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How to cite this paper: Liu, J.C. (2016) Planned Macroeconomics.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3: e2561.  
http://dx.doi.org/10.4236/oalib.1102561   

 
 

Planned Macroeconomics 
Jiancheng Liu  
Dongfang Boiler Co., Ltd., Zigong, China  

  
 
Received 6 March 2016; accepted 20 March 2016; published 23 March 2016 

 
Copyright © 2016 by author and OALib.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Abstract 
One of the central issues in the study of macroeconomics is how to determine the level of national 
income? The macroeconomics us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ccelerator” and “multiplier” to “ex-
plain” the cyclical fluctuations in the economy. On the basis of the four sector economic models of 
traditional macroeconomics, this paper modifies the traditional macroeconomic theories, puts 
forward the planned macroeconomics theory, analyses the defects of the traditional macroeco-
nomic theories, discusses the paths of economic growth, the effects of the product average lives on 
the social total fortune, as well as the monetary policies and the distribution issue, proposes the 
New TQM Thought, and also discusses the price of human resource, at last puts forward 11 (eleven) 
suggestions on China’s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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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般说来，西方经济学可以被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前者是亚当·斯密“看不见

的手”原理的合乎逻辑的表达形式，其目的在于宣传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可以导致出“理想社会”

的结果；后者虽然承认这种市场经济未必能使全部资源“充分就业”，但是，这一缺陷却可以通过宏观

调控或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而得以弥补。把二者加在一起，在整个理论体系上或总体倾向上，西方经济

学所企图论证的无非是资本主义是“理想社会”的说法。然而，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却与这一说法相去

甚远[1]。 
按照邓小平的理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是管理国民经济的手段，而我们目前所推行的是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因此，以市场经济这一点而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具有相当多的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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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私有制的独特性质考虑在内，那么，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总结的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史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实行市场调节的厂商经济(微观经济)运行基

本正常。然而，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根据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采取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其效果大

多都严重滞后且不太明显，而且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断发生或重或轻或长或短的经济

危机。那么，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本人通过研究发现，问题正是出在传统宏观经济理论本身，而

不在别的什么地方。 
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国民收入的水平如何决定？宏观经济学利用“加速数”和“乘

数”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本文在传统宏观经济学四部门经济模型的基础上，对

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进行修正，提出了计划宏观经济学理论，分析了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缺陷，讨论

了经济增长的途径、产品平均寿命对社会总财富的影响以及货币政策和收入分配问题，提出新全面质量

管理思想，并讨论了人力资源价格，最后提出对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十一条建议。 

2. 传统宏观经济学中的四部门经济模型 

资本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要素之一。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被提

到极其重要的高度，经济增长被认为主要是积累足够的资本，从而可以运用劳动和资本在经济上最有效

的组合所获得的结果，进而通过深化资本结构和提高资本密集度的方式来促进经济的增长。 

2.1. 四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 

四部门经济是包括了厂商、居民户、政府和国外部门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国外部门的作用是：

作为国外生产要素的供给者，向国内各部门提供产品与劳务，对国内来说，这就是进口；作为国内产品

与劳务的需求者，向国内进行购买，对国内来说，这就是出口。由此，四部门经济中的国民收入取决于，

居民户、厂商、政府和国外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图 1)。 
四部门经济中均衡收入为： 

( ) ( )0 0
1

1 1 Ry a i g T T x m
t

β β
β γ

= + + − + + −
− − +

           (1) [1]-[3] 

式中 y  = 剔除了价格变动的实际产出或收入； 
β  = 边际消费倾向； 
t  = 边际税率； 
γ  = 边际进口倾向； 
a  = 必不可少的自发消费部分，即收入为 0 时举债或运用过去的储蓄也必须要有的基本生活消费； 

 

 
图 1. 四部门经济中各部门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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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经济均衡时的投资； 
g  = 经济均衡时的政府购买； 

0T  = 税收常数，为定额税； 

RT  = 政府转移支付； 
x  = 经济均衡时的出口额； 

0m  = 自发性进口，即和收入没有关系或者说不取决于收入的进口部分，例如本国不能生产，但又

为国计民生所必需的产品，不管收入水平如何，是必须进口的。 

2.2. 四部门经济中的乘数 

由上述四部门经济中均衡收入决定的公式可以得到： 

( )
d d d d 1
d d d d 1 1

y y y y
a i g x tβ γ
= = = =

− − +
                            (2) 

( )0

d
d 1 1

y
T t

β
β γ
−

=
− − +

                                 (3) 

( )
d

d 1 1R

y
T t

β
β γ

=
− − +

                                 (4) 

( )0

d 1
d 1 1

y
m tβ γ

−
=

− − +
                                 (5) 

由于1 0t> > 以及1 0γ> > ，因此，
( ) ( )

1 1 1
1 1 1 1 1t tβ β β γ

> >
− − − − − +

。可见，由于税收和进口，

自发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出口的乘数减小了，当 ( )1 0tγ β− − > 时，它们的乘数小于 1，将会出现欠

增长。所以，必须对边际进口倾向进行严格控制，鼓励进口替代，使 ( )1 tγ β< − 。当
( )

1 1
1 1 tβ γ

>
− − +

时，

自发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出口的增加均能使收入超增加，而定额税和自发性进口的增加，会使收入

减少。当
( )

1
1 1 t

β
β γ

>
− − +

时，转移支付的增加也会使收入超增加。边际消费倾向 β 越高，乘数越大，

收入增加越多，所以应鼓励合理消费，扩大内需。 

2.3. 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从广义上讲，投资、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均可被视为资本投入，所以由(1)式可以得出： 

( ) ( )1
1 1 Ry i g T

t
β

β γ
∆ = ∆ + ∆ + ∆

− − +
                          (6) 

显然，必须使 ( )1 tγ β< − ，否则，资本投入的增加不能带来收入的超增长。 

2.4. 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 ) ( )0 0
1

1 1 Ry a i g T T x m
t

β β
β γ

∆ = ∆ + ∆ + ∆ − ∆ + ∆ + ∆ −∆
− − +

               (7) 

该公式可以说对经济发展与劳动、资本(物化劳动)、技术进步、制度安排和结构变化等的关系均进行

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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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对乘数
( )t

1
1 1

α
β γ

=
− − +

的分析 

(1) γ 对α 的影响 
由于1 0t> > ，有1 0t− > ，而 0β ≥ ，所以 ( )1 0tβ − ≥ 。而一般情况下， 0γ ≥ ， ( )1 1tβ − ≤ ，此时，

γ 越小，乘数α 越大，γ 越大，乘数α 越小；当 ( )1 tγ β≥ − 时，有 1α ≤ ，从(2)式可以看出，自发消费、

投资、政府购买和出口增长的乘数小于 1，将会出现欠增长，即没有效率的增长。所以，正常情况下，

必须对边际进口倾向进行严格控制，鼓励进口替代，使 ( )1 tγ β< − 。 
(2) t 对α 的影响 
正常情况下， ( )1 1tβ − ≤ ， 0γ ≥ ，此时， t 越小，乘数α 越大， t 越大，乘数α 越小。所以，国家

应制定合理的税率，过高的税率会抑制经济的增长速度，当税率高到使 ( )1 tγ β≥ − 时，自发消费、投资、

政府购买和出口增长的乘数将小于 1，则会出现欠增长，即没有效率的增长。所以，国家的税率应根据 

公式 1t γ
β

< − 的要求进行调整。在目前情况下， 0.4γ = ， 0.6β = ，所以
0.41 33.3%
0.6

t < − = ；而实际的

20% 33.3%t = ≤ ，基本是合理的。 
(3) β 对α 的影响 

正常情况下， ( )1 1tβ − ≤ ，但也有特殊的情况，使 ( )1 1tβ − > ，即
1 1

1 t
β > >

−
，此时，

11 1t γ
β β

< − < −

的条件自然满足，所以对税率 t 没有特殊的要求。但是，由于此时 ( )1 1 0tβ− − < ，要使 0α > ，则必须有

( )1 1tγ β> − − ，否则， 0α < ，自发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出口将会出现负增长，即经济恶性衰退。

当 ( )1 1tγ β− − −  的值正得越少，经济将增长越快， ( )1 1tγ β− − −  的值正得越多，经济将增长越慢；

当 ( )1 1tγ β− − −  的值负得越少，经济将衰退越快， ( )1 1tγ β− − −  的值正负得越多，经济将衰退越慢； 

当 ( )1 1tγ β− − −  的值接近于 0 时，经济要么高速增长，要么快速衰退。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

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是在尖锐的刀锋上跳舞，具有极端的不确定性。实际上，美国经济某些时候就处于这

种情况下，这也是美国经济增长长期不稳定的根源。同时，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储蓄为负、大外贸

逆差长期存在而经济仍能增长的根本原因。 

当然，也可以在 1β > 的情况下，使 ( )1 1tβ − ≤ ，即采取
11t
β

≥ − 的税收政策，使 ( )1 1 0tβ− − ≥ 。此

时，前述 γ 、t 对α 影响的分析仍然成立。所以，如果控制得好，也可以在 1β > 、 ( )1 1tβ − ≤ 的情况下，

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美国经济发展好的时期就是这种情况。此时，税率 t 应满足
11 1t γ
β β

− ≤ < − 的条件。 

3. 计划宏观经济学模型 
3.1. 财政均衡时的国民收入 

设 
Y y=                                        (8-1) 

DC a Yβ= +                                     (8-2) 

G g=                                       (8-3) 

0T T tY= +                                     (8-4) 

I i=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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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8-6) 

0M m yγ= +                                     (8-7) 

RR T=                                       (8-8) 

式中， DY  = 可支配收入，其余符号的意义同前。 

由于 DY Y T R= − +                                    (9) 

所以 DY Y T R= + −                                   (10) 

将式(8-1)、(8-4)、(8-8)代入式(10)，整理得 

( )0
1

1 D Ry Y T T
t

= + −
−

                                (11) 

( )0 1R DT Y T t y= + − −                                 (12) 

根据公式(11)，政府可以通过调控可支配收入、政府税收和政府转移支付来实施有计划的宏观经济政

策，即在前一年统计数据的基础上设定当年的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和政府税收增长率，并据此制定指导性

的劳动力价格(工资)增长率和相应的税收政策(包括税率等)，那么到年底时，总收入、可支配收入、边际

税率、定额税和当年实际发生的政府转移支付等都基本确定，此时，用式(12)计算出来的经济平衡时的政

府转移支付 RT 可能与实际发生的政府转移支付 RAT 不相同，设其差值为 RT∆ ，则有 R R RAT T T∆ = − 。当 RT∆
为正值时，说明政府财政有盈余，则应在次年将这部分财富根据适当的规则全部返还给全体国民，比如

给全体国民发放消费券等。当 RT∆ 为负值时，说明政府财政有赤字，则应在次年调整税收政策，追加税

收以达到财政收支平衡。 

3.2. 经济均衡时的可支配收入和政府税收 

由于国民收入主要在全体国民和政府之间进行分配，所以在关心国民总收入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关

心可支配收入和政府税收。 
对于四部门经济，有 

Y C S T= + +                                    (13) 

( )Y C I G X M= + + + −                              (14) 

按照国民收入决定的总供给–总需求法，其均衡条件为 

( )C S T C I G X M+ + = + + + −                            (15) 

或 
S T M I G X+ + = + +                                (16) 

由式(14)可得 
Y C M I G X− + = + +                                (17) 

将(11)、(8-2)、(8-7)、(8-5)、(8-3)、(8-6)式代入式(17)，得 

( ) ( ) ( )0 0 0
1

1 1D R D D RY T T a Y m Y T T i g x
t t

γβ  + − − + + + + − = + + − − 
             (18) 

0 0
1 1 1

1 1 1 1D RY a i g T T x m
t t t t

γ γ γβ + + − + = + + − + + − − − − − 
                (19) 

所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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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0
1 1 1

1 1 1 1D R
tY a i g T T x m
t t t

γ γ
β γ

− + + = + + − + + − − − + − − 
                (20) 

( )0 0 01 D R
tT T tY T Y T T

t
= + = + + −

−
                         (21) 

式中，所有符号的意义同前。 

3.3. 四部门经济中的乘数 

由式(20) (经济均衡时的可支配收入公式)可以得到： 

( )
d d d d 1
d d d d 1 1

D D D DY Y Y Y t
a i g x tβ γ

−
= = = =

− − +
                          (22) 

( )
( )0

1d
d 1 1

DY
T t

γ
β γ
− +

=
− − +

                                  (23) 

( )
d 1
d 1 1

D

R

Y
T t

γ
β γ

+
=

− − +
                                  (24) 

( )
( )0

1d
d 1 1

D tY
m tβ γ

− −
=

− − +
                                  (25) 

由于1 0t> > 以及1 0γ> > ，因此有，
( ) ( ) ( )

1 1 1 1
1 1 1 1 1 1 1

t
t t tβ β β γ β γ

−
> > >

− − − − − + − − +
 

可见，由于税收和进口，自发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出口的乘数减小了，当 ( )1 t tγ β− − > − 时，

它们的乘数小于 1，可支配收入将会出现欠增长。所以，必须对边际进口倾向进行严格控制，鼓励进口 

替代，使 ( )1 t tγ β< − − 。当
( )
1 1

1 1
t
tβ γ

−
>

− − +
时，自发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出口的增加均能使可支

配收入超增加，而定额税和自发性进口的增加，会使可支配收入减少。当
( )
1 1

1 1 t
γ

β γ
+

>
− − +

时，转移支 

付的增加也会使可支配收入超增加。边际消费倾向 β 越高，乘数越大，可支配收入增加越多，所以应鼓

励合理消费，扩大内需。 

3.4. 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从广义上讲，投资、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均可被视为资本投入，所以由(20)式可以得出： 

( )
1 1

1 1 1D R
tY i g T
t t

γ
β γ

− + ∆ = ∆ + ∆ + ∆ − − + − 
                        (26) 

显然，必须使 ( )1 t tγ β< − + ，否则，资本投入的增加不能带来可支配收入的超增长。 

3.5. 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 ) 0 0
1 1 1

1 1 1 1D R
tY a i g T T x m
t t t

γ γ
β γ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 

该公式可以说对经济发展与劳动、资本(物化劳动)、技术进步、制度安排和结构变化等的关系均进行

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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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对乘数
( )

t
t

1
1 1

α
β γ

−
=

− − +
的分析 

(1) γ 对α 的影响 
由于1 0t> > ，有1 0t− > ，而 0β ≥ ，所以 ( )1 0tβ − ≥ 。而一般情况下， 0γ ≥ ， ( )1 1tβ − ≤ ，此时，

γ 越小，乘数α 越大，γ 越大，乘数α 越小；当 ( )1 t tγ β≥ − − 时，有 1α ≤ ，从(22)式可以看出，自发消

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出口增长的乘数小于 1，将会出现欠增长，即没有效率的增长。所以，正常情况

下，必须对边际进口倾向进行严格控制，鼓励进口替代，使 ( )1 t tγ β< − − 。 
(2) t 对α 的影响 
正常情况下， ( )1 1tβ − ≤ ， 0γ ≥ ，此时， t 越小，乘数α 越大， t 越大，乘数α 越小。所以，国家

应制定合理的税率，过高的税率会抑制经济的增长速度，当税率高到使 ( )1 t tγ β≥ − − 时，自发消费、投

资、政府购买和出口增长的乘数将小于 1，则会出现欠增长，即没有效率的增长。所以，国家的税率应 

根据公式
1

t β γ
β
−

<
+

的要求进行调整。在目前情况下， 0.4γ = ， 0.6β = ，所以
0.6 0.4 12.5%
1 0.6

t −
< =

+
；而实

际的 20% 12.5%t = ≥ ，我国税率显然过高，同时，进口倾向过大或者边际消费倾向过小。 
(3) β 对α 的影响 

正常情况下， ( )1 1tβ − ≤ ，但也有特殊的情况，使 ( )1 1tβ − > ，即
1 1

1 t
β > >

−
。此时，由于

( )1 1 0tβ− − < ，要使 0α > ，则必须有 ( )1 1tγ β> − − ，否则， 0α < ，自发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出

口将会出现负增长，即经济恶性衰退。当 ( )1 1tγ β− − −  的值正得越少，经济将增长越快， ( )1 1tγ β− − −  

的值正得越多，经济将增长越慢；当 ( )1 1tγ β− − −  的值负得越少，经济将衰退越快， ( )1 1tγ β− − −    

的值正负得越多，经济将衰退越慢；当 ( )1 1tγ β− − −  的值接近于 0 时，经济要么高速增长，要么快速

衰退。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是在尖锐的刀锋上跳舞，具有极端的不确定性。 

当然，也可以在 1β > 的情况下，使 ( )1 1tβ − ≤ ，即采取
11t
β

≥ − 的税收政策，使 ( )1 1 0tβ− − ≥ 。此 

时，前述 γ 、t 对α 影响的分析仍然成立。所以，如果控制得好，也可以在 1β > 、 ( )1 1tβ − ≤ 的情况下， 

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美国经济发展好的时期就是这种情况。此时，税率 t 应满足
11

1
t β γ

β β
−

− ≤ <
+

的条

件。一般情况下， 1β < ，则
11t
β

≥ − 的条件自然满足，故只需控制
1

t β γ
β
−

<
+

即可。 

4. 两种模型的对比分析及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缺陷 

为分析方便，我们再次引入以下公式： 

( ) ( )0 0
1

1 1 Ry a i g T T x m
t

β β
β γ

∆ = ∆ + ∆ + ∆ − ∆ + ∆ + ∆ − ∆
− − +

          (7) 

( ) 0 0
1 1 1

1 1 1 1D R
tY a i g T T x m
t t t

γ γ
β 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 

在式(7)中，
1

y
n

yr
y −

∆
=  ( 1ny − 为上一年度的国民收入)，即国民收入的年度增长率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而在式(27)中，
( )1

D
D

Y
D n

Yr
Y −

∆
=  ( ( )1D nY − 为上一年度的可支配收入)，即可支配收入的年度增长率是我们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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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下面谈谈两种模型之间的差异。 
首先，从表面上看起来，对于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模型，我们可以根据前一年的数据，计算出 β 、t

和 γ 的值，从而确定出
( )

1
1 1 tβ γ− − +

的值，那么在设定国民收入年度增长率目标(比如 8%)的情况下，

可以尝试不同的 0 0Ra i g T T x mβ β∆ + ∆ + ∆ − ∆ + ∆ + ∆ −∆ 组合，即拟定国民经济计划，以保证增长目标的实

现。然而，虽然 0 0Ra i g T T mβ β∆ + ∆ + ∆ − ∆ + ∆ −∆ 组合是一个国家的政府较易控制的，但是 x∆ 在一般情况 

下却是一个未知数，因此国民收入是一个因变量，视其它变量(特别是出口量)的情况而定。这就使得国民

收入年度增长率目标的实现充满了变数，国民经济宏观调控难度极大；国民收入年度增长目标一旦落空，

可支配收入年度增长目标也会落空。这正是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的致命缺陷。其次，如前所述，用计划

宏观经济学公式计算出来的经济平衡时的政府转移支付 RT 可能与实际发生的政府转移支付 RAT 并不相同，

是需要政府进行调节的。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是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又一致

命缺陷。第三，为保证国民收入超增长，即实现有效率的增长，税率 t 、边际消费倾向 β 和边际进口倾 

向 γ 三者之间应满足关系式
11 1t γ
β β

− ≤ < − 。在目前情况下， 0.4γ = ， 0.6β = ，所以
0.41 33.3%
0.6

t < − = ；

而实际的 20% 33.3%t = ≤ ，基本是合理的。 
然而，在计划宏观经济学模型中，可支配收入年度增长率被设定为直接调控目标，即成为一个自变

量。我们可以在前一年统计数据的基础上设定当年的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目标，并据此制定指导性的劳动 

力价格(工资)增长率。同时，我们可以根据经验尝试不同 0 0
1 1
1 1 Ra i g T T x m

t t
γ γ+ +

∆ + ∆ + ∆ − ∆ + ∆ + ∆ − ∆
− −

组 

合，即拟定国民经济计划，以协调增长目标的实现。虽然 x∆ 在一般情况下仍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此时的

因变量是 RT  ( RT∆ ) 而非可支配收入 DY 。因此，在计划宏观经济学理论指导下，我们既可以确保比国民

收入增长目标更重要的可支配收入增长目标的顺利实现，又可以通过调节政府转移支付来实现经济均衡。

此外，为保证可支配收入超增长，即实现有效率的增长，税率 t、边际消费倾向 β和边际进口倾向 γ三者 

之间应满足关系式
11

1
t β γ

β β
−

− ≤ <
+

。在目前情况下， 0.4γ = ， 0.6β = ，所以
0.6 0.4 12.5%
1 0.6

t −
< =

+
；而实

际的 20% 12.5%t = ≥ ，我国税率显然过高，同时，进口倾向过大或者边际消费倾向过小。 
归结起来，计划宏观经济学理论模型与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模型的差异如表 1 所示。 

5. 经济增长的途径 

5.1. 劳动生产率分析 

全社会产出(即国民收入) y 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劳动投入量的大小( L )和劳动生产率( y L )的高低。

[4]-[6]因此，产出水平等于劳动力总数与平均劳动生产率之积： 

t t
t

yy L
L

 = ⋅ 
 

 

( )dd dy Ly L
y y L L
= +                                   (28) 

引入人口变量 P ，那么有： 
1

t
tt t

y y L
P P L

 = ⋅ ⋅ 
 

 

( ) ( )d d d dy P y L L P
y P y L L P

= +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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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计划宏观经济学理论与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比较                                                     

 经济增长目标调控难易程度 对政府转移支付的考虑 合理税率水平 

传统宏观经济学 难 不合理 较高 

计划宏观经济学 易 合理 较低 

 

式中，
( )d y L
y L

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可以理解为由于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改变)、制度安排、结构

变化及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等对全员劳动平均产出的贡献，可正、可负；
dL
L

为投入劳动的增量对全员劳动 

平均产出的直接贡献，亦可正、可负；
dP
P

为人口变化对全员劳动平均产出的影响，当人口增加时，全 

员劳动平均产出下降，当人口减少时，全员劳动平均产出增加。从公式可以看出，要使全员劳动平均产

出增加，必须重视技术进步，改善制度安排和结构，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以保证
( )d y L
y L

项为正值；

同时，必须确保劳动投入的增加
dL
L

大于人口的增加。 

5.2. 经济增长方式 

5.2.1. 产品质量与产出 

从微观层面看，全社会产出(即国民收入)的名义值 y′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全社会产品总产量的大小( Q )
和产品平均质量水平( q )及产品平均价格水平( 0P )的高低。因此，全社会产出(国民收入)的名义值等于全

社会产品总产量与产品平均质量水平和产品平均价格水平三者的积： 

0y Q q P′ = ⋅ ⋅                                     (30) 

0

0

dd d d Py Q q
y Q q P
′
= + +

′
                                 (31) 

式中，
dQ
Q

为产品产量的增长率，
dq
q

为产品平均质量水平增长率， 0

0

dP
P

为产品平均价格水平增长率(即通

货膨胀率)，国民收入名义增长率
dy
y
′
′
等于这三者之和。而 

0

0

dd d d dPy y Q q
y y P Q q

′
= − = +

′
                             (32) 

即国民收入增长率(实际值) dy
y
等于产品产量增长率

dQ
Q

和产品平均质量水平增长率
dq
q

之和。 

提高产品平均质量水平，会成正比地增加国民收，大大促进经济增长。 

5.2.2. 经济增长方式 

实际上，我们可以称产品产量增长率为经济增长率的外延部分，而称产品平均质量水平增长率为经

济增长率的内涵部分；通过扩大产量获得的增长为外延式增长，通过提高质量水平获得的增长为内涵式

增长，两种方式皆用而获得的增长为复合式增长。外延式增长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当产品饱和或过剩

时，其增长率为零或为负。这时，我们必须将增长方式转变为内涵式增长，即在提高产品质量上下功夫。

这是我国目前和今后较长一个时期所面临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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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由式(28)和(32)可得 

( ) ( )d dd d d dy L Q Lq Q L q
y L q Q L q Q L

= + − = +                         (33) 

即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等于质量水平增长率与人均产品产量
Q
L
的增长率之和。所以，要提高劳动生

产率，就必须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水平和人均产品产量。 
同样，我们可以称人均产品产量增长率为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外延部分，而称产品平均质量水平增

长率为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内涵部分；通过提高人均产品产量获得的增长为外延式增长，通过提高质量

水平获得的增长为内涵式增长，两种方式皆用而获得的增长为复合式增长。外延式增长是不可能长期持

续的，当人均产品产量达到极限时，其增长率为零或为负。这时，我们必须将增长方式转变为内涵式增

长，即在提高产品质量上下功夫。这也是我国目前和今后较长一个时期所面临的真实情况。 

6. 产品平均寿命对社会总财富的影响 

首先，由于第产业生产的农产品和第三产业提供的服务一般都为即期消费品，其寿命都不会超过一

年，所以这里主要考虑固定资产、第二产业生产的耐用工业品和除固定资产投资以外的房屋建筑等三类

使用期限可以跨年度的耐用品。其次，假设当期的社会总财富为 1F ，其中固定资产、耐用工业品和房屋

建筑分别占 1k 、 2k 、 3k 的比例，显然 1 0k > ， 2 0k > ， 3 0k > ，且 1 2 3 1k k k+ + < ；再假设固定资产、耐

用工业品和房屋建筑的平均寿命分别为 1n 、 2n 、 3n 年，且 1n 、 2n 、 3n 均取大于 1 的整数。第三，假设对

固定资产、耐用工业品和房屋建筑三类耐用品均采取平均折旧法；并假设第二年的国民收为 2y 。那么，

第二年的社会总财富为： 

31 2
2 2 1 1 2 1 3 1

1 2 3

31 2
2 1 2 3 1

1 2 3

11 1

11 1

nn nF y k F k F k F
n n n

nn ny k k k F
n n n

−− −
= + + +

 −− −
= + + + 

 

                    (34) 

至于第三年及以后各年的社会总财富，其计算比较复杂，在此不做讨论。 
从(34)式可以看出，固定资产、耐用工业品和房屋建筑的平均寿命越长，由当期(第一年)积累到下一

年度(第二年)的财富越多。实际上，对于第三年及以后各年也有类似的趋势。所以，应适当提高耐用品的

平均寿命，以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并节约资源。 

7. 货币政策 

7.1. 资本(物化劳动)为什么会增值？ 

马克思说过，劳动，只有劳动，才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唯一源泉。那么，为什么资本会增值呢？我们

都知道，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任何商品的价值都是由创造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而资本是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货币度量，是与当期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对应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技

术进步、制度安排和结构发生改善、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提高时，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会缩短，

那么与原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应的劳动量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与资本对应的原社会必要劳

动的量也可以对应更多的社会财富，资本便增值了。 

7.2. 利率的确定 

资本所获得的收入，必须在储户、银行、企业(资本使用者)三者之间合理进行分配。劳动生产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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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带来的资本增值，应根据三者的贡献大小有差别地进行分配，储户得大头，企业(资本使用者)得中头，

银行得小头；风险收入则根据三者所承担的风险大小有差别地进行分配，一般情况下，企业(资本使用者)
得大头，银行得中头，储户得小头。通货膨胀应由三者平均承担。所以，银行利率应大于全社会平均劳

动生产率中产品产出增长率的三分之一加上通货膨胀率的三分之一的和。而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产

品产出增长率等于 G D P 的增长率减去投入劳动的增长率和平均质量水平的增长率 ( 即 
( )d d d dQ L y L q
Q L y L q

= − − )。比如说，通货膨胀率为 2.0%，GDP 增长率为 7%，投入劳动的增长率为 1%， 

平均质量水平的增长率为 2%，则利率 > 1/3 × 2.0% + 1/3 × (7% − 1% − 2%) = 2%。而目前银行的一年期

存款利率为 1.75%，基本合适；一年期商业贷款利率为 4.6%，存贷差 2.85% > 2%，偏高。 

8. 收入分配问题 

实际上，对国民收入的贡献要素可以分为两个，即劳动和资本，技术和管理要素可归入劳动要素。

西方国家国民收入中由物质资本贡献的份额已从 45%下降到 25%，而劳动对国民收入的贡献从 55%上升

到 75%。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我国劳动要素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以 60%至 80%为适当，

目前可以定在 65%左右，以后逐步提高。而资本要素收入所占的比重以 20%至 40%为适当，目前可以定

在 35%左右，以后逐步降低。 
至于劳动要素中的普通劳动、技术劳动和管理劳动，其收入分配原则应考虑如下关系：组织之间的

竞争，既是产品的竞争，又是技术水平的竞争，更是标准之间的竞争。质量是旗帜，标准是方向，技术

是发动机，管理是车轮。质量是大家的事情，每个人都要关心和重视质量。工资标准的高低依次为标准

相关劳动、技术相关劳动和管理相关劳动。一般工人的劳动为普通劳动，其收入应视其与技术的相关程

度而确定，高级工人的劳动应视为技术相关劳动。管理劳动应视其与标准和技术的相关程度而定，标准

管理劳动收入最高，技术管理劳动收入次之，普通管理劳动收入最低。 

9. 新全面质量管理思想 

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就必须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水平和人均产品产量。

而质量水平和人均产品产量的提高都必须靠人的品质来保证。因此，21 世纪是质量世纪，21 世纪的管理

必须以质量管理为核心，必须树立全新的质量管理思想：以人的品质保工作质量，以工作质量保产品质

量，以产品质量保生活质量，以生活质量促人的品质提高，循环往复，不断提升，最终实现从必然王国

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品质既是基础和起点，又是目的和终点。因此，人的品质管理

又成为现代质量管理的核心。这就是新全面质量管理思想。 

10. 人力资源价格 

人力资源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是创造财富的主要动力。因此，人力资源是最可宝贵

的自然和社会财富。而要保证人力资源的存续，就必须首先满足其基本生存需要，也就是说，即使一个

人没有工作或不参加劳动，政府都必须至少发给他能满足其基本生活的最低社会保障金。同时，每个人

都按其贡献大小来参与分配。所以人力资源的价格至少应高于最低社会保障金。 

11. 结论及建议 

根据前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1) 政府应将对国民收入的关注转移到对可支配收入的关注，设定可支配收入年度增长目标，并据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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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经济规划。 
(2) 政府应根据计划宏观经济学模型适时调节政府转移支付，以保证经济均衡发展。 

(3) 应鼓励消费，尽量提高消费倾向。但是，必须将其控制在
1

1 t
β <

−
的范围内，且必须注意消费结 

构。在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品中，对第一、第二产业的产品，由于其大量消耗自然资源，所以，应尽

量节约其消费，并注重提高第一产业产品的质量以及第二产业产品的质量和寿命，提高消费质量；对于

第三产业的产品，由于其主要消耗可不断再生的人力资源，故应大力鼓励其消费，以大大提高人民的生

活质量。对于产业面而言，应优化第一产业，合理布局并优化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国家应根

据以上原则调整投资政策。 

(4) 合理制定税率，将其控制在
11

1
t β γ

β β
−

− ≤ <
+

范围内，并作适时调整。 

(5) 合理控制进口倾向，将其控制在 ( )0 1 t tγ β< < − − 范围内，并实现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或有一定

的顺差，但是，经济均衡时的出口额必须大于自发性进口。 
(6) 提高产品平均质量水平，会成正比地增加国民收，大大促进经济增长。适当提高耐用品的平均寿

命，以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并节约资源。 
(7) 将增长方式从外延式增长转变为内涵式增长，即在提高产品质量上下功夫。 
(8) 根据“银行利率应大于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中产品产出增长率的三分之一加上通货膨胀率的三

分之一的和”的原则对利率进行适时调整。 
(9) 在收入分配方面采取以下措施：a. 严格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量劳动力价格；b. 平衡地区之间

的发展速度差异；c. 调节资源占有状况；d. 进行财政和税收调节，补贴低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调节高

收入，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e. 提高劳动要素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以 60%至 80%为适当，

目前可以定在 65%左右，以后逐步提高。 
(10) 树立新全面质量管理思想，适时对政府和企业组织结构进行改革。 
(11) 由政府向每一个没有工作或不参加劳动的人发放至少能满足其基本生活的最低社会保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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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部门经济中均衡收入公式的推导 

对于四部门经济，有 
Y C S T= + +                                  (A-1) 

( )Y C I G X M= + + + −                             (A-2) 

按照国民收入决定的总供给-总需求法，其均衡条件为 

( )C S T C I G X M+ + = + + + −                         (A-3) 

或 
S T M I G X+ + = + +                             (A-4) 

设 
Y y=                                      (S-1) 

DC a Yβ= +                                   (S-2) 

G g=                                     (S-3) 

0T T tY= +                                   (S-4) 

I i=                                     (S-5) 
X x=                                    (S-6) 

0M m yγ= +                                  (S-7) 

RR T=                                    (S-8) 

式中 
y  = 剔除了价格变动的实际产出或收入； 
a  = 必不可少的自发消费部分，即收入为 0 时举债或运用过去的储蓄也必须要有的基本生活消费； 
β  = 边际消费倾向； 

DY  = 可支配收入； 
g  = 政府购买； 

0T  = 税收常数，为定额税； 
t  = 边际税率； 
i  = 投资； 
x  = 出口额； 

0m  = 自发性进口，即和收入没有关系或者说不取决于收入的进口部分，例如本国不能生产，但又

为国计民生所必需的产品，不管收入水平如何，是必须进口的； 
γ  = 边际进口倾向； 

RT  = 政府转移支付。 
由式(A-1)和(A-4)可得 

Y C M I G X− + = + +                            (A-5) 

将(S-1) - (S-8)代入式(A-5)，得 

( ) ( )0Dy a Y m y i g xβ γ− + + + = + +                      (S-9)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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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 01D R RY Y T R y T ty T t y T T= − + = − + + = − − +               (S-10) 

再将(S-10)代入(S-9)，得 

( ) 0 01 1 Rt y a i g T T x mβ γ β β− − + = + + − + + −                (S-11) 

所以有： 

( ) ( )0 0
1

1 1 Ry a i g T T x m
t

β β
β γ

= + + − + + −
− − +

             (A-6) 

式中 
y  = 剔除了价格变动的实际产出或收入； 
β  = 边际消费倾向； 
t  = 边际税率； 
γ  = 边际进口倾向； 
a  = 必不可少的自发消费部分，即收入为 0 时举债或运用过去的储蓄也必须要有的基本生活消费； 
i  = 经济均衡时的投资； 
g  = 经济均衡时的政府购买； 

0T  = 税收常数，为定额税； 

RT  = 政府转移支付； 
x  = 经济均衡时的出口额； 

0m  = 自发性进口，即和收入没有关系或者说不取决于收入的进口部分，例如本国不能生产，但又

为国计民生所必需的产品，不管收入水平如何，是必须进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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