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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运 用H3)+F)(<Y2(<20R,( !"AAA"的 分 析 框 架#从 工 农 业

的互动机制和城市聚集经济效应 出 发#构 建 了 一 个 包 含 土 地 要 素 的 城 乡 两 部 门

的增长模型’探讨了在经济发展中 城 市 化 的 内 生 决 定 机 制 以 及 城 市 化 对 经 济 结

构变动和农业发展的影响’强调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与农业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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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大量的资 本(土 地 和 劳 动

力不断地向工业部门或城市地区转移’而在农业的产量在保持继续增长的同

时#农村地区或农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却呈持续下降

的趋势%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农业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在中国当前农村劳动力过剩#但土地资源和资本相对缺乏的条件下#如何处

理好快速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增长的关系$等等%关于这些问题#虽然已有

大量的理论文献#但传统的理论和模型仍不能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
张培刚 !#$$# /"AMA0"(I,&(R1,()(<7’23R2( !"A!!"等 人 很 早 就 提 出

要从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的协调互动机制出发#来考察经济增长和结构

转型%I,&(R1,()(<]233,0!"A!""归 纳 了 农 业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五 个 基 础 性 作

用&一是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增长的农产品供给’二是工业化初期农产品出

口的增加促进了收入增长和外汇资本的积累’三是为制造业和其他扩张的部

门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四是农业作为不发达国家的主要产业部门#为工业

部门的兴起和扩张提供了初始资本’五是农业人口收入的增长刺激了工业部

门的进一步扩张%后来的学者将上述基础性作用归结为产品贡献(要素贡献(
市场贡献和外汇贡献四类#黄泰岩(王检贵 !#$$""则进一步提出在工业化

的不同阶段#农 业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四 类 作 用 会 有 不 同 的 侧 重&在 工 业 化 初 期#
农业对非农部门的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很突出’到了工业化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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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市场贡献占主导’而到了工业化高级阶段#则农业的产品贡献将重新

显现%
反之#工业发展也促进了农业增长%张培刚 !#$$# /"AMA0"很早就观察

到了工业化所导致的农业生产中的机械化和大规模组织化的现象#提出可以

从技术和组织两个方面来分析工业化对农业改良的影响%工业技术的发展促

进了替代劳动力的农业机械和节约土地的生物化学投入品的广泛运用#成为

农业生产率不断增长的一种主要来源’而工业专业化分工和知识创新所带来

的收益递增效应#则进一步降低 了 现 代 农 业 投 入 品 !如 化 肥(农 药 和 农 业 机

械等"的成本’并通过支持农业研究(提高农业知识教育(发展交通和通讯

等基础设施等#促进了农村服务体系和生产组织结构的改进#进一步提高了

农业生产率 !速水佑次郎(拉坦##$$$"%
此外#在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过程中#伴随着工业化和农业现代 化 的 一

个重要现象就是城市化%城市化作为人口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及非农产

业和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空间聚集过程#其发展水平是在农业部门与工业部

门 !包括制造业(服务业及相关产业"的互动增长中内生地决定的%

T2;’R@V2’@=)’(R模型将一国经济分为劳动边际生产率高的城市工业部门

和低的农业部门#为获取工资差额#农村劳动力纷纷转入城市工业部门#直

到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等为止%而U,<)0,模型则进一步考虑了农村劳动力

转移时#对预期在城市获得高收入的概率和迁移成本的权衡#并建立了一个

动态均衡模型来分析 最 低 工 资 政 策 等 对 城 市 失 业 率 的 影 响 !U,<)0,#"A!A#

Y)00’R)(<U,<)0,#"AB$"%但上述二元经济模型中#假设城市工业部门比农

村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高的条件是外生给定的#而且没有考虑是什么力量

促使 工 业 部 门 向 城 市 不 断 聚 集 这 一 重 要 问 题%针 对 上 述 不 足#:0/>-)(
!"AA""建立的 ,中心 外围-模型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在模型中#:0/>@
-)(运用生产和消费的多样化和节约运输成本的本地市场效应所导致的规模

经济来解释制造业和工人向城市聚集的原因#并分析了运输成本(规模经济

和制造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等因素的变化所导致的不同的空间均衡形态的出

现%但在:0/>-)(的模型中#农民是不可流动的#而且不能转换成工人’同

时#该模型同二元经济模型一样#也无法对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的配置问题#
以及工业资本投入(城市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而这些对考察人多

地少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H&)<0))(<
H0)(<), !"AAO"则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用地向城市用地快速转变的现象研

究进行了理论和实证上的归纳#并着重关注了各国政府是如何通过区划法或

其他措施干涉土地市场#以减缓这一转变过程的#但这方面的研究仍然缺乏

很好的模型和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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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将试图运用H3)+F)(<Y2(<20R,( !"AAA"提供的分析框架"#
通过引入土地要素和农业部门#构造出一个城乡两部门的动态增长模型#探

讨在工业具有聚集经济效应时#人口和土地要素是如何从农村农业部门向城

市工业部门转移的#以及城市化水平是如何被内生决定的’并将进一步考察

在经济实现平衡增长时#资本投入(城市化对农业增长的作用%本文的第二

节是基本思路及对重要的几个假设的讨论#第三节构建基本模型#第四节是

对城市化内生决 定 机 制 的 分 析#第 五 节 分 析 了 稳 定 增 长 的 均 衡 条 件 及 性 质#
第六节是对农业发展的分析及简单的政策含义#最后是小结%

" H3)+F)(<Y2(<20R,(!"AAA"的模型讨论的是在没有农村的城市经济结构中#当不同城市之间存在专业

化分工时#城市发展和经济增长所表现出来的性质%
# 一般讨论结构变化的文献通常假设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都生产最终消费品#并且农产品的需求弹性要

低于工业品#这样可以通过工业品对农产品的替代#来实现经济结构的变化%而本模型仅仅把农业 品 作

为最终消费品#工业品只是作为工业或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中间需求品#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想考察工 业

品具有较长的迂回生产的特征对经济结构变化的作用%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利用工业品迂回生产的假

设#与使用农产品缺乏需求弹性的假设一样#可以达到解释工农业结构变化的目的%

二!基本思路及重要假设

本模型考察的是一个城乡两部门的封闭经济体#按生产方式和居住结构

的不同#可分为进行农业生产和人口分散居住的农村#及生产中间工业品和

人口聚居的城市两个部门%#在农村里人们生产并销售农产品 !包 括 粮 食 及 其

他农副产品"以取得收入#其要素投入主要是土地资源和从市场上购买的中

间工业品 !如化肥(农药和农机具等"’而各个城市里的人们通过工业资本投

入 !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来生产并销售中间工业品以获得收入#以换

取生活所必需的农产品%城市人口的聚居在带来了知识外溢的正外部性收益

的同时#也造成了城市生活和生产成本 !通勤成本和地租"的上升%
在这种经济结构下#一个动态代际增长的代表性家庭#会通过最 优 决 策

行为将家庭人口和土地资源等要素在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进行分配以获

取最大收入#并将 家 庭 所 得 的 全 部 收 入 在 消 费 和 工 业 资 本 投 资 中 进 行 分 配#
以获取最大效用%

在这样一个动态增长的经济里#可以预见的是#在工业化和城市 化 的 初

期#人口向城市聚集所带来的正外部性#将使得从事中间工业品生产具有比

农产品更高的生 产 效 率#从 而 吸 引 更 多 的 农 村 人 口 向 城 市 的 工 业 部 门 转 移#
并进一步促进了中间工业品生产效率和总产量的增加%而中间工业品的不断

丰富会导致其价格的下降#因此农民会更多地使用化肥(农药和农机具等中

间工业品#于是农产品的生产效率不断得到提高#并使得更多的人口可以从

农业和农村中转移出来%同时#在城市用地集约利用的假设下#农业人口向

城市的转移还会导致农村人均耕地面积的上升#进一步提高人均农业生产率%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卷

但当城市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人口迁移使得家庭来自城市部门的边际收

入会等于或小于农村部门’同时#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城市规模日

益扩大#会造成城市 ,拥挤成本-!即交通费用和地租"的增加#从而导致人

均工业品生产净收益的下降%这样在家庭总收入最大化的理性决策下#城乡

人均收入会达到一个均衡#这时人口的迁移会趋于停止 !城市化水平被内生

决定"#而经济在满足一定条件下会实现稳定的均衡增长%
在正式构建模型之前#首先分析一下本模型中将用到的几个重要的假设&

假设B!城市部门 !或工业部门"存在聚集经济%

由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等产业对土地的依赖性较弱#因此#这些产 业 为 节

约交通运输成本而集中在一起#并吸引了大量劳动力的聚居#这进一步方便

了知识技术的传播和交流#并使得厂商具有基础设施和市场共享等诸多便利#
这种人口和产业的空间聚集所形成的外部性规模经济成为城市工业部门生产

效率不断提高的重要源泉%O在本模型中#为突出 重 点 和 简 化 分 析#对 聚 集 经

济采用 ,黑箱-方式处理#详见下文的第 !D"式%

假设C!关于土地要素的三个假设%

O 7)F)-/0)!"ADC"和 Y2(<20R,(!"AD!"分别通过日本(美国和巴西的二级制造业分类数据#检验了同类

产业和不同产业间聚集经济的存在性及对生产率的相对影响程度’而I)+,9R!"A!A"和 ],,-);!"AD""则

指出不同产业之间的外部性规模经济!即城市化经济效应"在城市非制造业领域!如=iL#服务部门等"
比较明显%=,R2(1&)3)(<Q10)(>2!#$$M"在广泛归纳了近二三十年来对聚集经济的实证性研究后#指出

外部规模经济的存在是导致城市生产报酬递增的根本原因#而这类外部性至少在三个维度上存在&产 业

范围(地理维度和时间维度%
M 近年来虽然我国的城市土地市场开始逐步形成#但是一级市场仍然由政府完全垄断#而二级市场上的

土地交易也受到土地规划(建设规划等法规和行政性措施的直接控制和严格约束%

假设CMB!土地的城乡二元公有制%即农村土地归农村集体所有#主要用

于耕作和生产农产品’而城市土地归全体城市居民共同所有#主要用于居住

或作为工业生产用地’农村或城市部门按其所拥有的人口数量平均分配土地

资源#个人对其分得的土地具有使用权和收益权#但不能直接转让或交易%

这一假设可以说是对中国目前用地制度的高度简化%中国的土地所有制

结构不同于前苏联的单一国有制#也不同于美国的联邦政府和私人所有的混

合制%它是一种农村集体所有和城市国家所有两种公有制并存(高度集中和

行政色彩较浓的土地所有和配置制度 !周天勇##$$O"%中国对城市用地有非

常严格的控制措施#并且在#$世纪A$年代以前城市用地基本上是采用行政

划拨的手段#不允许土地自由交易%M而农村的土 地 为 集 体 所 有#虽 然 目 前 法

律规定土地承包期为O$年#但由于人口增加所带来的生存压力#在实际情况

中很多农村一般每隔几年都会按其现有人口数量来重新平均分配一次%

假设CMC!城市土地的集约使用%即假设城市居民人均用地面积CB 远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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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农村人均用地面积C:%

以#$$O年为例#全国城市人均建设用 地 为D#ND平 方 米#而 农 村 人 均 耕

地面积则为$N"B公顷C#约为前 者 的 二 十 多 倍%为 简 单 起 见#在 模 型 中 将 城

市居民人均用地标准化为"#即CB #"%

C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M"*的相关指标测算%
! 7’+&,3R!"AB$"指出根据%6:2((<<4#*6Q6W&23XR#*6]6L0)(<)F’R和I6Q6%&’X-)(等 人 关 于 技 术 发

展的内生性偏差的讨论#利益最大化动机会使得企业会直接在增长最慢的要素上进行创新活动#而在 要

素替代率小于"的条件下#可以证明#在达到均衡时#所有可增长的要素的增速都是相同的%

假设CMD!土地扩张由外生决定%

虽然实际土地总量是有限的#但速水佑次郎(拉坦 !#$$$"指 出 在 现 有

的人口压力下#仍然可以通过改进土地的基础设施 !如兴修水利灌溉设施和

改造中低产田等"和发展生物化学技术 !如培育优良种子和高效化肥等"增

加土地生产率#其效果与耕地面积的增加对农业产出率的影响是相同的#前

者被称为 ,内涵的 土 地 扩 大- !’(120()33)(<)/>-2(1)1’,("#而 后 者 被 称 为

,外延的土地扩大-!2_120()33)(<)/>-2(1)1’,("%而在城市用地方面#由于

现代建筑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的生活可以不断地向空间发展#从而增加人

类有效的用地面积%以中国为例#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人均农作物播种面

积(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和城市的人均住宅建筑面积等指标来看#也基本上呈

逐年上升的趋势 !见表""%

表"!历年中国的人均农村用地和城市用地

年份
农村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

!公顷1人"
农村人均住房面积

!平方米1人"
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

!平方米1人"

"ABD $6"A D6" !6B
"AD$ $6"D A6M B6#
"ADC $6"D "M6B "$6$
"AA$ $6"D "B6D "O6B
"AAC $6"B #"6$ "!6O
#$$$ $6"A #M6D #$6O
#$$" $6#$ #C6B #$6D
#$$# $6#$ #!6C ##6D
#$$O $6#$ #B6# #O6B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M年%

为简化分析#在本模型中采用 了 7’+&,3R!"AB$"关 于 土 地 扩 张 的 假 设#
即土地的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都是外生给定的#而且两 者 的 增 长 率 相 同%!令

土地有效面积总量为&#人口总量为O #则有
e&
& #

eO
O #.’若进一步令人

均有效土地面积为C#则有&#C5O #且C为一常数%
根据上述关于土地的三个假设#已知城市人均有效用地为"!CB#""#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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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有效土地总量为&B &

&B #8/B#! 且8/B # !"’c"O #cB5O# !""

其中#8为城市个数#/B 为每座城市的人口数#c表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c"或cB 则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即城市化率%

进一步可得农村有效土地总量&: 为&

&: #&’&B #C:5O:#! 且C: #C’"c +"#!O: #c5O# !#"

其中#C: 为农村人均有效土地#O: 为农村人口数%由 !#"式可知#若城市化

率cB 提高 !或农村人口比例c减少"#则农村有效土地总量下降#但农村人均

有效土地C: 增加%
在上述假设的基础上#本文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引入H3)+F)(<Y2(<20@

R,( !"AAA"的分析框架里#构建起一个含有土地要素的城乡两部门的动态增

长模型%

B 由于本模型中没有考虑人力资本的外溢性#所以这里主要指物质资本%
D 实际上在农业生产中的中间工业品投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是资本投入#但重要的区别是资本可

以累积#而中间工业品投入却不能%

三!城乡两部门的增长模型

本模型中构造了一个简单的代际迭加的代表性家庭#来分析在具有城市

聚集经济的 城 乡 两 部 门 的 经 济 结 构 里#是 如 何 进 行 人 口 和 土 地 的 城 乡 分 配

!c"(工业资本投入 !1B "和消费水平 !<"的决策的%令代表性家庭的效

用函数保持不变#在每一代里#每个家庭都具有相同的资本水平B#每个家庭

人口均以相同的速率.增加#且对未来的贴现率为-!*."#则有&

-)_
<#c#1B.

j

$

<"’.’"
"’.

2’!-’.""<"#!.*$#-*.

R616!!)"Ve4 #c2."0:+!"’c"2."0B’V5<2."

!9"4 # !"’c"2."51B

!+"e4 /$’
e1B
1B+./

$(

!O"

!!在上述方程中#设初始家庭规模为"#在"时期#家庭规模为2." #其中

占总人口c比例的人在农村从事粮食生产#!"’c"比例的人进入城市从事

中间工业品的生产’家庭的资本存量D4 仅由城市居民的资本存量1B 决定#假

设农村人口不需要资本投入’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为0B #农民的人均收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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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且令中间工业品价格为"#农产品价格为V%
约束条件 !)"反映了 家 庭 总 收 入 在 工 业 资 本 投 入 和 消 费 之 间 的 配 置 情

况#家庭总收入为c2."0:+!"’c"2."0B #其中c2."0: 为家庭中来自农村部门的

收入#!"’c"2."0B 为来自城市部门的收入#每期家庭的资本投资水平 !Ve4 "
由家庭总收入减去家庭总消费 !V5<2.""来决定’约束条件 !9"描述了第"
期时家庭的资本存量4 由家庭中的城市部门的资本总量决定’约束条件 !+"
反映了限制资本的可转移性的两个重要假设#指出家庭不能对资本进行借贷

或直接进行消费#且假设每一代人的资本水平作为一种禀赋可以向城市居民

中的新生人口传递#但传递的衰减率最大不能超过.!人口增长率"%
在进一步求解上述最优问题之前#先简要分析一下代表性家庭所处的城

乡两部门的经济结构及各部门中的人均收入是如何决定的%
农村!在"时期农村部门总人口为O:#可以将每个农民看做是独立从事

农业生产的一个单位#且第3人的农产品生产函数为&*"3#K"5C!:35!*:#3""[!#

$%!%"#其中C:3 为其耕地面积#*:#3为中间工业品 !如化肥(农药和农机具

等"的投入%假设农村部门人口为同质的#则上式可简化为&

*" #K"5C!:!*:#""’!# !M"

考虑到中间工业品市场的存在#且令中间工业品的价格为"#而农产品的价格

为V%每个农民按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农产品的生产#则有&-)_V5*"’*:#
#0:#求解可得#中间工业品投入量为

*:# #
"’!
!
0:# !C"

农村人均农产品产量为

*" # "!V
50:# !!"

且农村部门的人均收入为&

0: # !
"’!

$"V"1!5C:# !B"

其中$"#K"
1!
" !"’!""

1! #即农村人均收入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其土地要素的报

酬 !或土地租值"#在农产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农村人均收入随着农户人均

耕地面积的扩大而上升%
城市!在"时期城市部门总人口为OB!#85/B"#且每座城市中每个居

民均可看成是从 事 工 业 品 生 产 的 单 独 企 业#并 按 利 润 最 大 化 进 行 生 产 决 策#
则第,座城市中第W个居民的工业品生产函数为&*#,W #K#!/"B,"51)B,W5C

/
B,W#

$%"#$%)%"#$%/%"#其中1B,W 和CB,W 分别为其工业资本投入和城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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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用地量#而/B, 为第,座城市的人口规模#/"B, 反映了城市人口聚集所带来的

正的外部性规模效应%若设定城市居民为同质的#且将城市人均用地CB 标准

化为"#则上式可简化为&

*# #K#5/"B51)B# !D"

由 !D"式可知#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某一城市的规模越大#其带来的正外部

性就越强#则其城市居民的人均产出也越高#从而会吸引更多的人口向该城

市汇集%但随着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一方面居住地与工作地之间的距离会

不断增加#同时由于道路和公共交通设施建设的相对滞后#会导致通勤成本

的快速上升’另一方面由于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会造成城市地租和房价的大

幅度上涨#以及污水(废气和噪音等环境污染问题的加剧%这些因素均导致

了城市拥挤成本的增加%由此#可假设城市人均拥挤成本MB 为城市规模大小

/B 的函数#即&

MB #KO5/0B# !A"

其中满足参数约束式&0*"1!"’)"%
A

A 若在城市规模给定的情况下#允许每个城市 居 民 独 立 地 进 行 生 产 和 投 资 决 策#即-)_
1B
UBZ*#[1B#可

得&*#Z!K#))""1!"[)"5/"1!"[)"B %由上式和!A"式#进一步可知参数约束式0*"1!"[)"的经济含义是&随

着城市人口规模/B 的扩大#每个城市居民所需承担的拥挤成本的边际增加要大于其所 得 到 的 外 部 收 益

的边际增长#这样每个城市就可能存在一个最优的城市规模%否则#要么所有的人口都集中在一个 城 市

里/即0%"1!"[)"0#要么最优城市规模可以是任意正值/即0Z"1!"[)"0#这显然与现实不相符%
"$ 对U’29,/1条件下城市政府!或 城 市 开 发 商"行 为 的 详 细 分 析 可 参 见 Y2(<20R,(!"ADC"和H3)+F)(<
Y2(<20R,(!"AAA"%

在城市部门 里#在 允 许 人 口 自 由 迁 移 的U’29,/1条 件 下#城 市 政 府 !或

城市开发商"之间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这时城市政府总是会按照使其城市

居民收入最大化的原则来控制城市规模"$#即&-)_
/B
*#’MB#0B #则进一步求

解可得#城市规模为

/B # !"K#10KO""1!0’""1)
1!0’""
B # !"$"

即城市规模与工业资本投入水平正相关’而城市居民人均工业品产出为

*# ## "’" $0

’"
50B# !"""

且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为&

0B #$#51(B# !"#"

其 中$##!"’"10"5!"10""
1!0’""K01!0’""# K"1!"’0"O #(#0)1!0’""#(也可称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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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资本产出弹性%"" !"""(!"#"式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第"期城

市居民的中间工业品产量*#和人均收入0B的多少均由人均资本存量1B的大小

来决定%

"" 由于已假定0*"1!"[)"#使得(%"#即资本仍遵循边际生产力递减的趋势#这导致在本模型中城市集

聚的外部规模经济缺乏长期效应%非常感谢匿名审稿人指出了这一重要的不足之处#进一步的研究可以

分两个方向进行&一是采用静态的模型来讨论结构变化#钱陈的博士论文已经在这方面作了初步的尝试’
二是进一步将人力资本的外溢性引入动态增长模型#但这需要进一步放松关于土地扩张的假设#对此 将

另外著文分析%

四!人口!土地的城乡配置与城市化

在上述经济结构中#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要素配置由代表性家 庭 根 据

效用最大化原则进行决定#同时做出投资和消费决策%
对优化问题 !O"进行分析#可得带汉密尔顿函数的拉格朗日表达式&

&#<
"’.’"
"’.

2’!-’.""+%"/c0:V’"+!"’c"0BV’"’<02."+%#/4’!"’c"2."1B0

且由 !B"(!"#"式#可得&

0&
0<#

<’.2’!-’.""’%"2." #$# !"O"

0&
0c#

2. !" % #" 0:+c00:0c’0 $B V’"+%#1 "B #$# !"M"

0&
01B #

!"’c"2. !" %"V’"00B01B’% "# #$# !"C"

0&
04 #’

e%" #%## !"!"

且满足横截性条件&3’-
"1j
/%"!""4!""0#$%

进一步由 !"M"和 !"C"式可得&

0:+c00:0c #
0B’00B01B

1B# !"B"

这是"期城乡人口迁移的均衡条件#即当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部门转移时#人口

在城乡部门的边际变化使得家庭来自农村部门的收入变化与城市部门相等时#

则人口在城乡两部门实现最优配置%!"B"式的左边反映了#农村部门人口在

边际上增加一人导致的家庭来自农业部门的边际收入变化%其中c00:
0c
!%$"

项反映了农村人口的边际增加对农村收入带来的边际减少#或者#也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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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是农村 人 口 的 边 际 减 少 给 农 村 收 入 带 来 的 边 际 增 加%因 为#由c00:
0c #

’C’"c #5 !
"’!

$"V"1 $! #且C*"#则可知c00:
0c %

$#它说明了这样一个事

实#即当农村部门人口在边际上增加一个人时#由于要为其配置等于目前平

均规模大小的农地资源#在土地资源总量不变的条件下或农地资源仅仅略有

增加的情况下#会导致农村部门每人所拥有的平均农地规模的减少"##从而会

降低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均收入%

"# 在总人口不变的情况下#农村人口增加一人即意味着城市部门人口减少一人%相应地#城市部门会有

一单位的土地返还给农村部门%但返还的土地面积远小于农村部门已有的人均耕地规模#这时农村部门

增加一人即意味着农村人均用地规模的下降%简单地说#对农村部门而言#边际人口增加所带来的 边 际

土地的增加小于平均土地规模时#每增加一人会导致平均土地规模的减少%

而 !"B"式的右边则反映了当城 市 部 门 人 口 的 边 际 变 化 给 家 庭 带 来 的 收

入变化%其中’00B01B
1B 项意味着城市部门人口在边际上增加一单位时#由于要

为其分配相当平均水 平 的 工 业 资 本1B #在"期 资 本 总 量 保 持 不 变 的 情 况 下#
会导致城市居民人均资本水平的下降#从而带来边际收入的损失#这一边际

损失也可以理解为每个城市居民为取得平均水平的资本投入所要支付的成本%
对 !"B"式做一下转换#可得&

0B’0: #c00:0c+
00B
01B
1B# !"D"

该式可以更加清晰地反映出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时的成本和收益%上式的

左边反映了一个人由农村迁向城市时所获得的收益的增加量#即城乡人均收

入的差距’而右边则表示了其迁移的机会成本#包括丧失了农村部门人均土

地规模增加带来的边际收益#以及要获取平均水平上的工业资本所要支付的

机会成本%当迁移的收益大于成本时 !即左项大于右项"#人口就从农村部门

流入城市部门’反之#则人口会从城市部门返回农村%
将 !B"和 !"#"式代入 !"B"式#整理可得&

0:
C: #

!"’("50B# !"A"

上式实际反映了土地分配在城乡两部门达到均衡时所要满足的条件#即一单

位土地面积所获得的租金在农村部门和城市部门是相等的%!"A"式的左边反

映的是单位农村土地所取得的租金#农地作为生产要素直接参与农产品的生

产并获取相应的要素报酬#在扣除了中间工业品投入的成本后#农民的人均

收入就等于土地的要素报 酬%而 在 !"A"式 的 右 边#城 市 居 民 的 人 均 收 入 源

自于资本的回报和城市聚集的外部性收益#城市土地虽然并不直接参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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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但它是城市聚集效益的空间载体#所以城市聚集的外部性收益会直接

体现在城市地租上%因此#城市人均收入扣除资本的要素报酬后#所剩余的

部分就是城市土地 的 租 值#且 由 于 已 假 设 城 市 居 民 的 人 均 用 地 为"#所 以 在

!"A"式中并没有显示出城市人均用地这一项%城乡土地配置的均衡条件之所

以可以从城乡人口迁移的均衡条件中直接导出#是因为在假设ON"中人口的

迁移与土地的分配是同时进行的#所以人口迁移达到均衡的同时#土地配置

也实现均衡%
由以上分析可知#城市化进程不仅包含人口的城乡迁移#而且也 包 括 土

地的城乡配置过程%"O但均衡的城市化水平的获得#除了要满足要素配置 !人

口和土地"的均衡条件外#也要 满 足 产 品 市 场 出 清 的 条 件#即 中 间 工 业 品 要

实现供需平衡%每个城市居民所生产的中间工业品产量*# 由于城市的拥挤成

本MB 而损耗掉一部分后#其剩余部分 !其大小为0B"成为市场的供给量’又

由于城市居民总人数为 !"’c"O #所以中间工业品的总供给量为 !"’c"O5
0B %而每个农民在生产中需要消耗量为*:# 的中间工业品作为要素投入#农民

的总人数为c5O #则中间工业品的总需求量为c5O5*:# %当满足中间工业

品市场出清条件时#则有&

"’c
c #

*:#
0B
# !#$"

"O 资本也存在城乡配置的问题#只是在本模型中由于不考虑农业资本的投入#所以资本的配置只是在城

市部门进行%

将 !C"式代入上式#可得&

0: ## "’c
c
5 !
"’ $! 0B# !#""

若将 !"A"与 !#""式两边分别相除#经整理可得均衡的城市化水平c"B 为&

c"B #"’c" #
C

!1/!"’!"!"’("0+"
# !##"

由此可得%

命题B!在满足假设"和#的完全竞争的封闭经济体中#每一时期的均衡

城市化水平c"B 均为一个常数#其大小与人均有效土地面积C呈正相关#而与

有效土地生产弹性系数!和实际资本产出弹性系数(呈负相关%

又由 !B"(!"#"和 !"B"式可进一步可得到#关于均衡价格的决定式&

V#$O51!(B # !#O"

其中$O # /!"’("!"’!"$#1!!$""0! #即在第"期里的均衡价格V 与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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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存量1B 呈正相关%

五!稳定增长的动态均衡分析

在模型中#与每一时期城市化率的恒定不变相比#城市规模和城 市 数 量

则呈现出动态增长的趋势%将 !"$"式动态化#可得&

e/B
/B #

!(10"5
e1B
1B
# !#M"

即每座城市规模 的 扩 张 速 度 取 决 于 人 均 资 本 累 积 的 速 率%又 由 于85/B #
!"’c"O #对上式微分可得e818+e/B1/B #eO1O #整理后可得&

e8
8 #.’

!(10"
e1B
1B
# !#C"

即城市数量的增长率由人口增长率和人均资本累积率共同决定#且与前者正

相关#与后者负相关%
由上可知#城市规模和城市数量的动态增长均受到人均资本累积率的影

响%以下来讨论当经济实现稳定增长时#消费增长率和人均资本累积率所要

满足的条件%
首先#由 !"O"式可得%" #<’.2’-" #对其求微分可得&

’
e%"
%" #.

e<
< +-

# !#!"

又由 !"C"和 !"!"式#可得&

00B
01B #’

e%"
%"
5V# !#B"

将 !"#"(!#O"和 !#!"代入 !#B"式#整理后可得&

*< # e<< #
"
.
!%1!"’!"(’"B ’-"# !#D"

其中#%#($#1$O %其次#将 !O"式中的条件 !9"动态化#可得&

e1B
1B #

e4
4 ’.

# !#A"

再将 !O"式中的条件 !)"和 !9"及 !"A"式代入 !#A"式#整理后可得&

*1 #
e1B
1B #

P"1
!"’!"(’"
B ’P#5<51’"B ’.# !O$"

其中#P" #/!"’("5C5c’"B +(0$#1$O#P##"1cB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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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率cB 变大时#系数P" 和P# 则会减小"M’且由于(%"#可得P"*%%
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知(%"#则必有!"’!"(’"%$#在这一条件下#要

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则要满足*< #*1 #$#于是得到&

1"B ## - $%
"

!"’!"(’"
!O""

和 <" ## - $%
"

!"’!"(’ !#" "’(
( $C -+!-’."c "B # !O#"

由于(%"和-*.#保证了均衡的消费水平为正数%且易知<" 与城市化率cB
呈正相关#当城市化水平cB 低于c"B 时#会有<"!cB"%<"!c"B "#即出现消费

不足’反之#则会出现消费过热’当且仅当cB#c"B 时#才能满足产品市场贸

易平衡的条件#这时的均衡消费水平<"!c"B "才是可实现的%"C

"M 与均衡的城市化率c"B 不同#城市部门人口比例!或城市化率"cB 同消 费<和 人 均 资 本1B 一 样 是 由 家

庭决定的独立的控制变量’在本模型中#当不考虑中间工业品市场的出清条件时#每一时期里的城市化率

cB 仍然是可以自由变动的%但是进一步对!"A"和!#$"式的分析可 知#当cB%c"B 时#中 间 工 业 品 市 场 出

现供不应求’反之#则出现供大于求’当且仅当cBZc"B 时#中间工业品市场才能达到供求平衡%
"C 以下的讨论中#若无特殊说明#均是指取均衡城市化率时的消费水平%

"! 由!O$"取微分0<101BZ$#可 得f1B #Z .
P"!"[!"$(

"
!"[!"(["’进 一 步 可 知#P"!c"B "5!"[!"(Z%#又 由

-*.和!"[!"(["%$#易知1"B %f1B%

又已知 !"’!"(’"%$#由 !#D"式可知#当1B%1"B 时#e<*$’反之#
则e<%$%又对 !O$"式的分析可知#当<%<" 时#e1B*$’反之#则有e1B%
$%再由*1 #$可得&

<#1BP#
/P"1

!"’!"(’"
B ’.0# !OO"

由上式可知#当1B 取零或21 !B ## .
P $
"

"
!"’!"(’ "" 时#消费<#$%比较1"B 和21B

的大小#已知-*.#P"*%#有-
% *

.
P"
#且有 !"’!"(’"%$#则可得

1"B %21B #即1"B 3 !$#21B"%进一步分析#可知1"B %f1Bg0<
01B
#$ #即竞争均衡

时的人均消费水平<!1"B "小于最大可能的均衡消费水平<!f1B""!%于是可以得

到动态均衡的相位图 !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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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动态均衡的相位图

!!由图"可知#本模型存在唯一的鞍点均衡’这时的消费和人均资本的增

长率均为零 !*< #*1 #$"%进一步由 !#M"和 !#C"式可知#在稳定增长的

状态下#单座城市规模不再扩张 !e/B1/B #$"#而城市数量则与人口数量同步

增长 !e818#."%综上所述#可得如下命题&

命题C!在本模型中存在唯一的鞍点均衡#使得经济可以实现稳定增长’
竞争均衡的人均消费水平与城市化水平cB 呈正相关#当且仅当cB #c"B 时#
均衡的消费水平是可以实现的’在均衡状态下#人均消费和人均资本的增长

率均为零#单个城市的规模不再扩大#但城市数量与人口实现同步增长%

六!对农业发展的分析及政策含义

以上主要讨论了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人均消费和投资的变动#以及城乡

结构的变化%由于经济各部门之间存在着互动的机制#这些人均变量和城乡

结构的变动#也一定会影响到农业的发展%以下将对农业产出的增长以及农

业比重的变化作进一步的讨论%
由 !!"(!"#"(!"A"和 !#O"式#整理得到第"期时的农村的人均农业

产出函数为&

*"!C#cB#1B" !# "’(
!
$#

$ #
O

C’"
"’cB+ $"" 51!"’!"(B # !OM"

可知在每一期里#农村的人均产出水平与人 均 有 效 土 地 面 积C(城 市 化 水 平

cB 和人均资本存量1B 相关’且易知在已有的参数条件下#0*"10C#0*"10cB 和

0*"101B 均为正数#即人均土地面积(城市化率和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均能提

高农业的人均产出水平%由此可知#在当前我国人均土地资源稀缺和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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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滞后的情况下#通过加强城乡之间的产业联系#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的

就业转移#不断提高城市化水平#对提高农村人均产出率有重要的意义%
对 !OM"式取动态化#由于本模型中#人均土地面积C和城市化率cB 不

具有动态性质#所以人均农业产出的增长率仅与人均资本的累积率有关#即&

e*"
*" #

!"’!"(
e1B
1B
# !OC"

又由于农业总产出为‘"#c5O5*" #则可得农业总产出增长率为&e‘"1‘"#
e*"1*"+eO1O #将 !OC"式代入后#整理后可得&

e‘"
‘" #.+

!"’!"(
e1B
1B
# !O!"

当经济实现稳定增长时#由*1 #$#则有e*"1*" #$而e‘"1‘" #.#即人均

农业产出不变#而农业总产量与人口实现同步增长’且均衡时的农村人均产

出水平为*"" !c"B #1"B "%
随着农业总产量的稳定增长#农业产出占经济总产出的比重会有什么样

的趋势呢$令工业与农业的产出之比为>##" #则有&

>##" #‘#‘" #
!"’c"5O5*#
c5O5*"

# !OB"

将 !!"(!"""(!"A"和 !#O"式代入上式#整理后可得第"期的工农业产出

之比为&

>##"!C#cB#1B" ## $O
"’"10

5 !
"’ $( 5 cB

C’cB
51!(B # !OD"

由上式可知#工农业产出之比也与人均有效土地面积(城市化率和人均资本

存量有关%在cB 和1B 不变时#人均有效土地面积C越少#则工农业产出的比

值>##" 就越高’而当C相同时#城市化水平或人均资本存量越高的地区#则工

农业产出之比也越高%因此#在土地资源禀赋相同的条件下#要提高一个地

区的工业产出比重#不仅要依赖于人均资本投入的增加#而且取决于其城市

化水平的上升%
将 !OD"式动态化#同 !OC"式相似#易知工农业产出比值的上 升 速 率

也同样取决于人均资本的累积率#即&

e>##"
>##" #!(

e1B
1B
# !OA"

当经济处 于 稳 定 增 长 状 态 时#可 知e>##"1>##" #$#且 均 衡 的 工 农 业 比 值 为

>"
##"!c"B #1"B "%

再令农业产出占经济总产出的比重为>" #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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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M$"

易知#随着城 市 化 水 平 的 提 高 和 人 均 资 本 存 量 的 不 断 增 加#工 农 业 产 出 比

>##" 不断上升#则农业产出比重>" 则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且当经济实现稳定

增长后#农业产出比重收敛于均衡值>"
" #"1!"+>"

##""%
由上述分析#可得如下命题&

命题D!在经济增长的初期#城市化水平cB 的上升和人均资本存量1B 的

增加#会导致农业人均产出水平*" 的不断提高和农业产出比重>" 的持续下

降’在经济实现稳定增长后#农业人均产出水平和农业产出比重达到均衡值#
而农业总产量‘" 则保持与人口的同步增长%

七!小!!结

本文运用H3)+F)(<Y2(<20R,( !"AAA"的分析框架#从工农业互动机制

和城市聚集经济效应出发#构建了一个含有土地要素的城乡两部门的增长模

型%通过对模型的分析#发现如下结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化水平是

由城乡要素配置均衡条件和产品贸易平衡条件共同决定的#城市化水平不仅

会影响均衡时的消费水平#而且对农业人均产量和农业产出比重也会产生影

响’!#"存在唯一的鞍点均衡#使得经济可以实现稳定的增长’!O"在工业生

产具有较长的迂回生产特征的条件下#可以证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总产

量持续增长而农业产出的比重不断下降的规律是存在的%本模型进一步改进

的重点是在放松关于土地扩张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城市居民的人力资本

外溢性引入模型#考察土地技术进步和资本累积效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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