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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计算的一般非均衡模型

宋小川!

摘!要"本文根据现实世界经济 变 化 的 鲜 明 特 征#建 立 了 一 个

多部门市场经济的可计算非均衡动态模型$该模型突 出 了 市 场 经 济

运转中市场中介人的核心作用%即在供求不等的价位 上 如 何 促 使 买

卖成交#在生产和消费计划不协调的情况下 如 何 协 调 生 产&交 换 和

消费活动$文 章 用 递 归 !24-12K)X4@;2.E2+//)*E"方 法 模 拟 了 市 场

的非均衡动态过程#部门内&部门间和市场上 的 反 馈 系 统 结 构 以 及

各种产品&投入物的存货调节机制和价格形 成 机 制$经 济 人 受 约 束

的理性行为&适应性行为和小心谨慎行为以及若干经 济 制 度 特 征 都

按可操作&可运转&可计算的方式进行了详细精致地描述和刻画$

! 重庆工商大学#美国圣地亚哥美厦学院$通信地址%重庆工商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电话%!$#""
>#!>P%&>’,@/+)5%=K.*E!KG--GI4G1$感谢我的导师T)-(+2G\IL+6对 我 在 探 索 市 场 经 济 究 竟 是 如 何

运转的过程中不断寄予的鼓励和指导$L+6在#$世纪>$年代于哈 佛 大 学 师 从 里 昂 惕 夫 建 立 递 归 模 型

体系后#终身致力于复杂经济动态学的研究$但他多次表示#建立一个类似里昂惕夫投入产出模型 的 多

部门可计算非均衡模型!’./;13+D54L)K4j1)5)D2)1/c.G45"是他的主要兴趣$电脑和信息技术的革命使

这种设想在今天成为可能$文章成稿后#东北财经大学张凤林#重庆工商大学刁孝华&陈晓莉提出过建设

性意见#在此致谢$作者还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文责作者自负$

""关键词"递归#存货调节#适应性行为#反馈系统

一!引""言

宏观经济学在经历了一个动态化过程后已经演变成可以操作和计算的了$
现代经济理论在复杂精密的数学公式和现代计算技术的装备下#以高雅&科

学&时尚的框架结构展开$通常问题说明得准确清晰#分析进行得严谨而有

说服力$动态规划方法 !<455/+*+*G‘+5+D+#OP>A"被例行公事地用来模拟

一个 (具有各种可能的技术&信息结构和随机扰乱) !Y1-+K#OP%!"的最优

跨时均衡经济$然而#在解释现实时#现代经济学不得不假定他们的经济人

对无穷未来的随机性质拥有完善的知识#他们在相互之间和针对大自然顺序

地采用最优策略时#可以永恒地进行完美的协调$更重要的是#他们用一些

没有解释或无法解释的外部随机振荡#包括强加在技术&人们的偏好&政府

政策及其组合上的振荡#来解释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问题***经济变 化 的 动

因$他们的模型大都致力于获取动态经济的理想结果***均衡#而没有去说明

和探讨该理想经济获得均衡状态的过程和机制#因而忽视了市场买卖活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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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均衡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一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O

O 关于对现代经济学及 其 方 法 论 的 评 价$参 见 ‘+5G.2!OP%A"%?)/.*!OP%>"%L+6!OP%&$OP%!$OPP#+$
OPP#D"%林毅夫!#$$>"%王诚!#$$!"%宋小川!#$$!"#美国经济学会会长B4.2E4:I:N425.S在#$$!年O
月>日美国经济学会第OOP届年会的主题演讲中$以&宏观经济学动机的迷失’为题$尖锐地指出$新古典

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即经济人的效用函数和利润函数中缺失了一个重要的变量(((决策者的决策)规范*
或)准则*!*.2/"$即相关的决策者认为他们和 其 他 人 的 行 为 应 当 或 不 应 当 是 怎 样 的#这 些 规 范 在 我 们

的日常生活中是司空见惯的$而不是例外#我们可以通过计算在人们没有达到这些规范或准则时造成的

效用损失的方式$将规范的作用引入到人们的偏好和效用函数中#这些规范更多地取决于社会%文化%道

德%宗教%制度和心理诸因素#比如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会为其背离)福音书*的行为感到耻辱+中世纪的妇

女以贤妻良母为荣+一个工人会为其出色的工作表现享受尊严!G)E*)36"#显 然$他 们 的 决 策 和 行 为 会 受

到这些规范的约束#:N425.S还认为$凯恩斯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就在于$凯恩斯经济学的模型

是基于他们对决策者动机的观测导出人们的真实经济行为$而新古典学派则是基于抽象的偏好来推导人

们的行为#:N425.S在演讲中通过引入规范$用现实世界大量普遍的现象系统地检验和 批 判 了 新 古 典 经

济学的A个中性假说是如何违反现实的!K6K34/+3)-+556X).5+34G",消费取决于财富而不是当前收入!永久

性收入假说"+投资支出与当前 的 利 润 无 关!cc 定 理"+通 货 膨 胀 在 长 期 内 与 失 业 无 关!自 然 失 业 率 理

论"+货币政策无法稳定产量和就业!合理预期假说"+税收和财政赤字无法影响当前的消费!李嘉图等量

定律"#:N425.S的结论是$在充分考虑到了规范对人们决策行为的影响后$即便不去考 虑 新 凯 恩 斯 经 济

学添加到新古典模型中各种各 样 的)摩 擦*!S2)-3).*K"$比 如 信 贷 约 束%市 场 不 完 善%信 息 不 对 称%税 收 扭

曲%契约的交错%不确定性$菜单成本和约束 的 理 性 等$凯 恩 斯 经 济 学 也 能 恢 复!24K1224-34G"他 们 关 于 周

期性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许多!并非所有的"结论#参见:N425.S!#$$!"#
# L+6!OPP#D"在推导非均衡存在定理时指出,)非均衡机制是 -市场.经济存在的必要条件*#市 场 中

介人数量的日益增加应该是对这 一 定 理 的 最 好 证 明,市 场 中 介 人 的 最 基 本 职 能 是 协 调 !/4G)+34"不 均

衡$如果不均衡可以忽略$这些中介必定失业#
" 关于递归方法的严密论证和应用可参见L+6+*G’)E*.!OP!%"#本文多处引用此书#

经济现实挑战经济学家对现实世界中的市场经济究竟是如何运转的做出

更好的解释$呼唤着经济学家建立更为符合实际的市场经济模型#本文拟在

这方面作一尝试$力图按现实世界的本来面目建立一个可计算的非均衡动态

模型#该模型与已建立的模型主要有以下几点区别,第一$经济人并无先见

之明 !;42S4-3S.24K)E(3"$他们不可能%也无必要对无穷未来一劳永逸地做出

最优决策#相反$他们是以适应性的方式进行程序式的最优决策 !;2.-4G12+5
.;3)/+5G4-)K).*K"$然后按逐步披露的信息逐期地修改他们的决策$调整他们

的行为#第二$经济变化的动因不在于无法解释的外部力量$而在于经济体

系内部不均衡力量的相互作用,即按各种递归方式连接起来的受约束的理性

经济人$通过经济体系内在的反馈系统结构相互作用$驱动经济体系的变化

和发展#第三$由于拍卖式的定价%交易方式在现实中并不普遍流 行$均 衡

的价格形成机制无法描述非均衡的行为#因此$该模型在清晰地刻画和模拟

现实世界的价格形成过程及相应的调节机制时$描述了这套机制如何在维持

不均衡的同时$确保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 总之$本文旨在建立一个刻画市

场经济在非均衡状态下是如何运转的更为符合实际的模型#
具体地说$我们 拟 用 递 归 方 法 建 立 一 个 可 适 用 于 各 种 各 样 的 经 济 制 度%

经济结构和背景的多部门可计算非均衡模型#" 不同社会的经济制度%社会文

化和传统习惯各不相同$因而为其经济人提供了不同的约束条件$不同的机

会和挑战#然而$所 有 社 会 经 济 变 化 的 基 本 过 程 都 贯 穿 着 同 一 条 主 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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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期的经济状况都来自于该经济体系过去的演变#当前的任何经济行为

必定受制于这种演变状况#必定会改变未来的行为构想和实施的环境$%L+6
+*G’)E*.#OP!%&’正是这种生态学和行为学描述的动态演化过程构成了我们

模型的出发点和背离点’

二!文 献 回 顾

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论体系上的多部门模型都难以

令人满意’这些模型通常结构简单(精致#模型与算法不加区分#目 的 是 获

取一个现实世界市场上各方力量相互作用所产生的近似值’然而#为了使模

型运转#他们不得不对现实世界添加若干额外的特征’渐近稳定性通常被强

加到动态调节 体 系 中#形 成 其 比 较 静 态 分 析 的 基 础#尽 管 学 术 界 已 经 证 明#
经济波 动 并 呈 非 收 敛 状 态 几 乎 是 无 处 不 在#无 时 不 有 %B2+*G/.*3#OP%!)

<+2*433#B4F4N4+*G?(455#OP%!)B..GF)*#OP%#)<+2*433#‘)2/+*+*G?+5@
/+*#OPP#)L+6+*G’(4*#OPP")L+6#OPP&##$$&&’

关于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非均衡的关系#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作过

深入的探讨和精辟的分析#并科学地预测#这种不均衡在资本主义生产无政

府状态下#会造成两大部门间比例失调#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关于一

般均衡理论的应用模型#除库普曼 %‘..;/+*K#OPAO&的经典分析和论述外#
里昂惕夫 %Y4.*3)4S#OPA"#OP>>&的投入产出分析无疑是该领域开拓型的贡献’
里昂惕夫的模型抓住了各生产部门间相互关联的最重要要素!中间产品在部门

间的流动’该模型的主要缺欠是其等量约束条件#因而无法模拟内生的生产和

购买决策#失去了很大的灵活性’此外#由于忽视了需求方面的情况#该模型

的成本定价结构无法反映作用于价格机制的市场反馈系统结构’
最有影响的一般均衡理论应用模型应该是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 %’B,&

%L42X)K#L4c45.+*GT.D)*K.*#OP%#&’该模型描述了成千上万的经济人如

何在独立地使他们的福利函数最大化的同时#共同而又无意识地决定了一种

政策制定者可以去间接施加影响的均衡状态’在他们的模型中#所有的价格

都必须按要求进行适当的调节#直到该经济生产方面成千上万的决策与家庭

和其他自主决策者在需求方面成千上万的决策完全协调一致为止’即便新古

典 %*4.-5+KK)-+5&经济 学 家 也 不 认 为 现 实 社 会 经 济 是 以 这 种 方 式 运 转 的#相

反#他们只是把它理解为市场调节过程的一种结果而已 %L+6#OPP#D&’从这

种均衡奇迹出发#’B,模型的建立者试图找到其模型的数值解#而不去模拟

动态过程本身’他们设计了许多算法去计算这一未加说明的动态过程的理想

结果’然而#他们的解法和算法与现实世界相差如此之远#以至于模型的建

立者不得不警告大家#不要把他们运算法则的性质与经济本身的性质混为一

谈#"’B,模型是按均衡模型构建的#在设计迭代法寻求均衡时#不应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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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模型经济所遵循的实际途径# !L42X)K$L4c.5.+*GT.D)*K.*$OP%#"%
不幸的是$这种算法练习对理解宏观经济学造成了许多严重的误解%

新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动态学的理想描述离现实则更为遥远%& 在他们的

模型中$经济人的预期达到了魔力般的一致$经济人的决策得到了完美的协

调$每一个人都能得到满意的结果%因而$这些经济人没有什么需要学习的$
即便随着后续事件的展开$新的信息的逐步披露$他们也没有动力调整其行

为规则$偏离其一成不变的最优轨迹%显然$这种模型无法应用于现实世界

的情况%于是$那些应用一般均衡模型的建立者在实践中不得不采用一个实

用解%这个解已经 &抛弃了跨时均衡概念#$ &与最初企图决定跨时有效’最

优轨道的雄心比$是个退却#!同上"%正如 4̂)*32+1D所说$&在均衡这个故

事里$实验性工作’事实还是伪造的想法都毫无意义#!同上"%

& :N425.S指出(&新古典的研究认为早期凯恩斯学派的模型过于简单’粗糙$没有足够地关注到人们在进

行消费’投资’工资和价格选择时 人 的 目 的 性!(1/+*)*34*3"$这 一 点 是 正 确 的%但 是$他 们 的 研 究 却 未

能像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观点那样去反映现实$因为后者是基于经历和观测的理论#!:N425.S$#$$!"%
A 在这一充满希望的研究前沿$宋小川近年来建立了两部门非均衡动态模型’两部门适应性优化经济增

长模型’非均衡的劳工市场动态模型$得到了若干有趣的分析结果%参见宋 小 川!#$$"$#$$&+$#$$&D"和

?.*E!OPP%$#$$"$#$$A"%

模型的局限源于模型建立者的动机%一般均衡理论当初选用这些假定是

为了获取一个理想的 结 果% &在 永 久 性 的 大 厦 建 成 前$需 要 先 建 脚 手 架$但

是$随着永久性大厦的日趋建成$这些脚手架应当逐步拆除% !然而$这一"
过程无疑在退步而不是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现行的这套公理远比最初瓦

尔拉模型的那套公理限制性更强 #!‘+5G.2$OP%A"%现代经济学的主要动机

似乎是为理论而理论$即致力于构建更高深的理论模型$而不是去寻求改善

经济运行的方法和政策%因此$&如果穆罕默德无法上山$干脆就把山搬到穆

罕默德前#!同上"%经济学领域当前最需要的是将我们的兴趣和注意力从检

验 &事实#是否符合现有的一般理论框架转移到探讨现有的理论是否符合现

实$或者去考察从现有的理论推导出的命题是否能得到经验验证%卡尔多指

出$&我确信$正确的经验研究在适当的时候$会相当程度地改善我们对现代

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认识%但是$它却需要新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将更

多地使用通过亲身接触’工作现场调查获取的知识$更少地使用用统计学和

经济计量学测试 规 范 模 型 获 取 的 知 识%目 前 有 大 量 的 经 验 研 究 工 作 在 进 行$
但却窒息在已设立的理论框架中#!同上"%

本文试图按卡尔多的这一思路构建一个非均衡的多部门模型A$作为刻画

和描述现实世界经济变化动态过程的有用的’可操作的分析工具%递归方法

为我们实现这一目的提供了一组现实的’灵活的和实用的模型%说它是现实

的$是因为它 &明 确 地 认 识 到$经 济 决 策 并 非 是 同 时 进 行 的$而 是 顺 序 的’
按次优的方式进行的%每一个决策都受以前的决策制约$人们在优化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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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很少去收集和使用有关无穷未来的完善信息"明确的选择还要受行为规

则的制约#$L+6+*G’)E*."OP!%%&说它是灵活的"是因为我们随时可以在

模型中加入一个不等量约束"来反映经济体的某一特征"而不会扰乱整个动

态体系的一致性和求解功能&说它是实用的"是因为我们在用递归方法模拟

现实世界经济变化时"可以 ’把大的(复杂的决策问题分解为较小的(较简

单的(近似的(局部的决策问题&这些决策还会依据决策环境中人们的行为

规则(方便的计算公式和观测到变化的反馈来进行调整和修改#$同上%&

三!模 型 说 明

本文建立的经济模型由若干重要的部门构成"各部门由许多相似的经济

人组成&每个经济人都运用自己的策略与其他经济人和大自然之间进行各种

各样的对策&这些经济人遵循着不同的(可操作的决策规则"这些规则考虑

到了各种可能的选择"并可以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得以实施&因而"整个经济

博弈的格局特征是!每个参与者对其他参与者过去的行为和未来的计划方案

所掌握的信息极为有限"因而他们之间的协调很不完善"经济人的计划和决

策行为是在不均衡的状态下进行的&每个经济人都依据他对现状和未来状态

的理解进行适应性的调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后续事件的陆续展开"经济人

会根据新的信息(新的经历和新观察到的现象构思新的计划&旧的资料会被

更新"旧的计划或者被修正(或者被新的最优计划所取代&这种适应性的次

优动态决策过程与贝叶斯的决策理论很相似"但可以用可计算(可操作的方

式来刻画和模拟&

> L+6曾把在交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受约束的理性经济人的决策模式描述为’对优化进行优化#$4-.*@
./)b)*E4-.*./)b)*E%"或曰优化的过程也要优化&其含义是"如果某一决策的程序过于复杂"需要搜集很

多信息(进行很多计算"以至于最优决策本身所耗费的成本大于最优决策所带来的好处"受约束的理性经

济人宁愿采用简便易行的决策模式&L+6$OPP#D%曾总结过七种不同的支配人们经济行为的 模 式!优 化

$程序式的理性选择%)试验$不断摸索%)模仿)服从权威和传统)盲目搜寻)习惯)知觉或预感&

为方便建立模型"我们在每个部门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经济人"然 后 根

据观测到的大量普遍的商业实践和惯例进行活动分析 $+-3)X)36+*+56K)K%&一

般来说"企业 决 策 行 为 是 按 程 序 优 化 的 模 式 进 行 的"并 受 制 于 各 种 约 束 条

件&> 也就是说"由于 信 息 不 完 善"企 业 每 个 时 期 通 常 只 作 一 个 时 期 的 决 策&
在决策过程中"它们遵循着若干小心谨慎的规则"这些规则反映了各种反馈

关系(累计的经验和逐步展开的信息&随着时间的进展和经济的演进"企业

逐步(逐期地对其决策活动和规则进行调整&企业的经营活动由生产(投资

和资源配置三部分构成&它们都受物资条件(技术状况和行为规则约束&这

些活动和约束构成了一个可行域"即生产可能性集合&有些约束是相对固定

的"比如自然资源&许多其他约束是包括该企业在内的各经济人过去经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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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不可逆转的结果#因此$每一个企业都面临着如下三种反馈关系$并通过

这些反馈系统与所有其他的经济人相互作用#经济人之间这种短视的%不协

调%不一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断地扩大或缩小其生产可行 域$为 我

们描绘了一个动态演进过程的生动图画$而这一动态轨迹的驱动力则完全来

自于错综复杂的动态体系本身#

!一"部门内的反馈

部门内的反馈指企业在连续的决策过程中$企业内以递归方式相连接的

反馈#这种反馈关系源于企业的生产%投资和财务活动#企业的生产活动受

其生产能力的制约$而企业的生产能力随其以前的生产和投资活动增加或减

少$当前的生产和投资活动则会扩大或降低将来的生产能力#企业的活动水

平还受企业的财力限制$而企业过去的生产%投资和财务活动会直接影响其

留存收益%借贷活动和财力#企业当前的财力作为预算约束又会不同程度地

决定其未来的财务状况#

!二"部门间的反馈

这种跨部门反馈通过中间产品交换链$突出了企业间相互关联的本质特

征#每一企业的经营活动都会受到投入的约束$而这些投入资源则是其他企

业的前期产品#该企业的经营活动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制约其他企业下一个时

期的经营活动#政府的经济活动也会产生部门间的反馈#政府在研究开发和

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会通过改进技术来改变活动系数 !+-3)X)36-.4SS)-)4*3K"$
从而提高企业的总体劳动生产率#同时$政府的管制和法规会缩小企业可能

的赢利空间#政府的税收和财政补贴$既反映了企业过去的经营水平$又相

当程度地改变着企业当前和未来的资源配置和财务状况#金融部门也可以通

过控制企业外部筹集资金能力的方式影响其预算约束#信用配给标准通常是

依据企业以前的经营状况和其对资金的相对需求制定的#

!三"市场反馈

市场的关键作用 是 为 经 济 人 进 行 适 应 性 调 整 提 供 一 个 灵 活 的 框 架 结 构#
生产者和消费者会根据市场发出的商品失衡信号$对某种产品的产量和价格

进行相应的调节#这种调节活动在现实世界中绝大多数是通过市场中介人对

其存货的累积和减少来进行的#这些中介人通过存货管理%订单订货管理进

行价格调节$以缓冲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不协调%不一致的生产和消费计划#
市场反馈在需求方面还会通过流动资金渠道发挥作用$影响企业的行为#市

场上的非均衡动态过程决定的前期价格和前期利润$决定了企业当前的财务

状况和预算约束#其他企业产品的前期市场价格又会影响该企业当前的资源

配置%活动水平和财务状况#企业根据逐步展现的存货和价格变化适应性地

调整其生产经营活动和行为$市场在不均衡的情况下连续不断地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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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模 型 结 构

本模型拟用一个市场经济的原型 ";2.3.36;4#来展示一个多部门经济的

基本结构$该模型经济由四个基本部门构成!企业使用中间产品%资本货物

和劳工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家庭拥有劳工和企业所有的资本’并进行劳工供

给和最终产品购买的决策&政府通过征税来进行各种公共事业和公共工程的

支出&金融部门通过回流该经济各部门的储蓄为企业的生产和投资活动融资$

"一#企业

假定该经济有*个企业’每个企业生产一种独特的产品$我们或者假定

每个企业是个独特的部门’或每个部门有一个代表性的企业$于是’该经济

生产*种产品’其中)种中间产品’7种最终产品’Y种资本产品’*e)g7
gY$企业每个时期的问题是如何使利润最大化’并受如下的投入%生产能力

和资金约束’

c+=8U"; "O@5U#7U"VU"@’
+
7+"V+U"@’

J
7J"VJU"(?JU"

"@3U"$U"BE,U",U"@EOU"OU"’

KI3I"#+U"VU"@V+U" 72+U"’

#$U"VU"@$U" 72$U"’

#JU"VU"@VJU" 79U"%

’
+
7+"V+U"B’

J
7J"VJU"(?JU"B3U"$U"B,U"@OU" 7*U"’

OU" 71U"%

""各种决策变量及其相应的价格变量为!

VU U产品的生产 7U U产品的价格

V+U U企业购买的中间产品+ 7+ +产品的价格

VJU U企业购买的资本产品J 7J J产品的价格

$U U企业购买的劳动力$ 3U U企业的工资率

,U U企业的储蓄 E,U 储蓄利率

OU U企业的借款 EOU 借款利率

8U U企业的净收入

其中U为企业和产品指数’UeO’)’*&+为中间产品指数’+eO’)’)&J为

资本产品指数’JeO’)’Y$所有的活动变量都是非负的$
活动技术系数和相关参数为!

#+U"生产一个单位产品U需要的中间产品+的数量

#JU"生产一个单位产品U需要的资本产品J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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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生产一个单位产品U需要的劳动力的数量

?JU"企业U的资本产品J等量分期付款的次数

$JU"企业U的资本产品J的折旧率#$JUeO$?JU
5U"产品U的税率

各种限制性要素为%

2+U"U企业的中间产品+的存货

2$U"劳工市场上U企业所需要的可用劳动力

9U""所有前期留存的未折旧资本产品J的和#

9U" ;’
?JU

I

!O@$JU"IVJU"@I#

I为分期付款指数#

I;O#&#?JU%

""*U""流动资金#即前期储蓄和留存收益的和减去前期购买的资本产品分

期付款额#

*U" ;,U"@OB!O@WU"8U"@O@ O
?JU’

?JU

I
’
J
7J’"@O@!?JU@I"(VJU’"@O@!?JU@I"(#

其中WU 为股息支付率

1U"每个时期由金融中介机构设定的借款限额

!二"家庭

每个时期家庭都要制定对最终产品的需求和劳动供给两种决策)假定每

个部门有一个具 有 对 数 效 用 函 数 的 代 表 性 家 庭#该 家 庭 消 费 最 终 产 品’U ;

’
.
V.U 和闲暇A>Uf$U#则每个时期家庭的优化问题为%

c+=’#5*’U"B!O@#"5*!A>U@$U""(#

KI3I"7’"’U" 7 !O@53"3U"$U"BWU8U"#

其中.为最终产品指数#.eO#&#7)为简化模型#我们假定每个家庭只拥有

自己部门的企业#则上面优化问题的最优解为%

’IU" ;
#!3U"A>UBWU8U""

7’"
#"$,U" ;#A>U@!O@#"

WU8U"
3U"

%

!三"政府

政府通过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向企业提供各种服务)假定政府不直接参

与金融活动#其收入来源为销售税和工资收入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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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BC3" ;’
*

U
5U7U"VU"B53’

*

U
3U"$U"B53"3G"$G"B3K"$K"#%

""政府的支出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政府雇员的工资支出Q3e3K$K$另

一部分是在基础设施%研究和开发等公共项目方面的支出Q7 ;’
U
Q7U&政府

的雇员也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维持政府基本职能所需要的最低数量的雇

员$另一部分是政府从事各种经济活动水平的线性函数$

$K" ;5$K"B.K"C"@OBQ7"@O#%

""政府支出可以通过改变技术系数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U"BO ;#+U""O@0U"#$"#JU"BO ;#JU""O@0U"#$"#$U"BO ;#$U""O@0U"#$

其中0U"e"U"Q7U"’7U"VU"#为技术变化系数$"U 为技术修订因子&! 假定政府支出

的唯一资金来源是税收$则每个时期政府支出的可用资金为Q7"eC"fOfQ3"&
政府通过立法程序决定Q7 在不同部门间的分配&

!"U 为政府工程的效益参数$它取决 于 许 多 因 素$如 行 业 的 市 场 结 构%规 模 经 济 效 益%行 业 范 围 经 济"4@
-.*./)4K.SK-.;4#以及总体经济环境等&

"四#金融中介

虽然金融中介以赢利为目的$由于金融活动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和货币

当局的严密监控$我们用行为方程来模拟这一部门&假定所有的贷款只有一

个时期$则金融部门的资金来源为!所有企业的前期偿还贷款%所有家庭的

储蓄存款和金融部门的前期留存收益&每期可用的最大信贷额为

H"; !9 ’
U
,U"B’

U
OU"@OB"O@WG#8G"@ "O $

其中9为由存款准备金率和其他相关要素决定的乘数&H" 根据各部门上一个

时期的实际借款份额在* 个部门之间分配$

1U" ;%U"H"$"%U" ;OU"@O ’
*

U
OU"@O$"’

*

U
%U" ;O%

这种贷款配额机制根据企业以前的经营活动水平所反映的对资金的相对需求

来决定企业的信贷额度&假定劳动是金融部门的唯一生产要素$它由两部分

构成!一部分是维持该部门运行所需要的最低数量的劳动力$另一部分是金

融部门经营活动水平的线性函数$$G" ;5$G"B. #G ’
*

U
,U"@OB’

*

U
OU"@ $O &假定利

息收入为金融部门的唯一收入$该部门的净收入为8G" ;’
U
EOU"OU"@’

U
E,U",U"

@3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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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市场动态学及其微观基础

一般均衡理论对市场机制的描述是#市场买卖双方能够灵活地$瞬 时 地

对产量和价格进行调节#直到达到均衡为止#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活动只能在

均衡点上进行%然而#现实世界中只有若干特殊的市场如拍卖市场#商品价

格是以这种出 价$叫 牌 的 方 式 形 成 的%绝 大 多 数 交 易 活 动 都 是 通 过 零 售 商$
批发商$贸易公司$经纪人或其他专业交易中介协调进行的%这些中介人通

常按标价提取存 货 去 供 应 买 方 的 订 货#然 后 按 议 价 向 厂 商 进 货 来 补 充 存 货%
市场中介人参照市场上反映超额需求或超额供给的理想存货与实际存货之间

的差额对价 格 进 行 调 节%因 而#在 有 限 的 时 间 内#市 场 几 乎 确 定 无 法 结 清#
现实中的购买和销售活动总是在供求失衡的状态下进行的%市场就是在这种

非均衡的状态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运转%

% 绝大多数企业都采用:<’分析方法来管理存货#即 根 据 存 货 价 值 将 它 们 分 类 成?‘W!?3.-N‘44;)*E
W*)34K"%由于模型中的中介人只管理一种产品#没有必要对存货进行分类%
P L+6# +̂*E+*GJ.1!OPP""将’I"表示为期望的总体经济指标X!" 和其他相关要素的函数%X!"eQ!"f
AQ#其中Q!" 为期望的B9M增长率#AQ为长期的B9M增长率%

!一"中间产品市场

根据我们对现实世界市场交易活动的考察#市场中介人按以下行为规则

来调节中间产品的价格#

7+"BO ; c+=&$#7+"B#+!2I+"@2+""’#

其中#+ 为调节系数#2I+ 为中介人的理想存货#2+ 为实际存货%中介人通常采

用流行的经济订货量模型 !,-.*./)-_2G4201+*3)36"来 管 理 存 货#使 其 全

部存货成本最小化%也就是说#给定估计的需求量#中介人用使订货成本与

储存成本相等的办法解出每个时期最优订货次数?+ 和每次最优订货数量N+%#

?!
+ ; 7+\M+-+

#R0 +
#"N!

+ ;
\M+
?!
+
; #\M+R+

7+-0 +
#

其中-+ 代表为平均存货百分比的储存成本#R+ 为每次订货的订货成本#\M+ 为

预期销售量#\M+" ;’ !I" ’
U
V+U"@ "O #’I"为市场需求移动因子%P 该最优解的含

义是#如果一种商品的价格昂贵#储存成本高#订货成本低#最优的 决 策 应

当是增加每个时期的订货次数#减少每次订货的数量#反之则相反%从该最

优解我们还可导出最优存货水平(



第"期 宋小川!可计算的一般非均衡模型 O$"P"

2!+ ;N
!
+

# ;
\M+
#?!

+
%

""谨慎的中介人通常持有一定量的超额存货作为安全存货2,+"以防止可能的

供应中断和生产停业"O$于是理想的存货水平为2I+"e2!+"g2,+""由于理想存货与

实际存货之间的差额直接反映了超额需求2I+"@2+";’
U
V+U"@V+";!+"#中间产

品市场上的价格动态方程式可简化为

7+"BO ; c+=$$#7+"B#+!+"%%

O$ 安全存货对制造商来说是必需的"中间产品的供应中断严重时会导致生产中断"在使用经济订货量

模型时#安全存货的重要性还体现在 如 下 两 个 方 面!第 一#该 模 型 中 的 需 求 量 是 估 计 的#并 非 不 变 的&第

二#订货通常不会一次到达"宋小川’#$$"(曾讨论了企业如何采用)服务水平政策*’K42X)-454X45;.5)-6(
来管理安全存货"
OO 关于经济订货量模型和延交订货模型的详细讨论#可参见Y4X)*#T1D)*#?3)*K.*+*GB+2G*42’OPP#("
O#-J 为储存成本的绝对值#而在经济订货量模型中#-+ 是用百分点表示的储存成本值"
O" 如果延交订货的成本为零#所有的资本订货也都会采用延交订货的方式#即5)/

-OJ9$
/!J eN!J "比如那些

专门为客户设计的资本货物都是延交订货#存货中断成本为零"

’二(资本产品市场

资本产品价格调节的动态过程也很类似#

7J"BO ; c+=$$#7J"B#J’2IJ"@2J"(%%

""由于许多资本产品的储存成本很高#资本产品市场上的中介人通常采用

延交订货模型 ’<+-N.2G42c.G45(OO来确定每次订货的最优资本产品量NJ 和

最优延交订货量/J#

N!
J ; #\MJRJ

-J
-JB-OJ
-! "0 OJ

#"/!
J ;N!

J
-J

-JB-! "OJ
#

其中-JO#为每期单位资本产品的储存成本#RJ 为每期的订货成本#-OJ为每期

维持一单位延交订货资本产品的成本#包括销售和信誉方面损失的机会成本

和延交订货的文书成本等"

N!
J 和/!

J 为全部存货管理成本 ’储存成本+订货成本和延交订货成本之

和(最小化的最优解"如果-J 不变#延交订货量/J 会随着延交订货成本-OJ
的增加而减少"当-OJ趋于无穷大时#延交订货量为零#延交订货模型会转变

成经济订货量模型#即5)/
-OJ9l

N!
J e

#\MJRJ
-0 J

#5)/
-OJ9l
/!
J e$"同样#如果-OJ不变#

-J 增加会导致/J 的增加#5)/
-J9l
/!
J eN!

J "也就是说#资本产品的延交订货量

会随着储存成 本 的 增 加 而 增 加"当 储 存 成 本 趋 于 无 穷 大 时#资 本 存 货 为 零#
所有的资本产品订货都会以延交订货的方式进行"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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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产品的预期销售量为\MJ" ;’ !I" ’
U
VJU"@ "O #资本产品的最优平均存

货水平可表示为2!J"e
!N!

J f/!
J "#

#N!
J

#由于延交订货是一种有计划的存货中断$

以节省储存成本$因此不需要安全存货$最优存货水平即为理想的存货水平$

2IJ"e2!J"#类似地$2IJ"@2J" ;’
U
VJU"@VJ" ;!J"$

7J"BO ; c+=%$$7J"B#J!J"&%

!三"最终产品市场

最终产品市场上价格调节的动态等式为

7."BO ; c+=%$$7."B#.!2I."@2.""&$

其中理想的最终产品存货2I."可以由经济订货量 模 型 或 者 延 交 订 货 模 型 解 出$
取决于 该 最 终 产 品 是 非 耐 用 消 费 品 还 是 耐 用 消 费 品#同 样$2I." @2." ;

’
U
V.U"@V." ;!."#如果每个 时 期 家 庭 从 收 入 中 支 出 一 定 的 百 分 比 购 买 最 终

产品$

V.U" ;%.U
#!3U"A>UBWU8U""

7# $."
2%.U’IU"$

其中%.U为家庭预算份额$’
.
%.U ;O$则’

7."BO ; c+=%$$7."B#.!."&%

!四"劳工市场

O& 宋小川!#$$O$#$$#$#$$&D"曾分别从企业 受 约 束 的 理 性 行 为(信 息 不 对 称(经 济 人 的 适 应 性 优 化 行 为

和若干制度因素导出了工资刚性#

""假定每个时期企业按前期的工资率确定工资$然后根据劳动生产率的变

动或劳工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变动对工资进行调整$

3U"BO ; c+=3U"B($%
7U"VU"
$U! ""

$"3U"@#$!2$U"@2$U"@O% &"$
3G"BO ; c+= 3G"B($%

EOU"’
U
OU"@E,U"’

U
MU"

$G

+

,

-

."

$"3G"@#$!2$G"@2$G"@OB
+

,
C
-

.
"$

其中($$#$ 为调节系数$$ec)*%$I$$,&#政府部门的工资率是由若干制度因素

决定的$其工资增长率K按通货膨胀率逐期调整$3K"e!OgK"3K"fO#所有私

人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工资率都要满足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要求$3"/D3#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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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简化模型"我们假定每个家庭只向本部门提供劳工供给OA"则!

2$U"@2$U"@O ;$,U"@$IU" ;@!$U""

OAR+*+*GL+6#OP!%$曾刻画和模拟了在一个长期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劳工在两个部门之间的迁移%由于

现代社会日趋严重的结构性失业"劳工短缺部门在短期内通常无法有效地从劳工剩余部门吸收劳动力%

O> 如果我们放弃家庭只向本部门供给劳工的假定"失业人数为’
*B#

U
$,U"@’

*B#

U
$IU"%显然由于较小的结构性

失业成分"这样计算出的失业率会较低%
O! 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附录%

其中劳工需求$IU"可以从企业的线性规划问题中解出"劳工供给$,U"可以从家庭

的效用最大化问题中解出"$,U"e#A>Uf#Of#$
WU8U"
3U"

%f!U"为企业的超额劳动供

给"即该部门的失业人数"@’
*B#

U
!U" 为该模型经济的全部失业人数"失业率为

’
*B#

U
!U" ’

*B#

U
$,U"%O>

到此为止"我们完成了该经济模型的构建%

六!一个假设经济的概述

最后"我们用上面建立的多部门模型来描述和刻画一个假设的&可 计 算

的多部门经济%该经济由六个部门组成!农业&制 造 业&能 源&建 筑 业&金

融&政府%每个部门都有一个代表性的经济人"该经济人遵循着按递归方式

连接起来的&受行为规则制约的&具有次优结构性质的决策程序%这六个部

门通过前面描述的技术关联和跨部门反馈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前四个

部门的经营活动用程序线性规划模式模拟"金融部门和政府部门的经济活动

用基于递归关系的行为方程式来模拟%
农业部门提供一种最终产品!消费者所需要的粮食’两 种 中 间 产 品!制

造业所需要的纤 维 和 建 筑 业 所 需 要 的 建 筑 材 料%制 造 业 提 供 两 种 最 终 产 品!
耐用消费品和非耐用消费品’一种资本货物!前四个部门所需要的机器’一

种中间产品!建筑材料%能源部门提供一种最终产品!民用能源’一 种 中 间

产品!前四个部门所需要的工业能源%建筑业提供一种最终产品!民 房’一

种资本货物!制造业和能源部门所需要的厂房%金融部门向所有的其他部门

提供金融服务%政府部门向所有的企业和工资收入者征税"并向所有的其他

部门提供公共服务%
这是一个具有六个部门和十一种产品的封闭经济%所有产品的价格都是

在国内市场上由市场中介人通过前面描述的非均衡动态过程协调决定的%市

场的需求和供给"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以及若干制度因素以适应性的方式共

同决定了要素收入%有关该模型经济具体的结构和技术细节可参见附录%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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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语

#与那些伟大理论体系系统化者的空洞原理相比$用这种归纳 演绎的 方

式建立理论可能显得步履蹒跚%但它却更可能引导我们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

经济是如何运转的%相反$那些伟大理论体系建立者包罗万象的原理$在经

济学领域$更可能阻碍而不是促进知识的进步&!‘+5G.2$O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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