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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建立一个个体跨期最优选择模型说明了后凯恩斯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与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的

内在联系。我们发现，尽管后凯恩斯主义收入分配理论认为只有资本家阶级的储蓄率才对资本利润率发生影

响而资本的边际产出对资本利润率不发生作用，但是当放松资本家阶级储蓄率外生的限制后，资本品的利润

率既与资本家阶级的储蓄率保持特定关系，同时在数值上也由资本的边际产出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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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收入分配理论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又引起经济学家之

间重大分歧的领域之一。概言之，现有的收入分配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建立在剩

余价值论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配理论；第二，建立在边际生产力分配论上的新古典

主义分配理论；第三，后凯恩斯主义的分配理论。由于与本文主题无涉，在此不讨论有关马

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内容。 

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认为：生产要素分为劳动、资本和土地。每一种要素的需求均由该

要素最后一单位所产生的产品数量即该要素的边际产品决定，每一种要素的服务价格即该要

素所有权者得到的单位收入应该等于该要素的边际产品价值。在此我们不打算涉及新古典收

入分配理论是否具有“庸俗性”的争论。我们只是指出以下事实：由于对多年以来一直居于统治
地位的新古典分配理论的不满，以新剑桥学派为主的经济学家建立了属于他们的“后凯恩斯主
义”收入分配模型（以卡尔多和帕西内蒂所分别建立的模型为代表）。因为从直接的结论上看，
后凯恩斯主义收入分配模型具有非常鲜明的反边际主义特点，所以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在

收入分配理论方面对占据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理论构成挑战的主要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文的

主要目标是通过对所建立的一个基于个体跨期最优选择模型的讨论，来研究后凯恩斯主义收

入分配理论与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的内在关系，从而澄清导致两类收入分配理论出现结论差

异的关键原因所在。根据本文结论，我们发现：尽管后凯恩斯主义收入分配理论认为只有资

本家阶级的储蓄率才对资本利润率发生影响而资本的边际产出对资本利润率不发生作用，但

是当放松资本家阶级储蓄率外生的限制后，资本品的利润率既与资本家阶级的储蓄率保持特

定关系，同时在数值上也由资本的边际产出所确定。换言之，后凯恩斯主义收入分配理论和

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争论的关键可以归结为资本家阶级的储蓄率到底是外生决定的还是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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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的。 

本文以下的内容依次为：第二节简要介绍后凯恩斯主义分配理论的代表帕西内蒂分配模

型及其关键结论；第三节介绍我们所建立的一个基于个体跨期最优选择的收入分配模型；第

四节，对我们的模型进行讨论分析；第五节，总结。 

2 后凯恩斯主义分配模型的代表——帕西内蒂分配模型 

后凯恩斯主义收入分配模型的起点，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由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卡尔
多建立的收入分配模型。在卡尔多模型中，全体社会成员被划分为资本家和工人两个阶级，

净国民收入Y 分为工资和利润两部分，在工人收入全部用于消费、资本家收入全部用于储蓄
的前提假设下 1，卡尔多得出了稳定状态下利润份额以及利润率只取决于资本家的储蓄倾向而

与边际产出无关的结论。这一结论构成了后凯恩斯主义分配理论区别于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

的主要特点。当然，由于前提假设过于严格，卡尔多模型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 

为了改进卡尔多分配模型，另一位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帕西内蒂对卡尔多模型作了改

进。他放松了卡尔多模型中工人收入全部用于消费、资本家收入全部用于储蓄的前提假设，

即净国民收入Y 中总利润 P分为归于资本家的利润 和归于工人的利润 。显然，有下式

成立： 
CP WP

P = +                                                                （1） CP WP

相应地，工人、资本家的总储蓄函数 、 分别为： WS CS

)( WwW PWsS +=                   ccC PsS =                              （2） 

公式（2）中 、 分别为工人、资本家的储蓄率，W 为工人工资。 ws cs

引入均衡条件总投资 I 等于总储蓄 ，并且假设长期均衡时利润率与利息率相等后，帕

西内蒂得出其收入分配基本公式： 
S

K
I

sK
P

c

1
=                   Y

I
sY

P

c

1
=                                    （3） 

公式（3）中K和 I 分别表示总资本存量和总投资。 

从公式（3）我们可以发现后凯恩斯主义收入分配模型的基本结论：在一定条件下，利润
率和利润占总收入份额与资本的边际产出无关。实际上，影响利润率的主要因素是资本家阶

级的总储蓄率 。换言之，工人阶级的储蓄行为不会影响利润率和利润份额。 cs

后凯恩斯主义收入分配模型因其鲜明的反边际主义特点而受到了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的

广泛批评。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配理论类似，后凯恩斯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也强调了人与

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对于收入分配的作用，都认为要素本身贡献的大小与收入分配无关。实际

上，包括罗宾逊夫人在内的许多新剑桥学派的学者都不讳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好感。新古典

学派经济学家为了捍卫边际生产力理论，米德（Meade，1963，1966）以及萨缪尔森和莫迪
利亚尼（1966）分别发表文章，证明了以上帕西内蒂收入分配模型能够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
是工人的储蓄率必须满足公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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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 s
Y
Is <<                                                                (4) 

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指出，如果公式（4）得不到满足——例如工人阶级的储蓄率大于或
等于全社会的总储蓄率时，在长期工人将得到全部资本的所有权，资本家阶级将从历史舞台

消失，模型将退化为标准新古典模型，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也将得到满足。 

对于这种批评， 帕西内蒂认为：将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的正确性建立在一种非
常渺茫的可能性（指资本家阶级从社会中消失）之上正显示了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的严重错

误。因为争论双方均无法完全说服对方，同时争论双方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离开学术舞

台的中心以及新一代的、在新古典主义主流经济学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年轻学者的兴起，该争

论的问题逐渐远离了学术热点。 

那么，问题的关键症结是什么呢？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帕西内蒂收入分配模型假

设了一个外生的资本家储蓄率 。因为帕西内蒂收入分配模型中利润率和利润份额均由该外

生变量决定，所以如果资本家储蓄率 取任意数值的话，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将不能成立。

据此，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将资本家储蓄率 内生化的新模型，是否能够得到一些新结论

呢？实际上，根据我们的结论，资本家阶级储蓄率是否外生决定这一前提条件构成了导致两

大类收入分配理论出现结论差异的关键原因。 

cs
cs

cs

因为储蓄行为必然涉及“过去”和“未来”，所以内生化储蓄率的模型必然是跨期动态模型。
实际上，正是沿着类似的思路，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将标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索洛
模型中的储蓄率内生化后建立了著名的 Cass—Koopmans 模型。 

3 一个基于跨期最优选择的收入分配模型 

我们仍然沿用后凯恩斯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思想将全体社会成员划分为资本家和工人两

个阶级。资本家阶级依靠利润为生，而工人阶级出卖劳动获得工资。当然，工人阶级也可能

拥有储蓄从而获得资本并取得利润。使用 表示时期 t的社会总人口， 和 分别是时

期 的工人人数和资本家人数。故有： 
tN tWN , tCN ,

t

tCtWt NNN ,, +=                                                           (5) 

假设整个社会的人口增长率、工人阶级的人口增长率、资本家阶级的人口增长率均为 ，

因此工人阶级的数量将总是占人口总量一个固定的比例。因此我们有公式（6）。 
n

ttW NN λ=,      ，   10 << λ                                             (6) 

显然，在以上假定之下，若知道工人和资本家的初始人数，则每一时期工人和资本家的

人数都可以得到。 

假设总量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 ,tWtt NKFY =                                                           (7) 

公式（7）中 为时期 t的总资本存量，Y 为时期 总产出（总收入）。使用新古典主义

对于生产函数的习惯约定，假设该生产函数为一阶齐次（规模报酬不变）且满足稻田（Inada）
tK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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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0)0,(,0),0( , == ttW KFNF                           

∞=∞= )0,(,),0( '
2,

'
1 ttW KFNF        

0),(,0),( '
2,

'
1 =∞=∞ ttW KFNF  

将总量生产函数写成人均的形式，即为： 

),(),(/ ,, λλ twtctttt kkFkFNYy +===                                     （8） 

在公式（8）中， 、 分别表示时期 的人均产出（收入）和人均资本。 、 分

别表示在时期 t人均占有资本中属于资本家的数量和属于工人的数量。 
ty tk t tck , twk ,

假设资产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在时期 t资本品的租用利率为 。令工人的总工资为W ，

则： 
tr t

),('1 λtt kFr =                                                             （9） 

ttwtt KrNKFW −= ),(                                                    （10） 

令 为在时期 的工人平均工资， 、 分别表示工人阶级和资本家拥有的总资本

量。在任一时期 t，总的国民收入（产出）分为总工资和总利润。总利润又可以划分为属于工
人阶级的利润和属于资本家阶级的利润。因此我们有下式成立。 

tw t tWK , tCK ,

tCttWtWtt KrKrNwY ,, ++=                                                （11） 

将公式（11）两边同除以总人口 后可以得到时期 人均产出 的表达式： tN t ty

tcttwttt krkrwy ,, ++= λ                                                   （12） 

在以上前提假设约定之下，资本家阶级的代表性个体和工人阶级的代表性个体将分别选

择合理的消费、储蓄路径以便最大化自身的效用。设代表性资本家和代表性工人的效用函数

分别是 和u 。在此，要求两个效用函数符合新古典传统的凹性假设，即一阶导数大于 0，
二阶导数小于 0。两代表性个体的决策必须满足以下最大化问题： 

tcu , tw,

10)(
0

,, <<∑
∞

=

ββ
t

tctc
t cuMax                                     （13） 

10)(
0

,, <<∑
∞

=

ββ
t

twtw
t cuMax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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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式（13）和公式（14）中， β 为个体的时间偏好因子。 c 为资本家阶级的人均消

费数量， 定义为工人阶级的人均消费数量。令 表示资本家阶级的总消费量， 表

示工人阶级的总消费量。 

tc,

twc , tCC , tWC ,

显然，代表性资本家和代表性工人在每个时期都面临一定的预算约束。为了得到代表性

资本家的预算约束公式，我们首先考虑全体资本家在总量层次上面临的预算约束。考虑资本

折旧，令折旧率为 d ，则： 

tctctcttc dKCKrK ,,,1, −−=+                                                （15） 

    利用人口增长的规律式 tt NnN )1(1 +=+ ，将上式左边除以 右边除以 ( 后可

以得到代表性资本家的预算约束式： 
1+tN tNn)1+

tctctc
t

tc k
n

dc
n

k
n

r
k ,,,1, 11

1
1 +

−
+
−

−
+

=+
λ

                                     （16） 

使用类似的方法我们可以得到代表性工人的预算约束式： 

twtwtw
t

tw k
n

dc
nn

wk
n

r
k ,,,1, 1111 +

−
+

−
+

+
+

=+
λλ

                              （17） 

为了求解公式（13）、（14），所确定的最大化问题，我们首先写下两式的 Lagrangian： 

∑∑
∞

=
+

∞

=

−
+

−
+
−

−
+

+=
0

1,,,,,
0

,,1 ]
11

1
1

[)(
t

tctctctc
t

tc
t

t
tctc

t kk
n

dc
n

k
n

rcuL λαββ          (18) 

∑∑
∞

=
+

∞

=

−
+

−
+

−
+

+
+

+=
0

1,,
,

,,
0

,,2 ]
1111

[)(
t

twtw
tw

tw
t

tw
t

t
twtw

t kk
n

d
n

c
n

wk
n

r
cuL

λλαββ     (19) 

tc,α 和 分别是两式的拉格朗日乘子。利用一阶条件可以得到： tw,α

tctcun ,
'
, )1()1( αλ−=+                                                     (20) 

tcttc ndr ,11, )1()( αβα +=−++                                                (21) 

twtwun ,
'

,)1( λα=+                                                         (22) 

twttw ndr ,11, )1()( αβα +=−++                                               (23) 

将公式(20)代入公式(21)后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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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 )1()( tcttc undru +=−++β                                                (24) 

当经济体系达到稳定条件时，个体消费数量从而个体效用和边际效用均保持不变。因此

由公式(24)可以得到： 

dnr +
+

=
β

1
                                                            (25) 

公式（25）就是经济体系达到稳定状态时的资本收益率决定方程。显然，此时的资本收
益率完全由一些外生变量所决定。此外，当经济达到稳态时，资本家阶级的人均消费数量和

人均资本品占有也将保持稳定。由公式（16）可以得到： 

ccc kdnrkc )1()1( ++−=− λ                                              （26） 

在时期 ，令 、 分别表示资本家阶级的总储蓄量和储蓄率，则有： t tCS , tcs ,

tCtCttCttctC CKrKrsS ,,,,, −==                                             （27） 

将公式（27）两边同时除以总人口 后可以得到： tN

tctcttcttc ckrkrs ,,,, )1( λ−−=                                                （28） 

考虑经济达到稳定状态时的 。将公式（28）中时间下标 去掉并代入由公式（26）确
定的 (

情况 t
c)1 λ− 就可以得到：

cs
dnr ++

=
1

。结合公式（25）我们可以得到： 

dn
s

dnkFr
c

+
+

=
++

==
β

λ 11),('1                                        （29） 

公式（29）正是我们所得到的最重要的结论。下一节我们将讨论在该式背后的含义。 

4 讨论分析 

由公式（29）可知： dnkFr +
+

==
β

λ 1),('1 。 

显然，该式所表达的经济含义为：当经济体系达到稳定状态后，资本的边际产出由外生

变量 、 、n d β 所共同决定，且资本利润率 r在数值上等于资本的边际产出。这一点非常符

合新古典主义的边际收入分配原则。实际上， dn
+r +

=
β

1
正好就是“修正黄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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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由 dn
s

dn
c

−
+

=
++

β
11

可知，当经济体系达到稳定状态后，资本家的储蓄率

也由外生变量 、 d 、n β 共同决定，并且在数值上与资本边际产出、资本利润率保持一定的

确定关系（
cs

n dr ++
=

1
）。因此，当我们放宽资本家储蓄率外生的前提假设后，后凯恩斯主

义收入分配理论的主要结论——资本品利润率由资本家阶级的储蓄率决定而与资本边际产出

无关——不再成立了。相反，在我们的模型中，边际收入分配原则得到了保持。 

与后凯恩斯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代表性模型——帕西内蒂收入分配模型的主要结论公式
（3）相比较，在公式（3）中资本家阶级的储蓄率外生决定使得资本利润率完全由资本家储
蓄率所确定。而在我们的模型中，资本利润率和资本家储蓄率均为内生变量，它们之间只是

在经济达到稳态后保持一定的数量关系但不能说一个变量决定另一个变量。这一点构成了我

们模型与帕西内蒂收入分配模型的根本不同——尽管与公式（3）在形式上具有某种相似性。
换言之，资本家阶级的储蓄率一旦内生决定，新古典的边际收入分配原则将得以成立。 

5 总  结 

在后凯恩斯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代表帕西内蒂收入分配模型中，外生的、固定的资本家

阶级储蓄率导致其决定的资本利润率无法与资本边际产出相等。而在本文所建立的模型中，

资本家阶级在进行跨期决策过程中，通过不断地改变自己在每一时期的储蓄率来使自己的一

生效用最大化。这种决策的最终效果是在确定了最符合自己利益的储蓄率的过程中也最终决

定了资本的边际产出和利润率。 

根据本文的结论，后凯恩斯主义收入分配理论和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之间争论的关键可

以归结为资本家阶级的储蓄率到底是外生决定的还是内生决定的。如果我们承认资本家阶级

储蓄率外生决定的假设，则后凯恩斯主义收入分配理论就得以成立。反之如果我们接受资本

家阶级储蓄率内生决定的假设，则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得以成立。因此，本文的讨论使得两

类收入分配理论出现结论差异的关键所在得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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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st-Keynesianism income distribution 

theories and the Neo-Classicalism income distribution theories by constructing an intertemporal choice 

model under the different assumptions. It is shown that the key of the problem is whether the capitalist’s 

marginal propensity to save is exogenous or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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