认为 ,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 ①(或者称为

专业化) ,不过是资本家出于对工人以及劳动过程

的更好、更全面的控制 ,从而为获取更多的剩余价

值 (利润) 而采取的一种手段。[11 ] 因此 ,资本主义

的分工 ,进而资本主义的增长率都受到社会生产

关系的影响。

四、结论性评价

本文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 ,推导出了有关资

本主义增长的基本方程 ,然后依据各自的理论逻

辑 ,重新表述和比较了新古典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的增长理论。新古典主义将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

归结为一些由经济系统外生给定的单纯的“技术

参数”,但是对这些参数本身没有给出任何说明。

而马克思主义将这种现象归因于由经济系统本身

所决定的并且在不断演变的阶级关系 ,强调对经

济发展规律的理解不能脱离生产关系的运动规

律。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理解资本主义产生以来

的经济增长的实践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上 ,马克思

主义的这种分析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单纯的技

术或者“生物学”的因素是无法对经济增长这个历

史过程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的。只有结合对资本

主义的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发展的认识 ,才能更深

入和全面地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和下

降 ,也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等经济现象。而

马克思主义增长理论以后的发展方向则是发展更

为精细的适当的数学模型 ,以此为指导来解构当

前的经济发展 ,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

—03—

① 这里特别指明是“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是因为劳动分工的两种形式很早就已经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

是具体地分析经济对象 ,而非泛泛地讨论所谓的“一般性”,马克思为政治经济学提出的任务就是分析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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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rxist and Neo2Classical Growth Theory
ZHAO Feng

(School of Economics ,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 The article compares the Marxist growth theory with the Neo2Classical growth model in a two2peri2
od growth model. Although both emphasize that capital accumulation ,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division of la2
bor play most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s appar2
ent : the Neo2Classicalism argues that capital accumulation ,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only determined by some exogenous parameters , while the Marxism

thinks that the capitalist production relation influences those processes heav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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