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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Chinese Abstract/ Chinesische Zusammenfassung 
 

 
如何治理中国的通货膨胀？本文基于中国的国情，建立了一个劳动无限供给的总供求模

型。对于存在剩余劳动的二元经济，该模型有两个重要的理论预测：1、经济增长率、通货

膨胀率与劳动力转移速度相互之间正相关；2、经济发展过程中货币即使在长期也不是中性

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数据对模型的主要预测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支持。根据该模

型，在中国，紧缩需求虽然能治理通货膨胀，但是会牺牲经济发展，如果扩张供给，则不仅

可以治理通货膨胀还可以加快经济发展。但是，为了扩张供给，政府必须需要做好两项相互

依赖的工作：一是在加快农业发展的前提下促进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二是管理好通货膨

胀预期。 
 

 
English Abstract/ 英文摘要/ Englische Zusammenfassung 
 

How to control the inflation in China? Based on China’s situation, this paper builds an 
Aggregate Supply-Demand Model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For a dual economy with 
surplus agricultural workers, the model can accomplish two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predictions, as 
follows. Firstly, there is positive correlation among economic growth rate, labor migration and 
inflation separately; Secondly, the money supply has not neutral effect even in long-ru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macro-economic data since opening-reforming policy in China could support 
strongly on these predictions. According to the model, shrinking aggregate demand will sacrify 
economic development even it can cure inflation. In opposite, expanding aggregate supply can not 
only control inflation but also acceler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the government has two 
interdependent jobs to do. One is to speed up the shifts of labor force from agricultural to 
non-agricultural sectors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accelerating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The other 
is to manage the public’s inflation expectations prop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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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紧缩需求能治理中国的通货膨胀吗？  
——基于劳动无限供给的总供求模型的分析 ∗

 
 

  
一、引 言 

 
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增长率在 2010 年下半年以来，呈现逐月上升的趋势，9、10、

11 月分别上升 3.6%、4.4%和 5.1%。1通货膨胀已经越来越明显，治理通货膨胀再次成为我

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任务。但是在中国如何治理通货膨胀，长期以来就是一个争论的焦点

问题。根据现有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2治理通货膨胀必须紧缩需求。但是紧缩需求通常会

牺牲经济增长(指经济增长率降到潜在增长率以下)，尽管牺牲多少存在争论，但必须牺牲则

是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共识(Blandchard,2001,p173-174)。中国经济处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

既是各级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标，也是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的基础。因此，紧

缩需求政策在中国常常会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反对：一方面是一批虽然在国内宏观经济领域

不占主流地位，但坚持从中国经济发展背景出发的经济学家；另一方面是一些从事具体宏观

经济管理工作的政府官员(蔡昉，2010)。这使得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经常偏离主流宏观

经济学的要求，但有时结果却比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预期还要好，因此常常让主流宏观经济学

家觉得不可理解，而被冠以各种“奇迹”或“迷”。但是，这些反对主流宏观经济学政策处

方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尽管不根据理论而仅根据现实，可能的确能够提出并制订更加符

合中国国情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却没有理论工具可以证明这些政策为什么要比主流宏观经

济学的政策处方更符合中国的需要。 
为什么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政策处方有坚实的理论依据，并且被发达国家反复使用，却

被政府部门认为不符合中国实际需要，而一些非主流的宏观经济学家提出的建议虽然符合实

际需要却又没有理论支持呢？关键在于目前宏观经济学所基于的经济环境是发达国家，尤其

是美国，其根本特点是劳动力的供给从长期来看没有价格弹性，而中国则处于经济发展的过

程之中，基本特征是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非农部门几乎面临无限的劳动供给。因

此，主流宏观经济学给出的是治理劳动供给没有弹性时通货膨胀的政策，而中国需要治理的

是劳动无限供给时的通货膨胀。然而，目前经济学中，一方面，剩余劳动力转移通常作为经

济发展过程中的长期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流宏观经济学对此几乎不涉及，另

一方面，通货膨胀问题则被认为是短期宏观波动研究的内容，以长期发展问题作为研究对象

的发展经济学很少对它进行深入研究。3从而使劳动剩余经济的通货膨胀问题没有得到现有

                                                        
∗感谢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技术进步方向选择研究（批准号：10CJL012）”、上海市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 “双重过渡背景下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因素——基于省际面板数

据的实证研究(批准号：2008BJL003)”和同济大学文科科研基金课题“劳动力转移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关

系研究”的资助。 
1 文中所用经济数据没有特别说明，都是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和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2 主要指美国著名的主流经济学家编写的经济学教材中的宏观经济学，比如萨谬尔森等(2008，中文版)，斯

蒂格利茨等(2005，中文版)，曼昆(2009，中文版)等。 
3 Todaro(1969)和Harris and Todaro(1970)虽然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失业问题，但是关注的是长期失业率，

而不是失业率变化、通货膨胀等短期宏观经济波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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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足够重视。但是，目前国内外学术界许多学者都已深切地认识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

短期波动与成熟经济的短期波动有重要区别。为了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短期波动问题，必

须结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对经济发展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都进行修正，在综合二者的

基础上提出专门分析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短期波动问题的专门理论。目前对此进行尝试的文

献，国际上最有名的是Agenor and Montiel(1999)提出的以小国开放经济为基础的发展宏观经

济学理论，国内学者中黎德福(2005)从经验上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增

长尽管与官方统计的城镇失业率不相关，但与劳动力转移速度紧密相关。胡景北(2008)建立

的二元经济发展与波动模型，分析了农业与非农业两部门产品相对价格波动与劳动力转移的

相互影响，证明劳动力转移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也是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关键变量。

林毅夫(2007)明确指出主流宏观经济学不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并提出应该从发展中国家出现

的新产业投资中的“潮涌”现象出发，建立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学，蔡昉(2010)明确

指出现有宏观经济学劳动稀缺假设与中国劳动剩余国情根本对立，提出只有结合二元经济结

构转换的特征，以及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关系的新特点，才能正确认识中国的宏

观经济周期现象。国内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尝试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进行修正以求对中国

宏观经济现象给出更好的解释，比如郑超愚(2004)、高坚、杨念(2007)、龚刚、林毅夫(2007)、
万光彩、刘莉(2007)等，但是都没有明确以农业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和非农部门面临无限劳动

供给为基础去修正或扩展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总供求模型。 
本文的思路是在现有宏观经济学总供求模型的基础上，考虑中国农业部门存在剩余劳

动而非农部门面临无限劳动供给的特征，用刘易斯(Lewis,1954)的劳动无限供给假设替代现

有宏观经济学总供求模型中长期劳动力供给没有弹性的假设，并将总供求模型由只关注资本

存量不变的短期，扩展到考虑资本积累的长期，从而建立一个劳动无限供给的总供求模型，

作为分析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理论工具。然后对该模型的主要理论预测，用中国 1979－2009
的数据进行检验。在获得经验支持的情况下，用该模型分析在劳动无限供给时治理通货膨胀

的政策选择。根据理论与经验分析，本文认为，治理中国的通货膨胀不应该紧缩需求，而应

该扩张供给。这样才可以既治理通货膨胀又不牺牲经济增长，实现宏观经济短期稳定与长期

发展相互促进。但是，为扩张供给政府必须做好两项相互依赖的工作：一是在加快农业发展

的前提下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剩余劳动力转移，二是管理好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 
本文后面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对模型的经济环境进行设定；第三节建立劳动无限

供给的总供求模型；第四节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数据对模型的主要预测进行检验；第

五节分析劳动无限供给时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选择；第六节是结束语。 
 

二、经济环境 
 
本文要建立的总供求模型针对的经济环境是刘易斯(Lewis,1954)所设定的劳动无限供

给的二元经济。1该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存在两个部门：传统的农业部门与现代的非农部门。 
传统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现代部门从长期来看，在给定的工资率下可以获得无限

                                                        
1 本文不参与劳动无限供给假设是否合理的争论，而是以劳动无限供给存在为前提，分析劳动无限供给对

经济波动的影响。限于篇幅，本文只考虑封闭情况，将本模型扩展到开放很重要，但并不难，将在另一篇

论文单独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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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供给。在 t 时刻，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是 ，非农部门的劳动力是 ，总劳动力是

，总劳动力不增长。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率外生给定为 ，取决于农业部门

的制度安排，非农部门的实际工资率是 ，是名义工资除以价格水平，即 ，由

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决定。 

tAL , tL

ttA LLTL += , Aw

tw ttt PWw /=

传统部门通常是农业部门，生产农产品，产出为YA，货币价格是PA，非农部门生产工

业品，产出为YI，货币价格是PI。整个经济的名义产出用GNP表示，则： 

)( IAIIIAA YpYPYPYPPYGNP +=+=≡                       (1) 

其中 表示以工业品计价的农产品的相对价格。其中P表示整个经济的一般

价格水平，Y表示整个经济的实际产出。经济发展过程中两部门产品的相对价格一直是发展

理论关注的重要内容，胡景北(2008)就主要是从相对价格变化与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分析

经济发展和波动之间的关系。但本文只关注整个经济的一般价格水平变化与劳动力转移之间

的关系，因此假设两部门产品的相对价格不变。当两部门产品的相对价格不变时，总可以通

过对农产品的计量单位进行选择，使

IA PPp /=

1/ == IA PPp 。这使两部门在生产产品上的差异被简

化，相当于两部门生产同一种产品，只是生产效率不同。在p=1 时，整个经济的实际产出就

等于两部门实际产出之和，即 IA YYY += 。假设剩余劳动转移结束之前，传统农业部门的

产出水平保持不变，并不受一般价格水平的影响，即YA是一个常数，那么整个经济的产出

就等于非农部门的产出加一个常数。为了简单，假设YA=0，对模型结果不会有任何影响。

这样后面在分析时，整个经济的价格水平P与非农部门价格水平PI，整个经济的产出Y和非农

部门的产出YI就不用再作特别区分。 
以上的假设显然并不现实，但这使二元经济转变为一个劳动无限供给的一元经济，与

现有宏观经济学的总供求模型的经济环境的差别集中在长期劳动力供给上，一个是无限供给

弹性，一个是没有供给弹性。由于本文想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如果现有宏观经济学的总

供求模型的长期劳动力供给由没有弹性修改为具有无限弹性，将有什么新的结果？因此其它

方面是否真实对本文核心结论并不重要。 
 

三、劳动无限供给的总供求模型 
 
本节先给出劳动与资本的供给函数假设，然后由企业利润最大化求出劳动与资本需求

函数，再将二者联立求出要素市场稳态均衡时的资本与劳动投入，再代入生产函数，求出总

供给函数，最后与总需求函数联立，得出要建立的模型。 
(一)劳动与资本的供给 
1、劳动供给 

劳动供给是本模型的核心。任意时刻，非农部门的劳动供给 取决于给定的实际工资
S
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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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下，非农部门已有劳动力存量 tL 的大小和 tL 中愿意工作的比例 的大小，即tl tt
S
t LlL = 。

在同样的存量下，愿意工作的比例越高，劳动供给越多，在同样的比例下，存量越大，劳动

供给越多。假设愿意工作的比例是实际工资率的增函数，即 且

， 是名义工资率， 是预期的一般价格水平，

),/( μe
ttt PWll =

0)/(/ >∂∂ e
tt PWl tW e

tP μ 表示工资率以外影

响就业比例的因素。假设有一个存在剩余劳动的农业部门，当非农部门的实际工资率高于农

业部门时，劳动力将由农业部门进入非农部门。设本期由农业部门流入的劳动力是 ，那

么非农部门劳动力存量与劳动力转移的流量之间的关系就是

tN

ttt NLL +=+1 。定义

ttt LNn /≡ 表示劳动力转移速度，则非农部门劳动力存量与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关系是

)1(1 ttt nLL +=+ 。假设 ，且 和),/( A
e

ttt wPWnn = 0)/(/ >∂∂ e
tt PWn 0/ <∂∂ Awn ，即劳

动力转移速度是非农部门预期实际工资率的增函数，农业部门实际工资率的减函数。1因此，

t时非农部门的劳动力存量就是 ∫ =
=

t

A
e

t dwPWnLL
00 ),/(exp

τ ττ τ ，其中 0L 是非农部门初始

的劳动力存量，exp(xt)表示ext。这样，非农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函数就是(2)式： 

⎪⎩

⎪
⎨
⎧

<∂∂>∂∂>∂∂

= ∫ =
0/,0)/(/,0)/(/

]),/(exp[),/()/(
00

A
e

tt
e

tt

t

A
ee

tt
e

tt
s

t

wnPWnPWl

dwPWnLPWlPWL
τ ττ τμ

          (2) 

假设存在某一实际工资率 t
e

tt wPW =/ ，使 0),( =At wwn 。由于仅有农业部门的工资

水平并不足以吸引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因此 At ww ≥ 。劳动供给函数(2)式是

本文的核心假设，是本模型既不同于现有宏观经济学的总供求模型又不同于刘易斯模型，也

不同于劳动力外生增长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关键之处。事实上它是现有宏观经济学总供求模

型中的劳动力供给函数与刘易斯劳动力供给函数的复合。 

对于任意时刻 t，非农部门的劳动力存量都是给定的 tL ，(2)式就转换为(3)式： 

t
e

tt
s

t LPWlSL ),/( μ= ，                    (3) 0)/(/ >∂∂ e
tt PWl

此时劳动力存量是给定的，本文将它称为短期劳动供给函数。这就是现有宏观经济学

总供求模型中的劳动力供给函数，是一条向右上倾斜的曲线，如图 1： 

                                                        
1 这个假设实际上就是刘易斯(Lewis,1954)的劳动无限供给假设，但有一点细微区别，刘易斯的原意可能应

该表述为 ， ，但二者没有本质区别。 )/( A
e

ttt wPWNN −= 0)/(/ >∂∂ e
tt P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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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

tt
s

t LPWlSL ),/( μ=  

L 

w 

tw  

tt Lwl )(

图 1  短期( tL 给定时的)劳动力供给曲线 

 
 
 
 
 
 
 
 
当非农部门的就业率不变并简单地假设为 1 时，则该劳动供给函数就转换为(4)式： 

0/,0)/(/],),/(exp[)/(
00 <∂∂>∂∂= ∫ = A

e
tt

t

A
ee

tt
s

t wnPWndwPWnLPWL
τ ττ τ   (4) 

该函数表明，当非农部门预期工资率 t
e

tt wPW >/ 时，非农部门的劳动存量将会无限

增长，直到剩余劳动转移结束。这就是刘易斯(Lewis,1954)的劳动无限供给函数，本文称之

为长期劳动供给函数，如图 2： 
 

LL 

L 

w 

tw  

Lmax

图 2  长期(刘易斯)劳动供给曲线 

 
 
 
 
 
 
 
 
因此本文的劳动供给函数就是将现有宏观经济学总供求模型的劳动供给函数与刘易斯

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劳动无限供给函数结合起来。该函数用图形可表示如图 3： 
 

LL 

L 

w 

tw  

tt Lwl )(

 图 3 劳动无限供给经济的劳动供给曲线 

SL 

L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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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动存量 tL 给定的情况下，工资率 变化导致劳动供给沿着短期劳动供给曲线 SL

移动，而

tw

tL 变化则是使 SL 曲线左右移动。本文的核心假设实际就是 tL 上升不是外生的，

而是内生决定于非农部门的实际工资率 和时间。非农部门的实际工资既影响已有劳动存

量下的就业水平，又通过影响劳动力转移速度而影响非农部门的劳动存量。这是存在剩余劳

动时非农部门劳动供给的最大特点，也是劳动无限供给经济不同于发达经济的根本特征。 

tw

2、资本供给 

资本供给与劳动供给具有对称性，因此陈述相对简单。在t时点上，资本的供给 也

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已有的资本存量

s
tK

tK 中愿意投入使用的部分 tκ ，二是 tK 本身的大小，

即 tt
s

t KK κ= 。假设已有资本中愿意投入使用的部分是实际租赁价格的增函数，即

且 ，),/( νκκ e
ttt PR≡ 0)/(/ >∂∂ e

tt PRκ 1
tR 是名义租赁价格， 是预期的实际租赁

价格，

e
tt PR /

ν 表示其它影响资本利用率的因素。定义资本积累速度 ，

并假设 ，表示资本积累速度是实际租赁价格的增函数，

),/(/ δe
ttttt PRiKKi =Δ≡

0)/(/ >∂∂i e
tt PR δ 代表实际租赁

价格以外影响资本积累速度的因素。因此连续时间变量表示的资本供给函数是(5)式： 

⎪⎩

⎪
⎨
⎧

>∂∂>∂∂

= ∫ =
0)/(/,0)/(/

]),/(exp[),/()/(
00

e
tt

e
tt

t ee
tt

e
tt

s
t

PRiPR

dPRiKPRPRK

κ

τδνκ
τ ττ                 (5) 

0K  表示初始的资本存量。(5)式的资本供给函数用图形表示如图 4： 

 

]),/(exp[
00 ∫ ==

t es
t dPRiKLK

τ ττ τδ  

K 

r 

r  

tKr )(κ
图 4 资本的供给曲线 

t
e

tt
S
t KPRSK ),/( νκ=   

 
 
 
 
 
 
 
 
 
 

                                                        
1 为什么资本的利用率是实际租赁价格的增函数，详细的分析可见Greenwood,Hercovitz and Huffman(1988)
或Barro(2006，中文版，p203－209)的《宏观经济学：现代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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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表示，资本积累函数(5)式也是既包含了现有宏观经济学短期总供求模型中的资本

供给函数，即 t
e

tt
e

tt
s

t KPRPRSK ),/()/( νκ= ，1也包含了长期经济增长中的资本积累函数，

即 ]),/(exp[)/(
00 ∫ =

=
t ee

tt
s

t dPRiKPRLK
τ ττ τδ 。如果对于实际租赁价格 tr ， 0),( =δtri ，

则资本从长期来看在 tr 处具有无限的供给弹性。2本文的(5)式强调，实际租赁价格不仅影响

短期的资本利用率，而且影响长期的资本积累速度。当资本存量给定时，资本的供给是一条

向右上倾斜的供给曲线，但只要实际租赁价格 rPR e
tt >/ ，资本就会无限积累，SK就会向

右移动，直到实际租赁价格重新回到 rPR e
tt =/ 。 

资本供给函数(5)式是本文模型在资本供给上与现有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差异。目前宏观

经济学的短期波动分析与长期增长分析通常相互独立，原因就是将要素的价格对要素存量给

定时利用率的影响和对要素存量本身变化的影响相互割裂。3如果劳动从长期来看没有弹性，

那么短期与长期的相互独立从长期来看不会有重大的不同。但是当劳动具有无限供给时，将

短期与长期相互独立则会产生错误的分析结果。因为这时经济的短期与长期之间的相互影响

非常重要，而且会影响长期均衡的结果。 
 (二)生产函数、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与资本和劳动的需求函数 
假设非农部门由许多个企业组成，各个企业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因此总量生产函数

是单个企业生产函数的简单加总。生产有两种基本的物质投入，即资本(K)和劳动(L)，技术

水平外生为 A，没有技术进步，产出用 Y 表示。假设非农部门的生产函数具有柯布－道格

拉斯生产函数形式，用(6)式表示： 

αα −= 1
ttt LAKY                                    (6) 

企业的利润函数是： 

tttttttt KRLWLAKP −−= −ααπ 1                            (7) 

tπ 是利润， 是产品市场的价格水平。企业在生产函数和要素市场价格约束下追求利

润最大化，决定租用多少资本与雇佣多少劳动。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条件要求要素的边际产出

等于要素的实际价格： 

tP

⎪⎩

⎪
⎨
⎧

=−

=
−

−−

tttt

tttt

PWLAK

PRLAK

/)1(

/11

αα

αα

α

α
                            (8) 

                                                        
1 甚至很长时间以来，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短期总供求模型中连资本利用率的波动也不予分析。 
2 目前所有新古典增长模型(Solow,1956;Cass,1965;Koopmans,1965;Romer,1990)，无论是外生还是内生技术

进步，都假设长期资本供给具有无限弹性。 
3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试图克服目前宏观经济分析中短期与长期相互割裂的缺陷并实现二者的统一。但目前

实际经济周期模型(Rebelo,2005)与本文模型有几个重要区别：一是针对的仍然主要是劳动力长期供给没有

弹性的成熟经济，而本文针对的劳动无限供给的发展中经济；二是只给出了某些具体的家庭理性选择行为

下的特殊的劳动利用函数和资本积累函数，而本文针对的是抽象的要素供给函数；三是以传统的经济增长

模型为分析工具，而本文以供求模型为分析工具。因此，实际经济周期模型本质上是本文模型的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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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8)式得要素的需求函数(9)式： 

 
[ ]
[ ]⎪⎩

⎪
⎨
⎧

−=

= −

ttt
d
t

ttt
d
t

KPWAL

LPRAK
α

α

α

α
/1

)1/(1

)//()1(

)//(
                       (9) 

由于边际收益递减，(9)式表明企业对资本与劳动的需求是要素实际价格的减函数，但

是，对资本的需求与劳动需求正相关，对劳动的需求与资本需求正相关。因此资本与劳动之

间既具有替代的关系，又具有互补的关系。 
(三)劳动和资本的供求均衡 
要素的供给等于要素的需求时，要素市场实现均衡。将前面提出的要素供给函数与需

求函数联立，并利用 ， ，得到劳动无限供给时要素市场

供求均衡方程组(10)式： 

ee PwPPW // = ee PrPPR // =

[ ]

( )⎪
⎩

⎪
⎨

⎧

=

=−

∫
∫

=

−

=

]),/(exp[),/(/

]),/(exp[),/(/)1(

00
)1/(1

00
/1

t ee
ttttt

t

A
ee

ttttt

dPPriKPPrLrA

dwPPwnLPPwlKwA

τ τττ
α

τ τττ
α

τδνκα

τμα
     (10) 

这是劳动无限供给时要素市场供求均衡的核心方程。任何满足(10)式的实际工资与资

本租赁价格都是使要素供求相等的要素价格。只要供求相等，则必然有下面(11)式： 

⎪
⎩

⎪
⎨

⎧

=

=

∫
∫

=

=

]),/(exp[),/(

]),/(exp[),/(

00

00

t ee
tttt

t

A
ee

tttt

dPPriKPPrK

dwPPwnLPPwlL

τ τττ

τ τττ

τδνκ

τμ
            (11) 

将(11)式代入(10)式得(12)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

Aeee
t

t
tte

t

t
t

t

t

eAee
t

t
tte

t

t
t

t

dw
P
Pwn

P
PriK

P
PrL

P
Pwl

r
A

d
P
Priw

P
PwnL

P
PwlK

P
Pr

w
A

00

)1/(1

00

/1

),(),(exp),(),(

),(),(exp),(),()1(

τ
τ

τ
τ

τ

τ
τ

α

τ
τ

τ
τ

τ

τ
τ

α

τδνκμα

τδμνκα

(12) 

当劳动力转移速度大于资本积累速度，即 时，由于边际报酬递减，一方面 w 必

然下降，从而导致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另一方面实际租赁价格 r 必然上升，从而导致资本

积累速度上升。如果 ，则会有一个相反的过程。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12)式必然

收敛到 和工资与实际租赁价格都保持不变的稳定均衡。 

in >

in <
in =

由于稳定均衡时(12)式的左边是常数，因此右边也必须是常数。由此可得求解稳定均

衡的第一个方程： 

),/()/( δe
tttA

e
ttt PPriwPPwn =−                             (13) 

根据模型假设，由(13)式可得： 0
)/(

/
)/(

>
∂

∂
∂

∂
=

∂
∂

e
tt

t
e

tt

t

t

t

PW
i

PW
n

w
r

。因此(13)式是一

条向右上倾斜的曲线。(13)式表示资本与劳动的价格必须调节使两种要素的增长率相等，反

映了稳定均衡对要素供给的要求。另一方面，要素价格还必须符合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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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求解稳态均衡的第二个方程： 

[ ] ( ) 1//)1( )1/(1/1 =− −αα αα tt rAwA                           (14) 

根据新古典生产函数的性质，(14)式是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将(13)和(14)式的两个

函数在图形中表示如图 5。 
 

1)1(
)1/(1/1

=⎟⎟
⎠

⎞
⎜⎜
⎝

⎛
⎟⎟
⎠

⎞
⎜⎜
⎝

⎛ −
−αα

αα

tt r
A

w
A

r 

图 5 稳定均衡时的要素价格 
w*

r*

w 

),(),( δe
t

t
tAe

t

t
t P

P
riw

P
P

wn =

E 

 
 
 
 
 
 
 
 
 
 
由图 5 可知劳动无限供给时的稳态均衡一定存在，而且可由(13)、(14)式联立求出稳态

均衡时劳动的实际工资率 和资本的实际租赁价格
*w *r ，如(15)式： 

⎪⎩

⎪
⎨
⎧

=

=

),,,,/(

),,,,/(
*

*

δα

δα

A
e

tt

A
e

tt

wAPPrr

wAPPww
                                (15) 

由稳态均衡的要素价格可得稳态均衡时非农部门劳动与资本的增长速度和利用率水

平，如(16)式： 

⎪
⎪

⎩

⎪
⎪

⎨

⎧

=

=

=

=

),,,,,,/(

),,,,,,/(

),,,,/(

),,,,/(

*

*

*

*

νμδακκ

νμδα

δα

δα

A
e

tt

A
e

tt

A
e

tt

A
e

tt

wAPP

wAPPll

wAPPii

wAPPnn

                            (16) 

假设经济从 t=0 时开始，经过时期 T，实现了稳态均衡，则均衡时要素的投入数量是： 

⎪
⎩

⎪
⎨

⎧

=

=

∫
∫

=

=

]),/(exp[),/(

]),/(exp[),/(

***

***

t

T

e
T

e
tttt

t

T A
e

T
e

tttt

dPPriKPPrK

dwPPwnLPPwlL

τ τττ

τ τττ

τδνκ

τμ
         (17) 

其中： 

⎪
⎩

⎪
⎨

⎧

=

=

∫
∫

=

=

]),/(exp[

]),/(exp[

0

*
0

00

T e
T

T

A
e

T

dPPriKK

dwPPwnLL

τ τττ

τ τττ

τδ

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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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L 和 0K 是 t=0 时非农部门的初始劳动与资本存量。由(12)式求解的稳态均衡时的实际

工资率 和实际利率 ，使从时间 T 之后的每一个时刻，要素的供求都相等。这不同于现

有宏观经济学的短期总供求均衡，而是充分反映了短期均衡与长期均衡相互影响之后的长期

均衡。但在 t=0 到 T 之间，虽然要素供求相等，但并没有达到稳态均衡，此时工资与利率都

是不固定的，劳动力转移速度与资本积累速度也没有相等。 

*
tw *

tr

当不考虑资本与劳动力存量的变化时，(12)式就变成了现有宏观经济学总供求模型的

要素供求均衡方程组(19)式： 

( )
( )⎪⎩

⎪
⎨
⎧

=

=−
−

00
)1/(1

00
/1

),/(),/(/

),/(),/(/)1(

KPPrLPPwlrA

LPPwlKPPrwA
e

ttt
e

tttt

e
ttt

e
tttt

νκμα

μνκα
α

α

               (19) 

此时求解的要素价格只能使给定存量下的要素市场出清，但是这个要素价格可能并不

能使要素的积累速度相同，从而导致资本与劳动的非平衡增长，进而使(19)式求出的要素价

格不能使下一期的要素供求均衡。因此从长期来看，(19)式决定的要素价格并不是均衡的要

素价格。 
当不考虑要素利用率的波动时，(12)式就变成了现有增长理论的要素供求均衡方程组 

(20)式： 

( ) [ ]
( ) [ ]⎪
⎩

⎪
⎨

⎧

−=

−=−

∫
∫

=

−

=

t

A
eee

tttt

t e
A

ee
tttt

dwPPwnPPriKLPPwlrA

dPPriwPPwnLKPPrwA

000
)1/(1

000
/1

),/(),/(exp),/(/

),/(),/(exp),/(/)1(

τ ττττττ
α

τ ττττττ
α

τδμα

τδνκα
(20) 

此时稳态均衡的要素价格虽然与(12)式相同，但是在向稳态均衡收敛的过程中要素利

用率与要素积累速度之间的相互影响被忽略了。而(12)式表明，任何影响要素利用率短期波

动的因素都会通过影响要素的价格而影响要素的增长速度，从而产生一个动态调整过程，同

时任何影响要素增长速度的因素也会通过影响要素的价格而影响要素的短期利用率。 
(四)总供给函数 
将(17)式决定的稳态均衡时的要素投入数量代入生产函数，并利用均衡时劳动力转移

速度等于资本增长率，得均衡时的产出水平是(21)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

T Aee
t

t
te

t

t
tTTt dw

P
Pwn

P
Pwl

P
PrLKAY

τ
τ

τ
τ

αα
αα τμνκ ),(exp),(),( *

1
**1*   (21) 

 (21)式反映了要素市场均衡时产出水平与价格水平 P 之间的关系，因此也就是劳动无

限供给时的总供给函数，如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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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劳动无限供给的总供给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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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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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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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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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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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l
P
PrYY  

 
 
 
 
 
 
 
 
 
 
 
当 t=T 时，产出水平是： 

αα
αα μνκ

−
−

⎭
⎬
⎫

⎩
⎨
⎧

⎭
⎬
⎫

⎩
⎨
⎧

=
1

**1* ),(),( e
t

t
te

t

t
tTTT P

Pwl
P
PrLKAY             (22) 

当预期价格与实际价格一致时， { } { } αα μνκ −
==

1*** ),(),()1/( ttT
e

T wlrYPPY ，其中：

αα −≡ 1
TTT LKAY 。由于 和 ，可得 ，

因此 是一条过 且向右上倾斜的曲线。(22)式表示劳动无限供给时

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如图 6 中的 AS 曲线。 

0)/(/ >∂∂ ePPκ 0)/(/ >∂∂ ePPl 0)/(/* >∂∂ e
T PPY

)/(* e
T PPY )1/(* =e

T PPY

当t>T时，如果 ，则(21)式表示 在 处具有无限

弹性，如图 6 中的实线LAS。但是，如果 且 ，则 就是

一条过

0)/(/() >∂∂ e
ttt PPn *

tY )1/(* =e
ttt PPY

0),( * =At wwn 0)/(/() =∂∂ e
tt PPn *

tY

TYl αακ −1 的垂直线，如图 6 中的虚线LAS所示。1因此，图 6 表示，劳动无限供给的

总供给函数与现有宏观经济学的总供求模型中的总给函数关键的差别在长期，在短期二者是

一样的。 
(五)总需求函数 
为了确定劳动无限供给时的价格水平，还必须有总需求函数。劳动无限供给时的总需

求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本文并不打算深入分析，而是简单地从货币数量公式得出

总需求函数(23)式： 

PMVY /=                                        (23) 
其中 Y 表示产出，M 是名义货币供给，V 是货币的流通速度，P 是价格水平。假设 V

是外生参数，M 由中央银行控制。上式就是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总需求曲线。 

                                                        
1 为了将模型用二维图形表示出来，假设长期均衡时 ，但正常情况下动态均衡时劳动力

转移速度应该大于零。 

0)( * =− At w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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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总供求模型 
将总供给函数与总需求函数联立，就是本文要提出的劳力无限供给的总供求模型(24)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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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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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t
D

t

t

T Aee
t

t
te

t

t
tTT

S
t

PMVY

dw
P
Pwn

P
Pwl

P
PrLKAY

/

),(exp),(),( *
1

**1

τ
τ

τ
τ

αα
αα τμνκ

  (24) 

用图形表示的劳动无限供给的总供求模型如图 7。 
 

LAS

Y 

P 

P=Pe

TYl αακ −1

图 7 劳动无限供给的总供求模型 

AS 

Ymax

AD 

E 

 
 
 
 
 
 
 
 
 
图 7 中 AD 是总需求曲线，AS 是短期总供给曲线，LAS 是考虑要素存量变化时的总

供给曲线。E 点是预期价格等于实际价格时的供求均衡点，也就是长期均衡点。长期总供给

曲线 LAS 具有与刘易斯劳动无限供给曲线一样的形状，是劳动无限供给的总供求模型与现

有宏观经济学的总供求模型的最大区别。 
 

四、模型预测及计量检验 

 
1、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 
对总供给函数(21)式两边取对数求导可得(25)式： 

)//(//)1(// llnllnllYY
••••••

−++=+−+= κκαακκα            (25) 

根据定义，l 表示非农部门已有劳动力中就业的比例，失业率 u=1－l。在失业率比较

低的时候， 。根据假设，资本利用率与劳动利用率同方向变化，因此

很小甚至接近于 0，(25)式可以简化为(26)式： 

ulull Δ−≈−=
••

//

)//( ll
••

−κκ

nuYY +Δ−≈
•

/                                        (26) 

(26)式表明，在劳动无限供给时经济增长率不仅与非农部门的失业率差分负相关，而

且与劳动力转移速度正相关。当没有剩余劳动力时，劳动力转移速度 n=0，(26)式就变成

。这就是现有宏观经济学中的奥肯法则(Okun,1962)。由此可见奥肯法则是(26)

式的一个特例。设第一产业为农业部门，第二、三产业为非农部门，劳动力转移速度近似等

于非农部门就业比的增长率。黎德福(2005)对(26)式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 1979－2002

uYY 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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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城镇失业率的差分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不显著，且符号不正确，但劳动力转移速度

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与(26)式预期完全一致，而且非常显著。图 8 是 1979－2009 年的经济

增长率与劳动力转移速度二者的散点图。由图可见，二者具有比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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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中国经济增长与劳动力转移速度之间的关系(1979-2009) 

n 

YY/
•

 
 
 
 
 
 
 
 
 
 
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1979-2009)的数据对(26)式进行回归，结果如(27)式： 

tt 0.933146nu0.8750497.81484/ +Δ+≈
•

YY               (27) 

(14.59)***   (0.86)        (5.67)***                      
***表示在1％以内显著，**表示在5％以内显著，*表示在10％以内显著。 
调整后的可决系数AD_R2＝0.51，s.e=1.99，DW= 1.78，F= 16.00，样本数30个。 
回归结果与黎德福(2005)的研究仍然一样，失业率的差分与产出增长率的关系不显著，

而且与理论预期符号不一致，但产出增长率与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关系与理论预期一致且非常

显著。失业率的差分为什么与经济增长率不相关，有可能是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并没有准确

地反映非农部门失业率的变化，但也有可能是相对于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影响而言太小。 
2、经济发展过程中，货币在长期也是非中性的。 
如果名义货币供给量 M 的一次性变化影响到各个名义变量，但实际变量不变，则称货

币是中性的。目前尽管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在短期内，货币中性未必成立，但是几乎所有的

经济学家都接受在长期，货币是中性的(巴罗,2006，中文版，246-247)。但是，根据前面建

立的劳动无限供给的总供求模型可以证明，在劳动无限供给的情况下，不仅短期内货币中性

不成立，而且在长期内货币中性也很难成立。 
首先，由(24)式的总供求相等得(28)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

T Aee
t

t
te

t

t
tTT

t

dw
P
Pwn

P
Pwl

P
PrLKA

P
MV

τ
τ

τ
τ

αα
αα τμνκ ),(exp),(),( *

1
**1**   (28) 

假设在t=T0 时，M=M0， ，经济处于长期均衡。如果名义货币供给上升为

M

00 T
e

T PP =

1，并经过一段时间，在t=T1 时经济再度实现长期均衡，即 。将M11 T
e

T PP = 0、 和M0TP 1、

分别代入(28)得到两个等式，然后将两个等式两边相除得(29)式： 1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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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wnwlrLKA

dw
P
PwnwlrLKA

PVM
PVM

τ
τ

τ
τ

αααα

τ
τ

τ
τ

αααα

τμνκ

τμνκ
  (29) 

如果货币流通速度 V、技术水平 A 不变，长期均衡时资本利用率 与劳动利用

率 也不变，则上式可简化为(30)式： 

),( * νκ tr

),( * μtwl

0

1)(1

)(0

*

01

01 11

00

),(exp
/
/

T

TPPT

PPT Ae
TT Y

Ydw
P
Pwn

PP
MM T

e
T

T
e

T

=⎥
⎦

⎤
⎢
⎣

⎡
= ∫

=

==τ
τ

τ
τ τ              (30) 

由于 ，假设 ，那么在两个长期均衡之间，由于

，因此 ，所以

0)/(/() >∂∂ e
ttt PPn 0),( * =At wwn

ePP ≠ 0),/( * ≠A
e wPPwn τττ [ ]∫

=

==

)(1

)(0

*11

00

),/(exp T
e

T

T
e

T

PPT

PPT A
e dwPPwn

τ τττ τ 不可能等

于 1。因此，在劳动无限供给经济中，货币在长期几乎不可能是中性的。但是对于成熟的发

达经济，由于没有剩余劳动，无论 取何值，总有 ，因此

＝1，代入(30)式得

ePP ττ / 0),/( * =A
e wPPwn τττ

[∫
=

==

)(1

)(0

*11

00

),/(exp T
e

T

T
e

T

PPT

PPT A
e dwPPwn

τ τττ τ]
0

1

0

1

M
M

P
P

T

T = 。此时货币中性在长期

成立。事实上 就是现有宏观经济学得出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依据，但

这个依据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很难成立。 

0),/( * =A
e wPPwn τττ

由(30)式可知，货币是否中性，关键是 是否大于 0。为了转换为可用

数据计量检验的公式，假设劳动力转移速度 n()是 的线性函数，如(31)式： 

)/(/() e
tt PPn ∂∂

e
tt PP /

bPPawPPwn e
ttA

e
ttt +=− )/(])/([ *                           (31) 

其中 a、b 是待估参数，预期 a>0。假设 ，并代入上式得(32)式： 1−= t
e

t PP

cababPPan ttttt +=+−=+= − ππ )1()/(() 1                  (32) 

其中： 1/ 1 −= −ttt PPπ ，表示通货膨胀率, ab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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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显示了中国 1979－2009 年劳动力转移速度与通货膨胀率的散点图： 
 

图 9  中国 1979－2009 年劳动力转移速度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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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表明，除了 3 个点(这三个点分别是 1984 年：劳动力转移速度是 9.22，通货膨胀

率是 2.8；1988 年和 1989 年，劳动力转移速度分别是 1.64 和-1.52，而通货膨胀率分别是 18.5
和 17.8)明显偏离了趋势之外，其它年份劳动力转移速度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非

常明显，对这三年取虚拟变量，D1 在 1984 年取 1，其它年份取 0，D2 在 1988 和 1989 年取

1，其它年份取 0，用计量软件进行回归得： 

21553.419316.63597.01411.09078.0 1 DDnn ttt −+++= −π        (33) 

           (2.77)**    (2.80)***   (3.02)***     (5.75)***    (-3.64)***

***表示在1％以内显著，**表示在5％以内显著，*表示在10％以内显著。 
调整后的可决系数AD_R2＝0.73，s.e=1.18，DW= 1.75，F= 20.48，样本个数30。 
回归结果表明，劳动力转移速度与通货膨胀率显著正相关。因此，货币在改革开放以

来的中国，长期也不可能是中性的。 
将(32)式代入(26)式还可以得到劳动无限供给时产出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在理论

上具有正相关关系。即： 

cauYY t ++Δ−≈
•

π/                                   (33) 

用中国1979－2009年的数据对(33)进行回归，由于失业率的差分非常不显著，因此去

掉，同时加上通货膨胀率的两阶滞后项，和产出增长率的一阶滞后项，回归结果如(34)式： 

   (34) 2364.41293.4/378.0159.0419.0327.023.6/ 121 DDYYYY ttttt −+++−+= −

•

−−

•

πππ

(3.73)*** (3.37)***  (-4.34)***   (1.90)*     (2.25)***     (2.39)**    (-2.65)**

***表示在1％以内显著，**表示在5％以内显著，*表示在10％以内显著。调整后的可

决系数AD_R2＝0.63，s.e=1.75，DW= 2.04，F=8.82，样本个数29。 
回归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具有比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在长期劳动

供给无弹性的经济中产出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通常不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美国

1959－2007 年的数据显示，二者具有轻微的负相关关系。1  
                                                        
1 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在国内研究得非常多(刘树成，1997；范从来，2000)。通常认为，由于城镇登

记失业率严重脱离实际，导致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和奥肯法则在中国不成立，从而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

的关系作为菲利普斯曲线和奥肯法则在中国的替代关系进行研究。但是本文认为这种替代只在劳动无限供

给时才可以，因为由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和奥肯法则并不能导出这个关系。宏观经济学教材中只有产出缺

口和通货膨胀的关系，但产出缺口并不能用增长率缺口代替(王明舰，2001，p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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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劳动无限供给时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选择 

 
当劳动无限供给经济发生通货膨胀时应该如何治理？这是本文想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为此，首先看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经济自身可能达到什么样的长期均衡结果。 
1、劳动无限供给时通货膨胀下经济自身的调节过程。 
前面提出的总供求模型，劳动的无限供给不是凯恩斯(1997，中文版)的劳动无限供给，

而是刘易斯(Lewis,1954)的劳动无限供给，是长期里无限供给而不是短期里无限供给。因此

劳动无限供给时一样可能发生通货膨胀。假设由于货币供给的一次性上升，总需求曲线向右

上移动，与短期总供给曲线相交于E1点，非农部门失业率下降，产出水平上升，价格水平也

上升，经济出现了过热。如图 10 所示。 
 

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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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P0

Y0
图 10 需求扩张产生了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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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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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问题是，如果没有政府干预，经济将在什么地方实现新的长期均衡？劳动无限供

给的总供求模型表明，在劳动无限供给时出现通货膨胀，经济自身调整的结果要比劳动长期

供给没有弹性时复杂得多。根据总供求模型 (24)式，当劳动的长期供给无弹性，即

时，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长期均衡的结果是在更高的价格水平对应不

变的充分就业产出Y

0)/(/() =∂∂ e
tt PPn

0。
1但是，当劳动无限供给，即 时，长期均衡结果

取决于定积分 的大小。这个值的大小取决于两项内

容：一是预期价格与实际价格偏差收敛的速度，即T1-T0 的大小；二是价格偏差对劳动力转

移速度的影响，即 的大小。下面分析价格偏差收敛速度的大小对长期均衡

结果的影响。 

0)/(/() >∂∂ e
tt PPn

[∫
=

==

)(1

)(0

*11

00

]),/([exp T
e

T

T
e

T

PPT

PPT A
e dwPPwn

τ τττ τ]

]
                                                       

)/(/() e
tt PPn ∂∂

(1)假设 T0 到 T1 之间预期价格维持不变， 。 0PPe
t =

当经济处于E1时，如果 不变，则由于 ， ，

持续上升，短期总供给曲线AS逐步右移，在给定的总需求

0PPe
t = 1/ >e

tt PP 0])/([ * >− A
e

ttt wPPwn

[∫ = −
t

T A
e dwPPwn

0

* ])/([exp
τ τττ τ

 
1 为了只分析货币水平变化的影响，而不是货币增长率偏离的影响，假设 。 0)( * =− At w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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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AD1下， 逐步下降，资本与劳动的利用率 、 也

逐步下降，经济由过热逐步向正常状态回归。因此，如果预期价格 不变，那么经济

最终将在价格水平不变，而产出水平上升的E

e
tt PP / ]),/([ * νκ e

ttt PPr ]),/([ * μe
ttt PPwl

0PPe
t =

2点实现新的长期均衡。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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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预期价格不变时的调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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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预期价格一直保持不变，但是由于实际价格在逐步下降，并最后收敛到不变的预

期价格，那么从长期来看，预期价格的均值并不存在系统性偏差。因此这并不违背理性预期。 

(2)假设 T0 到 T1 之间预期价格总是等于实际价格， 。 t
e

t PP =

 LAS 

Y 

P 

Pe=P0

Y0

图 12 不存在预期价格偏差的调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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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预期价格总是等于实际价格， 总是成立，因此调整时间T1-T0=0，

。需求扩张导致价格马上同比例上升，短期总供给曲线

和长期总供给曲线都在瞬间向上移动到E

1/ =e
tt PP

[ 1]),/([exp
0

* =∫ =
t

T A
e

ttt dwPPwn
τ

τ]
3点，如图 12 所示。不过，这时并不是因为没有剩

余劳动，非农部门也仍然面临无限的劳动供给，只是由于预期价格的瞬时调整，名义需求扩

张并不能影响劳动力的转移，货币中性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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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预期价格调整，但速度慢于实际价格，即调整的过程中 。 0PPP e
tt >>

此时，由于 ，因此 ，短期总供给曲线向右移动，由于

预期价格变化， ，因此长期总供给曲线向上移动，结果经济将在总需求曲线AD

e
tt PP > 0]),/([ * >A

e
ttt wPPwn

0PPe
t > 1上

E3和E2之间的某一点，比如E4实现新的长期均衡，如图 13 所示。新的长期均衡点，价格水

平处于P0和P2之间，产出水平处于Y0和Y2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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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预期价格变化但滞后于实际价格时的调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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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劳动无限供给时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选择。 
由上面的分析可见，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需求扩张既可能导致只有产出水平上升，

如图 11 所示，也可能导致只有价格水平上升，如图 12 所示。当然这是两个极端，更多的可

能是既导致了价格上升，也导致了产出水平上升，如图 13 所示。究竟哪个占主导，既取决

于经济的客观条件，也取决于主观预期价格的调整速度。因此，在劳动无限供给时，政府的

宏观经济政策可能对经济长期均衡时的产出水平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在劳动供给没有弹性

时，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可能影响经济长期均衡时的产出水平。因此，在劳动无限供给时，

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就比发达国家重要得多！ 
在发展中国家，不仅希望实现宏观经济短期稳定，没有通货膨胀和城市失业，还有一

个更加重要的任务是实现经济发展，即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工业化。从总供求模型来看，就是

不仅希望没有通货膨胀，还希望经济更早一点达到剩余劳动转移结束的状态Ymax。因此，评

价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就不能仅看是否实现了短期宏观经济的稳定，还要看是否促进或至少

不牺牲经济发展。下面比较两种治理通货膨胀政策各自对短期稳定和长期发展的影响。 
(1)促进供给扩张的政策。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如果既要治理通货膨胀，又希望经济早点达到Ymax，即又加快经

济发展，那么就应该使短期总供给曲线AS更多地右移，而不是长期总供给曲线LAS上移，

也就是新的长期均衡点应该尽可能地靠近E2点，远离E3点。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关键是维

持预期价格稳定，即尽可能使 。这是否意味着价格管制呢，也许价格管制能够一定

程度上实现这一点，但本文认为这并不是最好的办法。真正有效的措施是加快劳动力转移的

0PPe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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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比如减轻劳动力转移的成本，为非农部门的企业和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多匹配信息，增

加对农业部门的现代投入，促进农业技术进步等(陈宗胜、黎德福，2004)。而只要供给增长

得足够快，并且让经济主体相信由于供给的增长，价格水平的上升是短暂的，并能观察到现

实中价格水平在上升之后逐步下降的趋势，那么预期价格维持基本稳定就完全可能。果能如

此，经济就能够在劳动力快速转移、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实现治理通货膨胀。短期的通货

膨胀反而成为加快长期发展的动力，实现短期稳定与长期发展相互促进。 
(2)紧缩需求的政策。 
相反，如果按照现有宏观经济学总供求模型的建议，采取紧缩需求的政策，虽然能够

治理通货膨胀，但是却牺牲了经济发展的机会。而且，如果按照现有宏观经济学总供求模型

要求的力度进行需求紧缩，还很可能导致通货紧缩。如图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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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紧缩需求的调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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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中，如果总供给曲线不动，政府采取紧缩需求的政策，使总需求曲线由AD1重新

移回到AD0，经济将在E0点重新实现长期均衡，通货膨胀消除了。但是，如果现实存在劳动

的无限供给，而且总需求下降到AD0不是瞬间完成，那么经济就必然出现通货紧缩。因为在

紧缩需求的过程中，由于价格偏离预期价格，总供给曲线AS并不会固定不变，而是在劳动

力转移的作用下，如箭头①所示，已经向右移动到了AS1。因此当总需求曲线降到AD0时，

供求相等的均衡点是E4，而不是E0。如果预期价格仍然维持在P0，则 ，非农部门的

资本和劳动利用率低于长期均衡水平，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如果总需求维持在AD

e
tt PP <

0，经济

将在通货紧缩的压力下，通过劳动力的逆转移，即由非农部门向农业部门转移，使总供给曲

线向左上移动，如箭头②所示，直到E0点实现长期均衡。 
从治理通货膨胀的角度来看，经济回到E0时，经济过热消除了，非农部门的资本与劳

动利用率回到了正常状态，政策是成功的。但是，由于没有政府的政策干预，即总需求曲线

AD1不动，在经济自身的调节下将在AD1曲线的E3到E2之间的某一点实现没有通货膨胀的长

期均衡。而这其中的任意一点，产出水平都要大于E0点对应的产出水平，任意一点距离经济

发展的目标点Ymax点都要比E0点更近。因此，紧缩需求虽然能够治理通货膨胀，但是不仅相

对于供给扩张政策，就是相对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也牺牲了一次本来可以更快发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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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 
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第一产业就业占全部就

业的比重由 1979 年的 70％下降到 2009 年的 39％，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由 31％上升到 61
％，产出增长率年均 10％左右。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也经历过几次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

一次是由于 1988 年“价格闯关”，另一次是由于 1992 年“邓小平南巡”。针对这两次通货膨

胀，中国政府采取的政策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前一次，接近于现有宏观经济学总供求模型

建议的紧缩需求，而后一次则接近于劳动无限供给的总供求模型希望的扩张供给。两次通货

膨胀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被治理，但经济增长率和劳动力转移速度的表现则相差很大，非常

接近前面的理论分析。两次通货膨胀时期的主要宏观数据显示在表 1。 
表 1  1988－1991 和 1992－1997 两次宏观调控期间的主要宏观经济数据 

时间 
货币增长率

(M1) 

通货膨胀

率 

经济增长

率 

劳动力转

移速度 

非农就业

比例 

1988 22.5 18.5 11.3 1.64 40.65 

1989 6.2 17.8 4.2 -1.52 39.95 

1990 19.2 2.1 4.1 -0.30 39.90 

1991 24.2 2.9 9.1 0.92 40.30 

1992 35.9 5.4 14.1 2.99 41.50 

1993 38.8 13.2 13.7 5.15 43.60 

1994 26.2 21.7 13.1 4.89 45.70 

1995 16.8 14.8 9.3 4.63 47.80 

1996 18.9 6.1 10.2 3.59 49.50 

1997 22.1 0.8 9.6 1.22 50.1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整理。货币是年底同比增长率，来自“证券之星”

www.stockstar.com 网站。 

面对 1988 年的通货膨胀，1989 年货币 M1 的增长率由 1988 年的 22.5%急剧下降为 6.2
％，通货膨胀率由当年的 17.8%迅速下降为 1990 年的 2.1%，但是劳动力转移速度由 1988
年的 1.64%，变为 1989 的-1.52％，1990 年的-0.3%，非农就业比由 1988 年的 40.65%不升反

降为 1990 年的 39.90％，经济增长率在 1989 年和 1990 年分别是 4.2%和 4.1%，是改革开放

以来增长率最低的两年，而且远远低于 30 年来的平均增长率。 
与之对照，由 1993 年开始的宏观调控，内部需求即使有所收紧，但在一系列体制改革

的促进下，外需迅速扩大，总需求没有出现明显的紧缩，事实上一直很旺盛。货币 M1 的增

长率虽然有所下降，但是在整个调控期间增长率都一直比较高。通货膨胀率在 1997 年已经

降为 0.8%，几乎完全消失。经济增长率只从 1992 年 14.1％的超高速缓缓下降，直到 1997
年仍然有 9.6%，几乎都在 30 年的平均增长率之上或附近，实现了真正不牺牲经济增长而又

治理了通货膨胀的“软着陆”，被国内外称为宏观调控的奇迹。这次调控主要是采取了一系

列有效促进供给扩张的体制改革措施，劳动力转移持续高速进行，1993－1996 年分别是

5.15%、4.89%、4.63%、3.59%，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劳动力转移速度最快的时期之一。

非农就业比重在这几年迅速由 1992 年的 41.5%上升到 1996 年的 49.5%，累计上升 8 个百分

点，非农就业比自改革开放以来 30 年里累计上升约 30 个百分点，有近三分之一是这几年完

成的。非农部门就业劳动力累计增加 6677 万，假设非农部门的劳动力自然增长率与经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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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人口增长率相同，那么自然增长只有 1326 万，劳动力转移增加的劳动力达到 5351 万，是

1992 年非农部门劳动力的 19.5%，1996 年的 15.1%。当时，国内外对中国能够实现不牺牲

经济增长又治理通货膨胀深为不解，称为“奇迹”。的确，从现有宏观经济学基于长期劳动

供给无弹性的总供求模型来看，是很难理解，但是从劳动无限供给的总供求模型来看，这只

是政府顺应经济内在要求情况下的正常结果而已。 
4、目前扩张供给还可行吗？ 
虽然前面证明，当劳动无限供给时，治理通货膨胀应该扩张供给而不是紧缩需求。但

是经过几十年高速发展，中国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还有多少呢？非农部门的劳动供给弹性还

有多大呢？这是一个经验问题，理论上并不能给出明确的结论。从目前的统计数据来看，2009
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劳动力为 2.97 亿，二、三产业就业的劳动力已经达到 4.82 亿，第一

产业劳动力绝对数与最高峰的 1991 年的 3.91 亿相比，下降了近 1 个亿，占全部就业的比例

已经只有 38.8％了，而 1993 年时，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还接近 60％。因此，扩张供给的现实

条件，与 1993 年相比，难度显然要大得多。但是，与真正的成熟经济相比，中国农业部门

就业的比重显然还太高。美国在 1939 年农业部门就业比重就只有 21％，2007 年已经只有

1.4%，1而美国还是一个农业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而且，中国这些年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

非农部门的转移还非常初级，有些还表现为城市部门的隐性失业，而且农业部门就业的绝对

数量还相当大。因此，即使今天中国非农部门的劳动供给不再是严格的无限弹性，但是距离

没有弹性可能也还有很长的距离。因此，尽管难度比过去肯定要大，但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劳

动力转移的同时加强预期管理的供给扩张政策，仍然是比紧缩需求更加有利于中国经济长期

发展的政策选择。 

 
六、结束语 

 
不紧缩需求能否治理中国的通货膨胀？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通过将现有主流宏观

经济学的总供求模型与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经济模型结合起来，将长期劳动供给函数由没有弹

性修改为无限弹性，并将现有总供求模型中资本由存量给定的短期扩展到可以积累的长期，

建立了一个劳动无限供给的总供求模型。模型有两个重要的预测：第一，经济增长、通货膨

胀率与劳动力转移速度相互之间都具有正相关关系；第二，经济发展过程中，货币即使在长

期也是非中性的。然后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数据对模型的预测进行了检验，结果

表明中国数据很好地支持了模型的预测。模型认为，当存在剩余劳动力时，紧缩需求虽然能

够治理通货膨胀，但牺牲了经济发展的机会，而扩张供给则不仅能够治理通货膨胀，而且实

现了宏观经济的短期稳定与长期发展相互促进。但是，为了扩张供给，政府必须做好两项相

互依赖的工作：一是在加快农业发展的前提下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业部门

转移；二是加强公众对通货膨胀预期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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