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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is a paper concerning the general national income, and on the basis of expounding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it discusses wh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central link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it puts forward the general formula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equation of general national income, the matter growth equ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speeds of China’s economy, and clarifies the special formula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seven aspects as the economic growth pattern, the value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role of capital in economic growth,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total factors to economic growth 
and so on;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merica, Eu-
rope, Asia and Africa, and especially analyzes the situation of China; at last,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enlightenment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using the general formula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special formula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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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然界一切都是有生命的，其产生、存在、发展、衰亡和再生等，都遵循一定的规律，都有一定的

生命周期，自然本身也不例外。人及人类社会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产生、存在、发展、衰

亡和再生等，也都遵循一定的规律，都有一定的生命周期。正是由于自然、人及人类社会的这种特性，

才对自然、人及社会本身的和谐发展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协调提出了特定的要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社会与自然及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各个个体之间必须相互尊重，相互适应，和平共处，共同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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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统治人类和自然的最高规律，是指导人类社会实践的根本准则。将这一准则应用

于人类社会，便提出了对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要求。和谐发展的社会即科学的社会，是实现共产主义的

必经阶段。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是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途径。天时、地利、物运、人

和等四方面都影响着时间，经济学意义上的时间是这四者的函数。除环境保护、地理位置、物体(包括人)
移动的速度以外，经济发展与劳动力、资本(物化劳动)、科技进步和经济体制等密切相关。 

本文是一篇关于广义国民收入的文章，在详细阐述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的基础上，论述了经济发

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中心环节；从广义国民收入方程、事务成长方程以及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三个方面

提出了经济发展的广义公式，并从经济增长方式、自然资源的价值、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全要素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七个方面阐明了经济发展的狭义公式；文章对美洲、欧洲、亚洲、非洲的经济发展

现状进行了分析评价，并重点对中国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最后结合文章提出的经济发展广义公式和狭义

公式，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2. 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内涵[1]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

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

指导思想。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

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让发展

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必须坚持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

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必须坚持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 
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

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必须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创新——创新是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协调发展、平衡发展、兼容发展；绿色——环境就是民生；开放——以

开放的最大优势谋求更大发展空间；共享——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2] [3]。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三个方面相

互联系、有机统一，其实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以人为本，就是一切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是我们一切工作

的出发点和归宿。 

3. 经济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中心环节 

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始终是任何社会的主要矛盾，是

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始终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位置，聚精会神搞建

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全国都要增强促进发展的紧迫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

个中心不放松，充分调动和切实保护广大干部群众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协

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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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发达

的生产力基础上。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始终是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发展，首先是要发展经济。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富裕，说到底是经济实力问题。

国际竞争，说到底也是经济实力的竞争。只有经济发展了，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才

能不断改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有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才能在国际格局中占据

更加有利的地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不能放松。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发展，保持平稳较快的

经济发展势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百分之九点四，按当年平均汇率计算，2015
年已经达到十万多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约百分之二十，人均八千多美元，

已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党的十八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了总体部署，提出到 2020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要比 2010 年再翻一番。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只有加快经济发

展，才能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才能更好地解决前进道路上的矛盾和问题，才能有效

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紧紧抓住和切实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对于我国加

快实现现代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我们强调加快经济发展，不是单纯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国内生产总值是目前世界通用的重

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具有综合性强和简便易行的优点。但是，国内生产总值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增长的质

量和结构，不能全面反映人们实际享有的社会福利水平。要以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的思想方法看

待国内生产总值，防止任何片面性和绝对化。要把加快经济发展，建立在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和效益的

基础上。忽视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惜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片面追求一时的高速度，势必会造成大的

起落，就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才真正体现了发展的硬道理。  

4. 经济发展速度的广义公式 

4.1. 广义国民收入 

天时、地利、物运、人和等四方面都影响着国民收入的质量，广义上的国民收入 Gy 是这四者和狭义

国民收入 Sy (即我们常说的国民经济收入 y )的函数。所谓广义国民收入，就是考虑了环境保护、物体运

动速度和社会人际关系和谐等的影响而进行修正后的国民收入。广义国民收入和狭义国民收入的关系如

下：  

( ) ( ), , , , , ,G Sy y f w e v h yf w e v h= =  
式中(w = 天时) + (e = 地利) = 环保(ep)。 

( )f ep  = 环保系数，且 ( ) 1f ep−∞ ≤ ≤ 。 

( )f v  = 物运系数，且 ( )
1

n

n

v
f v k

v −

= ， 0 1k≤ ≤ 。 

nv  =人及物体当前的平均移动速度； 1nv −  = 人及物体前期的平均移动速度。 

( )f h  = 人和系数，且 ( ) hf h k−∞ ≤ ≤ ， 1hk ≥ 。 

所以， ( ) ( ) ( )Gy yf ep f v f h=  

( )
( )

( )
( )

( )
( )

d d dd dG

G

f ep f v f hy y
y y f ep f v f h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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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广义国民收入的增长率
d G

G

y
y

(即广义经济发展速度)等于国民经济收入的增长率
dy
y

(狭义经济发展速度)

与环保系数的变化率
( )
( )

df ep
f ep

、物运系数的变化率
( )
( )

df v
f v

以及人和系数的变化率
( )
( )

df h
f h

四者之和。 

对(1)式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三点结论： 
1) 环保问题是影响广义经济发展速度的关键要素，最糟糕的情况为 −∞，将致使人类毁灭；最好的

情况为 1，使人类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2) 物运速度是制约广义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由分析可知：(1)行政区划面积应相对集中。交通越

便利的地方，区划面积可以大些；交通不便利的地方，区划面积应小些。(2)地域狭长的国家或地区发展

经济将非常困难；面积小而集中的国家或地区由于发展容易而相对发达。(3)国家及行政区划之间的边界

最好为直线，以尽量缩短交通时间，从而促进经济发展。(4)交通和通讯已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

速度快慢的决定性因素。 
3) 人和问题也是影响广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人口过少，劳动力短缺，不利于经济发展；而

人口过多，劳动力过剩，也不便发展。所以必须控制人口增长或过度减少，改善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

质，并大力发展科技，促使技术进步，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水平。此外人类应该尽最大努力避免战争，

以保证人和系数为正，并尽可能使其大于 1。 

4.2. 事物成长方程 

宇宙万物一旦出生，都应随时间一起成长，所以有： 

d dq t
q t

λ=                                        (2) 

式中 q 为宇宙万物(包括人类)的规模(大小)和质量(品质)，t 为时间，λ 为系数。由于对任何事物都可

以仅用质量(品质)和规模(大小)两个参数加以描述，所以，如果设某种事物诞生时的质量(品质)或规模(大
小)为 1，孕育时间为 0t ，那么，对(2)式积分，有： 

01

d dq t

t

q t
q t

λ=∫ ∫  

由此得到事物质量(品质)或规模(大小)成长方程如下： 

( )0ln ln lnq t tλ= −                                    (3) 

如果 1λ =  

0ln ln lnq t t= −                                      (4) 

表明事物质量(品质)或规模(大小)发展与时间同步，称为同步发展。 
如果 0 1λ< <  

0ln ln lnq t t< −                                      (5) 

表明事物质量(品质)或规模(大小)发展落后于时间的步伐，称为滞后发展。 
如果 1λ >  

0ln ln lnq t t> −                                      (6) 

表明事物质量(品质)或规模(大小)发展领先于时间，称为领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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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0λ < ，事物质量(品质)或规模(大小)将会出现衰退。 
引入事物势(记为 P )的概念，它被定义为某一事物的数量( Q )与该事物的质量水平(q)的乘积，那么

有： 
P Q q= ⋅                                        (7) 

d d dP Q q
P Q q

= +                                      (8) 

即事物势的增长率
dP
P

等于事物数量的增长率
dQ
Q

和该事物质量水平的增长率
dq
q

之和。 

4.3. 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 

(1) 对过去数据的分析 
由于 

d d dy Q q
y Q q
= +                                      (9) 

式中， y  = 剔除了价格变动的实际产出或收入。 
Q  = 产品产量。 
q  = 产品平均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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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孕育期从文革结束开始算起 
假设从 1978 年底开始，中国经济发展才走上正轨，并与时间同步发展。设发展前的孕育期为 1 年，

那么由公式(4)，有 
0ln ln ln ln 37 ln1 3.61y t t= − = − =  

3.61e 37y = = 倍。 

而实际上，到 2015 年底这 37 年中，我国的实际 GDP(由于 GDP 与 GNI 相差不大，可认为

GNI GDPy = = )只增长为 1978 年的 31.55 倍，似乎没有做到同步发展，更不用说领先发展了，而只是一

种滞后发展。 
如果将 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至 1978 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间的两年零两个月(2.167 年)

作为孕育期，则同步发展的 q 为： 
0ln ln ln ln 39.167 ln 2.167 2.895y t t= − = − =  

2.895e 18.06 31.55y = = <倍 倍 。 
这样一来，便可以认为我国经济发展为领先发展。那么当 31.55y = 倍时，相当于同步发展到了哪一

年了？ 
0ln ln ln ln 31.55 ln 2.167 4.225t y t= + = + =  

4.225e 68.37t = = 年，即发展程度提前了 31.4 年左右，已发展到 2046 年。我国经济实际发展速度是

同步发展速度的
68.37 1.848

37
= 倍。 

那么从 1977 年至 2015 年，我国的产品产量发展速度如何呢？ 
以粮食生产为例，1977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3000亿公斤，而2015年为6214亿公斤，即增长了107.1%，

年均增长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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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钢铁、水泥、煤炭、电力等在 37 年间增加了较多，不妨认为这 37 年间我国产品产量增加了 7
倍(准确数据应国家统计局提供)，即年均增加 5.4%。那么，可以计算出我国 2015 年的产品平均质量水平

提高为 1977 年的 4.507 倍，即年均提高 4.15%。我国产品平均质量的发展速度如何呢？ 
同前，仍假设从 1978 年底开始，中国经济发展才走上正轨，产品质量水平与时间同步发展。设发展

前的孕育期仍为两年零两个月(2.167 年)，那么由公式(4)，有 
0ln ln ln ln 39.167 ln 2.167 2.895q t t= − = − =  

2.895e 18.06q = = 倍。 

即年均提高 8.1%。 
而实际为年均提高 4.15%，该发展速度仅为同步发展速度的一半。那么，如果我国产品平均质量水

平为同步发展，目前的水平相当于发展到哪一年了呢？ 
由公式(4)，我们有 

0ln ln ln ln 4.507 ln 2.167 2.279t q t= + = + =  
2.279e 9.77t = =  

即目前的实际产品平均质量水平只相当于发展到了 1986 年。 
b) 孕育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算起 
假设从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我国经济开始孕育，而直到 1978 年底开始，

中国经济发展才走上正轨，并与时间同步发展。那么我国经济的孕育期为 29 年，那么由公式(4)，有 
0ln ln ln ln 67 ln 29 0.837y t t= − = − =  

0.837e 2.31y = = 倍。 

即年均增长 2.29%。 
而实际上，到 2015 年底这 37 年中，我国的实际 GDP 增长为 1978 年的 31.55 倍，实现了大幅度的

领先发展。 
那么从 1977 年至 2015 年，我国的产品产量发展速度如何呢？ 
以粮食生产为例，1977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3000亿公斤，而2015年为6214亿公斤，即增长了107.1%，

年均增长 1.98%，没能实现同发展，而是一种滞后发展。 
但是，由于钢铁、水泥、煤炭、电力等在 37 年间增加了较多，不妨认为这 37 年间我国产品产量增

加了 7 倍(准确数据应国家统计局提供)，即年均增加 5.4%，也实现了大幅度的领先发展。同时，可以计

算出我国 2015 年的产品平均质量水平提高为 1977 年的 4.507 倍，即年均提高 4.15%，我国产品平均质量

水平同样实现了较大幅度的领先发展。 
对上述分析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事物(包括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的孕育期越长，其出生后的发展速

度越慢；孕育期越短，其出生后的发展速度越快。在事物出生以后，其初期发展(成长)速度较快，而随着

时间的推移，其发展(成长)速度会越来越慢，最后将趋近于 0。即新生事物发展(成长)快，旧事物发展(成
长)慢，所以要鼓励新生事物的诞生和发展，并对旧事物进行改造，促其新生。改革开放即是促进了国家

的新生。对经济水平而言，新兴国家的发展速度将会明显高于发达国家。 
(2) 对 2016 年数据的要求 
假设我国经济仍保持这 37 年来的平均发展速度，那么有 

2015 2015 2015

d d d 5.4% 4.15% 9.55%
d d

y Q q
y Q q

= + = + =
 

即只要 2016 年我国 GDP 实际增长 9.55％，就延续了这 37 年来的良好发展趋势。但是，由于国际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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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应适当调低，比如 7%。同时，由于国际经济危机对我国产品出口

的严重影响，我们应适当调低产品产量的增速，比如从 5.4%调低为 2%，而适当调高产品平均质量水平

的提高率，比如从 4.15%调高为 6%，从而保证实际 GDP7-8%的增速。 
(3) 今后的发展趋势 
由于事物成长方程的特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成长(发展)速度呈现先快后慢的属性，当时间无限长

时，发展速度趋近于 0。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来说，我们只能采取领先发展的策略，即在提高产品质量、

开发新产品和培养新产业等方面下功夫，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 

5. 经济发展速度的狭义公式 

除环境保护、地理位置、物体(包括人)移动的速度以外，经济发展与劳动、资本(物化劳动)、技术进

步、制度安排、结构变化以及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提高等密切相关。公式如下： 

5.1. 劳动和劳动生产率分析 

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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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0) 

引入人口变量 P ，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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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1) 

式中，
( )d y L
y L

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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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加时，全员劳动平均产出降低，

人口减少时，全员劳动平均产出增高。从公式可以看出，要使全员劳动平均产出增加，就必须重视技术

进步(改善资本有机构成)，改进制度安排和结构，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以保证
( )d y L
y L

项为正；同

时，要确保投入劳动的增量
dL
L

大于人口增量
dP
P

。 

5.2. 自然资源的价值 

人类首先是自然的产物，他对自然的影响是有限的，是自然决定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相反。

因此科学合理的经济学必须考虑自然资源的稀缺性。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物品的稀缺性与人们有目的的选择之间，既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物品的稀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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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性问题。因为人类社会要靠物质资料才能生存和发展。这些物质资料可以分为“自

由取用物品”(即自然中原来就存在，不必付出任何代价即可得到的物品，如空气、阳光等等)和“经济物

品”(即需要利用自然界存在的各种资源，通过人的劳动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前者是无限的，而后者却是

有限的。这样，一方面人类对“经济物品”的欲望是无限的，而另一方面用以满足人类欲望的“经济物

品”又是有限的。因而相对于人类社会的无穷欲望而言，经济物品和生产这些物品所需要的资源就总是

不足的，这就是经济物品和生产这些物品所需要的资源的稀缺性。这种稀缺的相对性存在于人类社会的

一切时期。 
实际上，自然界的一切资源都是有价值的，它们的价值等于由完全人工合成手段获得该资源所需付

出的全部人类劳动的当期价值。所以，越是用人工手段难以合成的物品，其价值越高。自然界一切产物

在人类对其进行加工以前，皆属于自然本身的贡献：空气由地球贡献，阳光由太阳贡献，水由大海贡献，

雨露由阳光、大气和海洋组成的系统贡献。自然界的一切资源，包括空气、阳光和水，都是相对无限，

而绝对有限的。因此，我们必须珍惜自然，尊重自然，热爱自然，合理利用自然。 

5.3. 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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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四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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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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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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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13) 

( )0

d
d 1 1

y
T t

β
β γ
−

=
− −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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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d 1 1R

y
T t

β
β γ

=
− − +

                                     (15) 

( )0

d 1
d 1 1

y
m tβ γ

−
=

− −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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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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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式可以得出： 

( ) ( )1
1 1 Ry i g T

t
β

β γ
∆ = ∆ + ∆ + ∆

− −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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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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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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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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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对乘数
( )
1

=
1- 1- +

α
β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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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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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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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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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国的税收结构存在较多不合理的情况，比如个人所得

税、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税收、消费税(特别奢侈品消费税)和上市公司红利税等，都存在一些不合理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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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t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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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经济增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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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9) 

0

0

dd d d Py Q q
y Q q P
′
= + +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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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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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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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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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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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由式(10)和(21)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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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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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例分析 

6.1. 对整个世界的分析 

首先就美洲的情况进行分析。北美的加拿大和美国环保问题解决得相当好，长期致力于科技进步，

交通发达，历史上又长期没有经历战争或动乱，特别是经济制度比较优越，所以经济发展相对容易，发

展速度较快，早已成为发达国家。而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则不具备上述优势，所以发展较缓慢，但中美

洲国家由于面积小而集中，除个别因内战而政局不稳的国家外，经济相对较发达。南美的巴西尽管自然

环境良好且资源丰富，但由于地域不规则，以及科技发展落后等，因而经济发展较慢。智利和阿根廷虽

然环境良好、自然资源较丰富，但由于南北狭长及科技发展落后，故而经济发展迟缓。 
其次对亚太地区的情况进行分析。俄罗斯尽管自然环境良好、资源丰富，但由于其首都位于几乎最

西边的欧洲境内，人口也多集中在这一带，对经济发展相当不利，再加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上世纪

90 年代的政治剧变，特别是前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的弊端，其经济发展相当不稳定，甚至出现了倒退。

至于东北亚的韩国和日本，由于面积小而集中，科技相对发达，经济制度昌明，因而经济发展曾一度遥

遥领先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东南亚的越南属于典型的南北狭长国家，并受经济体制的制约，经济发展

一度 相当困难。新加坡由于面积小而集中，科技发达，政治稳定，经济制度良好，同时又是世界航运和

航空中心，故而发展速度较快。位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环境保护较好，自然资源丰富，历史上长期没

有经历过战争或动乱，且经济制度较好，故而经济发展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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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对欧洲进行分析。所有欧洲国家面积较小而且集中，环境优美，人均资源丰厚，除东欧国家外，

政治稳定，科技发达，经济制度昌明，所以经济都比较发达。特别是北欧四国，更是得天独厚。 
最后对非洲进行分析。北非国家由于位处沙漠地带，自然环境比较恶劣，水资源匮乏，且经济体制

相对落后，故而经济发展都比较落后。赤道附近的非洲国家，尽管自然环境较好，资源相对丰富，但由

于科技发展落后，政治不稳定，经济体制落后等，故而发展也相当困难。至于南非，由于自然资源丰富、

科技较发达、经济体制良好等原因，因而相对比较发达。 

6.2. 对中国情况的分析 

解放前的中国，政局不稳，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落后，某些地区环境破坏严重，战乱持续不断，内

忧外患，人口数量不稳定、人口素质差，科技落后，交通、通讯不发达，故长期以来发展落后。解放后

至改革开放前，政治运动频繁，体制(特别是经济体制)落后，环境破坏严重，内乱不断，人口数量过多、

人口素质差，科技落后，交通、通讯依然落后，经济社会发展止步不前，国民经济一度濒临崩溃。改革

开放 35 年来，政治昌明，时局比较稳定，对体制(特别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断推进并取得进步，控制了

过快增长的人口数量，大力发展交通、通讯，大力推进教育事业、提高人口素质，大力发展科技，虽然

付出了一定的环境代价，但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当然，由于地理、交通、教育、人口等因素的差别，中国的经济发达程度由东向西呈递减趋势。东

部的北京、上海、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等，较中部的河南、湖北、湖南等更发达；而中部的这些省

份又较西部的陕西、甘肃、四川、云南等更发达。南北狭长的省份，如陕西、甘肃，其发展相对困难。

面积小而集中的省份，如浙江、江苏、宁夏等，又较同一地区面积大而分散的省份，如山东、安徽、甘

肃等更发达。深圳、香港、澳门等地区，由于面积小而集中并且高度自治而发展迅速。 

7. 公式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意义 

7.1. 广义公式的启示意义 

第一，环保问题是影响广义经济发展速度的关键要素，最糟糕的情况将致使人类毁灭；最好的情况

为 1，使人类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所以，国家应加强对环境的治理，改善环境管理体制，加大

环境治理投入，建设良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为经济社会建设保驾护航。第二，物运速度是制约广义

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所以，行政区划面积应相对集中，交通越便利的地方，区划面积可以大些；交

通不便利的地方，区划面积应小些；国家及行政区划之间的边界最好为直线，以尽量缩短交通时间，从

而促进经济发展；交通和通讯已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快慢的决定性因素，要大力发展交通

和通讯工业。第三，人和问题也是影响广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人口过少，劳动力短缺，不利于

经济发展；而人口过多，劳动力过剩，也不便发展。所以必须控制人口增长或过度减少，改善人口结构，

提高人口素质，并大力发展科技，促使技术进步，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水平。此外人类应该尽最大努

力避免战争，以保证人和系数为正，并尽可能使其大于 1。第四，新生事物发展(成长)快，旧事物发展(成
长)慢，所以要鼓励新生事物的诞生和发展，并对旧事物进行改造，促其新生。改革开放即是促进了国家

的新生。对经济水平而言，新兴国家的发展速度将会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来说，我们

只能采取领先发展的策略，即在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和培养新产业等方面下功夫，提高经济发展

的速度。 

7.2. 狭义公式的启示意义 

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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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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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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合理制定税率，将 t 控制在
11 1t γ
β β

− ≤ < − 范围内，并作适时调整。

第三，合理控制进口倾向，将其控制在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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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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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产品平均质量水平，增加国民收，促进经济增长。 

2016 年 3 月 4 日修改于自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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