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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D要!本文在梳理报酬递增理论发展线索的基础上#总结了近些年探讨报酬递增源泉的

理论方面新进展#从中概括出报酬递增理论发展的特点% 同时立足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为

中国增长过程中步入报酬递增的良性运行机制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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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中国经历了 G" 多年连续高速增长!成就了

(中国奇迹)!由此也引发了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

奇迹的探讨!大家试图找寻成就中国奇迹的独特

增长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源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

过程中实现了报酬递增增长机制!但是中国经济

增长过程中这种报酬递增增长机制并不是常态!

非报酬递增的现象仍普遍存在" 为了实现中国经

济未来持续的发展!必要的选择是将非报酬递增

的增长模式转化为报酬递增的模式" 因而对中国

经济发展中报酬递增源泉的研究与探讨!不但可

以明确实现报酬递增机制的基本逻辑!而且有利

于在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充分发挥知识&

技术等要素的重要作用以及加强提高对分工和专

业化水平的认识!从而使得非报酬递增机制成功

向报酬递增机制转化" 本文在梳理报酬递增理论

发展线索的基础上!总结了近年西方经济学报酬

递增理论的新进展!从中概括出报酬递增理论发

展的特点!以期为中国未来的经济持续发展提供

一些有意义的建议"

一$报酬递增理论发展线索

循着规模报酬递增理论开创者---斯密的道

路!作为新古典集大成者马歇尔是在新古典均衡

的框架之中用外部经济来处理解释报酬递增机

理!而杨格却继承了斯密的分工思想!运用分工与

迂回生产等概念解释了规模报酬的机理" 杨格和

马歇尔关于报酬递增的思想对后人影响很大!自

此在报酬递增理论的发展上形成了两条不同的思

路" 一条是仍沿用经修正过的新古典主义方法!

把外部经济纳入不完全竞争的均衡框架之中!如

以 &((+Q&e+]7(和 [,8.<为代表的 (新增长理

论)#另一条思路是以杨格为代表!主要从分工和

迂回生产过程来解释报酬递增的源泉"

在(新增长理论)中!最早用外部性来解释经

济增长的是&((+Q$#HI!%的(干中学)模型#e+]7(

$#H%I%沿着 &((+Q$#HI!%的思路!将知识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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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投资的一个副产品!以此来考察报酬递增与

内生增长的关系#[,8.<$#H%%%模型所说明的外部

性是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 人力资本具有内部效

应!即影响他自己的生产率#同时人力资本又具有

外部效应!这种外部效应对所有要素的生产率都

有贡献" 人力资本的这两种效应使得物质生产部

门在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作用下呈现报酬递增的

性质" 而e+]7($#HH"%是对 e+]7($#H%I%和 [,M

8.<$#H%%%模型的一个综合!他将知识分为两类!

一是人力资本!这是一项(竞争性产品)#二是技

术!它是(非竞争性产品)" 人力资本的竞争性意

味着个人投资于人力资本能获得垄断租金!技术

的非竞争性意味着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 知识的

这两个特征意味着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有两个'

专业化$产品种类数增加%以及知识和技术的溢

出效应"

以&((+Q$#HI!%&e+]7($#H%I!#HH"%和[,8.<

$#H%%%模型为代表新增长模型!说明(干中学)和

知识或人力资本外溢产生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

且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

在报酬递增理论发展的思路上! +̂,-3将研

究视角切入到分工和规模报酬之间关系上来!

+̂,-3的核心思想---报酬递增的实现依赖于劳

动分工的演进"

其实在新增长理论中!e+]7($#HH"%的一个

思想就是复兴斯密关于分工的一层定义!分工经

济是一种多样化经济!认为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

是专业化即产品种类数的增加" 其实在更早前

e+]7($#H%L%就阐述了这思想!采用了不完全竞

争模型!UM@ 形式的生产函数使最终产品的生产

与中间产品的多样化呈递增关系!从而把专业化

与报酬递增联系起来" 以后b(+<<].-和d7/'].-

$#HH#%&;.((+和 @./.M_MV.(?5-$#HHN%考察了消费

品品种增加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对

e+]7(专业化与报酬递增理论的重要补充"

而以 .̂-3为代表的新兴古典增长理论却复

兴了斯密关于分工第二层含义!分工经济是一种

专业化经济" .̂-3和;+(/.-:$#HH#%& .̂-3和E3

$#HHG%& .̂-3$!"""%的模型内生了个人专业化水

平!证明了 +̂,-3的(渐进的分工是报酬递增的

保证)思想!认为分工是专业化程度提高的过程!

报酬递增归于专业化分工!分工对于报酬递增的

意义在于(熟能生巧)效应"

总结来看!复兴斯密的分工理论!沿袭 +̂,-3

的分工与报酬递增关系的分析!不论是以 e+]7(

还是以 .̂-3为代表的两种思路!实际上都在强调

研发&创新以及技术进步对报酬递增的意义!只是

技术进步的来源方式不同!但实质都是专业化分

工的结果"

除了传统的思路!新近的 &(?2,(对报酬递增

的深入研究影响广泛!他对报酬递增的非线性特

征和路径依赖特征运用概率理论进行了数学处

理!认为支撑经济系统的规则是报酬递增而非报

酬递减" 在报酬递增存在的情况下!经济系统显

示出多重均衡!即报酬递增能够导致多种可能的

结果!具体哪一种结果能够被选中!与历史上一系

列偶然的随机事件有关" 由随机事件影响选中的

某种结果!并不一定是最优的!但是一旦选中这种

均衡!经济就会步入这种路径并被锁定在这个路

径之上!同时并因报酬递增的正反馈效应!使这种

结果被放大!即优等更优&劣等更劣" 于是关于穷

国更穷&富国更富的经济增长差异性由此可以得

到某种解释"

二$西方经济学报酬递增理论的新

进展

近年西方经济学报酬递增越来越引起关注!

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 数十年来主流经济学

家运用大量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规模报酬递增现象

的存在" U.>5<和 S75-<?75- $#HHH%通过估计 #G

个FA1U国家的支出变化与产出变化之间的关系

来检验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 他们估计出

来的产出需求弹性为 #)I!因此推断出存在明显

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 c.,/和 @5737/$#HHH%使用

了 #HLH-#H%H 年美国工业面板数据!证实了美国

工业生产普遍存在着规模经济效应" d7.: 和

e57<$!""#%利用美国和加拿大的总量数据对

k(,3].-$#H%"%的规模收益递增模型进行实证检

验的结果也表明!从整体看!这两个国家的生产活

动具有较为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

关于报酬递增的源泉!可以归于'劳动分工&

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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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经济思想和知

识&经济制度&经济组织和恢复经济均衡等八类原

因$舒尔茨!!""#!第 % 页%" 而对报酬递增源泉

的研究一直还是沿袭着传统的思路!新近的研究

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报酬递增的源泉+++外部性

在新近的文献中!首先众多的研究认为知识&

elU&人力资本&干中学以及学校教育等的溢出效

应导致报酬递增的形成" 石涛&陶爱萍$!""L%认

为基本生产要素的两大类别---有形生产要素和

无形生产要素在总生产要素中的相对比重的变化

直接决定了报酬变化的方向!在有形生产要素占

主导地位的条件下!报酬递增作为一种特殊性往

往被淹没在具有普遍性的报酬递减规律之中#随

着无形要素在总生产要素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报

酬递增规律也从一个或某几个领域向其他众多的

领域延伸!普遍性凸显!而知识&网络&信誉等就是

此类无形的生产要素" 现阶段关于报酬递增源泉

的探讨!仍脱离不了外部性这一基本框架!只是采

用的方法或是数据较为新颖!但主要还是从知识&

研究与开发&人力资本&干中学等几大类的外部溢

出效应来阐述报酬递增机制的形成"

源于知识" A.<?7(/9和[7>5-7$!""#%指出!知

识外部性会从三方面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出

现" 并且由于存在知识溢出的现象!所以新知识

实际上会提高整个社会中现有知识和机器设备的

生产率" 纪玉山&江中蛟$!"""%认为知识经济条

件下收益递增的来源主要是五个方面'创新效应&

学习效应&连带外部效应&网络经济效应以及范围

经济性和联结经济性"

源于研究与开发" ;7(-<?75和 E.:5(5$#HH#%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研发活动的外部性是非常明

显的!研发投资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也会非常明

显#O+<?7(和e+<7-aQ753$#HHI%指出!学校教育会

使一个社会在采用新的生产率更高的技术时获得

递增的规模收益"

源于人力资本投资" 谌洁$!""%%认为具有

专业研发能力和企业家精神的人力资本能够促进

社会生产力发展从而具有报酬递增的性质" 丁栋

虹$!""#%认为异质性人力资本微观经济的新生

产函数与宏观经济的非均衡性的互动作用中! 实

现了报酬递增! 从而导致了经济增长的加速

趋势"

源于 (干 中 学 ) 和 学 习 能 力" F/5>75(.&

*.9]7K(和 [7]+<采用 B&e模型对巴西 #HLI-

!""" 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报酬递增的

源泉在于劳动力的学习能力!(干中学)对报酬递

增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二#报酬递增的源泉+++分工与专业化

新近更多的文献!认为报酬递增的实质还是

分工演进!分工演进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是报酬

递增的源泉"

第一类文献建立在梳理报酬递增理论发展的

线索上" 高帆$!""!%梳理了从斯密以来三条报

酬递增理论的发展线索!认为规模报酬递增的机

制在于以分工组织为起点&内生着外部经济&人力

资本&技术创新和市场垄断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这种机制表明存在着消极和积极两个方向的

报酬递增" 邓翔$!""G%对劳动分工与报酬递增

的理论进行了回顾!强调了收益递增与劳动分工

理论的重要作用" @,-$!""N%回顾了从五世纪到

二战的劳动分工理论!认为杨格的分工理论才是

报酬递增的原因" 周健生&陶爱萍$!""H%认为曾

经报酬递增只是作为一种特殊现象被研究!他们

在对分工与报酬递增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

指出'报酬递增作用的领域和范围随着分工的演

进和深化不断拓展!知识经济社会由于分工制约

因素对分工演进的束缚或缓解或不复存在!报酬

递增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报酬递增正逐渐成为

经济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而非特例"

第二类文献是通过运用分工演进的原理来解

释报酬递增的源泉" @5]'<+-$!"""%论述到劳动

分工和专业化过程本身就是不断发现知识&使用

知识&更新知识和扩散知识的市场过程" 经济增

长和经济发展是劳动分工演进过程!而劳动分工

演进是通过试验各种劳动分工模式而获得的组织

信息和个人有关试验模式的动态决策之间的相互

作用决定的!是互动和相互作用过程中企业家不

断学习和试错的结果" 这一过程中规模收益递增

的源泉!包括了生产过程迂回程度的提高&新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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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以及组织的不断改进" 李涛$!""#%认为

当下兴起的(新经济)源于全球化的国际分工!而

这种分工深化的演进带来了报酬递增!且较高的

人力资本水平和持续创新能力将促进这种分工的

进一步发展!以至于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的国

家能够持续享受这种分工带来的收益递增" 李斌

$!""G%构建了一个拓展斯密定理的框架考察中

国经济增长!认为报酬递增的根源在于分工的自

发演进" 陆铭等$!""$!!""L%认为高技术产业是

报酬递增的!同时将分工与报酬递增相联系" 董

林辉&段文斌$!""I%认为技术进步源于劳动分

工!分工具有自发演进的正反馈机制!其中交易效

率决定分工演进的速度#另外!技术进步能够导致

规模报酬递增!所以归根结底分工的演进才是报

酬递增的决定性因素" 夏荣坡$!""%%认为分工

演进最为基本的原因就在于技术进步!而正是这

种分工演进不断持续!劳动生产率在不断提升!规

模报酬是持续递增的" 因为每一个新的递增周期

都比上一个周期的劳动生产率更高'这既体现在

每一个效率顶点都高于前一个效率顶点!又体现

在每一个技术创新临界点都高于前一个技术创新

临界点" 正是通过不断提升效率顶点和技术创新

临界点实现了分工的不断深化和产业结构的不断

升级!并最终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这就是分工

演进导致的规模报酬递增机制的基本内涵"

"三#报酬递增的源泉+++分工与外部性

除了上文总结的关于报酬递增源泉的两类文

章!新近研究出现可喜的进展" 某些文献试图将

研究报酬递增源泉传统的两条思路演进进行整

合!同时强调分工与知识等外溢效应对报酬递增

的共同影响作用"

&:7<和b/.7<7($#HHH%选取数据检验了 #H 世

纪的美国和 !" 世纪的欠发达国家!其报酬递增的

实现在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分工的深化" 通过美

国数据的实证结果可以得出!报酬递增理论是建

立在累计总需求基础上的 $V,('29! @2/7507(和

B5<2-9!#H%H%!同时强调分工和专业化的重要性

$;78W7(和 V,('29! #HHG %" [5<+& O5/.?(7//.和

S7.>7($!""#%将(干中学)和劳动分工引入仅有

劳动唯一一个投入要素的生产函数!关注的也仅

是(劳动)这一因素对规模报酬的影响作用!通过

数据校准得出产生报酬递增的原因在于细化的劳

动分工以及个人和集体所具有的(干中学)能力"

王廷惠$!""N%认为专业化和收益递增现象与知

识的发现&利用和扩散有着密切联系" 邓强

$!""H%从报酬递增理论演进来看!分工&专业化

演进是报酬递增的源泉!而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报

酬递增的含义本质上是适应分工&专业化趋势!以

及人的知识&技能的积累和实现"

三$西方经济学报酬递增理论的评价

及其启示

"一#西方经济学报酬递增理论的评价

通过对以上报酬递增源泉文献的分类梳理!

总结出报酬递增源泉研究的新进展具有以下

特点'

#)试图将报酬递增源泉的两条传统思路进行

整合" 报酬递增源泉传统的两条思路'外部性与

分工!新近诸多的文献还是沿袭了传统!分别试图

从这两个方面来研究报酬递增的形成机制" 但是

新近出现的文献在尝试磨平两者的鸿沟!将知识

等外溢效应与分工专业化整合在一个框架中来阐

述报酬递增的形成机制!同时强调知识积累&人力

资本投资和分工专业化的重要性"

!)对以中国为代表转轨国家的研究!摒弃曾

经报酬不变的假设!将视角转向对经济中报酬递

增的研究" 传统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研究很多文献

都建立在报酬不变的假设前提下!但近些年对我

国经济增长或是某些行业的研究已将视角放到报

酬递增上来!研究报酬递增的形成机制以及如何

实现内生增长这一重要问题" 例如!徐瑛&杨开忠

$!""L%运用中国 G" 个省区 #HL%-!""# 期间的面

板数据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中规模报酬变化的时

间变动特征!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中国经济增长

的驱动机制已经转向由规模报酬驱动的内生增长

过程!并且呈现出不断自我加强的特点" 王军辉

$!""%%在一般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基础上对规

模报酬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对我国自 #HL%-!""$

年的规模报酬进行了检验!并且采用 c.-7/U.?.

模型检验了 N 个 FA1U国家的规模报酬问题!得

出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不适合分析现代经济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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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论!报酬递增机制普遍存在于经济增长过程

中" 另外!刘金山$!""L%在综述我国农业增长

(剩余之谜)研究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农业是存在

报酬递增的!而我国农业报酬递增的源泉是市场

深化&专业化分工&资本异质性!但中国农业中逆

报酬递增的现象仍是普遍存在着" 吕冰洋&于永

达$!""H%研究认为中国工业资本积累处于收益

递增时期!而从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看!技术进步&

人力资本增长&制度变迁&政府服务的外溢效应&

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等因素成为工业部门规模收益

递增的源泉" 此类针对中国经济报酬递增机制以

及内生增长等问题的研究!对我们实现经济发展

方式的转型有至关重要的启示作用"

"二#西方经济学报酬递增理论的启示

中国作为典型的转型国家!已实现了多年高

速的增长!而如何保持这种持续的增长!是普遍关

注的问题" 中国经济未来要实现长远的发展!必

然的选择由现存的非报酬递增的增长机制向报酬

递增的机制转化!从而步入报酬递增的良性运行

机制" 通过以上对近些年西方经济学报酬递增理

论的新发展的总结和评价!可以给我们带来一定

的启示'

#)进入后改革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要注重分

工演进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经济的长期增长离

不开报酬递增!报酬递增理论说明分工演进是经

济增长的发动机!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收益递

增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内在持久的机制!因此基

于专业化分工之上的报酬递增是实现国家跨越式

赶超战略的可供选择的路径之一" 在中国已经进

入后改革时代的局势下!中国将应进一步打破地

区&市场分割和地区间的贸易封锁!通过利用比较

优势在区域和产业间进行合理分工!在各领域不

断提高分工与专业化水平!使经济增长立足于分

工不断演进所带来的报酬递增的根基上!从而实

现经济长期增长和跨越式发展"

!)在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要

注重知识积累&人力资本投资" 知识积累&人力资

本形成是报酬递增良性运行的直接动因" 首先!

在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当今世界知识成为主要

的生产要素!知识创新成为经济增长中最直接的

推动力量" 要使得经济步入良性的报酬递增运行

机制!我们必须强化对创新知识的保护与尊重以

及促进研究与开发等活动的发展!为知识创新提

供动力和支持#其次!为了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在战略的高度着眼于长期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提

高国民的能力素质" 企业应该营造人才成长的环

境!加强企业人才技术和管理创新能力的培养"

政府必须加大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方面的

改革!为国民素质的提高提供保障机制"

G)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要跳出

(路径锁定)和恶性循环!从而实现良性的增长"

阿瑟对现实世界正反馈系统的理论研究告诉我

们!以报酬递增为基础的经济世界遵循着正反馈

原理" 报酬递增并不必然导致经济进步!也不一

定产生传统经济学所谓的(最优境界)!在一定的

条件下!它有可能锁定于劣等的路径上" 假设只

有最优和劣等两种解!一方面!初始条件可能使劣

等解通过正反馈而(锁定)# 另一方面!即使最初

最优解的可能性超过了劣等解!但演化进程中的

偶然事件可能将使之逆转!正反馈最终使系统锁

定于劣等解的状态中" 当前一些发展中国家!都

是被这种正反馈机制锁定在了贫困状态!且这种

贫困状态不断往复!跳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所以

此类国家和地区必须通过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来

跳出(路径锁定)的循环!实现良性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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