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有经济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文/于春明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非国有经济比重持续上升，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非国有经济比重上升

的根本原因在于非国有企业效率高于国有企业效率（刘伟、李绍荣2001，刘小玄2000）。樊纲认为
国有经济比重最终不会趋于零，而是趋于一个比较小的均值（樊纲2000）。平新乔则从国有企业目
标选择出发，构建了一个模型论证了国有经济比重的内生决定。（平新乔2000）。本文认为国有经
济效率低下，关键是其投资效率低下；国有经济投资量和投资效率共同结合，影响着国有经济的比
重，国有经济的均衡比重是由国有经济比重和国企相对于非国企的相对调节成本的大小共同决定
的。 

 在投资量上，目前国有投资占社会投资的主体，国有投资量大于非国有投资量。产生这个差
异的主要原因是体制上的，而不是国有投资效率高于非国有投资。在投资的质量上，国有企业投资
效率是低于非国有投资效率的。 

 西方经济学认为，增加一单位的资本存量不仅要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还要增加一部分额外
的成本，如安装新机器、训练工人操作新机器、管理人员的增加等，这些都要花费成本；还有短时
间内大量投资，购买大量的投资品，会导致投资品的价格上升，这也额外地增加了成本。这些成本
就是投资的调节成本。因此并不是全部投资都转化成资本，只能有一部分投资形成为资本。投资调
节成本比较大的企业，相同的一笔投资量，其转化成的资本量就比较小。国企由于预算软约束，获
取资金比较容易，投资亏损后又可以“欠债不还”而不用倒闭，有“国企是国家的，亏了归国家”
的心理，必然会产生较大的投资调节成本。 

 由于国企的投资调节成本比非国企大，我们可以以非国企为参照物，假定非国企投资没有调
节成本，非国企的投资额将全部转化成资本，也就是；而国企就会由于人为的原因，其投资额大于
其资本形成额，定义（）/为一笔投资转化成资本的比率。在本文中，预算硬约束的非国企的为1，
即非国企的投资全部转化成资本。国企的满足<<1，即国企投资有（1-）部分没有转化成资本。 

 二、 建模分析 
 假定是两部门经济，无资本折旧，国企与非国企的生产函数相同，所有的国企同质，所有的

非国企同质，生产函数是一次齐次的，且满足>0，>0，<0，<0，资本（或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都是
正的，多增加一单位资本（或劳动），带来的产出增量是递减的。 
假设为产出水平，为消费量，为国有投资占社会投资的比重，。为储蓄率，是一个常数。为劳动人
口增长率，也是一个常数,,为初始劳动人口量。为贴现率，<<1，社会储蓄全部转化成投资，则总
投资=，国有投资量为，国有投资资本形成量为，非国有投资资本形成量为。 
我们有○1，人均资本，所以○2，把○1，，，代入○2，得到：○3 
我们有社会最优问题：社会在预算约束○1下追求一生贴现的效用最大化而如果假设效用函数是一
次齐次的，那么 

 预算约束○1和预算约束○3等价，和等价，因此我们把社会最优问题转化成消费者最优问
题：消费者要在预算约束○3下选择自己的消费路径和资本积累路径来极大化自己一生贴现的效用
和（这里隐含假设消费者长生不老，因为人们不断代际传换，因此这个隐含假设也是有道理的，我
们可以认为一个抽象的消费者长生不老）： 

 初始人均资本存量为 
对这个问题可以定义Hamilton方程：H= 
其中为Hamilton乘子，表示资本的现值影子价格，也表示在时刻一单位资本存量的增加所带来的最
优效用的增加量。 
我们得到最优性条件：○4 
○5
TVC条件： 
TVC条件则表示：在时间充分长时，资本的价值充分小。 
四、 进一步的分析 
在均衡点，有。其中表示。我们在均衡点展开○3○6得到： 

 



令=，=>0， 
则， 
所以 
即= 

 与这个二阶方程相联系的特征方程的根是。一根为正，另一根为负，因此是鞍点稳定的均衡
点。对于任何已知的值，都有唯一的值，使系统收敛于稳定状态。令为负的稳定根，的解从开始，
系统收敛于，就是。收敛速度由给定。 

 系统是鞍点稳定的，消费者只有一条最优消费路径达到这个均衡点，这条最优路径就是。 
由○6式，令=0，得到○7，与纯非国有经济的社会（其）相比，从○7知道，均衡时人均资本存量
变小。由于，所以均衡时的人均消费量也变小。 

 从代入○1得到，用推导方程○3同样的方法得到○8。从○8得到：资本积累速度。与相比，
资本积累速度也变小。 
我们选取来分析，，稳态时有，得到 
通过计算可以知道：<0，>0。从知道：<0，>0。 
同理人均产出增长率 
计算得知<0，>0。由以上分析知：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有投资比重的提高可使均衡时的人均消费、人均资本存量、人
均产出增长率变小；国有投资效率的提高（即的提高）可使均衡时的人均消费、人均资本存量、人
均产出增长率变大。 

 所以在这个模型中，国有经济是以质的指标和量的指标共同按上述分析影响中国经济的动态
发展的。 

 五、模型的政策含义 
 在这个模型的假定下，只要某行业存在经济效率、投资效率相对高效的非国有企业达到了国

有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国有企业开始亏损后，正常情况下，国家对这些国企的扶持只会起到暂时
性的作用，长远看来只要国企不提高效率，这些国企迟早还是要亏损的，政府的扶持只能起到逆向
配置资源的作用，那怕这些国企是大中型企业也是如此。因此“抓大放小”的核心应该是提高这些
大国企的效率尤其是投资效率，而不是国家不断地从资金、政策上做出扭亏努力，让社会资源人为
低效配置。政府干预国有银行贷款扶持国企，国企不提高效率（或提高效率的速度太慢，以至于效
率还是低于非国企）而再次亏损，政府再次干预。这样不断循环下去，实质就是在不断空耗社会的
资源。因此我们应该加快改革银行制度，政府不再直接干预经济，让非国企和国企平等地竞争，让
社会资源按效率配置，这样既有利于非国企发展，也有利于国企的改革。 
国企改革的大方向应该是国有企业（包括大中型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不过这个退出过程
不应该是人为让它加快或减慢，而是国家不再干预竞争性领域的经济竞争，让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
业平等竞争，靠非国有企业的高经济效率迫使国有企业退出竞争型经济领域。如果目前的非国有企
业没有这么大的竞争力，那么我们也不应该人为加快这个进程。也不能因为竞争性领域的国有大中
型企业是国家经济的命脉，而人为阻碍这个退出过程。 
（作者单位：山东建筑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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