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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运用一个政治经济模型 ,研究在财政支出同时具有生产性和消费性 ,

同时进入总生产函数和代表性个人的效用函数时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

文的分析表明 :在经济均衡时 ,增长率与税率呈倒 U 型关系。随着税率增加 ,经济增长率

先升后降 ;在政治均衡时 ,收入分配越不平等 ,实际资本税率就越高 ,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

与经济增长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库兹涅茨倒 U 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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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宏观经济领域的一个重大课题。早在 1955 年库兹涅茨

( Kuznets)就提出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呈倒 U 型关系的假说 ,他认为在收入水平较低的阶

段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相伴随 ;然而当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 ,经济增长有助于缓解

收入分配不平等。Lewis (1954) 、Kaldor (1957) 、Pasinetti (1962) 研究了收入分配通过储蓄 - 投资渠道

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他们认为 ,由于富人的储蓄率比其他阶层高 ,储蓄和投资主要来源于富裕阶

层 ,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助于提高储蓄和投资率 ,从而促进经济增长。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

来 ,随着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崛起 ,西方学者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兴趣有所增加。他们拓宽了收入

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 ,广泛考察了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多种机制。如 Alesina 和 Perotti

(1996)提出了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社会政治不稳定机制 ,他们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可能引发

社会冲突 ,导致产权保护薄弱 ,从而妨碍经济增长。Murphy、Shleifer 和 Vishny (1989) 提出了收入分

配通过市场规模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 ,即所谓收入分配的“大推动”(big push) 理论。他们认为工业

化要求充分大的国内市场以使规模收益递增的技术获得盈利性 ,而收入分配不平等、财富过于集中

可能会限制市场规模从而妨碍经济增长。Perotti (1996) 从个人教育 - 生育决策角度研究了收入分

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父母人力资本的增加对其生育决策有两方面影响 :收入效应和替代

效应。前者意味着对子女的需求数量增加 ;然而由于父母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提高 ,后者意味着对

子女的需求数量减少。在父母人力资本较低时 ,抚养小孩的直接成本对父母决策的影响大 ,收入效

应居于主导 ,父母倾向于多生少教的决策 ;在父母人力资本较高时 ,抚养小孩的机会成本对父母决

策的影响大 ,替代效应居于主导 ,父母倾向于减少生育率 ,增加对子女人力资本的投资。因此 ,他认

为收入分配不平等与人口出生率正相关 ,与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负相关。然而 ,无论从理论还

是计量检验角度看 ,上述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都有待进一步发展。

在当代收入分配文献中 ,研究得比较充分的是收入分配影响增长的政治经济机制。该理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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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收入分配通过政府财政支出和税收渠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又称为内生财政政策理论。其典型

的理论结构包括经济均衡和政治均衡。在经济均衡中 ,他们运用优化模型研究税率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 ,研究个人的收入 (财富)水平与其偏好的最优税率间的关系 ;在政治均衡中 ,他们都求助于少

数服从多数的决策规则和中间投票人定理 ,认为社会的税率由政治均衡确定 ,即中间投票人所偏好

的税率。这样 ,不同的收入分配格局下中间投票人的收入 (财富) 状况不同 ,其所偏好的税率也不

同 ,从而导致不同的社会税率和不同的经济增长率。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有 Bertola

(1993) 、Perotti (1993) 、Alesina 和 Rodrik (1994) 、Persson 和 Tabellini (1994) 及李宏毅和邹恒甫 (1998) 。

他们研究了在财政支出的职能单一时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这些理论为基础 ,本文试图

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 ,研究财政支出兼有生产性和消费性时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二、基本模型

我们认为政府财政支出 ( g)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为生产性支出 ( g1 ) ,用于改善全社会的生产效

率 ,进入总生产函数 ,例如社会生产需要政府提供法律、秩序等公共服务 ;另一部分直接提高居民的

福利水平 ( g2 ) ,进入代表性个人的效用函数 ,如政府在公共消费、教育等方面的支出。我们借鉴

Barro (1990)的方法 ,选择如下总生产函数 :

y = Ak
α

g
1-α
1 l

1-α ,0 < α < 1 (1)

　　(1)式中 A 代表技术参数 , k 和 l 分别是资本和劳动的总存量。假定经济中只有一种商品 ,它

既可用于消费也可用于投资 ,其价格标准化为 1。本生产函数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纳入了政府支出

g1 ,从而给予了政府一定的生产性职能。

假定政府以资本税 (税率为τ)为公共支出筹资 ,而且在任何时刻其预算都是平衡的。因此 ,

g = t = τ·k (2)

　　这里我们与 Alesina 和 Rodrik (1994)一样 ,对资本采用最广泛的定义 ,它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

本和所有的专利技术。因此 ,资本税可以看成是对所有可积累的资源 (包括人力资本) 征税。对原

始劳动力 (未作任何人力资本投资)的收入不征税。我们假定政府的生产性支出比例为β(0 <β<

1) ,因此政府的生产性支出为 g1 =βτk ,进入效用函数的政府支出为 g2 = (1 - β)τk。假定经济中的

劳动总量固定 ,并标准化为 1。将 (2)式代入 (1)式 ,生产函数变为

y = Ak (βτ) 1-α (3)

　　设要素市场是充分竞争的 ,因此 ,工资率和资本收益率由各自的边际生产率决定 ,即

r =
5 y
5 k

= αA (βτ) 1-α ≡ r (τ) (4)

w =
5 y
5 l

= (1 - α) A (βτ) 1-α
k ≡ω(τ) k (5)

　　注意 (4)式为先对 (1)式求偏导 ,然后将 g1 =βτk 代入求得。资本的边际生产率 r 独立于资本

存量 ,因此模型将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减的可能性排除在外。drΠdτ=α(1 - α)β1 - α
Aτ- α > 0 ; dwΠdτ=

(1 - α) 2β1 - α
Aτ- α

k > 0 ,因此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都是资本税率τ的增函数。这

是因为对于任何资本存量 k ,较高的税率τ增加了政府的生产性支出 g1 ,提高了总产出 y ,从而相

应增加了资本和劳动的收入。扣除税收后 ,资本和劳动的总收入分别为

yk = [ r (τ) - τ] ·k (6)

yl = ω(τ) kl = ω(τ) k (7)

　　在这里 ,总收入约束是满足的 ,即

yk + yl + g = [ r (τ) - τ] ·k + ω(τ) k +τk = αAk (βτ) 1-α
+ (1 - α) Ak (βτ) 1-α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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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均衡时的增长率及其与税率的关系

我们首先研究模型的经济均衡。所谓经济均衡 ,即在给定的税率τ下 ,经济中所有个人的消

费、投资决策都是最优的。由于每个人的未经训练的劳动力都是一样的 (如每天 24 小时) ,我们认

为个人除了在初始资本方面有差异外其余均相同。因此个人的特征完全可由其资本份额来描述 :

σi =
ki

k
(8)

上式中 , ki 为个人 i 的资本 , k 为总资本。由于个人收入都来自资本和劳动 ,由 (6)式、(7)式可知 :

yi = ω(τ) k�l + [ r (τ) - τ] ·ki (9)

上式中 �l 是个人的劳动份额 ,每个人的劳动份额均相同。由 (9)式可知 ,收入水平 yi 完全由财富分

配指标σi 和社会初始资本存量决定。我们的模型中财富分配与收入分配直接相关 ,因此本文对财

富分配与收入分配不加区别。

个人的资本积累行为满足 :

dki

dt
= ω(τ) k�l + [ r (τ) - τ] ·ki - ci (10)

　　假定个人 i 具有对数效用函数 ,注意政府支出 g2 进入了效用函数 :

Ui =∫
∞

0
[ ln ci + ln g2 ] e

-ρt
dt (11)

其中 ci 为消费 ,ρ> 0 为贴现率。个人视 r、k 和τ为既定 ,在 (10) 式约束下最大化效用函数 (11) 。

这是一个无限期自治型动态优化问题。令

H = ln ci + ln g2 + λ{ω(τ) k�l + [ r (τ) - τ] ·ki - ci } (12)

　　这一动态优化问题的解满足 :

5 H
5 ci

= 0 (13)

dλ
dt

= ρλ -
5 H
5 ki

(14)

由 (13)式可得λ=
1
ci

,所以

dλ
dt

= -
1
c

2
i

dci

dt
(15)

将 (15)式代入 (14)式可得个人 i 的最优消费增长率为

ĉ
i = r (τ) - τ - ρ (16)

这里 ĉ 表示消费的增长率 ,即 ĉ = dln cΠdt ,以下 k̂ 也如此定义。由 (16) 式可知 ,在最优路径上个人

i 的消费增长率与反映个人特征的变量σi 和 ki 无关。因此 ,经济中任何人的最优消费增长率 ,从而

资本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都相同 :

γ = k̂
i

= ĉ
i

= r (τ) - τ - ρ (17)

　　这说明个人的资本份额σi 不随时间变化 ,即收入分配格局是稳定的。因此 ,起决定作用的投

票人及其资本份额是固定的 ,由政治均衡决定的实际税率τ也不随时间变化。

增长率的上述结论对任何时间可分离的 (time2separable) 等弹性 (isoelastic) 效用函数都成立 ,这

类效用函数使得最优增长率与带个人特征的变量σi 和 ki 无关 ,从而收入分配格局不随时间变化。

这一性质对大多数收入分配的政治经济模型极为重要 ,若不然 ,决定税率的投票过程将会十分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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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 ,因为随着时间的演化 ,每期起决定作用的投票人可能不同 ,这就会导致投票人间复杂的动态博

弈。这也说明多数政治经济理论的基本假定排除了收入分配格局的动态变化 ,从而只研究了从收

入分配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影响机制。

由 (17)式可计算出税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

5γ
5τ = α(1 - α)β1-α

Aτ-α - 1 (18)

因此 :

当τ < [α(1 - α)β1-α
A ]

1Πα 时 ,
5γ
5τ > 0 ;当τ > [α(1 - α)β1-α

A ]
1Πα 时 ,

5γ
5τ < 0 (19)

　　(19)式表明 ,资本的税后收益率越高 ,则经济的增长率越高。资本税率与经济增长率间的关系

是非线性的 :在税率较低时 ,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居于主导地位 ,资本的税后收益率随

资本税率τ的增加而增加 ,经济增长率也随τ的增加而增加 ;在税率较高时 ,资本税对资本积累的

负面影响居主导地位 ,资本的税后收益率τ随资本税率的增加而下降 ,经济增长率也随τ的增加

而下降。因此 ,经济增长率γ与资本税率τ呈倒 U 型关系 :随τ的增加 ,经济增长率先升后降。使

增长率最大的税率为

τ3
= [α(1 - α)β1-α

A ]
1Πα (20)

上式中 ,τ3 由模型的参数决定 ,也不随时间变化。

四、政治均衡时收入分配与税率的关系

在得出了税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后 ,我们遵循收入分配政治经济理论的基本思路 ,进一步讨论

收入分配不平等与实际税率的关系。

我们先研究个人 i 的优化问题 ,计算出其偏好的最优税率。假定经济中初始总资本为 k (0) ,

根据 (8)式对σi 的定义 ,个人 i 的初始资本为 ki (0) =σi k (0) 。据此我们可以求出在任意时刻 t 个

人 i 的消费和储蓄行为 :

ki ( t) = ki (0) e
[ r(τ) -τ-ρ] t

= σi k (0) e
[ r(τ) -τ-ρ] t (21)

　　由 (17)式可得 :

dki

dt
= [ r (τ) - τ - ρ] ki (22)

将 (22)式代入约束条件 (10)式可得 :

ci = ω(τ) k�l + [ r (τ) - τ] ·ki - [ r (τ) - τ - ρ] ki

因此 :

ci ( t) =
w�l
σi

+ρσi k (0) e
[ r(τ) -τ-ρ] t (23)

(21)式、(23)式表示在税率τ下个人 i 的最优消费与积累路径。将 (21) 式、(23) 式代入个人 i 的效

用函数 (11) : Ui =∫
∞

0
ln

ω�l
σi

+ρσi k (0) e
[ r(τ) -τ-ρ] t

+ ln[ (1 - β) ]τk (0) e
[ r(τ) -τ-ρ] t

e
-ρt

dt

　　计算这一定积分 ,我们可以得到个人的贴现效用 :

Ui =
1
ρ ln

ω�l
σi

+ρ + ln k (0) +
lnτ
ρ + 2

r - τ - ρ
ρ2 +

ln (1 - β)
ρ +

ln k (0)
ρ (24)

　　如果由个人 i 决定税率 ,其将选择最大化 (24)式的τi ,即个人 i 偏好的税率τi 及其资本份额σi

满足 (24)式的一阶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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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ρ

ω�l
σi

+ρ
- 1

w′�l
σi

+ 2
r′- 1
ρ2 +

1
ρτi

= 0 (25)

(25)式中 r′= drΠdτi =α(1 - α)β1 - α
Aτ- α

i ,ω = ω(τi ) = (1 - α) A (βτi ) 1 - α
, w′= dωΠdτi = (1 -

α) 2β1 - α
Aτ- α

i 。隐函数 (25)确定了个人 i 偏好的税率τi 与其资本份额σi 的函数关系。我们的最终

目标是根据这一隐函数讨论个人资本份额σi 变化时其偏好的税率τi 如何变化。在 (25) 式两边对

σi 求导 ,可得 dτiΠdσi 的表达式 :

dτi

dσi
=

-
ω′�l

B
2σ2

1
ρB

2

ω′2 �l2

σ2
i

-
�lBω″
σi

-
2 r″
ρ2 +

1
ρτ2

(26)

其中 B =ρ+ (ω�lΠσi ) 。由于ω′= (1 - α) 2β1 - α
Aτ- α

i > 0 ,ω″= - α(1 - α) 2β1 - α
Aτ- 1 - α

i < 0 , r″= - α2 (1

- α)β1 - α
Aτ- 1 - α

i < 0 ,因此 dτiΠdσi 小于 0 ,也就是说 ,个人的财富份额越高 ,其偏好的税率越低。

五、结论

在收入分配的政治经济模型中 , dτiΠdσi 呈现出一致的正号或负号相当重要 ,因为它决定投票

人的偏好是否是单峰值的 ,从而决定少数服从多数决策规则下的中间投票人定理是否成立。如果

dτiΠdσi 呈现出一致的符号 ,则中间投票人定理成立。由于在我们的模型中个人的特征完全取决于

其初始的财富 (资本)状况σi ,中间投票人的初始资本为经济中资本份额的中位数σm ,经济中税率

就是中间投票人σm 所偏好的税率τm 。与基尼系数类似 ,σm 也是对经济中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

一个度量指标。σm 越低说明经济中较穷的 50 %人口的资本份额越低 ,收入分配就越不平等。这

样 ,收入分配通过σm 影响经济中的实际税率 ,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具体地说 ,在本模型中由于 dτiΠdσi 小于 0 ,中间人的财富份额σm 越低 ,其偏好的税率越高 ,由

于在政治均衡时社会的税率由中间人的偏好确定 ,因此全社会的税率也就越高。结合上节中经济

均衡时增长率与税率的关系 ,我们可以得出模型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主要结论 :收入分配越

不平等 ,中间投票人的资本份额σm 越小 ,其偏好的税率τm 就越高。在τm 小于τ3 = [α(1 - α)β1 - α

A ]
1Πα时 ,经济增长率是税率的增函数 ,从而收入分配越不平等 ,经济增长越快 ;当τm 大于τ3

= [α

(1 - α)β1 - α
A ]

1Πα时 ,经济增长率是税率的减函数 ,从而收入分配越不平等 ,经济增长越慢。

这样 ,我们的模型在一定程度上为 Kuznets 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倒U 型关系的假说

提供了理论依据 :若初始状态为低水平的平均主义经济 ,初始σm 较大从而τm 较小 ,此时的τm 很可

能小于τ3
,若政府实施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收入分配政策 ,经济增长会加快 ;随着经济的发

展 ,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大 ,中间人偏好的税率τm 很可能越过τ3
,此时收入分配不平等开始妨碍经

济增长。当然 ,在我们的模型中未来经济发展依赖于经济的初始状态。如果初始时经济处于很不

平等的贫困状态 ,税率较高 ,此时扩大不平等的政策反而会带来更高的税率和更低的经济增长。

我们的模型综合了收入分配的政治经济文献的主要结论。Alesina 和 Rodrikc (1994) 使用一个

劳动和资本作为基本生产要素的内生增长模型 ,研究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他们的模型

中 ,财政完全是生产性的 ,财政支出全部进入生产函数。其模型的结论是 dτmΠdσm > 0 (Alesina 和

Rodrik 定义的收入分配指标σm 与本文刚好相反 ,其σm 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 ,因此他们的结论

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妨碍经济增长。Persson 和 Tabellini (1994)运用一个 OLG模型研究了在财政纯粹

进行再分配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的模型中收入分配格局取决于个人能力的

差异 ,后者服从一个稳定的分布。他们发现在经济均衡时 ,税率越高 (即国民收入中财政再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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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越大)经济增长率越低 ;而在政治均衡时 ,个人能力的差异越大 (收入分配越不平等) 则税率越

高 ,因此他们也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有害。李宏毅和邹恒甫 (1998) 建立了一个财政支

出全部进入代表性个人的效用函数的政治经济模型 ,他们的结论是 :在 CES 效用函数的θ参数的

正常范围内 (Hall ,1988) ,在经验分析中一般有θ∈[1 ,10 ] , dτmΠdσm > 0 (李宏毅和邹恒甫定义的σm

越小 ,收入分配越不平等) 。在这种情况下 ,收入分配越不平等 ,经济增长反而越快。

当然 ,我们的结论对效用函数的形式较敏感 ,若选择 CES 效用函数 , dτiΠdσi 的符号变得不确

定 ,个人的偏好不是单峰值的 ,少数服从多数决策规则下的中间投票人定理就会失效。在这种情况

下 ,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机制的解释能力可能下降 ,我们有必要寻求其他的理论。①

①　若即时效用函数为
c1 - σ

i - 1
1 - θ + ln g2 , (25)式变为

θ[σik (0) ]1-θ

ρ- ( r - τi) (1 - θ)
�l
σi

ω′-
( r′- 1) (1 - θ)

θ
ω�l
σi

+
ρ- ( r - τi) (1 - θ)

θ

-θ

+
θ[σik (0) ]1-θ( r′- 1)

[ρ- ( r - τi) (1 - θ) ]2
ω�l
σi

+
ρ- ( r - τi) (1 - θ)

θ

1-θ

+
1

ρτi
+

r′- 1
ρ2θ

= 0

　　这一隐函数确定的τi 和σi 的关系十分复杂 ,随着模型的参数不同 , dτiΠdσi 可以大于 0 ,小于 0 ,或者符号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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