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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过程中的价格刚性与失业要素波动

一个动态一般均衡角度的分析

鞠建东
‘

才商 要 运用多产品和多要素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

本文研究了从一个均衡
价格向另一个均衡价格过渡的调整过程 应用搜寻模型

,

本文建立 了一种联系产品

市场和要素市场的调整技术
,

随后求解了一个最优控制问题
,

并证 明最优价格调整

路径必然是渐进的
、

逐步的
。

关娜司 调整过程
,

关税改革
,

失业

引 言

当经济环境 技术水平
、

人 口 数量
、

宏观经济政策
、

世界市场价格等 改变

时
,

经济系统的均衡价格也随之改变
。

比如在旧的经济环境下
,

均衡价格可能要

求 甚至更高的关税
,

而新的环境下的均衡价格则可能要求关税降至 以

下 这种关税的降低过程就是一种价格调整过程
。

在一定的环境下
,

某些产品的

计划定价可能有利于社会福利
,

而环境变化后
,

对这些产品的市场定价则有利于

社会福利 一种从计划定价到市场定价的开放过程也是一种价格调整
。

一般而言
,

价格调整可以描述如下 在时间 之前
,

经济系统为状态
,

均衡价格是 尸” 从时间 开始
,

经济系统为状态
,

新的状态要求均衡价格
为 ‘ 。

价格从 尸 到 ‘ 的调整就是价格调整
。

当调价成本为零时
,

价格应该

立即调整到 尸‘ 而 当价格调整成本不为零时
,

最优调价路径既可能是一次性的

立即调整
,

也可能是渐进的逐步调整
。

调价路径的核心在于何时调
、

调多少 中国即将加入
,

关税将会大幅
下调

。

比如农产品的关税将从 左右降至 左右
,

甚至更低
。

一次性将关

税降至 的调价路径与 年内每年降低 的调价路径将会对国 民经济产生

非常不 同的影响
。

运用多产品和多要素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

求解最优调价路径

是本文的中心议题 我们在常规的微观经济假设条件下
,

严格证 明了当要素在不

同产业部门之间流动需要时间时
,

最优调价路径必然是渐进的
、

逐步的
。

我们假设经济环境的变化要求降税
,

但要素在部门间的调整需要时间
。

一 方

面由于降低关税反应 了新的均衡价格的要求
,

因而降税本身增加社会福利 另一

方面
,

降税过程导致不同部门对资本
、

劳动力等要素需求的变化 要素需求的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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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导致结构性要素失业
,

而要素需求的增加导致职位空缺
。

失业的要素随后通过

搜寻过程寻找新的就业位置
。

在搜寻过程中
,

结构性要素失业产生调价的社会成

本
。

最优调价路径则由动态净收益一调价所增加的社会福利和结构性失业带来的

社会成本之差 一 所决定
。

我们证 明调价的动态净收益等于跨期净收益与动态余项之和 在常规条件下

动态余项为负数
。

降税的时间由动态净收益决定 当动态净收益大于或等于零时
,

则应 当降税
。

降税的幅度则由跨期净收益来确定 降税的幅度应使得跨期净收益

恰好为零
。

在时间 。点
,

跨期净收益和动态净收益都大于零 我们因而在时间 。点进

行第一次降税
,

降税的幅度使得跨期净收益为零
。

由于动态余项为负
,

因而紧接

着第一次降税之后
,

动态净收益为负
。

负的动态净收益阻止 了进一 步的降税
。

随
着时间的推移

,

失业的要素找到新的位置
,

因而调价的社会成本下降
,

直至使动

态净收益重新为零
。

一旦动态净收益为零
,

下一轮降税随之开始
。

因而最优调价

路径是逐步的
。

我们证 明只要失业的多少影响调价的跨期净边际收益
,

那 么最优

调价路径必然是分步的
,

因而是渐进的
。

在国际贸易理论中
,

近几十年来调价路径一直是重要的政策问题
。

在假设存在要素流动成本的前提下研究了调整机制
,

但他没有考虑失业问

题 得出结论 如果不存在市场扭曲
,

最优价格调整路径是直接跳

跃到 自由贸易
。

考虑 了失业问题
,

但是他使用 了一 个特殊的调整机

制
。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
,

和
,

及

和 一 阐明最优降税可以是渐进的
。

和

分析了最具合作性与自我实施性的降税路径
,

并指出降税一般应是渐进的
。

在下一节中我们建立 了一个静态一 般均衡模型
,

第三 节建立 了要素市场的一

种调整技术
,

第四节考虑了稳定性条件
,

第五节建立 了一 个以跨期社会效用最大

化为目标的最优控制问题
,

第六节证 明最优调价路径是逐步的
。

最后
,

第七节给

出了一些讨论
。

在一个开放经济 ‘ 中存在

代表状态 的均衡价格向量
,

只 静态模型

种产品和 种要素
。

其中 〔 , 。

要素价格向量
。

在时间

设经济中存在 个部门
,

一 时经济处于状态 。 当

用 儿 , 林厂

和 人 ,

设 尸 尹全小全
,

⋯
, 尹

衅
,

岭
,

⋯ , 念
‘

是均衡

全 时处于状态
。

假

分别代表部门 的产品

产出与要素需求
。

厂 商最大化利润并用式

儿 ,
‘ 七

‘ “ 一 ‘ 儿 “ ,

尸‘ “ , 一 ‘

只

定义利润的最大值
。

我们假设 “ 具有所有的标准性质
。

偏导数用下标表示
。

所有的包络结果适用于此处
,

因此有 会只 “ 只 和 一 叙只

这些可以是最终产品或中问产品 中问产品以负值进入产 出向量
,

纯粹的中间产品在需求向量中用 。

表示 我们将所有的向 用列向量表示
,

并用
“ , ”

表示转里

每个部门可以生产多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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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只
。

总供给向量和派生需求向量分别定义为

则有

无 和 艺
。

一 艺 一 艺 会只 ,
,

人二 无

一 艺 一艺 乞 , 一
叨 只

·

其中总利润 只

不变并且利润为

儿 儿

艺 无 ,
。

人

假设市场完全竞争
、

生产函数规模报酬

用
, ,

表示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
,

其中 和
,

代表消费和要素
供给

。

消费者的问题是

理赞
, ·

预算约束为 ”

‘ ‘ ,

殊 九 几
‘ 吕 ,

其中净进 口 向量为 一 只
。

。 , ,

表示进 口 税
、

消费税和

要素收入税的向量 表示对消费者的一次性转移支付
。

最大化效用得到需求
和要素供给函数 只 , 几 和

‘

只 以几
。

用 尸 一 几
,

司 代

表产品市场的世界供给
,

它依赖于世界价格 尸 一 几 和其他外生变量向量 功
。

经

济均衡由下式给出

、‘,少、‘布声,
廿沙、才沙吸只城 一 ,

价

, 一 兀 只 ,

方程 要求在世界范围内产品市场出清 相应的要素价格由方程 决定
,

其中要素市场不一定出清
,

表示摩擦性失业向量 假设 全互
,

其中鱼是 自然

失业 向量
。

在两种状态的稳态均衡中失业率等于 自然失业率 自然失业率依赖于

所处的状态 为简化起见我们假设它们保持不变
。

因此
, “ ‘

鱼
。

在 二

时
,

有 尸 尸 昭
,

护 和 ”二 尸。
元

,

尹 然后税收与其它外生变量 变化

到状态
,

从而市场均衡条件相应要求 尸 ,

暇
,

护 和 ‘ 尸‘ ,

裂
,

护
。

假设 尸工 丛尸“ ,

社会计划者为了最大化跨期社会效用将调整 尸“ 到 尸 , ,

并且调

整需时间 犷
。

下面几节将研究最优的调整路径

为简化分析
,

我们假设在静态均衡中消费者根据现期预算约柬最大化瞬时效用 其背后 的直觉是消费

者面临流动性约束 这样 最优化原理将确保这些假设对消费者是动态最优的

其中包括技术创新
、

货币供给以及政府消费支出 技术创新可能进入每个部 门的生产函数
,

而货币供

给和政府消费支出则可能进入消费者的预算约束 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

将有待于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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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调整技术

在现实经济中
,

生产资源不能马上转移至其余用途
。

众所周知
,

价格突然变
化之后的调整过程将不仅引起资源的逐渐变动

,

而且将引起一段时间内某些资源

的大量失业
。

用 和 代表 时亥, 的价格向量
。

用
·

, , ,

下
’

代表生产

乞产品对第 个要素的需求
。

要素 的总派生需求为 , 艺叭 , 。 , 表示要
才

素需求向量 ’, 计
尸

的第 个分量
。

当第 个部门中的要素市场出清时
,

如 果状

态 的要素需求 。

匀 。 , ‘ , ’

‘ 少于状态 的要素需求 特 。 , , ,

”
’

勺
,

在转换阶段要素 将 元出第 个部 门
。

在调整中要素需求减少的部门用所有部

门的一个子集 任 二
,

⋯
,

川 表示
,

而 表示要素需求增加的部

门集合
。

决策的顺序如下 在时间
,

社会计划者作出一 个价格调整 尸
。

厂 商根

据价格调整来调整派生需求函数
,

摩擦性失业随之 产生
。

要素价格 伴 由方程

决定
,

从而要素供给等于要素需求减去摩擦性失业
。

时刻的瞬时派生需

求调整为
。‘ , 只 、下

’

口尸

给定要素价格 ’ 和小的时间变化 △
,

有

, ,了 △ ‘, , , 公 , △
,

其中若 乞任 则 妹 三
。

因为
要求 些伙子丝二 互

。

若 ‘任

三 。 所以 三
,

这样当 任 时公式

则 认少 约全
。

时刻要素 的总流出量为

‘,

犷, 一
艺‘

, , ‘
·

心 表示 ‘ 时刻由于价格调整产生的瞬时失业要素 的量
。

‘ 时刻要素 的总

流入量为
‘,

了, 一 艺公
之 , ‘

·

弓 表示 ‘ 时刻由于价格调整产生的瞬时空缺要素 的量
。

我们假定失业和空

缺将引起新的就业流动
,

这其中产生一个搜寻过程
。

假设在时间 、 每单位的 公少
发现新职位的概率分布为 玛 一 约

,

其中 凡
,

凡 二
。

类似地
,

在

时间 每单位的 可 雇佣新职 员的概率分布为 式‘ 一 ‘
。

匹配过程要求
。

毋 ‘ 一 ‘ 一 ‘
,

乡‘刁
、 一 ,

假设时间的一 个划分为 。二 , , 一 。 。

在时间间隔
,

‘ 内

由价格调整引起的 亡时刻失业要素 的数量近似等于 一 〔,

犷 △‘。,

‘一凡 ‘一“
,

,

其中 △
。, ,

, 一 。, ,

, , , , 。

时亥, 当 △ 二 , ,

一 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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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敛到 时
,

失业要素 的总量将趋向于 一护 △ 。 一 一 ‘ 对 求和

的极限 因此
,

无, 一
△记斗 艺才‘。 △‘ ‘一 凡 ‘一 ‘

这等价于
“ 忿

一丈
‘

诊
· 一 。 , 一 “二

要素市场的均衡条件为 “ 只 一 ‘

只
,

其中 是由 天, 组成的向

量
。

注意到任何价格变化引起要素流出量 的增大
,

因而
,

器 非负
。

令 亡。 表示由 ‘夕 组成的向量
,

同时 一 表示第 个对角元素为
一 凡 一 的对角矩阵

。

则有

,

一关
‘ ‘一 , 一 亡· · ‘·

假设对每一个
,

一 凡 动 。一 了

及

玛 假设为指数分布函数 “ 即 凡 司 一 一隽了 。

注意到
一 凡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凡 一 , 。

因此

、

尸
五 一币‘ 一 以 砂 《 一 户

’

一 以

成
’ ‘ ’

一 哈 只叫
二 一 。州‘ ,

其中 。 为第 个对角元素为 隽 的对角矩阵
。

方程 为由价格调整引起的

失业路径
,

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由此相互联系
。

现有文献通常采用特殊的调整机

理
, 。

以上得到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之间的联系给我们提供了以

后章节的最优控制问题 的分析基础 我们现在转向讨论经济稳定性条件
。

四
、

稳定性条件

将外生变量略去不写
,

要素市场条件 给出 只
。

令

“
, 只 ,

, 习

, , 」
八 只 , ,

只 和 八 只 分别为依赖于状态变量 尸 和 的效用函数和派生需
求 以 尹

,

表示均衡价格和失业
,

则必有 鲤袋些
一 。和 型二摄或

我们首先来看由微分方程系统公式 给出的最简单的试探性

这里假设的变化瞬时实现 固定要素供给是这一假设的一个特例
。 , 、 。 ‘ 二 , 、 山

、 、, , 、

厂毕书斗
, 二 ,

。 如果假设失业至多存在 期
,

那 么分布函数定义为 凡 动 《 卜
一 口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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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户
“ , 八 ,

尸

以上方程在 尸
, , ,

的小邻域范围内可以线性化表示为

、

、、,

,山,工︸上
了口、了,、户一 里理孕竺

尸 一

理迎奖毕兰。 一
,

刀厂
‘

’

刀厂刀八

叮尸
‘ , ,

、
、

八 尸
, ,

、
人 一 一 二二二二 二二 一 尸 一 尸

’

一
一一二二二二二

一 人 一 人
’

刀人 刀厂
’

刀五 ‘

一般的全局稳定性条件为公式

「竺互二里丝
一 一 。 ‘

狱竺
,

竺兰二兰型
尸

的系数矩阵 处处半负定
。

,

尸
八 , 」

令 为时问贴现率
,

时刻价格调整的跨期边际社会福利
, 。 。 为 一‘

丝裸兴业
,

它的值为负
,

因此价格下降是有利

的 在‘时刻由于价格调封 起的失业增加为 嵘口

洲 ,
,

种
,

又 由于 卫

豁。并且 哈。 全 。
,

则由调整引起的瞬时边际社会成本 鲤号兴些吐嘴。 忿
,

为负 由于 种 自身以速率 。 下降
,

价格调整的跨期边际社会成本为 十 。 一 ‘

丝盗
嵘 只 ’

。

令

只
, 一

望竺卫卫业
一 团 一

竺婆二旦砰 。
,

,

五

表示 时刻价格调整的跨期边际净收益
。

相应地
,

尸 表示 时刻价格调整的

跨期净收益
。

当 ” 三
,

跨期边际净收益超过跨期边际净成本
,

则价格应该下

降
。

我们现在考虑由微分方程系统公式 给出的另一种调整

尸 ,
,

鱼一

线性化表示为

户 翌理军 。尸 一

翌坦掣卫‘ 一 ’
,

尸
、 一

”
一 一 ,

公式
、

一 的系数矩阵为

「旦里姆且
刀 一

,

一 」
同上述一致

,

通常的全局稳定条件要求 处处半负定
。

因而我们假定

矩阵
、

为半负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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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上述性质的一个重要特例为 矩阵 非对角元素为正
,

对角元素
为负

。

因此
,

在本文中假设系数矩阵为 矩阵
。

为 向量
。

令
牙, 兀 表示向量的第 乞个元素 如果仅考虑 ‘ 和 ‘ 的改变

,

为
矩阵确保了 几牙 ‘, ‘ 向上倾斜

。

无 最似端

社会计划者通过最大化跨期社会效用来调整价格
。

社会效用为
‘ 一

关
一 · 只 、 一

记 户 为控制变量 尸 和 的转移方程可写为

与价格调整相联系的跨期

片 ‘

一哈 只 ‘ 一 。 ,

最优控制问题以最大化 为目标
,

同时满足转移方程 即公式
、

和

状态变量约束
一 鱼全

,

以及满足初值和终值条件

尸
,

鱼
,

尸 尸‘

现值的哈密尔顿方程 为

, 入乡 入 一蹭
。 , 一

少 芍 一 芍哈 一 芍 ,

与约束相关的拉格朗日函数为

。‘ 一 剑
,

其中 入, , 了 ,
。为乘子向量

,

全
, 叮‘ 一 到

在最优路径中
,

可通过在约束下最大化 而得到
。

注意到当 尸‘ 三 尸。 时
三 问题化简为

吧喝 一 芍哈 乙 剑

其中 析 为由价格调整引起的边际社会福利
,

入 为由失业变化引起的边际社会

成本
,

哈 为由价格调整引起的失业量
。

因而 芍昭 表示由价格调整引起的边

丝 可为 由于最后一次的价格调整后摩擦性失业仍然可以存在
, 对

·

可以不等于 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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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社会成本
。

公式 表明
,

在最优路径中的任何时点
,

社会净收益应该由
价格调整而达到最大化

。

公式 要求

一 肠 一 入乡耳尸
,

如果 科 一 芍代户 二 。
,

则
‘

不确定
。

当 时刻时
,

尸 应 该调 降 负方向的

阶跃
。

入, 和 八 满足微分方程

、、口‘一一,了‘、、
产

一 ‘

为 一

黝
一 ‘

,
一

黝
其 中

、汀,、︵翻,几、了口、
口

口

口

〔厂
八

芍
嵘 只

一 入乡。 十

八 只 万 可
‘ , 尸

,

’
尸

入乡 十 丫

我们定义动态边际净收益 “ , ,。 , , 为 一 入乡一 幻‘户‘, ,

它是决定最优价格调整路径的关键方程
。

相应地
,

户 为价格调整的动态

净收益
。

六
、

周期性侧各调整

以上最优控制问题为开关
一

控制问题
。

我们将提出满足全部必

要 条件的备选解
,

然后证 明它们也满足充分 条件
。

入,

为在 时 由价格减少引起的边际社会福利
,

而 入了 为在 时 的边际社会

成本
。

因此我们考虑

、‘尹、遥

任八
产才

久了 厂 ,

些业垫咧
尸

入 。 一 ‘

八 , ‘,

其中
、 尸

、

。 左
, 。

从 一 时刻开始
,

由于 尸。

为均衡价格
,

则在状态

有
之厂 乞 。

然而
,

当 , 二 经济在状态 时
,

有
’

月 , 。

假设在 自然失业状态下福利最大化
,

在 二 时刻有 些 乞 ,

二
。

因此
,

我
们得到 入, 一 入 耳户

,

它意味着在 时刻价格必须下调
。

令价格减 少至
。

则在 十 时刻失业变为

万 , 一 飞
一

。
、

,
, 一 干

’

召 , ,

下 ,
,

其 中 飞, ”
’

。 。

价格下调直至跨期边际净收益 尸 , 二 。 为止
。

这样
,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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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式求解

一 ,

尸
一 印 一 ‘

,

旦哈 几
,

万 一 。

在 时刻价格调整后
,

我们令 十 时价格调整 二 ,

其中 为
事后确定的下一次价格减少发生的时刻 在这一 阶段

,

由方程 和
得到 器 一 旦豁乒 和 器一芍。碑务架之 。, ‘ 微分方程 和

随之变为

、,
苦、

、
沙

目勺伪八」
了叮几、了‘‘、

入了

一“了 一

鄂
‘ ,

“一
· 。 ,‘一 笔署

十 。 ’

注意到由条件
,

当 鱼时 求解方程 和
, ” 我们

得到

、、

,
少、产,‘凡︶,

了、了‘‘、、

入 ‘、一 一

卫理里
。·亡 一 ‘

卫里之华
。·

卜 · 、二

刀尸 刀五

芍 田
一‘

、
‘ 。 、‘

、 气 , , 尸气
二 代丁丁 〔 一
刀入 关

￡

卫答簧业
·‘‘ ” ’“一 ’“了

’

另外
,

由于 在期内保持不变并且仅有取决于时问 二 ,

我们得到

一

厂卫豁丝一
击 一

户
一

卫揣丝
‘一 了

”

一
‘

等丝
· 一 , 一

关
‘

纂器
“一 , 一 ,击

一卫豁丝一卫书罗
一

关
‘

纂罗“一‘“ “一 了 ’“二

将 代入
,

我们得到

入乡
,

尸 关
‘

豁云导“一‘·”“一 了 ,“二 “ ,

类似地
,

有

人乡 。 一‘

关
‘ 刀 “ 二

斤 。 一 ’。 ‘一 击
,

型宁县护全迎 用 咒若孕
男扮且 独立于 , ,

咒尹且
简化表示

,

其它符号也采用类似的简化
十司 独立于 入 因此

,

微分方程是线性的 线性微分方程 会 城 , 。 叭 二

的解为 , 一 。一

了‘·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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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有

入乡 一 入公 户。 “ ,

其中 月‘, 一 ‘ 〔厂入 一 印
一

黑宗丝嵘口 ,

并且有

。
‘, 才卜 一

丈
’

纂器
斤

、

一 ‘一
‘一 ’“·

·

⋯关
‘

号笋“ 二 。犷 一
。 ’‘卜 · ’、

卜
口 才,

·

因此
,

由价格调整引起的动态边际收益 可分解为 时刻的跨期边际净

收益 几 和其边际动态余项 ,
,

, ‘
。

当

时 斤 二 一 。 三
,

由定义有 哈 七
。

再根据第 节假设的稳定性条件
,

我们可知边际动态余项 “ 七
。

当对某些要素
, 而言 七 为紧 , 时

,

则向量 相应的第 个

元素 , 为正
。

因此有

,

勺约 尸 「 八 行
二

、

, ,
,

。 、 , 、 ,

入 曰 一 ‘ 一 , 只二二一
曰

一 了 一 二 二 一 八 曰 一 ‘

已
’
下

‘

” , ‘ 一
‘ ’

丫 。

刀八 刀八
‘

, ,

⋯
, , ,

其中
, ,

⋯
,

为 尹,

调整的动态边际净收益
。

图 描述 了仅考虑一个要素 , 时
,

的调整路径
。

零跨期边际净收益曲线

梦
, , 为向上倾斜的曲线

。

由于 , 的增加使边际成本增加
,

使得在

下方有 梦
,

在 上方有 梦
。

当 时
,

零动态边际净收益

曲线
‘ , ,

为向上倾斜的曲线 , ,

它在 之上
,

它们之 间的差为

州
, , 。 ,

在 下方
, ,

在 上方
。 、 , ,

⋯
,

表示向下倾斜的曲线

, 止匕司乏
即

男星豁
凡

虎夕

队 夕
岛 ’ 。 、几

今
几 、、凡

即 《

卜 一一
竺二二

滩代百场。 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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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才 只叽
一 一 。

夕几一 ,

叽
一 ,

它是由于价格调整引起的派生要素需求的减少量
。

为在状态 。的

均衡
, 二 ‘ 为状态 的均衡 二 几

,

朽 为 时刻的第一次价格
调整

,

由 和 交点决定 在第一次降价后
,

在 , 时间段
,

由于 ‘ ,

才
。

以速率 色 下降
,

在 、夕、 ,

时达到

第二次价格调整出现在 亡
,

记为 ‘ , , ,

它是 和 交

点
。

在第二次降价后
,

在 时间段
,

由于 凡 使得 ‘ 又一次

为 这样将会达到
,

并且在 咭时进行第三 次价格调整
。

在
,

处进行第 吕 次的降价 ‘。 后
,

勺 将在 盯 时刻达到 自然失业 无 ,

而

‘ 在 灯 时依然为正
。

换句话说
, ,

在线 右侧
。

现在约束 的第

个元素是紧的
,

因此 外 为正
。

外 由 、 决定
,

其中入 由表达式 给出
。

从现在开始
,

零动态边际净收益 曲线 、伽、,

勺 其中外 由线 十

表示
。

接着在 结 时刻的第 , 次调价导致
。

从此以后
,

当所有由于前一

次价格减少引起的失业要素量找到新的位置
,

并且 已经达到 自然失业率时
,

后一

次的价格减少将发生
。

最终在 次周期性价格减少后将达到新的均衡
。

现在考虑所有要素
,

我们提出类似于上述单模型要素的解
。

唯一 的差别是
,

现在只要有一个失业要素达到 自然失业率时
,

新一轮的价格减少将开始
。

因此
,

当 凡 几
, 一 。 时 勺 可以视为在第 轮以最短的时间达到 自然率的要

素
。

向量 尸 的备选解与以上类似
。

我们只需在以上表达式中用 尸 替代 只
,

替代 ‘ , 。 替代 分
。

“ 我们将以上所提出的解总结如下
,

并证 明其的确为

最优
。

命题 假设 八 , 为凹
,

则最伯闹各调整为逐步的
。

转换时期分为

个时间段 卜
, 、 ,

其中
,

一
,

⋯
, ,

和
’ 。

在每一阶段
,

在 之
时刻价格调整发生 州吝减少量由州吝调整的跨期边际净收益 “ 只 时
决定 在 卜

, 、

阳受内价格是固定的
,

并且失业要素以速率 。 下降
,

直至价
格调整的动态边陶争收益 侧只 为止 接着下一轮的召略调整开始

。

证明 注意到我们根据每一 阶段 卜
, , 的标准必要条件求解

。

为证 明命

题
,

我们需要证 明相应的充分条件得到满足 按照 的建议
,

与

给定策略 包括跳跃 ‘ 相联系的效用为

,

, 。一 ‘ 、
’ 一 万、 才 才 一 万、 万 尸 万

“ 。 二

上 产瓜
, 二

一 艺 关
八

, “一 ‘ ‘

关
‘

只 “一 ‘ ‘

’ “ 九 ’ ‘ 八

艺
一呵、 ‘丈 ‘芳一 万、 ‘刃 ‘刃

,

、 、 ,

⋯
, 。

由 , ‘、 ,

托 ‘刃 决定
工 在价格刚调整后的瞬时失业 ‘

丈 在图 中下降 然而这在多产品和多要素的情况下可能不成立

与一个单位的价格下降相联系的边际效用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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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式 中的第二项为稳定状态 的跨期效用
,

其不依赖于调整路径
。

对
于表达式 中的第一项

,

我们需要证 明
’

在每一 区间 、 ,

奴 是最优
的

。

采用标准充分条件
,

我们需要证 明在该区间中最大化的哈密尔顿值
,

和约

束为凹 将
,

代入
,

我们有

’ 八 尸
, 一 芍。

和约束方程
一

其在 只 空间确实为凹 的
。

现在仅剩表达式 未分析
。

瓦
‘

·

为与状态变量 尸 的单位减少相联系
的边际效用

。

因此
,

万
‘ 一 解碧尸 兰

豁箫
,

其中 。 和 “分别为 尸 和 的

边际效用的跨期权重
。

相应地
, 。 一 ‘ ,

。 一 ‘ ,

而由方程 有

器
一甲 ‘

。

因此
,

万 ,‘ ‘ ‘
。

为证 明 一呵
,‘ ‘丈 ,井卜万、 ‘刃 仕刃 得到

最大化
,

我们需要证 明在 尸 尸 哎 时
, 一 。 只 尸 。 尸 气

, ‘动 尸 动 得

到最大化
。

由于当 七尸 叹 时 , 三
,

当 尸 尸 方时介 , 只
,

上式显然成立
。

证 毕

最优路径是连续的唯一 可能是调整路径与零动态边际净收益线 只 二

重合
。

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

因为 一砚六只 尸 司一 。
, ,

对于任意的价

格调整
,

并不总是使 ,
。

价格调整的动态净收益 户 为跨期净收益 。户 和其动态余项 户之和
。

在任意价格调整中
,

调整的动态收益和动态成本并不总是相互抵消的
,

这是因为
方程 只 和 一昭 尸

,

户动一 。 并不总是存在相同 只 的

解
。

价格调整的最优量由跨期净收益 户为零确定
。

然而
,

由于动态余项 户

为负
,

价格调整后动态净收益立 即变为负
。

负的动态净收益阻止进一 步的价格调

整
。

随时问推移
,

失业要素找到新的位置
,

并且动态净收益达到零 然后下一轮

的价格调整开始
。

因而
,

价格是刚性的
,

而失业要素则沿优化调整路径波动
。

我们现在考虑价格调整是否为渐进的
,

从而调整是多次的
、

分步的
。

如果调

整只 有一步
, , 和 十 或者重合

、

或者在同一 条水平线上
。

因此
,

或者

曲线垂直
,

或者 。 , 是水平的
。

垂直的 曲线意味着无摩擦性失

业
,

本文 已排除这种情况
。

若 “ 只 是水平的
,

则意味着失业量的变化不影

响价格调整的跨期边际净收益
。

因此
,

我们得到命题
。

命题 如果失业量的变化影响 洲吝调整的跨期边际净收益
,

那么州吝调整
是渐进的

。

只 要搜寻过程需要耗费时间
,

生产资源就不能在不 同的用途间立 即转移 不

仅调整成本存在
,

而且在一 定时期内某些资源中大量的失业也存在
。

根据

文章
,

调整成本并不能作为渐进性的基本原因和解释
,

本文则证 明大

量的结构失业存在
,

却为渐进性提供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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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讨 论

本文证 明最优价格调整是逐步的
、

周期性的
。

这种价格调整产生调整过程中
的价格刚性和失业要素的波动

。

经济系统无时不在调整之 中
,

因而这个模型也可

以用来分析经济周期
。

在研究工 资
、

价格刚性与经济波动的一般理论时
,

提出工资和

价格调整将产生大幅度经济波动的假说
。

不 同部门间要素流动的重要性在
和 笋 的研究中得到记录

。

他们发现在 年 季度到 年
季度的时期内

,

每个部门中都存在大量的劳动力流动
,

平均每季度的劳动力再分

配 占就业的 调整时期要素的失业 已被经验研究所证实
。 、

以及
、

和 的研究估计了劳动力的

再分配对工人个体的影响
。

他们发现被替换的工人经历的失业期较长
,

并且永久

收入蒙受的损失也很大
。

和 的研究表明
,

减少生产的过

程会导致资本最终出售前存在一段显著的开工不足时期
。

面临进入 之后的大幅降税
,

研究现实中的最优降税路径会很有意义
。

如果农产品的大幅降税造成农业对劳动力需求下降的话
,

那么农业劳动力向其他

部门转移的速度将是降税速度和规模的重要决定因素 最优降税路径的核心是降

税的社会收益必须等于由降税而造成结构性要素失业所带来的社会成本
。

社会收
益大于社会成本

,

则降税幅度太小
,

反之则太大
。

由降税所引起要素需求下降的

很多部门和地区技术不发达
,

劳动力教育水平低
,

因而这些部门和地区的劳动力
向其他产业转移可能遇到困难

。

因降税而增加要素需求的部门和地区使用一 些资
源去提高结构性失业要素的转移速度

,

不仅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
,

也有利于社

会的稳定
。

不同的价格调整路径在现实中常常带来非常不同的结果
。

俄罗斯在 年代
初采用 了一次性的震荡式放价路径

,

计划价格在很短的时间内变为自由价格 而

中国的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的逐步
、

渐进调整从 年代初开始
,

直到现在
,

年

的时间才大部分完成
。

俄罗斯的经济现实证 明一次性震荡式不是最优调价路径
,

而这也被本文的一个简化而抽象了的模型所证实 降税和放价是非常不 同的调价

过程
,

尽管如此
,

本文的结果至 少指明降税过程 中的结构性要素失业是不容忽视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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