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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将搜索理论和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结合的基础上引入生

产性政府花费#讨论了政府花 费 对 就 业 和 消 费 的 影 响’利 用 最 一 般 的 生 产 和 效

用函数#证明了均衡状态存在 的 唯 一 性’当 失 业 工 人 和 空 闲 职 位 的 匹 配 是 有 效

时#表示经济系统的四维动力系统存在一个稳定的二维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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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经典 的 政 府 花 费 模 型 !F+/145G.*!<=?%"*Y+22.!<==$"*Q4L+2+e+**

FM+2..;+*Cb.1 !<==%""可以解释很多 经 济 现 象’虽 然 他 们 的 目 的 各 不 相

同#例如(Y+22.讨论一个内生增长模型中的政府花费#b.1等讨论各级政府

花费#但他们的模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所有市场都是出清的’因此如果需

要讨论政府花费对失业等现象的影响#则他们的模型需要改进’
搜索理论假设劳动力市场存在摩擦#这阻碍了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平衡#

因此可以比较合 理 地 解 释 失 业 等 现 象’利 用 这 个 理 论#Y12C433+*CR.234*@
G.* !<==?"解释了为什么在劳动力市场上相同能力的工人愿意接受不同的工

资#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实际劳动力市场中工人的工资往往并不等于他们的边

际生产率’

R42f!<==!"*F()+*CV4* !<==>"和N.G345@7)*+6 !<==?"完美地将增

长理论与搜索理论结合起来#他们的模型不仅可以研究经济增长#而且也可

以研究 失 业#这 是 增 长 理 论 和 劳 动 力 市 场 理 论 的 一 个 进 步’F()+*C V4*
!<==="利用他的理论模型研究了各种税收和补贴对经济的影响’

失业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也受到这个问题的困

扰’自从#$世纪>$年代以来#大部分发达国家走向两个不同的均 衡’在 欧

洲大陆#失业率在=$年 代 早 期 稳 定 在 将 近<$X#美 国 的 失 业 率 虽 然 也 有 波

动#但是在战后一般稳定在!X以下’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像亚洲的韩国*
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着很高的经济增长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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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的失业率’为了解释这些不同#很多经济学家举出很多影响失业的因素#
例如(劳动力市场的摩擦#各国 !各地"不同的劳动法*不同的失业补贴制

度和工资制度*一些低成本国家的竞争和国际商业的影响等#得出了一些重

要的结果’
这篇文章基于F()+*CV4* !<==>"的理论框架#在搜索理论和增长理论

相结合的基础上引入生产性政府花费’与传统的政府花费模型不同#本文讨

论稳定状态下政府花费对就业和消费的影响并比较这两种影响’传统的政府

花费模型也可以讨论对消费的影响#但出清的劳动力市场不存在失业#所以

就业情况无法考察’一般来讲#纯搜索理论并不涉及资本积累和生产#所以

无法讨论生产性政府花费’
经典的失业理论在讨论政府花费对失业的影响时#主要关心失业补贴对

失业的 影 响#由 于 政 府 对 失 业 者 进 行 补 贴#所 以 产 生 了 失 业 利 益 !\*4/@
;5.6/4*3;2.A)3"#失业利益越高#工人越不愿工作#因此导致更高的失业率’
经济学家利用这些原理来解释美国与欧洲的失业率的差别’

本文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去考察政府花费对失业的影响#在我们所考察的

经济系统中#政府并不对失业工人进行直接的补贴#而是通过对基础设施等

的投资来刺激生产#进而影响工人的就业状况’利用一般的生产和效用函数#
文章证明所讨论的经济系统存在唯一的正的均衡状态#生产性政府花费对就业

和消费有相同的影响’当失业工人和空闲职位的匹配有效时#用来表示经济系

统的四维动力系统具有一个稳定的二维流形#即此经济系统在二维曲面上处

于稳定的状态’均衡状态的政府花费对就业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种

影响为正#因为随着政府花费的增加#提高了厂商的回报#刺激了厂商的扩大

再生产’因为在我们的模型中#劳动力市场存在摩擦#所以厂商不能按需得

到工人#为了得到足够多的工人进行扩大再生产#厂商增加空闲职位的数目#
提高了工人寻找工作时的匹配率#因此提高了就业率’第二种影响为负#这是

由于政府花费最终是来源于政府对厂商的税收#所以减少了厂商的收入#因

此减少了厂商保留空闲职位的价值#因此厂商将减少空闲职位的数目#这种

行为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匹配率#因此降低了就业率’当前一种效用大于后

一种效用时#厂商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了就业率#反之降低了就业 率’对 政

府花费对消费同样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当生产函数为’.SS@Q.1B5+G形

式时#我们得到最优的政府花费仅仅与政府花费对生产的弹性有关’
文章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建立模型#分析稳定状态时政府花费 对 就 业

和消费的影响及其动态性质’最后一部分是结果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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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

!一"家庭决策

!!考虑一个具有很多相同家庭组成的一个分散经济#每一个家庭的人口数

量用测度为<的连续系统表示#人的寿命无限长’在每一时点#每个人或者

从事工作以求获得工资#或者处于失业状态而努力寻找工作’由于市场的不

完全性#失业工人与厂商提供的空闲职位的匹配过程是随机的#它与整个劳

动力市场上失业工人和空闲职位的数目有关’
与经 典 的 增 长 理 论 一 样#在 本 文 家 庭 决 策 问 题 可 以 表 示 为 - 5

/+D.
6g

$
4T!*9!>"C*#其中#>为家庭消费#!是时间偏好率#效用函数满足 标

准条件(9V!4"#$#9W!4"($’
与标准增长理论不同但是在搜索理论中却很普遍的是#家庭中劳动者的

数目是随着失业者找到工作和就业者失去工作而变动的#家庭的劳动力供给

方程如下 !上标@表示 %供给&"(

_0@ 54!<T0@"T(0@#

其中(是一个常数#表示一个就业工人在单位时间失去工 作 的 概 率#它 可 以

度量工人的失业风险)4 为一个失业工人在单位时间找到工作的概率#一般

来讲#4与劳动力市场中的总失业人口和厂商提供的总的空闲职位有关#但

是对单个的家庭来讲#4被看作给定的’在经典的增长理论中#由于劳动力市

场的出清#劳动力供给方程不存在’
结合经典增长模型#家庭决策问题可以表示为(

/+D
5>6.

6g

$
9!>"4T!*C*) !<"

_0@ 54!<T0@"T(0@) !#"
_P@ 5/P@60@E61T># !""

0!$"和P@!$"给定U

其中#/为利率#P@ 为资本供给#E为工资#1为家庭在资本市场的红利#后

面将有详细的定义’
设-@ 为劳动力供给的乘子#由动态优化的标准结果#

_>5T9V
!>"

9W!>"
!/T!") !&"

_-@ 5!-@6-@!46("TE9V!>"U !!"

!&"式为增长理论的标准结果#表示在最优条件下#消费的边际效用等于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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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边际值 !影子价格"’!!"式为劳动投入的欧拉方程#它的右边最后一项

是当一个失业者遇到一个空闲职位时家庭的效用增量’

!二"厂商决策

在经济中有很多相同的厂商#他们的生产函数为+E8!P%#0%#A"!上标%
表示%需求&"#其中生产函数满足8<#$#8##$#8"#$#8<<($#8##($’
除此之外#假设生产函数关于劳动和资本投入是线性齐次的#意味着8<#E8#<
#$’

根据拥挤性政府花费的定义#AEK++E3+++E3#其中K是总的生产性

政府花费#它来自税收3’!$#<"#所以生产函数可 以 重 新 写 为+E8!P%#0%#

3"’
因为劳动力市场存在摩擦#代表性厂商可能并不能雇佣到他们希望雇佣

到的工人数量’他们所能做的只是保留一定数量2的空闲职位来和寻求工作

的失业者相匹配#所以他们并不直接决定工人的雇佣量#而是通过保留空闲

职位的数量来影响工人的雇佣数量#假设保留一单位空闲职位在单位时间需

要支付的成本为$’一个空闲职位单位时间与失业工人成功匹配的概 率 为B#
虽然与4一样#B也与整个劳动力市场中的失业工人和空闲职位的数目有关#
但对单个的厂商而言#B看作给定的#所以一个厂商的劳动力雇佣方程为(

_0% 5B2T(0%#

其中#B2为新被雇佣的劳动力的数目#(0% 为新的失业工人的数目’
单个厂商将利率/看作已知#通过选择空闲职位的数目2和投资P% 来最

大化利润的现值#可以表达如下(

/+D
52#P%6.

6g

$
1!*"4T/*C*) !%"

_0% 5B2T(0%) !>"

1!*"5 !<T3"8!P%#0%#3"T/P%T0%ET$2U !?"

设-% 是劳动力需求的乘子#由标准的最优化条件得(

$5B-%) !="

/5 !<T3"8<) !<$"
_-% 5 !/6("-%T2!<T3"8#TE3U !<<"

!="式表示厂商保留的最优空闲职位数量使在空闲职位上投入和期望收益相

等)!<$"式是利率表示的标准形式#即在最优条件下#利率等于资本的边际

产出)在经典的增长理论中#没有类似于 !<<"的等式#这是因为在经典模

型中#EE!<̂ 3"8##所以在稳定状态时-%E$’可是在本文!< 3̂"8#^E/
$#可以看作厂商保留的空闲职位遇到失业工人时对厂商产生的收益#是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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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保留空闲职位的一种回报’

!三"匹配与工资决定

工作匹配的数目由一个匹配函数决定#为了简化表示#我们仍然用0@ 和2
表示总的希望工作的工人和空闲职位数目’整个匹配过程为(

H!<T0@#2"5H$!<T0@"&2
<T&#!&’ 2$#<3# !<#"

其中#H$ 是一个正常数#< 0̂@ 是总的失业工人数’匹配函数的 规 模 报 酬 不

变性#除了匹配过 程 同 生 产 过 程 极 为 相 像 外#还 得 到 了 经 验 数 据 支 持 !看

N)GG+2)C4G#<=?%)Y5+*-(+2C+*CQ)+/.*C#<=?="’而’.SS@Q.1B5+G的匹配形

式则完全是为了方便#从经济含义上讲#这并不是一种最佳的形式#但是在

数学上#是一种最方便的处理形式’设4E2+!<̂ 0
@"#则4可以度量市场的紧

张度#4越小#表示劳动力市场就业形势越紧张’利用匹配函数的齐次性#每

一个失业工人和空闲职位单位时间成功匹配的概率完全依赖劳动力市场的紧

张度4#

45H
!<T0@#2"
<T0@

5H$4
<T&#!B5H

!<T0@#2"
2 5H$4

T&U !<""

其中#4是4的增函数#而B是4的减函数#但是4!< 0̂@"7B2应该总是成

立的’
一旦一个失业工人与一个空闲职位成功匹配#工人得到工资E#家庭将得

到E9V!>"的效用增量#而厂商也将得到!< 3̂"8#^E 的剩余’工资率是由家

庭和厂商通过讨价还价得到的#讨价还价可以最大化厂商和家庭所得的乘积而

得到一个纳什均衡#此纳什均衡等于解

/+D
5E!*"6
29V!>"E3-2!<T3"8#TE3<T-U

参数-’!$#<"可 解 释 为 家 庭 的 讨 价 还 价 能 力#< -̂为 厂 商 的 讨 价 还 价 的 能

力’解这个纳什均衡问题可得工资如下(

E5-!<T3"8#U !<&"

当-E<时#EE!<̂ 3"8##这是标准的增长理论的结果’为了补偿自己保留

空闲职位的损失#厂商付给工人的工资为-!<̂ 3"8##这个工资小于工人的边

际生产率’因为本文不考虑休闲#所有工人的保留工资为零#因此#如 果 厂

商具有完全的讨价还价的能力时!-E$"#工人的工资为零 !得到保留工资"’
如果考虑休闲 !如(F()+*CV4* !<==>""#则工人工作的边际成本为正#则

保留工资为正#此时工人的工资将为(

E5-!<T3"8#6!<T-"4工人的边际成本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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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搜索均衡

根据石守永 !<==>#<==="的均衡定义#本文的均衡定义如下(

定义!一个搜索均衡为家庭的选择5>!*"6#厂商选择5E!*"#P%!*"6#要素

价格5/!*"#E!*"6#利润1!*"#供求的劳动力50@!*"#0%!*"6和政府花费3#满足(

<U给定要素价格#利润和匹配率#家庭选择满足等式 !<"#等式 !#"和

等式 !"")

#U给定要素价格和匹 配 率#厂 商 选 择 满 足 等 式 !%"#等 式 !>"和 等 式

!?")

"U利率/使资本市场出清(P@EP%EP)

&U5E!*"6满足等式 !<&"并且在劳动力市场上0@E0%E0总成立)

!U政府预算限制KE3+U
在均衡状态#劳动力市场不一定出清#但是0@E0%E0总是满足’

!五"动力系统与稳定状态

根据均衡状态的定义#等式 !="#等式 !<<"和工资表达式 !<""#

_4
4
5T<&

_B
B 5

<
&
_-
- 5 < !& !<T3"8<T

<
$
!<T-"!<T3"8#H$4

T&6 $( U

!<!"

!!在均衡状态下#结合 等 式 !<!"#等 式 !#"#等 式 !&"和 资 本 积 累 方 程

!""#通过适当的替换#一个可以刻画模型所描述的经济系统的四维动力系统

]7!>#0#P#4"
Z 可以得到(

1

_>5T9V
!>"

9W!>"
2!<T3"8<T!3)

_05H$4
<T&!<T0"T(0)

_P5 !<T3"8T$4!<T0"T>)

_454 !&
!<T3"8<T

<
$
!<T-"!<T3"8#H$4

T&6 $(
0

1

2
U

用]"E!>"#0"#P"#4
""Z 定义系统!1"的均衡状态#则这个均衡状态可由下

面的方程决定(

!<T3"8<!P"#0"#3"T!5$) !<%"

H$4
"<T&!<T0""T(0" 5$) !<>"

!<T3"8!P"#0"#3"T$4
"!<T0""T>" 5$) !<?"

!<T3"8<!P"#0"#3"T
<
$
!<T-"!<T3"8#!P"#0"#3"H$4

"T&6(5$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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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以上方程#可以得到如下的定理(

定理5!系统!1"存在一个唯一的正的均衡状态]"’

证明!因为生产函数关于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是线性齐次的#设

"$ 0
P
##3 5 <P8

!P#0#3"5 "8 <#<P
##3 #

则

8<!P#0#3"5 "$ 0
P
##3 T0P$ "< 0

P
##3 U

根据等式 !<%"#设

", 0"

P #" 5 "$ 0"

P"
##3 T0

"

P"$ "< 0"P"##3 5 !
<T3

#

由生产函数8!P#0#3"推出的$的性质#得出,!$"E$#,V!4"#$’因此存在

一个唯一的正的0"+P"#使,!0
"+P""E!+!<̂ 3"’

因为8#!P#0#3"E$<!0+P#3"#通过等式 !<="可得一个正的4
"’!<>"式

可以决定一个正的就业0"#结合0"+P" 的表达#均衡的投资P" 可得’将上面

所得到的4
"*0" 和P" 代 入 等 式 !<?"#可 得 均 衡 的 消 费>"’所 以 动 力 系 统

!1"存在一个唯一的正的均衡状态’=
在均衡状态下#本文可以讨论政府花费对消费#就业和资本积累的影响’

这其中涉及到政府的目的问题#众所周知#一般情况下#政府重视消费者的

福利并努力提高它们#然而就业往往也是政府考虑的目标之一’本文从这两

个方面来讨论稳定状态下政府的目的’
如果政府 的 目 的 是 就 业#我 们 来 讨 论 政 府 花 费 对 就 业 的 影 响’从 等 式

!<>"可得(

C0"
C3 5

(!<T&"H$4
"T&

!H$4
"<T&6("#

C4
"

C3
U

结合等式 !<="和$!4#4"的定义(

&4
"&T<C4

"

C3 5
H$!<T-"
$!(6! !" T$<6!<T3"$<<

C!0"+P""
C3 6!<T3"$ $<# U

利用,!0
"+P""E!+!<̂ 3"#

$<<
C!0"+P""
C3 5P

"

0"$#
T$<#T

P"

0"
!

!<T3"#
U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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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
C35

(!<T&"2H$4
"T&3#

&$!(6!"!H$4
"<T&6("#

P"

0 !"
!<T3"$#T

0"

P"$<
T !
<T $3

@ !’ !<T3"$#T
0"

P"$<
T !
<T $3 #

其中#%@&表示 %定义&#很显然’#$’
上式表示政府花费对就业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种影响为正#由

!<̂ 3"$# 表示)这个影响显示了政府花费的公共投资品的增加#提高了厂商

的回报#刺激了厂商的扩大再生产’因为在我们的模型中#劳动力市场存在

摩擦#所以厂商不能按需得到工人#为了得到足够多的工人进行扩大再生产#
厂商增加空闲职位的数目#提高了工人寻找工作时的匹配率#因此提高了就

业率’第二种影响为负#由 0̂"$<+P" !̂+!<̂ 3"度量#这是由于政府花费最

终是来源于政府对厂商的税收#所以减少了厂商的收入#因此减少了厂商保

留空闲职位的价值#因此厂商将减少空闲职位的数目#这种行为降低了劳动

力市场的匹配率#因此降低了就业率’当前一种效用大于后一种效用时#厂

商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了就业率#反之降低了就业率’
当生产函数为’.SS@Q.1B5+G形式8!P#0#3"EFP)0<̂ )3+ 时#则$!0+P#3"

EF!0+P"<̂ )3+#所以

C0"
C3 5’ "F 0"

P #"

<T)3+T<!<6+ !" +
<6+T $3 U

因此#存在3"E++!<_+"#当3(3" 时#政府花费的公共投资品的影响大于

对厂商收入的减少#C0"+C3#$#即就业率增加)当3#3" 时#政府花费的公

共投资品的 影 响 小 于 对 厂 商 收 入 的 减 少#C0"+C3($#就 业 率 降 低’也 就 是

说#此时存在一 个 最 优 的 政 府 花 费AE3"’从 最 优 的 政 府 花 费 表 达 式 得 到#
政府花费完全由+决定#而+表示生产性政府花费对生产的弹性#即对生产

的贡献#所以政府花费对生产的贡献越大#稳定状态的最优政府花费越大’
通过适当变换#稳定状态下的消费可表示为(

>"5 !<T3"8!P"#0"#3"T$4
"!<T0""

5 !<T3"8!P"#0"#3 !" <T(!<T-"(6!
/0# $8 # !#$"

其中#/0#8E08#+8定义为劳动力投入对生产的弹性#设

%5(
!<T-"
(6!

/0#8#

则%为代表性家庭的储蓄率#对应的<̂ %为消费率’因此储蓄率与劳动力的

生产弹性/0#8和失业风险(正相关)与家庭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和时间的偏好

!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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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度量失业的风险#而储蓄对家庭的风险具有 %减压&作用#所以失

业的风险越大#家庭为了保证消费不至于大起大落而增加储蓄)/0#8表示劳动

对生产的贡献#在讨价还价能力和税收不变的前提下#更大的弹性意味着家

庭更高的收入#此时家庭的储蓄率更高)-是劳动力市场上家庭的讨价还价的

能力#当生产率和税收给定时#更大的讨价还价能力意味着更高的收入#但

是与我们的直观相反#这种因素所引起的高收入却导致了储蓄率的下降)!可

以度量家庭对未来消费的偏好#更大的!表示家庭更重视当前 的 消 费#这 引

起储蓄率的下降’
如果稳定状态的 劳 动 力 的 生 产 弹 性/0#8与 生 产 性 政 府 花 费 无 关 !比 如 对

’.SS@Q.1B5+G的生产函数形式"#从等式 !#$"可得(

C>"
C3 !5 <

/0#8
T(
!<T-"
(6 $!

2P" 6’!<T3"$< !3 !<T3"$#T
0"

P"$<
T !
<T $3 U

由于在我们的模型中#生产关于资本于劳动力的投入是齐次的 !即关于二者

的生产弹性和为<"#同时(#-’2$#<3#!#$#所以<+/0#8 (̂!<̂ -"+!(_!"#
$#因此政府花费 对 家 庭 消 费 的 影 响 也 类 似 于 对 就 业 的 影 响(第 一 种 影 响 为

正#也由!<̂ 3"$# 表示)这个影响显示了政府花费的公共投资品的增加#提

高了就业率及就业工人的工资#因此增加了家庭的收入#导致家庭消费的提

高’第二种影响为负#同样由 0̂"$<+P" !̂+!<̂ 3"度量#这是由于政府花费

最终是来源于政府对厂商的税收#所以减少了厂商的收入#最终影响到工人

的工资#因此减少家庭的就业*收入及消费’同样#当前一种效用大 于 后 一

种效用时#政府花费的提高提高了消费#反之降低消费’
因此#由右边最后一项得出政府花费对消费产生的影响与就业 一 样#最

优的政府花费也相同’总之#如果生产函数是’.SS@Q.1B5+G形式#不管政府

的目标是就业还是消费#用生产性政府花费来调节时#是不会矛盾的’

!六"动态分析

下面讨论系统!1"的 局 部 动 态 性 质#目 的 是 考 察 系 统 均 衡 点 的 稳 定 性 情

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对系统!1"在均衡状态周围进行线性化(

_] 5;4!]T]""#

其中#;是一个&h&的‘+-.S)+*矩阵(

;5

$ T9V
!>""

9W!>""
!<T3"8"

<# T9V
!>""

9W!>""
!<T3"8"<< $

$ T!H$4
"<T&6(" $ H$!<T&"4

"T&!<T0""

T< !<T3"8"# 6$4
"

! T$!<T0""

$ 4
"

&
2!<T3"8"<#TG&8"##3 4

"

&
2!<T3"8"<<TG&8"<#3 (6

1

2

A

B
!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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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G&E!<̂ -"!< 3̂"H$4
" &̂+$’分析上面矩阵#可得系统 的 局 部 动 态 性

质如下(

定理8!当!<̂ -"!!_#("#!<̂ &"!(_!"时#四维动力系统!1"存在一个

稳定的二维流形<’

< 一个稳定的二维流形就是说动力系统‘+-.S)+*矩阵有两个负实部#其余都是正实部的特征根’在经济

中的含义是存在一个二维的稳定曲面#经济系统在这个曲面上达到稳定状态’类似于二维的U+/G46模

型中的鞍轨稳定’

证明!因为生产函数关于资本与劳动投入是线性齐次的#所以

8<< 8<#
8#< 8##

5$U

利用以上关系#‘+-.S)+*矩阵的行列式可得(

C43!;"5 !<T3"!(6!"
8"
<<9V!>""
9W!>""

!H$4
"<T&6("#$U

所以特征根有如下情况(!<"所有根为负)!#"所有根为正)!""有两正两负

特征根)!&"有两对共轭复根)!!"有两个同号实根和一对共轭复根’
为了得到 更 精 细 的 结 果#我 们 分 析‘+-.S)+*矩 阵 的 特 征 函 数6!9"E

C43!9Î ;"[#则6!$"EC43!;"#$’由于

6!TH$4
"<T&T("5T<&(

!<T&"0"!H$4
"<T&6("

452!<T3"8"
# 6$4

"32T!<T3"8"
<<6G&8"

<#3

62H$4
"<T&6(6!32!<T3"8

"
<#TG&8"

##36($)

6!(6!"5T4
"!(6!"!<T0

""
&

5(H$!<T&"4
"T&2!<T3"8"

<#TG&8"
##3

T2!<T3"8"
<<TG&8"

<#34 $
<T-

2&!<T-"H$4
"<T&

6!<T-"!!6#("T!<T&"!(6!"36($U

所以当!<̂ -"!!_#("#!< &̂"!(_!"时#‘+-.S)+*矩阵至少有一个负的和一

个正的实根#所以以上情况中#只有方程 !""满足#所以‘+-.S)+*矩阵有两

正两负的特征根#因此动力系统!1"存在一个稳定的二维流形’=
由于消费家庭及厂商是理性的#这保证他们消费水平及对空闲选择一定

位于这个二维稳定流形上#否则横截性条件将不能得到满足’因为二维的稳

定流形在此处是一个稳定的二维曲面#所以这个定理说明#当此系统的初始

状态位于这个稳定的二维曲面上时#经济将自动地趋于稳定状态’关于定理成



第"期 吴付科等(搜索*政府花费和失业 ?!<!!

立的条件!<̂ -"!!_#("#!<̂ &"!(_!"#根据 J.G).G!<==$"#当劳动力市场

上失业劳动者与空闲职位的匹配是有效时#有&E-#也就是说#当工人的讨

价还价的能力与他对匹配市场的贡献相一致时#匹配才是有效的’所以当匹

配的有效性满足时#定理的条件自然满足’

三!结 论 评 述

本文在将搜索理论与增长理论结合的基础上引入政府花费#结合理论的

优势使我们可以同时消费和就业’我们的主要贡献是#用一般的生产和效用

函数#并将生产性政府花费引入生产来讨论此花费对消费与就业的影响’文

章证明#在极其一般的条件下#经济系统存在唯一的均衡状态’在均衡状态

下#如果生产函数的形式为’.SS@Q.1B5+G的#则政府花费对消费和就业的影

响是相同的#最优消费只与生产性政府花费对生产的贡献有关’当劳动力市

场上失业工人与空闲职位的匹配是有效时#表示模型所述的经济系统的四维

动力系统存在一个二维的 稳 定 流 形’在 这 个 稳 定 流 形 !稳 定 曲 面"上#经 济

处于稳定状态#可以自动收敛到均衡值’在均衡状态下#政府花费对就业的

影响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种影响为正#这个影响显示了政府花费的公共

投资品的增加#提高了厂商的回报#刺激了厂商的扩大再生产’因为在我们

的模型中#劳动力市场存在摩擦#所以厂商不能按需得到工人#为了得到足

够多的工人进行扩大再生产#厂商增加空闲职位的数目#提高了工人寻找工

作时的匹配率#因此提高了就业率’第二种影响为负#这是由于政府花费最

终是来源于政府对厂商的税收#所以减少了厂商的收入#因此减少了厂商保

留空闲职位的价值#因此厂商将减少空闲职位的数目#这种行为降低了劳动

力市场的匹配率#因此降低了就业率’当前一种效用大于后一种效用时#厂

商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了就业率#反之降低了就业率’对于消费同样具有两

种相反的影响’
生产性政府花费对发展中国家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基础设施不健全#

往往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而生产性政府花费的一个主要用途就是进行基础

设施建设#这时候生产 性 政 府 花 费 对 生 产 的 贡 献 将 变 得 更 大#即 本 文 中 的+
较大#这时候最优税收将比较高’

本文对就业问题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众所周知#当前我国的就 业 形 势

比较严峻#所以在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不但要考虑提高消费者的生活水平

!消费"#因为高失业率自然会引起较高的社会成本#所有就业率也是重要的

考虑之一’本文证明#如果 利 用 税 收 !目 的 是 为 生 产 性 政 府 花 费 筹 措 资 金"
来调节消费者福利 !消费"和就业率#那么这两个目的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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