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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是世界经济学中两个重要的话题。早期的理论研究认为收入分配不平 

等有利于经济增长，而近代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文章综述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 

问题的早期理论成果，对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有关收入分配对增长影响的理论的最新发展进行了详细 

的综述，并对其作用机制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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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问题的起缘 

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是经济学中两个古老而重要 

的命题，的关系早在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理论为典 

型代表的时代两者就联系了起来。在 20世纪 8O年代 

中期以前 ，有关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大都 

围绕库兹涅茨倒 u型假设展开，经济发展(增长)作为 

起因，收入分配的格局是结果 ，而就收入分配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则相对较少涉及。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 

学从微观角度对收人分配进行分析，同时也研究了经 

济增长问题，但没有将两者联系起来 ，考虑收人分配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主要从宏观经济 

发展角度对收入分配的决定 ，以及收入分配对宏观经 

济运行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研究了利息、工资的决定和 

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但同样未就收入分配对经 

济增长作系统地分析。 

真正着眼于收人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探讨起 

源于新剑桥学派的研究。新剑桥学派收人分配理论的 

最大特点是对分配关系进行动态分析，把收人分配理 

论与经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并且着重从收入分配对 

资本形成的影响，收人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 

析，使收人分配摆脱了单纯的定价与收入分配就是产 

品划分 的范 畴。代 表人 物卡 尔 多 (1956)、罗 宾逊 

(1956)等在增长模型中引入收人分配，首次地将收人 

行了系统分析。 

卡尔多假设富人的边际储蓄倾向比穷人高，而不 

平等将促进财富向边际储蓄高的富人积累，而富人的 

储畜倾向较高，那么当 GDP增长率与国民收入用于储 

蓄的比率(即储蓄率)正相关时，不平等将促进经济增 

长。Stiglitsz(1969)̈ 使用一个线性 的储蓄函数，利用 

Solow模型将这一观点正式化。Bourguignon(1981) 的 

研究更进一步，他使用了一个非线性的储蓄函数说明 

总产出依赖于初始分配，同时初始分配的不平等将促 

进总产出的增长。因此，传统有关收入分配对经济增 

长影响的理论认为：不平等促进经济增长。 

早期有关不平等与增长的关系研究都是建立在古 

典或者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之上，受增长理论本身 

的困惑，不平等对增长的影响的研究没能吸引更多的 

学者去参与。直到 8O年代中期新增长理论的出现，该 

问题的讨论才重新活跃起来。 

1986年，RomerL3 在《政治经济学杂志》(美)发表著 

名论文《收益增长与长期增长》中，首先把技术进步视 

为经济的内生变量和知识积累的结果，提出了一个与 

收益递减的传统增长模型不同的收益递增型的增长模 

型，强调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这时起，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得以应用。其后 ， caS(1988) 分 

析了内生增长的机制，Grossman(1991) 等人将 R&D 

活动内生化，杨小凯(1991) 在增长模型中引入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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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进和交易成本相结合的思想 ，从而在这个方面对 

Romer和 I~cas的内生增长思想加以发展，形成目前最 

为活跃的经济学热门领域即新经济增长理论。 

随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增长机制 日渐明 

确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内生因素联系在一 

起。近来西方学者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扩展 ，引入了 

收入分配如何影响增长方式选择，重点研究了“公平 、 

效率、增长”、“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是否不利于经济增 

长”、“何种收入分配原则更有利于经济增长”等问题。 

2 收人分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分析 

文献表明，近代关于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作用的 

机制研究 ，主要从 3个方面的方面去考察，即内生财政 

政策(Endogenous Fiscal policy)，信用市场不完善与教育 

投 资 (Cedit Market Imperfection and Investment in 

Eduction)，社会政治不稳定(Sociapolitical Unrest)。 

2．1 内生财政政策 

在财政政策途径中，首先在经济机制方面，政府支 

出(公共投资，由资本向劳动力的再分配或政府的转移 

支付)靠税收来平衡预算。当政府支出增加，即占GNP 

比例提高时，伴随而来的税收增加会减少由私人投资 

者所获得的资本的税后边际产出，这会降低投资和储 

蓄率，从而降低经济增长。在政治机制方面，政府和税 

收水平是选民投票的结果 ，而收入是选民投票的决定 

因素。由于穷人的收入较少 ，在高税收时其纳税额并 

不一定很高；相反，由于富人的收入很高，故在高税收 

时其纳税额也一定很高，这样在高税收时穷人通过政 

府再分配所得到的收益将会更多。因此，穷人选民倾 

向于支持高税收的决策者 ，而反对低税收的决策者。 

在一个收入不均等的社会里，由于穷人很多，选民中的 

大多数会投高税收决策者的票，而高税收会阻碍投资， 

从而阻碍经济增长。 

Alesina和 Rodkik(1994)n 在 Barro(1993) 。 的基础 

上建立了一个考虑公共投资的内生增长模型。主要的 

分配变量是劳动和资本禀赋的相对份额，二者之间的 

差异决定了分配的差异，从而确立了收入分配对经济 

增长的作用机制。经济机制方面，假设公共投资是通 

过对资本收入征税来平衡预算，那么，为增加公共投资 

增税会减少资本投资的税后收入，这会降低投资率，从 

而降低经济增长率；政治机制方面，个体总收人中资本 

收入比例越高，个体为得到公共投资收益的代价就越 

高，从而个人愿意付出的税率越低。根据“中位数投票 

人”定理，当选民针对税率投票时，在资源分配上处于 

中位数的选民所选择的税收水平将成为最终的税收水 

平。经济与政治相结合，资本收入占中位数选民总收 

入的比例越高，投票所产生的税率越低，投资和增长率 

就越高；就收入分配而言，与平均收入的选民相比，中 

位数选民越穷，均衡税率就越高，增长率就越低。因 

此，不平等与增长是负相关的。 

当税收收入不用于公共投资而用于再分配，即对 

资本征税并直接分配给靠劳动获得收入的人时，中间 

选民的收入仍将对经济增长率产生影响。Persson和 

Tabellini(1993) 考虑了一个世代交叠的框架，从转移 

支付角度出发，建立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将对资本征 

税直接分配给靠劳动力获得收入的人，从而研究收入 

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机制方面，高税收会降 

低投资者可得到的税后边际产出，从而降低投资和增 

长；政治机制方面，资本收入对劳动收入的比例越高， 

为向靠劳动取得收入者进行再分配而对资本收入征税 

给个人带来的损失就越大。因此 ，投票所确定的税率 

同样与中间选民的资产与劳动比负相关，所以，中间选 

民的资产与劳动比率越高，由此而确定的税率越低，经 

济增长率越高。由此可推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负相 

关。Pemtti(1993)u刚假设政府转移支付是由富人向穷 

人再分配，建立了一个世代交叠的内生增长模型，分析 

了不同收入水平下，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决定。 

2．2 信用市场不完善与教育投资 

信用市场不完善即指个人能力信息不完全和货款 

发放手段不完善。个人对其在教育的投资基于未来的 

高回报。在信用市场完善的条件下 ，任何个人均可以 

为获得教育带来的未来收益而举债。信用市场不完善 

时，由于贷款规范的约束以及个人能力信息的不完全， 

个体将不能依据未来的收入而 自由的借款，其初始的 

资源分配对投资和经济增长将产生重要影响。一般认 

为 ，初始收入分配越平等，更多的个体将能对人力资源 

投资，因而经济增长也越高。 

当信用市场不完善时，个体的投资机会取决于个 

体的资产和收入水平。如果对教育的投资是需要固定 

成本的，收入低的家庭(或个体)将放弃或没有能力对 

高回报率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此时，加大资产的收入 

由高收入者与低收放者的再分配力度有助于提高人力 

资本的投资总量和平均生产率 ，通过这种机制，收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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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的减小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当人力资本投资抵 

消投资成本后的收益仍然较高时，此时对人力资本投 

资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中等收入者，收入差距的减少将 

使各中等收入者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减少，从而整体人 

力资本投资减少 ，因此不平等将促进经济增长。 

关于这一理论 开创性 研究 的是 Galor和 Zeira 

(1993) 作出的。Galor(1993)着重研究了借款约束 

(Borrowing Constraints)，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和全社会在 

人力资本的投资的相互关系。Gregorio(1994) 研究 

了在低消费水平、边际消费水平很高时，低收入者由于 

不能举债 ，将不会对教育投资，因此低收入家庭的后代 

与高收人家庭 的之间的财富差距将 由其初始状态而 

定 ，此时，收入差距的扩大将不利于人力资源的积累和 

经济增长。Aghion(1998) 在 AK模型中引入信用市 

场不完善的假定 ，通过研究再分配对增长的激励，从而 

得到 不 平 等 不 利 于 增 长 的 结 论。Galor和 Moav 

(~999) 分析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及其在 

经济增长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探讨 了收入差距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 

2．3 社会政治不稳定 

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一方面使大量低收入 

者在面对少数非常富有的人时，会对社会经济现状产 

生不满，要求进行重大社会变革，社会变革会带来政治 

体制的不稳定，这种不稳定也会导致法律和相关法规 

的短期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不平等促使低收入者去从事犯罪，暴力及其 

它破坏性活动，而这些活动本身不会创造生产力，相应 

地将威胁到对投资起决定作用的产权。因此，收入分 

配的不平等将导致社会政治的不稳定，威胁产权，使投 

资水平下降，生产力降低 ，从而对经济增长不利。同 

时，在短期内，政体性质(民主或专利)虽然不像政治社 

会不稳定那样对增长产生影响，但在政体 由专制向民 

主过渡阶段以及民主政体起步阶段，政体性质也将对 

经济增长产生严重影响，通常这些阶段的增长都是较 

低的。在这一领域作出贡献的学者有 Alesina和 perotti 

(1996) 副，Gupta(199o)口刮，他们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 

采用跨国数据对这一命题作实证的分析。 

2．4 收人分配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有关收入分配对增长影响 

的作用机制如下： 

I：路径(图 1) 

图 1 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机制示例 I 

结果 ：1)税收增长不利于经济增长； 

2)政府支出的再分配政策将使得平等不利 

于税收增加； 

3)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 

II路径(图 2) 

耋娶 蓄 f I配格局r_ 和政体选择f—◆f投资r_◆l增长l 
图2 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机制示例 Ⅱ 

结果：1)社会政治不稳定不利于投资和经济增长； 

2)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将导致社会政治不稳 

定加大； 

3)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 

III路径(图3) 

l收入分l影响1人力资l影响1人力资本l决定l经济 l l配格局r 本投资r-_—_叫 的积累 增长 I 

图3 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机制示例 Ⅲ 

结果：1)人力资本的投资增加有利于经济增长； 

2)资本市场不完善时，收入分配差距减小， 

人力资本投资增加； 

3)平等对经济增长有利。 

通过理论的考察，可以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不平等 

不利于经济增长。 

3 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经验分析 

在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研究的同时， 

更多的学者也在为此理论寻求实证的依据。Perotti 

(1996)m J，Cla e(1995)u引，Persson和 Tabellini(1994)， 

Deininger和 Squire(96，98) 锄 Alesina(1994)，Barro 

(2000)E211，Forby(E000)[221等人都利用跨 国的横截面 

(Cross section)或纵列数据(Panel data)，进行了大量的 

实证研究。在不平等与增长的作用机制中，涉及到多 

种变量的相互关系。不平等对增长和投资，民主程度 

对增长和投资，不平等对再分配、教育和税收，再分配 

对增长、教育和税收，人力资本对增长和投资，信用市 

场不完善 、不平等对增长和投资以及政治不稳定对增 

长和投资等，许多学者在此领域都作了创造性的工作， 

下面就此方面的工作作一详细总结，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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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平等对投资和增长的影响 

资料来源：1)Be~alXal，R．In~luality and ．NBER地哪 cs Annua1．肌 Press。C-~mhfdge．MA，1996，page 29 

2)l996年以后的资料来 自于相关文献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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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一 一一致性显著，显著相关；+，一一致性显著，有时相关；(+)，(一)一致性显著，不显著相关；(±)非一致性显 

著，但相关；0，非一致性显著或接近于零，不相关；倒U型且显著相关。其中“+”表示正相关，“一”表示负相关。 

2)不平等的度量，1，11使用收入和土地的基尼系数；5使用收入基尼系数，Gini=0．8*(1—2Q1—1．5Q2一Q3—0．5Q4)；6，19和 

26使用一Q3；7使用Q1，Q1+Q2和一Q5；8，10，14使用收入基尼系数；9，13使用收入基尼系数，塞尔(11led)指标和 QS／(Q1+Q2)；15 

使用基尼系数，土地基尼系数和一Q3；17使用L~(QS／Q3)+ln(Q3+Q1)；20使用一Q3和Q1+Q2；21使用一(Q3+Q4)；22使用一Q3和 

+tg~／E系数；23使用 Q5和一Q3；Qi表示 5等份分组中第i份的收入份额；P：贫穷图家，R：富裕国家；s：短期增长(Short run)；L：长 

期增长(Lol~run)。 

3)民主通过民主程度和政治权利度量。 

4)再分配的度量：教育支出，教育支出占 GDP的份额；转移和税收，不同的转移和税率。 

5)信用市场不完善，通过贷款额与抵押物价值的比率来度量。 

6)人力资本通过初等或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初始存量来度量，M：男性，F：女性。 

7)政治不稳定，通过各种罢工、政府更迭、政治暴乱、改革等来度量。 

从表 1中可以看出，有关不平等对增长影响的实证 

分析中，绝大多数结果显示了其是显著的负相关“一一”。 

在对影响机制的验证中，通过财政途径(转移、税收、教 

育支出)，对增长产生影响得到了较充分的证实，人力 

资本对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得到绝大多数结果的认同； 

不平等对政治不稳定，从而政治不稳定影响经济增长 

也得到 了验证；信用市场不完善对增长 的影响只有 

Perotti(1992) 的相关工作结果，尚需进一步的证实。 

在众多的实证分析中，Pe~tti(1996)的实证最为全 

面和系统 ，其实证研究的结果为“不平等不利于增长” 

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被认为是该问题实证分析中的 

“杰出的工作”。但在受肯定的同时，Pemtti(1996)的研 

究结果也 受到 了质疑。Deininger(1998)认 为 Pemtti 

(1996)所 引用的“发展 中国家 的数据是高质量的， 
⋯ ⋯

，然 而发达 国家 的数据不是没有 问题。”Forbes 

(2000)在肯定 Pemtti(1996)的工作时，也从其引用的数 

据和计 算 方 法 本 身指 出其 存 在不 足 之 处，认 为 

Deininger(1998)的数据具有更高的质量，并在此基础上 

分析了不平等对短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到了与较多 

的实证结果不相一致的结论 ，即不平等对短期的经济 

增长是有利的。u和 Zou(1998) 的研究结果也支持 

了 Forby(a000)的结论。13~ro(2．000)的实证结果显示 

在人均 GDP小于2 070美元(1985年美元价)的贫穷国 

家，其不平等与经济增长负相关 ，而在人均 GDP大于 2 

070美元的发达国家，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4 简评 

研究财政政策对增长的影响是宏观经济理论中的 

重要内容之一，也有较多的相关成果，但通过财政途径 

研究 不平 等对增 长 的影 响却是一个 崭新 的课题， 

Alesina(199l4)、Pets_son和 Tabellini(199l4)、Perotti(1993) 

在这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 ，其建立的理论模型，不 

但在研究收入分配对增长的影响方面建立了一个严密 

的分析框架，其对财政政策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个内生 

增长的分析方法。同时，他们的“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 

长”的结论 ，一直引导后来者不断深入的探讨。 

不平等通过内生财政政策联结增长的机制中，“中 

间选民”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一般认为中间选 民 

的收入相对平均收入差距越大，越不平等，其确定的税 

率就越高，这不利于投资和经济增长，但这只适合中间 

选民的个人偏好直接形成公共决策的情况。“除少数 

例外情况，公共部门的几乎所有决策都是由选举出的 

代表或社会公仆作出的，选民的投票偶尔会对代表的 

行动施加直接的约束”L25 J。在这时，中间选民的个人 

偏好便不能直接形成公共决策，不平等也不能通过“中 

间选民”联结经济增长，因而“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 

这一论题便不能从财政途径中得到支持。另一方面， 

“中间选民”直接形成的公共决策(如财政转移支付、税 

收等)也是通过政府(政党)来实施，而政府(政党)的决 

策在选举前后并非总是一致的，公共决策也存在一个 

动态变化的过程(如果不考虑“连任”的风险，这个变化 

可能还比较大)。因此 ，个体与政府在公共政策上对投 

资的选择实际上是一个博弈行为，所以采用博弈论研 

究在公共政策上个体对投资的决策，从而对增长的影 

响更符合实际。同时，不同政体国家，或国家不同发展 

阶段，政府 目标是不一致的，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通过财政途径也会存在差异。 

在信用市场完善时，借贷不受约束，个体可以通过 

信用市场根据其 自身财富对借出或借入资本决策。初 

始财富较少的个体借入资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财富 

较多的个体则借出资金，最终个体都会选择相同数量 

的投资，这时资本的边际产出等于利率，故总产出不受 

财富分配的影响。当信用市场不完善时，个体投资受 

到其初始财富的制约，初始财富分配差距越大，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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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越不利。考虑了信用市场不完善的极端情况，即 

没有借入的可能，得到了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结 

论。当经济中存在借入的可能时(实际情况往往如 

此)，收入分配差距也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Galor(1993)、XO,ion(1998)等的结论证实了这一点。总 

之，信用市场不完善，初始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越不 

利于经济增长，而初始财富的分配如果是由出生时就 

确定的话 ，那么要改变“不平等不利于增长”这种状况 ， 

则不得不去借助于再分配政策。 

人力资本投资在联结分配与增长中扮演了十分重 

要的角色，而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一个 

长期过程，因此初始收入分配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投资 

而决定的增长也应该是长期增长，而对短期增长的影 

响将较 小。这 也许 是 Forbes(2000)的实证结 果与 

Perotti(1996)的结论不一致的重要原因。前者主要考 

查了不平等对短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后者则集中在长 

期。从更长的时期考查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 

论来看，主张“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理论是建立 

在古典或新古典增长理论之上，认为物质资本是经济 

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新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人力资本 

在增长中贡献显著，因而得到“不平等阻碍增长”的结 

论。从理论发展来看，两者是统一的，其都会在不同发 

展阶段的国家得到印证。因此“不平等是否对增长不 

利”将取决于经济社会中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何者为 

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不平等刺激物资资本的积累， 

但同时阻碍低收入者人力资本的积累，物质资本和人 

力资本两者的共同作用决定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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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入逻辑函数： 

输出逻辑函数： 

4 小 结 

图 5 四变量化简数据实例 

ICAI教学是 CAI应用的最高层次，是 CAI应用的 

主要研究与发展方向。逻辑 函数卡诺图化简 ICAI系 

统实现了《数字电路》课程逻辑 函数卡诺 图化简的 

ICAI，并将化简过程动态显示，支持多种教学方式，取 

得了理想的效果。这不仅丰富了数字电路 CAI课程建 

设的内容，亦丰富了 CAI教学的内涵、对实际组合逻辑 

系统设计也有较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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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I Realizaltion for the K—map Simplification of Logical Function 

CHEN xin—long．HU Guo—qing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K-map simplification of logical function(KSLF)，this article releases a ICAI Realization 

for KSLF．Providing three kinds of teaching style：coiIiII~nness，teaching，praedee．This product，wieh supports for the K—ma p 

simplification with random item，is not only helpful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iculum of dig／ta／circuit，but also to the design 

for 舀tal application system．Under the practice method，This product’S guides，checks，and corrects the student’S whole 

process forthe proceeding of KSLF automa ticly under the teaching method ． 

Key words：CAI；ICAI；logical function；K-ma p；simpl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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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me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Survey of Theories and Empirical in M odem  W estern Economics 

YANG dun，ZHANG Zong-yi 

(College of Bussiness Administration，Chongqing 4OOO44，China) 

Abstract：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are two of the major subject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udies．Perforce 

theory believes that inequality im prove growth．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 theory shows that inequality is harmful forgrowth． 

After summarizing westem theory on growth an d income distribution，this paper gives the detail survey of relationship be twee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growth，an d the mechanism of the effect is discussed． 

Key words：income distribution；growth；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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