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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

) ) ) 来自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刘  丽  任保平

  1摘要2  针对经济增长、工资水平和物价变动三者协调问题存在不同的研究线路。本文

基于对托宾经济增长模型的完善和发展, 利用动态总量经济增长模型得出实际工资总额随着经

济的增长是增加的, 但与经济增长速度相比实际工资增长率呈下降趋势, 其下降速度与经济增

长速度必须保持一致; 物价与经济增长呈正向关系, 过高或过低的物价都会影响经济增长的实

际水平; 物价水平与名义工资之间是正相关关系, 其相关系数决定了实际工资的变化趋势, 而

实际工资的变化与经济增长是密切相关的, 因此, 工资水平、物价变动与经济增长三者关系应

协调, 否则会影响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由此解释出发, 保持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关键在于劳动

力、资本和产品三个市场的相互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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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及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来, 我国经济持续增长, 物价水平相

对较低, 居民工资水平呈下降趋势, 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和谐性。研究工

资水平、物价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极

其重要。遗憾的是, 有关三者关系的既有经济理

论难以为这种研究提供适合的分析工具。琼# 罗

宾逊夫人和卡尔多为代表的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

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 把国民收入分

为利润和工资, 从长期角度分析了工资、物价和

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 然而其假设条件的明确界

定致使分析范围比较狭隘, 分析内容不完全。托

宾和凯恩斯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 把劳动力市场、

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有机结合, 从而为弥补有关

工资、物价与经济增长传统理论的缺陷提供了可

能, 但是他们只是研究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动态经

济增长, 并且忽视了技术进步的有效作用。如此

看来, 对于工资、物价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还

有深入认识的必要。本文正是基于这种背景, 通

过建立动态总量经济增长模型来解释工资、物价

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

二、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摆脱贫困、

失业率下降、居民收入增加和社会稳定, 它是衡

量一国或地区经济政策绩效的主要手段。 /经济

增长主要归因于消费品领域和相关的服务。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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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工资、以工资收入的人数以及劳动生产率的

增加和提高等三重因素的作用, 经济增长具有了

内生性0。162也就是说, 工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

内在性的协调关系。这种协调关系主要体现在:

经济高速增长产生的收入效应使工资水平不断提

高; 而不断提高的工资水平在促进消费水平不断

提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同时, 也因为增加了

生产成本带动了物价水平的上涨, 因此, 工资、

物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需要很好地协调,

否则会影响经济的发展。经济史上, 对于工资水

平、物价变动与经济增长内在关系研究有两条不

同的线索。

第一条线索是琼# 罗宾逊 ( J. Rob inson) 夫

人从收入分配角度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其经济增

长模型的前提假定主要是将国民收入分为两类,

即资本家的利润和工人的工资, 并且资本家的储

蓄倾向高于工人的储蓄倾向, 在此基础上, 琼#

罗宾逊夫人揭示了在一定的储蓄倾向下, 经济增

长率越高, 利润的相对份额越大, 工资的相对份

额越小, 同时由于名义工资率的提高会推动物价

上涨, 不利于真实工资率的上升, 所以应利用国

民收入再分配调节两个阶级之间的收入差距, 改

变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状况, 以促进经济持续

增长。122

显而易见, 在琼# 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增长理

论中, 改善收入分配状况, 提高工资在国民收入

中的份额, 提高真实工资率, 实现长期充分就业

下的经济增长这种思路被其后的许多经济学家所

继承。卡尔多 ( N. K aldor) 以投资率决定国民收

入中的利润比例大小, 发展和完善了琼# 罗宾逊

夫人的储蓄率决定收入分配份额的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率提高后, 应增加工人的工资, 以提高

储蓄率带动投资率的增加; 企业扩大生产规模,

社会达到充分就业, 从而推进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第二条线索是托宾和凯恩斯从劳动力市场、

资本市场与产品市场三者结合的角度研究工资、

物价与动态经济增长问题。这条线索可以认为是

在对新剑桥学派有关工资、物价与经济增长关系

的经济理论进行反思基础上提出的。新剑桥学派

理论虽然抓住了工资、物价与经济增长的基本关

系, 但是却有不足之处: 一是其前提假定有明显

不合理的因素, 与经济发展的现实条件有出入。

二是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收入分配解释的, 分

析比较片面, 没有找出三者之间的内在性联系。

导致新剑桥学派理论缺陷的主要原因是他们

对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与产品市场三者关系作

了舍象。/古典0的经济增长模型是假定在完全竞

争市场上, 劳动力充分就业的条件下, 从静态角

度研究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与产品市场三者均

衡条件下的经济增长, 从而把工资水平、物价变

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比较明确地演示出来。其后

凯恩斯将这种研究思路作了发展, 但是其模型舍

弃了劳动力充分就业的假定, 要靠货币政策和财

政政策调节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才

能达到均衡 132。托宾把三个市场的静态最优化问

题变为动态的跨时最优化问题, 从而 /解决宏观

总量的经济增长问题其效果是无与伦比的0 142。

其模型得出的结论是: 名义工资率与价格正相关;

实际工资率与一般价格水平负相关; 价格与产出

负相关; 实际工资率与产出负相关。这些观点在

解释工资、物价与经济增长三者关系时能够得到

一些国家经济发展历程的支持, 但是由于所研究

的是封闭经济条件下的问题, 并且忽视了技术进

步的影响, 因而在探讨工资、物价与经济增长三

者关系上不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

综上所述, 无论是以新剑桥学派的经济理论

解释工资、物价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还是托宾和

凯恩斯从劳动力、资本、产品三个市场出发分析

工资、物价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都有其不足之处。

可能的原因是, 工资、物价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

着多重内在关系。下文从劳动力、资本和产品市

场入手, 利用经济增长动态总量模型说明这种

关系。

三、模型

(一 ) 模型建立的前提假定

¹ 在完全竞争市场上, 有多个完全竞争的厂

商, 并且生产同质产品, 因此社会总的生产函数

为多个厂商生产函数之和; º 居民只拥有货币和

债券; » 政府依靠税收 ( T ) 平衡支出 ( G ) , 但

其支出包括行政性支出和国民收入再次分配的转

移支出, 同时政府可以通过发行政府债券 ( B )

募集所需资金, 并掌管货币 (M ) 的发行; ¼资

本市场是 /完全的0, 厂商完全可以根据其利润

最大化原则自由调整其资本存量; ½ 价格和货币

工资都遵循这样的路径: p( t) = pe< t, w ( t) = w e< t,

其中 < 为通货膨胀率; ¾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是边

际产出等于边际成本; ¿社会未达到充分就业状

态; À考虑技术进步因素的影响; Á在开放经济

条件下, 社会总产出包括净出口额, 但不考虑汇

率因素对模型的影响。

(二 ) 模型的建立

据此可以得到一个经济增长动态总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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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p= FcN ( K, N ) ( 1)

Y = AF( K, N ) ( 2)

C= C Y - T- DK -
M + B

p
<, r- < ( 3)

FcK = r- < + D ( 4)

Y = C+ I+ G + $X+ DK ( 5)

M /p= m ( r, Y) ( 6)

其中内生变量为: N (投入的劳动力数量 ),

Y (社会总产出 ) , C (居民消费 ), I (厂商投

入 ) , r (利息率 ), p (价格水平 ) ;

外生变量为: A (技术水平 ), T (税收 ) , G

(政府支出 ) , K (资本投入 ), B (政府债券 ),

M (货币总量 ), W (货币工资 ) , < (通货膨胀

率 ) , D (折旧率 ) , $X (净出口额 )。

此模型构建的基本思想来源于托宾的动态经

济增长模型 152, 但是我们增加了对外开放和技术

进步的影响并对模型作了拓展和深化。在以上方

程中, 式 ( 1) 是货币工资决定函数, 用来衡量

名义工资水平的高低。式 ( 2) 是生产函数, 产

出量 Y取决于技术进步、劳动和资本的净投入

量, 并且满足条件: FcK > 0, FcN > 0, FdKK < 0,

FdNN < 0, FdKN > 0。式 ( 3) 是居民消费函数, 影

响其变化的变量是可支配收入和实际物价增长率

( r- < )。可支配收入 = 实际工资 ( w /p) +实际股

息 ( Y -
w

p
- DK ) -税收 ( T ) -政府债券价值预期

的实际资本损失1(M + B) < /p2, 消费函数随投资

函数的变化加以调整。式 ( 4) 是资本投入函数,

r- < + D实际上是资本市场的资本租用价格, 也

就是资本成本。式 ( 5) 是开放经济条件下一个

国家或地区的总产出。式 ( 6) 是经济生活中实

际流通的货币总量, 而政府的约束和金融资产的

组合及其行为都是不变的。在整个经济模型中,

把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有机结合,

对探讨工资、物价与经济增长三者内在关系有其

重要作用。

对以上 6个式子求全微分, 可得:

dw / p- w dp /p2= Fd
NN

dN+ Fd
NK

dK ( 1c)

dY= AFcK dK + AFcN dN ( 2c)

dC = CcYd dY- dT- DdK
M + B

p
d< + <

M + B

p

dp

p

+ Ccr- < ( dr- d< ) ( 3c)

Fd
KN

dN+ Fd
KK

dK = dr- d< ( 4c)

dY= dC + dI+ dG+ d$X+ DdK ( 5c)

dM

p
-

M

p

dp

p
= mcrdr+ mcY ( 6c)

由此, 可以得到关于 6个微分变量 dN, dY,

dp, dr, dC, d I的矩阵形式的线性方程组:

1 - AFc
N 0 0 0 0

0 - FdNN -
w

p2
0 0 0

0 - FdKN 0 1 0 0

mcY 0
M

p
mcr 0 0

- CcYd 0 -
CcYd< (M + B)

p2
- Ccr- < 1 0

1 0 0 0 - 1 - 1

dY

dN

dp

dr

dC

dI

=

AFcK dK

- dw /p+ FdNK dK

d< + FdKK dK

dM /p

- CcYd ( dT+ DdK ) - Ccr- < + CcYd (M + B) /p d<

dG + d$X+ DdK

为了简单起见, 假设 M + B= 0, 并且 A > 0,

即技术因素对经济增长起推动作用。利用 MAT-

LAB软件可以将微分变量全部解出, 由于本文主

要研究的是工资、物价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内

在关系, 因此本文只考虑 dY和 dp的解。

dY =
AFcK dK (wmcrFdKN - MpFdNN )

mcrFdKN + AwFcNmcY - M pFdNN

+
AM pFcN ( FdNK dK - dw /p)

m crFdKN + AwFcNmcY - MpFdNN

+

AwmcrFcN
dM

p
- ( d< + FdKK dK)

mcrFdKN + AwFcNmcY - M pFdNN

( 7)

dp=
- Ap2mcY FcK FdNN dK- p2 ( FdNK - dw /p ) ( AmcY FcN + mcrFdKN )

m crFdKN + AwFcNmcY - MpFdNN

 -
mcrp

2 ( d< + FdKK ) + pFdNN dM

mcrFdKN + AwFcNmcY - M pFdNN
( 8)

对方程 ( 7 ) 的两个变量 w /p和 K求偏导,

从而分析产出变动的影响因素。

9Y
9 (w /p)

= -
AMpFcN

mcrFdKN + AwFcNmY - MpFdNN

[ 0 ( 9)

9Y
9K

=
AFcK ( wmcrFdKN - MpFdNN ) + AMpFcN FdNK - AwmcrFcN FdKK

mcrFdKN + AwFcNmcY - M pFdNN

\ 0

( 10)

同样对方程 ( 8) 的两个变量 w /p和 K求偏

导, 分析价格变动的影响因素。

9p
9w

=
pmcY ( AFcN + FdKN )

mcrFdKN + AwFcNm cY - MpFdNN

\ 0 ( 11)

9p
9K

= -
Ap2mcY FcK FdNN

mc
r
Fd

KN
+ AwFc

N
m c

Y
- MpFd

NN

\ 0 ( 12)

(三 ) 模型的进一步推论

依据基础模型, 我们得到如下推论。

推论 1: 实际工资增长速度低于社会总产出

的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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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总产出的增加, 实际工资增长率按

照 9Y /9 ( w /p)的速度减少; 如果实际工资增长率

以高于 9Y /9 ( w /p)的速度减少, 会影响劳动者积

极性和工作潜能的最大发挥, 甚至影响经济增长;

如果实际工资增长率以低于 9y /9 ( w /p)的速度减

少, 会增加社会生产成本, 进而降低企业利润率

和整个社会经济增长速度, 这是由式 ( 9 ) 决定

的。技术进步对社会总产出起到推动作用, 但是,

技术水平越高, 资本代替劳动力的机会就越大,

劳动力的实际工资额在社会总产出中的比例越低,

这说明随着技术进步, 资本在与劳动力的 /博

弈0 中, 劳动者总是处于劣势地位。另外, 货币

供给额或者物价水平也会影响实际工资额在社会

总产出中的比例, 即如果政府增加货币供给, 或

者居民消费品物价上涨, 都会造成实际工资在社

会总产出中的比例下降。主要因为: 社会在没有

达到充分就业的条件下, 经济高涨时, 物价水平

较高, 导致实际工资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 从

而使实际工资率相对于经济增长率出现下降趋势;

而经济衰退时, 出现通货紧缩, 物价水平较低,

当货币工资不变时, 实际工资在社会总产出中的

比例相对较高。

推论 2: 当社会未达到充分就业时, 社会总

产出水平与价格水平呈正向关系。

式 ( 10) 可以表明这样的结论, 而式 ( 12)

表明资本投入额与价格水平的关系是正向的, 从

而可以递推出: 社会总产出水平与价格水平呈正

向关系。资本投入的增加可以促进社会总产出的

增加, 相反, 资本投入的减少会减缓经济增长的

速度; 同时资本存量决定了投资额的大小, 投资

增加会拉动价格水平的上涨, 相反, 投资的减少

会带动物价水平的下降。由此可以表明, 投资增

加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 物价也会上涨, 并且

技术在社会产出水平与物价水平的关系体现中呈

中性, 这是由

9Y
9p

= -
FcK ( wmcrFdKN - M pFdNN ) + M pFcN FdNK - wmcrFcN FdKK

p2mcY FcK FdNN

\ 0

决定的。表明, 即使技术水平不发生变化, 投资

增加, 经济增长也会带动物价水平的上涨; 在特

定时期内, 如果物价水平过高或过低, 不但会影

响对实际 GDP的衡量, 而且会影响整个经济部门

的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因此, 在经济生活中,

即使物价上涨, 只要与经济增长相协调, 就不应

控制适宜的通货膨胀, 这是由经济发展所决定的。

推论 3: 当社会未达到充分就业时, 名义工资

率与价格呈正向关系。

这是由式 ( 11) 得到的。即当名义工资率越

来越低时, 价格也越来越低; 反之当名义工资率

越来越高时, 价格也越来越高, 并且随着价格的

变化, 名义工资率按照

pmcY (AFcN + FdKN )

mcrFdKN + AwFcNmcY - M pFdNN

的速度发生同向变

化。这就可能带来三种结果: 一是如果

9 p
9w

=
pmcY ( AFcN + FdKN )

mcrFdKN + AwFcNmcY - M pFdNN

> 1, 说明实际

工资率是下降的; 二是如果

9 p
9w

=
pmcY ( AFcN + FdKN )

mcrFdKN + AwFcNmcY - M pFdNN

= 1, 说明实际

工资率未发生变化; 三是如果

0<
9 p
9w

=
pmcY ( AFcN + FdKN )

mcrFdKN + AwFcNmcY - M pFdNN

< 1, 说明实

际工资率是上升的。

四、来自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前文利用模型得出一些有关工资水平、物价

变动与经济增长三者关系的结论, 这种逻辑结论

应该获得经验的支持才更有说服力。由于改革开

放之前, 我国经济增长的环境是高度集中的计划

经济体制, 与模型中的市场经济体制前提假设不

一致, 由此得出的结果与应得到的结论可能有很

大的出入。下面主要通过 1978- 2005年的经济数

据, 利用 EV iew s软件进行时间序列回归, 对理论

模型所得的后两个推论进行检验。至于推论 1我

们可以用图形描述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

图 1 GDP和实际工资增长速度、工资总额占 GDP比重的变化情况

由图 1中所描述的变化趋势我们可以验证理

论模型的第一个结论: 随着经济增长, 实际工资

增长的速度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 这是由经济发

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原因很简单, 劳动剩余

背景下的中国, 经济增长正处于繁荣阶段, 物价水

平随之上涨, 因此, 导致实际工资增长速度下降。

图表中工资总额占 GDP比重的下降趋势线更加全

面地描述了我国职工实际工资水平的真实现状,这

足以表明尽管我国工资水平不断提高,但是物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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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已经抵消了名义工资水平上升所带来的经济福

利,也就是说,实际工资增长呈下降趋势。

为了验证理论模型中的后两个推论, 我们利

用最小二乘法分别对价格水平 ( P ) 和社会产出

水平 ( GDP )、名义工资 (W ) 和价格水平建立

线性方程, 并对其进行回归, 得出的结果分别为:

P= 01 0519756* GDP+ 981 1935

t=   ( 01 41)  ( 01 00)

R2 = 01 753 F= 12134 D-W = 11 846

和

W = 01937578* P- 85168036

t=   ( 01 63)  ( 01 05)

R2 = 01 9376 F= 411 35 D-W = 11 237

显而易见, 这两个回归方程在总体上拟合度

很高, 并且是显著的, 因此, 我们通过分析回归

方程可以说明物价水平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

经济增长迅速, 物价也随之上涨, 然而, 物价变

动的幅度并没有超过经济增长速度; 物价水平虽

然和名义工资呈正向关系, 但是物价的上涨并未

带来名义工资的同步上涨, 两者的系数为 01 938。

说明在中国物价变动 1个单位, 名义工资的变动

为 0. 938个单位, 由此,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居

民的实际工资水平呈下降趋势是不足为奇的, 这

符合图 1所描述的实际工资变动的基本趋势, 也

验证了上文理论模型中得出的推论。

五、总结及说明

经济增长伴随适宜的物价水平和工资水平,

三者关系相互协调, 才能相互促进, 推动经济发

展。针对三者协调问题存在不同的研究线路: 新

剑桥学派从收入分配角度出发设立模型, 证明提

高工资率, 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托宾和凯恩斯

则从劳动力、资本和产品三个市场出发, 在研究

经济增长的理论中得出的结论是随着经济增长,

工资水平下降, 而物价水平则上升。这两种研究

都有局限性。本文基于对托宾经济增长模型的完

善和发展, 利用一个动态总量经济增长模型指出,

实际工资总额随着经济增长是增加的, 但是与经

济增长速度相比, 实际工资增长率呈下降趋势,

其下降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必须保持一致; 物价

与经济增长呈正向关系, 过高或过低的物价都会

影响经济增长的实际水平; 物价水平与名义工资

之间是正相关关系, 但是其相关系数决定了实际

工资的变化趋势, 而实际工资的变化与经济增长

又是密切相关的, 因此, 工资、物价与经济增长

三者关系应协调, 否则会影响经济社会的和谐

发展。

从本文的解释出发, 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在

于劳动力、资本和产品三个市场相互协调, 这就

决定了工资水平、物价变动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

关系的和谐性, 要做到这一点, 需要从三个方面

努力: 一是明晰产权, 使劳动力供求双方真正享

有个人和企业法人的经济决策权, 从而可以自由

择业, 自主地选择用工, 进而可以在劳动力市场

供求变动基础上, 确立合理的劳动力市场价格

) ) ) 工资水平。并且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

度和就业制度改革, 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

市场, 保证农民和市民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进行

公开、公正、公平的就业竞争, 让农民进城就业

制度化、合法化; 二是进一步开放垄断性行业市

场, 降低这些市场的进入门槛, 鼓励新的投资者

和生产者进入, 增强市场竞争机制和行业监管力

度, 以减少垄断利润的过快膨胀, 推动市场经济

体制进一步完善。三是政府要合理分配财政收入,

多向弱势群体和落后地区倾斜, 适当提高收入过

低行业的工资标准, 及时调整和引导各行业的工

资增长幅度, 主要提高中间阶层居民的收入水平,

使之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相适应, 防止因为 /收

入不平等造成贫困回升0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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