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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解释框架
———基于“土地财政”的演进分析

文　竹　金　涛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中国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北京　１０００３３；

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摘　要：本文建立了一个新的模型尝试解释中国经济的近中期增长模式。在考虑“土地财政”

作用的基础上，首先建立两期世代交叠（ＯＬＧ）模型说明基本原理，随后将两期模型扩展到多期

ＯＬＧ模型，进行参数校准和模型求解。研究表明，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将通过“土地财政”机制获

得的资本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使得企业部门资本重新配置、均衡条件重构，推动形成国有企业与民

营企业相对占比的稳定均衡。在这一机制下，ＧＤＰ和全要素生产率不断上升但增速逐渐下降；资

本的总体投资效率和资源配置优化速度出现下降，民营企业占比先增后稳。多期模型较好地刻画

了我国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期间经济结构变化趋势以及储蓄率、投资率、对外投资与外汇储备等宏观指

标。随着“土地财政”作用的进一步弱化，持续推动技术进步、深化国企改革、深化金融改革等是实

现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

关键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土地财政；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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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关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从市场和政府两方面展开。一方面，市

场化改革促使资源配置效率大幅提高１。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间竞争有力推动了资源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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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地经济增长（Ｃａｏｅｔａｌ．，１９９９；傅勇和张晏，２００７；张五常，２００９；周黎安，２００７；Ｘｉｏｎｇ，
２０１８）。近中期，我国经济增长表现出与此前不同的特点：ＧＤＰ增速呈放缓趋势，全要素
生产率（ＴＦＰ）增速总体下降?，投资的产出效率显著下降，净出口占 ＧＤＰ比重在２００７年
达到峰值约８７％后迅速下降，民营经济的资本占比在持续提高后开始趋于稳定。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重大

判断洞察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为做好中长期经济发展工作指明了方向。近年来，

我国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对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积累的某些问题，包括投资驱

动、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产能过剩、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都采取了有力的应对措施，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对近中期经济增长的趋势性变化，很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张杰等，２０１２；杨卫东，２０１３；
卢锋，２０１６），相关解释包括：我国经济后发优势下降，人口红利和制度红利削弱；金融体
系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不利于小微民营企业快速成长；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刺激性
财政政策使边际投资效率递减，等等。这些解释主要从宏观和微观经济学角度提出，未总

结或建立经济增长模式变迁的完整模型。关于资源错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Ｍｉｓ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问题的
系列研究（ＨｓｉｅｈａｎｄＫｌｅｎｏｗ，２００７；Ａｏｋｉ，２０１２；Ｈｓｉｅｈ，ａｎｄＯｓｓａ，２０１６；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７）认
识到资源配置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似乎并没有试图在经济结构层面寻找资

源错配背后更深入的原因。

我们认为，近中期经济发展所表现的特点，与增长模式的改变密切相关，此前被低估

的一个环节是土地价值的逐步实现。“土地财政”相关研究（周彬和杜两省，２０１０；周其
仁，２０１１；汤林闽，２０１６；高然和龚六堂，２０１７）表明，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以来，我国进入
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城市土地价值不断上升，“土地财政”使地方政府获得大量收入并

投向基础设施建设，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枢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一方面为快速工业化

提供基本条件，带动了上下游各类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作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抓手，为

稳定我国经济大局奠定了基础。在基建领域，国有资本占比较高，充分体现了国企作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物质基础的重要作用。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效率偏低的问题还存在

（廖茂林等，２０１８；任喜萍，２０１７），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财政”机制配置资源的效果。
这一特点与市场化进程相互影响，形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独特模式。

本文将“土地财政”作为政府发挥作用的枢纽，将其嵌入市场化改革的增长模型中，

建立过去２０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新解释框架。以下第二部分主要介绍基本模型，第
三部分将基本模型拓展到Ｔ期，第四部分为进一步讨论与展望，第五部分是结论和建议。

二、基本模型与演进

由“土地财政”联结的经济行为链条如下：居民作为住房需求方，将土地价值纳入居

? 从长期视角看，ＴＦＰ增速很长一段时期总体呈下降趋势，见白重恩和张琼（２０１５）、李宾和曾志雄（２００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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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效用函数；政府作为土地供给方，通过“土地财政”获得资金并主要用于支持国有企业

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开展异质性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最终产品并将收

入分配到居民部门；居民在银行存款，通过银行贷款获得住房首付款；银行除向居民提供

住房贷款外，还向企业部门提供贷款支持其生产经营。

（一）基本模型

构建每个人可以存活两期的世代交叠（ＯＬＧ）模型。模型主要参与者为七类主体：居
民，企业家，Ｅ企业（由企业家设立，可理解为民营企业），Ｇ企业（由政府注资担保，可理
解为国有企业），政府，银行，房地产商。主要行为方式和市场均衡条件如下。

１．居民
居民在第一期（青年）工作并储蓄，第二期（老年）不工作依靠储蓄生活。居民总量为

Ｎｔ。由于城镇化作用，假设普通居民就业人口增长率为ｖＮ，则Ｎｔ＋１ ＝（１＋ｖＮ）Ｎｔ。νＮ描
述了人口结构特征，为外生变量。居民在青年时期借款购买住房，并在老年时期继续持

有。参考陈诗一和王祥（２０１６）、郑思齐和刘洪玉（２００５）等，代表性居民最优化问题描
述为：

ＭａｘＵｔ＝ｌｎ（ｃ１ｔ）＋βｌｎ（ｃ２ｔ＋１）＋（１＋β）ｊｔｌｎｑｌ （１）
ｓ．ｔ．ｃ１ｔ＋ｃ２ｔ＋１／Ｒｄ＋ｈ·Ｒｈ／Ｒｄ ＝ｗｔ＋κｈ·Ｒｈ／Ｒｄ （２）

ｃ１ｔ为青年时期消费，ｃ２ｔ＋１为老年时期消费，β为折现率，ｑｌ为居民选择购买的住房房
屋面积；ｊｔ为房地产效用调节项，用于描述居民的房地产偏好。居民在企业中工作并可以
获得工资收入ｗ，将除消费之外的工资存入银行，获得存款利率 Ｒｄ。ｈ为居民所购买的
房地产总价，ｈ＝ｂｈｐｌｑｌ。其中ｐｌ为土地使用权转让的价格，ｂｈ是房价与土地使用权转让
价格的比例。

在老年时期结束时，房屋残值为房地产整体价值的一定比例 κ。房屋残值由政府收
回，并作为政府部门实施土地财政的成本性支出。模型中房地产生产销售流程为：房地产

商从政府部门获得土地使用权，并建设住房。新居民在年轻时从银行借贷并交由相互竞

争的房地产商进行房地产生产，年老时偿还贷款。居民获得房地产贷款需支付的利率为

Ｒｈ。在世界利率的设定下简化模型，Ｒｄ＝Ｒｆ（无风险收益率），Ｒｈ＝Ｒｄ。居民选择消费
和住房面积以获得最大效用。可得最优解：

ｃ１ｔ＝
ｗｔ

（１＋β）（１＋ｊｔ）
（３）

ｑｌ＝
ｊｔ·ｗｔ

（１＋ｊｔ）（１－κ）ｂｈｐｌ（Ｒｈ／Ｒｄ）
（４）

ｈ＝ｂｈｐｌｑｌ＝
ｊｔ·ｗｔ

（１＋ｊｔ）（１－κ）（Ｒｈ／Ｒｄ）
（５）

居民储蓄率为：

ζｗ ＝ １－ １
（１＋β）（１＋ｊｔ）

－
ｊｔ

（１＋ｊｔ）（１－κ）（Ｒｈ／Ｒｄ
[ ]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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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每期新增加的居民需要购买房屋，因此由（４）式可加总得到每期住房房屋总面
积Ｑｌｔ与土地价格ｐｌｔ的关系，即土地需求方程为：

Ｑｌｔ＝
ｊｔｖＮＮｔｗｔ

（１＋ｊｔ）（１－κ）ｂｈｐｌｔ（Ｒｈｔ／Ｒｄｔ）
（７）

２．政府部门
在城市化进程中，政府每一期投入的住宅土地规模为城市新增人口的固定比例ｌｇ?。

政府为土地市场垄断卖方，其土地供给方程为：

Ｑｌｔ＝νＮＮｔ·ｌｇ （８）
式（７）与式（８）联立，可得到土地市场的局部均衡解，此时土地均衡价格为：

ｐｌｔ＝
ｊｔｗｔ

ｂｈｌｇ（１＋ｊｔ）（１－ｋ）（Ｒｈｔ／Ｒｄｔ）
（９）

将居民所购买的房地产总价ｈ分解为政府土地使用权转让价（ｈｌ＝ｐｌ·ｑｌ）与房地产

商建造价（ｈｃ＝（ｂｈ－１）ｃｌｑｌ）两部分。政府所获土地财政总收入为：

Ｈｌｔ＝ｐｌｔ·Ｑｌｔ＝
ｊｔｗｔｖＮＮｔ

ｂｈ（１＋ｊｔ）（１－ｋ）（Ｒｈｔ／Ｒｄｔ）
（１０）

假设政府新增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支出为土地收入的一定比例 χ，ｔ期新增基建投
资为：

ｓ′Ｇｔ＝χＨｌｔ （１１）

由于居民房屋残值计入政府土地财政的成本，χ应当满足条件：χｋ·ｂｋ。
３．企业与银行
关于Ｇ企业，（１１）式政府新增的基础设施投资即为对Ｇ企业的投资。关于 Ｅ企业，

假设企业家与居民的比例为μ：１；老年企业家拥有剩余索取权，他们雇佣其孩子（青年企
业家）作为经营者。Ｇ企业和Ｅ企业的最优化问题为：

ＭａｘｙＧ，ｔ－ｗｔｎＧ，ｔ；ＭａｘｙＥ，ｔ－ｍｔ－ｗｔｎＥ，ｔ （１２）

ｙＧ，ｔ＝ｋαＧ，ｔ（ＡｔｎＧ，ｔ）
１－α；ｙＥ，ｔ＝ｋαＥ，ｔ（φＡｔｎＥ，ｔ）

１－α （１３）

ｙＧ，ｔ和ｙＥ，ｔ分别为Ｇ企业和Ｅ企业的生产函数。资本在生产一期后１００％折旧。技

术进步速度为ｚ：Ａｔ＋１＝（１＋ｚ）Ａｔ，定义Ａｔｎｔ为有效劳动。φ为Ｅ企业与Ｇ企业生产率之

比，φ＞１。ｗｔ为企业付给劳动者的工资。ｍｔ＝ψ（ｋＥ，ｔ）α（φＡｔｎＥ，ｔ）
１－α，代表Ｅ企业付给年

轻企业家的工资报酬，ψ表示企业家获得的工资占企业总收入的比例。以上最优化问题
的约束条件是：

? 为保障社会稳定和“居者有其屋”，防止经济过热、房地产泡沫等风险，我国对土地资源使用全面统筹。相关

部门每年要求各地政府报送土地规划，需考虑人口流入、房屋需求、房价调控等因素。尽管因流拍等原因年内供地规

模与年初规划存在不一致，但从较长时期看，城镇新增人口规模与土地供应规模有较高相关度。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城镇
每新增１单位人口，住宅用地土地供应规模平均增加约７５平方米。因此，假设每一期提供的土地规模为城镇新增人
口的固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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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ＰＫＧ，ｔ＝α
ＡｎＧ，ｔ
ｋＧ，

( )
ｔ

１－α

＝ＲＧ，ｔ （１４）

ＭＰＫＥ，ｔ＝（１－ψ）α
φＡｎＥ，ｔ
ｋＥ，

( )
ｔ

１－α

＝ｂＥ，ｔＲＥ，ｔ （１５）

其中，ＲＧ，ｔ、ＲＥ，ｔ为Ｇ企业和 Ｅ企业融资成本。设 Ｅ企业经营管理能力强于 Ｇ企

业?。ｂＥ，ｔ为Ｅ企业资本边际产出与融资成本的比例，有ｂＥ，ｔ＞１且ｂＥ，ｔ＜φ
１－α
α（１－ψ）

１
α。

银行从居民部门获得储蓄存款，用于向企业发放生产贷款、向居民发放住房贷款和购买境

外债券。在长期，购买境外债券的回报率Ｒａ ＝Ｒｆ。
ＲＧ，ｔ＝ａＧ，ｔＲｆ；ＲＥ，ｔ＝ａＥ，ｔＲｆ （１６）

其中，ａＧ和ａＥ分别为Ｇ企业和Ｅ企业的融资溢价率。Ｇ企业和Ｅ企业选择劳动力最
大化企业价值。解以上最优化问题，可以得到劳动市场局部均衡解和ａＧ、ａＥ比例关系。

ｗｔ＝（１－α）（
ａＧｔＲｆ
α
）－

α
１－α·Ａｔ （１７）

ｗｔ＝（１－ψ）
１
１－α（１－α）（

ｂＥ，ｔａＥ，ｔＲｆ
α

）－
α
１－α·φＡｔ （１８）

ａＥ，ｔ＝ｂ
－１
Ｅ，ｔφ

１－α
α（１－ψ）

１
αａＧ，ｔ （１９）

根据ｂＥ，ｔ的取值范围，可得（１９）式右边系数满足关系ｂ
－１
Ｅ，ｔφ

１－α
α（１－ψ）

１
α ＞１，即Ｇ企

业融资成本低于Ｅ企业，ａＧ ＜ａＥ。由式（１４）（１５）（１６），可得到劳动力方程：

ＮＧ，ｔ＝（
ａＧ，ｔＲｆ
α
）
１
１－α
ＫＧ，ｔ
Ａｔ

（２０）

ＮＥ，ｔ＝（
ｂＥ，ｔａＧ，ｔＲｆ
α

）
１
１－α
ＫＥ，ｔ
φＡｔ

１－( )ψ[ ]φ
１
α （２１）

劳动力需满足ＮＥ，ｔ＋ＮＧ，ｔ＝Ｎｔ。进一步将式（１７）代入加总，可得总劳动力条件：

ＫＧ，ｔ＋（ｂＥ，ｔ）
１
１－αＫＥ，ｔ·（１－ψ）

１
α·φ

１－α
[ ]α ·（

ａＧ，ｔＲｆ
α
）
１
１－α／Ａ＝Ｎｔ （２２）

由式（２２）可得ａＧ，ｔＲｆ的表达式，也就是资金市场的需求方程：

ａＧ，ｔＲｆ＝ ＡｔＮｔ·
α
１
１－α

ＫＧ，ｔ＋（ｂＥ，ｔ）
１
１－αＫＥ，ｔ（１－ψ）

１
αφ

１－α[ ]
α

１－α

（２３）

４．Ｇ企业与Ｅ企业资金供给中的自有部分
参照Ｍｏｌｌ（２０１４），设企业杠杆率存在上限约束，假定Ｇ企业杠杆率ｖＧ高于Ｅ企业ｖＥ。
（１）Ｅ企业的企业家储蓄
企业家效用函数与约束条件为：

ＭａｘＵｔ＝ｌｎｃ″１ｔ＋βｌｎｃ″２ｔ＋１

? 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显著进展，经营效率不断提高，但在本文所研究的时间区间内，根据相关研

究，假定民营企业的效率总体上仍然显著高于国企（张涛，２０１８；杨汝岱，２０１５；吴延兵，２０１２；林静怡等，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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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１ｔ＝ｍｔ－ｓ″Ｅ，ｔ；ｃ″２ｔ＋１ ＝ρＥ，ｔｖＥｓ″Ｅ，ｔ－（ｖＥ－１）ｓ″Ｅ，ｔ（ａＥ，ｔＲｆ） （２４）
其中，ｃ″１ｔ和ｃ″２ｔ＋１分别为企业家青年与老年时期消费。ｍｔ＝ψ（ｋＥ，ｔ）α（φＡｔｎＥ，ｔ）

１－α，

ｓ″Ｅ，ｔ为ｔ期储蓄。Ｅ企业资产收益率 ρＥ，ｔ，价值 ΠＥ，ｔ（ｋＥ，ｔ）＝（１－ψ）ｋαＥ，ｔ（φＡｔｎＥ，ｔ）
１－α－

ｗｔｎＥ，ｔ可简化为：

ΠＥ，ｔ（ｋＥ，ｔ）＝（１－ψ）φ
１－α
α（ａＧ，ｔＲｆ）ｋＥ，ｔ （２５）

ρＥ，ｔ＝（１－ψ）
１
αφ

１－α
α（ａＧ，ｔＲｆ） （２６）

企业家选择青年时期的储蓄，获得最大化效用。对ｓ″Ｅ，ｔ求导可得：

ｓ″Ｅ，ｔ＝
βｍｔ
１＋β

（２７）

（２）Ｇ企业的政府投资
Ｇ企业每一期的资本等于上一期自有资本积累与政府新增投资之和。ｔ期新增投资为：

ｓ′Ｇ ＝χＨｌ＝
χｊｔ（１－α）

（１＋ｊｔ）（１－κ）（Ｒｈ／Ｒｄ）ｂｈ
（
ａＧＲｆ
α
）ＫＧ，ｔ＋ １－( )ψ( )φ

１
α
ＫＥ，ｔ[ ]φ （２８）

（二）模型动态演进和稳态

１．模型动态演进方程
Ｅ企业的资金供给方程可表述为：

ｋＥ，ｔ＝νＥｓ″Ｅ，ｔ－１ ＝ｓ″Ｅ，ｔ－１＋ｌＥ，ｔ－１ （２９）
根据资金市场的均衡条件，由式（２５）（２７）和ｍ、ｎＥ，ｔ的表达式可得：

ＫＥ，ｔ＋１ ＝ψ １－( )ψ[ ]φ
１－α
α（
ｂＥ，ｔａＧ，ｔＲｆ
α

）
ｖＥβ
１＋β

ＫＥ，ｔ （３０）

由于ａＧ，ｔ是ＫＧ，ｔ和ＫＥ，ｔ的函数，随时间推移而改变，因此Ｅ企业的总资本ＫＥｔ并非直
线增长。

将式（３０）代入式（２１）可得Ｅ企业所使用劳动力以及总产出的动态演进方程：

ＮＥ，ｔ＋１ ＝ψ １－( )ψ[ ]φ
１－α
α
ｂＥ，ｔａＧ，ｔＲｆ
α

ｖＥβ
（１＋β）

·
１

（１＋ｚ）ＮＥ，ｔ （３１）

ＹＥ，ｔ＋１ ＝ψ １－( )ψ[ ]φ
１－α
α
ｂＥ，ｔａＧ，ｔＲｆ
α

ｖＥβ
１＋β

ＹＥ，ｔ （３２）

Ｇ企业投资收益情况可表示为ΠＧ，ｔ（ｋＧ，ｔ）＝ｋαＧ，ｔ（ＡｔｎＧ，ｔ）
１－α－ｗｔｎＧ，ｔ，将ｗ与ｎＧ，ｔ的表

达式代入可得：

ΠＧ，ｔ（ｋＧ，ｔ）＝（ａＧ，ｔＲｆ）ｋＧ，ｔ （３３）
Ｇ企业投资的资产收益率ρＧ，ｔ和资金供给方程分别为：

ρＧ，ｔ＝ａＧ，ｔＲｆ （３４）
ＫＧ，ｔ＋１ ＝ρＧ，ｔＫＧ，ｔ＋ｖＧｓ′Ｇ

根据资金市场的均衡条件，与式（２３）联立求解可得Ｇ企业资本动态积累方程：

ＫＧ，ｔ＋１ ＝
ｖＧχ·ｊｔ（１－α）

（１＋ｊｔ）（１－κ）（Ｒｈ／Ｒｄ）ｂｈ
（
ａＧ，ｔＲｆ
α
）＋ａＧ，ｔＲ[ ]ｆＫＧ，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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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ｖＧχｊｔ（１－α）

（１＋ｊｔ）（１－κ）（Ｒｈ／Ｒｄ）ｂｈ
（
ａＧ，ｔＲｆ
αφ
）（（１－ψ）φ）

１
αＫＥ，ｔ （３５）

ＫＧ，ｔ＋１
ＫＧ，ｔ

＝ ｖＧχ·ｊｔ（１－α）
（１＋ｊｔ）（１－κ）（Ｒｈ／Ｒｄ）ｂｈ

（
ａＧＲｆ
α
）＋ａＧＲ[ ]ｆ

＋
ｖＧχｊｔ（１－α）

（１＋ｊｔ）（１－κ）（Ｒｈ／Ｒｄ）ｂｈ
（
ａＧＲｆ
αφ
）（（１－ψ）φ）

１
α
ＫＥ，ｔ
ＫＧ，ｔ

（３６）

式（３０）与式（３６）为Ｇ企业和 Ｅ企业的资产增速。由式（３０）可得，Ｅ企业总资本增
速取决于ａＧ，ｔ，而式（３６）表明，Ｇ企业总资本增速除与 ａＧ，ｔ有关外，还会随着 Ｅ企业与 Ｇ
企业资本比例提高而提高，即Ｇ企业占比越高，Ｇ企业资本的增速越慢。有如下命题：

命题１　不同企业部门资本存量的增速具有趋同性。
趋同机理如下：在一个经济体转型过程中，最初Ｅ企业（民营部门）规模较小，由于其

资本边际产出高于Ｇ企业（国有部门），因此资本积累速度快于 Ｇ企业，资本和劳动占比
不断上升。在“土地财政”机制的作用下，Ｅ企业所积累的资本中的一部分通过政府的土
地开发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过程重新回到Ｇ企业，Ｇ企业所获得的政府投入资本不断增
加，资本增速相对提高，其资本和劳动力比例下降趋势得以延缓，而Ｅ企业资本占比的增
长不断放缓，直至Ｇ企业资本规模增速与Ｅ企业一致。
２．模型稳态

当Ｅ企业和Ｇ企业资产占比不变时，模型达到稳态。此时
ＫＥ，ｔ＋１
ＫＥ，ｔ

＝
ＫＧ，ｔ＋１
ＫＧ，ｔ

。稳态条件为：

ｋｓｓ＝
ＫＥ
ＫＧ
＝
｛ψ［（１－ψ）φ］

１－α
α
ｂＥ，ｔｖＥβ
１＋β

－α｝（１＋ｊｔ）（１－κ）（Ｒｈ／Ｒｄ）ｂｈ－ｖＧχｊｔ（１－α）

ｖＧχｊｔ（１－α）（１－ψ）
１
αφ

１－α
α

（３７）

由式（２０）和式（２１），稳态时Ｅ企业和Ｇ企业劳动力的比例为：

ｎｓｓ＝
ＮＥ，ｔ
ＮＧ，ｔ

＝（１－ψ）
１
αφ

１－α
αｋｓｓ （３８）

此时国内总资本（Ｅ企业和Ｇ企业资本之和）增长方程为：

Ｋｔ＋１ ＝ψ［（１－ψ）φ］
１－α
α
ｂＥ，ｔａＧ，ｔＲｆ
α

ｖＥβ
１＋β

Ｋｔ （３９）

Ｅ企业和Ｇ企业资本增速与总资本增速同为ψ［（１－ψ）φ］
１－α
α
ｂＥ，ｔａＧ，ｔＲｆ
α

ｖＥβ
１＋β

。

命题２　 在满足假设２的前提下，经济存在稳态，此时经济中 Ｅ企业和 Ｇ企业占有
资本的比例处于均衡状态，比例为ｋｓｓ。总产出增长方程为：

Ｙｔ＋１ ＝ψ［（１－ψ）φ］
１－α
α（
ｂＥ，ｔａＧ，ｔＲｆ
α

）
ｖＥβ
１＋β

Ｙｔ （４０）

也就是说，与Ｓ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不同，本文证明，由于有政府配置资源作用的存在，会
出现劳动和资本配置在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之间存在均衡点的情况。需要注意的是，模

型在稳态时，全要素生产率未达到最佳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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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２的推论　稳态时的全要素生产率为 Ｅ企业和 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加权平
均值，这一水平低于所能达到的最高全要素生产率：

Ａｓｓ＝
ｋｓｓφＡｔ＋Ａｔ
ｋｓｓ＋１

（４１）

由于 Ｅ企业 ＴＦＰ高于 Ｇ企业，即 φ＞１，因此 Ａｓｓ ＜φＡｔ。此时总产出为 Ｙ＝

Ｋα（ＡｓｓＮ）
（１－α）。

如果与Ｓ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模型对比，本文将“土地财政”引入模型，并将资金的跨期积
累和配置作为经济增长结构改变的推动力，更符合中国增长实际。如果不考虑“土地财

政”影响，国有经济部门不受任何金融约束，本文模型即可简化为Ｓ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模型。
与Ｍｏｌｌ（２０１４）的模型结论对比，Ｍｏｌｌ（２０１４）模型指出，即使不存在外部融资市场，企业最
终也将通过内部利润留存的方式获得资金，因此金融约束并不影响稳态 ＴＦＰ水平。但本
文表明，存在企业异质性情况下，Ｅ企业融资约束越紧，占比越低，从而整体ＴＦＰ越低。

（三）国际收支、投资和储蓄

考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如下：

ＫＥ，ｔ
ｖＥ－１
ｖＥ

＋ＫＧ，ｔ
ｖＧ－１
ｖＧ

＋
ｊｔＮｔｗｔ·ｒｌｔｖ

（ｊｔ＋１）（１－κ）（Ｒｈ／Ｒｄ）
＋Ｂｔ＝!ｗｗｔ－１Ｎｔ－１ （４２）

等式左边四项分别是银行对 Ｅ企业、Ｇ企业、居民发放的贷款以及对外国证券的投
资；右边是银行获得的居民存款?。其中对外国证券的投资 Ｂ代表了开放经济下的净对
外投资余额，由于模型未考虑ＦＤＩ等问题，因此Ｂ体现了经常账户顺差的积累程度。

将式（１７）、式（２０）和式（２１）代入，可以得到经常账户积累盈余为：

Ｂｔ＝ＮｔＡｔ
ａＧ，ｔＲｆ( )α

－１１－α
·

（１－α）（
ａＧ，ｔＲｆ
α
）

!ｗ

（１＋ｚｔ－１（１＋ｖｔ－１））
－

ｊｔｖｌｔｖ
（ｊｔ＋１）（１－κ）（Ｒｈ／Ｒｄ

[ ]
）

－
ｖＧ－１
ｖＧ

＋
ＮＥｔ
Ｎｔ
ｖＧ－１
ｖＧ

－（
ｂＥｔ
α
）
－１
１－α（１－ψ）

－１
αφ

α－１
α（
ｖＥ－１
ｖＥ

[ ]



















）

（４３）

由式（３４）可以得到ρＧ，ｔ＜ρＥ，ｔ，由式（２６）（３４），可得
ｖＧ－１
ｖＧ

－（１－ψ）－
１
αφ

α－１
α
ｖＥ－１
ｖＥ

＞

０。代入式（４３）式可得如下结论：
命题３　经常账户积累盈余随Ｅ企业的劳动力占比增加而增加。
命题３是Ｅ企业受到更严格金融约束的结果。当经济到达均衡水平后，Ｅ企业劳动

占比不再改变，经常账户盈余更多地将取决于融资成本溢价 ａＧ，ｔ，如果 ａＧ，ｔ降低，盈余将
增加。

本文模型表明，尽管经常账户盈余不断增加，但并不代表净出口与 ＧＤＰ的比例会持
续提高。相反，随着Ｅ企业劳动力占比提高速度放缓，净出口与ＧＤＰ比例将随之下降。

? 由于Ｅ企业管理者占全部人口比例较小，此处忽略了Ｅ企业管理者的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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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模型演进示意图

模型演进示意图如下：

图１　模型动态演进

图１中，Ｔ代表稳态时期。ＰａｎｅｌＡ说明，Ｅ企业生产所使用的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
比例在转型过程中将不断增加，最终趋于稳定。ＰａｎｅｌＢ说明，随着 Ｅ企业占比的不断提
高，全社会总的资本回报率水平向 Ｅ企业靠拢。转型结束后资本回报率回归正常轨道，
随着资本规模增长而下降。ＰａｎｅｌＣ表明，全社会有效劳动单位工资水平在转型过程中不
变，转型结束后随着劳动的边际产出上升而上升。ＰａｎｅｌＤ说明，由于 Ｅ企业的有效劳动
单位总产出高于Ｇ企业，随着Ｅ企业资本和劳动力占比提高，全社会有效劳动单位总产
出较快增加，转型结束后增速下降。ＰａｎｅｌＥ是命题三的示意图。在转型过程中Ｅ企业占
比提高，其投资受到更强的融资约束，因此当期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不断积累经常项

目顺差。ＰａｎｅｌＦ表明，转型期间Ｅ企业劳动力占比提高过程中，由于 Ｅ企业的管理者储
蓄率较高，且Ｅ企业的劳动者储蓄率高于Ｇ企业，因此全社会储蓄率提高。

三、Ｔ期ＯＬＧ模型与参数校准

为更好地与中国经济增长实际相结合，我们将以上两期模型拓展为Ｔ期ＯＬＧ模型。
（一）模型设定

１居民部门：每个行为人可存活Ｔ期，每期为１年；前Ｊ期为工作期间，每期提供１单
位劳动，随后为退休时间。参考Ｓ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设工作阶段为２８岁—５８岁，退休阶段
为５８岁—７８岁，即Ｔ＝５０，Ｊ＝３０。行为人在第１期贷款购买房产，在第Ｊ期还清房贷（设
从第１期开始等本金还款）。与两期模型不同的是，在Ｔ期模型中，假设居民在第１期购
买房产的首付由其家长提供，而在最后１期需要为其子女提供购买房产的首付。设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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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比为ｂｌｔｖ，则首付与房产价值比为（１－ｂｌｔｖ）。效用函数变为：

Ｕｔ＝∑Ｔ

ｔ＝１
βｔ（ｌｎｃｔ＋ｊｔｌｎｑｌｔ） （４４）

由于我国居民住宅的一般使用年限为５０—７０年，因此，可以认为在代表性居民 Ｔ期
结束时，其在第１期时所购买的房屋已经完全折旧，即κ＝１。此时行为人一生的预算约
束为：

∑Ｊ

ｔ＝１ ｂｌｔｖ·( )ｈ／Ｊ·（Ｒｈ／Ｒｄ）
ｔ＋（１－ｂｌｔｖ）·ｈ·Ｒ

－Ｔ
ｄ ＋∑Ｔ

ｔ＝１
Ｒ－ｔｄｃｔ＝∑Ｊ

ｔ＝１
Ｒ－ｔｄｗｔ＋（１－ｂｌｔｖ）·ｈ

（４５）
其中，ｗｔ仍为ｔ期的工资收入。假设Ｒｈ ＝Ｒｄ。
２．Ｅ企业及企业家储蓄：假设人群中占比为μ的企业家在前Ｔ／２时期作为Ｅ企业的

管理者，后Ｔ／２时期作为提供资本的企业家。在其担任管理者的每个时期，获得管理者报

酬，并将其收入存入银行；在其作为企业家时期，他们将积累的财富∑Ｔ／２

ｔ＝１
ＲＴ／２－ｔ（ｍｔ－ｃｔ）

投入Ｅ企业，并从银行取得贷款。与两阶段模型不同的是，Ｔ期模型中资本并不会在第二期
完全折旧。资本积累方程将由之前的ＫＥ，ｔ＋１ ＝ＩＥ，ｔ变为ＫＥ，ｔ＋１ ＝（１－δ）ＫＥ，ｔ＋Ｉｔ，δ＜１。
３．Ｇ企业：与Ｅ企业类似，Ｇ企业的资本积累方程变为ＫＧ，ｔ＋１ ＝（１－δ）ＫＧ，ｔ＋Ｉｔ，δ＜１。
此外，在Ｔ期模型中，融资成本随着资本增长而下降，直至 Ｇ企业融资成本等于利率

时止。此后为保证方程组有解，设Ｅ企业与Ｇ企业的杠杆率按比例变化。模型第１期为
１９９２年，由于９０年代市场利率较高，据实际情况将迭代初始Ｇ企业贷款利率设为８％。

（二）转型因素模拟

在Ｔ期模型中，我们还将捕捉我国近中期转型因素，以使模型匹配实际情况：
１．城镇化进程中的房地产效用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城镇化率在１９９６

年达到３０％，２０１８年底为５９６％。１９９６—２０１８年平均每年城镇化率增加１３个百分点。
若趋势不变，城镇化率将于２０２６年达到７０％。根据城市化水平的“Ｓ”形演变规律（也称
“诺瑟姆曲线”或联合国方法）（李恩平，２０１３），此后城镇化速度将变慢。在整个快速城镇
化过程中，城市房地产价值将不断提升。反映在居民决策上，体现为房地产效用相对

提高。

２．劳动年龄人口增速下降。过去二十年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速从１５％逐步下
降，当前劳动年龄人口基本零增长，且有由正转负的趋势。为刻画以上趋势，做如下设定：

表１　房地产偏好与劳动年龄人口增速设定

时期ｉ 房地产偏好ｊ 时期ｉ 劳动年龄人口增速ｇ＿ｎ

０＜ｉ＜４ ｊ（ｉ）＝０ ０＜ｉ＜１５ ｇ＿ｎ（ｉ）＝００１５

４≤ｉ＜３４ ｊ（ｉ）＝０＋（ｉ－４）×００３ １５≤ｉ＜３５ ｇ＿ｎ（ｔ）＝００１５－０００１５×（ｔ－１５）

ｉ≥３４ ｊ（ｉ）＝０９ ｉ≥３５ ｇ＿ｎ（ｔ）＝－００１５

房地产偏好设定的主要参考是：据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编制的《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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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财富调查报告（２０１７）》，２０１６年家庭总资产中房地产资产占比超过７０％。同时，何青
等（２０１５）使用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数据进行贝叶斯估计，得到居民部门房地产偏好后验分布
均值为０３０６９。从长期增长视角考虑，设定房地产效用在１９９６年后３０年间呈线性增长。

（三）参数校准

根据我国经济增长实际情况，确定Ｔ期模型参数并校准（见表２）。

表２　Ｔ期模型参数设置表

序号 主要参数 标识 参数值 序号 主要参数 标识 参数值

外部参数 房地产和基建参数

１ 储蓄存款利率 ｒ １００１１ ９ 房价地价比 ｂｋ ２５

２ 资本报酬占比 α ０５ １０ 政府投入土地与新增人口之比 ｌｇ ７５

３ 折旧率 δ ０１ １１ 新增基建支出与土地收入之比 χ ０５

４ 人口增速 ν ００３６ １２ 按揭贷款利率 ｒｋ １００１

５ 消费跨期折现率 β ０９８８ １３ 贷款价值比 ｂｌｔｖ ０７

６ 技术进步率 ｚ ００４５ 　　　　银企参数

７ Ｅ企业效率参数 φ ４ １４ Ｇ企业杠杆率 ｖＧ ２５

８ 管理者报酬比例 ψ ０３ １５ Ｅ企业杠杆率 ｖｇ ２２

　　说明：外部参数方面，主要参考Ｓ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研究设定，但在选择随时期变化较大的参数时进行了重新设定
或参考了其他文献，居民储蓄存款利率根据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加权平均１年期实际存款利率并根据Ｗｉｎｄ数据计算。房
地产和基建类以及银企参数方面，依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进行校准。

（四）模拟结果

在以上设定下，我们通过对每期的工人工资、管理者报酬和企业贷款利率进行迭代，

对模型进行模拟求解。结果如图２所示。

图２　Ｔ期模型模拟主要结果

图２中Ｐａｎｅｌ１为资本回报率，最上面的线为Ｅ企业融资利率，中间的线为Ｇ企业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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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利率，下面的线为世界利率；Ｐａｎｅｌ２为Ｅ企业资产规模占全社会总资产的比例，实线为
模型结果，虚线为民营企业资产占民营和国有控股企业总资产比例的实际值；Ｐａｎｅｌ３为
储蓄率，实线为模型结果，虚线为实际值；Ｐａｎｅｌ４为总投资率，实线为模型结果，虚线为实
际值；Ｐａｎｅｌ５为经常账户顺差与 ＧＤＰ之比，实线为模型结果，虚线为实际值；Ｐａｎｅｌ６为
ＴＦＰ增长率。

从模拟结果来看，模型与我国过去２０年经济增长实际情况符合较好。（１）Ｇ企业的
融资成本等于其资本回报率。随着资本边际效用下降，资本回报率下降，融资成本从最初

的超过１０％最终下降到与世界利率相等。（２）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我国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
业资产规模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规模的比例保持持续上升态势，从２０００年的
３１％上升到２０１０年的１９７％。２０１０年后，民营企业资产占比波动上升并趋于稳定。截
至２０１７年末，私营工业企业和规模以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资产总额分别为２４２６万亿
元、４３９６万亿元，前者占两者之和的３５６％。从模型来看，前期 Ｅ企业资产规模占总资
产比例迅速提高，在第２０期后Ｅ企业占比趋于稳定；第３０期后 Ｅ企业占比最终稳定在
４０％左右，这与我国民营企业资产规模占比先快速增长、后趋于稳定的实际情况一致。
（３）我国储蓄率偏高且总体呈上升趋势，在波动上出现了先升后降状态。模型较好地模
拟了实际储蓄率变动情况。（４）投资率与储蓄率变动情况类似。１９９８年后投资率从
３６％提高到４４％左右。（５）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贸易顺差较高，但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模型符合实际。（６）模型表明我国全要素增长率前期较高，呈缓慢上升状态，随后呈下降趋
势，这与其他学者（白重恩和张琼，２０１５；李宾和曾志雄，２００９）研究结果保持了一致。

本文对ＴＦＰ变化的解释侧重于从部门间资源配置角度考虑。模型显示，前期ＴＦＰ增
速较高且呈缓慢上升态势，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下资源从相对低效部门流向了相对高效部

门，由于此时处于城镇化进程前期，“土地财政”能够调配的资源较少。后期随着城镇化

进程推进，“土地财政”日益成为重要的资源配置渠道，大量资源配置到基建房地产等领

域，而这一领域的全要素生产率一般相对偏低，导致全社会整体ＴＦＰ增速降低。
（五）模型稳定性（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测试
为测试模型的稳定性，修改部分参数设定研究其对模型结果的影响：（１）Ｅ企业与银

行投资收益分配的影响。假设银行处于完全垄断地位，Ｅ企业的融资成本与投资收益率
相等，没有超额利润。（２）人口增速的影响。设定人口增速固定维持在１５％。从稳定性
测试结果来看，模型表现受到一定影响，但总体上保持稳定。

四、进一步讨论与展望

（一）进一步讨论

与其他模型相比，本文模型较好地解释了投资效率与全社会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

１．模型比较清晰地反映了投资效率下降的问题。模型显示，ＩＣＯＲ（模型中 ＩＣＯＲ＝
本年资本增量／本年ＧＤＰ增量）自第８期之后２０期内持续上升，这一时期也是“土地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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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充分发挥作用的阶段。实际上，我国自２００７年以来，ＩＣＯＲ呈上升趋势，与模型所示一
致。

２．模型反映了“土地财政”引致的基建投资占比上升。基建投资占Ｇ企业总投资比
重在第７期后持续上升。由于“土地财政”机制对基建投入的支持，Ｇ企业得到了更多的
资源配置，稳定了市场占比。这与我国近中期经济运行实际情况一致。

３．模型验证了拉动ＧＤＰ增长的动力出现变化。对人均 ＧＤＰ增速进行分解，在第８
期之后２０期内，ＴＦＰ增长对人均ＧＤＰ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下降，拉动ＧＤＰ增长的主要因素
从ＴＦＰ增长转变为资本增长。

图３　模型对近中期经济现象的解释能力

（二）展望

自提出“房住不炒”定位，我国“土地财政”作用已经弱化。２０２１年，财政部等联合发
文，决定试行土地出让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土地财政”日益规范化。随着地方政府

从“土地财政”中获得的收入缩减，以往铺摊子上项目的扩张方式将难以持续。一些学者

（Ｃａｏ，２００８；唐在富，２０１２；邵朝对等，２０１６）对解决“土地财政”问题提出了很多建议，如控
制土地出让节奏和力度，开征物业税、农地入市等。但从长期来看，可持续增长最终应依

赖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

分情景考虑提升ＴＦＰ的三类措施：（１）技术进步。技术进步速度维持在当前水平，即
生产函数中 Ａ的增速仍保持在４５％；技术进步速度下降，从第３１期起技术进步速度降
低到３％；技术进步加速，从第３１期起技术进步速度提高到６％。（２）国企改革。国有企
业经营水平和规模维持现状；自第２９期至３９期，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比基本模型
校准设定的水平逐步提高，直至提高１／３；国有资本运作效率提高，政府自第２９期至３９
期，逐步减少对Ｇ企业的投入，增加对Ｅ企业的投入，直至５０％投入Ｇ企业。（３）金融改
革。维持现状；对民营企业提供更多融资，假设在第２９期至３９期逐步提高Ｅ企业杠杆率
上限，直至与Ｇ企业相同；改革金融结构，假设从第２９期至３９期，Ｅ企业可以通过外部股
权融资增加资本金，直至增加２０％（来自居民储蓄）。情景分析结果如图４所示。



金
融
研
究

１４　　　 总第５０２期

图４　技术进步、国企改革和金融改革对ＴＦＰ增速的影响

　　由图４可见，技术进步对于ＴＦＰ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技术增速提高１５个百分点，将
导致ＴＦＰ增速提高１个百分点左右（由于设定原因，第３１期附近出现超调）。国有企业
ＴＦＰ提升同样将促使经济整体ＴＦＰ增速持续性提升，总体可提高ＴＦＰ长期增速１个百分
点左右。金融改革在短期内将对经济增速带来显著影响，但进入稳态后，ＴＦＰ增速向基本
模型情形靠拢。

五、结　论

本文在Ｓ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土地财政”机制，构建了世代交叠模型
来解释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在此基础上对模型进行 Ｔ期改进，得到了更贴合
实际的结果。总的来看，“土地财政”与市场化改革共同拉动经济增长模式的出现具有一

定历史必然性，是城镇化和经济转轨过程综合作用的结果。“土地财政”虽然为中国经济

快速增长提供了巨量的资金来源和强大的推动力，但也会阻碍资源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

升。对企业部门，“土地财政”抑制了民间投资，使资源过度流向房地产、基建等领域，影

响了产业转型升级；对居民部门，居民财富中房地产占比越来越高，挤出了其他消费，不利

于消费升级。当前，“土地财政”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弱化，要使土地财政的规模与城镇化

发展阶段相协调，同时对房地产市场风险予以高度警惕。在短期和中期国有与民营企业

的占比可能会形成稳定均衡，实质上反映了国有与民营企业的不同定位。国有企业承担

更多的公共职能，多以投资拉动增长；而民营企业在促进就业、激发经济活力等方面功不

可没。中长期看，新一轮科技革命给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带来了新的战略机遇，推进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大基础研究攻关力度、完善科研体制机制尤其是人才激励机制、加强

产学研联动等措施，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动能。国有企业和金融等领域的改

革深化，有利于促使科技力量更好地发挥作用，推动我国在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增长质量再

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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