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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与实践>

收入分配机制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

张  杰  刘 志 彪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 收入分配结构所决定的需求因素, 是影响一国自主创新能力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所在。我国现发展阶段宏

观国家层面与微观企业层面自主创新发展能力的滞后,是当前偏向于资本而非劳动者的收入分配结构造成的需求

规模与需求结构 /扭曲0所导致。这种扭曲性的收入分配结构的形成与决定机制,是由劳动力的供需条件、地方政

府的官员治理行为以及二元化城乡分割中农民工的收入来源结构三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而成。因此, 制订任何改

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发展滞后的政策措施,都应当充分考虑我国收入分配决定机制形成的复杂性、长期性以及战

略转变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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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增长,一个重要的内在决

定因素就是技术创新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内生增长

理论更是强调,技术创新是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决定性因素。但是, 对于技术创新在一国内部是如

何形成与激励的,却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假说。

一种观点是技术创新的 /供给推动 0 ( supply push)

假说, 认为技术创新活动是由来自于影响供给成本

方面的诸如科学知识的发现、技术被偶然发现的几

率、研究机构的效率、大规模推广创新技术的成本等

因素所决定的 ( Rosenberg, 1974; Dos,i 1988) , 另一

种观点是技术创新的 /需求拉动 0 ( dem and pu ll)假

说,认为一国 (地区 )收入分配结构所蕴含的中高收

入阶层的需求规模和可意愿支付能力, 是决定该国

(地区 )微观企业创新动机决策的最根本因素, 进而

也就从宏观层面成为一国 (地区 )技术创新能力发

展的决定性因素 ( Foellm i and Zw eim uller, 2006; U -t

terback, 1999)。

本文从中国的收入分配决定机制所内含的需求

因素视角入手,借助收入分配结构下的需求与自主

创新能力的相互决定机制分析框架, 试图从需求因

素这个独特视角来探求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形成的深

层次内在决定动因,进而从微观视角到宏观视角的

内在联系出发,为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和经济

可持续增长提供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解答。

收入分配结构影响下需求与自主创新的决定机制

一国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从长期来看,是

与收入分配比例关系 (主要体现为劳动与资本所蕴

含的收入分配比例 )是否协调紧密相关的。然而,

对于劳动和资本的收入分配关系是如何影响一国的

经济可持续增长, 一直是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宏

观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 缺乏来自微观基础层面的

研究。事实上,劳动与资本分配关系所决定的一国

收入分配结构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是通过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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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机制、消费者需求以及微观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这三个层面关键因素的交互作用来相互影响、相互

制约的,因此,从收入分配决定机制、需求和微观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这三个独特视角及其相互作用机制

入手, 是发现和解读一国自主创新能力形成与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切入点和基本立足点。

首先, 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是需求与企业自主创

新能力之间的相互决定机制。从一国经济发展的微

观基础 ) ) ) 企业来看, 任何微观企业生产新产品或

者进行产品质量、性能改进等方面的研发投入必须

通过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实现,因此消费者购买力和

收入所决定的需求偏好决定了企业研发投入成本的

可回收性和可补偿性。从一国发展的宏观层面来

看,市场需求空间特别是对于一个处于高速增长的

市场需求空间来说, 是决定一切产品生产要素投入

的价值和增值活动能否最终得以实现的关键因素。

一国如果能够有效地利用自身高速增长与扩张的需

求市场空间培育或发展出自主创新能力, 这就意味

着具备了经济可持续的发展能力。

其次, 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收入分配决定机制

与需求之间的内在相互决定机制。对于一个经济体

来说, 收入分配决定机制实质上是影响社会购买力

的规模与结构的决定性因素。对于绝大部分依赖于

工资收入的家庭和个人购买力状态来说, 至少可以

通过两种相互竞争、相互制约的力量来影响其需求

规模与结构,进而影响该经济体中微观企业的创新

活动及经济增长。一方面, 一定规模的中高收入阶

层,可以为高价格的新产品提供一个有效的市场需

求,从而激励微观企业的创新活动以及促进经济持

续增长;另一方面,高收入分配结构显然会压制中低

收入阶层对高价格新产品的需求能力, 减少新产品

的市场规模,进而阻碍微观企业创新活动的盈利能

力,抑制经济增长。

具体到从消费者的行为角度来看,收入制约着

其自身的购买力和消费偏好。一个经济体中收入是

否在高中低群体中合理分配,会影响该经济体中的

消费者对创新产品的需求能力和需求空间, 进而深

刻影响微观企业创新活动的整体实现能力, 以及微

观企业创新动力的利益补偿激励机制, 从而影响该

经济体中微观企业创新活动的生存能力, 进而,影响

该经济体中高研发密度、高技术含量新产业的诞生

和发展,最终会影响到产业结构的转化与调整能力。

我国收入分配结构的形成与决定机制

我们前文的分析表明, 收入分配结构的差异会

通过对需求因素的影响, 传导到对经济体中微观企

业创新活动激励机制的影响, 进而决定性地影响到

一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与发展乃至经济可持续增

长。因此,从一国收入分配结构的决定机制入手,应

该是揭示一国自主创新能力发展的逻辑起点。那

么, 从我们以上分析逻辑来看,我国现发展阶段国家

层面自主创新能力发展的滞后, 是与中国现阶段微

观企业创新活动的普遍缺失相关; 而微观企业创新

活动的普遍缺位, 很显然就是与现发展阶段我国收

入分配结构的 /扭曲 0与不合理所造成的需求制约

紧密相关;而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结构有着它自身

的形成与决定演进机制轨迹。所以, 任何试图探求

中国微观企业自主创新活动乃至经济可持续增长的

有效激励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层面的研究,就必须着

眼于如何理解中国现发展阶段收入分配结构的形成

与决定机制这个独特视角入手。

自 1978年以来,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占 GDP的

比重呈现出先缓慢增加,再缓慢下降的变化趋势,到

2000年以后, 中国居民 (同时也是最终消费者 )的收

入占 GDP的比重稳定在 40%左右。这表明,中国国

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很大程度上并非是偏向于作为社

会最终消费者的居民的收入分配结构,而是显著偏

向于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分配结构。此外,农村居民

平均收入与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之比也呈现出先缓慢

增加,再缓慢下降的趋势, 这也同样清晰地表明, 我

国居民的收入分配结构很大程度上呈现出偏向于城

镇居民,而作为人口较大比重农村居民的收入无论

是从绝对增长速度,还是相对增长速度来看,却表现

出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

势。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现发展阶段收入分

配结构所呈现出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方面,形成了偏

向于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分配结构;另一方面,形成了

城乡之间,乃至城市内部、农村内部巨大的收入差距

分配结构特征。鉴于我们前文对一国 (地区 )收入

分配结构与需求因素和自主创新能力发展之间相互

有机联系机制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任何探求中国

收入分配结构所导致的需求与自主创新能力发展问

题的研究,首先必须从理清中国现发展阶段收入分

配结构的决定与形成机制及其演进轨迹这个必要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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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入手。

从偏向于资本所有者收入分配结构的形成与决

定机制的初始阶段来看, 首先是与我国经济发展起

飞阶段劳动与资本的市场势力 ( m arket pow er)博弈

结果密不可分。中国初级劳动力在经济起飞阶段劳

动力市场的绝对过剩, 以及资本的相对稀缺的客观

事实, 决定了无论是简单劳动者,或者是掌握一定技

能的劳动者为主的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只占弱

势地位,因此,在中国经济起飞阶段偏向于资本所有

者的收入分配结构的形成与决定机制, 是中国劳动

力禀赋这种自然特征所决定与导致形成的。

如果仅仅把中国起飞阶段阶段这种偏向于资本

所有者的收入分配结构特征,归纳于劳动力相对于

资本的绝对过剩禀赋条件所决定, 而忽略与中国地

方政府诸如地方官员 /锦标赛式0的晋升与治理机

制相关的经济增长竞争、财政与税收竞争等至关重

要行为特征的影响效应, 就不利于更为深入的从动

态角度全面理解中国收入分配结构决定与形成机制

的演化轨迹与内在作用机理,也不利于全面理解由

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均衡变化对中国收入分配结构

形成与决定机制内在机制交互影响作用动态变化。

出于对 GDP增长所决定的地方官员晋升机会竞争,

中国地方政府的多数政府行为和政策制定基本是倾

向于有利于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分配政策。虽然中国

起飞阶段的劳动力要素禀赋促进了有利于资本所有

者的收入分配结构的形成,但是,在中国地方政府中

类似于经济增长或税收竞争的地方官员 /锦标赛
式 0晋升竞争机制的广泛激励效应下, 尽可能地促

使地方经济的规模扩张或 GDP增长,就成为地方政

府官员制定政策的首要出发点。这种情形下, 制定

偏向于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分配结构的各种政策,如

税收政策、汇率政策、劳动法规,既可以达到促进企

业利润积累增长,为促进企业生产规模的尽可能快

速扩张提供外在政策保障,同时,借助本地企业的生

产规模扩张,也可以尽可能地满足多层级地方官员

利用地方 GDP增长的竞争机制来达到晋升竞争的

胜出机会。

此外,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为什么中国现发

展阶段劳动者的低工资能够保持相当长的时期? 换

而言之,我们需要深入探寻的问题是,中国这种低工

资是由什么因素所决定? 这种广泛的劳动者低工资

的来源与其保持稳定的内在决定因素又是什么? 如

果把中国劳动者的长期低工资仅仅归咎于劳动力相

对于资本的弱势地位,或者归咎于中国地方政府的

政策扭曲行为,这似乎都不足以全面地揭示中国劳

动者为什么能够 /自愿0长期接受这种低水平工资,

我们认为,这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与中国 /二元 0
城乡分割制度的存在密不可分的。一个基本的现实

情形是,中国劳动者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工,在存在城

乡二元分割的制度条件下, 农民工是无法彻底摆脱

农村而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所以,从农民工这个特

殊阶层的收入来源与生活方式入手, 应该是理解该

问题的前提条件和主要切入点。中国农民工的一个

显著特征就是他们都拥有一定的土地经营权, 这个

土地经营权所带来的收入是作为中国劳动者主体的

农民工的生存与养老的主要保障和来源,这就使得

农民工的外出打工收入只是作为其收入的一个补

充, 而非替代效应。这种情形下, 企业付给农民工的

工资只是他们生活成本的一部分, 也正是因为土地

经营权所赋予农民工的一部分收入, 从而降低了他

们从事打工活动的工资收入生存保障线,这就是中

国劳动者为什么能够接受如此低工资水平的另一个

深层次的制度视角解读。

收入分配决定机制的改变与我国

自主创新发展能力的形成

  中国现发展阶段偏向于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分配

结构的形成,既是由经济起飞阶段劳动力的供大于

求的禀赋条件所决定的, 也是由现有的地方官员晋

升选拔竞争机制以及 /二元化 0的城乡分割制度所

扭曲固化的,因此, 任何试图一劳永逸地或者通过短

期政策措施操作迅速解决中国现发展阶段这种扭曲

的收入分配结构的设想与做法, 都不具有现实可操

作性。只要 /晋升锦标赛 0式的地方官员治理模式

不发生改变,中国现发展阶段偏向于资本所有者的

收入分配结构就难以发生改变,相反,极有可能在劳

动力供需条件短期无法改变的现实背景下, 呈现出

类似于制度层面上的 /路径依赖 0效应和 /示范 0效

应。任何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措施都必须着眼

于正确认清其复杂性、相关性与长期性,切不可以为

能够简而单之,一蹴而就。

需要注意的是,进入 2005年以来, 中国劳动力

市场的供需条件发生了质的变化, 这就为制定与实

施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变政策措施提供了一个关键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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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时机。这种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条件变化主要体现

在如下几个方面: ( 1)随着中央政府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反哺农村力度的不断加强,农村税费大幅下降

与逐步取消、粮食价格的稳步提升都提高的农业部

门的经济收入, 从而提高了劳动者主力军 ) ) ) 农民
工工资收入的机会成本, 致使一部分劳动力回流农

村,减少了劳动力的短期市场供给。 ( 2)从劳动力

市场结构来看,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劳动力教育水

平的普遍提高。在劳动力细分市场中, 表现为 /金
字塔0结构的整体上移, 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处

于金字塔下端的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带来一

般劳动力工资收入上涨。同时,我国始于 1996年的

教育产业化式扩张培养了大量学历型人才, 而技能

型人才培养明显不足,形成技术工人的结构性短缺。

值得引起重视的是, 由于当前的教育体制结构与市

场需求结构间存在错位, 教育的普及化与高度化使

得学历型人才在人才市场中供大于求, 低工资的收

入分配结构开始向学历型人才市场蔓延, 造成中高

端人才的 /过度教育0和人力资本投入的短期浪费。

所以, 当前的劳动力市场供需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技

能人才和低技能人才的结构性短缺, 而非劳动力的

整体性短缺。 ( 3)再从劳动力的来源和劳动力的价

值观变化来看,新生代的农民工正在逐步成为劳动

力的主力军。这些新一代的农民工与老一代相比更

容易适应城市化生活,这种情形下,农村土地经营权

所带来的收入很大程度上已经对他们不再具有吸引

力,他们对工作条件以及工资水平有着更高的要求,

当前劳动力的局部性短缺只是他们对超低工资、差

工作条件的一种理性反应与无声反抗。从这个意义

上来看,当前劳动力市场供需条件的变化不只是量

的变化,更大程度上体现为质的变化。由于新生代

农民工中的相当部分已经不再愿意依附于土地,由

此,土地经营权所带来的收入不再作为他们收入的

一种补充机制, 而是一种替代机制。众多企业所实

施或者所依赖的低工资竞争空间与竞争优势将逐步

消失, 会逐步刺激与促进企业通过打造创新研发能

力来获取竞争优势, 这就会从微观层面上会推动我

国自主创新发展能力的形成与发展。

结论与启示

如何有效促进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与发

展, 一直是相关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者的热点和难

点。我们的分析表明,正是由于我国现发展阶段扭

曲的收入分配结构所决定的需求因素,深刻影响了

微观企业创新活动的行为决策动机, 进而从宏观层

面上影响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与发展。本文

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 任何试图促进或激励我国

自主创新能力形成与发展的政策或措施,从最核心、

最根本的长期可持续激励角度来看, 都不可脱离对

现阶段收入分配结构所包含需求因素的限制与约束

的考虑。激励我国本土企业创新动力的形成与促进

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形成与发展的政策措施, 不能仅

仅局限于激励企业研发投入和产业调整的各种优惠

政策,而应该把视角放宽到如何调节收入分配决定

机制对需求结构的传导机制作用上来,把政策视角

集中于培育合理的需求结构对微观企业创新动力的

诱致功能和对自主创新能力发展的内在激励机制和

调整能力方面,这样,或许才能培育出我国微观企业

创新动力形成和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的内

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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