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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价格存在条件下 

的调节

导 言

本书第一篇略去了利润、价格、工资以及货币的作用，把它 

们引进分析是本篇的任务。由于对它们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尚存疑 

义，所以，我们不把本篇题目称为“通过价格来调节”，而只是称 

为“价格存在条件下的调节”。

第十三章至第十五章探讨会在某几处也简单地谈及了毛 

修到多外 第十七章至第十九叠岛主题是家摩部门。居于二者2 
向而磨三六章，考察企业和非营利机构付蔡套庭部门的工资。

本书最后三章涉及了所有的部门。第二十章讨论货币，第二 

十一章探讨宏观经济的相互依存性，最后，第二十二章分析几种 

制度背景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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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企业：预算约束和利润

13-1引言

在本书第一篇中，我们几次谈到过预算约束在决定企业行为 

中的作用。第二篇将以详尽考察企业的预算约束和利润为起始点， 

因为从这里得出的结论也要作为我们论述价格、工资和财务的基 

础。

在第13・2-13・6节中，我们将不把我们的定义和思想延伸到 

任何一个历史的、具体化了的体制中去，也不研究企业所有权的 

问题。这些分析工具的展开将在13・7—13・9节中用来描述社会主 

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形式。

最后，本章的末节将探讨理论和经济思想史的一些问题。

13-2资金平衡表和预算约束：会计关系

前面的公式（2-3）概括了预算约束的含义，我们现在虽然不 

打算花费太多的笔墨来谈货币和财务制度，但也要较为全面和细 

致地来讨论一下预算约束。

我们暂且假定，企业只有唯一的资金平衡表和唯一的预算约 

束。货币并没有贴上“标签》,即二只“钱匣子”只能用.来•支付工资, 

而另一只只能用来支付投资费用，等等。货币一旦归企业所有， 

就可以派任何用场。

因此，我们不去区分企业与投资有关的开支和用于当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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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支。投资和当前生产都要求不断地用货币来购买投入品。

公式（13-1）表示的是企业在某一特定时期（例如一天）的资金 

平衡表①。

资金来源

+
M（t） 

初始货 

币量

pS(t)・ y«)

产出品 
价格

售出 
量

产出销售 
收入

pb（t）yb（t）

资金占用

投入品购入 
价格量+

购买投入品 
的开支

国家税收 

以及向国 

家缴付的 

其他费用

支付债务中到期 

应付的款项及利 

息开支

所有者提

取的利润

(13-1)+

公式（13T）是很清楚的，其中只有两项需要解释一下。一个 

是M,货币量。它大致与货币理论中的范畴Mi一样：它是企业 

可以直丧「立速支配的货币量，而不管它是以现金形式还是以即 

时可提取的银行存款形式存在的。流动性较差的资产的存量没有 

列入表中，因在有关的信贷业务中计算的只是存量的变化（即流 
量）。 一

由于我们暂且先不讨论所有权的问题，因此谁能够在企业内 

进行投资，以及投资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获取利润的可能性也都 

是尚待解决的问题。在所有者是国家的情况下，“资金来源”一方

①表中的绝大部分项目是用文字形式来说明的，只有那些以后将要涉及到的变 

量，我们才用符号来表示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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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两个科目（“政府补贴”和“所有者的货H5投资”）实际上是一回 

事。

公式（13-D是事后的会计恒等式。它根据定义而永远成立。 

这并不意味着企业蓝最真鲁祝播能务。但是，如果它未支付已经 

收到的货物的货款——虽然有着与卖者签订的合同——事实上企 

业已经在贷款了。由于"借入款"科目，不仅包括贷款者自愿借予 

的款项，而且也包括因违反支付协议而造成的信用赊欠，所以资 

金平衡表的恒等仍然成立。

由于公式（13-D中每个变量都是非负的，所以下面的不等式 

成立。

t期间的I 〔M（t） t期间的
国 + （13-2）

总支出J I初始货币量 总收入

为避免重复，我们将不准备详尽地探讨不等式中的收入和支 

出项目；在公式（13-D中可以找到对它们的解释。（13-2）是企业 

总量预算约束。形容词"总量"表示企业的总收入对于企业的总支 

出的血金;②亩为它是从一个恒等式中推导出来的，很明显，在种 

一般形式上的预算约束总是成立的。

t期间的

总收入

13-3硬预算约束：纯粹状态

在什么条件下，不等式（13-2）,所表示的不仅仅是在一切情 

况下都能成立的财务关系，而且是实际限制着企业行为和行动自 

声典约束呢？为在,,不等式中的变富矗木余自直南í名在加诣: 

仓行的定义不仅为实际领域中的可行性约束所限制，而且也要为 

控制领域中的内部规律、它的制度上的安排以及微观组织的行为

②无论何时，我们在没有限制条件下使用“预算约束”一词时，它总表示总量约 

束。如果我们想在较窄的范围中谈约束的话（例如投资的预算约束或工资的 

支出约束我们将会予以特别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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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所限定。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制度上的安排。

首先，我们考察一下硬预算约束的纯粹状态。我们将指出五 

个只要能得到满足，就可以保证预算约亲施度的条件。我们先提 

出一个理论上的说明：事实上，五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都是永 

远难以得到完全的满足的。这将在以下各节中加以解释。

这五个条件合在一起足以保证完全的硬约束。我们并不是说 
唯独这一组条件才能对硬度给予保证；但这五个条件却为我们进 

一步的推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为便于下面的比较，我们将 

各条件的序数上加上字母H (Hard硬)。

条件1-H。外生价格。投入品购买价格的向量，P、以及产 

品销备麻需的•向量；，P；, •对企业来说是给定的。企业是价格学学 

者而非价格制订者。从这个观点来看，谁决定价格是无由福南，. 

星个的卖会概委》左右不了一个被分解成为无数细小部分的市场 

过程,比我们的企业更强大的一个卖者决定了买价,或者一个更 

强大的买者决定了卖价；或许就是国家机构在决定着买价、卖价。 

它可以是任何人，关键是我们的企业影响不了价格。

条件2-H。税收制度是硬的。这并不是指税额很高，而是 

指要向裔施遵•守下•列・原•则í•• •

(1)税则的制订(法令、条文)不能为我们的企业所左右，它 

们对于企业是外部给定的；

(2)税收制度与各种可客观观察和度量的标准相联系；

(3)企业不能得到任何个别、例外的税收减免；

(4)税额按规定条款无条件地征收。

条件3-H。不存在无偿的国家拨款。国家不给予任何拨款作 

日常亦良；后不速右完转藏曾安南丧菰

条件4-H。不存在信贷。全部投入品的购买，pbv)必须 

用现春士得。•企业标的•信•贷；不能通过与卖者协商或违约欠付、 

采用把贷放者身分强加在卖者身上来得到，同时也不能从其他来 

源获取信用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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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5-H。不存在外部的货币投资资金。我们的论证不涉 

及企址质初建；即'不•涉・及•企•业•初•始•货•市・投•资•资金是怎样形成的问 

题。我们只考虑现存的企业。条件5表明：所有者可以从企业提 

取利润，但是，一旦这样做了，他们就不能再把这个利润投资到 

企业中去了。

条件4-H和条件5-H,只有在严格静态经济的抽象状态 

下才能得到完全的满足。

条件1 -H到5 -H建立了对于企业资金平衡表（13-1）中描 

述的变量的事前行为约束。如果这些约束被严格地遵守了，概括 
了它们的后桌岛（13-2）将会实际地限制企业进行选择的自由；也 

就是说，预算约束将成为事单的硬行为约束。
我们现在来考察一下五乐条件的含义。

预算约束的硬度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我们仍然要在排序 

的数字上加上字母H）。

后果与有。企业的生存只取决于销售收入和投入 

成本：如果•在府时间•内•后者大于前者，企业能够利用其货币存量 

M来弥补亏损，也可以放弃提取利润。但是，如果它已经完全放 

弃了提取利润，并且耗尽了货币存量，而亏损仍未消除，就只得 

减少开支了。较少的投入导致较少的产出，收入也随之减少。最 

后，企业将丧失其偿债能力走向破产。硬预算约束是一种经济的 
强制形式，销售收入和投入成本，对于泰位秦危显星走在亲山又 

f逾1.

…每手（9-d）：单卡。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增长,都需要投资, 

而它后攻决•于相同的，因■素。购买企业扩展所必需的补充投入品的 

资金来源，只能从企业内部赧巢市声星。......................

••启巢（S.-éI）； •对济格•的•适•应二•由•于价格是外部给定的，企 

业必加应适•应é。调•节•必•须•主，要•是通过实际行为来进行，首先是 

叠高品除底晨星产水平，或者是改变其在入产出构成。这些变化 

是生产厂家内部的事情，因此与价格并没有直接联系。但是，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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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改变生产所必需的投入品Y,和出售由于改变生产而得到的产 

出品Y"却又间接地使它们与价格联系得更紧密了。

企业在调节中可以得助于两个内部的财务变量：它可以动用 

其货币存量M以及减少或暂缓提取而扁。但是，货币存量可能会 

耗尽，利润提取只能减少到零。企业不能依靠外部资金来源经营。 

所以，企业最终没有其他的办法而只能通过实际行为来进行调 

节。

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就不仅仅是那种在控制其实际行为时， 

愿意就遵守不愿意就不遵守的“信号”了。企业必须遵守它，否则 

企业就不能扩大或发展，甚至还可能走向破产；.

在这点上，我们可以完全忽略价格的特点。“最优”或“非最 

优”，“均衡"或"非均衡"的价格——它们从硬预算约束的角度来 

看，都是一样的。这里重要的是价格不取决于企业，以及在硬预 

算约束的情况下，企业只能去适应价格。

后果（4-H）：不确定性。企业不能把自己的风险转嫁出去。 

它承安春外•部乐境和・企•业•自•己行为的后果。由于价格是外生的， 

它们可能会给企业带来好运，但也可能给企业带来灾难。在任何 

一种情况下，这都是企业本身的运气好坏，如果交了坏运，没人 

来帮助它摆脱，但若是交了好运也没人来分一杯羹。

盾琴（g-H）：企业需求。上面所列举的各种后果，意味着 

企业俞东投•入M的需•求•是•看限的。它紧紧地依赖于投入品的购买 

价格P',自反参立匈普茄血血南收入P3/。

13-4近乎于硬的预算约束

在每个现实的经济体制中，都存在一些可以使预算约束偏离 

上述完全硬的纯粹状态的现象，我们将在本章后面部分对这些现 

象作详尽的分析，但在这里我们想谈一谈其中的一些现象。

（1）作为生产集中的结果，巨型企业诞生了，它们权势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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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之一就是，并不满足于充当价格接受者的角色，而是积极地参 

与着价格的制订。

(2)随着国家的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扩展，它对企业财务收入 

进行再分配的作用也加强了。

(3)自从企业存在以来，也就有信贷制度的存在。企业不仅 

能在现金形式上互相支付，债权-债务关系在它们中间也发展起 

来，企业还可以从银行系统得到信贷。

(4)在既定的组织形式和制度的约束下，货币持有者能够用 

货币进行投资，投到新企业的创建或现存企业的扩大中去。

上面列举的现象包含着预算约束软化的可能性。然而,这种可 
能性转变为现实的程度却要取决于每种体制岛鼻症。我们将在下 

面考察，在在以条件下，预算约束能够不管上述的各种现象而至 

少近乎是硬的。(在条件的序数后面的字母AH表示“近乎于硬 
的4。•决国'•近乎于硬的”表明，虽然约束不象理论的纯粹状态下 

那样硬，它却是近乎于硬的，这点将由它的后果来表示。一个预 

算约束只要能产生上节(「H)——(5-H)的后果，那它就是近 

乎硬的。我们仍将满足于提供一组不今条件，也可能存在着能够 
产生后果(1-H)——(5-H)的其他条•件:

条件1-AH：在狭小的范围中制订价格。一些企业对于某 
些投入M南产.出•品是济格・制•订・者:•然•而；•它.们在决定价格时，受 

到其贸易伙伴的反抗，以及总需求的最终约束。

条件2-AH和3-AH：不存在国家的再分配。纯粹状态 

的条徉5」H相g」H•必加身全施立：由蓑睡元金采用征收差额 

税的方法，也不能采用其他揩企业油水的手段对企业的财务收入 

进行再分配，也不能采用补贴或其他拨款来这样做。

条件4-AH：硬条件信贷。这并不是指贷款者要收取高利 

息，而显相一•些•特定・的原正统”而又“保守”的原则——在 

发放信贷时要起作用：• •

贷款者(银行等)只是在企业能够完全担保以其销售收入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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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时，才会发放。也就是说，贷款是一种“预付工

如果企业已经取得了贷款，它就必须履行贷款协议中的每一 

条款：分期付款中到期应付的部分必须如期归还，并且按合同支 

付利息。贷款协议是用严格的法律来执行的。

买者不能在没有初步协商的情况下，采用不及时交付到货的 

货款的方法，来迫使卖方提供信贷。

条件5-AH：硬条件的外部资金投资。企业内部资金来源 

可以向而着者・的•货币・投•资•来•补•充•「但'是；•这种资金只能用于企业 

的技术进步和企业的扩展，并且必须从增长的收入中偿还，不能 

用外部资金来源来克服短期财务困难。

我们不希望重复，但重新考虑一下我们上节的讨论，就能使 

读者们相信：那里列举的后果（rH）——（5-H）在这种情况下 

也会产生。但必须补充的是，它们不能得到象在纯粹理论状态下 

那样严格的保证。条件2—3并没有改变，国家进行再分配的可能 

性仍然被排除了。但即使如此，条件1、4和5也会带来困难。 

它们所涉及的现象并不能作出简单的“是或否”的回答。例如，我 

们就不能肯定，贷款是根据硬条件还是软条件发放的。可能存在着 

许多中间层次。对于价格制订或价格接受以及外部资金条件的硬 

或软，情况也是这样。

居间的情况将在13・6节中讨论，这里我们要舍象掉它们而来 

讨论另一种极端的情况：软预算约束。

13-5软预算约束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说预算约束已经完全变软了，即它不在事 

前约束企业选择的自由了呢？我们要重温一下上节讨论过的5月 

条件。（这次我们要在序数的后面加上字母S）。虽然通常总是一 

些条件在同时起作用，但事实上，单独一个条件，或者甚至单独 

的一部分，就足以使约束软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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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色！-?：价格制订。大多数企业不是价格的接受者而是 
制订会：需绝•大多薮企•业•来说，价格并不是外生的。

理论上讲，市场双方都能是这种情况：投入品价格如此，产 

出品价格也如此。但在实践中，通常却是后者软化了预算约束。 

企业能把增加的成本强加在买者身上。这可能是因为就自由协商 

价格来说，卖者总比买者更加强有力一些(例如，一个大的独家 

卖者面对着许多分散的买者，或者存在着长期的短缺，因此这个 

卖者可以左右价格)。或者是，虽然形式上价格是由价格管理部 

门制订的，但企业却对价格部门的决定有很大的影响力。

持续不断地把所有成本都强加在买者身上最终是可能的，这 

是因为货币形态的总需求并不能被严格地限制住，而却多少被动 

地适应了上升的成本水平。

我们将在以后各章中再回过头来谈一谈这个问题的一些方 

面。

条件2-S：税收制度是软的。下面是对它的一些特点的说 

明：.........................

(1)企业可以影响税收条例的制订,

(2)作为单独优惠，企业能够得到税收的减免和缓征;

(3)赋税的征收并不严格。

条件3-S：国家的无偿拨款。企业可能在各种有利的条件 
下得苗应座拨.款。.............

(1)没有偿还义务的投资拨款.

(2)给予不断的长期补贴以弥补长期亏损或在较长时期内鼓 

励某种活动。

(3)特殊安排的临时性补贴以抵消偶然的亏损或鼓励某种特 

殊的活动。

条件4-S：信贷制度是软的。它不信奉“正统”和“保守”的 
原则。. ° .

即使企业不能完全保证具有以其销售收入如期归还贷款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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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仍然可以得到它。贷款不再是严格的“预付。它的发放不 

再和预期的生产及销售紧密相联了。

允许企业不履行在信贷协议中写明的偿还义务。不仅如此， 

作为投入品购买者的企业，被允许在事先没有和卖者谈妥的情况 

下就任意推迟付款。

条件5-S：软条件的外部资金投资，就国家所有制的企业 
而言：金二条•是无•法•与•条•件，3•二S.（由豪无偿的拨款）相区分的。 

这种现象在私人企业中也可以观察到：所有者们用自己的资金向 

企业投资——不是为了使之发展或扩大，而是为帮助它摆脱财务 

的困境③。

我们现在可以把软预算约束的伴随现象及其直接后果与硬预 

算约束的相应情况作一下对比。

后果（1-S）：生存。企业的生存并不仅仅取决于销售收 
入是舂危能•补自它购安委入品的成本。即便后者总是超过前者， 

也可以用税收减免、国家补贴、软贷款等来抵销。生产收入和成 

本之差并不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后果（2- S 增•长.。•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扩展，并不仅仅 

依赖宇冠是•否施从内额资金积累中（不管是它的货币存量，即从 

前利润的结存，还是晚些时候必须要用收入偿还的硬投资贷款） 

为投资筹措到资金来源。为发展和扩大企业所需要购入补充投入 

品的资金，可能会由国家以无偿拨款或软投资贷款的形式来提 

供。

后果（3-S）:对价格的适应。由于存在以上两个原因， 

企业相/何•情就下都由元春玉盅信价格。

预算约束由于上述条件1-S已经软化了，企业不是价格接 

受者而是价格制订者。例如，我们假定企业可以影响价格，那它 

就无需过多地去注意投入品的相对价格。不管它们变化多大，企

③例如，一个处在困境中的家庭企业，所有者力图以他们的个人财产为代价使 

之再运转起来，这当然要受其财产数量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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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将能够调整自己产品的售价以弥补成本的增加。

即使这个因素不起作用，企业是价格接受者，它们也仍然不 

必通过改变投入-产出构成来被迫适应价格。即使由于忽视价格 

而尝到了亏损的苦头时，也可以由税收减免、国家补贴、推迟偿 

还贷款以及在软条件下得到额外的贷款等等来补偿。

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不取决于价格，那末，企业对价格，高兴 
时就注金二卡；元高世后赢才以示施会它。在后一种情况下，它 

们仍然可以生存甚至得到扩展。

企业在争乒行当中可能会对价格的变化作出反应，即适当地 

变动其投入二产•由而成。这就改变了投入品的实际购买量 3） 

和实际销售量（/）,并因此而影响企业的财务状况。但是，企 

业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作出反应。它可以试图影响价格P0和P'， 

以及各个财务变量（税收，国家补贴、贷款条件，等等）。

在第一种情况下，企业是在实际领域中作出反应。在第二种 

情况下，则是在控制领域中作出反应。在第一种情况下，它是在 

工厂中进行活动。在第二种情况下，则是在部里、税务部门、或 
短行的办公室中进行活动。在第一种情况下，反应的主要内容是 

生产，调整投入和产出的构成以适应形势,在第二种情况下，主 
妻内容则是要求、抱怨、和讨价还价——换言之，试图操纵那些 

靠他们可以获取免税、补贴、软贷款等的人。

预算约束的软化并不排除第一种反应，但也不保证实行它。 

而同时，约束的软化为第二种反应提供了广泛，甚至是诱人的活 

动场所。

每零不陋本性。企业不是自己承担风险，而是与 
国家分直。•如泉情况•发,展•有•利，企业也不能得到增加的利润，这 

些利润可能会被抽走，但是如果企业运气不好，或自己不能很好 

地适应情况，它也能把后果转嫁于人，比如用提价来转嫁给买者 

及贷款者，而最主要的是转嫁给国家。

企业的财务状况和预算约束受到两种不确定性的损害。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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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每个企业都存在的不确定性（在硬预算约束下也存在）：价格 

和市场是不确定的。另外，不确定性也因持续不断地对企业财务 

收入进行再分配而产生。企业不能准确地预见国家将从它那里拿 

走多少，或将给予它多少。

后果（5-S）：企业需求。由于上述后果，企业对于投入品 
的需亲九乎•是木可满•足•的二•这既不取决于投入品电的主价落Pí 

山元成东:手某位当品知日期收入PS•企业预期自己迟早可以 

负担投入品的成本；如果产出品的销售不敷使用时，它将从外部 

资金的来源中弥补成本。

总之，软预算约束不能在实际领域即生产和交换的活动中约 

束企业。软预算约束——与硬预算约束相反——不能作为有效的 

行乃冬枣，而只是作为一种财务关系而存在。

13。6基本事件和一般行为

前几节中，我们考察了硬化或软化企业预算约束的因素。这 

些因素通过成千上万的基本事件在亚微观层次上影响着企业的生 

存。客观发生的事件被企业的决策者主观摩学到。决策者不仅受 

其经验的影响，而且也受自己对其他企业短套的影响。最后，所 

有这些经验形成了预期。预算约束的软与硬反映着企业经理们对 

于未来的预期。他愈显预计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只能取决于生产 

成本和销售收入，他就越重视预算约束，因此预查血束会更硬 

些。他愈是预计事情不是这样，他就愈不把预算约束当成一回 

事，约束也就会变得更软些。

因此，如前所述，约束的取值不一定就是在这两个值中二者 

取一，或者是软，或者是硬。由于两个原因，还存在着中间层 

次。首亮，•某决策着后己可能就预期着一个中间值。其次，在同 

一体制下，不同决策者的预期可能是不同的，有些人预期较硬的 

预算约束，而其余的人则预期较软的预算约束。



但是，存在着造成一致和极端预期的趋势，如果一个给人以 

软预算约束印象的事件频繁发生，其频率超过某一临界值时，一 

种认为约束是软的“民意”就会形成。

预算约束的硬度是可观察和可度量的。由于它是一组很复杂 
的现象，我们不可能用品二南基金相禄来描述它。而只能用一些 

指标对它进行序数的度量。我们用6来表示预算约束硬度指标的 

向量。按照本书使用符号的惯例，%=0应该表示与完全硬度的 

预算约束相应的，第i项指标所描述的现象状态。约束愈软，则 

指标的正值愈大。

一些指标可能是以主观观察作为基础的：企业经理们对于影 

响他们财务状况的因素，以及财务状况在决定他们选择活动中的 

作用的预期，能够通过采访而得到。虽然这种采访的方法不那么 

可靠，但由于它能为判断情况提供重要线索，所以是必不可少 

的。

我们能从约束的硬与软的因手中推断出预算约束的硬度来 

（见上节列出的（1）一（5））。我心席考虑客观上易于观察和定量的 

三种现象，

企业收入的国家再分配。这可以用许多种指标来描述。在各 
种名白书:女整业福差由赛金与在各种名目下拨给它的资金数量 

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抽走和拨给企业资金这种国家干预的频率 

是多少？提前宣布的和未经宣布的干预之间的比率有多大，等 

等。

财务状况和企业的生存。企业短期和长期亏损与企业的生存 
间的亲素显在么?•是业金声和财务整顿的频率有多大？破产在不 

同类型企业之间的分布如何？

财务状况和企业的扩展。在企业内部，收支实际盈亏和投资 
之间显存区交素?♦在é房二段所提到的，对财务收入的国家再分 

配的观察和度量有部分的重叠。

上面提到的三组现象中的任何一个单独事件，我们或多或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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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给予确定的描述。但是，把经济看成一个整体，它们就成为 

睥多事件了。在度量中我们必须致力于进行统计上的描述，勾画 

由居们概率分布的特性来。

通过更长期的观察，就可以确定在既定社会环境下该体制内 

企业预算约束的下学尊座。

13-7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观察

本章至此，我们已经在抽象的层次上讨论了预算约束。我们 

希望详尽说明分析的工具（概念、因果关系、观察和度量的原则， 

等等），以考察历史上出现过的特定体制。现在我们就运用这样 

的分析工具开始进行这项工作。

首先，我们要谈一谈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的预算约束硬度。 
各国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鼻。•良鲁如此，回顾一个长的时期，共 

同的趋势还是明显的。

正常的预算约束硬度似乎已趋向于软化，尽管资本主义制度 

在十九世纪接近于抽象的极端，血叠金手0=0的状态，但约束完 

全硬的这种绝对的情形可能从来也不曾存在过。硬税收信贷制度 

的标志是：破产就是真正的破产，垮掉的企业没有任何人来解 

救,而是被更成功的竞争者无情地毁灭掉。接收者把破产业主的个 

人所有变卖一空，以及欠债者被关进监狱。除了少数例外（铁路、 

航运、保险、少数从事殖民地贸易的大公司％企业都不大，价 

格实际上主要是由自发的市场过程确定的，因而对企业来讲是外 

生给定的。

从古典资本主义的初始时期以来，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使预算约束的硬度从极端的£ = 0点移开了。尽管这些变 

化已为人熟知，我们仍应简要地回顾一下。

经济日益变得高度集中；巨型公司正在形成之中；它们不再 

是价格的接受者，而是价格的制订者。从预算约束软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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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是基本的要素之一。资本主义大公司能够不通过改变其投 

入——产出构成，而是通过把产出品价格调整为实际成本加预期 

涨价来对投入品价格的变化作出反应。由于它制订价格的力量， 

它几乎可以“自动地”保证其生存，保证它的永恒的存在。

历史的经验使社会的注意力转向就业，不仅直接蒙受失业苦 

难的工人而且资本家和其他社会阶层也注意这个问题，由于破产 

总要对就业产生影响,所以它就不单单是资本所有者的问题了,倒 

闭了的工厂的工人是要被遣散的。更重要的是，现代经济学已经表 

明，这里还存在着乘数和加速器的作用，每次倒闭都减少着总量 

需求，因此它也威胁着其他地方的就业。这不仅把企业所有者卷 

了进去，工会也被牵涉了进去，几乎整个社会都对国家施加压力 

以解救受到威胁的企业。给予他们免税、补贴以及由政府担保的 

贷款。救援行动有时采取国有化的形式。

保护主义的国家干预在很多领域中增长着。如果国内企业无 

论在进口或出口替代中都是软弱的，国家就要保护这些在国际竞 

争中的落伍者。出于各种社会的政治原因，国家对于不盈利的产 

品和服务给予补贴。

企业的成长不仅仅取决于它在自发市场上的成功，也要靠它 

自己的实力，靠它能够对其经营伙伴施加的压力和与银行的联 

系。最后，它对国家决策、税收、补贴以及政府订货的影响程度 

也是重要的。

信贷的原则被软化，在凯恩斯主义者的心目中，它们偏离了 

“保守”和“正统”的原则。预算赤字被认为是可以允许的，在一些 

特定条件下甚至是需要的。这又产生出一种“透支经济”④来，即： 

货币被创造出来以增加需求。

④见希克斯（1974a, b）,例如，如果一个帐户的所有者用支票进行支付，而他 

的帐户中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这个支票的话。在银行术语中就是“透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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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说一遍，上面描述的现象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⑤和非 

马克思主义的著述中，都是为人们所熟知的。⑥这里我们按单一 

标准把它们汇集起来：我们希望指出，所有这些过程都对资本主 

义企业预算约束的软化起着作用。今天的资本主义企业并不仅仅 

是通过挛快活动来对环境作出反应的。企业规模愈大，愈有权 
势，则莪小的观察愈适用。企业可以通过其他许多途径来影响自 

己的生存：从制订价格到对当局进行“疏通”活动。

至于资本主义企业预算约束的硬度，是提不出带有普遍性的 

命题的。在每一个国家中，预算约束的正常硬度是各不相同的， 

它取决于集中的程度、国家的经济活动以及其他的社会因素。在 

一个国家内部，正常的预算约束硬度也是有差别的；对于强大的 

和弱小的企业，它是不同的。在有的领域中，，可以说预算约束仍 

然是“近乎于硬”的，而在其他领域中，它就不很硬，或者是“相 

当软”的了。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不存在预算完全变软和企 

业生存可以自动得到保障的情况。

本书的任务并不是要较详尽地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状况。 

我们把问题分析到如此的程度主要是为了避免把对比弄歪曲了。 

我们可以进行抽象理论的比较，从而对“纯粹硬”和“纯粹软”的预 

算作出解释。我们也可以把一个牙回体制与另一个实际体制作比

⑤资本集中的历史重要性是由马克思首次强调的（1867—1894a, b）,后来它又 

在希法亭（1910）、列宁（1917）、卢森堡（1913）的思想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论述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作用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可参见P •埃尔德什（1966, 
1971、1976）的著作。

⑥大企业在制订价格中的作用，第一次是在不完全竞争的文献中得到强调的， 

它的起点是罗宾逊（1933）张伯伦（1933）的著作。尼凯多（1975a, 1975b）借助 

于现代数学模型对垄断竞争进行了描述。加尔布雷思（1967、1970、1973）的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公司和国家关系的著作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追求充分 

就业而采取积极的政府经济政策的渊源始自凯恩斯（1936a, b）,赞同或反对 

凯恩斯的文献是很多的。在这里必须特别提一下新自由学派：哈耶克、弗里 

德曼，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他们仍然留恋着古典自由市场时期，并尖锐地指 

出了软化的预算约束在若干方面的问题。例如，见弗里德曼、哈耶克以及其 

他人，等等（1974）；弗里德曼（1977a）；哈耶克（1944）。 



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把可为经验观察的现代资本主义企 

业的行为与社会主义企业同样可为经验观察到的行为作一下比 

较。关于社会主义企业的行为，我们主要的假说如下：

(1)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的预算约束是软的。

⑵í96.8庠血东病丽拜岛扁痛分金花而金最.崔春位施算约 

束的正常施立着雨爰岳二亩食息版示二1编场，区亲嘉家上底 

森息相占获南。……

一位应偷病需要有全面的经验验证。本书中的观察并不足以提 

供这样的验证。当然：未量而房亩配分的叙述中，某些证据似乎 

是有利于证实假说(2)的。

我不探讨假说(D,但是我们有关假说(2)的考察也将间接地 

证实假说(1)。⑦

13-8企业财务收入再分配的原因和结果

在评价匈牙利经济管理改革后的情况时，我们将把注意力集 

中于国家对企业财务收入的再分配上。⑧首先，我们讨论与当前 

生产相联系的财务状况，然后再讨论投资。
'我们把销售收入减去投入品开支、到期债务及利息后的剩余 

称为毛利。这部分须用来交付税款和其他上缴国库的款项，它被 

用来暗市企业的货市存量M,在M中增加用于企业投资的自筹资 

金的部分；而且，在结余中还要支付我们所说的公式(13-D中的 

“利润提取”，即付给工人的利润分成，以及对各种社会基金所作

⑦一个基于逻辑原则、更有道理的间接结论是，如果我们同意改革后企业的预 

算约束是相当软的，那么改革前传统的企业的预算约束则必然更软。
⑧波兰尼(1944, 1976)认为号个号令制是社会经济活动组织的基*日式，在他 

的术语中，这是与市场相à去菽・’

在改革后的经济管理体制中，市场和国家进行的再分配并存，并且交织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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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捐赠，等等。⑨

在各种名目下从每个企业抽取走了一部分毛利，又在各种其 

他的名目下把它们给予了其他的企业。再分配是由各种不同的机 

构（税务局、海关、价格机构、其他财政机构以及工业和外贸管 

理部门，等等）通过各种货币流动的渠道来进行的。因此，就有 

可能在某种名目下，某一机构从某企业抽走了货币，而在另一名 

目下，由第二个机构又把货币给予了这个企业（企业缴纳了税款, 

却得到了外贸补贴）。无论如何，最终的结果是：在各种名目下， 

通过一切渠道被再分配的毛利，在全部毛利中所占的比重很大， 

至少要超过一半。⑩

在这种再分配中，信贷系统起着重要作用。即便在改革后， 

银行业仍然保持着高度的集中，在这里提到银行只是为了更全面 

起见，我们将在第二十章中对它做比较详细的探讨。⑪

再分配可以通过数以千计重要性大小不一的措施，通过偶 

然的局部行为以及在较大范围内长期有效的规章制度来进行。每 

一项措施都可以用某一特别理由证明是正当的。但是，在各种直 

接理由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刻、更普遍的动机。⑫我们只选出这 
些动机中的三个来谈一书。.................

最重要的动机之一是寻求稳定性，它是指每个企业甚至是每 
个工作岗位的“稳定化”。那些水露鹿利或盈利不多的活动必须得 

到帮助。⑬这种努力的后果是矛盾的。一方面，它在相当大程

⑨ 我不使用那些在匈牙利经济生活中经常发生变化的术语，我采用的是本章所 

定义过的术语。

⑩70年代有大量论及此题目经验性的文献问世.论述给予企业的财务补贴以及 

它们与价格之间的关系，参见戴阿克（1972a, 1972b）（后一著作中包含着大量 

罕见而又有价值的资料）巴乌尔（1975a, 1978）萨博（1977）和温采（197D。

⑪论信贷体系，见陶洛什（1976,第47页到第48页，第181页到182页）。

⑫ 在开始改革十年之前，作者的文章“利润分成是正确的吗？ ”（科尔内1958）在 

刚刚采用利润分成不久，就已经提醒人们对这个问题要予以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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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减少了不安全性，对于企业倒闭的焦虑消失了，不管是经理 

还是工人都无需担心破产了。不仅就业有了保障，就连在哪里上 

班都有了保证。国家的作用就象一个万能的保险公司，它几乎全 

部补偿了每一项亏损，即便偶尔也需要进行一下讨价还价。在另 

一方面，这样多的保障使企业日益衰落，再也无需为生存而奋斗 

了。

另一个重要的动机是，希望收入平均化和坚持社会主义的工 

资决定原则。社会主义分配的传统的、基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 

和“同工同酬工这些基本原则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只有在工作 

表现上，即对社会福利的贡献上存在着差别时，收入上的差别才 

是正当的。另一方面，与工作无关的运气好坏，外部条件发展的 

有利或不利所造成的一切差别都是不正当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 

跌价了，为什么工厂的工人就该倒霉呢？因此，如果给工厂造成 

麻烦的问题不是由企业的管理人员或工人的错误造成的，这个企 

业就必须得到补偿。“客观”困难的负担不能由企业自己来承受， 

而应与全社会共同分担。这种想法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只要发 

生这种情况，企业有权要求得到补贴，要求国家在价格的支持或 
调整中央决定的价需；如果必须给予一个地方这些好处，则资源 

就必须从另一个地方抽取。但这还不是减少较高收入的唯一理 

由，收入平均化的目标总是暗含着要没收额外的收入。

⑬这个思想可以由下面两段引文来说明.

'间接支持的形式也很多，在不少领域中（部门、子部门、企业〉国家对 

于某些活动给予免税，或减少资产和工资方面的税金。此外，还给予退税补 

贴，并给予偿还贷款和利息方面的优惠条件。虽然在1968年和1970年之间， 

免税的范围受到了限制，但从那时起，免税和补贴又不断地增加了。这些优 

惠待遇的主要目的是要维持那些本身盈利不多的各项活动,”摘自财政部长福 

卢韦吉的著作,见福卢韦吉，（1977,第119页）。

“对于一般信贷原则的例外（优惠待遇、利息调整等等）一对长、短期 

贷款都是如此——主要是在企业暂时或长期不能满足正常经费需求，或是在 

它们希望摆脱过去无效活动所造成的后果时做出的J见陶洛什（1975a,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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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收入平均化的结果是矛盾的，这与追求稳定性的结果是 

一样的。一方面它满足了许多人的公平感，另一方面它却削弱了 

利润、价格和成本的刺激作用。

最后，可能还存在着另一个动机：加强实行再分配部门的重 

要性和其社会作用。在硬预算约束的情加卡,♦

常赢手相窃；房二方面，软预算约束和大规模对企业财务应大的 

再分配，加强了企业对再分配部门的行政上的依赖。在传统经济 

管理体制下，如第三章所指出的那样，对计划的讨价还价发生于 

中央部门和基业之间。现在取代它的是由己q*■林定价，企业 

与部门进行讨价还价是为了使后者从企业血表由标春宣小些而给 

予的更多些。 

我们接下来讨论与投资相关联的再分配，这里，我们碰到了 

在考察当前生产的财务2亩的问题时所遇到的类似现象。

企业用自己的储蓄来支付投资的一小部分，而大部分资金是 

由中央信贷和国家投资提供的。完全使用企业储蓄支付的投资项 

目的比重相当小，就是当企业用自有资金作为其财力来源之一 

时，它也仍然需要贷款或中央的补贴来作为补充的资金来源。

所有这些使鲁中央计划和财政部门在再分配投资资金时起着 

重要的作用。在部门和亚部门的层次上，在部门或亚部门的盈利 

性和其投资份额或投资增长率之间似乎存在着正相关。⑭但在企 

业的层次上进行非总量分类的分析中，则仅有某种很小的正相

13-9相反趋势

在向软化预算约束方向发展的强大的趋势同时，也存在着相 

反的趋势。

⑭见陶洛什＜1976,第259—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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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趋势部分地由中央部门的活动表现出来，在许多种类不 

同的决策中（给予信贷、•制•订•外•贸计划、作出投资决策）盈利性是 

要被考虑的，如果不是主要的，至少也是次要的标准。作为改革 

的结果，利润标准的重要性提高了。

抵消预算约束软化的趋势也由企业的行为表现出来。关于这 
一点的最重要的动机是对独立性的通兼。请求并不怎么舒服；补 

贴、国家价格支持、投资的底前需要“疏通”才能得到；为得到资金 

而进行的讨价还价和斗争,常使经理人员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他 

感到从谁那里得到资助就要受谁的支配。就这一点而言,企业代表 

人物们的行为是不同的，一些人对这种“依附者——庇护人”的关 

系很坦然，另一些人却觉得相当难受。后者宁愿受预算的约束， 

也不愿意超出它。换言之，他们受预算约束的影响要更大些。⑮

与利润相关联的物质刺激也是抑制预算约束软化的力量之 
一。相加.叁血入凉岛安套：作为补助职工工资之用的利润分成; 

企业福利基金数量，可能都要取决于利润，在这方面起作用的物 

质刺激受到重视的程度，改革前要比改革后小得多。

偶尔也有这样的情况，对于那些长期亏损的企业进行彻底调 

查和所谓的“调整”改组。经理人员可能会被解职而任命一些新人。 

对持续和严重的亏损的认识，肯定会产生硬化预算约束的影响。⑯

⑮ 不同部门企业的行为差别很大，在中央经济政策中享有优先权的部门，很容 

易得到补贴和好处。而处在不起眼的部门的企业，则感到预算约束是比较硬 

的，因此可能就更愿意节约成本开支。

⑯ 这样的改组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了我们上节讲的，企业有保障生存的安全感是 

有疑问的。回顾13・6节所述，事件的重要性和发生的频率要达到临界值才能 
改蓬舆论。我的印象是匈牙利申不达到这一临界值。长期亏损并没有使实际「 

的威胁感加大，这就是为什么曾而不能使企业预算约束的正常硬度有较大提 

高的原因。

只作一项比较可能就足以证实我的印象了，我从美国周刊一篇关于日本 

的文章中摘录了一段:“缓慢的经济增长、来自国外的竞争和日元的高速增值 

三者的结合，证明对许多企业是致命的……去年，有创记录的18000家企业破 

产了，……过渡可能是痛苦的。”纳戈尔斯基（1978）,在匈牙利几乎没有任何 

企业到了可被称为是真正“破产”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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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消趋势的存在使我们可以把第二个假说阐述如下：改革使 

预算约束稍许硬了一些。
对这不内施委们还要再讲几句。这将给那些熟知改革文献的 

人们以这种印象：我们接触到了那些在改革文献中充分讨论过的 

问题。但在这一点上，改革的争论焦点是“利润刺激”，而本书的 

主题则是“预算约束的软化”，如果这只是术语上的区别，那就不 

值得一提了。否则，本书就可能会因为不必要地变换术语而招致 

批评。

但这里的问题不仅仅是用语的变换，而是论证的逻辑不同， 

以及在解释性因素重要性的排序上的不同。企业的所有者、经理 

人员和工人对增加利润感兴趣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足以决定他们的 

行为，当利润刺激与硬预算结合在一起时，努力就被导入了实际 

活动的轨道。当利润刺激与软预算约束结合在一起时，它至少给 

控制财务变量、提高价格、追逐国家拨款留下了同样的余地。

影响社会主义企业情况的关键问题不在企业经理人员是否能 

从利润中分享到相当于他基本工资0 %、10%,或50%的个人份 

额。按照什么方案在职工中进行利润分红以及福利基金或利润税 

与利润是怎样挂钩的，也不是决定性的。这些都重要，但却并非 

是最重要的。⑰在硬预算约束的情况下，经理人员对于利润不能毫 

东夹心，这点甚至在他个人能从利润中分享的部分为零时也是如 

此，因为他已经把自己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我们的论点已经包括了被改革文献称为“利润刺激”的情况，但只 

是作为抵消软化的趋势之一被放在最后。我们并不是仅仅在寻求 

术语的变更，而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事实上：在理论和实际 

的经济政策中，主要问题都不是刺激的实际形式，而是影响企业 

生存与发展的规律，以及与这些现象相关的企业与国家的关系。

⑰改革的前一年，迪特（1967）的文章中曾强调指出了这一点，文章的论证集中 

于企业的生存，“如果企业不盈利，那末，它存在的理由就是值得怀疑的了"。

23



13-10微观理论中预算约束的地位

在分析预算约束时，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一些与一般微观理节 

羊州有关的问题。⑱下述的假说,被作为公理，即经济活益今全大 

看血算约束（按照我们的术语，他的预算约束是硬的）。我们已运 

用这一公理指出：这一理论并不注重约束是否存在，也不管它是 

否作为一个经验而影响着决策者。让我们引用一下克洛尔的有关 

论述。⑲他认为预算约束不是一个财务恒等式,而是合乎理性的进 

行计划的先决条件「……没有一个经办人在有意识地计划购买任 

何商品时却不同时考虑购买资金的来源，不管这些资金是来自利 

润所得还是来自销售其他商品……“它（即预算约束的存在）确 

实可以被认为是经济科学的基本常规，在一切相应的方面与热力 

学第二定律这样的物理学的基本思想相类似……除非我们以此为 

前提，否则我们就绝不会有解释个别决策过程的基础工

克洛尔过分悲观地感到，如果我们认为预算约束的存在不是

⑱对预算约束进行最初的理论探索是斯拉茨基（1915）对家庭行为的古典式的研 

究。它的现代形式是由希克斯（1939a,b）,萨缪尔森（1945）,首先建立的，后来 

它在阿罗-迪布罗（1954）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中又与二野习蹩.结合在一起， 
佩廷金（1965）的著作又把货币引进了一般均衡论的虢藏.而夏-哈恩（1971） 

提供了关于一般均衡论的极精彩的概述，介绍性的说明见萨缪尔森（1948a, 
b）,亨德森-匡特（1958）,马林沃德（1972）。

⑲在下面的引文中，克洛尔（1965）用“萨伊原理”作为预算约束存在的同义语， 

由于我们要避免围绕着“萨伊原理”、“萨伊定律”产生的历史和术语的混乱，我 

们把它们从这段引文中删去了。这里我们不管这个定律从逻辑和经验角度看 

是否正确。我们只想指出围绕着这一表述，已经形成了一个谜宫。鲍莫尔 

（1977）用详尽的摘录证明了从萨伊的著作中至少可以找出具有八种不同解释 

和内容的“定律”。它们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同被普遍认为是萨伊定律的那 

个东西相联系着。我们必须指出，不同的解释者能给"萨伊教条"“萨伊等 

式”、“萨伊恒等”的一系列说法加上第九、第十个解释。

当克洛尔在说预算约束的存在和“萨伊原理”的含义——多少是模糊 

的——有紧密联系时，他当然是对的。他的术语也并不因些就不能成立。但 

是，为了取代经济思想史中的用语，我们更倾向于使用已经被明确定义过的 

术语“预算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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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理为基础的起点，那就没有建立对决策过程描述的基点了。 

这个公理决不意味着对第：排社会经济体制的运行、控制的描述 

是不可缺少的。然而，如泉食洛尔的悲观主义只限于试图进行科 

学描述的范围，那还是相当有道理的。如果不以质叠约束的存在 

作为先决生律，就会动摇现代数理微观塞联亭轴二盛血福2岛叠 

曲；a应不应论亩:童姜工住后真着安施在岛垂巢二爪有夹需 

亲和供给函数特性的命题到瓦尔拉斯定律和均衡价格体系特征的 

决定——都要涉及到预算约束的假定。

在我们看来，预算约束的存在和作用并不是经济体制一般化 

的以公理为基础的起点，而却是一个经验的面鼠经验可以证明， 

在威连庙会孱而历史时期中，一定的蓄原法动者，被硬预算约束 

有效地约束住了。经验也可以证明，在同一经济或其他经济中， 

在同一时期或其他时期中，一些活动者的决策活动却没有被预算 

约束有效地约束住。后面这一说法并不排除能够从这些相同活动 

者的行为中找出规律的可能性。大量著述试图揭示这些规律一 

本书即为其中之一。从我们的分析中可以明显地得出：在社会主 

义经济中——正是由于预算约束的软（或相当软）的特性二底癌 

二面相窃供求相密南元东矗麻比虐舁不.适•用厂但息,.应还存如春 

隹南金屏居③山食危窥缸...............

在本章中，我既不接受也不反对预算约束的存在，而只是试 

图描述它。它的影响可能强烈也可能微弱，换言之，在一个连续 

的尺度上它是可度量的（见指标0）。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决策中， 

预算约束的作用有多强或多弱，是这种体制的一个重要特性。

引证克洛尔的话，不仅仅是因为他很清晰地阐述了在一般微 

观经济理论中预算约束公理的中心作用。他的研究是个分界点， 

又是上述“非均衡学派"的经典。很奇怪，这个新学派虽然在某些 

重要的方面与旧学派分道扬镶了，但在某些微观经济学基础方面 

却严守其正统性。

我认为宏观“非均衡”状态的全部理论——不管是长期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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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充分就业、生产能力利用不足还是长期"过热"、短缺经济—— 

如果不返回到理论的微观基础就不能予以很好的说明。在体制的 

宏观状态和活动者的微观行为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相互作用。宏观 

理论不能建立在适用于一切条件的微观行为规则上。足以用来描 

述19世纪中叶在曼彻斯特经营的资本主义纺织厂的规则（几乎是 

完全硬的预算约束），对于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就不再适用了〈这 

是因为它所患的软预算约束的病症），并且它也完全不适用于描述 

社会主义企业，即使后者也用货币形式记载和计算其收支帐目。 

微观行为是历史的产物，它的所有重要的组成部分（需求形成、对 

价格的反应，等等）都取决于经济活动者周围的社会现实：微观 

组织与国家的关系、受收入再分配影响的程度、对于价格的影响、 

买者和卖者间力量对比关系，等等。反过来说，如果微观行为是 

既定的，它必然对体制的宏观状态有一定的影响。如我们在短缺 

经济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当事人对于投资的不可满足的饥渴和 

囤积物资的倾向（微观行为），说明了长期短缺的直接原因之一， 

以及经济的资源约束型的特性（即宏观状态）。

本书基本上集中于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它分析了与这种经 

济有关的宏观状态和微观状态之间的关系。但是我想这里已经涉 

及到的一些问题（例如，预算约束的问题）在研究资本主义体制时 

也应加以重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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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企业：对价格的反应

14-1引言

社会主义企业和价格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从因果关系的一 

个方面看，企业并不是消极的价格接受者，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价 

格制订者。这种关系将在第十五章中进行讨论，我们现在讨论的 

主题是因果关系的另一个方面。假设不管企业是否对价格产生过 

影响，价格已经通过某种途径确定了，那么，提出的问题就是： 

企业怎样对价格作出反应。

我们希望避免重复，在第一篇中已经谈到过的所有关于社会 

主义企业行为的内容，下面只是用有关价格的讨论来加以补充。 

我们的结论是：价格确实具有影响，但它相当微弱或只息正耍 

的。在控制经济过程的机制中，具有首要影响的是那些价格主套 

中起不了很大作用的机制。

在对价格作出反应的方面，传统的与改革后的企业行为是有 

区别的。读者将会看到，我们有关对价格反应的大多数命题，将 

作为预算约束硬度的函数；由4，莪们•将・应•用í3：7•至,小6的•成果í 

前以去血彘国余名叠面而每一个论述，都是指传统企业。而那些 

对于具有稍许硬些——但仍然学学誓——的预算约束成立的论 
述，可以被认为适用于在改革后委康管理体制内运营的企业。为 

了简化我们的讨论，这一点将不再重复指出。作为预算约束硬度 

的函数与改革前和改革后状态之间的联系，我们留给读者自己去 

考察。除此之外，在本书的一些地方，我们将分别描述传统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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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后的社会主义企业的行为。

在不同章节中企业对于价格的反应类型小结
表 14-1

1 2 3 4

瞬时和短期调节 长期调节

投入方 产出方 投入方 产出方

1.有关总 初始需 产出的 计划生

量的决 求所有 所有层 产能力

策 层次的 次的决 的决定

决定 定 14-8

14-2 14-6

2.有关产 2A.初始需求 产出构成的工艺的选择 产出构成

品构成 构成的决 瞬时和短期 14-9 的决定

的决策 定 决定

14・3和 14-6 14-8

14-5

2B.强制替代

前初始需

求的修正

14・4和

14*5

2C.投入构成

的瞬时和

短期决定

14・4和

14-5

由于这一组问题相当复杂，提前了解一下将要进行的讨论是 

有益处的，表14T进行的就是这项工作。

表中第一和第二行区分了两类有关数量和构成的决策。用需 

求的术语来说，这种区分与人们熟知的一般微观经济学对价格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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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①的区分是相似的。我们的目的是在短 
缺经凉南秦丘下；四翥应些效应或这些效应的缺乏。

并不是表中包括的所有问题我们都将予以同样详尽地考察。 

由项目（第一栏第二行）所限定的情况，将给予最详细的考察。这 

就是相对价格对于企业瞬时、短期需求以及实际投入构成的影响。 

这不仅因为主题的重要性使这种详尽的讨论成为必要，而且因为 

这里要提出的分析工具也将用于考察其他方面。
我们一般无房翥刷些与进出口价格影响有关的特殊问题。只 

是在事关投资时，我们才会简单地淡一谈它。

14-2收人效应

我们从一般消费论中的被称为收入效应的现象开始，在瞬时 
和短期调节中，价格的变化是怎样做扁基位需求数量的呢？我们 

在这里完全不考虑替代问题，把它留在稍后进行转春。这样，我 

们将在极端的形式中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不是一种投入品的价 

格，而是全部互为替代品的一组投入品的价格发生了变化，那将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例如能够用于制造一种产品的所有的原料， 

它们的价格按照相同的比例同时上涨，而互补性投入品的价格却 

不变。

按照一般微观经济学，对于一组价格变得更贵的投入品的需 

求应当降低，因为同量的预算现在只能买进较少数量的投入品了。 

但这只有在硬预算约束下才是正确的。在软预算约束的情况下， 

收入效应不会成为事实。如果企业对任何二翁定相由善而在人品 

者嘉生,.6麻安木麻会高的价格而把这种投入品买回来。如果增 

加的成本不能在预算约束的范围内得到补偿，企业就迟早要向 

买者或国家索回它们。

①见希克斯（1939a, b）,或者作为概括性了解，见格林（1976）。

29



我们不仅是仔细地考察两个极端情况，而且也要仔细地探讨 

一下在硬与软之间的中间情况。图14-1表明的关系当然是经过高 

度简化了的。我们要考察购买单一投入品企业中的、作为投入品 

价格P的函数的初始需求d的瞬时增长。我们将进行比较静态分 

析。

在一系列表示预算约束硬度的指标中（即在向量0中），我们 

将要挑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分量在图中给予说明。它有两个极值， 

一个是用a「d=O,在此点上预算约束是完全硬的，另一个则是 

因。ft>0,在此点上预算约束的软化已达到临界值。如果预算 

约束的软化超过了这个临界值，这个约束对于企业的行为就起不 

了丝毫的限制作用了。

我们从传统社会主义企业的情况入手，这些企业的需求已经 

在第五章中详尽地讨论过了。我们在那里曾解释说，尽管存在着 

使需求趋于无限的强烈倾向，瞬时需求却是有限的。我们假设瞬 

时需求是既定的，并用a来表示它。

图14-1上部的水平直线是在律。一的条件下的需求曲线，作 

为其他解释性变量的函数，它虽然也发生变化，但是，它却是完 

全缺乏价格弹性的。

与硬度矮ard相联系的需求曲线，和在微观理论中所熟知的 

那样，是向下方倾斜的。这里我们将排除各种替代的可能性，这 

样就可以不涉及那些低劣商品的特殊情况。在这种假设下，以硬 

预算约束作为假设条件就足够了。由于收入效应，产生了曲线的 

向下倾斜。如果价格上涨，同样数量的货市买到的商品将会更少 

些^—这一不很重要的关系相症了这个结果。假定有这样一个价 

格，在此价格下，体现营价格影响的需求水平，等于与任何价格 

影响无关而形成的需求4,则此点就是两条曲线的交点。若价格 

高于此点，需求就要停留在d以下。

在两条限定性的曲线中间，有许多其他的曲线，当预算约束 

被软化时（即当0值增加时），需求函数的形态就要从它普的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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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预算约束变软时企业需求函数的位移

倾斜转为水平的缺乏价格弹性的形状了。
一血桌裹加在林富加表花市务意应应时间的因素，就可以更准 

确地表达我们的观察成果了。对于作嘉上涨的瞬时反应，就是在 

相当软的预算约束情况下，也可能是比较大的。这不仅是由于较 

高的价格所引起的“第一次冲击》,而且也因为向任何人转嫁增加 

的成本需要时间。因此，图14-1上部的水平直线和靠近它的曲线 

所描述的不是瞬时调节而是短期调节。②

这与我们在第五章中关于企业需求函数的说法是一致的，如 

果预算约束是软的，纯粹的“数量”调节就会发生，并且需求函数 

（5・1至5・4）也无需把作为解释性变量的投入品价格包括在内。但 

是，如果预算约束稍许硬了一些，投入品价格就要被包括在企业 

投入品需求函数的解释性变量之中了。投入品价格提高的收入效 

应也有助于说明第五章所描述的趋势，这种趋势对于那种驱使需 

求趋于无限的力量产生着相反的影响。

②在瞬时和短期反应的区分中，抵消趋势也在发挥着作用。习惯和刚性减弱着 

初步反应，实际调节通常是需要时间的。只有在替代被允许时，这种相互关 

系才能更加显著，但在这里的分析中，我们不考虑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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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替代效应：瞬时初始需求

替代效应或相对价格对于投入品选择的影响比收入效应复杂 

得多。我们从对投入品的瞬时初始需求开始进行分析，然后再探 
讨对需求进行的修正、实院而卖血扁羸调节。

我们将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表述我们的论点。我们必须在两 

种虽然工艺不同但却是直接替代品的A和B间作出选择（在我们 

先前螺钉厂的例子中，这是10号和11号钢）。在期间0时,它们的 

价格分别为畸和尺。在期间1的起点上，A变得相对便宜了： 

PÎ/Pl<Po/Poo

我们假定在这个市场中，产品A和B的全部交易量以及生产 

产品A和B的企业的产量，在这段时间内都保持不变。这样我们 

所探讨的是静态的交换和生产过程。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交换的内 

部构成或在A和B之间变化了的比例。

所有买者（螺钉厂、机械厂，等等）在第t期间的起点，对于 

投入品A和B的瞬时初始需求表述为心=［姓，d泞。

我们要区分一下两种初始需求形成的纯粹类型。

有价格反应的需求。③买者的初始需求按照一般需求论来决 

定，图14-2解释了对所有买者的投入品A和 

B之间替代可能性的等产量线。这是替代的工程学方面；它表明 
了投入品A在多大程正工余敏替代投入品Bí会委们的图中，转 

换曲线是凸出的，实际上它并不总是这样。但既然教科书通常假 

定它是凸出的，又因为曲线的形状并不影响我们的推理，我们如 

果也画一个凸出的曲线，那也很方便。这样将可以更容易地指出 

我们所描述的关系，在哪些地方与新古典模型相同，又在哪些地

③匈文版中用了在字面上译为《价格敏感性”一词，这是因为匈文中没有确切等 

同于"反应"的词汇，从上下文看用“反应”一词较好，因为这里我们所讲的不 

只是企业对价格的感受，而且也指企业对价格作出的反应。一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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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与它有区别。

预算约束用预算线来表示。象往常一样，我们假设给定一个 

货币量M,它们由由有的企业花费在A或B上。作为相对价格变 

化的结果，直线移动了，就同样数量m而言，顾客在期间1比在 

期间0能买到较多的A和较少的B。

所有买者的初始需求都处在对企业最有利的点上，即等产量 

线和预算线的切点上。由于价格比例的变化，这个点从点4 (价 

格)移到了点4 (价格)。④

对投入品A 

的初始需求

图14-2 瞬时初始需求的形成

这个模型是以若干假定为基础的，这里我们将不对这些假定 

进行详尽的描述。但是我们要指出其中的两个来，因为它们要在

④在数学附录A中，；I,买者的自愿替代倾向，表示买者基于相对价格，自愿购 
买产品G来替代H的比例，而显山正富:耘这里模型中使用的变量之间的关系 

如下：

A(P)=dG(pG・pH)/(dG(pG,pH) +dH(pG,pH)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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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后面的论证中起特殊作用。

（1）预算约束是硬的。因此，点心（价格）不能在预算线的上 

方选择。买者不能把对一种产品的需求提高到他们无力支付的程 

度。

（2）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初始需求点心（价格）不能 

处于由预算线所划出的区域内的某一点上。值得做的是沿预算线 

移动直至等产量线和预算线的切点上。

我们下面讨论瞬时需求的另一种纯粹类型。

无价格反应的需求。完全不考虑价格影响的纯粹形态能够在 

适用宇住宿森南二会访意义上给予解释。但我们现在将要在资源 

约束型的社会主义经济这一狭小的关系内对它进行说明。

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我们解释过，虽然企业的初始需求被有 

力地推向无限，但它却因相反的趋势而仍然是有限的。在图14-2 

中，我们把这看成是既定的，并顺次用点小 （非价格）和力 （非价 

格）来表示。

作下面的假设只是为了使对比鲜明，当需求无价格反应时， 

它移向与有价格反应情形相反的方向，于是对投入品B的需求提 

高了，而对投入品A的需求却降低了。

虽然我们在第一篇，尤其是在第四、五章中已经比较详细地 

讨论过这些问题，但我们现在仍要提请读者们注意一些可能引起 

初始需求产生这种变动的因素。

（1）上级机关希望企业做出这种变动。这种希望可能是用指 

示的形式或只是作为特殊的命令而下达的。无论在哪种情况下， 

都可能迫使企业改变其早先的需求。

（2）投入品A和B的卖者（我们例子中的冶金厂），宁可出售 

B,这是因为B有大量未出手的存货。短缺经济中的买者为博得 

卖者的好感，一般是会考虑他的这种偏好的。

（3）购买用A和B制造出的产品的买者们，愿意多买用B制 

造的产品而少买用A制造的产品。他们请求并鼓励供应者满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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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这一愿望，后者会把这一愿望转达给投入品的供给者。

（4）使用者在将来会同时需要A和B。但投入品B的供应似 

乎更不稳定，因此必须予以储备。

上述四点是很不完全的。任何影响在A和B间作出选择的因 

素，除了价格Pa和Pb以及由等产量线所表示的工程学上的替代 

可能性之外，都应该包括在内。

图14-2并未提及初始需求心（非价格）是怎样取决于上面提 

到和未提到的解释性变量的。它只是假设一种非价格特性的解释 

性变量决定着需求心（非价格）。

在绘制这个图时,我们假设或（非价格）是由具有软预算约束 

的企业以及其目的不能用“利润最大化”进行描述的企业来选择和 

决定的。因此，点/ （非价格）既可能处于预算线的上方,又可能 

处于其下方。

署际初始需求的形成是价格和非价格两种作用的共同结果， 
这可由公•式（14-2）表示：

乙=9 如 或〔非价格〕+ （1- 〔价格〕

（14-2）

实际 阳输 预算 无价格反 有价格反

初始 约束 应的初始 应的初始

需求 因子 硬度 需求 需求

依照（14-2）,实际需求是有价格反应和无价格反应情况下两 

种需求的加权平均数。9―dem是权数，⑤它的经济含义如下:它 

是非价格作用的相对权数，它起着抑制价格的作用。这就是把它 

称为“阻抑作用》的原因。它是预算约束硬度的函数。

我行主普亩一章中讲过，对于一个完全硬的预算约更6 = 0, 

它的全部分量是作为预算约束软化的函数而增加的。设2为临界

⑤ 符号上面的指数“i-dem”是英文初始需求initial demand”的缩写，影响供求 

修正的阻抑因子将在下面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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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在此点上预算约束是完全软的，它对决策者的选择无任何约 

束。

我们规定，若6 = 0,则也就是说，在完全硬 

的预算约束下，实际需求是纯粹有价格反应的需求。我们进一步 
规定，若s = g,则a-dcm（£）=l。换言之，若预算约束是完全软 

的，则实际需求就处在一个对价格完全没有反应的需求情形之中。 

在中间状态0<e-dem（é）vi,实际需求是作为两种纯粹状态的 

凸向结合，因此，图14-2中的4处于连结心（价格）和乙（非价格） 

的虚线上。

公式（14-2）的建立是以若干任意性的假设为依据的，例如， 

对区间〔0, 1〕阻抑因子的“标准化》,或实际需求是两个纯粹状 

态凸向结合的假设，但这只是为了能以最简单、最能说明问题的 

形式提出我们的看法。但作者至少相信，公式（14-2）所表述的两 

个主要思想不是任意性的，而是实际关系的反应。

在实际初始需求的形成中，价格和非价格因素都起着作用。

在施翁木商做扁吊相需盘弱,.云显身基金庶手：命立亮主要 

取决宇疯食药素南施施。••…

' 俞宇应不南南元东拉斯式的解答是作为一般的选择问题的特 

例。在我们简单的形式化模型中，⑥如果预算约束是完全硬的（6 

=0）,体制是瓦尔拉斯式的，并且价格信号对于初始需求的影响 

丝毫也未受到抑制，所以外一aí（é）=0。

在上面的论证中，阻抑因子在单一的局部市场里，与一个重 

复出现的选择（A或B ）问题相关联。如果我们要描述全部企业部 

门对所有投入品需求的初始决定的特点，我们就应该使用一个向 
量8-dem ,这个向量组成部分即为上述局部指标e-dem。

指标外一dem表述了买者行为中的一个特有的侧面。在第四

⑥短缺度的指标和某些系统控制机制的参数，在本书中的定义是相同的。所以， 

零值表示的是瓦尔拉斯状态或瓦尔拉斯体系，这一惯例现在再次被用来说明 

函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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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中，我们把由买者行为中保持不变的因素所构成的东西称作弄 

言本亭，这些指标就是年官本厚的重要组成部分。

14-4替代效应：强制替代与短期调节

决定了初始需求仅仅迈出了第一步，继之而来的是购买过程， 

这个过程是以实际买进和实际生产来结束的。价格信号是怎样对 

这些事件产生影响的呢？

我们将从思想实验开始，每个阶段都发生在完全瓦尔拉斯式 

调节的范围内，我们继续沿用上节的例子，相对全庭入丧 

入Ma变得更便宜些了。由于价格信号的影响不受任何情况的抑 

制e_dem =0）,图14-2中的初始需求从点4 （价格）移到d式价 

格），下一步就是进入市场了。如果市场是瓦尔拉斯式的，那就不 

存在短缺。初始需求可以毫不困难地立即得到满足。

企业不仅作为买者，而且也作为生产者在进行着调节。我们 

回顾一下第八章介绍过的概念和符号：没有延滞（T = o）,无刚 

性《 = 0）, 一般来说不存在摩擦（w* = 0）。硬预算约束迫使企业 

从采用较贵的投入品转向相对便宜些的。投入品适应价格信号的 

调整是即时发生并且是彻底的。

但是，务区的经济体制在性质上是非瓦尔拉斯式的，调节是 

不完全的。垂心可以用不同的体制作例子来进行分析，但我们的 

注意力将集中于资源约束型的社会主义经济上。我们要分析图14 

-3中各个调节阶段之间的相互联系，粗线条画的方框表示企业特 

定的行为特征，那些角是弧形的框表示企业的洋组和行动。细线 
条画自》藉表示企业作为买者从抄呼所得到的僮喜，女衣从外部 

可得到的供给。

再一次讨论方框A、f、g、D, F之间的关系是没有必要 

的，因为这在前二书本已乞讨2过亍。成们知道，买者的瞬时初 

始需求与在没有价格信号的相反作用下将会出现的初始需求d（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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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并不一致。因此，买者准备购买（价格）的量。他们发现 

自己面对着一定的实际供给（方框F）。我们处在长期短缺经济中 

（z>0）,因此可以预料，初始需求不会得到完全的满足。这样， 

不仅非价格信号可能抑制价格信号的影响，短缺也阻碍着名娶挥 

作用；施磁金声翥林启根书赢金庭席显。.................

•采购过程开始了（有年：中的事件在第四章已经谈过了），我 

们假设买者中的一人（例♦如•螺•钉厂的采购员），不能得到他想要买 

的投入品A,但作为强制替代的投入品B可以买到，并且有两个 

品种B-1和B-2。买者在它们之间作选择时，要考虑Bí和Bí的相 

对价格。⑦与过去形成初始需求时一样，现在在形成由强制替代 

修正的需求中，并非纯薛亮由价格信号在发挥作用。非价格信号 

和刺激再次抑制了它。图中的方框D里,符号e-dem就是用来表 

示这点的。⑧（上标“r-dem"是指“修正后的需求工）相对价格对于 

投入品B-1和B-2的影响程度，取决于抑制因素有多大，为简洁 

起见，我们就不再提出一个与（14-2）相类似的关系式了。

在需求经反复修正后，或许在长期搜寻、延滞和排队之后， 

购买实现了。

与此同时，生产中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和购买前一样，价格 

信号再次为非价电宿自和刺激补充（前者来自方框A,后者来自 

方框G）。

这些非价格信号和刺激包括上级部门关于投入品、物资分配 

以及其他投入品配额等等的指令。这两类不同影响的结果取决于 

遵循价格信号对于企业的重要性如何。预算约束愈软，则“成本 

无所谓》的信条在管理人员中传播的愈广。这一点由阻抑因子 

（6）表示出来。这个因素削弱着价格信号的影响。并加强了非价

⑦在数学附录A的模型中，这一点是按照下述假设来进行表述的'强制替代倾 

向是相对价格的函数。那里我们没有考虑其他非价格因素的影响。

⑧ 指标Si-dem和gr-dem 一样，是买者态度中的因素，它们表示买者行为中的 

长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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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信号的影响（这两种不同影响的共同结果将由类似于公式（14- 

2）的关系式得出，我们将不进行详尽地探讨了）。

另外，生产管理人员受到他们在进行购买时得到的经验的影 

响（这一点由方框H发出的箭头来说明九放弃使用那些长期供应 

不足的投入品是值得考虑的，即使这种投入品比那些得之较易、 

供应又较有保障的替代品更便宜。企业的投入存货和未交付订货 

是购买和生产过程的综合结果，它们的水平，在第七章讨论过的 

植物性控制系统中是一种更进一步的信号。

所有这些影响加在一起，形成了管理人员有关投入组合的想 

法和要求。但这仍然不是现实生产。我们请读者参阅第八章，那 

里我们解稀过调节为摩擦所阻抑，这一点由摩擦指标向量w> 0 
表示，特别是由两种金叠现象，即调节的延滞Q>0）和刚性转> 

0）来表示，⑨摩擦的影响在方框J中袤现•出•来;即使是应拜电障碍 

也必须加以克服才能达到最后关骤，有框K,它表示的是投入组 

合的实际短期调节。

不幸的是，图14-3是一个包含着11个方框的复杂程序，虽然 

它在给读者提供更简明一些的图解方面颇具吸引力，但我还是发 

现必须表示出过程的全部复杂性来。但为了使问题便于理解，我 

们将分别强调一下因果关系的主要方向。起点是控制领域的价格 
信号（方框A）,终点是争际领域中所发生的事件；委际购买（方 

框H的盛点嘉果）以及全除投入组合（方框K）；哪座自亩才以论 

秦威明起点和终点间相左作庙而务重:呢?♦看豪概括在A女：（14-3） 

中：⑩

⑨ 读者应再看一下第一篇的各章，那里详细地叙述了在没有涉及价格影响的情 

况下的数量调节，现在我们寻求的是理解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的运行及其相 

互关系。

⑩我们在这里满足于对因变量、自变量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文字说明。为使之 

数学化，就要对这种关系了解的更多些才行。

应当把第五章以及公式（14-2）、（14-3）讲的关系看成是适用于资源约束

体制下，企业需求函数确切理论的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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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详尽说明本章标题：企业对价格反应 

的含义了。这里我们只谈了投入组合的瞬时和短血南向书；山欣 

里的解释可以明显地推广应用于任何层次上的产出调节或投入和 

产出的调节。反应性是指价格信号和企业反应行为之间联系的紧 
事库廖，反应座前务施应澳宇泰业岛行身A我,.前3施金正宇在 

亲而出场状态。

在既定的制度、控制机制和信号系统下，企业正常的价格反 

应建立了起来。这是个随机现象。同一时间对不同的企业，或同 

一企业在不同的时间中，反应可能是不同的。在说到生池的价格 

反应性时，我们指的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学半行为扇表现出的 

企业间和期间的平均数。
' 价寤应应桂显向富：只能用若干指标来共同对它进行说明， 

这就把我们引向了疯叠和度量的问题,这些将在下节中进行探讨。

14-5假说和经验检验的可能性

从14・2至14・4节的分析和关于因果关系本质的考察中，可以 

得出下述假说。

(1)在瞬时和短期调节上，传统社会主义企业对于投入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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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常价格反应是微弱的。经济力量的弱小，转嫁成本提高的负 

施由亩余座•（前福叠而亲的底花）：看后磁瘟度而血十市南序叠,. 

元显身整箱制底子箱》和丘南密响。........................

'（2）' ááéwá&àÀ'融会主义企业对价格的反应，在 

投入品的除病就后血血节》商稍有吊弓M山丘用总盛显盛示的: 

由宇质量血亲扁当金应二章全；应定由为海金声量,♦iàtó, 

新*由雇扁山恭颖芸夫施血扁住亍。.............

一 上捷康施东反%池反分标、.而且也为不很严格的经验所证实 

了。它们的正确性需要彻底的经验检验，可以考虑使用三种主要 

方法。

（I）对价格和实际购买或实际投入组合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 

统计方面的考察，这可以采用时间序列和跨部门的数据来进行。 

应择做可以预计会碰到严重的困难，但还是值得一试的。从其他 

因素的影响中分离出价格变化的影响是个难题。我们假设投入品 

B相对于投入品A变得更贵些，继之而来的则会是对A的购买和 

使用的增加。引起这个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至少其主要原因是什 

么呢？是相对价格的变化？或许可能是B根本干不到？是否是这 
种情况呢，即当相对价格变化时，对使用B施加亍行政的限制？ 

统计方面的考察不能用机械的方式来进行，而必须辅之以全面的 

因果分析。

（五）等eI研翔。对于某一实际价格变化造成的影响，用资料 

和询问受惑扁鲁岛方法，予以详尽地考察。价格的变化使得采购 

部门和生产车间发生了什么变化？对价格的变化如果未加以调节 

并造成了成本的增加，这对国家或买者又强加了多大的额外负 

担？⑪

（HI）进行平中可以揭示出企业管理人员的态度。可以就一些

⑪ 在匈牙利，由于世界市场价格暴涨，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临时或长期给 

予企业补偿性的拨款——关税和税收减免、补贴等等，这抑制了进口价格剧 

烈变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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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情况提出问题：他们对于不同类型和程度的价格变化将作出 

什么反应？核对问题可以增加答案的可靠性。

虽然上述三种方法并不能充分保证可以把问题完全搞清楚， 

但它们仍能使我们对于企业在实践中作出的价格反应有更切近的 

认识。不幸的是，我们暂时还没有充分根据来决定这一问题。有 

成百本的书，上千篇的文章在讨论投入品的相对价格应该怎样， 
与此同时，对投入品相对价格的变化，究竟对企业的安除活现早 

否产生影响这二向施,.立福看二磊忘究短番盍由3亩矗南向分； 

企上盅施做（1 ）和（2 ）中所说的假定为经验所驳倒之前，我们将 

一直保留它们。

14-6产出的瞬时和短期调节

在对投入方面的瞬时和短期调节进行了讨论之后，我们把注 

意力转向庄中方面。首先来看一下产出的总量。我们暂且把企业 
的产出契血而产品的相对价格看成是既定质；我们用X表示产出 

总量，G表示企业的最大生产能力。

在图14-4中，我们要向底名人们所熟知的一般微观经济学理 

论中，有关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的行为的一些命题⑫。这里通 

常分成两个基本类型。一种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作为价格接受 

者的企业。这种企业的售价P是外生的（既然按照我们的假定，产 

品构成是固定的，P就是复合产品的价格）。最大利润的产出水 

平，xPE,在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点上，p = c,（X）,它的值取 

决于P以及曲线cyx）的故状。但是，它一般总是被假定小于生 

产能力充分利用：xper£<^í

⑫见第十三章中的注⑯所提到的微观经济学文献。模型可以被解释为对瞬时或 
短期调节的描述。

边际成本曲线在企业的标准模型中是U型的（见12・1和12・5节），图12-4 
也画出了一条U型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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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企业的产出水平由售价来控制，提高的 

价格可以补偿较高的边际成本。在其他条件相同时，这会使产出 

增加。

在一般微观经济学理论中的另外一种基本类型是有关在不完 

全竞争下经营的企业。例如，一个制订价格的寡头。它所要求的 

价格取决于它的顾客的需求函数。这点我们在图中用递减的边际 

收益函数r'(x)表出。最大利润的产出水平ximpw,在边际收益等 

于边际成本的点上：r'(x) = C/(x),它取决于曲线J和c」的形 

状。但可以证明，在一定条件下，它小于在完全竞争和外生价格 

条件下的最大利润水平：xgPerf<xP5f>X。

某种意义上，上述寡头的产出量也受到价格的控制。如果买 
者准备对一定的量土得宣高岛庙■嘉•(窥善之前》.际•底益曲线上 

移)，产出水平xgP5f也将会增加。

传统社会主义企业的行为与上述模型中企业的行为是完全不 

同的；居南声由永定木良林丘的控制。与价格无关的强有力的力 

量驱使吉是山逐向手星户露力南元分利用。我们在第十二章中已 

经详尽地解释过了，生产能力的充分利用，并不是企业在理想条 

件下可达到的最大生产量，而是在体制的正常摩擦下可达到的最 

大量。生产能力并不是一个具有特定值的数字，而却是一个“区 

域，企业随时都会碰到投入方面的一定的“瓶颈。这些资源约束 

限制了生产能力。传统的社会主义企业被产出计划、数量追求以 

及买者排队等候货物的压力驱使，而绷紧生产能力利用的弦(见 

第二、第四和第六章)。

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在靠近生产能力充分利用的地方，价 

格仍然不能抵偿边际成本。但这并不能阻止企业增加其产出。预 

算约束是软的。如果因为增加产出而招致亏损，企业可以预料， 

国家或信贷系统会以某种途径：给予价格支持、补贴或特殊贷款 

来弥补这种亏损。否则的话，迟早要发生价格上涨。不是调节 

产量以适应价格，更常见的却是调整价格来适应因高产由而逼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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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4不同类型企业的产出水平

吨高成本。
••二盛微观经济学的规则（P = c，或"=</）,在实践中绝对不 

会限制总产出量的增加。如果产量竟然被限制住了，那是由投入 

方面的“瓶颈”造成的。

看起来在这方面（总产出的控制），价格的作用就是在改革之 

后也并未得到加强。企业仍然对任何一种限制都不感兴趣；无夜 

如此，利润追求的具体形式却在鼓励它增加产量。预算约束仍然 

相当软，较高的边际成本可以用较高的售价或较高的政府补贴来 

弥补抵偿。

改革给价格对产出构成在瞬时或短期的影响带来了更多的变 

化。⑬但我们还是首先看一下传统社会主义企业的情况。产出构 
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完成4期的努力来决定的，或者中央计 

划从一开始就规定了企业的详细构成，或者即使企业可以有部分

⑬14・3至14・6节用来描述替代、投入选择、相对投入价格和企业在投人方面的 

价格反应之间相互关系的公式和方法，可以类似的方式应用于产出方面，这 

里我们就不详细说明它相类似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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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权，但它首先要考虑的是:什么样的产出构成最容易完成(或 

超额完成)总量生产计划。这后一种考虑引起了产出构成的二秒 

特殊的价格反应。如果产品c和D使用同样的实际投入品，ffic 
威誉杯高至G,，则企业就会乐于生产C。它这样做是由于在既定 

的物资资源下，以价值衡量，生产产品C,企业在总量上能生产 

更多的产出。就是在买者乐于买产品D时，企业也同样要选择生 

产C。这种特殊的价格反应——在这个例子中——可能会使D的 

短缺更严重，而同时C的非生产性存货却堆积起来了。

改革给这方面带来了很大变化。例如在匈牙利，企业不会接 

到在数量和产出构成上有详细规定的中央计划。这样就使企业在 
生产中可以选择那些最可获利的产品。企业在产值加施岛峰高疝 

息介露委小看座应应亍。⑭

修饰语“多少”是说这种价格反应性并不很强，因为，如前所 

述，盈利性对企业来讲并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企业最终没 

有找到一个有利于盈利的产出构成来，它们仍然可以平安地生存 

下去并能有所发展。然而，如13・9节解释过的那样，较高的利润 

总是有一定好处的。因此，如果企业必须对产品进行选择，它就 

要选利润更大些的那一种。
I

14-7不对称性：投入和产出方面的价格反应

在资源约束型体制内运营的社会主义企业对产出价格的反 

应，与在需求约束状况下运营的资本主义企业对产出价格的反应 

是极不相同的。被需求约束束缚着的企业，被迫按照顾客的需求来 

决定自己的产出构成。只要把一种产品纳入生产计划可以产生正

⑭ 公式(6-1)已经概括了社会主义企业的供给函数。除了在那里已经详细考察 

过的解释性变量之外，也要提到影响着企业供给的“其他影响，产出的相对 

价格在这里作为一个解释性的变量因为供给的缘故也应该包括进去，这是因 

为它们按照上面谈到过的偏好对企业的供给产生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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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际利润,企业就可能乐于生产这种利润相对较小些的产品。这 

是因为生产这种产品可以使企业扩大销售并达到产出水平XP J f 

或ximP”。另一方面，在长期短缺占有主导地位的吸纳经济中， 

由于卖者不管怎样都可以售出它的产品，它是不用被迫那样做 

的。因此，他比需求约束的资本主义企业更能基于盈利来选择生 

产。如果在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产品G和H中，生产G更能获利， 

生产者企业将会选择G,尽管顾客想要H。（我们将在下一章看 

到，相对价格并不总能反映顾客的偏好）生产者正确地估计到， 

由于存在着短缺，只要可以作为对H的强制替代，买者最终总会 

接受G。

在上述情况下，社会主义企业在选择生产什么产品时，比资 

本主义企业更基于盈利性，这并不是因为它比后者更贪婪，“比资 

本家还资本家”，而是由于它在短缺经济中经营，而且没有遇到过 

销售困难。

由于依赖性，作为顾客，企业要屈从于那些依据相对价格进 

行生产的卖者。顾客甚至无法反对价格的提高。软预算约束可以 

使买者企业把增加的成本转嫁到国家或它自己的顾客身上去。

在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性。当企业 

作为庙容病,♦居求露以隹q办林裔名自福泰盅扁它后,♦ró 

卷自由务亩，居山盅女如身基以箱需林丘名虚奖：应庠二不不前 

森在显人丧源而亲金施做荽济市A康应粗施声乐出来的。在卖方 

市场上，卖者占居着支配地位而买者必须屈从。在确定产出构成 

时，短缺经济中的企业能比较容易地为利润追求所引导，而在确 

定投入构成时，它却几乎不能这样做。

我们在第五和第六章中曾经提到过，买者和卖者的态度是不 

对称的。在吸纳情况下，努力争取另一方的是顾客——孟奇压情 

况下，这样做的则是卖者。这里，我们必须把买者和卖者对于价 

格的反应合并起来，作为这种态度在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的要素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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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2比较了两种不同情况和不同态度，它只涉及了企业间 

的交换。左边表示的是以吸纳为特点的市场。企业是资源约束型 

的。虽然它对增加利润很感兴趣，但它的预算约束是软的。右边 

表示的是以挤压为特点的市场。企业是需求约束型的，它不仅对 

增加利润感兴趣，而且它的预算约束是硬的。这张表使我们回想 

起第六章讨论过的现象,即在资源约束型和需求约束型的体制中， 

投入品与产出品的存货水平。因为这张表也部分地说明了体制的 

价格反应。

市场活动者行为的不对称

表 14-2

市场状态 卖方市场：吸纳 买方市场：挤压

约束有效性 资源约束型生产； 

软预算约束

需求约束型生产； 

硬预算约束

所持有的存货主要是 

投入品还是产出品？

投入品 产出品

谁做出更大的努力来 

嬴得对方？

买者 卖者

在瞬时和短期调节 

中，企业在哪一方面更 

容易对价格作出反应？

产出品 投入品

我们对于资源约束型和需求约束型体制的比较再补充一点意 

见。在凯恩斯的启发下，并根据希克斯⑮的说法，我们已经对比 

过两种控制机制：“固定价格和灵活价格「在固定价格的情况下， 

产生的是“数量调节"。供给量和需求量为适应一个既定价格而被 

调节，并且彼此相适应。相反，在灵活价格的情况下，价格的变 

化弥合了供给量和需求量间的差别，是调节价格来适应数量。固 

定价格的假设构成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之一，而灵活价格

⑮见希克斯(1965)和莱荣霍夫德(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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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假设则构成了瓦尔拉斯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之一。

上述这种区别只适用于有着硬预算约束的企业所组成的需求 

约束型经济，即只适用于挤压经济。因此它可以被用来分析现代 

资本主义。但在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虽然区分价格是 

固定的还是灵活的确实紧要，可这毕竟是次要的。在学业中，"数 

量"调节占统治地位并不是因为价格是固定的或是点立质；而显 

由为侨富庶做扁亮自薇南:应嘉显泰行名在&东府本书素一磊森 

如'•在亩定•价•格•下・的数•量调节？而是称为“非价格下的数量调 

节”的原因。第二篇的题目不叫“通过价格灵活性的调节"，而是 

“价格存在条件下的……"表明：虽然价格变化有一定的影响，但它 

的影响并不是强有力的。

14-8价格对投资决策的影响：产出

在第14・2节一14・7节考察了在瞬时和短期调节中价格的作用 

之后，我们接着讨论长期调节。这次要颠倒一下讨论的顺序，这 

一节从研究产出方面异痛，下节再探讨投入方面。

这个问题的许多不同方面已经研究过了，主要是在第九、十 

和第十三章中，然而为了全面起见，我们准备简要地重复一下早 

先的一些看法。

14・8节和14・9节将首先探讨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情况，改革 

后的情况只是放在各节的结尾处高意地谈一下。

投资产出决策是指应该在什么地方进行固定资本投资，以及 

应该曲连正4小新的生产能力的这样一种决策。这个决策，至少 

在总量上，也可能包括新生产能力生产的产品的构成情况。

我们在第九章曾经指出过，提出的投资建议总是比能为经济 

主管部门和计划者们所采纳的要多。在他们作投资决策时，采用 

的是什么皆学领隼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并不力求完整， 

因为这样底麻木应超出本章，而且也要超出全书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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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强调的是，任何单一的规则都不能适用于选择，不可 
能建立决定取舍时赖以名福自雇二标雇二屋底用亩全岛做法相； 

宝1亮"・唯•二在不由，•区森岛秦扁鲁区衡多重标准，并用“定性 

的”方法对它们进行比较，最后在它们中面转由二种妥协的办法 

来。

在社会主义计划手册中，为人们所熟知的对国民经济所谓平 
画关系的研究，在选择中起着重要作用。这意味着将来的投入知 

声由重系统地相互协调。从中期和长期计划的产品平衡中，可以 

就必须采取的投资决策，以及必须创造出的生产能力生产的非贸 

易物品和服务，得出毫不含糊的结论来。（但是如果国内生产的 

扩展受到了日益增长的进口品的竞争，或如果产出品可能是用来 

出口的，那这个决策就与外贸问题紧密联系起来了。但这是本书 

讨论范围外的事情了。）

虽然投资具有很长的时间跨度，但投资选择仍然要受当前情 

况的影响。我们已经提到过,一个投资项目的发起人,因为认识到 

某种产品存在着短缺而受到鼓励。这不仅是一个未说出口的动机, 

而且也是公开提出的论据，并总能说服投资的分配者。如果提出 

要求者可以证明他的产品或劳务是严重短缺的，那他得到批准的 

机会就会增加。虽然人人皆知分配首先应该以有关未来的信息为 
依据，但却难以摆脱萦绕耳边的抱怨之声以及即刻宿号给情绪 

造成的影响。

以上所说的选择标准，是以芈é特信号为基础的。这些信号 

部分地由数字和资料构成，部分施由否配过程当事人们的“音调“ 

或甚至是“喧闹”构成。虽然数学规划的方法已经开始使用，但在 

投资项目的实际选择上，它们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事实上 

从事选择工作的并不是模型和计算机，而是血肉之躯的人。计划 

者、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的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有关组织的成员们经 

常彼此对话：他们争论、讨价还价和“斗争:这有着集中所有有 

关方面信息的好处（实际的或扭曲的信息），它使对立的意见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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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有可能交锋，因而把许多可以预见的问题和困难摆到了表面上。 

信息的丰富和对立利益的多样化是这里所描述的决策过程的一个 

鱼妻4定；...............

•'很显，决策是由那些并非摆脱了丰观影响的人作出的。这里 

我们并不是指贪污腐化，在投资选择市市丧尾这种现象。这里的 

现象要复杂得多。可能会有这种因素：企业A的头头比企业B的 

头头更有威信，这时就很难对前者说个不字了。国会议员或市议 

会主席可能会出面干预支持企业C,而企业D却很少有人支持。 

一个部门的领导，过去曾在企业E中任过职，因此他倾向于企业 

E,而不是他所不熟悉的企业F。院外活动集团在管理人员相互 

支持的各种组织形式中存在着。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投资并未 

流向最急需的企业和非营利机构，而却流向了那些对计划制订者 

能施加最大压力的企业或非营利机构。找出这些影响的作用有多 

大是困难的。它们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但却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 

那种本来仅仅是基于讨论和计算而作出的决策。

我们现在可以提出新生产能力生产的产出品白格和产出的缉 

利性在投资决策中起什么作用的问题了。在进行在会决策时，W 

亲童更多获利的项目能享有多大的优先权呢？

在传统的经济管理结构中，长期以来根本没有作过预期盈利 

性和投资的核算工作。近年来这种核算勉强算是进行了，其结果 

必须与投资建议一同提出。它们部分是以国内现行的或预期的价 

格为基础作出的计算（严格地讲是盈利性计算），部分是以与上述 

两种价格不同的"影子价格"为基础作出的计算（匈牙利的用语是 

“效益核算”，它相应的英文术语是“成本一效益分析”）。在社会 

主义国家中，使用着多种“影子价格”：用各种方法决定的“世界 

市场价格"，回扣和汇率，等等。自改革后，在匈牙利盈利性和 

效益核算的范围已经扩大了。

我们的假说如下：

（1）在传统经济管理体制下，用现行或预期的国内价格来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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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盈利标准，对投资决策没有影响。决策对价格没有反应。投 
底立德九康仅仅真显“薮量•》隹南汪痴。

决策的每一个参与者，从企业到更高层次的计划者都感到， 

如果投资从非价格标准来看显得重要和有益的话，那么，其盈利 

性也是没有问题的。投资支出上的预算约束是软的，投资可能增 

加的产出品的国内价格早晚会进行调节以适应实际成本。不可能 

发生这样的事：一项投资完成了，随后又在企业破产的意义上失 

败了。

用影子价格进行的效益计算，可能会对分配产生某些影响， 

但是它们比起其它非价格标准的影响要微弱得多。

(2)作为经济改革的结果，盈利标准的影响有了一些加强， 
尤其在投标显整位自看底套山时丘：利息,.在木感扁由总é寂利 

宝亲由条宿露底灌南金扁泰,♦山麻要臧而得委。...............

。工强根施金富金盛岛寂验：夜也(2)•在荷牙利经济学家中是 

有争议的。有些人认为盈利标准的影响要比我们上面讲的情况大 

一些。这个问题只有得到全面的考察才能作出判断。我们提出一 

些检验这些假说正确性的方法。

(a)国家在部门、亚部门或各类产出中进行投资再分配的比 

例，与这些部门、亚部门或各类产出的盈利性之间的关系的紧密 

程度有多大？(我们在讨论预算约束的松软时已经提到过这一 

点。)

(b)在投资建议附件中计算出的盈利与这项投资建议的取舍 

之间关系密切程度如何？

(c)事前对盈利性和效益计算的可靠程度有多大？〈这可以 
通过比较事后停而得出)。

14-9价格对投资决策的影响：投入

为投资而进行的营4多等，决定了投入构成或由产出决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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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生产活动所选择的技术。我们要列出在传统经济管理体制 

下，进行技术选择的一些很重要的标准。

工程方面的偏好。工程师（以及受自己所从事专业影响的计 

划者而垂原藏叠副行者），从自己专业本能出发，喜欢"现代化" 

的东西。与旧机器相比，他更喜欢生产率、可靠性均属上乘，操 

纵又很灵敏的机器，而不管这两种机器在价格上的差别。只要有 

可能，他愿意看到工厂里全是最新式的机器和设备。

非价格短缺信号。决策者从其日常经验中感到存在着“劳动 

短缺”：可卜í命磁"•和“建筑能力短缺”。他力求省下这些资源并 

不是因为工资、汇率或建筑成本相对来讲太高，而是由于他预计 

搞到这些资源有困难。

外汇配额和外贸承诺。上级部门用配额对某些稀缺的资源进 

行行会头血í两而前舁奇兑换货币的分配就是这样。这影响了技 

术选择。另一个例子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政府的外贸协定控 

制了具体的进出口贸易。搭配式的销售并不少见：如果A国想从 

B国买进某种在世界市场上需求量较大的产品，她就必须接受另 

一种在世界市场上需求较少、滞销的产品。某些投资品就这样被 

列入了后一种范畴。这样，B国出口的投资品的供给，事前就在 

某种程度上决定了A国新项目的投资和技术选择。

这里并没有列出全部影响技术选择的标准。然而就是这些例 

子也足以说明我们所说的非价格标准了。

上面提到的标准可能会同时起作用，例如工程师对于现代设 

备的偏好和防止劳动短缺，都会促使决策者采用高劳动生产率的 

技术。但在另外的情况下，这些标准相互间又会产生矛盾。工程 

师喜好的最新式机器可能只有用特别稀缺的可兑换货市才能买 

到。选择标准的这种矛盾冲突要经过争论、讨价还价，以及对稀 

缺的资金进行竞争来达成妥协才能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盈利性 

的计算也起不了什么重要作用。

如果最根本的选择在非价格标准的基础上已经作出，或许可 

53



能留下来某些次要的决策而使减少成本的标准显得突出一些。例 

如，项目使用的外汇额度已经分配好了。然后，是从M公司还是 

从N公司订购所需要的机器还是值得考虑一下的。或者，如果两 

个建筑公司准备承建这个项目，要价低些的就一定会被选中。

概括一下我们的假说。

(1)在传统经济管理体制下，投资的投入决策对投入品的相 
对价格不齐足应近•爰而看窥底术向立行在/前,.金示威未原雇 

文慧彳曲福相庙；........................

'(2)' &全启在选择技术时，对价格的反应有所增强，但仍然 

不很强。冠宗森炼春位森自元佳岛的T金丽竹麻示是业着耆暖 

去岛影响：

一由宇篇幅所限，这些假说的经验检验问题就不进行讨论了。 

但我们却要再提出一个主要是与投资投入决策相关联，同时对产 

出决策也有影响的问题：个息率的影响。⑯
在包括匈牙利在内的二座在会主义国家中，对于财政投资资 

金是要付利息的。各国的核算方法和实际支付方式很不一样，在 

某些国家中，这几年来所采用的方法已经发生了变化。这里我们 

不考虑这些差别，而试着把它们一般化。为简化起见，我们用 

“投资利息率"来表示一切形式的使用财政投资资金和长期贷款所 

付的“价格工

有着软预算约束的企业，实际上对投资利息率完全没有反 

%
• 一方面，利息率水平对全部投资需求不产生影响。可以说这 

个特殊价格的变化，对企业需求不产生收入效应。如果明天投资 

利息率从8 %上升到12%,投资需求一点也不会减少。每个提出 

要求的人都可以期望这个增加的4 %得到补偿：或者通过价格补 

贴，或者通过税收减免，更可能的则是通过价格提高。

⑯另一个与此类似的问题是由应付给银行的流动信贷的利息的影响。这将在第 

二十章讨论。

54



另一方面，投资利息率的变化也不产生替代效应。作出熔资 
决策的企业或其上级部门在进行技术选择时，并不理睬重赛底病 

俞济丘：相：展赖加虚康拿命/％二触窥寇理济：整应弥正建在 

未息底本密集型还是劳动密集型时，就应该把利息率和工资看成 

是相对的要素价格。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利息率提高了一 

倍或减少了一半，这对技术选择不会产生影响。我们已经知道， 

后者是根据具有非价格特点的其他标准作出选择的。

吸收了潜在的劳动储备之后，在资源约束型经济增长的紧张 

时期，决策者并没有清楚地觉察到“相对稀缺性”。他从未经历过 

一种资本比劳动较少稀缺，或反过来，劳动比资本较少稀缺的情 

况。存在的是二者共同的长期稀缺。他对于投资的饥渴是无法满 

足的，他认为没有更多的资本，解决任何一个存在已久的问题都 

是不可设想的。同时,把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剩余劳动吸收完毕之 

后，劳动的短缺就成为长期的了。不管企业愿意与否，由于投资 

资源和劳动有实物限制，它最终必须调节以适应这种相对稀缺 

性。但是在这个调节中，要素的相对价格不起作用。正如在第一 

篇解释过的那样，当经济碰到“瓶颈”并反复地撞上资源约束时， 

它找到了符合当前给定的实物约束的投资水平和要素构成。

改革后，预算约束稍许硬了一些，虽然如此，它看起来仍未 

硬到定以检投资利息率成为对全部投资需求或对资本——劳动组 

合进行选择的有效调节器。

14-10相对价格和短缺

我们考察了企业在投入和产出方面以及所有三个调节阶段上 

的价格反应之后，就可以对一个广泛为人们所持有的观点提出不 

同意见了。按照这个观点，短缺现象的主要原因（或至少是最重 

要的原因之一），可以在错误的相对价格中找到。对这种观点的 

驳斥，可清楚地从我们的分析中得出。如果本书讲过的全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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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制度条件、控制机制行为规则——保持不变，相对价格 
的变花和泰施润底企必於1市南施缸.

•泰山面进右去窥自#m庙需林需的变化，可能对某一单个产 

品的短缺强度有影响。由于在瞬时和短期调节的情况下，企业在 

产出方面对相对价格还有一定的反应，不利的价格可能使企业不 

生产某些种类的产品，从而使它的短缺强度增强。用号，岑尊停 
约束型体制下,短缺不是取决于供给方面,而是取决异需求》■亩； 

血巢舍亲点显表•现•为•趋•向•无•穷・大；•供•给•可以显在强窥球藏.血果 

企业预算并不足够的硬，并且如果又没有经济的力量约束需求的 

话，就会有这种情况产生。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对于流动投入和 

资本投入品的需求几乎是不可满足的。不管投入品的价格如何， 

存在着并总会存在着许多投入品不能满足需要的现象。

我们的命题有着重要的理论和政策的含义，如果价格不能有 

效地控制企业的需求，那有关投入品相对价格优劣的争论就是在 

真空中进行的了。

14-11迂回：非营利机构

从第二章至此，我们几乎只是在探讨企业。现在要插进几句 

话来谈一下非营利机构。
我们先向阮二十肩一篇中讲过的问题，非营利机构生产的确 

实是通常所说的非物质服务，而绝大多数企业在生产产品和所谓 

的物质服务。因此，即使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中，非营利机构 

也不会像企业那样要接受一个生产计划。但是除了这点之外，企 

业和非营利机构的行为在很多方面是类似的。

(a)管理人员的动机类似，他们的基本特征是与自己负责的 

机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b)有大量这样的机构，对他们的服务需求几乎是不可满足 

的(例如医疗保健和高等教育等)。于是形成了申请者的排队，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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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的人们以及上级部门的强烈要求，往往使这些机构趋向于“数 

量追求”。

(C)它们活动的增加，通常总是在投入方面碰到“瓶颈”。它 

们所处的状况表示出资源约束的特征。

(d)它们的投资饥渴并不亚于企业。它们往往受到延期的痛 

苦，所以其投资饥渴更为强烈。

非营利机构和企业之间的行为差别与它们的财务状况有内在 

联系，这样，值得我们探讨的就是三种而非两种类型了。

第一种是在硬预算约束下经营的企业，它只能指望自己的销 

售收入。一旦陷入财务困难，国家不会帮助它解脱，但国家也不 

干预企业自有资金的运用。

第二种类型是具有软预算约束的企业，它主要依靠自己的收 

入。然而它如果陷入了财务困境，国家将帮助它渡过难关。但国 

家确实也要过问企业的资金是怎样开销的。

第三种类型是非营利机构。它没有丝毫的收入，完全依靠国 

家预算取得资金来抵补开支，国家也控制它的开支。

值得注意的是，具有软预算约束的企业在特定意义上是一种 

暂时的型态：约束愈软,则企业愈会转变成一个“准非营利机构"。

非营利机构的预算约束是软还是硬是无法确切说明的。在批 

准预算之前，预算是可以放宽的。非营利机构试图向其上级施加 
压力以或行尽可能多的资金来支付开支并进行投资。

在等簿过程中，预算约束的硬度主要取决于预算的纪律。经 

验表明：对经常性开支方面，它一般是相当硬的，因此，非营利 

机构对于经常性投入品的相对价格会作出较强的反应。但是非营 

利机构的投资预算和企业一样，经常超支，它们对于投资投入品 

相对价格的反应是很微弱的。

我们作出以上简短的介绍是为了在后面探讨宏观关系时，使 

我们可以考虑到非营利机构的行为。但对非营利机构的经济作用 

做更加详尽的分析，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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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企业间的价格形成

15-1引 言

上一章我们讨论了价格怎样影响企业。现在我们考察因果关 

系的相反的方向，即企业如而做扁办裔；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 

文献中，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似•乎•不•常•见。大多数文献只论述国家 

的价格政策，以及中央价格政策的原则和方法。但是我们的意图是 

要表明，价格形成是中央价格政策和企业努力的共同结果，价格 
因这两种身重加而奏而委由市正花金盛奇水盘。...............  

一 看在手上方本善相而A支定速亍存在奏主义国家的价格问 

题。虽然我们并不打算概括和评价这些著作的结论，但是我们充 

分利用了这些丰富的文献。①在这个内容广泛的课题范围内，我 

们只选择少数几个问题加以讨论。

我们打算在本章中紧密地围绕前两章的主题，即企业。(虽 

然，读者将看到，我们也不得不涉及价格理论的某些二•般性问 

题)。我们在巨大的交换流程中选取一种类型的交换,其中卖者和 

买者都是生产者。②即使是这类交换，我们也不能一一讨论它们

① 以下几本著作是有名的：巴林特(1970),布罗迪(1967, 1969, 1970),奇科 

什-纳吉(1974,1975b),霍奇(1972, 1979),亚沃卡(1973),迈杰里(1976)； 

也可见下列文章：纳吉■•埃斯泽(1963),纳吉(1967)和萨科察伊(1973)。

②“生产者企业之间产品交换所使用的价格”是通常称为“生产者价格”的较大集 

合中的一个千集。后者还包括其他子集。
由于篇脑所限，本章不可能涉及企业向家庭、或向国营外贸公司销售的 

产品的价格，或者进口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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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我们不理会农产品，因为本书篇幅所限，我们不能分析 

农业价格的特殊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因此，我们研究的主 

题将是非农业生产者购买和销售的中间品的价格。为简短起见， 

我们将应应林嘉麻名整血而於籍「成布诗亚铭着在心中随时加上 

进一步的限定，即它同式等定非农业生产者。

即使讨论这类范围狭小的宿富区看奇奈涉及价格理论的大量 

二然性问题。我们的命题是否适用于其他类型的产品流，是否需 
委和用修正，这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必须提出一个例外情况：存在着本章尚未论述、但在后面将 

要分析的另一类产品流。在第十六至十八章论述家庭的地位和行 

为之后，我们将在第十九章考察家庭面临的消费和丘的形成。在 

那里，我们能够利用本章的某些成果。

我们将对本章主题加以限定：不仅只论述有限范围的某类型 

价格，而且还是从一种特殊的观点来探讨价格问题。
与后面的第十九章一样，我欣里我们将完全用描述性方法来 

考察价格。在以往的各个时期中，几乎一切社会主义由安都进行 

过关于价格的讨论。但是，正如上一章已指出的，在许多讨论中， 

分析的题目都是，价格体系应当是什么样的，应当采用什么样的 

价格形成原则和方法。尽管木百舍认这种探讨欣赖端重要性，但 

是，我们必须遗憾地指出，这些文献对完成本书的任务帮助很 

少。我们希望发现价格在现实中起什么作用，形成价格的机制是 
什么，以及有哪些虚济另直市息6布妥击。•③应不向施企支金6 

应行到了论述，尽管这方面的论述比那些偏重实际建议的研究少 

得多。许多描述性著作主要试图说明官方对价格形成所作的规 

定。实践可能符合于这些规定，不过也可能背离它们。规定是由 

人来贯彻的，而人则要受到环境条件、同伴、“社会思潮”，等等 

的影响。非常需要进行一些透彻的案例研究，以便提供详尽的个

③ 我们可以进一步提问，价格的争呼作用是什么。在上一章，我们发现有关这 
个问题的描述性文献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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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价格的形成历史。

由于我们几乎不可能依赖经验的考察，所以我们的描述性命 

题完全是假说性的。我们将提出这些命题，并且希望日后通过细 

致的经验观察检验其有效性。

我们要进一步把自己完全限于与本书主题，即短缺，密切相 

关的那些问题之中。为了事先作些提示，我们列出属于本章的一 

些问题。

在企业有软（或相当软的）预算约束的长期短缺经济中，价格 

飘浮会出现什么趋势？国家干预是否能消除这些趋势？

仅仅阐明这些问题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短缺与开头提到的那 

些现象密切相关，这就是影响价格的集中化过程，（从中央价格政 
策出发）和分散化过程（从企业出发）；看突短缺的结论将在本章 

末尾提出。莪小南说明从国家对价格的控制，这种控制的可能性 

鸟降型开始。④
.•病于我们的某些命题和假说，我们将着重指出它们是仅仅适 

用于传统经济管理体制，还是仅仅适用于改革后实行的体制。但 

是在其他地方，我们将述及的那些现象是无需区别实际管理体制 

就可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观察到的。

15-2易于或难于管理的价格

社会主义经济中一切或几乎一切价格都受到国家中央机关有 

意识的控制，这个观点已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一些人把它看作是 

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的优点，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一个造成 

困难的原因。我们不同任何观点争论，因为我们确信这只不过是 

一种神话。中央经济控制决定了许多种价格，国家价格政策对价

④15・2至15・4节所说的内容，在细节上作必要修正后，对第十九章论述的消费 

价格也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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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实际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它并不是全能的：它不能(而 

且也许并不想)“掌握”每一种价格。因此，在讨论国家价格政策 

的作用之前，我们希望先考察一下国家价格控制所受到的(不以 

主观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约束，以及国家权力的限度。

让我们从这种情形开始：政府价格部门希望确定一种产品的 

价格，并保证它得到严格的遵守。为此，它必须首先解决下述问 

题。

(1)必须对该产品的一切性质属性作出准确、明晰和全面的 

质量说明。
(2)'它必须检查该产品是否实际上按官定价格出售，它的一 

切属性是否完全符合质量说明规定的参数。如果不是如此，它必 

须严格地强制实行其规定。

对某些产品来说，上述两条要求比较容易满足。煤炭,石油， 

汽油，硫酸，水泥，砂糖或牛奶的质量都可以用一两个或至多三 

四个参数来描述。我们把这类产品称为标准大批量产品。大多数 
原材料，某些半成品和经过初级加工的失业富尾声而居统食品都 

属于这一类。

然而对其他产品来说，为使质量说明准确、明晰和全面，就 

必须列出几十个、成百个、甚至可能数千个参数。让我们以便携 

式收音机为例，它有上千个品种。即使在市场条件相同的同一国 

家内，最昂贵型号的价格也是最低廉型号价格的数倍，这表明它 

们的质量可能具有极大差异。当然便携式收音机还是一种相当简 

单的装置。我们只要想像一下工程和建筑业那些复杂得多的产品 

就行了。我们将把这类产品称为差别产品。

标准大批量产品与差别产品2面岛区别当然只是一种抽象。 

很明显，存在着大量中间和过渡的情况。然而，对大多数产品来 

说，我们只要稍加思考，就可以指出它们属于两类中的哪一类。 

如果只考虑两种“纯粹”类型，对这个问题进行理论思考就比较容 

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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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大批量产品的数目即使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也没有大 

的增加。它们中间多数是传统产品。只是不时有些新产品加入这 

个行列（如某些基本的合成纤维产品）。

另一方面，差别产品的数目不断迅速增加。作为技术进步的 
后果，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过程之一就是生产和消费加美刷花；® 

巢4产M窥血汇子：后显量/自黏声富金市在2,•霖店应座留下 

来的产品再不断繁衍细分。差别是个可度量的范畴，例如，用尽 

可能最细的分类对产品进行区分，我们就可以说出一个国家在一 

定时期内生产了多少种工业品。可惜我们没有这种数据。然而， 

这种差别的增长速度很可能大大超过总产量的增长速度。许多人 

不赞成差别的迅速发展：他们认为这是不必要的浪费，并认为它 

主要是对买者的操纵。另一些人尽管对无节制地发展差别持批评 

态度，但是他们承认这是技术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我们 

感到没有必要作出价值判断。我们只是强调，这里讨论的历史过 

程似乎是不可抗拒的。

上面而欣面了与政府价格控制有关的一些重要结论。

标准大批量产品的价格可以很容易地加以控制，而对差别产 

品则不可能这样做。生产的差别越大，用行政方式决定价格并加 

以实施就越困难。

对差别产品来说，生产者能够不太困难地进行隐蔽提价。⑥ 
它有两种形式，虽然这两种形式不是相互排斥的。兔二拜弦式是 

与引进新产品相联系的隐蔽提价。价格部门一旦确定了一种产品 
另济丘；向前森就足了它的一切质量参数。在成本提高的时候， 

企业就想提高价格。为此它生产一种新型产品。这种产品可能确

⑤产品差别是不生当与个举序考虑的中心。见罗宾逊（1933年）和张伯伦（1933年） 
的最早著作：éâ-À,'应们的观察符合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发现。在差别极 

大的情况下，严格统一价格的假定不可能成立。它既不可能由分散化的市 

场，也不可能由行政部门来保证。

⑥关于隐蔽提价问题，可见奇科什-纳吉（i975a）的文章和拉德诺蒂（1974）的著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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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具有某种有用的新属性，不过也可能只是为了改变外观。新产 

品的引进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增加了的成本能在新价格中得到承 

认。第二种形式是降低老产品成本引起的隐蔽提价。这也许是合 

法的。当确定价格面；奔木会需二切质量细节作出规定。例如， 

允许使用廉价或质量较差的材料来制造某个零件。或者，质量规 

定可能被违反，因为企业估计价格部门不可能对产品每个细节都 

进行检验。生产差别越大，以这两种形式隐蔽提价的可能性也就

••关于具有差别的产品，我们所说的是：国家不是不可能，而 

是很难规定其价格。这主要取决于价格部门的能力。它取决于价 

格管理人员的数量，以及他们在技术和商业方面的技能。他们使 

用什么技术来简化价格形成与价格控制这项复杂的工作，也具有 

极大的关系。总之，虽然管理能力能够提高，但它仍是有限的， 

而差别化的进程是连续不断和迅速发展的。考虑到这些相互依存 

的关系，我们提出如下命题。

只要一国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大多数产品的价格都很 
容易加以密施；山基迪叠高加丧施加麻运声市立泰庭/南丽3 

重加以番施盛很由箍:小臬林裔春施筑构南向上信建微有点,.南 

如,.如巢居而谙良瘟度底宇由爱女在番血痴打,・丽公迪些配价自 

由能球看吹奢血岛泳分麻水灰藏小。..........................  

一而4济富密施疝病丧毒焉g陪加还是应当减少这个问题，我 

们在这里并不打算加以肯定或否定。我们只是根据可观察趋势的 

外推作出逐迪。

15-3管理价格、虚假管理价格和契约价格

上节我们谈了用行政手段规定价格的子年些。在这个分析的 

基础上，我们将概述一下集中和分散定价区主妻形式。

一种形式就是所谓簟攀生⑦。价格部门实际上规定价格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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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准确、明晰、全面地确定质量参数。它实际上控制和实行规定 

的价格与质量。

可以看到，我们在定义的每一项上都加了“实际上*这个词。 

如果一切东西都仅仅停留在纸上，那是不够的，它必须在现实中 

出现，我们才能称这种价格为真正的管理价格。

另一种纯粹类型的价格是契约价格。它的主要性质正好相 
反：它不是由行政命令规定，命建由卖卖双方议定的。在本章后 

面部分:我们将考察哪些因素影响买者和卖者决定价格，以及议 

价如何依赖于契约双方相对力量的大小。契约价格受到中央经济 

控制的一般经济政策和措施的影响；它还受到国家价格政策通过 

利润提取，税收，补贴，关税和其他措施造成的影响，或许还间 

接受到行政确定的投入或代用品价格的影响。然而根据定义，该 

产品的管理定价在这里不能算作国家价格政策的组成部分，因为 

否则它就应该归入第一类价格。

最后,还有一种中间形式,我们将称之为虚假管理定价。从表 

国上簟，这种价格是价格部门制定的，而实除j上亮由官关善》 

夜直藏 在多数情况下，它由卖者决定并名宿赛者所接受。如果 

卖者实际上决定着他在成本之上想要得到的利润量，并提出详细 

的计算，以便使这个价格符合既定的价格形成原则，从而能为价 

格部门所接受；如果价格部门对产品不进行详细的工艺成本分 

析，也不研究市场状况，而只是对生产者建议的价格“盖橡皮图 

章”，那么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顺便提及，我们注意到这里讨论的问题不仅与价格决定有关， 

而且与中央每一项决策都有联系。在中央部门和下级组织存在争 

执的情况下，集中决策与分散决策就能够清楚地被区别开来。如 

果前者说A,后者说B,而通过的决定是A,这肯定是一个集中 

决策。但是如果中央部门只是单纯批准下级组织根据自己最大利 

益提出来的建议，情况又会如何呢？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明确地 

回答，实际上决策是不是集中的。不仅如此，在虚假管理定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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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这并不是唯一的问题。正如后面将要详细说明的那样，企 

业的建议往往与中央价格政策的总目标相抵触，例如，与稳定价 

格水平的要求相抵触。然而，如果从纸面上看，它没有与价格形 

成原则和计算方法相抵触，建议将得到中央的批准，从此它就符 

合"管理价格》的条件。然而，企业却得到了它想要的东西和它本 

来公开作为契约价格会得到的东西。实际上，这个价格违背了中 

央价格部门的真正原则。因此，我们把这种形式称为虚假管理定 

价。

这三种形式的分类与上节的分类，即产品价格是否易于管 

理，密切相关。图15-1表示了这种相互关系。⑦

图15-1价格的管理及其可管理性

我们假定价格部门希望尽可能扩大管理价格的范围。它能够 

不太困难地为标准大批量产品规定真正的管理价格（第一行,第一 

栏）。根据管理能力的大小，它也可以为少数差别产品规定真正 

的管理价格（第二行第一栏的窄的斜线部分）。不容易管理的其他 

一切差别产品的价格都不是真正的管理价格。价格部门或是公开 

地承认了这一点（第二行第三栏的竖线部分），或是自以为规定了

⑦该图只表现这种相互关系的逻辑联系。各栏的宽度和各行的高度都不代表数 

量上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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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价格，却不能真正实行(第二行第二栏的横线部分)。

产品差别和管理定价日益增长的困难与定价法规无关。但 

是，是否公开承认这种困难，取决于经济管理的体制,例如，中 

央是否在国家定价仅是一种幻想的情况下才对有差别的产品规定 

管理价格。匈牙利1968年的改革放弃了对相当一部分产品的这种 

幻想，因而较之过去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例如建筑、工程业 

生产的，以及国营企业间交换的许多产品都属于这种情况。价格 

部门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控制它们的价格。自改革以来，它不再自 

称这些价格全是中央规定的了。

上述三种定价方式必须清楚地加以区别，因为经济管理者只 

能根据他们的考虑规定真正的管理价格。契约价格是由受内部力 
量而A泰凯副隹府的多小分做化的过程形成的。虚假管理价格的 

形成方式与契约价格类似。尽管有“官方批准”，它们主要还是由 

分散化过程形成的。因此，仅理解价格政策的意图是不够的，如 

果我们要看清什么力量影响定价的这种中间形式，我们还必须了 

解分散定价过程的性质。

15-4价格水平的度量

在此，我们必须作一个简短的脱离正题的论述，来讨论一下 

价格水平的度量问题。这方面的困难是众所周知的，⑧主要问题 

正是上面所讨论的质量指标问题。在商品的组合成分不断变化 

时，几乎不可能确定价格变化究竟表示质量变化还是真正的价格 

变化。虽然这是一切制度共有的一般问题，但是在社会主义经济 

中还存在着特有的困难。

在少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经济计量学的考察已经成功

⑧有关价格指数的理论文献见弗里希(1936, 1974),克韦什-帕尼茨基(1973), 

德雷奇斯勒(1966, 1974),和蒙德(1970)。马顿(1976)对匈牙利和奥地利消 

费物价进行的研究阐明了国际比较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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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说明了质量与价格间的相互关系。⑨不过它只有在买方市场占 

优势的情况下才能获得成功。在那里,如果消费者判断A比B好， 

他才准备为A支付高价。因此A和B间的价格差额至少近似地表 

示出消费者对两种产品质量差距的评价。

但是，在长期短缺条件下，如果买者不能进行选择，如果因 

为没有B,他被迫用A来代替，那么可能出现的任何价格差额都 

与质量差距无关。因此，根据对买者实际选择的观察来研究价格 

与质量相互关系的计量经济方法不适用于短缺经济。

况且，这种考察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很少见，而且通常还 

限于纯科学研究的范围。官方价格统计未能成功地克服这一困 

难。它们也未能抓住隐蔽提价的现象。后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中并不罕见，在那里，不少大厂商不愿意宣布不得人心的提价， 

而宁愿变换产品加以掩饰。尽管如此，我们仍感到在社会主义国 

家度量的困难更大，这不是因为统计数字不够完整或上报材料不 

够真实，而是因为被观察过程的性质。

我们假定，在一个政府不干预价格形成的资本主义国家中， 

统计记录的只是期间可比的、一切质量参数长期不变的产品的价 

格运动。这组产M夫会é丧们所说的标准大批量产品相一致。在 

既定社会条件下，就价格运动来说，这些产品可能很好地代表了 

产品的总体。因为资本能够连续加以再配置，标准大批量产品的 

利润不可能长久地大大高于或低于其他产品。因此可以假定，如 

果物价统计根据对期间可比产品价格的观察来确定物价指数，那 

么所得到的估计将不会偏高或偏低。

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就不同了。在那里，价格统计所包含的 

期间可比产品种类，大致与价格易于管理的商品对来二疑；而à 

座声林嘉希R能敏寂今曾血肝富；应需我向林需和虚假 

管理价格，稳定性就不能得到保证。由于成本推动或需求拉动，

⑨见格利里奇斯（1968）的著作以及他的大量文章（1971）。德雷奇斯勒（1974）和 

扎菲尔（1974）用另一种方法也分析了质量与价格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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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类价格可能提高。然而对管理价格来说，国家能够成功地抵 

消价格漂浮的趋势。可以理解，如果价格统计主要根据对期间可 

比产品价格变动的观察，那么价格指数将会偏低。

同样的偏低倾向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价格统计中也可能出现， 

假如那里也是用行政方法确定部分或全部标准大批量产品的价 

格，并使这些管理价格得到执行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期间可比 

产品价格的变动也不能如实反映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动。

15-5助长与抵消价格漂浮的力量：

企业兴趣的作用

在我们的注意力转到下一个主题，即考察企业间价格的厚前 

之前，我们要利用15・2至15・4节的结果。本章余下部分主要分Q 

15・1节阐述的那类价格，即使我们并不总是在“价格"一词前冠以 

“企业间屋或更确切地说，“非农业生产企业之间”）一词。

首先，我们要作一点抽象的区分：我们把影响价格发展的争 

中效应与分散效应分开。在现实中，这两组效应可能相互发生相 

向。但是í％了分析的清晰，我们将在抽象层次上对它们严加区 

别。开始，我们将只讨论分散效应。因此，在这部分分析中将排 

除真正的管理价格，而仅仅论述契约价格和虚假管理价格。

当然，国家也能通过税收、对企业的财政支持等方式影响契 

约和虚假管理价格的绝对量。但是，我们假定，国家和企业的财 

务关系（税率，财政支持的程度等等）在某一年到下一年之间没有 

变化。因为在下两节中我们要精确地阐述这种变化的效应，所以 

暂时略去政府措施的作用是允许的。

分析的第一阶段是讨论公终的举趣。我们的出发点是下述命 

题。

社会主义企业，不管作为卖者还是作为买者，都有提高价格 

68



的冲动。无论是成本推动倾向〈以提价形式把增加了的成本转嫁 
杰安会)虚显露亲丘奇榆向•(得应病应岛安鲁原熹土福暖奇区介 

裔)•在•企业・的.行药中•都•能•够•被觉・察•到í.⑩........................................

•上•述•命谢与•我•们•前•面•提•出•的•社•会主义企业对价格没有特别反 

应的论断之间是否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前面我们说过，在传统经 

济管理体制下企业的预算约束是软的，甚至改革后也没有变硬。 

但是如果这是确实的，卖者为什么要努力提高价格？买者为什么 

要力图通过支付高价来影响卖者？

我认为完全不存在任何逻辑矛盾。不过我们必须避免用粗略 

和不精确的方式来解释本书前面提出的命题。我们曾经着重指 

出，软预算约束不仅表现为企业把一切可能提高的成本都转嫁给 

国家，而且还表现为它通过提价的形式转嫁给自己的买者。我们 

曾经强调指出，尽管预算约束是软的，但企业对盈利性并不是漠 

不关心，而且当制定产出构成时，它确实会在某种程度上对产出 

价格作出反应。⑪

矛盾并不在于我们的分析，而在于价格形成中企业的地位和 

卖者与买者的关系。我们在分析中已多次使用过的两个方面将有 

助于我们理解这种关系。一个是瞬间、短期和长期过程的明确区 

分，另一个则是买者和卖者间的不对称性。

我们先来考虑作为生产者和卖者的传毁的社会主义企业。它 

对采取那些直接或间接促使价格提高的A4具有双重兴趣。

(1)企业得到一份紧的短期生产计划。带有最强的物质和精 

神刺激的最重要的计划指标是总声富计划。(见3・2节)企业如果 

尽量生产较昂贵的产品就很容易完成既定的短期计划。也可能出 

现上章所描述的情况：在既定价格下，企业尽可能多地把较昂贵

⑩关于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通货膨胀的区别，可见马克卢普(1960>,拉德诺蒂 

(1974)和奇科什-纳吉( 1975a)。

⑪关于企业定价对软化预算约束所起的作用的重要意义，见13・5节，关于盈利 

性，见13・9节，至于对产出价格的反应，见14・6节s 



的产品编入（日或周的）生产作业计划。产出构成的这种变动会引 

起平均价格水平的提高。

第二种方法可能与第一种同时并用而且与之相互作用,这就 

是公开或隐蔽的提价。

（2）中央规定的短期计划也包括财务、成本和盈利指标。确 
实，这些指标的作用小于总产量指标；山是é府南金血后展影响 

到企业的决策，也许还会影响其财务地位。如果在实施短期计划 

过程中成本提高了，如果盈利未达到计划的要求，就会使企业处 

于不利地位。这就促使企业经理至少以隐蔽的形式提高价格（在 

这里可以看到成本推动的价格漂浮因素）。

这两种因素都不是特别强烈；它们只是在短期内影响企业。 

经理们很清楚，当制定下一个短期计划时，已经达到的财务指标 

将作为上级部门制定下一个生产和财务计划的基础。经理们知 

道，归根结蒂，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不取决于财务指标完成的结 

果。

虽然与广春提价的手？并不太强，但4书的抵制更加微弱。 

他可能认名：血果向卖会汇步，他就能博宿后者的好感，以及同 

这种好感一起得到他所希望的产品（这是一种需求拉动的价格上 

升）。⑫企业从完成生产计划或正在进行的投资项目中所得到的 

收益可能会超过成本的上升。下面的理由已经足够使它做到这一 

点，即：因为作为买者的企业在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卖者，从而， 

卖给它投入品的企业的所作所为，它自己也可以如法炮制。

总之，价格漂浮趋势虽然并不十分强烈，但仍然存在。自从

⑫我们回想一下4・7节，在那里我们初次熟悉了三方有咚这个概念。我们在那里 
提到，买者争取卖者的努力是这种态度的一次血质施分。第十四章在论述买 

者对投入品价格的反应时，我们提到了更多的组成部分。在这里我们描述另 

一个成分，即买者对卖者提价努力进行抵制的力量。各种不同成分共同刻划 

了买者行为的长期特征（这些成分也彼此影响）。

为简略起见，卖者态度的类似成分将不再赘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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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制改革以来，企业不再得到既包括生产、成本、盈利，也 
质括有新注5成;i的短期计划指标。因此它也就不再为了完成或 

超额完成这些计划而提高价格了。但是它对增加利润的兴趣提高 

了。无论是什么实际形式的物质刺激（按利润支付给企业经理的 

奖金、工人的利润分成、用企业内部储蓄进行投资的可能性，等 

等）。企业想赚取更多利润。利润的赚取可以促使它在使用其他手 

段的同时去选择生产计划表中那些高利润的产品，这就会助长平 

均价格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它将努力公开或隐蔽地提高价格。

生产者也许是由于成本提高而被迫这样做的（这是成本推动 

的价格漂浮九当然，作为最后的手段，企业会试图把较昂贵投 

入的负担转嫁给国家。然而，如果它无需请求国家的帮助，而是 

能够以几乎使人觉察不到的方式把负担转嫁给买者，它会感到更 

加稳妥。当然，即使成本没有增加，仅仅为了更高的利润，努力 

提价也是值得的。

但是我们必须补充说，提价的冲动并不十分强烈，即使在利 

润动机存在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如果这种努力成功了，当然很 

好。但是，如果没有成功，也不会因此带来任何致命的危险。

本身也对利润感兴趣的买者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抵制 

卖者可能符合他的利益，因为提高成本终究将损害他自己的盈利 

性。另一方面，由于已讲过的原因，他的抵制将被削弱，他甚至 

可能去抬高卖者制定的价格（这是需求拉动的价格漂浮）。他生活 

在短缺经济、数量冲动和扩张冲动的气氛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对 

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获得投入品。如果确有必要，他宁愿支付 

高价。如果这使他自己的成本提高，他也会努力把它转嫁给自己 

的买者⑬或国家。

⑬一个有趣的案例研究中的一段话很能说明这一点：“企业……不断寻找机会提 

价。与此同时出现的材料成本的增加使这种企图成为可能。……各主管部门 

之间达成协议之后，有关各方都大幅度地提高了价格。”见文斯（1977年，第 

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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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假说如下：对利润的兴趣如不与相当硬的预算约束相 

结合，就会强化价格漂薄血面：自人&金自泉，•爰善瘟林山隽务 

而安者需看和由软副衣加施宁，山显金春后关于启会。......... 

'由庄亩以。由黄委南二0性施如臬莪心在静态结构 

中和亚微观层次上寻找价格形成中卖者和买者的关系，猛后南翼 

趣是莪磨木南鬲。.我们在这里得到一个“零-和博弈”。买者失去 

的与卖者得到的相等，反之亦然。

但是，如果我们在动态结构中和微观层次上观察这些过程， 
观察许多产品，以及买春表者间的循麻美素就商买销售的不断重 

复，那情景就会完全不同。这不再是一个“零-和博弈工 买者失 

去的东西不会都被卖者所得到，因为他总能把暂时的损失转嫁出 

去。

15-6短缺和成本增加的影响

让我们暂时继续讨论？西他对价格的影响。我们假定在某社 
会主义经济中，经济管理出副后对企业实行的物质和精神刺激形 

式是既定的，预算约束的正常硬度等等也是既定的。有哪些其他 

解释性变量影响着价格漂浮倾向？

• •底密金们不企图论述的完整性，但我们还是要强调两类现象, 

即短缺和发生在企业外部的廖李增期的影响。上节已多次涉及这 

两拜血象，不过现在我们还靠祜梅隹细地讨论一下。

上节我们考虑了一个因素，即几乎苛净影响着整个企业部门 
的企业动机。现在我们来考察在特定市宫工以不同强度起作用的 

一些因素。

我们从短缺的影响开始。上节我们说明了买方企业对卖方可 
能进行的提加版少作出抵制；实际上，它自己可能主动提价。我 

们注意到，这种现象可能出现于传统企业之中，但是经济管理改 

革之后，它的势头得以加强。现在我们可以断言，这种现象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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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程度取决于有关投入品的短缺强度。在某特定市场上，短缺 
越强：卖者就越是容忍卖者对投入品价格由公异会应法南提高: 

而宜他白巨山旋富庶熹异由高价:后血言磁盘破苗自应拜素条拉 

防废仓,.主森标M击窃而会。市场能够最明显地感觉到。建筑业 

价格的持续上升可以作为一个例子。这是投资市场长期紧张的特 

有的后果。

事实上，我们在这里已经得到了一个单向的因果关系。高度 

短缺引起价格上升，但是不存在反向关系；高宿格不会导致泉家 

在表山将经菱缸.在金施加官安工,.主得较高宿自需卖会显二不 

育存南苏法；在得到了迫切需要的投入品，也许他的处境将会比 

他的竞争者好一些。他的短缺强度暂时减轻了，但是在微观和宏 
观层次上，对连续进行购买的整个企业部门来说，正磊区壶碗叠 

展也青鹿轻。在供给方面，相对价格可能暂时影响到产出构成， 

但是它们基本上无彭响总产量（见第六章和第十四章）。但是，最 

重要的不是供给，而是需求。即使在较高的价格下，一切企业的 

需求也几乎都是不可满应自（见第五、十三和十四章）。因此，实 

际的短缺强度继续围绕正常水平波动。我们将在本书后面几章中 

再回头讨论这个极其重要的命题，即价格水平的普遍提高并不减 

轻正常的短缺强度。

现在我们转向琴厚座车的影响。在买者-生产者企业外部起 
作用的哪些因素会豆丧应束上升？

（1）进口材料、中间品或机器设备的国外价格的提高。如果 

国家不进行干预，如果以不变汇率折算为国内价格，国外价格上 

升就会引起国内成本的增加。

（2）国内生产的材料、中间品或机器设备的价格的提高。至于 

它为什么会提高，这是另一个问题，上节和本节提到的每一个因 

素都会起作用。但是，如果价格提高了，就会增加我们企业的成 

本。

（3）由于企业不能控制的原因，例如因为政府调整工资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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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等等，名义工资和与工资成本相连的税收可能以高于企业劳动 

生产率提高的幅度增长。（工资的决定将在第十六章详细讨论。）

除了上述企业外部因素的作用外，企业内部的因素也可能起 

作用。

我们回想一下12・5节描述的相互关系。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 

是U型的。随着生产能力更加充分地得到利用，边际成本越来越 

急剧地上升。生产日益经常地碰到资源约束并造成一些有害的后 

果。强制替代更加频繁地发生并增加了成本。加班加点更为经 

常，浪费更为严重，产品质量更加低劣，机器受到损坏，等等。 

出现了不断增长的囤积投入品存货的趋势，这就进一步增加了保 

管费用和应付利息。总之，一方面生产能力高度利用和短缺，同 

另一方面边际成本急剧增加2面,♦春云着毒而角亲素：星磁通狂 

金录足防而施本瑞前加南应南秦因桌叠麻福於天工异。''*' 

一 %丁山手袅石城盅应新由巢亲素：ààààTéi5-2o图中 

每一个框都象征一组现象。各框都由大写字母（M, Z,等等）表 

示。字母旁的下标i指第i个产品组,而那些无下标的字母指整个 

企业领域。除了最右边的框以外，每个框都代表一个解释性变 

量。右边的框表示被解释的变量，即由分散因素引起的称富濠浮 

倾向，pj……（í•这.是一个国家价格指数；它指的是在（I） 

年和t年之间第i个局部市场，在价格只受分散因素影响时的情 

况。

事实上，图15-2阐明了解释性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也 

就是说，它概述了一个价格漂浮函数。上面的解释表明了从属的 
方向及函数的某些特征；底亮委后将这种关系的性质和数量特征 

并没有充分了解，因此不可能精确地加以描述。

图中从左到右的箭头表示因果关系的主要方向。⑭但是我们

⑭为了简化这幅相当复杂的图形，我们不再说明软预算约束与短缺之间的那些 

已在前几章广泛讨论过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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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即存在着两方面的相互作用，这就是说， 

也有从右向左的箭头。

其中之一是"价格，成本，价格”螺旋。框Ci, Pi, c,然后 

又是Ci,由一个京丘在二意。声m组•而生声者的成本增加了， 

这就使价格指数PJCCC"1r提高，使产品组k, j,等等的成本 

增加,并提高了这些产品的价格；这可能再次增加产品组i的生产 

成本，如此等等。这种现象在成本通货膨胀理论中已经众所周 

知。

另一种相互作用发生在价格漂浮倾向〈型P D与预算约束的 
软的程度（框M）之间。一开始我们就强调过；软预算约束可能表 

现为两种形•式。企业可能把它的损失转嫁给国家，也可能把它转 

嫁给买者。约束越软，买者就越得忍受这种转嫁（因为它能够把 

自己的损失转嫁给他自己产品的买者或国家）。预算约束“变软》 

的原因正是因为这一点到处都在起作用。在此意义上，框Pi和M 

所指的现象同时既是原因又是结果。

图15-2价格漂浮倾向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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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国家对企业间价格的干预

图15-2介绍了提高生产者所交换产品的价格的?西作过程， 

我们现在把注意力转向对价格的集中控制。不仅官方.的•声•明，而且 

实践经验也证明，在社会主义经杯市国家价格政策最重要的目标 

之一就是价格的稳全；如巢由豪也看表元亩命身基在冢这.日后 

标,.前公仓至j妻疯过努力制定价格提高的上限来有力地抵制价 

格的螺旋上升,并使价格保持在计划水平之内。价格政策也有其他 

目的，但是如果不同目的之间发生矛盾，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总 

是要优先考虑稳定性。⑮
' 我府南E 表示中央价格部门在t时刻期望的价格指

数。它表示经济领导者确定的期望水平。争呼价格靠金PP)如 

下：

PI(t) = P1 Pjeair(t) + (l-P|) pjecenrj) (15-1) 

丽中央期望的 

格指数I参数I价格指数

左边的价格指数P,(t)是一个个后数量，而指数P产"⑴和 

P/ecen“(t)都是事前数量。
在这个公式中；套数巴度量市场i中国家磐迪价格漂浮的有 

效程度。如果Pi= 1,抵制是彻底的；国家期董山价格水平就会 

实现。如果巴=0,中央部门方面就没有进行任何抵制，价格水 

平完全是分散化过程引起的结果。在抵制参数取中间值的情况下, 

存在一些抵制，但分散过程引起的价格漂浮也在某种程度上起作 

用。这种中间状态〔OVP, VD是企业间价格形成的最大特点。

分散化过程形 
成的价格指数

⑮我们强调上句中的限制词“大多数”。也许有这样的时期，由于各种考虑，经 

济政策并不把价格稳定放在首位。但是，如果我们纵观任何社会主义国家几 

十年的历史，上面所说的时期似乎只是例外，它们并不可能使优先考虑价格 

稳定这一通例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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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与下一章出示的关于工资的关系式（16-11）类似。 

我们在那里描述了一种自发的工资漂浮倾向，在这里则是一种自 

发的价格漂浮倾向；与这里一样，那里的参数％也表示国家对这 

种倾向而抵制。我们希望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存在那 

种保证价格或工资稳定的"内在"机制。.相庭,.“•内•於征前而奉立 

函池立真看桎麻谢旺盅上•涨・的府氤如巢价格相。稳•定・，应届款 

我辰副上涨山嘉巢í0•如夏抵•制说去了（即P,减小了），价格和工 

资漂浮倾向就会进一步加强。

在第十一章中，我们指出消除失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成 

就之一，但最终这并不是经济管理或经济政策造成的结果。这种 

制度运动的内在规律迟早会导致消除失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 

另一个成就是，尽管在一些发达的和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通 

货膨胀加剧，但是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地保持了价格的稳定，或者 

至少使膨胀不超过相当低的水平。这第二点成就与消除失业相反， 

并不是自动产生的。它不受内在运动规律的保证，而只是通过积 

极的政府措施才获得的。

中央价格政策的工具是什么？

（1）最明显的干预方法就是规定管理价格。虽然适于使用这 

种方法的环境确实不太广泛，但它仍可能是非常有效的。我们仅 

需要回想一下最重要的原材料、能源和半成品的价格是能够很容 

易地得到管理的，固定这些价格对于使用它们来生产的那些产品 

的成本与价格会起到稳定的作用。

在经济发展的低水平上，比较容易通过规定管理价格来保证 

价格的稳定，因为大部分产品的价格很容易管理。经济越发达，

⑯奇科什-纳吉认为“……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中，如果政府不调节价格，价 

格水平就会更高。换言之，货币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起作用：它们的膨胀效 

应只能受到价格规定的阻止。……在长时期中，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价格水 

平是上升而不是下降，尽管个别产品的价格经常降低。”见奇科什-纳吉（1975 

b,第 146, 151 页，和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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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差别就越大，因此，正如15。3节指出的，能够管理的价格的 

比重就越小。如果价格部门仍企图主要靠固定价格来保持价格稳 

定，虚假管理价格将更大量地出现，价格漂浮倾向也会以伪装的 

形式出现。这种情况也可以这样来表达:政府对价格漂浮的抵制， 
即公式(15-1)中的参数%，是产品差别的.递•瀛函.数í................

(2)如果成本推动趋势融血,.本员看亲命行前能会通过国家 

再分配来改善企业财务状况的方法阻止价格上升。它们可能补贴 

整个企业，或补贴特定产品。或者，如果企业已经在接受这类补 

贴，那么补贴还可以增加。也许还可以用减免税收或某种其他方 

式减轻企业负担。犹如从过热的锅炉里释放出一些蒸汽，以减轻 

内部的压力。

不过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工具。一方面，它可以立即制止问 
题的蔓延。一笔在适当地点和适当时刻发放的政府补危,.能够打 

破"成本，价格，成本”螺旋。另一方面，国家对企业的补贴瓦解. 

了士气，企业不再感到有压力去降低成本。预算约束变软了，正 

如我们反复强调过的，这直接导致短缺的继续存在，而后者又扩 

大了短期和长期的价格漂浮倾向。(见图15-2所示的相互关系。)
(3)'官上汇直接方法一起的还有计算成本的间接方法，即确 

定哪些项目能计入成本，以及多大的利润可以加在这样计算出来 

的单位生产成本之上。如果经常进行全面核查，看看规章是否得 

到遵守，如果违犯必受处罚，那么企业的提价努力将受到抑制。

国家干预可以通过控制舆论的影响，通过报刊和政治组织 

而得以补充。它可以形成一种谴责公开或隐蔽提价的“社会风 

气工

这些间接作用的影响是有限的。它们可以限制价格漂浮倾向， 

但是不能控制它。

(4)关键问题在于买者的需求约束是否能够抵制卖者的提价 

努力。现在我们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在后面考察家庭需 

求，讨论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掌握的货币总量时再谈。只有在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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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才能着手需求的宏观分析。但是，从企业部门的微观分析已 

经看得很清楚，企业公占前生产所需的投入品，特别良力投资的 

需求，几乎是不可满足的，这主要是因为它们的预算约束不硬， 

它们的财务地位不能有效地限制其购买意图。注意到了这一点， 

即使没有进行充分的宏观经济说明，也能证明我们提出的下述论 

断是正确的。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主管部门不是用财政和货币政策，而是 
用价富的土底窥索秦标抗整位血如声星鬲济富蠢。楹向；它后茬 

交翁梅建é富庇同质：底鲁定血盘而由应：应庭位生而效果是有 

限的。

我们现在暂时回到公式(15-1)。

在价格形成的集中和分散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一方面， 

导致价格漂浮的分散化的倾向影响了政府措施。在许多场合，管 

理价格只是单纯“批准”分散过程终归会形成的价格，如图15-2所 

示。或者,假如一种管理价格大幅度地偏离了企业所希望的水平， 

企业就可能得到财政支持，否则它就会抵制给它带来损失的管理 

价格。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国家价格政策期望的价格指数(公 

式(15-1)中的开始就与企业间契约可能形成的价格指 
数p严印“相差无几。

另一方面，中央有关部门和"社会风气"对提价的积极抵制会 

造成一种抑制性影响。企业做得过分对它并没有好处，因为可能规 

定严格的管理价格,或用税收征走"超额》利润,提高价格的企业也 

可能被公开揭露。这种自我约束会使价格指数Pié""和PJ" 51r 

彼此靠拢。

15-8论价格理论的背景

在我们结束对企业间价格的考察之前，我们将就这个问题的 

鸟单背景作几点评论。理论喜欢纯粹的情形，如(a)“单位成本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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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利润的价格》,⑰或者，〈b”使供求平衡的瓦尔拉斯均衡价 

格"，或者，(C)“完全人为规定的管理价格。”存在着三种纯粹情 

形的范例。但是，这些模型主要是为了便于对这个问题进行理论 

分析，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令人满意地描述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 

间价格的形成。前面的说明包含了所有这三种纯粹模型的要素， 

这并不是因为作者特别赞赏某种与纯粹模型相对的折衷理论，甚 

至也不是因为根据个人价值判断，他愿意得到不同价格模型的某 

种综合。这只是因为，正如我们所揭示的，实际经验展示的是各 

种纯粹价格形成原则的一种特殊的混合。

据(a)来看，成本增加推动价格的提高。这就在价格的实际 

发展和以成本为基础的价格形成规则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但是 

承认这种关系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经济按照“价格=单位成本+ 

正常利润'的原则运行。仅仅由于在这种制度下不存在正常利润， 

就可以否定这一原则。⑱

我们要重申前面强调过的内容，即在我们的体系中，“正常标 

准”不是一个简单的统计平均数。当然,个别利润率确实具有统计

⑰京典经济学家的价格理论，尽管它们相互间有实质性差别，但都一致认为， 
赛云主义经济都是根据“成本加正常利润”的价格形成规则运行的，至少这是 

二盛冠嬴(基号与广砂塔模型，笆李寿年笺然的价格理论，都详细阐明了 

这一点。见a宣电(扁í二1894a, bk，M看未不用数学模型表示这一点的尝 

试。布罗迪(1964, 1969, 1970)作出的贡献是突出的。此外可见卡莱茨基 

(1964),卡尔多(1960a, 1960b),罗宾逊-伊特维尔(1973),和斯拉法(1960a, 

b). P ・埃尔德什(1976)发展了一种类似的方法，P ・埃尔德什(1977, 1978) 
进一步作了阐述。

某些就理论渊源来说不同于李嘉图和马克思思潮的经济学家，以经验观 

察为基础,也详尽阐明了“成本加成”规则。

但还应当指出，同样依靠经验观察的另一些人否认《成本加成”价格形成 

规则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起作用，即使只是作为一种主导的趋势。

描述资本主义经济中价格的发展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是正如我们现在 

所示，'成本加正常利润”的原则确实没有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价格形成的主导 

规则。 ' '''

⑱在这里我们不阐述单位产品的利润(用单位价格或单位成本的百分比表示)和 

利润率(用资本百分比表示)之间的精确关系。讨论这种关系可能是多余的， 

因为我们的命题只是否定的，其中任何一个变量都不存在正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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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数。但是只有当使偏离正常值的个别利润率回到正常值的社 

会机制起作用的时候，它才成为正常利润率。在社会主义经济中， 

这种机制的要素在政府干预的形长由可以看到。严重的亏损不能 

长期忍受，但在普遍修定价格的过程中,.迟早要设法消除它们 

(尽管有相当多的例外)。“超额”利润也迟早要被税收征走。但是 

这种机制通过"间歇性"干预，在大量摩擦和延滞的条件下运行。无 

论如何，被重新分配的仅仅是利润。构成该过程基础的资本没有 

被重新配置；实际资本并不从亏损或盈利较少的地方流到盈利较 

多的地方去。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形成任何统一的，社会普遍 

接受的正常利润标准。

根据(b),未得到满足的需求会促使买者提高价格。这就在实 

际价格发展与建立供求均衡的瓦尔拉斯价格机制模型之间形成了 

一种关系。但是需求拉动通货膨胀趋势本身，即使没有政府价格 

政策对它的抵制，也不能保证持久的瓦尔拉斯市场均衡状态。如 

果维持短缺的社会经济条件、控制机制、动机和行为规则都已形 

成，价格上升趋势与保持高短缺强度的非瓦尔拉斯正常状态便可 

同时翼孟。⑲

•.常福(c),国家为产品制定管理价格。这种价格可能根本不同 

于“成本加正常利润力的价格或“瓦尔拉斯均衡价格”。在这一点上， 

现实有点类似于第三种"纯粹"模型，即"人为规定的'管理定价模 

型。但是事实上，在具有差别产品的发达经济中，许多价格都不 

可能加以管理。实际价格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分散化过程的影响。

三种"纯粹"价格形或规则的结合比例是不变的。它们任何时 

候都取决于经济管理的形式、价格政策、经济发展水平和当前的 

经济形势等因素。但是，三种“纯粹”规则总是结合在一起，这一 

点似乎是价格形成的一般在南。•在í社荟主支全凉市,.些应间交换 

的产品的价格是由政人价寤在策而》翻花作向在施共高。施藏.

⑲ 关于货币的第二十章和讨论宏观相互关系的第二十一章将详细论证这个陈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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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工 资

16-1引 言

虽然我们在第一章已经指明，全书是以匈牙利经济作为背景 

展开的，但在论述工资的本章中，还是应该在一开始就强调指出， 

这里所谈论的主要是匈牙利的经验。①至于这里的论述在多大程 

度上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具有一般意义的问题尚有待于探讨。

我们只讨论国营部门，即国营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支付的工 

资,②不涉及合作•社•支付给其成员的货币收入。同样地,我们也不 

考察从企业和非营利机构部门以外得到的个人收入。

我们所要分析的主题之一是中央工资政策，大政方针由最高 
政治领导人和政府在与工会的主富金显人血夜之后决定，而其实 

施对于整个经济体制来说是强制性的。

当今世界各国政府都有工资政策，不论其是否是强制性的。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中央的工资政策实际上是强制性的。因此， 

分析工资必须从中央工资政策开始。在国民经济计划中，几乎没 

有任何指标比工资指标完成得更准确，相对偏差更小的了。这是 

一个可以很容易为资料所证明的经验事实。

这不仅仅是因为计划者的预测在这一领域特别准确，虽说这

①同时，我们避免对匈牙利的现状进行过分详细的描述。我们试图从匈牙利的 

经验中得出更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

②匈牙利的经济学术语也象其他国家的一样，对蓝领雇员的工资和白领雇员的 

薪水作了区分。在以下的论述中，“工资”用作表示这两种收入的共同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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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部分原因。政府手中掌握着有效手段来保证强制贯彻其中央 

工资政策。我们不讨论为什么经济管理部门希望并且能够比计划 

中的其他许多指标（例如投资支出）更严格地贯彻工资指标的问 

题。这里我们仅仅陈述事实本身，并注意用于执行工资计划的某 

些手段。

“工资货nr和“非工资货币”是彼此分隔的。稍微夸张一点可 

以说，即使是在国内，货币也并非完全是可以通用的。企业或非 

营利机构打算或实际已用于工资的货币是“贴有标签的”，并与已 

经或将要用于其他目的的货市明确划分开来。经济活动的每一个 

领域都是如此。从计划领域开始：在货市流通计划中，用于支付 

工资的货币是单独二度,与此类似，在生产成本中工资也被单独 

处理，等等。贷款也是这样，用于工资的贷款与任何其他贷款严 
格地划分开来。•③•无论在经济管理的哪一层次,对于每一个实际支 

包性等都进行严格的划分。“ 1福林=1福林”的原理不再盅席； 

云扇二场合下，都要问：“我们是把这一福林用于工资呢,还是用 

于某一其他项目？"划分最终表现为各种形式的会计核算。工资在 

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的帐目中自然是单独处理的；颖5素统对用于 

支付工资的贷款单独记载；在官方统计中，工资也受到特殊对待。

这种全面划分的作法本身就很重要。它不仅使事实清楚地呈 

现出来，而且使每一个决策者都考虑他的行为是否会直接增加居 

民的购买力。但是，除了这种教育和纪律方面的意义而外，划分 

的作法主要用来加强各种行政设施，以阻止两种货而自由转换。 

许多情况下，在使用作工资的货币不被用于非工资目的和反向的 

作法这两个方向上起作用的限制并不是绝对的。大多数情况下， 

它不过鬼我对一个方向起作用的“阀门”：使非工资货币不被用于 

工资。这种禁令的方式多种多样,并不是在所有的部门甚或在所有

③目前，匈牙利的企业利润耳网也是把用于投资的利润和用于个人收人的利润 

严格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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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时期都一定是完全一致的。在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时期， 

工资基金用严格的条款规定下来，并且对每一个企业都具有约束 

力：禁止以任何名义超出严格限定的数额。虽然限制企业开支总 

额的总预算约束确实很软，但对于开支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工 

资的预算约束却很硬，它有效地限制着企业的行动自由。

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以后，工资基金不再用严格的条款予以规 

定了，但工资支付仍然以某些方式受到限制。一些基金不能用于 

工资，或者只是在详细规定的条件下才能用于工资支付。这样， 

每一个企业都必须积累所谓的"储备基金"。虽然这些基金是来自 

企业的储蓄，但企业经理无权以增加工资的形式把它们直接分给 

工人。国家预算不仅规定了非营利机构的开支总额，而且规定了 

在这一额度之内用于工资的是多少。我们不再举例，这些例子意 

在说明，各种行政禁令是如何阻止非工资货币转换为工资货币的。

法定的禁令有学则制度作为补充。给企业管理人员的奖金， 

除了其他方面的考点以外，总是与遵守工资纪律密切相联系的； 

仅仅是这种联系的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若干次变化。最初， 

奖金取决于是否遵守绝对工资基金而定。以后，各种相对指标也 

起着一定的作用，例如，按企业全部职工计算的人均工资情况。 

还出现了一些奖金方案。这些方案在可接受的工资增量和劳动生 

产率的提高之间建立起一种函数关系，同时排斥生产率没有增长 

就增加工资的作法。自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以来，主要以间接的 

方式（通过金钱刺激）维持工资纪律的方法变得越来越突出。例如 

使企业利润的累进税成为个人工资收入增加的函数。我们没有篇 

幅来进行详细的描述，只希望强调这些方案最重要的共同特征。 

以上所说的以及与此类似的各种奖励形式都使得企业管理者在节 

约"工资福林》（而不是简单地节约福林）方面有一种经济上的利 

益。这种经济刺激有许多"精神的»鼓励作为补充。每一个管理人 

员，从车间主任到政府部长，一定要向他的上级说明工资支付款 

项。如果超过了预算，他将受到斥责。每一个管理人员都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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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何时评价和判断他的工作，遵守工资纪律都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标准。

在改革以前的讨论中，这一作法经常遭致尖锐的批评。批评 

者指出，这种方式很容易导致浪费。决策者倾向于对非工资投入 

抱随便的态度，如果这样做他能使工资开支保持在所规定的限额 

以内的话。值得指出的是，相同的现象被许多观察社会主义经济 

的西方人士所清楚地看到。④•通•货论胀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最严 

重的问题之一。虽然各经济学流派的解释互有分歧，至少有一些 

经济学家认为，提高工资的压力造成的工资一物价螺旋是主要 

原因（或者是主要原因之一）。对于沿着这条思路推理的人来说， 

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人的作法和惯例可以当作样板。他们认为，把 

“工资开支”和“非工资开支"分开，并在每一级管理层次上（从最 

小的决策到最大的决策）给予“工资开支”以特别注意的作法是有 

道理的。在社会主义企业的日常管理工作中；•对于工资膨胀的恐 

惧已经变得比在当代资本主义企业中更为根深蒂固。

社会主义经济的中央部门拥有贯彻其政策的有效手段，但羊 

不能从这一事实得出结论说，这种政策是主观武断的。中央部门 

元露因为有决策施央0匈贯彻这样一种希望，就作出任何一种决 

策。政策虽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但很有限。本章以下部分就讨论 

这些限制。我们特别要证实，在工资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是否存在 

长期的规律性。“政治家"不是一部机器的外部操纵者，可以随意 

歉下按钮，转动手柄。“政治家”是系统的组成部分，⑤他对一定 
的信号作出一定的反应。•在王资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是否考卷在扁

④ 例如，见怀尔斯的文章（1974）。一个春周经济学家意识到社会主义经济管理 

体制的这一特征，这是可以理解的。亩击它是英国经济中存在着的一个关键 

性问题。

⑤在林德贝克的论文中（19763用数学模型构造者的语言谈到“，内生的政治家”， 

并把它与建立模型的标准原则加以比较，这些原则总是把政策看作是系统的 

外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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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法则”或决策程序呢？作为决策起点的信号和反馈又是什么 

呢？

最后一个问题又与另外一组问题密切相关。工资对于就业和 

劳动分配有何影响？这是最重要的"反馈"要素。如果既定的工资 

政策使得劳动分配不合于当局者的要求，那么，不是分配计划必 

须修改，就是工资政策必须修改，或者两者都必须修改。

这两组问题——决定工资政策过程中的行为规则和工资对劳 

动分配的影响——将是以下讨论的主要问题。本章的后半部分说 

明了开头的几节如何与本书的主题一一短缺和“数量》调节相联 

系。

16-2短期工资政策的决定

我们试图描述决定短期工资政策的程序。⑥使用“程序”这一 

术语是因为我们这里面临的，不是单一的、同时作出的、巨大的 

决策体系，而是一系列局部决策，其顺序部分来自于它们之间的 

逻辑关系，部分出自于政治和经济上的各种考虑,只有在一个问 

题解决之后，才能作出另一个选择。虽然我们要谈到程序，但我 

们不想造成这种印象，似乎社会主义的计划实践中是用形式化的 

程序和计算机来决定工资政策的。计划者当然是从数字分析开始 

工作的，但继而就试图通过各种讨论使他们的预测和计算结果一 

致起来。争论和讨价还价使最初计算的结果不得不再三加以修改。 

我们的程序是人们实际协调过程的抽象描述性模型。⑦

⑥在展开论述16・2节时，我利用了科瓦茨的论文（1975）。

⑦这个描述极其粗略：它所表明的内容并不比标题所表明的多出多少.大部分 

公式是定义性恒等式。只在若干地方出现决策规则。

这里的描述带有粗略的特点，原因之一是其中一些相互关系在以后论述 

家庭消费、消费价格和货币的几章里将予以详尽阐述。这里考察的程序是后 

面论述的概要。另一个原因则是篇幅所限。我们被迫舍弃一些极为重要的问 

题，因为那些问题将使我们远远超出本书论述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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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计划是一反复进行的过程。以下我们描述一个由七个步 

骤构成的循环过程，如果参数发生实质性变化，这些步骤可能全 

部或局部出现若干次重复。例如，计划者获得了新的信息，或者 

对于联系工资计划和计划其他部分的参数出现了新看法的时候， 

就是这样。.

步骤1 :家庭消费总量。计划者在此是与实物量打交道,货 
币方亩区向题麻春后亩？仪论述。⑧对家庭消费,水,平的预测是与 

计划的其他基本指标（生产、投资、对外贸易的实际差额等等）一 

起作出的。虽然计划过程的这一部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里 

我们不能对此加以分析。我们仅仅强调从消费方面限制最高领导 

部门可接受的计划范围的那些相互关系。

下面两个公式在匈牙利制定实际消费计划的工作中已经使用 
了十到二十年;⑨.

人均实际消 

费增长率

三
人均实际消费增长 

率的容忍下限

(16-1)

人均实际消 

费增长率

■
人均实际消费的正 

常增长率

(16-2)

这两个公式右边的数量是该系统特定的参数，它们视具体的 

政治经济条件可以较大，或者较小。在以往的十年至十五年里， 

许多匈牙利的计划者认为，实际消费水平每年增长3〜4%是“正 

常的》,增长2%是“可以容忍的”。

我们使用"公式"这个词，因为在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意识中， 
它似乎是一个必要条件或目标，是一种渴望达到的水平í委们所 

面临的不是硬物质约束，而是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行为约束，这种 

约束可能会被一定时期特定的决策所突破。然而，不仅如此。无

⑧为了宏观计划的目的，生产、消费等等的实际水平是以固定价格按总量计算 

的。

⑨见霍奇（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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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这个问题在计划者的意识中是如何形成的，这里是一种在历史 

上可观察的趋势在实际发生作用。这个假定可以由经验加以•检•验二 

如交亲手人庙湎素永定而山由原列资料显示的趋势是不断增长 

的，如果各数值的离中趋势不太大，如果几乎在一切场合数值都 

是单调增加，那么这个假定就被证实了。根据我们的假定，公式 

（16-1）和公式（16-2）表示的相互关系是按照随机规律运动的。这 

是该体制的主要成就。（当然，人均实际消费水平停滞，甚或下降 

的情况不能从理论分析的可能性中排除。但是，把这些情况考虑 

在内，就得研究与本书所考察的极为不同的决策机制）。

至于以前讨论过的正常值，我们在这里也要声明，正常标准 

不仅仅意味着一个随时向疲动的变量具有某种时间趋向。如果在 

系统偏离正常标准的时候，存在一种控制机制迫使系统趋向正常 
标准，我们也就有理由谈论“正常标灌吸有走着控制生活水平的 

提高这样一种机制，虽然分析这种机制将远远超出本书的范围， 

从而进入政治社会学的领域。遏制生活水平的提高，或者使生活 

水平绝对下降，越过公式（16-1）中的下限，或迟或早要带来严重 

的政治和社会后果，造成局势紧张，甚至震荡，⑩经过或长或短时 

间以后社会被迫对此加以改正。朝相反方向的偏离则与投资饥渴 

和扩张冲动发生冲突（也许给外贸和国际收支平衡带来困难）。如 

果一个国家的消费增长超过正常速度的话，这个国家的消费就是 

超出它的能力之外，通常会造成消费增长的迟缓。

尽管公式（16-1）和（16-2）很重要，我们还应当注意这个事实， 

即它们与以下几种现象是并行不悖的。

（1）△季消费增长率不是固定不变的，减速时期和加速时期 
交替出现。’.

（2）增长量在居民的不同阶层中间并不是均匀分布的。

⑩这点早在10节联系投资周期予以讨论过。我们在那里强调说，对于生活水 

平的增长存在最低的"容忍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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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人均消费水平提高的同时，短缺可能继续存在，强度 
甚手增期；安除清毒自年妾奔水之嶷使痘磁向金自泰：应两会2 

而质亲家既不是正相关，也不是负相关。消费量可能一年比一年 

更多，而消费者却继续在排队、等待和实行强制替代。这些将在 

第十八章中加以论述。

步骤2 :家庭消费的商品总量。应当从家庭消费总量中减去不 

是由房良丽买•，甫塞出区福市总弼接受的那些项目。以下几章将对 

这种差别进行更详细的讨论。计划经济——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术语来说——把由家庭购买的物品的消费称作商品消费。

在计划工作的这一阶段，把将要出售给居民的商品列成一张 

平衡公式。公式中的每一项都是以不变价格计算的总量：

家庭可购买 

的商品期 

末存货量

=

家庭可购买 

的商品期初 

存货量

+

消费品总 

产量+进 

口 一出口

-

家庭购 

买的商品 

量

(16-3)

总产量和进出口的数字是从计划的其他部分取得的。如果这 

些指标在编制计划的过程中经过修改，那么刚刚描述的程序就必 

须重新进行一次。

在编制年度计划时，对期初存货的预测是相当可靠的，然而 

决定期末存货应是多少却出现了问题。存货的规模（当然，还有其 

构成）影响着对居民的物品供应。第五章和第八章中关于这一方 

面就生产领域所作的论述，在经过必要的细节上的修正之后，也 

适用于家庭消费。如果存货减少，以下几种现象出现的概率就增 

大：排队现象更为频繁，队伍更长,等待和搜寻现象更多；强制 

替代也更多，而且更为痛苦；等等。但是，单单是存货本身增加， 

而存货构成没有任何改善，可能会使计划者担忧，觉得这是不必 

要地占用了可以派其他用场的资源。

步骤3：家庭商品消费的名义价值。只要预期价'格水平在很 

大程鹿上富通位在如由也窥出岛酸席手预价格的手段形成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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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消费价格指数很容易预测。这个价格指数现在取代了一开始 

计算实际变量时采用的固定价格：

对家庭销售

的名义价值
消费价格指数

对家庭销售 
X

的实际数量

(16-4)

邙零冬枣庠那1]的理会平粤寿。首先，我们把家庭部门作 
为一月盛在描秀寂直本福；右启亩质步骤5中，描述总量如何在 

不同居民集团之间分解。实际上，总量和分量预测多多少少是同 

时进行的：

消费者在物品 

和服务项目上 

的开支

家庭部门的 

现金期末存 

量

=

家庭部门 

的现金 

期初存量

+
家庭的

货币收入

家庭的 

其他货 

币开支

(16-5)

这是对平衡表极为粗略的描述。现金存量包括家庭手头的现 

金和银行存款两者在内。由于每个家庭的银行存款都可以立即提 

取，实际上存款的作用也就相当于现金。家庭货币存量的增加 

（即家庭的货币储蓄）将在第十八章讨论。

货币收入包括家庭从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得到的一切收入。

等式右边的第三项（消费者在物品和服务项目上的开支）必须 

等于公式（16-4）左边一项，并且又是与商品平衡公式（16-3）相联 

系着。这里，必须从方法论角度作一理论上的评述。在计划过程 

中，消费者在物品和服务上的开支金额从两个方面得至I], 一是 

（16-3）式和（16-4）式中的卖方,一是（16-5）式中的买方。由于这两 

个价值额得自于不同的初合在算结果，因此一开始6们并不一定 

互相吻合。但是计划者可以对他们计算的结果加以修正和改进， 

直到最终从两个方面得到相同的数字。计划者必须保证使它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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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为这是一个恒等式。即使计划不是准确地完成的，恒等式 
也成立。对家庭的宿督号家庭的购买显然是同一事件。计划工作 

中的这种等同与消费品的供给与需求是否相等毫无关系。即使在 

所编制的平衡公式中，家庭部门的商品购买额从买卖双方看是相 

同的，市场上仍然可能存在短缺或者滞备。

步骤5：现金平衡表的分解。（16-5）式中的家庭货币收入总 
额必加人减为:...............

家庭货币

收入总额
=

对在国营企业和非 

营利机构中的劳动 

所支付的工资总额

+

家庭部门 

的其他货 

市收入

(16-6)

其他货币收入包括：由合作社支付的货币收入，家庭自留地 

上的销售收入，个体手工业者和商贩的收入，退休金、病假工 

资、助学金、家庭补助、产妇补助等等。它们的金额一部分是由 

各种法规或者政府有计划的措施预先决定的，一部分则是在计划 

期之内作为生产和流通的函数而形成的。后者如农业工人的收入 

就是生产的函数。

分解式（16-6）不仅仅要求对个别项目的预期准确。在进行总 

量分解的过程中，中央经济部门还企图实现其收入分配政策。制 

定分解式（16-6）要对这样一些问题作出决策；血希底入房金如何 

在国营、集体和个体部门的劳动者之间进行分配，应该如何在制 

造业工人和农业工人之间分配，如何在城镇和乡村之间，在劳动 

年龄人□和领取退休金的人口之间进行分配，等等。

虽然还可以详细探讨对“其他货币收入”进行计划工作的以 

下一些阶段，鉴于本章开头所指出的限制，我们在以下两个步骤 

中将只探讨（16-6）式右边的第一项，即工资。

步骤6：工资基金中的指定部分和非指定部分。计划者对在 

以下几语宿况卡春应而余善疝疝向南上春良由显姿少进行估量。

（1）产量和劳动生产率按计划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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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治和经济领导人早已承诺的工资变动(通常是增加)付 

诸实行。

(3)除了(2)条件下的变动以外，工资率保持不变。

据此，国营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支付的工资可以分为两部分：

指定的工 

资部分

对在国营企业和非 

营利机构中的劳动 

所支付的工资总额

I非指定的I 
I工资部分

(16-7)

右边第一项是“自动形成的”。确实，这一项实质上已经受到 

政治和经济因素考虑的影晌，特别是与消费的普遍增长有关的步 

骤1,以及与收入分配相联系的步骤5。但是，当作出这些早期 

的决策时，工资总额中的指定部分就已给定了。只是余下的部 

分，即非指定部分，计划者可以“自由支配”，用来改变相对工 
资。⑪非指定部分通常是总额中很小的一个份额，因此，4爰相 

对工资的可能性非常有限。如仅从这点考虑，以前已确定的相对 

工资就具有相当的刚性。

步骤7：相对工资。首先必须确定一个比率。其分子是(16- 
7)式由五龙的二病,.而国营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所支付的工资总 

额。分母是在这些部门中的雇员人数。结果是每一个雇员的年平 

均名义工资。习惯上以月为基础进行分析。我们以0(t)表示国 

营企业和非营利机构中每个职工在时期t内的月平均名义工资。

下面一步是按职业分类。我们以Si (t)表示其职业是i的每 

个雇员的月名义工资。⑫下面为简便起见把限定词“每个雇员”和 

“每月”都省略，但当我们讲到平均名义工资或者是按职业分类的 
平均名义工资时，总是指上面由定文南J加3 i。

⑪在计划经济中，“工资政策”这一用语经常是仅仅指制定相对工资的阶段。

⑫当然必须满足下面这个平常的条件，

SUi (ON； (t) =<u(t)2,Ni (0 (16-8)
其中，Nt⑴是走职业i中的计划就近人数，33是与程序前面几个步骤相适 

应的月平均名义工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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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工作特别注意职业之间的工资比率，亦即相对工资。形 
成相对工资的因素将在本章稍后部分予以A述。这鱼真务察两个 

约束条件。一个是政治和社会的容忍限度：

W“t)=叫(t)/% (t - 1)三 1 ,对于每个i (16-9)

职业i中的 在时期t和(t-1)
名义工资
指 数 之内的名义工资

名义工资减少的情况几乎从未发生过，即使在计划相对削减 

工资的职业中也是如此。甚至对这些职业，工资政策也是试图保 

证名义工资至少有微小的增长。因此，约束条件(16-9)中的不等 

式几乎对所有职业都成立。这本身就减少了改造承袭下来的相对 

工资格局的可能性。

正如在步骤6所看到的那样，虽然工资的下降呈刚性，预先 
指定的部分也限制了工资当学的可能性。仅仅某iE资总额中的非 

指定部分可以用来改变相需土资。计划者正是把这部分金额在不 

同的职业之间进行分配。

我们对程序的考察可以在理论上引出以下的结论。关于工资 

的极端观点似乎都不能成立。一种极端观点认为，工资、家庭的 

实际消费量和预测的“生活水平”是计划工作的主要出发点，一开 

始就要由政治决策固定下来。只是在此之后的余额可以用于其他 

一切方面。另一种极端观点则把工资(或家庭的实际消费量)看作 

是一剩余物：在满足投资、生产性消费、非营利机构的消费和出 

口的需要之后的剩余才用于家庭消费。家庭消费是用来补偿其他 

项目特别是投资波动的缓冲器。就是说，如果投资高涨，家庭消 

费就相应地缩减，反之就增加。

这两种极端观点似乎都不是对实际情况的准确描述。正象上 

面七个步骤所表明的，实际消费量和名义工资两者都有着自身的 

运动，有它自己的生命。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一座度基 

真看“正常值”，还存在一种在时间过程中贯彻正常标准的控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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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还有有效的上限约束和下限约束。因此，实际消费量和名义 

工资既不是缓冲器，也不是剩余物。

另一方面，与家庭争夺使用资源的其他部门（即企业和非营 

利机构）也服从于若干上限约束和下限约束，也是正常标准控制 

在发生作用。家庭消费和名义工资按照这些实际过程和货币过程 

的相互调节而变化发展。
•亦场鲁试图预先协调这些过程。我们已经看到，虽然他们有 

一定的机动余地，但是他们的手脚却被束缚着。

16-3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对劳动总供求的影响

在工资和劳动的供求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以下 

几节就分析这种相互作用。无疑，理过工资和劳动在各部门、各 
行业、各工种之间的分配有着密切而熊系。这将在16・4节予以考 

察。但是我们首先论4或量水平上的相互作用，并为以下的问题 

寻求答案。

在企业和非营利机构部门中，⑬平均名义工资和平均实际工 

资的关系是什么？劳动的总需求（初始的和修正过的）和总供给之 

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两方面的关系之间又是什么关系？我们不 

企图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答案，而是提供只适用于社会主义 

经济的答案。

在实际领域中，这种关系朝一个方向发生作用。生产的增长 

伴随着嬴应南陪加，直到碰上劳动供给约束。从此以后，充分就 

业和劳动短缺⑭一直伴随着生产的扩展。生产的这种增长使得家 

庭实际消费量，从而实际工资增长。这种因果关系很简单，无需 

在此作进一步讨论。

⑬在忽略非营利机构，宏观指标仅仅与企业部门相联系的情况下，命题同样有 

效。

⑭以下我们的论证继续第十一章开始的思路，并且采用在那里引进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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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领域中，工资和劳动供求之间的关系就不是这样筒单 
了。在麻行委行的命题之前，让我们先看图16-1。这是表示劳动 

市场的传统的图形，标准的马歇尔供求曲线。假定消费品的价格 

水平不变。总需求和总供给都以人数计量。需求是“价格”的减函 

数，而供给是价格的增函数，“价格”在这里就是工资。在宏观水 

平上，工资和劳动的供求互相依赖，互相决定。⑮一些宏观经济 

学的论著认为这一模型是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实际劳动市场的正确

图16-1劳动市场的传统模型

描述。尽管这一看法似乎令人怀疑，对它进行分析还是超出了本 

书的范围。但是，我们愿意联系社会主义经济来考虑这个问题， 

特别是在文献中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图16-1的模型同 

样适用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劳动市场。⑯我们试图驳斥这种观 

点，因为经验已经表明，用马歇尔供求曲线描述社会主义经济中 

劳动总量市场的特征是不合适的。

认为工资是“粘性的”或“下向刚性的”著名论点改变了传统模 

型。即使市场上劳动供给过剩，削减工资的情况也很少见。确实 

如此，而且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工资计划工作中同样发生作

⑮我们提醒读者，三个未知数由劳动的需求函数、供给函数和均衡条件这三个关 

系联系在一起。

⑯例如，见巴罗■•格罗斯曼（197D和霍华德（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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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见程序约束条件公式（16-9））。但是，我们的论点还不限于此。 

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宏观水平上，劳动的总需求和总供 

给对于工资水平或多或少是缺乏弹性的。这些变量对于平均名义 

工资和平均实际工资的变化几乎没有任何反应。

这一假设可以由数量经济学的研究加以检验。一方面，我们 

有名义工资和实际工密岛前向席加底癖。虽然它们都是增加的， 

但增长率不均匀。另一方面，我们有关于就业的时间序列资料， 

就业是增加的——有时较快，有时较慢——直到劳动储备全部被 

吸收。在平均就业水平稳定下来以后，就业量继续在平均线附近 

波动。无论是考察同时关系，还是考察滞后关系，这两个时间序 

列的变化之间似乎并不存在重大的相关关系。就业的波动并不依 
赖于工资的波动，而是依赖于其他因素。（这些推测需要仔细加 

以检验）。

但是，除了在宏观水平检验统计资料之外，最重要的事情是 

要回到微观经济的基础上，回到支配企业和家庭行为的规则上 

去。让我们首先来看需求方面。在第十四章中已经说明，由于各 
种各样的原因（但主要•是亩为•软预算约束），社会主义企业对投入 

品的相对价格反应微弱。投入品的相对价格对企业的短期和长期 

决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也许是因为对工资成本的行政约束暂 

时限制了劳动需求。但是，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最终还是服从于扩 

张冲动，变为昂贵的劳动根本遏制不住扩张冲动。

现在我们考察住当方面。根据传统理论，这是由在工作和闲 

暇之间的选择所决全；我们简要叙述一下选择理论的背景知识。 

劳动具有一种“负效用”，而闲暇具有正效用。一个人得到的工资 

越高，他用工资购买的物品的效用就越能够补偿劳动的“负效用” 

和他所放弃的闲暇的效用。

首先，让我在方法论上作一评述。以上的推理是否正确描 

述了对劳动供给的选择，这不是演绎逻辑的问题，而是一个经验 

回掌。依我之见，如果我们加谑缶输í在瘾室,♦我后之血痴养加 

96



种用单一方案描述劳动供给决策的不同类型的想法。

着二类决策与上述模型相去不远。例如，一个已经在企业和 

非营利机构部门就亚的工人，按正常的工作时间拿正常的工资， 

他也许不得不决定是否要上夜班，或星期天加班。加班肯定不合 

他的心意，而且会减少他的闲暇时间。但是，如果加班费合适， 

他的损失也许能够得到补偿。因此，如果是以人时数而不是以雇 

员的总人数计量劳动的总供给，加班率与正常工作率的比例作为 

解释变量之一就起着重大的作用。
与此有实的一个问题是一个人决定在为企业或非营利机构部 

门的正式工作之外，在“非正式部门”、“第二经济”中的工作量应 

是多少。例如，他在正式工作以后，应该在自家的农业自留地上 

付出多少劳动？应该为私人提供多少劳务，比如干多少机械修理 

工作？等等。显然，除了其他因素以外，这还取决于“第一经济” 

支付的名义工资水平和“第二经济”提供的收入可能性。第一章已 

经指出，对“第二经济”的分析超出了我们的范围，因此我们不讨 

论劳动市场的这一重要方面。

但是，还存在着其他几种与劳动供给有关的选择情形，它们 

不是按照上述工作一闲暇方案形成的。如果现在仍然就我们缩 

示了的论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劳动市场而言，那么可以看到 

有三种典型的决策情形。
（1）'在灌注自资苏储备被吸收的时期，他们大多数人际7在 

合作经济部门、国营企业、或非营利机构找一个工作之外；交际 

上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我们首先考察人反盘委岛算由:以需自 

斥很完良走麻看南&爰以后不罩不找一个工作，否则的话，他们 

就没有任何谋生之道。由于w善哥的需求很大，他们被雇用了。 

选择的可能性局限于将找一个什么样的实际工作。（这是下面一 

节的论题，下节讨论劳动的分配和相对工资）。简而言之，从个 

体农民的生活方式向受雇于合作社、国营企业或非营利机构的工 

人的生活方式的转变，是不依尊于现行的名义工资率和实际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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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以及两者的增长率状况而发生的。

有相当一批数量人的情况与此类似，比如那些原先的手工业 

者、零售商贩或他们的雇员，或者以前曾属于靠其财产生活的某 

一阶层的人们。

（2）妇女的情况则不同，她们以前只做家务劳动，但后来在 
企业和非善莉机构找到了工作。与第⑴点描述的情况相反，这 

些妇女一般具有选择。她们不仅能够决定要在哪儿工作，而且能 

够就究竟是否要找工作这样一个更为深刻，更为基本的问题作出 

决定。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通常是在若干因素的综合影响下 

形成的。我们要重复第十一章的某些论述，列出其中一些因素。

（a）最重要的因素是机会本身。当男子找工作都很困难的时 

候，妇女不会想到去找工作做。妇女更倾向于在劳动需求量很 

大，特别是当这点变得非常明显的时候去找一个工作做（例如,附 

近一家新的工厂开工时）。或者信息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传来（例 

如，她个人被要求接受某一工作•等3。在这一领域,需求创造出自 

日典供给。
'（b）'如果妇女在白天照料孩子方面得到某些机构（幼儿园， 

学校的托儿所等等）的帮助，如果从家里到工作地点的交通条件 

得到改善，等等，妇女就更倾向于参加工作。在妇女劳动力的供 

给方面主要的解释变量之一，是减轻工作之外的事务造成的实际 

负担。⑰
（c）这里也许要特别强调一个普遍真理，即工作不仅仅具有 

负效用。对于许多人来说，工作在许多时候也许是一种负担。但 

是，除了工资而外，工作还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一个在企业或 

非营利机构就业的妇女也许发现，新的工作比家务劳动更富刺激

⑰一些母亲长期或永远返回家庭的趋势是一异常的抵消因素。这里起作用的因 

素与⑵所提到的类似。例如，妇女认为，如果她回去工作，她就不能照料 

她的孩子。

这个决策也受产妇补贴和家庭补贴数额的影响。但这涉及相对工资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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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更有趣味。她与人们结识，加入某个团体，变得更加自信， 

更为独立。这一切已是老生常谈，每一个经济学家作为普通人都 

知道得非常清楚。问题就在于，当他在“工作=负效用，闲暇=效 

用”这种对应关系的基础上建立阐明劳动供给的学说时，他把它 

从一般微观经济学理论中遗漏了。妇女就业的这些长期影响也使 

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新的准则将会出现。对参加工作犹豫不决的 

妇女受到这一事实的赖夫彭扁，即在她的周围，参加工作现在越 

来越被看作是正常的。

(d)对家庭收入的讨论与以上问题有极其密切的联系。让我 

们考虑几个彼此熟识的家庭。这些家庭中丈夫的收入大致相等 

(比如，他们都是熟练工人)。有些家庭的妻子参加工作，其他的 

没有工作。妻子参加工作的家庭的收入是另外一组家庭收入的一 

倍半或两倍。随着第一种类型的家庭比例的增加，它们的收入成为 

其他人对家庭收入的渴望水平。以后，当绝大多数家庭的妻子都参 
加工作的时候，这就成•了 •正•常•的家庭收入。没有达到这一收入水平 

和与此相应的生活水平的•人•认•识到，他们的收入比他们的渴望水 

平要低，甚至比正常水平还要低，因为他们的妻子没有参加工作。

这里我们确定一下工资的作用。如果妇女参加工作，这会使 

家庭收入突然增加一倍半或两倍。妇女是否想要收入这样突然增 

加，取决于刚刚所讨论过的一切因素。但是，如果她在权衡所有 

因素之后决定要增加收入，那么，对于这一特定的决策来说，现 

行的名义工资并不起很大作用。上一年工资的增加同样如此，甚 

至作用更小。因为有理由预期实际工资和名义工资将来都会稳定 

下来。

(3)所有习惯于就业的人(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还包括第(D 
点和第⑵点所讨论'的•那•些人)，在任何工资率下都在市场上提供 

劳动。第十一章已经对此作了详向球丘,♦应巫在没有必要单独加 

以论证了。

第(D点至第(3)点具有共同之点，我们把它总结如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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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分析了宏观模型的微观经济基础，并证实在社会主义经济 

中，宏观水宰工区春为点在菰云自古短期还是长期内都不能看作 

是名义工资或者实际工资的函数。

这个结论是一较长系列推论的最后一环，有必要把这一推论 

概括一下。

劳动的总需求，劳动的总供给和总就业量（都以人数计量） 
是彼施五箱病南亦适应宇宾施菲於庭宿春花就激以立分•调.节的 

“•数•量•”汪庭。•血............................................

图16-2社会主义经济粗放增长时期的

劳动总需求而名义工资

根据我们的分析，我们针对传统模式的图16-1提出另外两个 

图式，我们认为这两个图式更准确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中总量 

劳动市场的运行状况。图16-2适用于经济从时间t。开始到t2结束

•⑱上述关于单当以人数计量）和修期、与颦调节过程的陈述，与以下关于三 

伊呼呼（以示病计出和弓可调4驻程萌陈述是一致的。

.•5动时数的瞬时供给盛基（包括在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的加班时间以及在 

“第二经济”中的劳动时间，取决于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对正常工作时间内的劳 

动所支付的名义工资与加班收人以及在“第二经济”中的劳动收人之间的关 

系。这些是附属的，第二位的解释变量，而劳动时数的宏观供给主要还是由 
说明宏观劳动供给（以工人人数计量）的“数量”信苔法刺激所决定。

这个问题在我们一开始讨论"工作-闲暇”难题的时候就指出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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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粗放增长的过渡时期（见11・7）。对潜在劳动储备的吸收发生 

在这个时期。水平线表示在tqVt/<t〃Vtz各期间的短期总量需 

求函数。需求函数随时间变化向上移动，但在任何时候总是水平 

的，它不依赖于名义工资，需求约束是有效的，并且决定着就业 

量，与此同时，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两者都随时间增加。

图16-3用来说明经济的集约增长时期：tzVt"Vt%潜在的 

劳动储备已经被吸收，从那时以后，多少是稳定的供给约束（由 

一条水平线表示）是有效的，并决定着总就业量（以人数计量），可 

以用若干指标来度量劳动的需求，短期初始需求或者经过强制替 

代修正后的需求是可观察的，这两种需求都大于供给，尽管劳动 

供给和就业的平均水平相当稳定，⑲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却随着 

时间而增长。

图16-3社会主义经济集约增长时期的

劳动总供求和名义工资

到此为止，对马歇尔供求曲线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的适用 

性，我们仅仅就第一种因果关系提出了异议，这种因果关系是名

⑲为简单起见，上图假定劳动年龄人口不随时间发生变化，同样的思想在劳动 

资源增加的情况下就得用相对变量或比例数加以说明。这不会使问题有太大 

的改变。

101



义工资决定劳动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我们对传统理论在因果关系 

的另一个方向（即劳动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决定名义工资）的适用性 

的批判将放在本章的结尾部分。

16-4相对工资对劳动分配的影响

上面一节考察了国民经济范围内的平均名义工资和平均实际 

工资对劳动总供求的影响，现在我们讨论相对工资。

（1）相对工资对劳动需求的影响。我小市以通过提醒读者第 

十三章和柒i山量分布叁丘后由前已经说过的那些来概述这一影 

.响，那里表明，社会主义企业的预算约束很软，主要由于这个原 

因，但也由于其他（不依赖于价格的）选择标准，虽然企业对投入 

的相对价格并不是漠不关心，但是企业对投入相对价格的反应并 

不是特别敏感。这个命题同样适用于相对工资。

在瞬时调节和短期调节过程中，生产管理者准备一旦有必要 

就实行强制替代，他们用较贵的劳动力暂时代替较便宜的劳动 

力。在长期调节过程中，特别是在进行工艺选择的时候，他们几 

乎不考虑相对工资，其他因素，例如工艺上的倾向性或短缺的直 

接信号对选择的影响更大。

图16-3中，宏观层次上的劳动需求函数用水平线表示，说明 

需求缺乏弹性，在宜高自盅用于掌理层次，如果不是完全适用， 

也是大致适用。只要企业的劳动需录不违反工资纪律，它对于相 

对工资就几乎没着应应。.....................................

'（2）'相前：é丧前会动供给的影响。在这里影响是强有力的，⑳ 

与企业的金希食血亲相应,♦蓑威疯食约束很硬。当然，家庭还得 

包二座血疑南原也.仓府并木显完立贬金威•（下一章将对它们进 

行考察），但是，家庭消费的大部分产品和服务必须用货币购买，

⑳例如见法卢什-西克拉（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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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于家庭并不是完全放手不管，在遇到某种困难的场合（例 

如生病或者遭受自然灾害时），国家就提供帮助，但是，在正常情 
况下，家庭的物质福利主要取决于其货币收入。• • 

一家庭语施威宜勿未施而如准豪庭余由不对相对工资作出 

反应。相对工资在个人进行长期职业选择》由做响极大。当然， 

其他因素对决策也发生影响,.由如东入南爱好，在学校崭露头角 

的才能，各种职业的社会声望、“时尚”、模仿，等等。选择在一 

定程度上是有限的，特别是受到个人能否进入专业培训的教育机 

构的限制。但是，除了这一切困难之外，最近一个时期直到现 

在，相对工资表现了显著的吸引力或排斥力。多数人的期望倾向 

于以最近一个时期以及目前的经验为基础。一些职业受人欢迎或 

不受人欢迎与其相对工资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用经验予以证实。

短期决策是选择实际工作。劳动长期严重短缺使工人能够在 
可得鱼岛工作之自在行球速,.而不以最先碰到的就业机会为满 

足。因此，劳动短缺加强了相对工资对选择实际工作的影响。工 
资即使是微小南陪而霜丘危奏由届二命奏仁.............

对劳动需求和劳动供给进行比较分析将表明，它们与14・7节 

所描述的需求和供给有着极为相似之处。那里对企业之间的关系 

进行了分析,并看到一种不对称的现象;作为买者的企业比作为卖 
者的企业对相对价格的反•应•性•要弱。在卖方相宫上，对价格有应 

应的主要是卖者。在劳动市场上,可以密剪卖位山示对森血亲；整 

位相％“•买•者■”需相对工资的反应性不强，而工人作为“卖者”对相 

对工资的反应极其敏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资源约束型经济 

中的劳动市场也是卖方市场。

（3）劳动的分配。㉑劳动在各产业、各企业和非营利机构、

㉑劳动分配和劳动市场的运行（包括第十一章和第十六章所描述的许多现象）可 

以象7・1至7・4节以及数学附录A那样建立形式化的模型，这里没有篇幅来证 

明这点。

文献中有若干与此有关的模型。例如所谓的“搜寻”模型就被用来分析工 

人寻找工作的行为。见4・3节中的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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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职业和各个地区之间的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中少数几个领域 

之一，在这些领域之内，“价格类型的信号”和有关刺激的影响比 
较强烈(至少从供给方面看是如此)。但是，除相对工资外，对春 

苏3缸影响很大的还有另外一些因素。我们将在下面列出其他的 

一些过程。

(a)即使存在着卖方市场，劳动归根到底也只能被分配在企 

业和非营利机构部门已经创造出来的工作上。本书前此所有论述 

就是试图详尽阐明，各部门的实际结构——它们的固定资本、投 

入-产出组合，瞬时产出计划——都是在调节过程的框架以内形 

成的，价格和工资在其中的作用很小。

(b)已试图调整教育计划以适应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对劳动的 

预期需求。教育系统的容纳能力从一开始就限制了寻求进入特定 

职业的人数。

(O个人决策在供给方面受到非工资信号和刺激的强烈影 

响。我们已提到，长期决策受职业的社会声望以及其他"非物质》 

因素的影响；短期决策受工作地点，劳动条件，上级的个性等等 

“气候”的影响。

(d)工作地点的选择和居住条件之间的关系密切。虽然这一 

点与上一点相联系，但由于它极其重要，我们把它单独提出。如 

果一个企业支付的篁手工等较低，但比另一个支付较高工资的企 
业更有希望帮助个人麻浪出的住房问题(例如给他一套房子，或 

者提供长期贷款帮助他盖自己的房子，等等)。那么这个人也许 

宁可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一旦他接受了L个工作，居住情况 

也许又成为他决定是否调换工作的影响因素。如果他在另一个村 

庄或城镇不能得到一所房子，那么无论工资多么具有吸引力，要 

他迁居到那里去是很困难的。如果迁居，他就会失去他的房子， 

或者就得立即偿付长期贷款。公寓的长期短缺减少了劳动力的流 

动性，降低了相对工资在劳动分配中的作用。

(e)尽管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期只有程度上的区别，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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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分配在任何地方几乎总有某种程度的作用，至少有一些行政 

控制手段在干预市场分配。分配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按职业分类 

给企业规定强制性的就业限额，要求在调换工作时必须到劳动介 

绍所登记，在一些部门实行劳动统配，迫使个人从一种工作转移 

到另一种工作，对调换工作给予行政上的限制，等等。

上述各因素以及这里没有提及的其他因素对劳动分配产生的 
综合彭向疝康霜病前士春声星由彭扁二自我疯：位不3面而定病

........................................

读者也许要问，在16・3节和16・4节之间是否存在着矛盾。上 

一节否认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的影响，而这一节却在一定程度上 

承认了相对工资对劳动供求和就业的影响。我们认为这里没有矛 

盾。这些命题是一致的，这不仅是因为16-3节讨论的是总量， 
16・4节讨论的是分量，而且因为前者是在宏观层次上分析会动就 

业的需求的供给,•而后者则研究在微观层次•上•劳动的具体的分配 ， 

主要的区别是这两节讨论不同的决•策•问题。

我们只从供给方面说后金二品,月人的劳动供给决策不是一 

个单一的同时作出的巨大的决策体系，而是可以被分成为若干不 

同选择问题的决策。第一步决策的是究竟是否要在企业和非营利 
机构的部门就业。一座人在这方面没有真正的选择，而另一些人 

却有。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第二步就是选择什么职业。然后，第 

三步是实际从事什么工种。@ 1'613节只讨论第一步决策，说明应 

东施策对工资没有反应。16・4节讨论第二步和第三步决策，证明 

它们对工资水平有反应。

㉒当然，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也可能有这样的时刻，即两个或者全部三个决策问 

题同时出现。例如，一个受完中等教育的已婚女青年可以决定是待在家里还 

是参加工作。如果她的决定是后者，她就必须同时决定她的实际职业，也许 

还要决定实际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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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工资紧张和工资漂浮

下一步我们转向“反馈”，或者说转入从相反方向发生作用的 

因果联系。劳动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劳动市场的状 

况是如何影响工资的？

很显然，不论社会制度如何，任何国家的工人对他们的劳动 

总是愿意得到数额尽可能多的收入。就这点而论，每个人对自己 

的工资总是感到“不满工除此而外，还有两种独特的不满。一种 

与实际工资的动态有关。如果消费物价水平上升，特别是当通货 

膨盛而立自前底,.增加名义工资的要求就更加突出。这种现象大 

家都非常熟悉，我们没有必要进行更详细的分析。如果某一集团 

（例如一个企业内或者全国同一职业的所有工人，或者整个部门 

的所有工人）认为他们的工资低得不成比例，就会出现另一种特 

殊的不满。这个集团通常把它的不满直土差与一个或更多的参照 

集团相比较的基础之上，“成比例”或者"不成比例"对于它来施森 

显痕明显的了。比如说，如果一个中学教师把自己的薪金与一个 

工程师相比较，他推想道，他同样必须上这么多年大学，他的工 

作要求同样大的责任，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于是他问为什么他的 

工资却低得多。在匈牙利的计划经济中，这种场合下就使用工资 

紧张这一术语。如果某一集团对自己相对工资级别的位置不满,. 

自由现工资紧张这一现象。

从经济观点或道德标准确定这种相对不满什么时候是正当 

的，什么时候是不正当的，这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仅仅说明， 

相对工资紧张确实存在，而且继续保持着。其强度在就业人员之 
向南夯疝息木山肓氤•

象本书所讨论的其他许多现象一样，工资紧张的强度不能直 

接度量。但是可以通过观察和度量其后果予以间接描述。

工资紧张的最重要的后果是迁移血金，这种迁移现象表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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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内一种职业，短期内一个工作场所越来越不受欢迎。不仅如 

此，工资紧张还使怨言和异议频繁发生。这样，按照赫希曼分类 

法，“退出”和“意见》这两种反馈同时出现。㉓

工资紧张通过迁移及其排斥劳动的效应加剧了劳动短缺的严 

重程度。这又反作用于工资紧张本身。那些留下来的人常常处境 

更加困难，因为他们不得不承担一些迁移者的工作。而正是因为 

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坚忍和忠诚，使他们愈发觉得工资不成比例和 

不公平。

让我们回忆16・2节中描述的工资计划程序里决定相对工资的 

第7步亦即最后一步。那里所谈到的下限保证了任何一个职业的 

名义工资不致遭到削减。上限是由这个事实确立的：只有工资总 

额中的非指定部分可以被用于修改相对工资。在上下限之间决定 

相对工资的主要行为规则首先是，它们必须减缓工资紧张。这一 

规律主要在中央工资计划工作中发电作庙,.山显来我岛彭响也可 

以在中级和低级管理层次上看到。任何一个拥有非指定的工资基 

金分配额的组织都把它首先用于减小工资紧张。

上述现象在许多方面类似于论述投资的第十章中所说的延期 

现象，以及后来所说的延期行动的实现。象在投资的场合一绿； 

早就该实行的局部工资增长被延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区，工 

资紧张都在积累着。正如投资资源的很大一部分早已被在建和承 

诺的新投资预先占用，非指定部分相对较小一样，在这里，工资 

基金总额中的相当一部分也被工资的自动增长和早先的许诺预先 

占用。留下的部分太小，不能全部消除积蓄起来的工资紧张，某 

些调整将被延期。留下的部分太小，不仅不能消除社宫遗留下来

㉓ 在短缺经济中，作为消费品买者的个人，负担不起“退出”或“意见”这样的 

'奢侈品：如果他一气之下离开了这家服务恶劣的商店，或者与售货员争吵， 

他会使自己受损失。因为其他地方服务也许更糟，供应更少。但这同一个人 

在他的工作场所作为“劳动力的卖者”，可以在大多数场合下使用“退出”或 
«意见”的武器，风险较小。他敢手而他的上级争吵，正是因为他知道他随时 

可以“退出”，并在其他地方找到一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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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成比例的现象，而且不能防止预计将来会出现的不成比例。

调整工资经常采用“跳跃式ï第一个集团的工资落后于第二 

个集团，前者就把后者作为参照集团。落后的情况或迟或早要通 

过第一个集团向第二个集团跳跃而得到修正，甚至出现矫枉过正 

的情况。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工资紧张：现在，第二个集团将 

会认为它的工资与第一个集团不成比例，如此等等。

并不是受到直接影响的工人自己，或者通过工会，另管理人 

员进行斗争，以调整工资。管理人员在一切层次上也在由改变相 

对工资而斗争。车间主任希望消除车间一级的不满情绪，企业经 

理希望消除企业一级的不满，部长或副部长要消除整个部的不 

满。他们全部直接感受到工资紧张。正是他们受到种种抱怨，同 

时劳动迁移给他们在履行职责时造成了许多困难。

在纯粹的古典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所有者和工会领导人为 

工资而斗争，他们的作用有着明确的区别。后者作为工人代表竭 

力提高名义工资，而前者则抵抗这种努力。从工头到总经理都把 

自己看作是资本所有者利益的代表，他们强烈抵抗增加工资的努 

力。㉔与此相反，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的管理 
人员以及国家机关庶底统新相统金显在é上或立行士丧接兔角前 

底,.息海％ 上套近。市无息东国鹿主书章扇：E卡或2面俞能安 

亩许4面施强星而奏；后显，•就•每二个•管•理•人员都试图为本车间, 

本部门等等从上级那里索求更高的工资这一点来说，他们都是一 

致的。

㉔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情况决不是这样分明。一方面，雇主对提高名义 

工资的抵抗不很强烈，因为他认为可以通过拾高价格把较高的成本转移到买 

者身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货膨胀预期的结果，同时也是通货膨胀的原因。 

这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能够看见预算约束软化的信号有关。另一方面，根 

据实际政治局势，工会也可能约束自己提高名义工资的努力，因为它们相信 

这种行动对通货膨胀有影响，并会有损于实际工资。详尽分析当代资本主义 

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回忆“纯粹”资本主义的时期只是为了使社会主义经济 

管理者的作用更清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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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现象有几种解释。通常是指出这个事实，即社会主义 

制度早期有许多管理人员先前曾是工会领导，或者说，至少他们 

参与劳工运动的活动已经形成了“为工人要求更高工资"的倾向。 

这种说法确实有某种真理的成份，但是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具有 

劳工运动经历的领导者。

另外一些人在管理人员的个人品质低劣方面寻找原因，认为 

原因在于他们软弱无能，哗众取宠。这里也有某些真理的成份。 

但是还应当看到，管理人员认为享有众望有助于他完成任务，这 

是很正当的想法。假使他的下属喜欢他，他也许更容易促使他们 

遵守纪律，更为勤奋和承担困难的任务。他的名望确实首先依赖 

于他代表其下属的直接利益（特别是在工资方面的利益）到什么程 

度。我们使用"利益的代表》这个词决不是因为修辞的缘故。这个 

词表明了这种情况的基本特征。工人当然期望他们的上级代表他 
们学利益，履行这二职能或好或求富士人刷麻危自全重忘上。• • 

, 鲁血者的行名本是由他的品质好坏决定，而是由他的地位所 

决定。管理者认为他主要负责解决系统内部由他负责的那二价？ 

的问题。他认为自己不是对整个经济负责，而是对其中一个庙德 

指定的部分负责，并把自己与这一部分结为一体。如果他所在部 

门的工资紧张得到缓和,那么这些局部问题就更容易解决。因此， 

所有因素都鼓励他采取这一政策。与此同时一一考虑到企业或非 

营利机构的弼l——没有任何因素阻止他这样做。提高名义工资 

率在成本方面造成的后果可以转移由去。

当然，低级和中级管理者很清楚地知道，在不论什么地方总 

是提高工资是不可能的，因此，他赞同在苦里犁有实行工资约 

束。但是，他自己内心却相信，在他的部门市叠看工资是正当 

的。他越是把自己与本部门结为二床,♦在拜看念就越加强烈。

低级和中级管理者也许受两个因素制约不能提出高工资的要 

求。一是他们的经济眼光的健全性，认识到国家工资基金（和在 

它背后的消费品供应）是有限的。受责任感支配的自我约束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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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考虑的补充或支持。过份的要求引起阻力增大，他可能会受 

到严厉的斥责。谨慎的要求即使暂时还不能得到满足，也不会招 

致厌恶。

另外一个约束力量是害怕跳跃。任何一次提高工资都是针对 

和改善某一集团或职业的相对地位。跳跃太大将产生新的紧张。

即使存在着鼓励自我约束的因素，自下而上要求提高工资的 

压力或工货漂浮仍然是基本的趋向。正如第十一章予以详细讨论 
的，在为密长期短缺的情况下，对于有关的工人、工会以及低、 

中级管理人员来说，要求提高工资是很自然的行为。

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我们的推论过程与前面的论述相类似。 

确实，在第九章曾就投资问题对有关现象进行了讨论。那里我们 
注意到不可满足的投出玩渴。每一个低中级管理者都认为他自己 

部门的投资是完全正当的。现在我们看到了对提高名义工资的几 

乎不可满足的要求。每一个低中级管理者都认为调整他自己部门 

的工资是完全正当的。

归根到底，我们在这里观察到的现象是对总需求的两个主要 

分量二丧丧和宿赛由九康木甘满定岛血藏.黜白会市音:应拜 

机编不仅向í建食二市直通立雇主的5应而非营利机两区低市统 

管理者表现出来。把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欣而语立富由森息 

东后南。'二全山家投资越多，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留给家 

庭消费的就越少，反之亦然。体制内资源的物质限制使得这两种 

总需求不能同时满足。但是，在资源的这两种主要用途之间的冲 

突，仅仅被最高政治和经济领导人自有举体验到。在制定中央计 

划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时，不能回涯应二问题：在资源约束型经 

济中，分配给投资的越多，留给消费的就越少。但是，经济体制 

中最高一级与于即其他每一个人，即作出局部决策的每一个人都 
认为，只要空二本部门减少投资和压低工资，他的部门就既能得 

到更多的投资，3能得到更高的工资。因此，投资和消费立个两 

难问题对于他是用年停。他知道在投资和消费之间要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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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本人用不着作那个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是最高经济决策者受他们的实际地位和 

社会角色的驱使起来抵制工资漂浮。正象仅仅是他们被迫起来抵 

抗投资饥渴一样。其他人只有在受指示和禁令所迫，或者在经济 

刺激和精神鼓励的条件下才愿意抵制。

无论经济理论还是经济政策都可以从以上所说得出许多重要 

的结论。分析这些结论将远远超出本书的论题，因此我们将集中 

论述一种观点，即：工资漂浮是社会主义经济中导致通货膨胀的 
内在的因素。由于低由或鲁血弥东屋赛加丘密/建而基•支•得仓 

（•只•要，他.们，不受工资纪律约束），这一趋向特别强大有力。企业和 

非营利机构的预算约束越软，情况就越是这样。工资漂浮倾向不 

是导致通货膨胀唯一的内在因素（前面各章已论述了其他因素）， 

但无论如何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物价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在中央工资政策已经制定出来以后，对工资漂浮的抵抗是 
否足够强有力，如果是的，市卖看关部门是否能够生单工资政 

策，并且保证下面遵守工资纪律。

维持工资纪律的指示以及有关的经济刺激和精神鼓励制度可 

以说使低中级管理者面临的选择问题内在化了。确实，这种内在 

化的原因是行政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它是作为从上而来的指 

示、禁令、交金裔琴措施的结臬需由座的。㉕然而一旦它出现， 

低中级管理者就不得不面对同样性质的问题，他是加入自下而来 

推动工资向上的力量，还是加入自上而来试图把名义工丧岛*上 

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的力量呢？逼霜,.施以两种不同方式行事 

（这与他在投资情况下的行为又很类似）:对于下属,他总是约束，

㉕ 我们曾在第九章提到，改革以后的匈牙利经济管理体制试图通过联系利润的 

刺激部分地使这种难题“内在化”。企业至少是在由各种法规决定的结构之内 

支配留用的那部分利润。它可以决定是把这部分利润用于企业发展，还是用 

于提高个人收人。因此，这里出现了“投资和消费”的难题，虽然是以较小的 

规模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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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级，他总是提出要求。对于下属，他试图遵守工资纪律， 

与此同时，则试图从上级那里为他的部门争取更多的工资。微观 

组织（企业和非营利机构）与其上级之间关于按照绝对工资基金量 

来计算的平均工资、与工资有关的政府税收和福利以及其它方面 

的“讨价还价”如何进行，取决于经济管理体制和工资控制的具体 

形式。结果总是相同的，管理者愿意在他的企业或非营利机构支 

付较高的工资。

由于工资漂浮和对这种漂浮的抵制，一般就形成了以下的局 

面。

出现了这种情况（虽然不是经常和大量发生的）：有国民经济 
的工资计划正式通过以后，各种工资指标仍然被突破亍。但对于 

下属来说更重要的是,.如工资计划和中央工资政策制定完毕之前 

就施加压力，试图说服他的上级通过提高名义工资减缓工族麋 

张。这些现象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都是不同 

的。

16-6 工资漂浮的推动力量和抵制力量之间的妥协

让我们以某种方式总结一下对工资漂浮倾向的论述，使它与 

上一章所讨论的价格漂浮之间形成突出的对比。我们假定，实际 

实现的名义工资指数是两种假定量（分散因素决定的名义工资指 
数和集中因素决定的指数）的加权平均羲。.用，//。二；。曩宗 

会欣m•和，每3金由豪浪定的名义工资指数。它建立在这个假定 

之上：名义工资已经纯然由工人和具体企业及非营利机构管理者 

之间的协议所决定。这些管理者受政府税收和信贷政策的影响， 

但是他们在工资上的行为不受行政命令的限制。分散因素概括如 

下：

公式（16-10）用语言形式描述了一种工资漂浮函数。但是， 

由于我们只知道因果关系的方向，对亲宝庙窥富座旅亍解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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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不能用公式精确地表示这个函数。

第一个解释变量是软预算约束。如果约束很硬，就会出现强 

有力的抵抗工资增加的分散力量。预算约束越软，因增加名义工 
资造成的通货膨胀影响就越能以提高威林区弦小转盛富山爱金实 

套,♦标励上底上异自夯敲方官嬴安证嬴•㉖.................... 

'市亩南本源行丧塞（•劳•动・短•缺•和•工•资紧张）的影响应该是很明 

显的。由于工资紧张也可以加剧劳动短缺，这两个解释变量也互 

相联系着。（由公式左边的箭头表示）。投入（包括劳动）的短缺由 

于本书许多地方论述的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不断得到维持。企业和

㉖我们的命题似乎也可以扩展到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我在此只提出这个想法, 

考察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工资的形成，将会超出本书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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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机构的管理者认为，他们本单位的劳动短缺可以通过提高 

工资得以缓和，因为这会把人们吸引过来。（也许是的，不过这 

会把职工从其它地方调离，从而劳动短缺仅仅是改换了地点而 

已）。因此，联系劳动短缺、工资紧张和工资漂浮之间的因果关系 
不可避免地委右安夜血素型窟康。爱星今庙。••• •

一富商不嫌/奏熹表宗二知央豪雨氮血扁相互关系。消费物价 

水平的上涨增强了提高名义工资的努力。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经济 

中引起工资一物价螺旋的那种关系。由于消费品变得更加昂贵， 

工人们要求更高的名义工资；如果名义工资比生产率增长得更 

快，单位生产成本就会上升，而这或迟或早会导致物价上涨。在 

社会主义经济中，这种螺旋可以被国家的干预所打破。企业之间 

价格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消费物价水平的上升。我们在第十 

九章讨论消费物价的时候再回头论述这一问题。这里我们只强调 

指出，消费物价的上升加强了分散力量提高名义工资的企图。

列入图表中的解释变量并不完全。标有“其他影响”的方框表 

明还有另外一些因素在起作用。

"因变量"Wjerryt）是一假定量，因此不能直接予以度 

量，它表示一种不能充分展开的理向。但是我们可以对其大小得 
出间接的结论。在不同层次的工海丧判中，是由下面提出工资要 

求，工资漂浮倾向甚至可以以数字的形式反映在这个变量中。

现在让我们转向集中因素的影响。我们用Wirntr（t）表示 

短期计划中在时间t内职业i中名义工资的增加。㉗它表示中央工 

资政策的渴望水平。16・2节用七个步骤的决策程序已详尽描述了 

它的发展过程。

留下的问题是，在计划制定完毕之后，中央经济管理部门对 

自下而来的分散的工资漂浮倾向的抵制或者让步达到一个什么程 

度。可以通过比较W , ”。5和W í u。c e n t r的值估计这种事前抵制

㉗如果国民经济计划没有给职业i单独列出具体指标，与计划中表示的一般工资 

政策相应的w i c。n t「仍然可以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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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事前让步的大小。

我们假定，中央工资政策规定的名义工资增长幅度要比仅仅 

在分散力量作用下会发生的幅度低得多。实际出现的名义工资指 

数可以被描述如下:㉘
Wl(t) = P1<w,(t) • Wjeniyt)+(1 — P] <W>(t))w，centr (t).

实际出现 

的名义工 

资指数

抵制

参数

集中力 

量决定 

的指数

(16-11)

不带上标的W,是一可直接观察的事后量值，而带有“centr” 

和"decentr”的Wj却是事前量值。参数P表示执行工资计划 

过程中管理部门对工资漂浮的抵制。如Pjw〉（t）=l；表明计划 

是100%执行的。如Pjw＞（t）=0,表明分散力量不受阻碍地发生 

作用。现实中这两种极端情况都不会发生。每种职业中政府抵制 

的参数值和抵制程度不一定完全一致。有些部门和职业的压力很 

容易抵制，而在另一些部门和职业中抵制就比较困难。

抵制参数的值是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社会主 

义经济中，参数值非常接近1。这里我们通过公式（16-11）以符 

号的形式表述了 16T节中用词语表达的内容。中央经济领导人能 

够行之有效地贯彻其工资政策。

很值得回头讨论一下16・3节结尾提出但还没有回答的问题。 

我们对借助于马歇尔供求曲线描述劳动供求和工资之间关系的劳 

动市场的简化模型提出了异议。在16・3节，我们讨论了工资决定劳 

动供求这个方面的因果系列。现在我们准备讨论另一个方向的关 

系，即劳动供求决定工资。我们认为，劳动的供和求之间的关系 

作为解释变量对工资确实有着重要影响。实际因果机制要复杂的 

多。一方面，正象我们在16・2节的程序所表明的，制定中央工资政 

策是一个由多步骤所组成，包含着若干种相互关系的复杂的决策

㉘ 公式（16-1D与描述抵制价格变动的公式（15-1）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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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另一方面，我们在公式（16-10）中说明，分散的工资漂浮 

倾向既是由经济体制中的个人和企业及非营利机构的管理者的行 

为规则产生的，也是由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所产生的。名义工资 

的实际水平，正如公式（16-11）用符号所表示的，是这两类主要 

力量之间妥协的结果。

最后，我们从这里可以得出有关短缺的另一个有普遍意义的 
结论（短缺是本书的主题之一），工资立案在具体水平上影响短缺 

现象。某一部门的工资紧张的减少可以阻止劳动流出该部门，甚 

至可以把劳动吸引到该部门。也可以设想一种相对工资体制，使 

短缺现象更加均匀地分布在不同的部门、职业、企业和地区之 

间。这样一种政策将减少在职失业，即减少不可动用的内部劳动 

滞存，这一切都极端重要。然而，一旦持续不断维持劳动短缺的 
社会条件形成，没有任何一商士资底金融磁清嚓良血为省血磁威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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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物品和服务在家庭

之间的分配

17-1引 言

企业和非营利机构部门与家庭部门之间是一种双向联系。家 

庭先向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出卖”劳动力，并因此得到工资。这是 

论述就业的第十一章和论述工资的第十六章所讨论的主题。第二 

步是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生产供家庭消费的物品和服务。家庭或者 

按零售价格支付这些消费品和服务，或者免费享受。这第二步联 

系就是本章和第十八章所要讨论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两章之间的划分情况是这样的，本章讨论物品和 

服务从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流向家庭的个巧州强下一章描述流向 

的终点：讨论家庭的行为以及支配家庭宿会疝储蓄的规律。

第十七章福南区施施和方法论虽然意在说明产品从企业和非 

营利机构向家庭部门的流动，但是其中有些思想也适用于说明企 

业和非营利机构之间产品的流动①。然而我们只能在此对这种潜 

在的应用意义提起注意，因为没有篇幅来进行详细说明。

必须首先对所使用的术语作两点说明。为简便起见，“物品” 

(goods)这个词在本章中经常用以指家庭使用的消费品和服务两 

者。“家庭”和“消费者”这两个词是互相替代的。

①论述企业行为的第四章至第八章以及第十四章应以第十七章作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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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免费分配，名义价格和有效价格

我们从价格开始讨论。假定消费品价格是既定的。其中包含 

这种可能性,•而价格向量中的某些分量为零，从而消费者是免费 

享有某些物品。价格的决定以及家庭的行为如何影响消费物价的 

问题，要到第十九章才进行分析。这里我们只讨论反向关系，即 

价格一旦给定以后是如何作用于家庭的。

如16・4节所证实的，家庭预算约束是硬的，消费者对价格的 

反应确实很强烈。但是这种反应性具有"感觉阈限"，应当首先对 

它加以分析。

需求价格在一般微观经济学中是经常出现的概念。需求价格 
是假。宾在条件不变，某一消费者愿意为某种产品支付的价格。 

这个限制条件非常重要。需求价格是局部均衡范畴。所有其他的 

价格、收入以及家庭预算约束都是既差标需求价格按其纯粹含 

义是指，家庭在所有其他项目上的开支都是与其一致的。

观察需求价格极其困难，因为不能确定——正象我们很快就 

会看到的那样——消费者任何一次实际购买都支付应有的需求价 

格。也许实际价格比他准备支付的要低。但是，如果我们放弃对 

消费者行为作直接观察，仅仅考虑消费者说些什么，又可能易于 

出现他们对采访者的答复不甚准确的情况。一个消费者可能表示 

愿意就某一产品付多少钱，但到时候，他也许不能够从用于其他 

物品的开支中动用这笔钱。但是，我们假定观察的问题已经解决 

了，已经从抽样调查中获得了令人满意的一般结论②。我们知道 

某种产品或者某类产品的潜在消费者的需求价格的分布。

②使用适当的测验问题可以增加采访调查的可靠性。我们知道有许多旨在发现 

消费者需求价格的有趣的研究。例如，瑞典曾对于不同类型和不同位置的公 

寓就家庭的“需求房租”（出价房租）进行了调查。（见古斯塔夫森一哈斯曼一 

斯尼卡斯（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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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可以在图17T中表示出来，该图完全是为了说明问题， 

并无实际调查资料作为基础。为使说明简单起见，假定我们是讨 

论幼儿园的名额。我们用纵轴表示某一日期幼儿园可接纳的幼儿 

数目(我们把服务质量看作是既定的九横轴是需求价格，用Pd表 

示。图中曲线表示需求是需求价格的函数③。也就是说，d(pd) 

表示所有愿意支付多少是需求价格Pa的一切可能买主的需求总 

量d④。

图17-1需求价格和需求量之间的关系

Pd=O相当于充分满足水平d**。我们假定需求是有限的。 

这在目前的例子中显求吉府瑜藏因为符合入托年龄的务儿人数 

也是有限的。但是，可以假定充分满足水平是在全体适龄幼儿这 
个最大值以下。许多父母即使是在免费提供服奖的情况下也不愿 

意把孩子连旬幼儿园去。

在需求价格区间〔0, 内，函数d(Pd)是位于充分满足

③我们按照需求论的惯例画出连续的凸形曲线。从所要论证问题的角度看，这 

并不是本质性的。假使曲线的形状不同，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命题。

④标准需求函数(其参数是根据对消费者实际购买的观察估计而来)只能被看作 

近似于图17-1中的理论曲线，如果一定的条件得到满足的话。而且即使是这 

样一种近似描述，也只是在实际价格附近才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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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上的一条水平线。这些仍然是名义价格* 。把孩子送到免费幼 

儿园去的人在幼儿园每月收费5福麻盘薯1.0福林时仍然会把孩 

子送去。在名义价格区间，价格是无效的,需求完全缺乏价格弹 

佳。只要沃 京包•临•里值叠看林格木安桎毒亲自全云3 

满足水平以下。（即使名义价格也会减少用于其他花费的收入，但 

这是另外一回事）。

* “名义价格”在本章中用来指对消费者行为影响小到无法觉察的价格，而不是 

指以货币计算的价格。——英文版编者注

⑤本章不讨论价格对供给方面的影响.这在第十四章已经予以讨论.

临界值我。é是“感觉阈限，超过这一点，价格在需求方面 

就是有琴印⑤。价格越高，将会使越来越多的人不能使用幼儿园的 
服务；二看到最后，没有一个人愿意支付高于需求价格Pr的价 

格。高于这一价费，需求又成为完全缺乏价格弹性的。因此，有 

效价格区间是cprm, pr Do我们暂且把有效区间内是否存在 

一个"均衡价格"的问题放在一边。我们只说明，低于或者高于这 

一区间，价格是无效的。

按照家庭免费或以名义价格得到的物品和它支付有效价格得 

到的物品对家庭消费进行的分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社会 

主义经济的特征之一，就是免费或几乎是免费的消费的比重比较 

大。

17-3充分满足水平

假使实际供给达到（或者为了保险起见，略为超出）充分满 

足水平，产品的分配不会引起问题。让我们稍为仔细地考察一下 

这个问题。

假如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我们可以说，任何个别需要在短期 

内都可能被充分满足，其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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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些需要在物理或生物方面或者在这两个方面都是有限 
律，例如：营养和取底。

（2）消费需要时间，而个人所有的时间是有限的。例如，即 

使所有的娱乐话前相显免费的,娱乐所需要的时间也会限制需求。

（3）消费可能附带有一些负担,避免它们的愿望会抑制需求。 

例如，即使城市公安之奉金通显血费的，没有人愿意只是为了好 

玩而乘车闲逛。

（4）有些物品和服务只能和互补投入一起消费。对这种产品 

的需求可能由于互补投入的取得受约束而受到限制。让我们记住 

我们是讨论对单个物品的充分满足问题。例如，即使公寓是免费 

的，或者房租与房间数目完全无关，家庭也不愿意要求太大的房 

子。他们受到限制，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家俱，打扫卫生的工 

作量也太大。.

各种不同的原因可能结合在一起。无论如何，是四个限制中 

最小的那个决定充分满足水平。

虽然每一种需要都有各自的充分满足水平，然而需要的总体 

却是不可满足的。情况之所以如此，其部分原因在于施着我家而 

土花自爰花，•需要变得越来越多样化；有些需要消失了，而新的 

需要却在不断涌现。互补投入的扩展也可能提高充分满足水平。 

如果人们能够购买更多的家俱和家用设备，充分满足水平所要求 

的住房面积就会提高。

社会主义运动传统上把“按需分配”作为共产主义最高阶段社 

会分配原则的特征。这就造成一种完全取消货币的分配制度。实 

际上，社会主义经济公开地或暗中地把这一思想搁置一边，并辩 

解说我们考虑这个问题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事实上，最好是 

客观地分析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而不是把它忽略不论，——忽 

略的原因不论是出于虔诚，还是出于混淆是非的动机。

事实上，社会也许能够满足：华人的余融物质需要，但是， 

这样做它就会剥夺其他人，并使危后只能看相对低的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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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社会能够满足所有人的某些需要，但是，这样做就使他 

们的其他需要只能停留差山元分满应低得多的水平上。然而，一 

个使：期公民的一切需要都达到充分满足水平的社会，不仅在今 

天不甘缸 将来也显不可能的。无论物质财富如何大量增加，技 

术和文化的发展总是要使物质需要增加。

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面临着若干彼此相关的决策问题⑥。 

首先，有必要使特定的需要达到充分满足水平吗？事实上，仅仅 

从物质资源和物质上的可行性来看，任何处于中等发展水平的国 

宗都能够使一些重要的个人需要达到充分满足水平。高度发达国 

家能够满足的需要面更宽。我们假定在这么一个国家内，决定给 

每一个家庭免费安装一部电话，并且在此地域内通话也免费。在 

两三年内建成一个能够充分满足需要的电话系统并不是不可能 

的。即使免费，大多数人肯定也不会不分白天黑夜地使用电话。

但是，即使从物质方面看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建立这样的电 

话系统还是需要大量的资源，并使它们不能用于其他用途。因此, 

任何制度在增加任何物品和服务的供给使它达到充分满足方面都 

................................

'后显血集物质供应没有达到充分满足水平，并且产品价格也 

不是看疯藏•痂2嘉宓疑有左声启扇磁1血在产M价花显看我价 

慈'初森亩能有余向版•（委小卡亩奇丧这一点）。但如果价格不是 

有效价格；会供给低于充分满足的条件下就一定存在着短缺。在 

免费分配或近乎免费分配的情况下，短缺营g正在有效价格的情 

况下更严重。

由于我们已经通过简单的演绎推理得出了这一结论。对我们 

说来，最重要的就是任何步骤都不应当违反逻辑。根据以上所述 

并不能得到任何明确的结论。我们的推理过程没有触及这个问题，

©我们使用“社会决策”这种说法时，并没有解决这种选择是如何做出的问题。 
也许是在不知不觉的历史进程的结构之内作出选择，或者真由有意识的计划 

活动实行选择.社会决策可以在任何政治的、法律的和组织的形式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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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供给处于充分满足水平以下的物品如果免费分配或近乎免费分 

配究竟是有利于社会，还是有害于社会？社会可能为了其他社会 

利益而承受短缺的代价。例如，根据特定的标准进行分配。但是 

我们应当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短缺是一种必须付出的代价。

17-4分配方式

我们稍后再谈价格。目前我们对价格问题的了解已经足以使 

我们进行分配方式的研究。我们先看关系式(17-1)。这里我们是 
讨论对一箱声M盘一组产品的分配：

(17-1)

在数学意义上，“分配方式»是一个函数，它确定物质供给和 

产品在家庭之间分配的对应关系；通常这个函数不是由单一的综 

合决策决定，而是由一系列的决策决定，这些决策根据一定的规 

则分为若干步骤。因此，分配方式可以看作是一种决策程序。

分配方式通常并不以一种明确无误的决定论方式决定产品的 

分配，而是按照随机法则进行。

有时，分配形式是经过我们审慎计划过的。例如一种旨在满 

足一定标准的配给制度。在另外一些时候,分配却是一种自发的， 

不知不觉的社会过程。

分配方式属于经验范畴。现实中可以看到多种多样的分配形 

式，但是从理论分析的目的考虑，只讨论以下三种纯粹的方式。

(1)拍卖；

(2)配给,

(3)排队。

在现实中这些方式或者以其纯粹形式出现，或者，更为经常 

地，是作为综合方式的构成要素。还有与以上三种形式及其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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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其他方式。强行获取物品就是一例。这些方式在较早的历 

史时期也许比以上三种形式所起的作用更加重要。但是，在当代 

一切社会制度中，是以上三种基本方式及其组合占据着统治地位。 

即使这三种方式不排斥其他分配制度，大部分物品也是借助它们 

分配给家庭的。

17-5拍 卖

第一种方式叫作拍卖，简记为A。我们不打算作一般性的描 

述，只讨论物质供给它看的特殊情况⑦。

最能说明问题的场合就是一次真实的拍卖，例如出卖一件工 

艺品。所有可能的买主都同时到场，给出最高需求价格的人将得 

到商品。•

但是，没有必要让所有可能的买主都到同一个地方竞相叫价。 

与此相同的另一分配方式（至少在理论上是相同的）也在其他若 

干场合下发生作用。我们借助图17-2来说明拍卖分配模型。图17- 

2再现了图17-1,并且作了一些补充。因此，最简便的方法就是 

沿用我们早先对这一模型的解释。我们假定一国或一个地区所有 

幼儿园的入托名额都是用"拍卖"方式出售给可能的要求者。要求 

者根据他们给出的需求价格在图中按照自右向左的顺序排列。第 

一位给出的数额最大，比如每月支付1000福林，第二位出990福 

林，等等，最后是那些最多只愿付名义价格甚至一分钱也不愿付 

而仍然要求有一个名额的人们。

幼儿园的名额，或者说物质供给是有限的，它位于充分满足 

水平以下。在图中它由s和一条水平线表示。从水平线与需求曲

⑦ 如果仅仅就企业之间物品的流动而言，按需求调整供给已经在第三、六、八、 

九以及十四各章中讨论过了。但是，经过必要的修改，那些地方说明的观点 

也可以应用于企业部门向家庭部门提供物品的情况。在第十九和第二十一章 

将要对以上所述再作一些补充说明。

124



线的交点引出价格P,选择过程开始了。分配方式把所有的要求 
者分为两组：得到产品SW口市能得到产品的。拍卖方式中唯一的 

选择标准是需亲祢格。这个琮湘贞看在以下两个条件满足而情加 

卡宁以施碌而弦古娶生作用。

（1）买主严格按照他们的需求价格的顺序排列。

（2）实际价格正好位于供给完全分配给愿意支付这一价格的 

人的水平上。

这就是瓦尔拉斯市场均衡价格。提起瓦尔拉斯有着双重理由。 

这一价格不夜应a元宗金森率温应想体系中的均衡价格而著名。 

而且正是由于瓦尔拉斯描述了价格形成和分配的拍卖模型⑧，这 

样的称呼也是正当的。由于这是按出价高低排列的纯粹情况，他 

这样做是正确的。

在拍卖方式中，每一个个人需求价格低于实际价格的买者将 

自愿地抑制购买。通过把这些买者排除出去，市场供求相等。我 

后自2得到一般微观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定理。不管这一定理多么 

基本和多么为人熟知，仅仅是为了考察使这一定理有效的特殊条 

件也应该在此强调说明这一定理。当购买者的预算约束很硬，价 

格是有效的时候，一些产品购买者将•会•自底地•抑・制•购•买・这•种•产品： 

市瓦.如京在二价•格•是•通•过•拍•卖•方•式•形证，■也，就•是•说.，•如•果•是•瓦 

尔拉斯均衡价格，那么，可能的买者将自愿限制人数，正好使得 

供给满足那些没有退出的人的需求。

所有愿意支付比实际价格?更高价格的人，都得到学日岩平 

名⑨。（借用马歇尔的术语。）图中斜线阴影部分代表消费喜统藻电 

，良和，用GA表示。（A代表拍卖auction。）

在实际价格P点退出需求市场的人受到了损失。这种损失可 

以叫作消费者损失或者负消费者剩余。图中垂直线阴影部分代表

⑧在瓦尔拉斯的模型中，需求和供给都对拍卖过程中的"叫价"作出反应。

⑨早期文献使用'消费者租金"这个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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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2拍卖方式中的分配

消费者损失的总和，用H8表示。这是被排除在消费之外的买者为 

得到产品所愿意支付的数量。

新古典经济学喜欢把产品争单(allocation)和收入分配(dis- 
t rib ution)的问题区分开来。向忘是关于产品在买者之间的分 

配，治者是关于货币收入在社会各阶级、集•团•和个人之间的分配。 

这里我们不讨论收入秦府和收入分配如何与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 

相联系的问题。我们仅仅强调，每一种产品分配机制都会有收入 

分配的后果。在拍卖方案中，是“'货•币'在•说•话威鲁士A鱼委质 

人金宁横丘，他不仅取得产品，而且得到了消费者剩余明

按照需求价格的顺序排列并不一定与按照财富和收入的排列 

一致。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去对于一些收入较低的家庭来说也许是 

至关重要的。因此他们牺牲在其他项目上的开支，而在这一项目 

上给出较高的价格。相反，也许有一些比较富裕的家庭只愿意支 

付很小的数额。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而且可以由经验加以检

⑩如果每一个人都必须按出价支付，而不是按统一的瓦尔拉斯均衡价格支付， 

这种好处就可能由于价格歧视而丧失。但在这种情况下，就应有一个不同的 

分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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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就是在家庭的财富和收入与给出的需求价格之间存在着密切 
典正相突；旭良立二》施》去自立二丽座m施宁二座人自应需,. 

危而ik%这一分配原则在政治上和道义上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将 

回过头来讨论，通过把拍卖方式与其他方式结合起来可以在何种 

程度上纠正这些后果。）

17-6配 给

第二种基本的分配方式叫作配给，用R表示⑪。我们还是只限 

于讨论家庭之间分配的供给品是既定的情况。

根据决定配给的人或机构可以区别两种主要的变形。一是生 

产者配给：物品和服务的生产者自己决定他的产品在可能的使南 

会之向电分配，而不根据给出的需求价格。简记为R3"”。另一 

种主要变形是行政应给，用Radm表示。比如，可能是部里决定企 

业应当把产品务配给哪个家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和 

分配者的角色就由于各自的动机和行为规则不同而分离了⑫。

在实际过程中，配给制在非总量层次上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只讨论在最具体问题上也实行配给的纯粹形式（例如一套特 

定的住房分配给一个特定的家庭）。在按总量进行分配的场合，补 

充方案（例如排队）进行非总量的分配。但这就不是一种纯粹的 

形式，而是一种组合方式了。

各种配给方式的区别在于家庭在最终分配中的积极或消极程 

度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事先得到表达了吗？如果是的，实际配额 

的分配在何种程度上符合他们的要求？

⑪最先给配给建立数学模型的尝试出现于几年以前。例如，见德雷泽（1975）, 

马诺韦（1973）,格兰蒙特（1977）。有些论文讨论了配给与价格体制之间的关 

系，值得注意。例如见托宾（1970, a）和韦茨曼（1977） 0

⑫可以想象这两种变形结合起来的情况。比如说，起初是由生产者决定配额， 

如果要求者不同意这个决定，他可以求助于行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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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给过程中使用一种或一种以上的选择标准。根据定义， 

这些标准不能包括需求价格。配给这一概务亲身在意味着，根据 

非价格标海南分配⑬。如果在实际分配机制中既使用需求价格岛自 

上；电程庙宁以书所列的一种或若干种标准,.就应当认为它是一 

种组A的分配方式(A + R)。

我们在这里列出实际过程中常用的一些典型选择标准，这些 

并非就是全部：

(a)紧急需要：

(b)功绩；

(c)家庭背景；

(d)社会地位：

(e)政治表现，

(í)个人与分配者的亲缘关系或友情;

(g)对分配者施惠的报答：

(h)贿赂。

很少有人会否认标准(a)紧急需要在道义上的合理性。如果 

从伦理观点比较拍卖和配给这施轴3面方式，这一选择标准断然 

否定拍卖制，而赞同配给制。如果一家医院的容量有限，是应该 

接纳从医学观点看需要住院治疗的人(即使他无力支付住院费 

用)，还是接纳也可以在家治疗，但能够支付住院费用的人呢？紧 

急需要特别是在以下一些情况下作为选择标准出现(这些情况经 

常是一起发生的)。

(I)必须满足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停车年季必须保证每一个 

人有最低水平的食物、衣着、住房、上足血密育。也就是说，“按 

需分配”的分配原则至少必须被应用于达到基本需要水平。

⑬我们的定义还有一种否定含义：这些选择标准不包括先来后到的次序在内. 
后者将在下面一节作为一个独立的纯粹方式——二排队一加以描述。另外， 

在谈到选择问题的时候，我们还要提及第四章和第六章已讨论过的一些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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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根据社会正义的原则，必须满足家庭中无收入成员的需 
要。即使父母的收入是对他们工作表现的合理报酬；名在公孩子 

们受教育的水平或者居住条件就应该取决于这一点呢？

以上所述并不意味着配给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方法⑭。但 

是，基于经验观察，我们认为，在一些国家里正是紧急需要这一 

标准促使决策者采用配给制。这一动机在卫生、教育和住房一类 

的部门表现得特别强烈，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则强烈表 

现在食物分配方面。

标准(b)、(c), (d)和(e)要比标准(a)成问题得多。没有人 

根据道德上的理由反对标准(a),人们只是要求制定紧急需要的精 

确定义，并提出这种定义下的紧急需要是否应被当作为配给原则 

的问题。但是，对在分配消费品时究竟是否应该考虑功绩、家庭 

背景、社会地位、政治表现的问题持怀疑态度的人却多得多。

我们只能再一次提出基于经验观察的看法，这些选择标准在 

物品分配中一点作用不起的社会是不存在的。各种制度之间的差 

别在于，(1)这些标准是公开地起作用，还是隐蔽地通过非正式 
机制发生作用；(2 )是由行政邮口还是由生广考白已决定配给. 

(3)以这些标准为基础的施各古未应用的南由看多大；最后，也 

是最重要的；(4)这些特定的标准在实践中是如何规定的。让我 

们以大学的录取为例。没有一种大学副康显仅仅根据所出的学费 

或需求价格进行录取的。申请入学者的素质(通过中学的成绩报 

告单反映出来)起着某种作用。但是他的家庭背景(他的种族、 

宗教信仰、国籍、父母的职业)和他家庭的社会地位、他的家庭 

或者他本人的政治表现一样，都可能是一种有利条件或者不利条 

件。标准(b)、(c)、(d)和(e)如何在配给制度中运用的问题是判 

断任向在会经济制度性质的一个重要指标。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断定某种配给制与政治因素无关，而仅仅是基于经济或者技术上

⑭可以运用一些组合方式，有些是在实际中运用的，有些是在文献中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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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虑是不可能的。接受或者拒绝任何实际的配给方式与作出判 

断的个人的政治和道义的价值观念是不可分割的。

使用标准（f）、（g）和（h）受到任何公开宣布以及普遍接受的 

道德规范的谴责，通常也是法律所禁止的。但是，没有一种制度 

能够完全摆脱这样一些弊端。问题仅仅在于是经常采用这些标准， 

还是偶而使用，以及是否在重大的或者关键的决策中采用这些标 

准⑮。

配给方式的实际变形无计其数，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提供真 

实的经验描述。⑯如上所述，选择标准并不总是公之于众的，这就 

使描述的任务更加困难。即使选择标准是公开宣布的，实际选择 

过程也可能偏离宣布的原则。

任何配给方式都影响收入分配⑰。它总是偏向社会中的某一 

部分成员。这样，配给就对货币收入实行一种再分配。可以用许 

多指标描述这种再分配的作用。在这一场合也自布容意的一个指 

标是消费者剩余或者消费者损失（负消费者剩余）。图17-3和图17 
-4说庙宁应宜；《而不由显函；7-1和图17-2思路的继续。让我们 

假定行政分配过程已经发生，地方议会已经决定如何分配本地区 

的幼儿园入托名额，得到这些名额必须支付名义费用P。。1%

配给方式把所有的要求者分成两组：得到名额和没有得到名 

额的人。入托名额如果“拍卖”的话，每个组的成员根据他们愿意 

支付的需求价格分别排列。第一组的情况见图17-3。在价格区间 

Pd>pn°m以上的部分是得到名额那些人的消费者剩余，用GR表 

示。其中R表示配给。这是第一组为了得到名额愿意支付的超出

⑮见汉奇斯（1978）关于贿赂问题的出色论文。

⑯瑞典学者已研究了住房分配的问题，例如见林德贝克（1967）,美国的研究人 

员分析了医疗服务的配给问题，见库珀-楚耶尔（1973）,匈牙利论述住房分 

配问题的文献见肯拉德-塞莱尼（1969）和丹尼尔（1978）。

⑰关于免费分配和配给对收人分配的影响，见弗盖（1975a, b）,拉丹伊（1976） 
和丹尼尔（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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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价格以上的总额。消费者剩余是既定的配给制在名义价格 

pnom上给他们的社会贡赋。

图17-3得到配额者的消 图17-4没有得到配额者的

费者剩余 消费者损失

图17-4表示第二组的情况。在这里，价格区间Pd>pn°m以 

上的部分表示没有分配到名额的那些人的消费者损失，用HR表 
示。这是被拒向奈予名额的人们在名义价需以工•愿.意支付的数 

额。

不能通过比较图17-2和图17-3及图17-4得出一般性结论。结 

果取决于有关的名义价格P"。1"以及实际配给方式使用的选择标 

准。与假设的纯粹拍卖制比较起来，是否已经出现了一种真实的 

再分配还不一定。也许有较多的能够或者愿意支付高价格的家庭 

得到了名额。由于他们不仅得到服务的便利，而且是在名义价格 

下得到的，因此他们的消费者剩余增加了。

消费者损失HR从两方面看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它是一个重 

要的短缺指标，作为这样的指标它可以包括在表示消费品短缺程 

度的向富力加分量之中。它表示消费者对所受损失的主观评价。 

除此而外，它以间接的方式反映对消费品市场的通货膨胀的压 
力。被拒绝的要求者为了得到服务将愿意支出款项H<应嬴亩能 

病为推动私人幼儿园和婴儿嫁姆的价格上升的一个因素。

⑶



但是，我们得告诫读者，在解释指标H15时必须谨好，这不 

仅仅是因为观察这个指标很困难(如上所述)。即使能破病确度量 

HR,我们也应该记住它是一个局部指标。我们假定有m个产品， 
n个家庭。当第一个家庭宣布它需素一件产品愿意支付的需求价格 

时，它是假定其它条件不变，假定第二件、第三件……第m件产 

品的价格保持不变，它自己的预算约束也是既定的。在这种情况 

下，该家庭也许愿意比先前第一件产品的价格多支付20%。但是， 

如果第二件，第三件，……第m件产品的价格同时增加，该家庭 

将无力支付增加的数额。因此，所有家庭对所有产品的消费者损 

失总和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概念，而且它肯定不 

能度量家庭的总量过度需求。

17-7排 队

第三种基本方式的名称是排队，用Q表示。排队问题在第四 

章和第七章早已提及，而且在薮事附录A中予以讨论⑱，但这都 

是主要从企业作为买者如何对排队作出反应的观点考虑的。现在 

我们把排队作为一种分配方式加以考察。

如同前面两种纯粹方式的情况一样，我们不试图作一般的描 

述。我们的论述只限于在家庭之间分配的物质供给是既定的场 

合。

可以区别出三种主要类型。

(a)有形排队。等待服务的人确确实实在提供物品或服务的 

人面前排

(b)增学排队。要求者在得到一个序号之后可以离开，当轮 
到他的时虚奇回来。

(c)按到达次序分配。决不会有两个要求者同时出现在供应

⑱我们早已给出论述排队问题的丰富文献的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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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这样的话，就不可能形成排队。但是，消费者来到供应点之 

后，他们每一个人要多少产品都可以得到多少，直到东西卖完为 

止。

这三种类型的共同特征，是以到达供应点的次序（或者以提 

出要求的次序，这也一样）作为雇二加连库底缸,亩而先来的人 

就比后来的人有利。

到达次序可以完全是随机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到达次序可 

以是一定解释变量的函数。例如，退休的人或者家庭主妇就因为 

有较多的时间来排队而比上班的人们处于一种更加有利的地位。
车泰娶妻庙亲于非均衡理论的论文经常把“配给”这个词用 

作集合名词，意指R和Q这两种方式。我们认为，最好还是把这 

两种方式严格区分开来。在方式R中，一个确定的人（个人或者 

一个机构）根据各种可能的标准进行选择。与此相左，在方式Q 

中，选择是由一种非人为过程作出的，仅仅以到达的时间为依据。 
这个区别极其重要；由％它影响着决定配给方式的人和接受配给 

品的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买者能够得到的信息起着相当大的决定作用。如果产品到达 

供应点的时间间隔不规则，供应者就可以通过告诉要求者什么时 

候来买产品的方式帮助他。在这种情况下，排队方式只在表面上 

起作用。实际上已经出现配给的方式：分配者根据他自己的选择 

标准已经决定谁应该排在最前面。

17-8思想实验：用纯粹拍卖方式分配的条件

以上几种基本方式的任何一种在现实中都很少以纯粹形式发 

生作用。它们在正常情况下是以组合的方式发生作用。如果我们 

先进行一次思想实验，弄清按照纯粹拍卖方式进行产品分配所必 

需的理论上的条件，这将有助于理解使组合方式成为必然的社会 

条件。在17・5节我们确定了两个必要条件。但由于我们在那里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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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仅仅是物质供给既定的特殊情况，因此它们还不是充分条件。 

现在，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探讨，虽然如此， 

我们还是不乞求完美无缺或者追求最大限度的普遍性。我们将要 

研究在某个特殊市场中的一种抽象市场过程。买卖活动有规律地 

重复进行。市场是分散化的，因为买者和卖者彼此独立地参予市 

场的活动，没有行政管理部门干预分配的过程⑲。我们将按照事 

件发生的先后次序描述市场的运转过程。由于构成系列的事件都 

是不断重复出现的，我们从何处开始关系不大。

（1）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的决定：出价。当事人在交易中出 

什么价是以血需二旋痉鱼％女血嬴•第十五章和第十九章详细地 

讨论了价格决定的问题。这里我们只注意到出价以什么样的速度 

和范围影响市场，要取决于市场的具体特征。论述资本主义经济 

的描述性的著作在无数的场合强调，价格即使不总是、到处是， 

起码经常是在许多地方反应迟钝，具有粘性或具有刚性。这个描 

述在更大程度上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格。我们用7代表描述 

冷熔则性的各种指标组成的向量。我们不想详细解说度量带来的 

由嘘:萧只想证实这样一个通常的观念，即用6 = 0描述价格体制 

摆脱了任何刚性的状态，从而需求价格、供给价格和买卖双方协 

定的实际价格立刻对市场的实际状况作出完全的反应。价格越具 

有刚性，j的分量所取的值就越大⑳。

（2）对出价的感觉。任何感觉都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取决 
于感觉的需聂.功二方面取决于感觉者本身。我们举交通为例。 

一辆汽车已到达十字路口，驾驶员对当时情况的直接感觉取决 

于什么？取决那里是否有红绿信号灯，取决于是否能看到一个可 

能闯红灯的骑自行车者，因为如果当时漆黑一片，骑车人又没有

⑲这个特定市场究竟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还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运行 

的问题暂不考虑。

⑳ 定义变量é（以及本章后面引人的类似变量）时将沿用本书前面各章使用的惯 

例。瓦尔拉斯系统将用相应指标的零值描述,对瓦尔拉斯参照点的偏离用指 

标的正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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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灯，只有当他接近驾驶员的车灯时，他在客观上才是可以看见 

的。这些是影响感觉的客观条件。汽车驾驶员是否注意信号灯， 

或者他是否误闯红灯则基主观条件。

指标®描述感觉的两个方面，o = 0的情况在以下条件成立， 

如果（a）市场对于所有的买者来说是完全“透明的”，从而所有可能 

卖者的供给价格可以在客观上被了解•到.（高拜：对卖者来说也必 

须如此）。Q）每月卖者都注意每一个可能卖者的供给价格，因为 

他这样做完全是有理由的（同样，这对于卖者也是如此）。对价格 

感觉受客观和主观障碍的阻力越大㉑,度量缺乏价格反应的指标® 

取的正值就越大。

（3）实际交易根据价格信号进行的调节。在第八章我们用指 
标w描述词和证兼函济旋藏应用由禄金丽里作为一种综合性的 

范畴。如果根据任何信其匿者反馈进行的调节不完全，并且有延 

滞，这就用某一指标Wi的正值表示。现在我们的分析只涉及向 

量W中阻碍根据价格信号进行完全调节的那些分量。我们用WP 

表示它们。

因此，如果买者（或卖者）能够没有任何摩擦地根据价格信号 

作出完全调节，那么，wp=O,阻碍这一调节的摩擦越强，Wp取 

的正值就越大。现在重点在"客观的"摩擦。到现在为止,买者一直 

从卖者X那里购买，因为卖者X的价格比卖者Y的价格要便宜。 

现在Y给出更便宜的价格。但是买者并不转向Y,因为使用Y提 

供的产品所必需的互补投入不能立即得到。因此,Wp不是度量他 

愿意根据价格调节的程度，而是他能够适应的程度。
• •在用公式表示我们的命题之前：莪们再引入几个符号。

设a〔K〕为任何方式K （纯粹的或组合的）在分配中的份额。 

具体地说，a〔A〕是纯粹拍卖方式A占有的那部分分配额。它的 

余数是a〔non- A〕= 1 - a〔A〕。于是余数的份额给出了所有其他

㉑ 上述价格反应指标8与第十四章采用的因素。有联系，但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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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组合份额。在这些方式中，A不再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而 

是与其它方式组合起来出现，或者根本不出现。份额a〔K〕是可 

观察和可度量的量。它们是该体制的重要特征。了解它们会加深 

对于经济如何运行的认识。

我们首先用符号表示如下：

若w=0 且6í=0 且Wí,=0,

对价格信号的
没有价格刚性 完全有价格反应

 _________________  •实际反应无摩擦

则可能有 a〔non-A〕= 0 （17-2）

唯一地根据拍卖

方式进行分配

若SN0且/或且/或Wd>0

则不可能有05011-人〕=0 （17-3）

现在我们将从一个新的角度描述经济制度。我们可以说出在 

一个特定市场的总交易额中各种分配方式占多大的比例。这样， 

对于抽象的瓦尔拉斯参照点a〔non —A〕=0,我们就有了一个新 

的标准。如果价格完全具有灵活性，如果当事人完全看见价格并 
据此而进行身基质庙节0:元东丘斯命赛方会才施敏施é各施声 

品。

但即使公式（17-2）和（17-3）也只是说唯一使用拍卖方式的可 

形性或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也必须予以讨论。如果该方式是立 

春电一使用的，那么每个当事人也必须都希望应用这一方案。不 

管出于什么原因，如果买者（或卖者）不顾丧庙■格相对不利而选择 

一个卖者（或买者），是因为他有较高的社会威望，或彼此有私交， 

或者因为接受了贿赂，那么拍卖方式就不再以纯粹的形式发生作 

用了。

即使条件（17-2）以另外的方式满足，以便使用拍卖方式，这 

种情况也可熊发生。但是，如果公式（17-3）左边表示的任何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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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得到满足，起作用的一定不是价格，而是选择标准。发生这 

种情况或者是因为价格不具女完全的灵活性，或者是因为当事人 

对价格的感受不完全，或者因为调节不是完全无摩擦的。

在公式(17-2)中我们给出了唯一使用瓦尔拉斯拍卖方式的条 

件，这种方式以当事人的行为和这种体制的控制机制的特征为基 
础。但是也可以双勇二4•扁氤，人相总山诲病快志由聂房翥这个 

问题。这次我们从静态方面，而不是动态方面观察市场的调节过 

程，分析调节的一个单一的时刻。我们在时间t观察市场i ,并 

且考察所有买者和卖者的行为。如果流行的价格Pi (t)刚好是瓦 

尔拉斯均衡价格，总供给一定正好等于总需求。于是，拍卖方式 

就可以自动进行分配。所有愿意交付价格Pi (t)的买者都能够满 

足自己的需求，而不愿意交付Pí (t)的买者则被排除在外。另一 

方面，所有愿意以价格Pi(t)出售的人都能够把商品卖出去.而 

那些坚持要更高价格的人却被排除在外。

但是，如果在给定的价格P,(t)上，仍然有没有满足的需求 

或者过量供给，情况就不同了。让我们看发生短缺时的情况。在 

这种情况下，一些愿意支付流行价格的买者也必须排除在外，至 

少他们的初始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因为价格不能独立胜任这一选 

择任务，使用其他选择标准就成为势在必行的了。在相反的场合 
情况与此类似。这样我们可以吊公式表宗以相以状态为出发点的 

唯一使用瓦尔拉斯方式的条件：

若 Z[(t) = O 且 qi(t) = O,

无短缺 无滞存

可能有 Q Cnon - AJ = 0

唯一根据拍卖方式进行分配 (17-4)

若且/或 q«t)N0, 

贝iJ不可能有 Q〔non-AJ=0 (17-5)

137



公式（17-2）、（17-3）和公式（17-4）、（17-5）之间密切的因果 

关系在本书若干地方已经予以讨论，现在我们不希望离题太远。 

我们只在这里强调后两个条件的一个重要启示。

任何市场在任何时刻如果偏离完全的瓦尔拉斯均衡，就必然 
使用宁菲元东寇薪》会；立座》1句以建身套保嗓公山，wà 

显/反乳人岛值A；委们来更加仔细地研究这些组合。

17-9组合方式

表17-1是各种方式组合的概览。表中所列不是全部可能的组 

合，但这些组合对于我们的论证都是最重要的。

我们先说明表中各列。第1列和第I［列的共同特点是有效价 

格和拍卖方式a两者都起作用，而在第ni列和第R列它们都不起 

作用。因此，标准不是货币究竟是否出现在交易过程中。只要是 

在名义价格的范围内进行交换，也就会在第III列和第H列发现货 

币交易。

第一行表示可以在完全调节的情况下执行的分配方式。上面 
一节我们详细讨论了身金山》在A士面山条件。现在我们可以在 

类似的抽象层次上补充一点，即在“完全的集中控制"条件下，所 

有的分配都可以通过R'dm（即行政配给）进行㉒。因此，表中第一 

行表示两个抽象的参照点。在现实经济体制中，它们都不以纯粹 

形式出现，不是在一种长期不变，普遍适用的基础上发生作用。 

现实中不存在唯一由方式A分配物品的真实的市场，也不存在完 
全通过Ra é进行分配的申学迪中央计划久济：

第二行包含可以在电修岛情况下进行分配的方式。我们从第 

I列开始。第I列中行鼓施给不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主要是

㉒ 我们早在8・7节就指出，"完全的集中控制”可以成为完全调节的一个抽象的 

参照点.本表第一行出现行政配给方式是从那里开始的论证过程合乎逻辑的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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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价格(比瓦尔拉斯均衡价格要低)通过排除不愿意支付流行价 

格的人在买者中间进行选择。但需求仍然过高，需要进一步选择。 

这或者是通过卖者应用17・6节所列的标准(a)-(h)的某种组合进 

行，或者是按照“先到先接待”的原则向买者提供服务㉓。或者，这 

两种非价格选择过程与价格选择结合起来。

我们继续看这一行的第五列。在第五列我们看见拍卖方式和 

行政配给方式的组合。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里，这种组合方式用 

来分配小汽车或者公寓。公寓是国营企业造好后出售给私人的。 

这两种物品都必须支付有效价格，而短缺仍然存在。小汽车和公 

寓的供给(或者是其中的一部分供给)通过行政手段在那些愿意支 

付这个价格的人们中间进行分配。也许提出要求的日期也起一定 

的作用；换句话说，方式Qbu'b参与分配过程。

有时还存在另一种组合(A+Radm + A)的可能性：有幸得到 

配给商品的人，因为需要钱用又把它出卖给另一个买者。

再看这一行的第UI列。这一列包括存在着短缺,但既没有有效 

价格也没有行政配给情况下的分配方式。在7・8节我们曾提到对生 

产的植物性控制。这是在没有价格信号而同时又是分散的条件下 
发生南"•数•量•'曲节。第DI列中的方式在分配领域内与这种制度很 

相似。它们在没有有效价格信号和行政配给的条件下分配一定的 

物品和服务。这种情况发生在医院或大学按自己的标准决定接纳 

谁作为病人或者学生的时候。可以根据配给方式使用各种标准实 

行配给，或许也可以考虑把申请的次序作为进一步的选择标准。

许多免费或者只有名义价格的服务，完全是由排队进行分配。 

例如，使用免费的娱乐场所，运动场地、停车场等等。如果免费 

的海滨或者停车场满了，后来的人就被排除在外。

排队方式的重要性由于下面的事实得到进一步加强：它总是 

填补其他方式留下的真空地带。一切没有被其他“有组织的”分配

㉓ 数学附录A中描述的市场，按照分配方式〔A + Qbuye r〕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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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顾及到的产品和服务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分配。事实上，“先 

来先接待”的选择标准是相当文明和公平的分配形式，它有赖于所 

有合格的使用者的自愿约束。在方式A和R不起作用，真空学有 
被排队方式QM填补的地方，“各取所能”一类比较粗暴，较毒在 

攻性的选择标准必然占据支配地位。仍用上面的例子来说，小流 

氓把和平的沐浴者从海滨赶走。

最后，在有关短缺的这一行的最后部分，第W列中，是同样 

与行政配给混合在一起的分配方式。在这里当然出现了纯粹的 

R3S方式，但是这可能与供应者配给结合起来。例如，假如是由 

中央教育部门分配大学的某些名额,而其他名额由大学自己分配， 

就是这种情况。如果进行配给的部门把提出要求的日期以及其他 

选择标准考虑在内的话，行政配给也可能与排队结合起来。

为简洁起见，我们对表中最下面一行，即岁专的情况不再进 

行详细评述。

对表17T应作出三个一般性评论。

(1)判定这里描述的方式中哪个应该被认为具有市场特征还 

很成问题。经济学中没有几个概念象“市场”概念这样：才以作许 

多种不同的，并且有时是彼此矛盾的解释。要特别强调两种解 

释㉔。第一种是广义的，根据这种解释，联系交易过程中买方和 
卖方的每一种横•向•关•系都应被认为是一个市场，即使其中没有有 

效价格在起作用也罢。因此,即使买方和卖方都只是对彼此的“数 

量”信号作出反应，也仍然是市场机制在发生作用。另一种解释 

是狭义的，它认为市场是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这样一些关系，其中 

有双称病在控制当事人的行为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如果应用广义的解释，第I列和第m列中的方式就可以说是 

具有市场特征由3■的过程。但根据年¥里解释，只有第I列中的 

方式可以被认为是市场方式。

㉔第一篇已经对此作了说明(见第七章的脚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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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经济学家大概都同意，第W列中的方式是非市场分配 

过程，第I［列中则是市场分配方式和非市场分配方式Q团.

•⑵ 表17-1的分卖春家也者出东高*长质想优血位考虑在 

内。我们看第1歹u,其中列出了有效价格下进行主换的方式。一 

个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的法律允许一些物品和服务用于交换，禁 

止其他物品和服务的交换㉕。在后一种情况下，或者法律条令是严 

格执行的，从而违反条令就意味着一种“黑市”，或者在实际过程 

中没有这样严格地执行法律，于是就有一种“灰市”（"灰"的深浅 

有各种不同的层次）㉖。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看到，“黑市”和“灰 

市"通过以有效价格向买者提供商品也在进行市场分配㉗。因此， 

它们的作用可以用第1列中的方式加以描述。

（3）有许多物品和服务在同一经济体制下，在同一时期内是 

通过若干种方式来分配的。这叫作平行分配。平行分配在很多时 
候是双重分配；产品平行地通过两全泉度；也会出现三种，或更 

多种3应方式并列发生作用的情况。

我们举医疗服务的供给为例。在一些国家里，有普遍的社会 

保险和全国性的医疗卫生服务设施，与此相平行地（合法的或者 

至少存在于"灰市"中）还有私人的医疗服务。在这种情况下，虽然 

有些服务可以由社会部门独家垄断，但其他服务（例如个人去普 

通开业医生那里去看病）却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进行分配。每一 

种分配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组合方式。我们用Eí表示第一种方式， 

它由〔1^5+ 1＜加*"+（30，一；］组成,第二种方式用EN表示，它由 

〔A + Qbu~〕构成。方式E1和Ez向使用者提供相同的产品和服务， 

或者至少是相近的代用品，它们在某种意义上互相竞争。在提供 

的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或价格方面它们彼此不同（免费或名义价格

㉕ 每一种制度下都有被禁止的商品。即使在*í自由市场”最发达的国家，象白奴 

买卖，雇佣刺客谋杀、毒品买卖一类也是被禁止的。

㉖见塔诺伊的论文（1975）“短缺和黑市”。

㉗“黑市”和“灰市”是本书其他地方提到的“第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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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有效价格）；在非货币“成本"，即伴随使用而来的负担方面（排 
欣时间等等）也可能不同。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它们在通行 

的赴会关系方面可能不同，至于这种社会关系是支配关系还是隶 
属亲家,.嗓其他因素而外还取决于使用者是否受供应者的支 

配。

17-10各种方式的相对范围：一般相互关系

表17-1不是一种我们可以根据口味从中选取最有吸引力的分 

配方式的菜单。特定社会经济体制的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哪些分 

配方式应该在哪个领域中发生作用，至少，它缩小了决策者可以 

从中选择可能方式的范围。在本章的余下部分我们将考察是哪些 

因素影响各种不同方式在分配过程中的相对份额。分析将分两步 

进行。在本节内我们运用全书特别是本章的结论，抽象地考察影 

响分配机制的因素。在这里我们还是讨论一般相互笑家；既不区 

分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也不区分它们的不同形式。我 

们将在17.11进行这种区分，因为在那里将对经验上可观察的历 

卓卓学作出描述。
'在理论分析过程中，我们强调指出四种因素（它们不是全部） 

的影响。

（I）价格对买者和卖者行为的影响越小，拍卖方式A的分配 
作用就越方、；女市居森女电》孟不无森成央的麻鹿自施夫：在木 

高血显í7..8节血症向音显速离府转山；女公言，/a）：，17-3）继 

续推论，并使用相同的符号，我们有如下的关系：

公式（17-6）仅仅大致描述了这一关系。这个公式似乎既能够 

根据更加精确地公式化的演绎推理予以理论证实，也能够用经验 

数据对它进行判断，因为所有的变量都是可观察和可度量的。

（1）正常的短缺越严重，行政配给或底应金而至加分施作用 

以及买者森根庙套保欣南3配相论赢施夫：应由：文康以.底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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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17・8节中公式（17-4）、（17-5）运用的论证思路： 

正常短缺强度 与拍卖方式不同的其

部* _）.他各种分配方式的份 （17-7）
/ * 3… 额就越大
- 越大） （a〔non-A〕越大）

象公式（17-6）一样，公式（17-7）仅仅用语言形式表示一种函 

数关系。但是它似乎也易于在理论上详细说明，并也可能通过对 

变量的经验观察予以判断。

注意我们的陈述含有“正常的”这个限制条件。公式（17-4）、 

（17-5）说明，对瓦尔拉斯市场均衡的瞬时偏离，使得非瓦尔拉斯 
方式不可避免地在分配过程中出现。底息如果市场的正常状态 

偏离瓦尔拉斯均衡不太远，其他非拍卖方式（non —A）就只起补充 

拍卖方式A的作用。把坚持购买意图和放弃这一意图的买者分开， 

以及把坚持出卖意图和放弃这一意图的卖者分开来的，基本上是 

有效价格。在这种情况下，方式R"u"，Réxr, Qbuy”，和Q'cu5 

只起次要的校正作用。

如果市场牛池状态基本上偏离了瓦尔拉斯市场均衡，情况就 

不同了。如果孟病向本在着严重的短缺，方式R和Q就不再起补 

充或者附属的作用，而成为起支配作用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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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刚性越大 

（1越大）

当事人对价格越不敏感 

（日越大）

对价格信号的实际 

反应摩擦越大

（Wp越大）

各种非纯粹拍卖分配方式的份额越大.

（a〔non - A〕越大）



在伴随吸纳状态的资源约束型经济中，有着一种加强配给方 
式和容应方式相庙自内在泡鼠.亩茬露生约亲金虚虚相：疝看着 

血瘟疳亲》小作由自向相回机....................

••，心奉应会立番刷加由岛垄断程度越高，它在分配自己的物 

品和服务时就越是使用方式R'eU”，RsuPM“以及方式QM5， 
QU…。

按照卡莱茨基的看法㉘，垄断程度不仅影响企业决定价格的 

能力，而且影响企业分配它的产品时应用非价格标准的程度。

(W)国家的经济作用越大，国家经济政策中家庭收入再分配 
的重要性富去：方工・r:'本身最会后皆真在务会山由A自3缸 

宿宿巅危关；

.•上乐有种相互关系都极其重要。各种分配方式的相对份额不 

能完全由纯粹经济因素来解释,它们也受制度的政权结构的影响， 

但考察这个问题不属于本书的范围。

我们应当在此指出，社会普遍接受的道德观念、准则和传统 

在决定分配方式的范围方面也起重要作用。不存在永恒的界线。 

在奴隶社会中活人通过拍卖被买卖。曾经有过按“有效价格”购买 

妻子或丈夫的时期。一些分配问题逐渐被这一方式或那一方式解 

决，而另一些问题则不能继续被原有的方式解决。但是，这就进 

-入到下一节的论题，即对历史趋势的讨论。

17-11各种方式的相对范围：历史的趋势

有一种普遍的信念，认为历史趋势明确指向某种分配方式， 

或者某些方式的组合。例如，许多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信徒认为市 

场分配是历史的定论。在历史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的作用 

总是在不断增长，虽然也曾出现过并继续出现停顿和倒退，然而

㉘见卡莱茨基(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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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只是暂时的，因为市场或迟或早总是要占上风。在资本主义国 

家的社会主义者及其它左翼运动中，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界中 

却接二连三出现与此截然相反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中央分配 

即配给方式R" dm,将会越来越成为支配形式。社会主义国家自 

从改革以来市场范围的扩大，不管在政治上可取或是不可取，都 

只是一种暂时的退却，迟早要被行政配给所否定。

至于长期的趋势，未来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将给予真正的证 

明。仅仅考虑几十年以内的事情，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 

义制度内都可以观察到彼此矛盾的趋势。如果存在着主导趋势的 

话，从g图看哪一种是丰号趋势呢?不管这一问题多么'激•动人心, 

对这一向位的回答更多而庸于预言的王国,而不属于科学的范围。 

在本书中我们只限于确认过去山十爷内实际观察到的部分矛盾趋 
势，而不把任何一种推延至长血泡或。

详细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因此我们 
只简单指出几斤安说南庙角现象。

（a）即使在分配基本上是通过市场进行的地方（经济的较大 

部分都包括在内），纯粹瓦尔拉斯拍卖方式也很少见，更常见的是 

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例如在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卖者要考虑 

除需求价格以外的许多选择标准。卖者的垄断或半垄断程度越高， 

他越能在可能的买者中间对他的产品进行“配给”。

（b）政府机关和非营利机构（包括军队）通常不是纯粹根据拍 

卖方式（只比较价格）进行采购，它们也采用许多其他选择标准。 

在主要政府部门和大公司之间也存在着许多个人关系和其他联 

系。

（C）国家在许多领域干预产品和服务的分配，因而出现既有 

市场因素又有非市场因素的组合方式。例如在很多大城市，公寓 

就是按这一方式分配的。

（d）非营利机构的作用，特别是在医疗卫生和教育方面的作 

用不断增加。这些领域中出现了行政分配、供应者配给，以及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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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式的各种不同的组合形式。通常是平行的分配制度在发生作 

用，市场和非市场过程所占的比例各国不同。

社会主义经济中家庭消费品不同分配方式的作用

表 17-2

I

革命后初期，内战 

或对外战争时期

传统经济管理体制 

下的相对和平时期

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以后的时期

产品组

食 品 许多产品非市场分 

配；某些食品市场 

分配（合法市场或 

黑市）

市场分配 市场分配

服 装 少数产品非市场分 

配；大部分产品市 

场分配

市场分配 市场分配

其它工业品 市场分配 市场分配 市场分配

城市住宅 非市场分配 大多数情况是非市 

场分配,少数情况 

是市场分配（主要 

是灰市和黑市）

许多情况是非市场 

分配；市场分配的 

情况越来越多（主 

要是合法市场； 

也有部分灰市和黑 

市）少数情况是“混 

合方式”

小汽车 — 主要是“混合方式” 

少数情况是市场分 

配

主要是市场分配 

少数情况是“混合 

方式”

娱乐、旅游 — 主要是非市场分配 

少数情况是市场分 

配

部分是非市场分配 

部分是市场分配

教 育 非市场分配 主要是非市场分配 

少数情况是市场分 

配

主要是非市场分死 

少数情况是市场分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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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产品 组

I

革命后初期；内战 

或对外战争时期

I

传统经济管理体制 

下的相对和平时期

田

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以后的时期

卫 生 非市场分配 主要是非市场分配 

少数情况是市场分 

配（或者是合法市 

场或者是灰市）

主要是非市场分配 

少数情况是市场分 

配，但市场分配的 

情况越来越多（合 

法市场或灰市）

基本赞同资本主义制度，但批评其现状的经济学流派对于这 

些现象没有一个明确的观点。凯恩斯主义者在许多方面同意并支 

持这些变化，他们最先实行了其中一些变化。自由主义学派却大 

叫大嚷地表示反对，并且流露出对竞争曾经比较自由的时代的眷 

恋。他们常常把现状归咎于凯恩斯主义者。事实上，虽说凯恩斯 

主义起了很大作用，然而这些变化不是由于受某一思想体系的影 

响才发生的，它们是一些根深蒂固的社会力量作用的结果。

现在我们来谈谈社会主义制度。表17-2试图提供一个概览。 
我们不想陷入过分详如山应亲。因此，我们不想描述各国之间存 

在的许多差别。我们只按某种一般化的，或典型化的形式区分出 

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紧接着革命以后的年代以及国内战 

争或者说与国外敌人进行战争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在武装冲突 

以后，处于传统经济管理结构下的相对和平时期。第I列和第1 

列一般说也包括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在内。第UI列是改革以后的状 

况：这里我们主要是指1968年以后匈牙利的情况。

表中各行涉及的部门范围很广。一些在家庭消费总量中比例 

很低的项目，由于其分配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也把它们单 

列一行。但是各行项目并不囊括全部家庭消费量。

表中条目采用17・9节引入的术语。“市场分配”这一概念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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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上使用，指有效价格在其中发生作用，并且至少有一部分是 

拍卖方式A的那些方式。在这里，“市场分配》这一名称不是由瓦 

尔拉斯拍卖方式独享，而是包括A与R和Q的各种不同的组合在 

内。因此，在我们的表格中可以发现“市场分配》包括出现非常严 

重的短缺现象的市场，诸如卖者在买者中间进行选择，买者排队 

等现象；这里假定买者在有效价格下购买有关产品，没有行政部 

门利用配给方式参与分配。（与此有关的各种组合方式见表17-1 

第I列。）

术语“非市场分配”指价格不起任何有效的作用，只由行政配 

给或者它与其他方式的组合进行分配的场合。（这类方式见表17-1 

的第W列）。

“混合”制度是指有效价格和行政配给一起出现的场合〔A + 

Raam+其它可能的方式〕。（见表17-1第I［列。）

表格本身是不言自明的，我们只限于作出三个较为一般的结 

论。

（1）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内，配给制 

在对家庭部门供应产品方面都不是唯一起作用的方式，不论它是 

以纯粹的形式，还是与其它方式组合出现。市场方式在分配中总 

是起着一定作用（至于市场分配有可能远远偏离瓦尔拉斯参照点 

则是另一码事，这将在下一章进行讨论）。

（2）当我们从第I列看到第I［列，再从第五列看到第BI列， 

我们发现表内栏目中完全的非市场分配过程越来越少，而有市场 

起作用的栏目越来越多，市场在其中或者是单独发挥分配作用， 

或者至少是与非市场过程并列出现，打破了后者的垄断地位。

（3）在以上的陈述中我们只注意一列中栏目的数目，而没有 

考虑它们的相对比例以及这些比例的变化。在这一》向各种趋势 

是矛唐é•二》亩：象小汽车、旅游特别是住宅这类支出比例不 

断增加的产品的分配已变得越来越"市场化工另一方面,象教育、 

卫生这类支出比例也在增加的项目，仍然保持着非市场分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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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

这个表格概括了多个为止所发生的事件的进程。社会主义国 

家正在进行有关分配兹安亲录发展方向的讨论。从本书的主题考 

虑，我不想卷入这场辩论。我只想在本章分析的基础上作一简单 

评述。许多参加辩论的人都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即他们把实际经 
擎同他们所批评的分配方式相比较，同他们所渴望和提倡南病录 

电框尊掣相比较。市场方式的拥护者正确地由讪欧寇病的曲血 

以立星富方式带来的许多困难，诸如选择标准任意武断并且是社 

会所不能接受的，一些掌管配额的官员业务能力低下、道德品质 

令人怀疑，分配过程拖沓无力、僵硬不灵等等。然后他们就把配 

给制与具有完全的客观性和始终不断进行着瞬时调节的纯瓦尔拉 

斯市场进行比较。与此相反，反对市场作用的人正确地指出，市 

场的运转伴随着摩擦，造成浪费，市场对信号的反应经常有一段 

时间的延滞；瓦尔拉斯体系如果在其纯粹形式下应用的话，将会 

导致社会的非正义，偏袒富人，等等。接着他们就拿一种纯粹形 

式下的配给方案与市场进行比较，在这一纯粹形式下，是由一些 

头脑敏捷，能力过人、道德品质无可指责的人们仅仅根据社会认 

可的选择标准来进行分配。

这种讨论不会有任何结果。最有成效的讨论是把一种方式的 

实际经验与另一种方式的实际经验相对比。我们应当力求对各种 

分配方式在有关制度的组织结构内，在活生生的人们手中是如何 

起作用并可能如何起作用的问题作出正确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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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家庭：消费者行为

18-1引 言

本章的主题是消费者行为①。至此我们已经说明了大部分分 

析的方法，我们将用这种方法来描述短缺经济中家庭的状况。本 

章在相当程度上重复了以前讨论过的材料。它可以看作是我们更 

为一般的研究成果在家庭这一特殊场合下的应用。自然，这种应 

用需要一些修改和补充。

本章大部分用来讨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同样出现在传统的 
和改革后的经济管理体制下的现象。什么地方有差别，我而麻分 

别福由。一

在论述家庭行为的特征时，我们从下列假定开始。

(1)家庭的总货市收入是既定的。第十六章讨论了其中最重 

要的部分——工资。虽然家庭还有其他形式的收入，但本书不予 

以考虑。

(2)象我们过去强调的那样，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家庭的预算 

约束是硬的。这不是我们为了简化分析而作出的假定；而显质以 

金汪荽则íE明的事实。我们提醒读者回想一下13 • 3-13 - 4 

节，那里我们指出了一个经济单位的预算约束什么时候是硬的或 

几乎是硬的。按照那里所定的标准，毫无疑问我们现在研究的是

①术语“消费者”和“家庭”意义相同，都是用来描述某一物品或服务的使用者。 

我们不讨论在同一家庭内的几个成员中决策是如何作出的，也不讨论物品在 

这样一个家庭内如何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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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约束。确实，家庭得到的某些产品和服务是免费的。前一章已 

研究了这些情况，本章也还要再一次谈到。即使是在既定的预算 

约束下，家庭也将力求得到更多的免费服务，从而增加他们的消 

费。至于需要支付货币才能得到的产品，家庭的支付能力有多 
大，它所瘟乳质声M应在R晶看委在象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寻 

常困难等情况的严重打击下，家庭可以得到国家补助。但这种例 

外或正常的国家货币补助的数量一旦确定下来，它就成为家庭收 

入的一个既定组成部分，这样一来预算约束仍然是硬的。

这种约束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甚至比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更硬， 

因为提供给家庭的贷款的范围要小得多。给个人的贷款固然存 

在，也可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某些耐用消费品，自建住宅也可 

得到银行贷款。但即使把这些信用贷款加到一起，也仅构成家庭 

总支出费用中一个很小的部分。得到贷款的可能性受到许多约束 

的限制。贷款的偿还很严格，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才允许延期偿 

还。除很少的例外，家庭也不可能透支。

当我们说家庭预算约束是硬的时候，我们这里的论证和新古 

典派的家庭理论是一致的②。

■ （3）消费品供给是既定的。我们将考察消费者行为如何受到 

供给的影响——但不讨论反馈。我们不分析消费者行为如何影响 

销售者，也不讨论当销售者不是生产者时，生产者如何受消费者 

行为的影响。

（4）假定家庭接受既定的消费价格。现实中，家庭常常是， 

但确实并不总是价格接受者。许多消费价格是真正讨价还价的结 

果。即使价格对个别家庭是既定的，全部家庭总和起来的行为也 

可以影响价格。所有这些相互关系将在第十九章加以研究。

② 承认这种一致，更便于理解不一致。新古典学派总是从家庭行为的叙述开 

始，并以这种方式来说明它的概念体系。并且，在（正当地）引进了家庭是硬 

预算约束的假设之后，这一假设也被毫不犹豫地扩展到企业。但事实上，后 

者的约束可能是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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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最后，我们把上一章叙述的不同分配方式的范围看作是 

既定的。家庭可以通过哪种或哪几种方式得到产品已经被决定了。

18・2至18・4节叙述在亚微观层次上买者的瞬时调节。从18・5 
节开始我们过渡到隼那层次,.亦且也分析买者加应期和长期的决 

策与行为。

我们以重温采购过程程序来进行讨论。早在第四章和第七 

章，我们已对特底福加止行宁类似的描述，那里买者是企业，并 

且采购过程不受价格影响。现在我们再来讨论这个程序，但这一 

次买者是家庭，影响采购过程的各因素中也包括价格。我们不能 

忽视价格，因为家庭的预算约束是硬的，他们不可能不受价格的 

影响③。

在第四章讨论社会主义企业时，我们证实了企业对价格的反 

应是微弱的。但是，在企业对价格有反应的范围内，本章提出的 

一些命题也可引伸至企业。这里不打算详细叙述这种引伸过程。

18-2过程的开始：解决平行分配方式的两难问题

象第四章一样，对采购过程的说明将在常被用来描述计算机 

程序的流程图的帮助下进行。为便于参考，各框将以大写字母代 

表。我们暂时描述在单独场合下，一个买者对某种产品进行的购 

买。我们描述买者如何进行瞬时调节以适应既定的供给。他的每 

一个决策和行动都是亚微观层次上的一个基本事件。然后我们将 
讨论过程重复进行的殖位；异亮所有的买者和所有产品都放在一 

起考虑。

我们完全不讨论那些唯一通过行政配给来分配的产品。在这 
个问题上要说的话，我们画巨经说过了。④

③数学附录A中对采购过程的描述可以看作是对企业或者家庭购买的描述。

④在17・6节中，我们指出了得到行政配额的人，可能会想方设法影响分配使之 

对他有利。

153



前一章我们已经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若干种产品和服务 

是平行地通过两种或更多种方式进行分配的。今天，在匈牙利， 
想行百二套住房的人可以向主管部门提出请求，要求分得一套房 

租低廉的国有房屋。或者，他可以要求分一套合作公寓，虽然这 

类房子的大部分建筑成本都是由国家偿付或由国家提供一大笔贷 

款，他自己也不得不为此付出一大笔钱。他也可以用自己的资源 

盖房，然后申请贷款以作为自己资金不足的补充。或者，他还可 

以在自由市场上以高价购买一套或一幢私人住宅。还有许多种其 

他形式，但这已经足以说明同时运转着数种平行的分配方式。

在图18-1中，推A只是满意地说明了我们讨论的产品是否将 

由平行的数种（至少•两•种）方式进行分配。我们继续用上述例子， 

在住房的情况下答案是肯定的,在食物情况下，答案则是否定 

的。今天在匈牙利，食物已不通过票证配给，而是广泛地通过市 

场卖给家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略过了中间的框，直接跳到 

框D。但我们还是留在确实存在平行分配方式的情况下。对一件 
由行政配给的产品来说，提出对它的要求的方式通常是由法定的 

规则来调节的。我们假定某家庭有权提出要求，它必须决定是否 

要这样做。这样我们就到了程序中的框B,提出参与哪种分配方 

式的问题。⑤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选集,♦特别是如果涉及到一项 

重要的消费能否得手时更是如此。事实上，正是对于这样一些重 

要的项目，特别是在住房，某些医疗服务，托幼机构等等的分配 

中，非市场和市场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平行出现的。

行政配给方式的吸引力是明显的。家庭可以得到所需要的物 

品和服务,但如果在市场上购买就贵得多。国有住房的房租几乎是 

名义上的,由社会保险制度提供的医疗服务是免费的，国家幼儿

⑤ 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利用法律中的漏洞，合法或半合法地同时参与数种方 

式。在这样的情况下，又产生了新的难题：这个家庭是否愿意立刻同时对几 

匹马下赌注，支付必要的钱并接受有关的麻烦和风险？

为了简化讨论，这种特殊的选择问题没有被包括进程序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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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的收费也是名义上的，等等。

和经济上的好处相对，也存在极为不利的一面。某些服务， 

特别是住房，等待的时间可能会很长。另外，家庭在提出要求时 

不能肯定知道是否会遭到拒绝。在某些领域，通过配给方式得到 

的物品和服务比市场方式提供的物品质量要差

许多家庭并没有真正的选择，因为在他们既定的财富和收入 

状况下，他们不能求助于费用较高的市场方式。不管伴随而来的 

条件多么令人讨厌，他们也下卷不选择行政配给方式。然而，对 

其他人来说，问题在起始点和近着决定下来。很明显，这也取决 

于有关的特定产品和服务。这些项目可能是自由市场上价值达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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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福林的一套住房，或者只是需要花一二百福林去找私人医生 

看一次病。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偶尔地支付后者，所以两难问题还 

是很普遍的。

平行分配方式的出现和增长引起了许多讨论。作为对行政配 

给方式的补充，出现了市场方式的许多有益的后果。分配变得更 

灵活了。在通过不同方式分配的产品的各生产部门之间，可以展 

开有益的竞争。居民增长的购买力可以部分得到吸收。正正经经 

挣钱谋生的人有机会按自己真正的愿望花钱。同时，在市场方式 

之外活动的配给方式日益能够在分配中实行以需要和功绩为标 

准。然而很不幸，两种方式并不是合谐共存的。平行分配加剧了 

不平等，或者更确切地说，由干使不平等变得十分引人注目而加 

强了不平等的感觉。分配原则变得混乱不清。那些等待行政配额 

已等了数年的人，对能在市场上出钱购买的人忿恨不已。而那些 

为某种物品或服务付了很多钱的人也怨气十足，因为他为这些东 

西做出了超乎寻常的牺牲，而另一些人得到它们几乎分文未付， 

是作为国家的赠予而得到的。

提出实际解决办法不是本书的任务，这里我们只想提出注意 

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但我们还是回到采购程序上吧。由框B 
表示的选择问题不能借助于一般微观经济学的家庭模型来描盅； 

我们并不是在每一种物品（或每一批物品）都有确定的货币价格的 

环境中选择替代品。这里我们必须对在现行价格下用货币来计量 

的成本和效益，以及那些不用货币计量的（或者甚至不能计量 

的）成本和效益同时进行估量。

在家庭已经作出决策——不管是由经济状况强制地，还是在 

自由地权衡了利弊之后——要通过行政配给来得到产品的情况 

下，它就排除了自己进一步购买的可能。这由以框C代表的最后 

一个圆形表示。到了这一步的家庭已经不再是一本由买者，而是 

一个等待由配给当局拨给配额的要求者。

在家庭已经选择市场方式的情况下，它必须进入框D；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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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实际的考购电程。

18-3过程的继续：相对价格的影响

图18-2是前图程序的继续。前图中右下角的框D在本图再一 

次出现，它位于左上角。既然从现在起只谈市场冷应，我们就以 

家庭主妇为准备晚餐买肉作例子来说明这件事。这是一个简单的 

日常活动，不象家庭对住房，选择医生或托幼组织的决策那样具 

有很大重要性。

框E表示第一步：在这里决定初始需求。和企业相反，在那 

里这输澳策极少受到投入品相对价格的影响（见第五章和第十四 

章），而家庭对消费品的相对价格很敏感。我们从一种抽象的情 

况开始讨论，简化的假设以后将逐步撤销。我们假定：家庭主妇 

期望在打算去的商店里发现她为准备晚饭而要买的一切东西，她 

也知道价格。这样，决策就只受家庭的口味、家庭的收入和价格 

的影响（也就是说，受偏好顺序和预算约束的影响）⑥。

这里我们应该指出：只要家庭处于程序中的整F，家庭就是 
以新古典的方式行动⑦。它在价格信号的基础工,，自愿进行选 

择。既然选择是在替代品中讲彳X香•肠:又底、寿大•利香•肠；尊尊）； 

它种决策可以叫做自愿替代。

决策已经作出。♦梅庭豪庭主妇打算买一定数量的产品A,比 

如说是250克火腿。手里拿着采购单——也就是带着初始需求 

——她出发到经常光顾的商店去了。这样她就到了流程图中的理 
F。这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她去的商店里有没有产品A?血

⑥数学附录A中叙述的模型包含了框E中叙述的决策问题。

⑦ 我们把家庭的行为表示为动态4源•（或者，更准确地说，表示为由许多重复 

和互相连结的基本过程组成的谆蔡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能用新古典方法 

解释的事件和不能为它所解释的事件彼此连结，互相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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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2初始的和修正后的需求的形成

果答案是有，主妇就到达了采购过程的终点，^G,这里表示成 

功的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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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微观经济学模型到此为止，因为它甚至没有提出框F所 

提出的问题，即产品是否存在。它暗中假定产品总是存在雨。♦然 

而，在现实中，这一点对于任何体制都不是必然的。即使在那些 

只存在极少短缺的体制中，消费者也不会在他去的第一家商店就 

找到一切商品，将会发生一些搜寻和强制替代。这种情况更适用 

于短缺经济。

这里我们回想一下第5• 5节关于度量需求时所讲过的话。要 

知道买者是否实际上买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供给和需求正好相等 

是不够的。只有当产品A和B的卖者的存货都有存留时，才能证 

明买者确实在购买A和B的数量方面作出了自由决策。消费者主 

权的必要条件是每一种商品都有过度供给。

•痴1前金泰春色，市府面自善美富应定时的情况：在第一家 

商店里找不到产品人二框,是下一个两难题：我们的买者愿意在 

她所在的商店里立即实后盛制替代吗？如果愿意，她就来到框 

I ,在那里她必须提出修金后加需求。她从可得到的商品中选在 

A么？她是否放弃最初南4女，•声Ma （250克火腿），而另外从 

可得到的产品B、C、D等等中作出次优的选择？如果我们不看 

前一次行为，这个第二次选择似乎又可以成为“新古典的决策情 

景”，因为从这样范围缩小了的一组替代物中，她再一次根据自己 

的偏好，考虑相对价格而确定修改过的需求，并在框J中实现决 

策。

如果该主妇不想立即实行强制替代，她就进入了整«这时 

又怎样呢？她可以选择等待。今天下午什么也不买，云盘从家中 

存货里选点什么做晚饭；琴待（号L）将于下一节讨论。或者， 

她可能有其他选择,例如：搜寻。立才以在程序中以一条循环线来 

表示。买者返回到摩F,我加里再次开始。如此循环不已，直到 

主妇找到了她最初需妻的商品，或者耗尽了时间，或者失去了耐 

心而决定修改需求，进行强制替代，或者直到她决定推迟购买。

在反复进行搜寻之后，也可能证明从整体来看某类产品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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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短缺，这类物品也没有替代品。例如，在肉类产品中，不论 

买者实行什么强制替代，有可能甚至全部肉类供给也不能满足需 

求。这很明显是一种比可以或多或少由强制替代得到补偿的型学 

短缺要严重得多的短缺现象。

即使在绝对短缺的情况下，仍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家庭 

用来买东西的钱干什么？这正是我们下一节的主题。

18-4过程的货币反映：强制支出或未支出的货币

图18-3是前图的继续，前图中最后的事件又出现在本图左上 

角。框L表示没有任何特定目的的消极等待；买者已经推迟了决 
策⑧。■应许，在一段时间之后，她再次试图按原来的初始需求行 

动。她也有可能改变主意。

隼个说明的问题是：当她等待时，预定用于购买所需商品的 

货而会乐样？有两种可能性：强制支出的框N和代表货币仍未支 

出状况的框P。

理论自身虑促使我们区分强制替住和强制支出。我们不接受 

效用论的下述命题：对消费者具有定龙际效用而程一种消费品和 

服务在广义上都是另一种的替代品。这意味着我们即使消费较少 

的产品A,只要我们用其他任何一种具有正边际效用的产品B的 

额外消费来补偿这种损失，效用函数的值就保持不变。我们认为, 

下述事实比上一命题重要得多：消费品的主要类别组是互补的。 

如果我们在一组中落后得相当远，就会损害由其他组带来的满足。

假如那些在纯理论层次上主张“普遍可替代性”原则的理论 

家得知，他们的论证和那些试图掩盖短缺经济中消费品市场上困 

难的人的推论完全一致的话，他们是会感到羞耻的。那些试图掩 

饰问题的人的通常理由是：确实，肉类供给存在问题，但每家有

⑧匿？是等待的特例。（参见4・5和17・7节）这一点在本流程图中没有表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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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3强制支出和未支出的货币

一台电视机。住房短缺，但商店中有丰富的衣料出售。而事实 

上，消除某一产品组的短缺并不能补偿由于缺少其他产品而遭到 

的损失。

我们不打算划出一条鲜明的分界线。强制替代和强制支出这 

两个范畴，本身在逻辑上看来是分得很清楚的，许多事情可以毫 

不含糊地归于这一个或另一个范畴。我们继续用前一个例子来说 

明。如果家庭主妇买了香肠而不是火腿，这是强制替代。如果她 
空手离开了商店，并在回家的路上为孩子买了一件完真而不是用 

这笔钱买了原定的火腿，这是强制3中。强制替代立即填补了缺 

口，而强制支出在身后留下了缺口,‘症我们的例子中这个缺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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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肉的未满足的需求。也确实有边缘情况，⑨但在我们的理论分 

析结构中，不需要研究这些情况。

强制支出是对那些并非初始需求的物品的支付，它正是由于 

初始意图受到挫折而引起的。我们在初始意图的形成和进行替代 

活动之间没有规定一个严格的时间单位，因为后者仍被看成是前 

者的继续。它也许是一小时，一天或者一年，这要根据初始需求 

产品的性质和价值而定。为准备晚饭的不成功的购买，可立即进 

行强制支出，但如果因为短缺，某人完全放弃了得到某些比较昂 

贵的耐用消费品的念头，那么在决定将这些钱用在何处之前，他 

也许要犹豫一个较长的时间。

关于强制支出，我们强调指出三个原因：

(1),清密薯痣燥；丘箝普番薯免春:而使他们没有得到想要 

的物品，直径卖亍东西。“随便买点什么，只要能给我们满足和 

愉快就行J

(2)消费者"机动"。在短缺经济中，机警的消费者并不在 
他真正需靠的俞版购买，而是能到手就买。他可以提前几个 

月购买所需的物品。事实上，他甚至可以积累一个保险余额，因 

为以后可能得不到这种商品。家庭领域中的这一现象同我们在企 

业部门称之为“囤积”⑩的现象相对应，但也有区别，家庭进行囤 

积的财力更加受到限制。

因而，如果主妇在食品店既没有得到最初打算买的东西，也 

买不到较合适的替代品，她仍然会四处走走看有没有什么好买。 

如果她发现了什么使她感兴趣的东西，就买下它——即使这种东 

西与她最初要买的东西完全不相干。

(3)通货膨胀预期。消费者越害怕货而贬值，他越是急于把 
货市花出去:当盛’立种动机的力量取决于通货膨胀率(或者，

⑨用兰开斯特的消费者行为模型，我们可以给出如下精确的描述，不同的产品 

怎样在一种或几种属性上彼此成为替代物。见兰开斯特(1957, 1966).,
⑩见第5・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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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准确一点说，取决于通货膨胀率和银行存款利息率之差)。在 

物价缓慢上升时，没人急于花钱。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对通货 

膨胀的担心也可以鼓励花钱。

消费者什么时候进入库y,也就是说，虽然有以上三种原 

因，什么情况下货币仍然亩定手里未被支出？对此我们着重指出 

四种原因，这四种原因既可以单独出现，也可以同时出现而彼此 

加强。

(a)摩擦。买者缓慢地和困难地适应于供给。虽然他明白不 

能以他所期望的方式支出货币，但在找到一个新的花钱门路之前 

仍需要有一段时间。购买者的惰性削弱了强制支出。

(b)各种物品和服务的广泛的短缺越严重，越难以找到可买 

的商品。这和上面的(a)有关，特别是对较保守和惰性较大的买 

者来说，更不愿意进行强制支出。

下一个现象(c)即使不可能从数量观测中加以区分，但至少 

在理论上可与(a)和(b)的情况区分开。

(c)当消费品市场上的短缺严重到和普遍到一定程度时，买 

者可能发现他的货币是不可支出的。如果短缺在许多个别市场上 
都非常严重，如果，更在二少,•施缺最容虚着后直窥自施福会木 

前施庙全南贵岛而用豪乐汽系、.矗丽.最去逢连客相A高金 

定人容告.疝Z，二的分定素庭市积善输来加他市自差3用由加 

获支上在为无百支由南。.这•是•由•短•缺•导•致•的•强'制寇蓄・的•极•端形式; 

••云立去下而下宝泽中；•这•种•现•象・在•匈・牙•利・已福罕瓦。.随•着•经 

济管理的改革，因为增长率已经有所节制，市场的正常状态已经 

改变了。有短缺存在，但它们的强度在若干消费领域中已经减弱。 

消费品供给更充分了。货币可以用于诸如旅游，建造合作公寓或住 

房，以及其他事情上。虽然消费品市场上仍然有相当程度的吸 

纳，也经常发生强制替代和强制支出，但消费者几乎总还是能找 

到某一种商品作为强制替代品或强制支出的对象。(新闻界经常 

说这种状态的特点是只有局部短缺而没有普遍短缺。)因此，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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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字可”弓的形式出现的强制储蓄，已不是匈牙利消费品市场功 

爰扁宿品.

（d）货币没有支出，也许是——和以上所讲的采购过程无关 

——因为消费者有储蓄的强烈愿望。因此，他坚决拒绝任何未经 

计划的支出。如果某一项购买意图未能实现，他就把余下的钱加 

到他的存折里。这和另一种现象紧密相关。等待和排队通常涉及 

或甚至要求保持货币的流动性。下一节将详细讨论货币储备的形 

成。我们只想指出，到此为止,关于家庭如何到达框P,我们只给 

出了一半解释。我们突出的是“反面”的原因：它2房以到框P是 

因为它不李理4实行强制支出，正面的动机将于下一节解释。

总需二十,♦我们可以说短缺可略导致未支出货币的留存，但 

并不学举如此。

18-5家庭储蓄的动机

要解释为什么货市未被支出，必须从阐述概念入手。“储蓄” 

一词有很多解释。我们使用如下定义：某一时期的储蓄是某经济 

单位期初和期末所拥有的货市存量之差。⑪因而，储蓄就是一段 

时期内货而存量的增加额。⑫

我们现在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动机促使社会主义经 

济中的家庭积蓄货市进行储蓄？⑬我们并不愿营求一个完美的答 

案，而只想列举几个重要的动机。

⑪ 我们所说的申“货币存量”，应解释为，现金存量加债权存量减债务存量。我 
们假定期末行量不小于期初，即：差是非负的。在期末存量小于期初时，就产 

生了负储蓄。

⑫“储蓄”这个词通常有三种解释。⑴某经济单位车港子它的货币装存量。⑵ 

某个时期货币净存量的单如箪，⑶某时期在计疝异文疝实际支位之间的差 

（正值我们用第二种解，释；’而不涉及关于另两种解释是否正确的概念之争。

⑬在凯恩斯（1936a, b,第九章）那里可看到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储蓄动机的古典 

分析。
在解释社'会主义经济中家庭的储蓄时，我使用洛科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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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易动机。货币是间隔性地流入家庭，它到达的时间和 
应该支付而前而奇能不同。为弥补这一缺口，需要货币的储备。 

就其本身来说，它的意义是有限的，交易动机在任何货币经济中 

都起作用。但在短缺经济中不同的特点是：因为等待和搜寻而使 

交易延长。这可能会使货币持有量增加。

(2)自愿事先储蓄。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贵重的耐用消费品 

和服务的清叠妥容量量要了。首先要买电冰箱、电视机和洗衣 

机，然后花钱买小汽车和到国外旅游。这些都是大笔一次付清的 

项目，其中极少有实行分期付款的*,绝大部分必须用现金支 

付。这样，购买用款就不得不提前储蓄。在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 

中，总住宅建筑中私人资金的份额在增长。房屋建设成本中银行 

贷款只占资金的很少一部分，大部分需要用事先储蓄来支付。这 

里我们不仅仅是指未来住房所有者本人的储蓄，而且也包括他们 

的父母和其他亲戚的储蓄在内。

动机(2)和短缺有关，但只是间接的。在卖者碰到销售困难 

的体制中，卖者试图通过分期付款和其他的消费信贷形式来方便 

和刺激购买。短缺经济中消费信贷的低水平反映了这样一个事 

实：销售在这里不成问题。无论如何，家庭总是愿意做出包括事 

先储蓄在内的巨大牺牲来得到渴望的产品或服务。对于反映销售 

的困难和短缺强度来说，消费信贷和总销售额之比，是一个相当 

可靠的间接指标。

储蓄动机(2)和三个解释性因素相连：恩格尔定律(当总消费 

额增长时，花在贵重耐用品上的份额增加)；分配中市场方式份 

额的增长(特别是当人们更多地以自己的资源建造住宅时),最 

后，还有短缺。和动机(2)相连系，我们应该也强调指出：家庭 

用于小汽车或住宅的储蓄，并不是因为这些钱花费不掉而将它们 

置之一旁，更准确地说是因为，在长期等待之后，可能会有上述

» 我们应该提醒读者，这里的讨论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储蓄，在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情况则不同。——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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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吸引人的花钱机会。

(3)必须有的事先储蓄。有一些组合的分配方式，它们要求 

买者提前福金统金或向买用款后，才能加入排队或提出申 

请。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中，人们排队等候买小汽车时，情况 

就是这样。

前面关于动机(2)所讲的话，也适用于这种动机。很明显， 

虽然这一现象同短缺密切相关，但这不是因为货币“不可支出”而 

变为储蓄的那种情况。刚好是因为存在买短缺物品的排队，买者 

才被迫提前支付部分购买价格。

(4)购买者的机警。我们在前面讨论强制支出时讲过：短缺 

经济中，标春自觉鲁奔不是在他要消费一种物品，而是在能得到 

这种物品时进行购买。大家都说，应该劝告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 

带一个购物袋，以防万一碰上了什么值得购买的东西。如果他看 

到排队，仅仅是为了保险起见，也应该排上去，然后他可以再打 

听正在卖什么。如果有这么多人都要这件东西，他也一定要。

但是，以这种机警方式行动的人，不仅需要一个采购袋和一 

双好眼，而且也需要钱。一旦他加入了排队，轮到他时就必须付 

钱。对于需要保持"机警状态》的市场的数目，各个家庭之间是不 

同的。有些人只盯着食品和其他便宜的消费品，他们只需要持有 

少量的流动货币储备。某些寻找较贵的耐用品一录音机、电唱 

机或其他家庭设备一一的人则必须积蓄一笔大得多的货币储备， 

以便能利用任何到手的机会。一旦家庭决定买一套需要支付现金 

的住宅，小块土地或别墅，它就必须拥有非常大的一笔钱，以便 

不错过有利的机会。

对多数项目来说，供给确实是变幻莫测，时断时续，市场无 

法预计。当然，这正是短缺的反映。就这方面来说，为动机(4) 

而进行的储蓄也是由短缺产生的。供给越是变幻莫测，家庭就越 

是被迫积累货币储备，储备量取决于渴望水平。但即使在这里， 

钱也不是不可支出的，只是不知道适当的时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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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谨慎动机。每种体制中都有这种动机存在。人们为了防 

老而攒钱,♦金善名准备因事故、疾病所引起的无法预料的开支， 

或不可预见的困难而积蓄。的确，医疗费、养老金等等由国家保 

证，但它们的量不能和多数人不断提高的愿望或他们希望在生病 

或退休时保持的生活标准相一致。实际上，也可能得到个人保 

险，但它们提供的选择方案也许不能足够多样化和吸引人。无论 

如何，许多人依靠自己实行自我保险，以应付上面所谈的多种意 

外事件。⑭

长期以来，家庭以货币储备的形式建立保险储备似乎是无需 

证明的。然而，当收入套通增加时，高收入阶层日益增多地用珠 

宝、工艺品、别壁等实物形式来积蓄保险储备，这样他们就同时 

达到了多种目的。

(a)只要这些物品归他们所有，他们就享用这些物品，而货 

币则没有这种好处。

(b)在需要的时候，这些物品或其他类似的东西，可以很容 

易地卖掉。这意味着它们起到了保险储备的作用。

(c)这些物品比货币能更好地保值，货币可能受到爬行的或 

加速的通货膨胀的威胁。我们讲过,通货膨胀预期是花钱的一个动 

机。现在我们可以补充如下：任何通盘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人，都 

不会把钱白白花掉，而是将它投资于可以保值或甚至增值的物 

品。这样，就存在着投机动机——下面将把这种动机作为动机 

(6)而单独讨论。此外，这种保值和增值的功能是自动完成的。 

认识到某些实物具有这种性质的人越多，对它们的需求将增长得 

越快；而且比它们的供给能增长的比率快得多。众所周知,土地, 

私人所有的家庭住宅，别墅以及工艺品的价格比一般价格指数上 

涨要快得多。

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进行货市投机的大量机会，没有债券和

⑭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害怕失业也促使人们建立预防性储备。这一动机不适用 

于充分就业可以得到保证的社会主义经济。 

167



股票。实际上，家庭预防性储备可采取两种形式：货币储存(现 

金或储蓄存款)，或可以很快卖掉的，其价值甚至可能增加的物 

质资产。因为后者完全不能流动，即使出卖它们并不特别困难。 

家庭就根据他们的流动编好同时用两种方式储蓄。⑮这两类储备 

在过去和将来的增长率应该由经验研究来说明。

(6)投机动机。法定的银行利率至多使人们不让钱白白呆在 
家里，而显去异二个储蓄户头。就我们所知，银行利息并不能作 

为收入来源而鼓励任何人进行储蓄。

有时我们听说私人以比银行高的利率放款，但这种情况看来 

极为罕见。

如果投机动机果真影响了储蓄，那么这大部分是以(5)中谈 

到的形式发生的。任何想使他的钱产生利润的人，都把钱投资于 

象土地或别墅一类的物质财产。

我们可以提出以下的总的结论。在抽象的层次上，我们可以 

把由短缺产生的储蓄和与短缺无关的储蓄区分开。除非短缺极其 

严重，货币无法支出这一事实在由短缺引起的强制储蓄中只起着 

相当小的作用。通过动机(2), (3)和(4)而运行的、短缺的间接 

影响的作用则大得多。

现实中，不可能根据动机而把储蓄的福林贴上标签。此外，各 

种动机经常是互相联系的。例如，父母可能为防老而存钱(动机 

(5)：谨慎性储备)，但当他们的儿子排队买汽车时，他们可以暂 

时把钱借给他(动机(3)：条例规定的事先储蓄)，两种原因同时 

起作用。自愿储蓄和由短缺引起的储蓄之间的区别只是一种抽 

象，这种抽象使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概括容易一些，但在实践中这 

种区别能否由数量的观测和度量加以区分，却不能肯定。

⑮ 从流动性的角度来看，匈牙利私人储蓄存款的各种形式之间没有重大的区 

另L活期储蓄利率为2 %, 一年定期储蓄利率为5 %。虽然储蓄户主在一年 

之内取款就不会得到任何利息，但定期存款也可以不加通知地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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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买者态度

当说到家庭储蓄时，我们已经离开了 18.2至18.4节的探讨， 

那里我们叙述了亚微观层次上各种基本事件的顺序，买者在一次 

采购过程中的瞬时调节。而在储蓄的情况下，我们开始考察家庭 

行为的连续特它的短期和长期调节。让我们沿着这条路继续 
走下去。下面我们考察彭扁买套露录,，或者更一般地说，影响买 

者态度的长期因素。这不主位在金友宝：与而4后蛋中,.需至 

企应自晴加色豆痒细分析过了。由于篇幅有限，我们不能将那里 

陈述过的思想，经过必要修改后，一项一项地应用于家庭的情 

况。我们必须满足于只讲几点意见。

公式（18-1）用逻辑关系图的形式解释了家庭行为的相互关 

系：

N
买者的瞬时 

决策和行动

(18-1)

箭头表示原因和结果的方向。我们反方向进行讨论。框W包 
括了在采购程序中已经叙述过的那些决策和行动。这些决秦知行 

动是两组因素的结果。一组是即时环境的影响（建日一理厂）。 

我们举出以下变量作为例子：现行价格；买者对争儒不久如加时 

供给的直接经验和信息;商店里排队的长度;预计排队时间等等。

影响买者瞬时决策和行动的另一组因素包括他的性格，他的 

行为的长期特征，这些可概括为他的态度便d 一理R）。其中 

包括；他的固定的行为方式，正常标准和容•忍•限度，•决•策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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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惯例，经验方法，以及标志他的行为特点的参数。在这里只列 
率由而成泰2套屋全配施血亩生市区元小;•…

（1）在平行分配的情况下，使用不同分配方式的倾向；

（2）自愿替代倾向和初始需求函数；

（3）强制替代倾向和修正过的需求函数，

（4）搜寻倾向.

（5）等待倾向.

（6）排队倾向；

（7）强制支出倾向；

（8）储蓄倾向；

（9）描述他争取卖者所作努力的参数。

读者可在态度的组成成分和采购程序的各步骤之间找出对应 

关系来。

买者的排队倾向，实行强制替代的倾向以及他的态度的任何 

其他成分，确实都可能随时波动。然而，如果观察许多买者在不 

同情况下反复进行的购买，我们就能找出明确的随机行为规律。 

也许我们能确定决定态度的各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或者至少我 

们可以陈述在一段长时期内买者的不同人口组的平均行为特 

征。⑯

家庭部门所有人员⑰的平均态度是既在长期又在短期内发生 

作用的许多因素下形成的。这种影响在图中由阜！对框工的影响 

表示。我们仍然不求完整无缺，而只粗略谈几本真有妾血影响的 

因素。

⑯?可？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可用许多方法来建立模型。我们这里不详 
庙会讨44面题。对买者态度以及这种态度与瞬时行为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 

形式化的可能，可以在数学附录A中找到。

⑰“人员”这个词在这里既可以表示所有的买者，又可以表示它们的某些相对同 

类的组。在后一种情况下，理口长期影响）和烂？（态度）可由不同组（人口 

组）的分析得到说明。对I知í之间关系的更•细•致地考察，自然会得出对这 

些因素的更详细的解释，这些因素对买者行为长期特点的形成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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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家庭的社会地位，家庭所属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闭。 
这包括它施在加威帘应入，职业、教育水平，性别，家庭成员的 

年龄，居住地点(大城市或小城镇、村庄)，等等。一般微观经济 

学强调货币收入。这当然是消费的一个极重要的决定因素，但经 

验可以证明，具有同样货币收入的两个家庭的消费习惯，可能由 

于以上所列举的诸因素，以及那些根本没讲到的因素而显著不同。

(b)供给的通常构成。把需求和供给函数看作是彼此独立的， 
这只有在麻病疯书山健建中才有用。事实上，在长期过程中，需 

求主要是供给的函数。生产者可能提供的产品而疲。弦施宁人布 

镰晟...........

(c)市场正常状态。这里我们的讨论限于吸纳式经济。如果 

偶尔的强渐音在底靡施反复出现，它早晚会成为习惯。在(b)中我 

们说过，在长期过程中，新产品使消费者习惯于新物品，所以我 
们现在在(c)中要强调指出：短缺使消费鲁木为确于旧物品。因 

此，在这方面，需求在长期过程中也是供给电扇我。一

(d)消费品的正常相对价格。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国家中， 

某些物品血施富庶清鹿杯病由宇政府补贴或免税而固定在低水平 

上，同时其他物品则由于税率高于平均水平而维持高价。下一章 

将更详细地讨论消费品价格。这里我们只想着重指出：长期相对 

价格对消费习惯有着重大影响，即使相对价格瞬间脱离它的长期 

比例，消费习惯也不会轻易改变。，

公式(18-1)和它的解释只勾画出了家庭行为理论的极简单 

的轮廓。但是它却搞清了这里的探讨和一般微观经济学的家庭模 

型之间的相似和不同之点。为了使这种比较更容易进行，我们可 

以用同(18-1)式类似的方法，将新古典模型形式化。⑱

⑱ 这种形式化相当武断，这很不幸，但又是不可避免的。一般微观经济学通常 

并不说明它的概念(需求、价格、收人)在瞬时、短期和长期调节中是否是变 

量。它不明确说出它的假设，即：在满足需求方面，不存在供给约束，等等。 

因此，为了使＜18-2)式和(18-1)式可比，我们不得不引进了武断的补充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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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买者态度组成成份之

-：需求函数 买者瞬时决策和行动序列的

一部分：

初始需求=购买数量

(18-2)

即时环境的两种影响: 

现行价格和货币收入

隼w只选出了我们多步骤采购程序中的号F。那是决定初始 

需求前庙基本事件,在18・3节我们指出，这由委者暂时以新古典 

方式行动。该模型假定，买者从这里直接转向理g,进行购买， 

因为供给方面对此没有任何障碍。

只要对于这一事件的这种解释成立，在举í中我们就只能发 
现构成买者态度的许多成份中的一个，即需亲品数。同样，在理 

4,影响消费者选择的即时环境中，也只是挑出了两个变量：林 

需和货币收入。

最后，最重要的区别也许是没有框I,也没有它和辱í的相 

互关系。换句话说，形成家庭态度的血血和长期因素的戴扁，被 

摒弃于模型的范围之外。⑲

18-7消费品部门的短缺指标

本书前面提出的观察和度量的原则，也适用于度量消费品部 

门的短缺现象。这里没有必要再详细复述。我们只希望读者能再 

次对加总原则引起注意。
量身整地描述某种情况，需要成百万个数字，但汇编资料的

⑲我们这里的思想和《反均衡论》(科尔内，1971a, b,第十和十一章)中陈述的 

偏好次序的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尽管术语不同，在某几点上我们也同意其他作者的观点。例如，可参见， 

霍奇(1962, 1972, 1979),霍夫曼(1977),安德森(1978)和沙克尔(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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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价太高，也不能对其结果进行概括。因此，进行度量必须是“浓 

缩过的”。我们没有必要反对局部的加总。然而，对于那种把相 

反符号的数值进行相减得出的总量，我们应该警惕。如果双日有 

短缺,单日有滞存,我们不应该说，一段时期内平均起来存在均衡。

表18-1列出了各种指标，它们可以用来表示消费品部门短缺 

现象的特点。我们不涉及如何观测和度量的实际问题。表格本身 

大部分是不言自明的，只需要做很简短的说明。

消费品部门的短缺指标

表 18-1

普遍现象 特殊现象 指标的具体内容

1 .行政配给 1-1行政分配的住 排队人数

产品的短 

缺

房的短缺 等待时间长度

强制替代

（所要求的住房和分配的住房之 

差）

1-2托幼组织和教 

育机构短缺

被拒绝的申请人数

工作人员承受负担的指标 

建筑物和房间拥挤的指标

1-3医疗服务短缺 在候诊室里花费的时间 

排队时间（按顺序排队） 

建筑物和房间拥挤的指标

1-4电话短缺 等待安装电话的人数和等待时间 

线路超负荷指标

2.市场分配 2-1绝对短缺：对 短缺范围

的产品的 不存在替代品 短缺频率

短缺 的各类产品的 

未满足需求

短缺的时空分布

2-2备件短缺 频率

时空分布

用机器停工时间来度量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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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普遍现象 特殊现象 指标的具体内容

2-3强制替代 按替代品接近的程度分类 

频率

分布

强制替代造成 可以客观度量的损失

的消费者损失 用货币表示的消费者对损失的主 

观感受

2-4搜寻 为买到如意的东西去过的商店数 

搜寻时间

2-5等待、排 实际排队时间

队 实际排队长度

按序号排队时花费的时间

按序号排队的长度

商品不正常的存货；交货间隔时 

间

3.间接表示 3-1行政配给和市

短缺的指 场分配的产品

标 的相对价格

3-2黑市和“灰” 黑市和“灰”市的交易额

市 合法、半合法和非法交易的相对 

价格

3-3购买耗费的

全部时间

3-4卖者争取买者 广告

所做的努力 包装

送货上门

3-5买者争取卖者 小费的增加

所做努力

3-6消费信贷，

分期付款

3-7消费品在销售

点的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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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普遍现象 特殊现象 指标的具体内容

3-8家庭储蓄 根据原因和动机分类

的增长

4.短缺对民 4-1动态观察：

众普遍意见的影 公众意见

响 随时间的变化

4-2与渴望和期待

的比较

4-3根据人们感觉

到的不满足程

度对各种短缺

现象的排列

1 .行政配给中的服务项目。我们提请读者注意第十二章讲 

过的就想:♦自4声露万高鹿朝血时,边际社会成本也在急剧上升, 

这能够部分地由这里提到的或类似的指标加以定量化。

2-3强制替代所造成的消费者损失。我们可以用采访的方法， 
询问论B春央亍妄建声M入加商云：为了要想得到A,他愿意 

比B的价格再多花多少钱？如果答案是可靠的，它就表示了强制 

替代导致的“消费者损失”。⑳虽然对个别答案的可靠性可能会提 

出疑问，但采访许多人也许有助于搞清强制替代的主观成本。

2-4和2-5搜寻、等待、排队。对买者在进行购买之前必须跑 
几家商店；以反右等。而排队前花多少时间，可进行许多随机观 

察。㉑

3 .间接指标。这些指标不度量短缺本身而是度量短缺的后 
果或会伴施暑南应象。

⑳第十七章中已经解释过消费者损失（负消费者剩余）的概念。

㉑ 在由搜寻、等待和排队引起的消费者损失方面，可见普约尔的文章（1977）。 

普约尔文中数据的主要来源之一是萨洛伊（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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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黑市和"灰"市。这些市场的范围和要价取决于：第一, 
短缺注重氯在公程最磨二，主管部门和社会对这些非法和半合 

法活动的打击严厉到什么程度。大量发生的活动和高昂的价格能 

使我们得出短缺严重的结论。高价和相对稀少的事件也许意味着 

价格由于严厉惩罚的风险而被抬高了。

3-4、3-5和3-6,相对市场力量。这些指标间接显示了是卖 
者还显买者晶手宣有另南施仓。一

3-7消费品存货。在第六和第八章中我们强调指出：从产成 

品存鹿的瑜正市宜始得出有关市场状况的谨慎的结论。非生产性 

存货的改变并不立即影响消费者。只有生产性存货的增加才直接 

表示短缺在减弱，反之亦然。

3-8率庄停章。财务资料必须由试图说明储蓄原因和动机的 
采访加以坏壳：（•见18-4, 18-5和18-6。）只有这样才能确定，储 

蓄的增长在多大程度上与短缺强度的变化有关。

4 ..0令意里。指标组1-3描述短缺强度。我们用第4组中 
的指标来表宗二场的短缺强度如何影响人们的情绪和意见。㉒社 

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民意研究人员已经提出了若干种方法， 

来相当可靠地了解人们的主观反应以及他们满意或不满意的程 

度。

虽然表18-1仅仅是说明性的，但它意味着消费品部门的短缺 

是可观测和可度量的。㉓这一点做起来也许很难;富巢曾患冠元安 

港球,磨庙在庠而士作可以阐明一些极为重要的现象。可惜的是： 

至今还没有普遍地和定期地作出尝试，用统计上可比的方式观测 
tóiétóío'血液露宿克章学』散而窥电：应成施血»於í

㉒ 丹尼尔的文章（1977a）提醒大家注意，需要对不同的社会经济过程中的丰观 
个哥理事呼作为相互关连的因素，同时平行地进行观察。换句话说，0全 

扁向加叠立些现象本身以及它们在人们情绪中的反应。

㉓ 对于消费品市场上短缺的度量，请参见帕洛斯一平特（1978）和拉德诺蒂 

<1978）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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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极大困难。不仅如此，它使经济政策失去了一个重要支柱。 

这对于我们认识各种社会制度，包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来说， 

是一个严重缺陷。

改革后的上一个十年中，匈牙利报界多次声称“消费品市场 

上的均衡状况已经改善。”㉔这种说法大概是想指出：今天许多短 

缺现象的程度较轻，有一些甚至已经消失了。根据作者的印象， 

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然而不幸的是，在缺少综合的、定期的和 

可比的观测和度量的情况下，这还只能是一种印象，而不能被严 

格证明。

18-8消费品价格和短缺强度：初步探讨

以上关于家庭行为进行的研究，使我们现在能从另一个角度 

来考察消费。我们已多次接触到了价格的影响，现在我们来专门研 

究这个问题。当重温采购程序时，我们叙述了亚微观层次上的各 
个事件，包括在进行框E时，消费者如何权衡病宗册自以决定初 

始需求。现在我们在热富的层次上来考察价格和短缺之间的相互 

关系。 。 •

我们的出发点是经常提到的这一事实:家庭面临硬预算约束。 

因此，它对价格变化的反应是以一种对消费论来说熟知的方式进 

行的，需求是价格的减函数。

虽底应拜叠未卖素施击，并已在文献中得到详细讨论，㉕我们 

对仅有这一个命题并不能感到满意。我们现在研究的是各种短缺 

现象频繁出现的市场。图18-4说明了短缺强度和价格之间的相互 

关系。在画此图时，我们从下列假定出发。㉖

㉔这种表述本身已在第7・9节中进行了讨论。

@ 见希克斯（1939a, b）或萨缪尔逊（1948a, b）,亨德森一匡特（1958）,格林 

（1976）的教科书、文献。

㉖与采购程序中使用的假设和18・1节中列举的假设相比，这里的假设稍微有些 

不同。

177



（1）我们考查某一类产品的特殊市场。本类之内的各种产品 

或多或少可以彼此替花：生肉和各种肉制品的肉类可作为一个例 

子。

（2）我们叙述较长时期，比如说一年之内的市场行为，在这 

整个时期内我们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图18-4消费品价格和短缺间的相互关系

（3）卖者的初始存货是既定的，同样，在此期间的交货量也 

是既定的。我们只考察买者对价格如何反应，而不考察卖者的反 

应。

（4）供给只供应家庭，经济中的其他部门不能购买。

（5）家庭的预算约束（货市的初始储存和在此期间得到的货 

币收入）是既定的。他们在所考察的特定市场上打算支出的总货 

币数也是既定的。

（6）在既定的价格和名义收入下，家庭的初始需求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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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市场上影响调节的摩擦是既定的。㉗这是下述情况的结 

果：买者在制定自己意图时的不确定性，他们缺乏关于供给情况 

在时空上分布的信息，也缺少卖者对买者打算的信息，等等。

（8）此市场以外交易的所有其他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是既定 

的。

（9）任何一类产品之内的相对价格都是既定的。在一类之中 

每种产品的价格都要被一个正价格因数P相乘。和其他类产品的 

价格相比，P的每一升降都提高或降低了本类每一种产品的价格。 

因此，P叫做这一类产品的年熔本平。
假设（3 ） —（ 9 ）合起来,.金辰着我们在考察当其他情况不变 

时，价格水平P变化带来的影响。

.（10）短缺用指标集合z” Z”……描述。前一节对此已详细 

讨论。在图18-4中出现了其中的三个指标。因为此图仅只是为了 

说明的目的，我们没有具体指明出现了哪几个指标。

现在我们来考察图中函数Zi =Zi （P）的性质。

价格轴可分成两个区间。17・2节说过，如果价格小于临界值 
zX
Pnom,家庭对价格就无反应。在名义价格区间内，短缺指标取特 
殊值，图中以奏平线表示。它们2席自显水平的，是因为只要价 

格低于临界值2 "皿，它们就和价格无关。

然而，如果价格进入了有弹价西区间，那么价格的每一次增 

长就阻止了新的买者进行购安；丘由我们讨论一个复杂的随机现 

象，这种现象我们继续用前述例子来说明。假定在价格P1时，100 

个主妇中有40人希望买火腿，但只能满足10人的需求。供应的物 

品以随机方式分布于不同商店,主妇也以随机方式去各商店采购。 

每人得到火腿的概率是四分之一。我们假定，每一个没采购到火 

腿的人都进行强制替代。因此，可以预计进行这种替代的比例是 

0.75o我们把这种比例作为短缺指标之一。现在，在价格P2（P2>

㉗第八章已讨论了摩擦。在8・7节中我们引进了指标向量w来度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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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时，如果40人中有10人自愿放弃了买火腿的意图，其他的人进 

行成功购买的概率就是三分之一。预期要实行强制替代的比例将 

降到0.67。

如果有排队，排队的长度也就缩短了；等待时间也减少了， 

等等。㉘归根结底，短缺强度是价格水平的减函数。
我们可能会问í函í8í4电防由薮；在么元和横轴相切。难 

道不能找到一个价格水平，在这点上短缺可以完全消除吗？

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画了图18-5。从前图的三个短缺指标 

中我们选出一个，现在用一个一般的标志，叫它指标Z3但现在 

我们画出了这个指标的三个函数，而不是一个。

我们必须修改构成图18-4基础的几个假设，也就是假设（3）, 

（6）,（7）和（9）。我们希望把下列事实考虑进去：在观察期间， 

供给、需求和相对价格可以在或多或少摩擦的情况下，彼此调节 

适应。描述摩擦程度的指标向量w,现在不仅包括非价格变量， 

而且也包括影响相对价格调节的摩擦。除此之外，它的解释和第 

八章相同。所以，w= 0代表毫无摩擦的调节。

谈到假设（3 ）,我们继续假定：在此期间可得到的总供给量， 

在按基期价格度量时是既定的。只有总供给中的产品组合可以在 

调节过程中改变。

图18-5中的横轴继续代表此类产品的价格水平，而纵轴标出 

第i种短缺指标的值。我们看到了三条等摩擦曲线。如果调节是 

完全的：w=0,则最下面一条有效。需求、供给和相对价格彼 

此进行完全调节，没有滞后。节承曲线和水平轴相切，表示短缺 

可以完全消除。和此点相应的杯病水平用pWw“表示。这就是这 

一特殊市场上的瓦尔拉斯均衡价格水平，在这个价格水平上短缺 

完全消除。

然而，现实中调节永远不能免于摩擦。惰性，决策者的摇摆

㉘更详细的说明请见数学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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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缺强度

图18-5短缺、摩擦和价格水平之间的三重关系

和当事人对彼此决策的不确定性，都导致需求、供给和相对价格 

的调节有时滞后。因此，任何实际市场上都必然出现短缺现象。 

指标Wl的值代表一个具有较好的但不完全调节的市场，W2代表调 

节较差的市场。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不可能找到一个合理的价 

格水平P,在这一点上，这个市场上的每一个买者任何时候都碰不 

到短缺。这就是为什么函数Zi （p, W1）和Zi（p, Wz）不和横轴相 

切的原因。

在一切其他因素，特别是总供给和家庭名义收入保持不变的 

情况下，怎样才能减少短缺？我们借助于图18-6 （它是图18-5局 

部的重现）来回答：图中选择了两条等摩擦曲线，或者更准确地 

说：各取了它们之中的一段。短缺强度由指标若d表达。从这一 

点我们可以由两条途径到达不太严重的短缺z3的状态。我们可 

以认为，供求的调节不会改善，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沿着和摩擦 
指标Wz相应的等摩擦曲线下降。但在这种情就卡；林南永宰。加 

女P.s嚏•高•到森鲁，展后不改变价格水平PS〉，但改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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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和相对价格彼此间的调节。换句话说，我们要从和仍相应的 
等摩擦曲线跳到和相应的曲线。如果我们向麻根三次嘉爱是於 

花/应磁藜鹿输à二委诲到永辛好＞。

假如我们能够成功地从和W2相应的曲线跳到和W1相应的曲 

线，这对买者来说是一种“净收益”。在价格没有提高的情况下， 

他作为消费者的地位有了改善。排队减少，强制替代不太经常， 

也不太严重。因为不确定性减少了，当事人关于市场的信息就改 

善了，惰性减少了，调节的时间滞后也缩短了。但不管这一种改 

善是多么有必要，它却不可能纯然由领导人的决策所致。如果 

要减弱调节过程中的摩擦，就必须满足若干制度上和组织上的条 

件。与此相反，提高价格（也就是沿着图中的曲线运动）可单纯 

由决策来完成。这同样也减少短缺，但是以牺牲为代价，因为它 

把某些买者从市场上赶走了。

182

图18-6减缓短缺的两种可替换方式



这样，在提高消费价格水平和减少摩擦之间就有一种替代关 
系。前以用应南轴》底市由住后二拜/整壶盛云最.富鲁立而拜 

古法情妥真看木商由启臬。......................

'盘启,♦莪后南二次短请注意其它条件不变这一假定。我们所 

问的问题（“怎样才能减轻短缺强表?人过'于•一•般和广泛了。而借 

助于图18-6给出的答案则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才正确。它只 

有在所有假设都适用的情况下才有效。其中以下几个假设特别重 

要：假设（3）,供给是既定的；假设（4）,供给只供应家庭；还 

有假设（5）,家庭的名义收入是既定的。如果我们放宽这些严格 

的假设，相互关系就会复杂得多，以下几章将讨论这些问题。

18-9消费品部门的一般状况

下面我们提出有关消费品部门一般状况的若干假说。我们不 

考虑任何东欧国家在任何特殊时期的特殊问题，而只考虑这种体 

制一般的抽象形式。正如18・7节中所指出的那样，对于我们关于 

短缺强度假说的正确性，还没有进行过能够毫不含糊地证明或否 

定它们的全面和系统的观察。零散的观察似乎是支持我们的假说 

的。我们首先简单地将它们总结一下,然后对它们进行详细解说。

假说1：从长期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消费有了显著的 
增长；高育，宿鹿M前门的春辛凝点金霸春天施磁。...........  

••假危5：『「右蔽配东，.豪鹿或富金以之女机格得到某些产 

品和底象,其相看应声M显满定加通主句血血由麻秦安症3满应 

南金羹；另二座血短底盎加座元安球无分墉良自需妻二应务亩 

市亩余消底后血扇缸............................

••臧鹿J J安庭通过市场，以有效价格购买其他产品和服务。 

这些麻M应存建良血施康；在底应相窃上立荽舷施定霜由血金强 

氤..

'与假说i相联系，一般公众，有时甚至连某些没有充分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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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研究过这个问题的经济学家，都喜欢把两类十分不同的问题混 

同起来。第一类问题与消费水平有关，即个人或全体人民“富裕” 

还是"贫穷》?第二类问题是：消费者能否用他的钱买到他想要的 

东西？如果能买到，很容易买到还是很困难？本书的全部论证都 

试图证明在这两类问题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短缺不是一国经济 
落后的结果。短缺经济存在于人均实际消费水旱而自由永辛府高 

岛施》；看这样的国家，那里人均消费水平和产出水平都低，然 

而基本上是买方市场在运转的需求约束型体制。

不仅不存在管多关私 而且就后果而言，也不存在营住关 

系。生活在买方出序庶务人，腰包空空站在摆满商品的商启献番 

面，不会由于“只要有钱，就什么都能买"这一想法而得到安慰。 

反过来也是一样，生活在短缺经济中的消费者，花了很长时间进 

行排队、搜寻、等待，和粗鲁的售货员打交道。还有那些为得到 

某种配给物品等待了也许好几年的消费者，他们也不会因为认识 

到实际消费水平已经年复一年地提高而得到安慰。在批评效用论 

时，我们讨论过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之间的替代以及它们的互补 

性。那里反复讲过的论点在这里同样成立。一种烦恼、痛苦或损 

失不可能因为得到了性质不同的快乐和满足市疵相族。'■'' 

•.点院学泰•在安亭豪花在叁分学豪施秦丘我祗女 只观察实 

际消费是不够的，生活标准或生活质量应作更广义地理解。家庭 

如何得到它想要的物品是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里， 

我们必须强调短缺经济对人类产生的后果，以及它对人民日常生 

活的影响。㉙它剥夺了人们的许多自由时间,它产生神经紧张和烦 

恼,它一再使人们感到：被认为是合理的愿望却受到挫折和失败。 

人们不仅要承受不能得到物品的物质损失，而且还要经常忍受卖 

者、提供服务者或分配配额者的漫不经心和粗暴无礼。当人们知 

道那些本应该向他提供服务的人却似乎是在向自己施舍时，他常

㉙社会学家也研究排队和等待的社会影响。例如，见施瓦茨（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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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感到恼怒和耻辱。这是消费品部门短缺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当 

然，做工作教育卖者，使执行配给的官员更礼貌一些是有益的。 

但短缺的客观事实却持续不断地维持一种社会关系，其中买者受 

卖春更良二卖春é âàààiâào....................

,相％一种底臬：应磁木施施窟小（虽然不会消除）人们在实 

际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时感到的满足。

和假说2相连系，我们注意到通过行政配给，免费或以名义 

价格分配的物品和服务应该分属两类范畴。第一类包括那些对它 

们的要求在不远的将来可充分满足的物品和服务。这类范畴中的 

短缺只是暂时的，虽然它们也可能会持续一个长时期。

这类范畴的典型例子是教育。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水平上，每 

个国家都能为每个愿接受教育者提供十二年的免费教育。在更高 

的发展水平上，也可能会给予更长时间的免费教育。

第二类包括下列物品和服务，对它们的需求永远不能充分满 

足。国有住房是最重要的例子。这方面的短缺不是暂时的而是长 
掣州——只要这种物品和服务是南费统出招支林丘》至觉余善,. 

在表存在短缺。

在17・6节我们讨论了赞成或反对配给的各种意见，现在没什 

么再补充的。决策者可能决定：为了取得配给方式被认为是有利 

的方面,而把短缺作为这一方式的一种社会成本接受下来。这种决 

策可能受到怀疑，但它并不是不合理的。但必须抛弃这种幻觉， 

即：可以通过配给来消除需求不能充分满足的那些物品的短缺。

对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上述假说很容易被接受。很明显， 

如果一种需求不能充分满足的产品是免费分配的，就会产生短缺。 

但假说3却指出了一种并非不言自明的现象。前面我们看到，家 

庭预算约束是硬的。第十六章中我们又搞清楚了，家庭能得到的 

总货币收入是由经济领导牢固控制着的，因而总需求在货币数额 

上是既定的。此外，我们说明：由市场分配的商品的价格由于限 

制了需求因而是有效的。那么，为什么短缺在这一领域一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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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而三地出现呢？如果说是因为短缺商品定价过低，不是一个直 

接了当的答案吗？或者，如果价格是既定的，问题之所以产生， 

原因不是在于错误地计划了家庭总购买力和消费品总供给之间的 

关系所造成的吗?㉚

对这些看起来简单的问题给予简单的回答是很诱人的。然而 

我们必须推迟我们的回答，或者不如说是推迟我们给出答案的念 

头。在以后几章中，我们首先必须分析价格和货币的作用，以便 

得到为澄清上述问题所必须的一切局部结果。因此，在这里我们 

只能记下假说3,并提出几个不给出答案的问题。

18-10评克洛尔一巴罗一格罗斯曼学派

我们对消费品市场所陈述的思想，可以作为出发点，向克洛 

沃一巴罗一格罗斯曼学派在三个问题上提出异议。

第一个问题关系到总量过度需求这个范畴。㉛为了更清楚地 

说明这个问题，在下面南2丘市莪í1将仅限于家庭，并且只考虑 

个人消费，而不考虑企业和非营利企业的需求。“总量过度需求” 

的通常解释是：家庭原打算支出，但在既定供给下却不可能支出 

的货币。

在我看来，应当区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这样一种经济体 

制的情况，其中严重的短缺不是典型特征。在正常情况下，短缺 

只是间断地，暂时地和在温血南瘟在上由现。例如，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就是这种情况。作为思想实验，我们假定联邦德国在某一 

夭里实行了严厉的价格控制并得到严格贯彻。同时，每个工人的

㉚我们可以回想一下16。2节描述的计划程序。因此，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既可以 

是因为16・3, 16・4和16・5节中所述各种关系的计划不周，也可以是因为对正 

确目标的偏离。

㉛我们在5・4和7・9节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但现在，在分析了消费部门之后，我 

们可以更全面地解释我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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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工资立刻提高50%。结果很容易预料,存货很快被抢购一空。 

许多家庭将不能够支出他们口袋里积存的货币。这种局面可以恰 

当地叫做总量过度需求，其程度可以用突然在人行口袋里积累起 

来，以及不管家庭的意图如何仍然没有支出的货币量来度量。我 

们再补充一点，这大概可以恰当地叫做非均衡，因为该体制已偏 

离了其正常状态。

另一种是长期短缺经济的情况，它在各个基本方面都不同于 
前者。这里，底里南、.自庆的和严重的短缺已成为该体制的正常 

状态。买者已经调整他们的态度适应了长期短缺。他们试图满足 

自己这样的初始需求，这种需求从一开始形成时就已经考虑到了 

短缺。但如果他们未能成功，那么可能在进行一些搜寻和等待之 

后，他们就进行强制替代或实行强制支出。他们是否能完全成功 

取决于短缺的强度，讨论由短缺产生的强制支出的18・4节，已经详 

细解释了这一点，所以这里我们只提一提。在宏观层次上，什么 

应该叫做总量过度需求并不清楚。它应该只是那些根本不能支出 

的货币？但这只是伴随着非常严重的普遍短缺才出现的。（见18・4 

节中的现象（c））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在许多长期短缺经济 

中，可以发现大量的强制替代、强制支出和排队，但几乎不存在 

任何真正的不可支出的货币，这样就不存在总量过度需求。或者 
我们应该更广文施喊廨这一概念，把按照到始需求没有支出的所 

有货币都包括在内。看来，总量过度需求应不词不是一个在具有 

长期短缺的经济之中可使用的范畴。短缺必须由二本象盘塞相底 

向宜秦表宗,.金莪小建未书需治标释过的一样。

在讨论第一个问题时，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争论的第二个问题： 

用来表示市场一般状态特点的家犀便羊的时间序列的使用。有人 
已经作过尝试，从家庭储蓄的前向在谨来得出宏观层次上的消费 

品市场是处于总量过度需求还是总量过度供给状态的结论。㉒上

@例如，可参见波蒂斯一温特（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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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所述的克洛尔一巴罗一格罗斯曼的思想提供了这种争论的理论 

背景。他们认为，家庭储蓄的时间过程部分地由一般的因素，特 

别是由收入的变化来解释。如果储蓄表现出比这些因素所解释的 

水平更高，这就是“总量过度需求”的信号，反过来则是总量过 

度供给。在我看来这个结论并不正确。在短缺和家庭储蓄之间存 

在因果关系，这是事实。但既然它是通过若干条因果链条发生作 

用的——其中一些互相矛盾—所以根本不能肯定家庭储蓄的增 

长反映的是短缺的增长还是减弱。例如，如果货市确实不可支出， 

储蓄国此而增长，那么这表明短缺加强了。然而，如果刚刚有了 

旅游而成人建房的机会，而这一点阻止了人们的强制支出，并促 

使他们进行较多的自愿事先自金：那么家庭储蓄的增长反映了短 

缺在减弱。家庭储蓄在不同时间变化的经济内容，只有在对特殊 

环境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才能理解。

克洛尔一巴罗一格罗斯曼学派的功绩之一是对凯恩斯理论一 

般化的尝试。然而，值得担心的是，与此同时他们建立了过于简 

单的"对称性"。我们把他们的推理过程稍微简化，可以将这一类 

对称性的特点归纳如下。

凯恩斯式失业的关键问题是总量需求不足。当总量需求太高 

时，相反的情况显然也会产生。到此为止，在推理过程中没有特 

别的错误。但当这种相反情况被当作是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状态 

的理想模型时，就发生了问题。颔事实上，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极 

重要特点是：它的运行模式、管理体制和其当事人的行为已经适 

应于由制度关系被持续保存下来的长期短缺。简单地把这种体制 

描述为一种改变了符号的凯恩斯模式的对称的"反面》,是完全错 

误的。

@ 巴罗一格罗斯曼的文章(1971, 1974)明确指出，他们描述的总量过度需求 

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这一学派的其他追随者，(如波蒂 

斯，霍华德)则直接将克洛尔一巴罗一格罗斯曼理论应用于社会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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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是短缺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假如在短缺 
条件下货币真的不能买任何东茜；在本底森名容少得一点货币而 

工作了。因此，短缺的增长应当总是毫无疑问地导致劳动供给的 

减少。⑭

这一问题基本上是经验性的，只要短缺并没有特别严重到这 

样一种程度，即人们得到的货币收入，几乎不可能用于消费，那 

么它就不会使人们拒绝接受工作。如果它对劳动供给产生了任何 

影响的话，那也是相反的。某些人甚至追求更多的货币，因为他 

们相信：如果有更多的钱，即使在短缺经济中，他们也可以更容 

易地得到希望买的东西。例如，如果他们必须进行强制替代，他 

们能更容易地出钱买一个更贵、质量更好的替代品而不是质量较 

差的便宜货。他们更容易支付“灰”市或黑市上的价格。当然，不 

管短缺严重或不太严重，他们都是这样认为的。归根结底，我们 

可以说，不管是从正向关系还是从反向关系来看，短缺强度都不 

是说明劳动供给的变量之一。颈

@参见巴罗一格罗斯曼(1971, 1974)。霍华德(1976)用苏联的数据《从计量经 

济学上证明了"巴罗一格罗斯曼理论。在我看来，这种证明没有说服力，因为 

这种经济计量分析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

霍华德假定：消费品生产的增加或减少，或者它们产量增长率的加速或 

减速反映了消费品市场上短缺的减少和增加。事实上——如我们在本章前面 

所强调的——消费品生产和消费的变化可以和短缺强度的变化彼此分离。

我们所考察的时间序列显示了消费品生产和就业同向变动，这是不言自 

明的，因为消费品在总产出中的比例相当稳定，旁动生产率也不随时间而变 

化。从消费品产量和就业同向变动这一事实，得不出有关短缺和劳动供给之 

间关系的任何结论。

®关于说明劳动供给的变量，见第十一章和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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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消费品价格和消费品 

部门的短缺

19-1引 言

在第十七和十八章中，我们数次接触到了价格对家庭行为的、 
影响，以及对消费品部门市场状况的影响。本章将系统地总结有' 

关消费品价格的问题。

从这个范围极广的各种问题中，我们只讨论同我们的主题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短缺紧密相关的少数几个问题。象在前面 

第十五章研究企业间价格时一样，这里我们将不提出政策建议， 

我们完全以描述的方法来研究消费品价格。
我们不才籥前2丽有消费品的价格。一般来说，我们将不理 

会那些由合作部门和私人部门生产并直接出售给家庭的产品。除 

了本章最后一节，我们将只讨论由国营企业提供给家庭的物品的 

价格。如果为了简明的缘故，我们用了“消费品价格”这个术语而 

未加详细解释，那么就总是指这类物品的价格。

我们在第十五章关于企业间价格所作的许多论述，包括对于 

价格漂浮和国家干预的评论，都适用于本章所讨论的产品。然而 

我们必须强调消费品价格的几点特殊性质。

最重要的区别点是显而易见的。与企业间的价格水平相比， 

消费品价格水平对千百万人的生活的影响要密切得多。前者是经 

济管理者们的内部事务，并只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例如通过利 

润分成才影响工人的经济状况。因此，消费品价格的运动对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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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来说都是一个微妙的政治问题。

在说到企业间价格时我们说过，买者通常不能或不敢抵抗卖 

者提价的努力。对于买者来说，这也不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因为他的预算约束不是硬的：他可以通过提价而把增加的投入成 

本转嫁给自己的买者，或者他要求国家预算的支持。对消费品价 

格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家庭的预算约束是硬的。如果家庭的名 

义收入是既定的，那么每次价格提高都使他们感到有切肤之痛。 

因此，买者力图抵制涨价。如没有其他办法，他就用"意见"这样 

做：发牢骚，提抗议。这正是消费品价格为何成为政治问题的原 

因。

因此，比起企业间价格来说，在这一领域中国家干预更广泛 

地得到运用。①干预也有更多的可能性,最重要的大宗消费品—— 

特别是基本食品和公共服务——属于我们在15-2节所说的“标准 

大批量生产的产品”的范畴，因此它们的价格很容易管理。但在价 

格不太容易管理的情况下，价格政策也能够——如果要这样做的 

话——成功地抵制价格漂浮的趋势。这个过程可能以企业推动消 

费品价格开始。消费品的流通税率既可为正又可为负，（负税也就 

是为维持某些物品价格的补贴）对每一个或每一类产品来说,税率 

是分别决定的，并且经常修改。正负流通税率的制度可使消费品 

价格的运动从企业间价格（以及一般来说，生产者价格）的运动中 

分离出来。生产者价格的上升虽然会对消费品价格施加压力，但 

不会自动迫使后者上升。

考虑到消费品价格形成中国家干预的极端重要性，我们把注 

意力专注于这个方面。不管卖者价格漂浮的趋势有多么强烈，它 

都可以由于国家干预而在某一点上停下来。②我们要回答的问题

①财政部长L ・福卢韦吉在他的书中（1977, 77页）写道："我们的总目标是，首 

先保证消费品价格的相对稳定，同时生产者价格可以允许有更大的灵活性J

②在这一点上，我们回想对（15-1）式所做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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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什么它正好停在哪一点？为什么各类消费品的价格水平正 

是如血市未显宜底金会应高?♦

19・2至19・8节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因此我们只研究这样的消 

费品价格：它们是能够充分管理并且在正常情况下容易管理的。 

在最后一节我们简要地研究不易管理的价格以及生产者 

价格漂浮的自发趋势。

本章大部分讨论消费品的相对价格。19・4至19・6节例外，因 

为它们考察市场上从总体来看的消费品平均价格水平的变化，以 

及这些变化和其他市场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章第一部分的主题是消费品价格的短期影响以及需求和供 

给的短期控制和调节。从19・7节起，再补完自某些年季相互关系 

的说明。

我们的许多思想既同传统的，也与改革后的社会主义经济中 
的价格变化有关。凡是我不偏金区分不高标时前，我们将单独指 

出这一事实。

19-2 一个说明性的例子

我们用上面18・8节中使用过的特殊市场的简单模型来开始推 

理。那里详细作出的假定，这里就不重复了。我们只回顾一下 

其中几个最重要的。我们将运用适当的指标描述一定时期内（例 

如一年）的市场行为。我们将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同时假定其他 

条件不变，例如供给，所有家庭在应用语嚓相向上打算士由自未 

求,♦市宫内的相对价格，所有其它市场的价格，以及调节中的摩 

擦都是既定的.在所考察的特殊市场上只有家庭进行购买。要研 

究的问题是：在所讨论的某类产品价格水平变化时，短缺强度在 

短期内会如何变化。

图19-1和图18-4至18-6相似。横轴表示某类消费品的价格水 

平，纵轴度量市场状态的两个指标：零绘指标z,它是向量z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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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分量，以及滞存指标q,它是向量q的代表分量。(第二个指 
标超出了十八章市岛图，那里没有表示滞存)。

对每一个价格水平p ,都有相应的一对向量〔z(p),q(p)〕,也 

就是短缺和滞存指标值的集合。短缺是价格水平的减函数，而滞 

存是它的增函数。我们不问这一市场什么时候能处于完全的瓦尔 

拉斯均衡，这是因为必须考虑调节中的摩擦。我们只考虑如果价 

格水平从初始价格P0急剧上升到远为更高的值p8时会发生什 

么情况。

我们用为家庭提供干洗，洗衣以及类似服务的行业作为第一 

个说明的例子，这在消费中占很大一部分，虽然不是基本的一个 

成分。

由于价格大幅度上涨，对这种服务的家庭需求会大大减少。 

因此，短缺强度将大幅度下降，虽然还不会完全消失。在店铺里

图19T 价格水平，短缺和滞存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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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服务所花时间照较少，交货时间将缩短。除了这些可立即感 

到的变化之外，我们也可以期待长期影响。洗衣店里职工和机器 

的利用率将减低。如果现在卖者真对扩大销售感兴趣，他就会作 

出努力，给顾客以较好服务，以便他们继续使用他的服务。洗衣 

店将靠改善服务质量，更好的服务态度，以及开展新的服务项目 
在根面面底弄蠢媒,.他府山庙面去变成引滔丧碧商卖3宿宾在源

这些优点位于天平的一端，但是在另一端也产生了以下缺
• • • 

点。

•第一个缺点就是价格上涨这一简单事实。正因为价格高度稳 

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最大成就之一，人们就季里价格保持不变； 
稳定本身对人们就有益。仅仅是价格上涨这二事•实就会引起骚动， 

而且比另一些国家要严重得多，在那些国家中，加速的通货膨胀 

已使人们习惯于不断的价格上涨,那里已经形成了通货膨胀预期， 

社会感到普通的上涨是“正常的工

价格上涨导致滞存增加。第一篇中我们详细解释过，在短缺 

经济中短缺和滞存可以同时出现。原来，因为缺少互补性投入品， 

洗衣店里可能会有不可动用的滞存：可能某工人未到，也可能一 

种化工品用完了，也可能一部机器坏了。然而在价格激增的情况 

下，可能产生可动用滞存：劳动、材料和资本可能立刻全部闲置 
起来。每一种互•补注投•入•品都会有供给储备。事实上，这可以被看 

作优点，因为它有利于形成一种更灵活的调节以适应需求方面不 

可预料的波动。然而，许多人“感到”这是一种缺点。社会主义经 

济中的公众舆论把这种可动用滞存的长期存在视为一种浪费。“脏 

衣服成堆，但工人和机器却没有事干……工

作为提价的后果，消费水平立即降低。这种联系是微弱的。 
在既定时刻，洗衣业产由富而豪庭宿瘾区减少量，正好和增加的 

滞存所能生产的产量一样多。那些即使在涨价之后仍然使用洗衣 

业服务的人，能更容易和更方便地得到这种服务，但有些顾客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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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排除于这种服务之外。③当洗衣店的工作在“买方市场》中改善 

了，变得更有效率，最终能生产出较高质量的更多产出之后，那 

些顾客才能间接得到补偿。然而，这是一种滞后的和不太确定的 

结果，而可动用滞存的产生所导致的产出品减少却会立刻出现。

更重要的是，这种消费的减少有再分配效应。那些能够并且 
愿意支付较高价格的人能更容易和更古殖施需鱼服务。那些不能 

或不愿付高价的人则被剥夺了过去使用的一种服务，即使这种服 

务只有在等待排队之后或通过强制替代才能得到。

在决定是维持还是改变某类产品的价格水平时，上述优缺点 

是考虑的主要之点。但我们到此为止，因为这里的思想很容易使 

我们误入歧途。可能会得到这种印象：一类产品的价格水平本身 

就决定了市场状况，然而现实中并非如此。在上述模型的简化后 

的情况下，价格水平是唯一可控制的变量，因为我们是用比较静 

态方法并且是在非常严格假设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的。现在应该越 

出这个模型的限制了。

19-3其他部门的虹吸效应

我们首先放宽模型中的假定（4）,即：该市场只许家庭进入。 

前面讲的例子不是洗衣业的实际情况，洗衣业不仅服务于家庭， 

也服务于饮食业，理发店，还为工厂的职工洗工作服。同样的价 

格增长，能使主妇回家洗衣服，但根本不会使旅馆或工厂也这样 

做。

我们用比洗衣业的例子更为普遍的方式来研究这一问题。

集些产品和服务的购买者只有家庭。例如，家庭是理发店和

③我们将再一次想起罗宾逊一伊特维尔的机智的言论（1973, 269页“采购力 

巨大节约的许诺看来补偿不了货币购买力的即刻损失。”

在戈德曼的书中（1977）也有类似的思想。他指出限制购买力可以增加消 

费的“效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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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院的唯一用户。这样的例子很少，因为从产出品的实物性质 

和使用方式来讲，只有少数产品和服务只能由家庭使用，而根本 

不能用来作为企业或非营利机构的投入品，也不能用以出口。更 

常出现的情况是，家庭、企业（包括出口部门）和非营利机构彼此 

互相展开竞争。

假如任何人在零售市场上，都可以在没有行政限制的情况下 

进行购买，就可能对最终产品展开竞争。例如，私人顾客，企业 

和非营利机构都可以在同一家文具店或者家俱店进行购买，也可 

以使用同样的出租汽车或同一个汽车修理部。

然而，竞争也可能更早就开始了。假定某产业生产砖和水泥。 

产品应交给建材商店卖给私人顾客，还是应该给一个正在建设工 

厂的建筑单位？食品工业或轻工业的产出品应交给国内零售商业， 

还是应该出口？

家庭同其他部门对产品进行竞争，但这是在不平等条件下的 

竞争。家庭预算的约束是硬的，而企业息薪嬴•④•对•山日是必而 

才以这自道:而检藁座由日启用高向通衣在叠有亏损，但国家可 

以象补偿生产者一样对它实行补贴。（我们在14・9节已经讲过，从 

这种观点来看，非营利机构处于中间位置。）家庭对价格变化反应 

敏感。如果价格上升，家庭需求就下降。与此相反，企业对投入 

品价格则反应较小。只要企业需要某种能够得到的东西，它就进 

行购买。⑤

只要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的行为不变，消费品价格水平的提高 

就只有在这些部门虹吸的数量受g联限制时，⑥才能减轻短缺强

④ 更准确一点说，软硬度取决于实际的经济管理形式。但是，正如第十三章所 

解释过的，即使在改革之后，企业的预算约束，在与家庭所受的约束进行的 

上述比较中，也是足够软的。 .

⑤在匈牙利，由企业和非营利机构购买的消费品，与家庭的购买量相比，增长 

要快得多。参见帕洛斯一平特（1978）。

⑥这是必要条件之一，后面我们将看到还有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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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换句话说，必须有某种限制，以防止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拿走 

由家庭需求减少而释放出的可动用滞存。

这样的行政禁令可以在某些领域强制施行.其他领域要这样 

做困难就大得多。如果生产者虹吸走的不是最终产出品而是生产 

某种产出品的直接投入，强制施行这种限制将特别困难。例如， 

如果工业部门从零售部门挖走了劳动力，从而损害了提供给家庭 

的服务，就会是这种情况。

在15・8节末尾,我们强调指出，在提高企业间价格水平和减缓 

企业间交换的短缺强度之间，没有自动的替代关系。现在我们补 

充如下：在提高消费价格水平和减缓消费市场短缺强度之间，不 

存在自动而春小卖素；会后麻瘟由春痒2锯泰文鹿应二3底，奔 

对投入品价格提高的反应不敏感的企业和非 
营利机构，可以不顾和嘉南用上；战前作福上涨漉金肩自豪庭立 

破差宿展品、•底A；而百庙手虚产而在人富。.................

19-4中央宏观消费计划初探

我们现在进一步放松本章前面所做的简化的假定。上一节我 

们指出，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可以用分散的方式取走预定用于消费 

者的最终产品，或者取走为家庭部门进行生产的工业部门的投入 

品。但这只是派生现象，我们来考察一下原始问题，也就是，中 

央计划者给家庭部门分配了多少东西。

本节和下一节的主题是中央的短期宏观消费计划.我们将提 
供一个抽象模型。它用来掷半社会主义金屏市欣4面过程。这个 

模型既未被要求，也不适A向做计划工作的实际工具。在这方面， 

这两节和本书前面某些部分相似，如第三、九、十章以及讨论计 

划者“条件反射”的12・11节，还有描述中央工资计划程序的16・2 

节。现在我们同样愿意指出计划者行为的若干规律性。

象在叙述工资政策的情况下一样，我们将详细叙述一个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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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决策的程序。我们并不认为在实际计划过程中各个事件是按 
应将府后自肩8咧的，这个程序仅仅是表示复杂的决策序列内部 

逻辑的一种简便方法。

这个程序由五个步骤组成，我们假定程序是可重复的，如果 

决策者感到结果不能令人满意，或者如果可以得到新的信息，他 

就可能重复全部或某几个步骤。本节中这一程序以最简单的形式 

出现。下一节在某几个方面的描述将更详细，更完整。

假设我们讨论的计划阶段的目的是：为下一年确定五个宏观 

指标，并根据它们制定若干非总量的计划指标。我们首先把这五 

个宏观变量列出来。

(I )家庭部门可实际购买到的物品和服务总量。用符号S代 
表，简称展会。.................................

这是二月实际的量，是一个总量，它在计划实践中通常用被 

叫做基期的更阜好血中的实际价格来计算。

量S既包括物品的供给，也包括服务的供给。就物品来说， 

它包括计划年年初的初始存货以及在这一年里的总交货量。就服 

务而言，它是可能提供的最大服务量。因此，变量S不是计划者 

打算卖的东西，没有人认为家庭实际上会买数量为S的商品。如 

果家庭能够并且愿意购买实际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话，s是家庭 
可以购买的产品和服务的息失量。

为了简化推理，我们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家庭部门可免费得到 

的物品和服务。⑦量s只包括要用"市购买的商品的供给。

同样，我们也排除中央计划者戒定分给企证(.包括出口部门) 

和非营利机构的消费品。因此，如果某些消费品部门出现了进一 

步的虹吸，这将被视为对计划的偏离。⑧

⑦我们也必须扪除那些和免费分配的产品、服务有关的存货和备用能力。

⑧ 我们要注意这一事实，这种“虹吸”效应只在讨论消费计划程序的19-4节和 

19・5节才被忽视。而在后面的19・6节，它将再次被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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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庭部门购买的商品量。以符号g代表，简称消费。这 
个缩略语^鑫金善施根庙；也爰际上并不准确。在购买而妥际消 

费之间可以有一个时间滞后，此外,家庭还免费得到某些消费品。

象S一样，这是一个实际的量，一个以基期价格计算的宏观 

总量。

(U)家庭部门用来购买商品所支付的货币量。以符号y代表， 
简称支出：丘亮在如亲爱应痴竹南或崔岳应人，•⑨减去预期的储 

蓄值:(•或者，在相反的情况下，加上家庭货币储存的减少额，负 

储蓄。)

(W)消费价格指数，以符号P代表。它是计划年与基期消费 

价格水平：í山。.⑩'í

(V)预定用于家庭部门的，国内生产和进口的消费品总量。 
以符号xA表；扁森声由：至于6盘如荷在食自,.存2走M在包 

括和排除，则和其它而京指标，S和g相似。

在这些变量之间存在两组自我解释的相互关系：

g M s (19-1)

消费水平 供给水平

和 g = y/ P (19-2)

消费水平I I支 出I 消费价格指数

我们想借助于制定这个程序来找出决定上面所列变量的因 

素，并确定它们在决策过程中的相对影响和分量。

字粤1 :单申。这一步同工资程序的步骤1相应，并且包含

⑨ 我们不考虑一个家庭向另一家庭提供服务而得到的货币，我们的宏观分析的 

唯一目的是，考察从整体来看的家庭与经济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

⑩确定数量和价格指数的困难是众所周知的。我们自己巳在15・4节谈到过后者。 

然而，既然这些指数的目的只是用来进行理论分析，我们就不必在这里讨论 

这些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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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容上也相同的决策。我们回想一下那里说过的话。⑪计划的 
一个重要原则是：实际消费水平的增长决不能降到既定的在会碧 

点欣立之卡；并且应日商委陈海鹿扁定扁麻后重点亩施叠定;亦 

旬霜底；山大示由血声41 ....................................................

步骤2：消费价格指数。象我们在19T节中强调指出的那样， 
政府前环嘉政案息或另乎实现价格稳定。然而，由于各种原因， 

宏观计划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消费价格水平的上升。一方面，计划 

可能屈服于导致价格上涨的分散力量。另一方面，在能够由中央 

很好管理的消费价格范围内，同样可能有计划地涨价。第十五章 

接触到了所有这些问题，那里的讨论将由本章其余部分的进一步 

论述来补充。

这样，在程序的这一步就产生了计划指标P。

本中。名义收入的计划过程已经由16・2节详细进行 
了描乐1余们麻鹿过：名义收入不能由中央经济政策按照愿望固 

定，因为必须服从若干相互关系。象我们在那里指出的那样，有 

可能准确地计划名义收入，实际执行结果常常和计划指标只有微 

小的差别。家庭储蓄指标则不确定得多。预测的错误可以造成对 

计划的偏离——但我们不需要研究这一点，因为我们现在只关心 

计划过程。

计划指标y在程序的这一步上出现。

我们在这里暂时停下来。迄今为止已讨论的三个计划指标 

g、p和y受到多种独立运转的环境的影响，这里和本书其他 

地方都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但是这三个数字，当然是紧密相关 

的。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因为恒等式（19-2）的存在。如果有 

必要，由步骤1, 2和3组成的循环可以重复多次，直到三个指

⑪ 变量:y不包括全部消费，因为我们排除了免费分配的部分。对比之下，在工 

资程序的步骤1,后者作为实际消费的一部分被包括在内。（虽然那里使用的 

是4当消费，而这里是总消费为了简明，我们将不指明这一程序中的五个 

变善而工资程序中的相同的或类似的变量之间的异同。定义清楚地指出了它 

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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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互相协调一致。

步骤4：供给。在这一步骤和下一个步骤中，作为初步近似, 
我们普身痛定亍二个刚性规则，以使稍后一点的分析更加准确， 

更加接近实际。但首先必须阐明一个重要思想。

我们将下面的比率称之为供给的型用库，并以k来表示： 

k = g / s （19-3）

利用度 消费I I供给
选择k这个标志是为了使大家想起第十二章中介绍过的社会 

生产能力利用的概念。（19-3）式中定义的量是一个与此有关的概 

念，是那里介绍的范畴在为消费目的而购买的商品上的应用。从 

实物方面讲有可能k=l,家庭买光了最后一件可得到的商品，并 

把提供服务的机构的生产能力利用到了最大限度。然而，现实中 

这样的事永远也不会发生：k总是小于1。

本书试图从多种角度来提出这样的命题：在每一种社会经济 

体制中，市场正常状态都发展起来并得到确立。因此，存在着正 

常短缺度、正常滞存度,同时，也有消费品部门供去质正宿南麻； 

底应官:元相•联素。•我•们向k*来•表•示会市全文而正扁期用 

度。因此，（1-k*）就是正常滞存和总供给之比。

本书第一篇，主要是在五、六两章中，我们注意到了生产性 

和非生产性滞存的区别。前者可以使用，后者则不能使用。正常 

滞存度（l-k*）既包括生产性滞存，也包括非生产性滞存。我们 

假设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滞存的正常比例是固定的。

我们也愿意再回想一下第八章说过的话。那里我们说明了在 

短缺强度和生产性滞存水平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调节的正常 

摩擦是既定的情况下，生产性滞存越小，短缺强度越大；反之， 

生产性滞存越大，短缺强度越小。⑫

在进行了上述说明之后，我们可以进行程序的步骤4 了。根

⑫见8・7和8・8节以反那里使用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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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们的假设，下述定理可以成立：

s = g/ k* （19-4）

供给J í消费J正常利用度

这个简单的公式表达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思想。计划过程将正 

常利用度k*,从而，把正常滞存度和正常短缺强度看作是既定的 

外生量。换句话说，从事前的角度来看，在宏观层次上消费品市 
场的正常短缺强度既无盘价福永辛岛函数,.应元富2支应入南南 

薪,.而显虚加6向在盛市二不睡虚的束瓢 迪施夜奏直s自瘟声 

命步底4 麻就看p血；而春扇2命为嗓3之间,没有直接的联 

系。由步骤1所决定的g和外生的k*,就可以直接发现变量s。

^»5：广中。国内生产和进口量之和的宏观变量X分成两 

部分：

X 三 X«。。。 + xset, （19-5）

产出 物品产出 服务产出

上标“good”（物品）和“sérv"（服务）在下面的代号中也使用。

我们首先来看决定物品产量的法则:⑬

x8°°d = g800 d +( -_J__九《good*
8 0 0 d _ u800d (19-6)

物品

产量

物品

消费

物品正常

存货

物品实际

初始存货

（19-6）式表示了正常标准控制。只要市场偏离了正常状态， 

计划者就努力用适当浪走女&委康变量的方法来迫使它更靠近正 

常标准。这和第七章讲过的正常标准控制有关。这里同那里一样, 

对短缺和滞存正常水平的偏离起着反馈的作用。区别在于，第七 

章描述的是微观层次上的分散控制机制，而我们现在考察的是宏

⑬我们没有尝试把（19-6）式和（19-7）式重新变换成为尽可能简单的数学形式。 

我们只想将其表示成一种能够最清楚地表达其经济含义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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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层次上的集中控制机制。这两类机制相互依赖，相互补充。它 
小其高亩模需有和短缺的正常标准对人们成为习以为常的事。

对于服务来说，产量和消费根据定义就是恒等的:⑭X* er三 

yservo正常标准控制在这里起作用以决定生产能力的增加量：

(19-7)

服务生产

能力增量

正常生产

能力利用

年初实际

生产能力

计划程序到此完成。我们已经决定了产出指标N。。a和 

xsc7。结果可能是：这些指标和计划中的其他产出和外贸目标 

不协调，同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的投入需求不协调，等等。因此， 

在对起点进行适当修正之后，过程就会重新开始。正是因为过程 

具有可重复性，所以就不值得问出发点是消费指标还是生产指 

标。

这一程序的描述已足够用来对传统的和改革后的经济管理体 

制中的计划工作进行总的概括。差别主要表现在贯彻执行计划的 

方法上。传统体制中，计划的宏观指标被分解到市贞著就’栾官 

匈市县组山，•最后分到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在每一级控制层次上， 

信息的接受者都得到指示：完成由他们负责的某一部分计划。家 

庭是个例外,他们在供给约束下按照自己的愿望处置自己的货币。 

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央计划的命令在决定消费品市场状况方面， 

很明显有极大的作用。

在改革后的经济管理体制中，企业不接受强制性的指令，这 

就增强宇通应价格或不通过价格的分散过程的作用。然而，在这 

种体制下，中央控制机构仍然有办法来保证实行同消费品市场有 

关的指标。首先，他们对投资分配施加巨大影响（见第九、十和十 

三章）。如果这一点在短期中不起作用，在长期过程中它则有效地

⑭为简化起见，我们假定没有用于家庭消费的劳务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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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了消费品生产能得到多大生产能力。上层和中层组织依靠各 

种间接手段（答应或拒绝贷款，答应或撤消财政支持，等等）来影 

响企业的短期计划。他们可以大力传达他们的期望。他们可以有 

力地控制消费品的进出口以影响国内市场形势。由于这一切原因， 

我们可以断言：中央宏观消费计划并不只是简单产生一个对分散 

过程结果的预测。计划是政府实际措施的出发点。中央计划中的 

消费指标，即使在改革后，也对消费品市场状况产生着巨大的影 

响。

19-5再论中央宏观消费计划

由程序的步骤4和步骤5所表述的行为规律性，对我们的以 

下论证是至关重要的，即：利用、滞存和短缺的正常标准在计划 
过程中是既定的参数。在保存位一底值自丧施雨面而7 盘后古立 

二关自转存相奇以死它说得稍微准确一些。

我们并不认为正常利用度k*和过去讲到的其他正常标准是唯 

一确定的常数。我们宁可说存在表达消费品市场状态的这些指标 

数值的某一区间，在既定的历史时期，计划者感到这一区间是正 

常的。假定它们为常量，只是为了简化公式。

同样，我们也不认为短缺、滞存和利用的正常标准永远有 

效。如果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方法有重大变化，正常标准也将发 

生变化。这样一种转化在匈牙利已经发生。象我们在本书前几章 

指出的那样：短缺强度比起十年或十五年以前要轻得多。在本章 

所讨论的范围，即消费品市场内特别能感到这种变化。然而，在 

既定的制度结构，长期经济政策和既定的经济管理体制下，正常 

标准是相当稳固的。

我们把程序的步骤4和5所表述的行为规律性叫做假说，因为 

我们不能严格证明它们。但一些证据至少是间接支持应二假说的 

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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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的开始，作为一个说明性的例子，我们问洗衣店价格 

上涨会引起什么后果。其中我们指出：由于价格上升，可动用滞存 

也要增加，这将引起许多人的非难，他们感到这是一种浪费。那 

里对于微观层次所说的话，在宏观层次上也同样成立。例如，如 

果家庭实际收入的计划指标（即不考虑储蓄，由程序的前三步决 

定的变量8 = y加）增长4%,那么计划者将努力使产出增长4% 

来满足收入的增长。他们也许会稍微偏离这个指标。例如，如果 

计划者认为库存“畸形膨胀”，他们就规定小于4%的增长。但没 

人会提出这样的建议：应该让实际供给指标s比实际需求g增长 

快得多的势头保持更长一段时间，以便使利用度k大幅度下降。⑮ 

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这种思想甚至没有被作为一个重要的两难 
问题公式化,为下面的命题提供了.间•接.证•据:正常利用度k*,以及 

和它异春加正常短缺和滞存水平在宏观消费计划中是既定参数。

政策制定者和计划者们知道，各方面都有对资源的急迫要 

求。从车间主任到部长，渗透于经济和政府生活每一层中的投资 

饥渴，一直在要求得到投资资源。那些从事外贸和国际金融事务 

的人，希望将尽可能多的国内总产品转向出口，同时减少进口。 

如果面对这样的和类似的要求，宏观计划成功地“捍卫”了实际消 

费的增长，它就已经取得了主要胜利。比这种作法走得更远的建 

议，即：在既定的实际消费指标下，仅仅只是为了减缓消费品市 

场上的短缺而从投资、出口等等项目中吸取资源，看来是不可能 

实现的。也没有人会严肃地提出这样的建议。

⑮这里总是听到这种可潺，滞存构成应当改善。它的非生产性部分应该减少， 
而生产性部分应该施床。满足这种希望显然是令人向往的。用第八章介绍的 

分析方法，我们可以将这种思想表示如下，该体制应向有着较少摩擦的等摩 

擦曲线运动。但这一点不能简单地达到，因为必须满足有关经济管理和刺激 

体制等等的若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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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几个一般结论

从前两节的论述中，可以得出几个更一般的理论结论。为了 

比较起见，让我们陈述一下关于某一具体市场的新古典式的比较 

静态模型。一方面是卖者，他们的供给作为价格的函数而增长。 

另一方则是买者，他们的需求作为价格的函数而递减。如果价格 

低于瓦尔拉斯均衡价格，就存在短缺。价格提高到瓦尔拉斯均衡 

水平，短缺就会消除。

我们不打算讨论这种模型是否正确地描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经 

济的市场，而立即转向我们现在的主题：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消费 

品市场。它同上述模型所叙述的市场有什么区别呢？

为了更容易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管需求方面的非营利机 

构，同样，也不管在需求和供给方面都存在的私人小厂和“第二 

经济”的其他成份。⑯这样，我们在市场上有三种当事人：作为 

买者的家庭，作为买者的企业，以及作为卖者的企业。我们讨论 

由企业部门投放到国内市场上的消费品总量。我们希望阐明这三 

种当事人如何按照他们自己的动机和行为规律性来行动。

家庭的预算约束是硬的。因此所有家庭对消费品总量的需求 

是以"•新•古典方式”行动的：需求曲线向下倾斜。只要是因为收入 

效应，这就是不言自明的。在既定的名义收入和既定的储蓄率 

下，较高的价格水平明显地导致这样一种局面：家庭只能买较少 

量的消费品。

相反，企半不管处于买者还是卖者的地位，都不以新古典方 

式行动。⑰虽•获企业预算约束的松软度取决于实际的经济管理体 

制，但即使在改革后它也仍然是相当软的；在传统体制中就更软

⑯ 如果把我们排除于分析之外的这些领域包括在分析中，只会使说明冗长，但 

不会改变最终结论。

⑰参贝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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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多。

在毒率方面，不存在这样一种自动机制，它能使得企业因为 

消费品称病水平提高而减少它对可用作投入品的消费品的需求。 

因此，19・3节描述的虹吸效应可以脱离价格水平而运动。否则，它 

也不过是具有次等重要性的现象。在消费品市场上企业作为卖者 
所做的事，在重要性方面使他们作为买者所做的事几乎相疮应 

细。

在供给方面，我们再重复一次：不存在这样一种自动机制， 

它能使得企业因为消费价格水平提高而增加供给。相对销售价格 

的改变可以影响产出品构成，但不会影响总产量，因为总产量已 

经达到了“瓶颈”允许的高度，也就是碰到了资源限制。

因此，就微观组织的自发行为而言，不存在一种行为规律性 
来保加措费m宿寤永辛南叠青清嗓应房。R宴是山前宿鹿喜自握 

家霜需亲软元真着林嘉翁屉,♦豪庭前林格妻高扁良位•(安底需亲 

痴.金宾后耳秦威在东京以清底应金。.⑱.................... 

••我小晶富应亮以色装鼠做7叁而点家庭)的行为规律性为基 

础的。我们现在要用í90全19• 5节对中央计划者的行为规律性的 

分析中得来的结论进一步证实它。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宏观计划工作不存在一定的自动机制来保 
证实除自点底至相底上而需辛山清会济富永全而去花相由应应： 

也后血虚加洛会各由应擅市由血子•“薮直”・ài,'苑润威M星产 

血斥南南福丘高妥除安鹿清表霜底以交企业轴在营利机构的供给 

指标相协调。⑲所有这些调节都以某一种方式进行，这种方式默 

认了短缺、滞存和利用的正常水平的存在。

⑱ 我们试图清晰地说明这种关系。因此，结论没有扩展到量的范围。为使其更 

准确，我们可以再增加一点补充说明。例如，实际的供给构成取决于相对价 

格,如果投人品变得更贵，企业的瞬时需求可能暂时下降，等等，但这些补 

充并不改变上述论断的实质。

⑲用19。4节的思想，实际指标g和X彼此调节适应。但不存在表示从p到k的因果 

关系的宏观供给函数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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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市场上的短缺能被维持在正常强度的原因之一是：偏 
离正福森医,♦住区二东童施宿喜,.B丽四衣市贞自庭加直正和参 

位质旅加原次工良仙底您加人融会走息原内；...............

• •夏向东我庙巨沿市隹由宁应痒区建议：提价（不管是一 

次性提价还是稳定的通货膨胀型的增长）可能减少甚至消除短缺， 

并且“可能重新建立供求之间的均衡”。因此，在通货膨胀和短缺 

之间有一种替代关系。较快的通货膨胀率会导致短缺的减少，反 

之则导致短缺的增加。如果我们上面的论证过程是正确的话，它 

就驳斥了这种思想。在一个方向存在因果关系：短缺加强了价格 

漂浮的趋势（见第十五*和•本•章•最•后二节丫山相庆》向麻无女卷 

亩生史素:

••曩岛印象是：那些相信从涨价到消除短缺之间有因果关系的 

人，所想到的是作为本节出发点而提出的标准市场模型中的“马 

歇尔供求曲线”。在那个模型中，因果关系是双向的：短缺提高 

价格，涨价消除短缺。但正如刚才所说明的，•在•社•会主义经济的 

消费品市场上，不存在这样起作用的自动机制来保证实行第二种 

因果关系，即：因为价格提高而消除短缺。

价格水平不变、降低和提高同样可以和正常短缺强度的长期 
维持病值兵忌：庶缺而定日高港元显录危前；后元蜜麻需血血K 

》向委必.相长血忘底本金相分二•并.不•能改•变•这•些•正•常•标•准；

19-7各类产品之间短缺强度的差别：历史的出发 

点

19・4至19・6节对整个消费品市场的总量说明是在高度抽象的 

层次上进行的，这种抽象把消费品市场上的不同部分可以处于不 

同状态的事实忽略不计。本章的以下部分将分析这些差别。我们 

既讨论相对价格的短期影响，也讨论它们的长期影响。

表19-1说明了我们的思想。这个表主要建立在匈牙利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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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但我们认为它也适用于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消费品 

部门。这个表没有包括全部消费品，我们只选择了几个例子来证 

明我们的看法。

首先，我们解释一下第1栏的含义。这里我们把价格同产品 

成本相比较。对某类产品的消费者来说，如果价格包括了生产成 

本，此外还有平均水平的利润和国家税收，这种价格就叫做“中 

等”价或“平均”价。如果它大大低于“中等”价，与成本相比，价 

格就叫做“低”价，如果大大高于中等价，就叫做“高”价。⑳用这 

种方法，几乎立刻就可以给任何产品分类。第三类和第四类产品 

的价格为国家产生了很高的净收入（流转税、关税，等等），同时, 

为了补偿第一类和第二类产品的损失，国家付出了一大笔负流转 

税或补贴。

如果国内相对价格不是同国内成本相比，而是同任何先进资

表 19-1

按产品类别划分各类产品

在价格水平和短缺强度上的差别

I 
产品类别

I
与成本相 

比的价格

江 

价格有 

效吗？

需要充分

满足了吗？

V
短缺 

强度

1.面包、牛奶、糖

和其他大量消费 低 有效 是 低

的大宗食品

2.国有住房的租用 低 无效 否 高

3.大量消费的纺织 高 有效 否 低或

品和其他成衣 中等

4.私人小汽车 高 有效 否 高

⑳这是一个相当粗糙的定义，因为它没有解决“平均”的准确方法，同样，也没 

有解决什么叫做对中值的大大偏离。然而，现在的分析不需要更细致地分 

类。不管我们选择什么定义，第一类和第二类产品的价格都将非常低，而第 

三类和第四类则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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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国家的相对价格相比，我们也能得到表中所作的相同分 

类。当然，数值要受到我们进行比较的国家的价格体系的影响。 

但不管怎么比，面包和国有住房的房租看来比较便宜，而小汽车 

和衣物则似乎比较贵。

虽然第一、二类产品的价格低，第三、四类产品的价格高， 

但这种分类和表中第V栏所显示的短缺强度并不一致。第一类产 
品可以消除短缺，然而短缺在第四类中却长崩春在。这是一个新 

的反对下述观点的经验论据：“短缺存在于相对价格太低的地 

方。”

第十七章研究过需求的充分满足，本章前几节讨论过价格水 

平、供给和短缺之间的联系。对上述现象的解释逻辑上是以前这 

些说明的继续，我们用这种观点来考虑一下表中选择的四类产 

品。

第一类。需求论一个众所周知的成果是：对基本食品的需要 

比较容窝满足。因此，尽管价格低，只要农产品的产量和进口量 

令人满意地增长，就能消除短缺。

第二类。对住房的需求事实上是不可满足的。如果房租不是 

有效质,.痘缺必然成为非常严重和长期的现象。下一节我们将详 

细讨论房租和住房短缺。

第三类。大量消费的纺织品和成衣的价格很高，这就限制了 
家庭需录，•供给或多或少与之相适应。确实,纺织品的实际构成、 

质量以及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离满足要求还差得远，所以，存 

在通过搜寻、强制替代等等表现出来的短缺，然而短缺强度并不 

特别高。

第四类。私人小汽车的价格很高，这也限制了家庭需求。然 
而供盔二宣赶不上需求。长期的排队和数年的等待是这个市场的 

特点。供给与年俱增，但增长速度只是达到维持正常短缺强度的 

水平。私人小汽车作为”瘩市场的例子，非常清塞施施南宁需几 

节我们对擎》消费品市宫丽说的话。一旦正常短缺强度生成并稳 

210



定下来，供给就可以决定——不管价格是高还是低——从而使正 

常的短缺强度能够得到持续不断的恢复。㉑

象我们在前几节关于整个消费品市场的7般价格水平所做的 

那样，这里我们要作出相似但并不相同的，亲手消费市场内用学 

价格的论断。

在供给的限制下，家庭需求以高度敏感的方式对相对价格发 

生反应。（第十八章已详•细•讨论了这一点。）

企业在瞬时或短期内供给的商品构成对相对价格也相当敏 
感。（，见 í/6，节 .） •

投资分配部分取决于上级主管部门，部分取决于企业，而长 

期供给通过这种投资分配受到相对价格的间接影响。在决定长期 

摘赛需求构成上，相对价格起着部分作足；长期供给计划也把 

这种需求构成加以考虑。相对价格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受到考虑的， 

但不管是在中央还是在企业的层次上，都没有一种自动运行机制 

来迫使长期供给构成适应于相对价格。表19-1证明了这一点。一 
方面的供给内部构成和另一方面的消费品相对价格，可以长期夜 

A元爰:在嬴淳施亍命磁盛旋对元扁金总上加寂木平面向分嬴. 

'表19-í丘罐由宁豆乐二》向南。♦名存公•夹声M安亮自济而 

其他类是高价？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历史出发点，即 
确立相对价格的时期。现行匈牙利消费价格体系南至觉山祠是在 

1946年，在严重通货膨胀之后稳定物价的过程中决定的，只是在 

几年之后才全面改动过一次。从那时起进行了若干重要的小变动， 

但主要比例仍带有1946和1951年价格改革的印记。虽然当时考虑 

了很多观点，但这里我们只回顾两个主要原则：

（I）相对价格应该反映相对成本。既然通货膨胀使计算受到 

干扰，就不得不使用战前（1938年）的相对成本和消费品价格作为 

依据。

㉑见第六章注⑥，那里我们引用了匈牙利汽车进口公司经理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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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了维护某些，特别是有关收入再分配方面的社会偏好， 

偏离相对成本是允许或必要的。也就是说，满足基本需要的物品 

应能较便宜地得到。这些物品包括面包、牛奶、糖、电力、中央 

分配的住房以及医疗保健服务。

我们认为，今天没有必要分析第二个原则是否实现了有利于 

人口大多数的再分配。㉒但强调指出下面一点已经足够了：过去 

在认真考虑的原则基础上建立的价格体系比例，从那时起已成为 
即些跑7。让我们用今天的眼光来考查一下那时应用的两个•原•则í 

相对成本很明显变化很大。我们只要想一想1938年的成 

本和价格的比例和我们今天已经相隔四十年就可以了。在本章最 

后一节将会看到,在价格不容易管理的地方，价格一直不断地调 

节以适应提高的成本。另一方面，许多容易管理的价格，——因 

此也受到更严格地控制——被固定在当时所定的水平上。

（江）社会偏好在若干方面也已经改变。现行经济政策不可能 

被动地和满不在乎地去适应消费需求的自发发展，而是将其驱向 

特定的方向。㉓但是，在今天实际消费的高得多的水平上，这些方 

向已不同于三十年前了。只举一个例子，在大多数人对食品的基 

本需要已得到满足的今天，社会并不要求用经济办法来鼓励吃得 

过多。然而，国家对许多食品的补贴产生了这样的结果。

虽然相对成本同社会偏好一样，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改变， 
刚性对南庭曲应上宁润察M岛相B价需奇丘辛航而奈祥;㉔.羲们 

庶熹相应二í许清塞；应云显由宇耒品仅由旬面施庶范甚至也 

不是由于制定价格政策者方面的特别僵硬或保守而产生的。价格 

刚性的原因更为深刻，我们将通过一个实际例子，即号唇理拿的

㉒至今收集到的经验材料，没有清楚地确定消费品价格政策是实现了原先所定 

的再分配目的，还是导致了相反的结果。这方面的争论可见拉丹尼（1975>, 
厄赛克〈1976）和弗盖（i975a,. b, 1978）的文章。

㉓参见霍奇（1977）和霍奇-约翰-J.蒂马尔（1975）.

㉔ 参见文斯（19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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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过程来说明为什么消费价格成为刚性的。下一节我们将考察 

房租和住房短缺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个问题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再一次总结对消费品价格的必要 
论述，同时对价格为什么成为刚性的原商施行分析。在消费品市 

场上的所有短缺之中，城市住房的短缺是最严重和最使人苦恼的。 

以前讨论过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在这里以集中和非常明显的形式表 

现出来。

19-8房租和住房短缺

我们再一次强调，从大量的问题中我们只挑选了少数几个。㉕ 

我们不提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建议，而只试图考虑这样的问题：在 

争论过程中提出了许多种政策，贯彻其中某一政策的后果如何？ 

这是一个极端困难的问题，因为严格词义上的经济后果同社会和 

政治后果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并深深地影响着成千上万人的生活 

方式。

许多人期望，能够靠不断增建大量的国有住房来消除住房短 

缺，同时还把这些房屋的房租保持在名义水平上。在我们看来， 

任何想在维持名义房租的同时，只从供给方面来直接消除短缺的 
隽另说愿套完亲童自；底番宿格缸.0亩以湎康亩高山血赧,♦H 

名需录息言以无3祸足的，相反，对住房的需求是几乎不能满足 

的。㉖如果每个人的住房至少是两间一套，许多人就会提出至少是 

三间一套的要求；有一套公寓的人也许要求有一幢别墅，一个人 

如房间数目已经足够用了，他就想要更大的住所，更好的设备以

㉕ 最近，匈牙利出现了对这个问题的若干重要论文和讨论文集。例如，参见利 

斯卡(1969),肯拉德-塞莱尼(1969),布雷特纳(1976),哈尔莫斯(1977), 

米哈伊(1977, 1978)和丹尼尔(1978)。

㉖关于充分满足可参见17・2节。当生产力在几十年间按预期那样发展的同时， 

一种需求的满足不能达到这样的程度，这忖，即使免费供应，但消费者将目 

号不再要求超过某一定量，这种需求就被认为是不自虚分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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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更有益于健康，更美丽的环境。确实也有许多人不愿意离开他 

们现有的住所，即使他们能更便宜地得到更大、更好的房子。他 

们依恋着旧房子，因为他们有病，年迈或者只是不愿意搬家。但 

大多数人都会对住房条件得到改善感到高兴。即使比匈牙利富足 

得多的国家，它们的住房供给也还远远没有充裕到这种程度，即： 

不是房租，而仅仅是缺少家俱和整理房间问题，使大多数流动人 

口自愿限制了自己的需求。㉗

其他人相信国有住房房租的大幅度增加能消除住房短缺。虽 

然房租提高的幅度确实对结果如何有影响，但对我们的思想实验 

来说,我们只选一种情况,其中新的和较高水平的房租符合下列标 

准：

(a)房租对于需求量，也就是住房的数量是有效的。假设那 
些住在或申请一套独立的、只有名义房租山建房而人,.不能或不 

愿支付有效的房租，为此他们自愿放弃他们的需求，就是这种情 

况。㉘这种房租因此就限制了对住房数量的需求。

(b)根据住房的质量有效地区分开各类房租。假设某些家庭 
住在或申请一套面积大、丧暮殍、’以言具有其他质量上的优点的 

住房，如果增加的房租是名义的，但房租中有效的差别使他们放 

弃了最初的需求，就是这种情况。他们自愿搬到设备不太好或有 

其他质量缺陷的住房中去。

(O作为新房租水平的结果，家庭需求减少到这种程度，以 

至提供的住房存货有少部分(至少2-3%)不再有人要了。如果空

㉗例如，单野的经验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二次大战后那里的房租被固定在一 
个相对底向水平上。大战中未被损坏的，保留下来的公寓积存很多，住宅建 

设以世界最高4当率进行。尽管如此，仍然存在严重的住房短缺，人们要排 

好几年队一只显出房租水平突然提高，新房租固定下来之后这种现象才停 

止。这一问题可参见林德贝克(1967)。林德贝克提到早先他同本策尔和斯塔 

尔合作用瑞典文写成1967年出版的论著。在匈牙利，丹尼尔(19776对瑞典 

住房情况和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争论进行了概述。

㉘例如，和原来的打算相反，他们搬进一户转租或合租的房子，或者和他们的 

家庭住在一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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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没有被其他部门占用，将会形成住房滞存。
以下我们谈到“高"房租时，一亮由疝标准（a）, （b）和（c） 

相应的水平。（c）只是.仅就•行需求的影响方面进行了说明，但我 

们还没有讨论房租和维修成本盘喜翻新住房的成本之间的关系。 

（后面我们还将回过头来论述这一点。）

国有住房采用高房租有四种影响。

（1）对家庭的短期市场影响。这里我们仅考察家庭作为市场 

上的买者而蓄济当章人：起展也增加如何反应。（分析第四种影响 

时我们将讨论“人的方面的”后果。）

我们不考虑房租提高的收入效应。这很明显取决于是否存在 

通过名义工资进行的补偿。例如，为了我们的思想实验的目的， 

我们可以假定：家庭部门的年名义收入总额的增量恰好同房租的 

年增额相等，换句话说，房租与其他消费品价格的空事已经改 
变。（不仅如此，再分配也发生了，这也将在第四种影向市考察。）

我们暂时假定：行政禁令阻止了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占据家庭 

腾出来的住房。（这将和第二种影响一起讨论。）

在这种相互关系中，“短期”可以被看作一或两年。房产部门 

中的固定资产范围很广，又都是长期使用的；在一、两年内补充 

的净增额与原有存货之比相对很小。因此，按照以上假设，短期 

市场调节可以近似地由在既定供给下，家庭需求对新的较高租金 
的调节来描述。大部分入r显相由女情加卡于立翥；高点 

过亮二箱点正力量。当我们谈到房租有效性的标准时，我们提到 

了需求的“•自•愿•"添变。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行动只所以是自愿的， 

只是因为租户并不是服从行政命令而搬出原有住房，也不是因为 

他通过行政配给得到了更小或质量更差的房子，驱动力是家庭的 

硬预算约束。

或早或晚所有的搬迁都会完成。在按照上述假设进行调节的 

过渡时期之后，在短期内房屋短缺将不再严重。

当然，将来向质露公尾应加宿女，黑木人找不到他最初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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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种住房，并且进行了强制替代。在得到所选择的住房之前他 

可能也不得不进行搜寻和等待。因此，住房市场上短缺指标向量 

Z的分量不可能个个是零。这种情况是因为市场上的调节不能完 

全免于摩擦。（用第八章的代号：w>0。）但是，最严重的短缺信号 

——数年的排队——已经消除。既然有房屋滞存，任何人只要愿 

意并且能够支付高房租，并且，当空出的住房不能在各种细节上 

符合他的原意时，愿意进行强制替代，他就都可以没有延滞地租 

到一套住房。

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并成为市场的新的正常状态吗？

（2）企业和非营利机构“虹吸”的新面；上亩亩做的暂时简 

化的假设二人应泰心丘工企必向非善病疝构租用家庭腾出来的 

公寓——在实践中是否能得到履行并不清楚。如果没有这样的禁 

令，家庭需求的减少意味着对投入品价格几乎无反应的企业和非 

营利机构会立即扑向空房。因为办公室短缺，他们毕竟也承受着 

压力，他们很容易支付对家庭来讲是很重负担的高房租。

如果存在行政禁令，那么始终如一地强制施行这种禁令并不 
是那么容窝；匈牙利的经验表明：尽管有种种行政禁令，建筑物 

内办公室的数目一直在增长，而这些房屋原来是打算作为私人住 

房的。要想“保护”滞存——待出租的空房屋——不被企业和非营 

利机构染指，那会是非常困难的。

（3）相对比例的长期变化。我们假定国有房屋的房租已经固 
定在新的高永辛工。•为•了 •理•解，长期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我们必须回 

忆一下19・4至19・6节中的思想,并加以限制，即：那里的思想现在 

不是用于整个消费品市场，而只是应用于其中一部分，即住房市场。

长期过程中居民的名义收入增加了，对房屋的需求也同时增 

加了。㉙当家庭收入增加时，他们希望租用面积更大和质量更好

㉙房屋需求可能增长得厚生至少，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数据建立的需求 
函数显示了这一点。亩名长期住房短缺，从社会主义国家的统计数据中不可 

能对住房需求的收人弹性做出明确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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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多住房。因此,即使租金提高的最初影响是消除严重的短缺, 

这些事件的后续过程则取决于实际供给的增长。国有住房存货的 

增长和质量的改善与需求的增长保持同步了吗？

这种情况可能发生，但不存在保证实际发生这种情况的自动 

机制。我们回疯二下表19-1谈到的私人小汽车的例子。虽然汽车 

很贵，供给也在增加，然而仍然存在着需数年等待的排队，因为 

供给始终落后于需求的增长。

受实际资源的约束，国有住房存货的增长处于中央计划控制 

之下。这种供给不是价格的确定函数，也不是房租收费与建筑和 

维修住扇麻施金访声定向亲扁最亏血而亩薪。♦由套京■以&去 

位入；七目以人高金刷扇声南 1位定海底人,.《也可以对无法盈 

利的房产部门进行补贴。这就是新的高房租为何同成本不挂钩的 

原因。

从上面的论证中可得出以下结论。

有效的高房租是消除住房严重短缺的一个条件。然而有效的 
高房点元露康症向金南桂原施金熊亲忘相嚓；京或成％尾看相窃 

定霜决志南显淤,施磁,.忘显应金而清实,.取施宇廓由永辛,.高 

自应应施手图豪加底富政总................................. 

••亦如鲁木施施3麻法施制定供给政策。花费在国有住房上的 

资源，其他部门也要，其中主要是为了经济增长而需要投资。这 

种其他部门的吸纳效应可以使国有住房供给的增长放慢。但我们 

的思考到此为止，因为它会使我们远离现在的主题：房租。

让我们从经济的大尺度的长期宏观比例转到房租提高的直接 

“微观后果》——对人民生活的影响。

(4)再分配影响。在短期过程中，家庭部门实际消费总量减 

少的数量血显存废由的滞存量。如果这个量达到,比如说2二3.%, 

这并不太多。但不管怎么说，由于长期住房短缺，人们已经如此 

不习惯于有房待租的观念，仅仅这种现象的存在就会令人惊奇。 

假段某大城市有100万人口，20万套住房。按上述比例，这将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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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先前住在单独公寓里的大约4000-6000户家庭，要被迫搬进和 

他人共用的一套公寓中去。

滞存的发展将使换房更容易，为了能够搬家，已经不需要通 

过复杂的互相转换住房的过程。社会的空间流动性将会增加；人 
们将不再因为住房短缺而被“绑在'土'地•上"•然•而;底立在1麻不能 

被那些因为房租提高而必须放弃单独住房的人享受，而是由那些 

希望在将来搬迁，或建立新家庭的人享受。因此，就会产生利益 

和损失的再分配。

这不是唯一的再分配的影响。前面已经指出，房租的普遍提 

高以及根据质量而增加的房租差别将导致向各个方向的大批搬 

迁,有些人搬到较大较好的公寓里，其他人则搬进较小和较差的 

住房。㉚现在我们考虑这一事实：住房并不是一种象衣服或电冰 

箱一样的东西。住房条件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家庭生 

活和文化机会。一些人的住房条件随着再分配而改善了，同时其 

他人的条件恶化了。我们考虑一下后者的处境。许多人对家庭、 

邻居和已经渐渐习惯的环境有着强烈的依恋之情。他们已经习惯 

于只和家庭的亲密成员生活在一起，或者自己单独生活，现在他 

们不得不和他人共用一套公寓。因此，住房的再分配会使许多人 

深深地苦恼。

但是，将要发生的再分配不仅限于色库，而且包括物人在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匈牙利，住房》亩存在着大量加点人部 

Ho私有家庭住宅和合作公寓归于这一范畴。其中大多数由说看 

会自己使用，然而也存在住房的私人出租（例如，转租或把私人 

所有的住房或套间出租给租户）。用不着进行仔细地比较，我们就 

可以说，私有住宅或套房的最初建筑者（或者，在住宅是为出售

㉚ 我们完全没有解决下列问题：为了我们的思想实验，房租提高到什

以及，由质量不同而形成的房租差别达到付4本é？这些问题的向看金床于 

有多少人准备自愿降低他们的住房条件一二元桌辞行政命令，而是靠经济力 

量一以及他们这样做需要多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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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建造的情况下的买者）至少必须支付建筑成本。另一方面，国 

有住房的租户则只支付维修成本的一小部分，因为房租得到国家 

补贴。

那些对国有住房支付名义房租的人，一直享受着大量的冠罩 

有帮救他们还从国家那里有效地收到了一份礼物。㉛分配给自小 

山壮点可能是根据社会可接受的选择标准，例如按照紧急需要或 

功绩。但他们也可能通过个人关系或贿赂得到。他们的父母可能 

曾经因为紧急需要或功绩而得到了一套国有住房，或者他们的父 

母或祖父母可能只是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时代就搬进了这所房 

子；后来房屋国有化了，所以他们的子孙就凭出生而获得了这套 

住宅。国有住房的权利通过象继承封建财产一样的方式世代相传。 

消费者剩余也同时由父亲传给了儿子,正象过去的封建地租一样。

房租的普遍增长将会剥夺国有住房租户的这种消费者剩余。 

某些人会觉得他们被剥夺了应得的利益。㉒其他人甚至不会想到 

他们对从前享受的利益所有的权利，但会简单地记住这一事实： 

他们已经受到了经济损失。

作为再分配的结果，家庭的总财务收入和其住房条件之间的 
正相亲宓宣名由旨；应实琮上容A丧春务应扁延.也显；在面兔 

在安奈在卡,.会相收入分配本身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按劳分配原 

则还是个问题。当然，对下列问题也可进行争论：住房这种物品 

是不是应该按劳分配？或者它是否是一种应该按照其他分配原则 

进行分配的基本必需品。例如，人们可以问孩子们的住房条件是 

否应该只是由其父母的收入决定。

即使还有许多问题尚未接触到，这里我们将不再分析再分配 

的后果。然而，下面的问题已经应该清楚了： 一个最初看来完全

㉛关于伴随配给的消费者剩余，以及配给所用的标准，见17.6节。

©当然，房租的普遍增加可以由个人厚学师的制度加以补充。这种补贴会给 

予那些被认为是需要得到或者应该启至；而人当然，得到这种补贴的人不能 

肯定就是今天收到国家低房租“礼物”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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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济方面的问题（房租水平）却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和道 

等问题。
.•看一件事是肯定的：任何激进的再分配都会造成群众意见的 

混乱。那些从中获利的人甚至可能认识不到他们的收益。如果今 

天的年青人已经习惯于不必为住房排队，以后他们就不会认为这 

是一种特殊的利益。但即使那些今天认识到并且享受了由变化而 

来的利益的人也只是暗中高兴。另一方面，那些遭受损失的人变 

得愤怒起来，并且可露生单他们的不满。为什么主管部门不愿意 

改变房租，以及一般来施,，不愿意全面变动消费品价格，就是由 

于这种可理解的原因：因为有变化的这样一种再分配的影响。

这就使我们能理解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我们可以叫做色轻移 
定性陷阱。为了价格稳定，国家不愿意进行持续的或甚至显毓豪 

南小，和格调整。人们已经习惯于稳定，在一段时期之后他们甚 

至南童政府能保证这一点。任何重大的涨价都会产生不安定。一 

种体制越是力图证明它能保证价格稳定，它越多地宣传这一意图， 

人民越是期待它。因此，如果涨价确实发生了，人民就会感到更 

加神经紧张。

这就是价格成为刚性的公众舆论背景。如前一节所讲过的， 

由于这种刚性，价格与成本分离了，与最初决定价格时起作用的 

国家偏好也分离了。多年不进行连续的小调整，现在剧烈的变动 

已成为必需。但这必然会引起一种震荡，它的再分配的影响几乎 

无法估量，并会使许多人产生强烈的敌对情绪。因此经济领导者 

们推迟了变动，但这使问题甚至更严重，因为价格调整现在会产 

生甚至更大的震荡以及其他后果。国有住房的房租是这类冻结价 

格或刚性价格的一个典型例子，但决非唯一的一个。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对下一问题答案的一个新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什么某类产品的价格水平正是如此。这是因为它曾经一度 

被固定在那里，也许是在十年以前，也许是几十年以前。那时有 

极为正当的理由要把它定在那个水平上。然后价格落入了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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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陷阱"。现状一旦确定，就保持其自身。这不意味着剧烈的 

价格变动在任何条件下永远都不可能发生。然而可以肯定的是： 

掉进价格稳定性陷阱的消费品相对价格的变动，涉及一种不仅具 

有经济后果，而且具有意义深远的政治后果的决策。

19-9不受管理的消费品价格

本章到此为止，已经分析了政府的价格政策。这是应该的， 

因为由中央价格部门严格控制的管理价格在消费品中所占比例极 
高——高于第十五章所讨论的企施而弥裔的情况。然而，另外两 

类价格的作用在这里也是很重要的，它们是：由买卖双方自愿协 

议而决定的契约价格以及虚假管理价格，这种价格表面上由价格 

部门决定，在重妥工由卖会宿庭。嬴.

在消费品的非管理价格的情况下，类似的内艳厚罩趋势也象 
15・5至15・7节中对企业间价格的描述一样运动；莪加云想重复过 

去已说过的话，所以这里只描述消费品"价格漂浮"的几个特征。 

"成本推动»在这里也会发生，确实，政府价格政策可以通过改变 

流转税或补贴的方法进行干预。也可以尝试用阻止消费品价格提 

高的方法来制止成本提高，但成本推动仍然会使自己或多或少地 

被人们感到。至于说到“需求拉动》,在一个特殊市场上短缺越严 

重，买者自己就越推动价格提高，也许比他的买者同伴出的价更 

高。

我们在15・5和15・6节中指出：在企业间交易的情况下，价格 

漂浮趋势在需求方面并不会碰到财务约束。在消费品部门情况就 

大大不同了。这里，在微观层次上，每一个家庭的预算约束都是 
硬的。对于宏观层次同箱也可以这样说：家庭部门的总名义收入

金这种分类的更详细解释可见15*2和15・3节。这一点和15.4节讨论的价格水平 

的计量有关。那里所说的话，对消费品价格水平的计量也同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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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中央经济政策的严格控制。（见论工资的一章，特别是16T 

节）阻止通货膨胀趋势的，不只是买者的抱怨。舆论的敌视倾向、 

以及价格部门的干预，主要障碍是家庭部门能用来购买消费品的 

货币数量有限。某些买者也许乐于推动某些产品的价格上涨，但 

所有家庭对一切商品的瞬时需求却受到手中现金的限制。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涨价是由其他因素产生的话，只要 

限制家庭手中的货币量就可以使涨价停止。控制家庭的名义收入， 
是阻止消费品市场上通货膨胀的价格应为出现和加强的条件之 

一。但就其本身来说，这一点绝不是充分的，还必须满足其他奖 

在。有一些条件已经饼过了，其它的条件，我们将在本书剩下的 

部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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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货币：货币政策和

财政政策

20-1引 言

我们前面对于企业、非营利机构和家庭行为的分析，使我们 

能够探讨一些关于货币的问题。①我们不企求完整；货币理论的若 

干方面我们甚至不打算涉及。我们将集中于一个问题：在社会主 

义经济中，货币的积极作用到底有多大？

首先，我们要弄清所谓“货币是积极的”表示什么意思。②如 

果决策者的实际行为取决于他所支配的货市数量，货市就是积赖 

由:

,货币并非争多积极、要4消极。货币的积极程度可以用连续 

的等级来表示；症完全积寝而彻底消极之间可能存在一些过渡阶 

段。

预算约束硬度和货币积极程度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事实上， 
它们木显而输质击自窥金,.市显高二血废威而福元百扇表•述：•在 

梅如原庆上:建疯食为生的电应：如:接应质底微观组织使用的

① 在匈牙利有大量关于货币作用的文献。在这些匈牙利作者的著作中，我想指 

出：奥古斯蒂诺维奇(1963)、福卢韦吉(1976. 1977).胡斯蒂(1971)、里茨 

(1970)和陶洛什(1975a、b, 1976)的著作。在写作这一章中，我从中吸取了 

许多东西。
② 布鲁斯(1964)对于我关于货币积极和消极作用的思痛的形成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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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市，即国家货币供给总量中分配给微观组织并由其支配的部分。 

如果约束是软的，并且它的值很容易增加（即，如果可供使用的 

货币可调整到与不等式左边的微观组织对货市的既定需求相适 

应），那么货币就是消极的。然而，如果约束是硬的,而且在左边， 

即微观组织对货币的需求，不得不去适应既定的货币供给，那么 

货币就是积极的。因此，货币的积极程度在本现水平上反映了徵 
理现象的总体（预算约束硬度的统计分布）。笈Í3・6节，我们采庙 

宁指标P来度量预算约束的硬度：6=0表示完全的硬预算。预 

算约束越软，6的正值越大。同一尺度也能用来描述货币的积极 

程度。

我们这里不讨论社会主义国家国内货币供给和外汇之间的联 

系,因而，我们也不论及可兑换性问题。但是，即使我们仅仅考 

察货币在国内经济中的作用，也可以观察到，即使在国内，货币 
也不是完全“可通用的"。货币是“带标签的”。斑底副蔗血显施需 

由泰士林土资&摘相南企必如é营期新庙庙在其他方面的货币分 

开来。（参见16.1节）同样，当前生产使用的货而与投资使用的货 

币也被严格分开。时刻监督每个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的全部货币交 

易的集中化的银行系统，能够查明其规定是否被遵守了。当然， 

在三个主要部门，即企业、非营利机构和家庭之间有巨额的货币 

流通，但是，所有这些交易只能通过金融系统指定和控制的渠道 

进行。即使在规定中存在一些漏洞，也不会根本改变货币不是完 

全"可通用的”这种情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对于货币的 

积极程度作出普遍适用的陈述，必须分别论述有货币流通的每个 

部门或者是可以“被贴上标签的”有限领域。

家庭具有硬预算约束。（参见18T节）在家庭部门内，货币是 
完全寂身的。（6 = 0,或几乎等于0。）

•点妥；在制订针对家庭部门的国家经济政策时，出发点不是 

制定家庭可用的货币供给计划。真正的出发点是家庭实际消费 

计划，可由家庭购买的商品的供给计划，以及有关名义工资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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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物价水平的国家经济政策。③计划者首先权衡的是这些变量相 

互之间以及同经济中的其它过程，即生产、投资和外贸，有什么 

关系。家庭可得到的信贷只起很小作用，其数额是严格计划的。 

此外，还有"带标签的》信贷：这些只能用于建筑私人住宅或只能 

用于一定的耐用消费品，因而，它们能够逐项地与这些产品的实 

际供给相一致。

从上述变量中，能够推出家庭可用货币的总供给。但是，即 

使这是在计划制订过程中得出的数量，它仍有"独立生命»，即， 

它自身的影响经济过程的作用。计划者仔细地考虑全体居民将有 

多少可支配货币。在为具体贯彻执行经济政策而起草年度计划时, 

计划者认为解决所谓"购买力"④与"商品供给»的平衡有极大的重 

要性。归根结底，不能说对家庭部门进行计划时，货市供给要适 

应需求，反之也不行。但是，计划者要一起作出这些客观估计， 

使它们互相适应。
一是山拓亲普利机构部门的情形则完全不同。预算约束在这里 

或多或少是软的（8之0）。（参见第十三章和14T1节）预算软的 

程度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有所不同。自从经济管理改革以来， 

与传统体制相比，预算硬度有所硬化。在当前生产和投资的资金 

来源之间也存在差别。（后者更软。）但是，即使在起实质性作用 

的时候和地方，货币在企业和非营利机构部门中仍然是相当消极 
的。它们的活动息迪后才向贺相血察完亲区委家/黄立梅市正差 

加。这些活动决定了对货币的需求。在企业和非营利机构部门中， 

货币供给被动地调节到适应货币需录的妻最

一右上亩莪后卖主豪虚输Î而标余《K 木必深入研究细节。但 

是，在下面各节中，有必要更仔细地考察货币在企业和非营利机 

构部门中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讨论的顺序如下：

③ 参见 15。7, 16«2, 16*5, 16-6,和 19・4, 19・6节。

④在计划实践中使用的“居民的购买力”这个概念同这里使用的“家庭可得到的 

货币总供给"概念有联系。我们不详细论述这两个术语之间的技术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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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节讨论企业短期资金来源，而20-3节和20・4节论述企 

业和非营利机构投资岛金金来源，即羊挈资金来源问题。最后， 

20・5节讨论国家预算的某些问题。

20-2企业的短期资金来源

我们从社会主义企业的短期控制过程开始。企业自有的总经 

营资本比重在不同社会主义高余之间各不相同，并且在历史发展 

的过程中多次变化。但是，企业无论何处都不能达到完全资金自 

给这一点总是确定无疑的。在每个国家和每一时期，企业总要被 

迫用信贷来支付部分现有开支。因此，必须搞清的最重要的问题 

是，在什么情况下，企业能获得短期信贷。在这里也和其他地方 

一样，真正的问题不是官方宣布的提供信贷的原则和条件，而是 

实际的做法。⑤

在第十三章，当说到企业预算约束硬度时，我们强调了信贷 

系统是“硬”还是“软'的问题。对实际经验的观察得出下列命题：

拨给企业短期信贷的制度是“软的”。⑥这些信贷总额不受上 
述任商静需而看最扁药素麻威刷。表琮上，短期信贷的总供给被 

动地调整以适应企业的信贷需求。

企业对信贷的需求并不是无限的：它显示出某种自我约束。 

根据我们的看法，原因不在于信贷必须支付利息。作为信贷成本 

的利息不是有效价格，它不会使企业自愿克制对信施庙需亲：金 

宾居施*南*加二拜，在食血血而露角年加窟露忘阜省以金企业 

转嫁给买者或国家预算。（参见第十三和第十五章。）可以根据

⑤ 根据胡斯蒂（1971, 41页）所说：“……信贷的半自动性质和超额货币的创造 

不是深思熟虑的财政信贷政策的结果。相反，信贷扩大和它的半自动性质不 

顾财政信贷政策制订者的明确意愿而发生J

⑥里茨（1964）对这种情形作了诙谐的描述：“・银行是货币制造企业，它不 

能拒绝为'有配额'的顾客'服务',有时它还必须向那些'没有配额'的顾客供 

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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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证明，企业对信贷的需求受利息率的影响不大。⑦

信贷需条由岛"•自・我•约•束•”又能庙丘二章表，•即•信贷必须申请, 

来进行解释。企业和银行都知道，从企业的观点来看，利息算不 

了什么。因此，得到信贷不是两个平等当事人间的简单商业交易。 

双方都不会感到，债务人已用利息偿付了债权人提供的服务。信 

贷不知怎么成了一种恩赐(即使还必须付利息)。因为对信贷总有 

大量的需求，银行决不会为如何安排等待出借的货币而发愁，所 

以情况就更是如此。信贷市场是卖方市场；那些寻求信贷的人在 

信贷供给者面前排队等候。用第十七章的术语来说，信贷不是通 

过拍卖而是通过配给来分配的。即使企业相信某一些信贷是它所 

应得到的，要申请得到那些信贷也并不那么容易。因此，在中央 

银行和企业之间产生了某种支配和从属的关系。

自经济管理的改革以来，银行的作用增加了。信贷的提供与 

企业的投入和产出存货的变化更紧地联系起来。但是确实，甚至 

在改革后的情形下，解释得很漂亮的信贷申请总会被接受。

我们就短期资金供应制度的"软"或消极性质所作的论述，不 

能仅仅通过逻辑推理来验证。这是一个要求经验检验的假说。通 

过验证不同的局部论述可以间接地做到这一点。

(1)最重要的是观察企业采购当前生产所需物品时的实际行 

为。通过调查表、个人采访、案例研究这些最便利的经验检验方 

法，可以从一个具有令人满意的代表性的样板中得到对这些问题 

的答案。

“这种情况是否曾经发生：企业需要的某种投入既可得到， 

企业也欣鲁而费；屣市：又由为叁血也羲而枭实施?♦血巢病者此 

套，曳星电底系有&夫？在座场白看4尖叠扇在?、

'委布南康施显，•底了自小金完居à金山血弁，这样的事不会 

发生；疯宿春磊生而吉；对良霸丧人府磁反兵去货水牖差南自加

⑦参见陶洛什(1976, 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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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甚至热衷盈利的企业也认为：白白放弃购买机会的损失要比 

支付信贷利息的损失大得多。就信贷供给而言，具体投入品的供 
应的实际存在和使用该投入品的基位岛庙安叠图，通常说来，已 

经构成足够的理由来取得银行的信贷。假如企业不能用自有资金 

来支付这笔交易的话，在提供信贷前，也许有一些讨价还价。企 

业可能不得不争辨，并求助于它的关系。但是，最终企业总是成 

功地得到信贷。

从这一简单的观察中产生了极其重要的结论。我们回想一下 

本书的第二章，在那里我们把经济体制划分成两种主要的抽象类 

型，需求约束型和资源约束型体制。在需求约束型体制中，个别 

买者手中的货币量对他的总购买设置了有现迪约束上限。李资源 

约束型体制中，买者手中的货币不是有底期蚩。后者购买在女配 

比麻底碗盍市所能相应由二亩,.而太亮在岛衣币所能购买的一 

切。⑧如果他能弄到猛法需的东西，他总是能够得到必要的资金。 

这就是在该制度中资源利用达到"瓶颈"设置的上限的原因。⑨

(2)短期资金供应制度“软”的另一个间接表现是企业间信贷 

的激增。⑩如果企业资金拮据，它将对提供投入品的企业延期支 

付。

在传统经济管理体制中，中央银行严格垄断了短期信贷：企 

业不允许互相贷款。正是银行自己实行一种消极的信贷政策，它 

总是调节信贷供给去适应由数量冲动引起的信贷需求。改革之后， 

这种信贷垄断放松了。即使银行要实行限制性政策，坚持信贷的

⑧对上述内容应补充一个基本的限制条件。这里所说的一切只与购买乌k投人 
所需的罩户通货的积极和消极作用有关，而不涉及购买乌纱芦人所需•的小 

汇。控高外汇支出将不在这里讨论。

'如同本书的其他部分一样，我们不在这里详细讨论外贸的特殊问题。

⑨我们不必重复在第一篇详细说明了的思想，即当某体制持续地碰到实际资源

“瓶颈”，以及亭书个事圣上，达到利用上限时，总是会剩下未被利用的互补 

投人。因此，《欣宜连破与滞存并存.

⑩参见陶洛什(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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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供给，企业也可以通过忍受相互间的负债来自我帮助。正如 
莪后麻在第A.）看前南通彩/居布息座能磁根乳立二1市不冒特 

别的风险，因为没有任何企业会受到财务灾难的威胁。

企业间信贷的扩大是一个经验上可观察的趋势。它们有双重 

影响。一方面它使伴随实际投入品流动的货市流动更为灵活，另 

一方面，它使企业可以增加或限制其负债，而不必被迫求助于银 

行。

（3）经验检验的间接方法的第3个，也是最后一个，就是观 

察企业是否可能发生全面无力偿还债务或破产。

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甚至在它明确宣布的原则中也不能容忍这 

种情况的出现，它自动地避免哪怕是局部性的现象。所谓的“强 

制信贷”曾是一种熟悉的形式。如果企业暂时无偿还能力，它不 

得不增加贷款以支付其投入品的供给者。借助"强制信贷"，银。 

应上了破产波及其它企业。

改革后的管理体制虽然没有明确宣布维持“强制信贷”的原 

则，但在很大程度上继续实行它。正如我们在第十三章中详细说 

明的那样，彻底的无力偿还或真正的和最终的破产几乎从未发生 

过。

20-3投资资金来源

我们现在转向长期投资资金的来源。⑪这将不可避免地会出 

现同第九、十、十三和十四章的某些重复，那些地方从不同侧面 

论述了投资。现在为了系统分析与或巾有关的问题，投资的几个 

问题不得不再次提到。

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将在这里一起讨论。当然，这两者之间有 

差别。除了无关紧要的例外，非营利机构不能使用自己的储蓄来

⑪ 参见戴阿克（1975, 1978a、b）肖欧什（1975a、b）布克塔（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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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投资。相反，企业可以使用其储蓄的一部分作为投资资金。 

企业部门自有资金在总投资中的份额随时期、国家和部门而不同。 

在传统经济管理体制下，这个份额很低；改革之后它有所提高， 

但即使在改革后的匈牙利，在那里投资决策和资金来源已变得相 

当分散了，完全用企业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的比重仍然非常小。其 
它投资或是身套来源于长期信贷以及国家预算拨款，或是企业自 

有资金通过不同形式的信贷以及国家拨款来补足。因此，两个部 

门的情形在这方面是相似的，投资的绝大部分（或者几乎全部） 

是由中央财政提供资金。这种相心在蒯i看完足南施向相本节把 

启后在丧二逅由金；’

关于决定和控制投资的多级过程，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印象如 

下：企业或非营利机构要求得到货币，它向分配货币的分配者⑫ 
提出要求。看起来似乎是对货币量讨价还价,.去0全非营利机构 

要求1.5亿，分配者开始只想给1.1亿，最后，他们商定1.25亿或 

1.4亿。在某一级，起分配者作用的部门，给人以只能分配它所 

掌握的东西这种现象。

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即一种在决定和控制投资的多 
级过程中的特殊的“货币幻觉”。揭异衣亩南亩或.新1：谈血；表 

底自•嗫富J疫南过庭。•⑬着脑来正靠务缸í卷头配衣宿；森而安 

院上他高煮着事立行山是明城前委除后立而速复标石拓已•开'始； 

相应岛血相士由。丘会立京施立皋制元丘的•成•本•限•制；•投•资・的•预 

竟血亲显私嬴...................................

一当烈.我们不是说，在事前做出的最初财务预算和事后的实 

际投资成本之间没有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初步的成本预算给执 

行者在实施过程中确定了大致方向。但是这些预算至多影响他们

⑫对于“分配者”这一概念的说明，参见第九章。

在传统经济管理体制下，分配者分配投资额，较高层的部门给中层部门 

配额，后者再给较低层部门。如此等等，在改革后的体制下，分配者的任务 

是在决定国家支持或银行提供信贷支持的较高部门批准总预算时完成的。

⑬这一问题在9・3节已提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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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会对支出设置有效和硬的约束。我们上面关于企业短期资金 

来源所说的话对投资甚至更适用：货币只起消极作用。
通过证明下述几个局部的假说,.才以南叠施常例经验来检验 

我们的论述。

(1)最重要的事情是观察投资的执行。如同上节在第(1 )点 

中提到的局部假说的情况一样，通过采访、调查表和案例研究， 

我们能够从有适当代表性的样板中找出下列问题的答案：

“在某项国家批准实际已经开工的投资项目的执行过程中， 

有无这病隔加.二翁宓森而国声丧人Ma •(血血翟立丘上能五 

百声疝嘉,.春动嗓尊)•在庭委》施威短供，相丧出春》亩应有购 

安底商,.然而真显由为丧丧会也看责币而使购卖也看妥是?.如巢 

着应命情 江•发.á南施本看委夫?♦应应丧又血白自童女性交点 

宿?• 一

'我们的假说是，这类事件几乎不可能出现，如果它们出现的 

话，应宜彭扁命瘠不叠重岛血白。•入心后旬二千次抱怨说，钱可 

以弄到，但没有完成工程所需要的建筑施工能力,或是没有材料， 

没有机器，没有劳动力。但只要投资的发令枪一响，人们从来不 

会(或者几乎从来不会)诉向相立岛施葵，•说•什•么•建筑施•工•能・力； 

疝器：新殖翁会为3命是亩寤血鬲:嬴显没•有•钱；亩为•钱•总•是•能 

吊位法彝血南。.................

…(2),丧虚者如何取得货币，他是否可能在投资过程中遇到资 

金困难，可以根据经验来观察，尽管方法很多，但三个最重要的 

方法是应该加以强调的：

(a)最明显的方法是：重新安排时间表。如果必要的话，原 

先被认为在稍后的时间中将被花费掉的钱，可以提前使用。

当要向那些不是完全使用企业自有资金的投资项目提供国家

⑭在这里我们想重复一下上节提出的限定。我们只讨论国产投人的购买。投资 

者自然用国内货币来支付这些投人。外汇支出的预算约束也许硬得多。但是， 

象上节一样，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讨论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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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或信贷时，当投资计划的预算被批准时，通常都有这些资助 

或信贷的时间安排。但是，只要投入品(也许以后才需要它)目 

前可以得到，投资者就能毫无困难地把支出提前。

我们用Ki(t + D,…，Ki(t+TD表示在t年开始 

或在建的第i个投资项目的成本估算的事前序列，其中(t+Ti) 
是预计完成日期，这些不是最初的指标,.而是扣除到t年为止的 

实际支出以后，根据使用所余货币的最新时间表重新计算的计划 

数字。

我们用I(t)表示t年开始或在建的所有投资项目的集合。

根据以年度划分的时间表，在t年的投资支出应是

S LG)
i F I ( t )

同时，投资者感到(这种感觉由经验进一步证实)他实际上支配 

的是全部未使用的投资预算。我们用K(t)表示估算的国民经济的 

未使向在资资金总额：

t + T，
K(t) = S S K； (h)

! e ! ( t) h= t

估计的未 在建投 项目所 估计在h (20-1)

使用的投 资项目 余年份 年的投资

资总额 的总和 的总和 成 本

当然，不可能在t年用掉全部K(t),只会有一小部分用掉, 

因为实际产品的供给是有限的。但是，在需求方面未使用货币的 
总量K⑴正在增加；这种现象本£向«许应以施函名在公底得能3 

九市浪木会前转人购买或投资品出售设置有效的上限。只要实际 

供给存在，并且只要它没有被t年应有的投资需求

XK,(t)
i Í I ( t )

所吸收，那么买者就总能够提前得到原订用于(t + 1), (t+2) 
……年的某种信贷或国家资防；

(b)正如企业短期筹措资金时的情况那样，投资者也许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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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提供投资品的企业负债从而减轻其即刻支付的困难。

(C)如果成本确实高于计划，投资者可以要求增加最初允许 
的信贷限额或国家补贴。这种要求实际上总是受到重视；统计上 

可验证的观察说明了这一点：绝大多数投资项目都不同程度地超 

过了最初的成本预算，其中相当部分投资项目大大超过了预算。

许多投资者把方法(a)和(c)结合起来使用。在开始执行投资 

时，他们使用方法(a),也就是说他们“停留”在最初批准的预算之 

内，但也许会提前使用资源以弥补成本的增加。与此同时，项目 

继续进行。它越是接近完成，对有关部门来讲，如果因为超过了 

原成本限度而停止该项目就越显得荒唐。那时，投资者、银行和 

国家预算已经“被拴在”他们所投入的货币上。因此，银行和国家 

预算自己承担了弥补最初预算的任务，并且付了这笔账。

在第(1 )点，我们曾问到是否会发生仅仅因为投资者没有货 

而而未能购买某种投入的事，我们给予了否定答复。现在，这个 

问题可以在经验分析的范围内用一个更一般的问题加以补足：是 

否有过因最初预算被用尽而完全停止的投资项目？根据迄今为定 

扁日奏;向善豆麻鬼倍强氤，后爪亲娶星应：显的:古放金丧人 

位瘟市的虚金血豪血血乐鹿擦才露底施士施度减慢。在投资周期 

的限制性阶段，经济控制也许会干预并迫使项目减慢。有时候甚 

至会使工作暂时中断。然而，项目迟早总会最终完成。

这就是为什么在投资饥渴推动下，想要投资的企业和非营利 

机构总是千方百计使项目实际开工得到批准，而不耽心规定的成 

本限制。他们明白，他们迟早得超越这个限制。

(3)经验检验的第三个间接方法，是调查通过投资实现的新 

项目的财务后果。这个问题已在13・8和14・8节中详细讨论过了。我 

们这里只是回想一下那里的陈述。就财务意义而言，真正的失败 

投资从未出现，这个事实本身就表面亍责相显泅蔗的。......... 

,莪后奔云是位木孟卷嘉位南蛮底滨说.危木盘施不存在施工 

过程中组织不当、代价高昂的投资项目。当然，对有些欠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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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项目会提出批评意见。甚至会对作出错误决策或执行不力负 

有责任的人实行制裁。⑮但是，投资作为一种经济行动自动地“证 
明自己正前。"它总是"合算的》,因为，不管以货币表示的成本和 

财务收益有多大，它们迟早会互相适应，因此，投资最终不会导 

致无力偿付债务或破产。

这里我们遇到了与货币消极性有关的一个基本问题。在本书 

的前一部分，我们说明了，资源约束型体制最深刻和最强烈的内 
在趋势之一是不停顿的扩张。新,• 6场/元哥府应自丧丧在痕； 

欣南鹿市我去女秦元施山上立於扩蓝•⑯....................

'底鹿看宓妻向金二帝施麻森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投资决策的 

宏观分析。投资风险是迫使资本家投资者谨慎从事的主要约束力 

量。如果投资可能失败，即利润达不到预期水平，或者甚至可能 

导致投资资本部分损失，那么货币持有者在将货币投入那个项目 

之前将再三考虑。投资不足也许是总量需求水平不足以保证充分 

就业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这个原因，潜在的投资者必须受到鼓 

励才会进行投资。其中，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可以通过旨在增 

加投资的利息和信贷政策、促进生产的政府投资、发展“乐观的” 

气氛来做到这一点。在全面高涨中，个别企业家对投资获利的可 

能性会越来越有信心。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没有必要创造一种“乐观的气氛”，因为 

这是自动得到保证的，无风险投资有绝对的保证。因此没有任何 

因素能够阻止投资项目的发起者。

总而言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货币供给不会限制也不会控

⑮ 但是，这是一种相当罕见的情况，在等级制度中，较高或较低层的许多机构， 

既参与了投资决策的准备工作，本身又参与了它的实际决策。具体实施也是 

如此。一般来说，简直不可能清楚地辨别谁要对一个项目的成功或者失败负 

贵。参与决策和实施的机构和个人对澄清责任并不感兴趣。

⑯有一段引文很好地刻划了这种特性，根据匈牙利投资银行所说，1957年匈牙 

利投资计划不得不增加1“……因为我们不能把投资活动限制在必要范围内， 

我们被迫扩■大了资金供应。”（由温格瓦斯基引述，1976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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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实际扩张。毫无阻碍地增长的货币供给满足了实际扩张造成的 
宝欣总良南货相露露.......................................

20-4储蓄和投资

在分析投资资金来源时，我们也应该对投资和储蓄之间的相 

互关系作一些观察。我们并不认为阐明一段时期中的货币储蓄与 

同一时期中的投资之间事后的会计平衡是我们的任务，如果这两 
个范畴都得到适当定义自危。•⑰•虽•然•我•们承认考察这种平衡是国 

民收入会计的一个重要问题，但这种分析已越出了本书的范围。 

这里讨论的是两组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要回答下面的问题： 

在一段时期内由储蓄积累起来南鹿币存量对下一时期的投资意图 

会产生什么影向?•

文窟底血蔽向血的经济学家经常问道，已经被积累起来的货币资 

金中，“允许”信贷系统使用哪一部分发放长期贷款？我们认为回 

答后一个问题不是我们的任务，更不用说这个问题本身问得是否 

正确尚有疑义。我们用完全描述的方法来探讨这些课题。我们将 
系统地阐明下述需要检验的废血。•…

我们首先在微观层次上探讨这个问题。在售毁里经济管理体 

制下，企业既不可能积累，也不愿意通过积累责市稿蓄来筹集自 

己的投资资金。

这种情形在改革后的管理体制下，有了一点变化。企业有权 
使用它的来自利向的廊分储蓄进行投资。有些投资项目完全是靠 

企业自有储蓄来进行的，⑱在其它情况下，这些储蓄由银行长期信 

贷或政府资助来补足。

⑰至于匈牙利会计制度的详细情况，参见阿沃伊（1973第235-237页％
⑱即使通过银行系统在其它企业进行这些投资更为有利，企业也要运用其储蓄 

进行弓弓与投资，正如已提到的那样，企业并不特别耽心利息费用。并且， 
相应血5位也并不热心得到银行存款的利息支付。一般认为，即使以较低的

收益率扩大自己的工厂，也比贷出储蓄存款赚取利息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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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储蓄和投资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它也会被相互的作 

用所影响。由信贷或国家预算提供资金分配的投资项目也可能被 

分配到一个完全没有积累资金的行业或企业中去。看来这类投资 

的比重还很大，尽管这一点需要进一步的经验证实。因此，归根 

结底,在行业或企业之间的投资分配与这些行业或企业的货币储 
蓄积累之向位康也看妥底底南定相美。........................

'力宇庙二病血南丘春秋臬麻麻泰的投资意图之间在宏观水平 

上的时间关系，也能够作出同样的断言。投资意图及其实现有其 
自身而应省窥律，与过去的储蓄积累无关。尽管这两个变量而亮 

未意奔亮正旅座的，它们加速和减速,也许还伴随着周期性波动。 

有几个能够解释波动的变量，我们已在9・10节中作了说明，但是， 

由可用来投资的储蓄积累引起的货币存量的变化，不属于那些解 

释性变量之列。如果投资活动增加，而没有足够的货币资金来源， 

财政制度将创造必须的追加货币。如果投资活动减慢或逐渐停顿, 

货币的供给才露增加得比较慢。货币存量可能暂时增加。但是， 

无论增加还是减少都不过是控制领域中投资意图与实际领域实现 

的波动的被动反映，它们并不是这些波动的原因。

这里将作两个简短的脱离正题的说明。首先是理论评论，或 

者更确切地说是对经济思想史的评论。在讨论资本主立虚麻的土 

品市/丧春：宿春而我扁5面岛由京关系的性质一直是争论不休 

的问题。卡莱茨基，凯恩斯，卡尔多的观点以及在匈牙利文献中 

P •埃尔德什的观点，⑲在主要的解释性变量是投资这一点上彼此 
接近，正是实际的投资活击意富曾靠南居后í沟手实际投资活动 

的资金将自动地通过货币因素或收入分配的变化来创造。

我不想判别这些理论在什么程度上符合资本主义经济的现 
实。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对社会主义经济裾善,.妥际投资是首 

要因素而资金可得性是派生现象；前者是原因，后喜亮嘉泉。•通

⑲ 参见卡莱茨基（1964）,凯恩斯（1936a、b）,卡尔多（1960a, I960》以及埃尔 

德什（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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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同一事实：资金起消极作用，必须适应由 

实际投资活动导致的货币需求。但必须附加一个限制条件。

在正常状态下，资本主义经济是需求约束型，其扩张被投资 

者的谨慎心理所限制，他们要考虑：在鹿g血区增加的产出，是 

否能成功地找到有利可图的市场。该经济制度并没有扩展到它的 

资源约束的物质限度。除了例外的情况，总有一些可动用的实际 

滞存，这些滞存又可以为进一步的扩展提供物质可能性。这就是 

为什么人们会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增长率仅仅取决于投资倾向的印 
象，而且不管这种增长率有多大，它决不是苏木却山í未丧上， 

实际投资越大，利润也越高，因而能够保证更多实际投资的资金 

来源本身就会增加，等等。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情形则不同，它是资源约束型的，投资意 

图和企业、非营利机构以及中高层部门的*上血自íL康是不可满 

足的，它们总是超过经济制度的物资资源约束。确实，这里也没 

有财务约束，货币总是可以被创造出来。但是，投资不能够在任 

何水平进行，因为，在周期波动过程中，它一再碰到经济制度的 

物质约束和容忍限度。⑳

另一个脱离正题的论述关系到室犀躯？。尽管我们在20・1节 

已说过，在20・2至20・5节，根本不由富蓑施，但现在作为一个例 

外，我们短暂地讲述一下家庭部门中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关系。

我们不想参与在这一1上心公日底酿加2%“投资"的术语争 

论。不是经济学家的消费者常常把获得耐用消费品称为投资，特 

别是如果他购买一套公寓房间或建造一幢住宅，或者购买小汽车、 

家具、冰箱、电视机等等。我们这里将采用这种习惯性用法，而 

不去精确地定义这个概念。

对于一个孤立的微观组织，相互关系是清楚的：家庭能够把

⑳ 参见9・10节中的投资周期的叙述，并参见布罗迪(1980)。 

237



通过储蓄㉑积累的货币用于家庭投资上，成问题的是储蓄在家庭 

之间的再分配。家庭储蓄积累的一小部分以观念的形式留在居民 

手中，大部分则以存款的形式储蓄在国家银行系统之中。银行能 

够把这个存款量作为短、中、长期贷款借给家庭。关于这一点， 

我们可以作出下列经验的观察。

不存在自动规则来规定在能够给予或者给予家庭的消费信贷 
和由豪施初遥岛点在2向自突家；在输由血显由蕨启而桎鹿窥凳 

蛭a；南编3套庭腐春麻人其居浙T....................................

20-5国家预算的盈余或赤字

我们认为描述社会主义国家的预算结构不是我们的任务。㉒ 

我们只讨论国家预算的平衡、赤字或盈余对产生普遍长期短缺的 

作用。㉓

作为初步近似，我们可以说，在国家预算平衡与资源约束型 

经济中普遍短缺的强度（即生产投入Ml会为丧鹿底施；徐鹿总 

血血0而应磁）.2面,'没者由俞晶会忠然而亩巢底素； 

… 祥姿入籍信/「算乐学宓森编而善山后磁:山并非如此。在 

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下，人们努力保证国家预算没有赤字。甚至 

还要显示出略有盈余。在那个时候，广泛持有的信念是，预算盈 

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某种内在规律。与此同时，在传统经济管理 

期间，众所周知，大多数生产和消费领域中短缺很严重。相反的 

现象也可以观察到。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国家预算事先就提出

㉑ 由于篇幅限制，我们不能讨论社会主义经济中学4生广学二I投资资金的筹 
措。私人手工业工人可以决定将其储蓄用于“家'庭•投'资:（.例.如，建一幢住宅） 

还是'生产性投资”（例如，购买一台新机器3但是，大多数的家庭没有这种 

选择。

㉒这种描述可以在本章注①中所列的著作里找到。

㉓ 博格纳一里茨一施米特的研究包含了对这个论题的卓越思想，也可以参见哈 

格麦耶（1976）和里茨（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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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赤字，事后甚至还超出了这个赤字，然而，在这同时，短缺 

在若干领域却减少了。当然，我们不会从这些观察中得出结论说， 

这个因果关系是负的关系。这只是证明在两组一开始就能确定其 

方向和符号的观察之间没有明确的因果联系。

经济活动的扩张伴随着总信贷的扩张。在宏观水平上，这两 

个过程的关系影响资源利用的一般水平。㉔但是,无论是国家债务 

增加得快而企业债务增加得慢，还是相反，都没有多大关系。在 

“货币创造”过程中，某一方的负债是不可避免的。实质问题是， 

由国家预算提供资金的活动和使用预算外资金的其它活动争夺实 

际资源的程度。用第十二章介绍过的名词来讲，就是他们在多大 

程度上利用社会生产能力？我们把图12-3复制成图20-1,它表明 

作为社会生产能力利用函数的社会边际成本的U型曲线。

如果当前生产，当前公共消费，家庭消费和从各种来源的全 

部投资，共同地产生了初始需求的水平，而这种需求几乎趋于无 
限，并只安应弦成物质“瓶颈”的实际可得物资源和社会容忍限度 

的约束，那么该体制就会处于U型曲线陡峭上升的部分。在国家 

预算盈余或赤字时，这种情形都可能出现。

社会生产能力的高度利用，经济制度的"过热"状态，以及短 

缺现象的频率和强度，都不依赖于作为最大的货币持有者的国家 

的收入和支出之间的瞬时比例。长期短缺的强度取决于物质投入 

品的预期使用量和实际上可获量之间的关系。由于在经济的许多 

领域，这些意图都没有被硬的货币预算约束所限制，它们会任意 

增加，直到它们碰到真正硬的物质约束，即遭到该制度成员可能 

的反对为止，他们为生产能力的利用确定了容忍限度。

我们的评论不是有关平衡在任何国家预算中作用的一般叙 

述，我们这里谈的是这种国家预算，它出现在半货币化的经济体 
制中，其中包含一个预算约束是硬的、货市化质字素云加二本疲

㉔它没有明确控制它，而只是影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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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约束是软的虚假货币化的子系统。

问题现在由威宁,♦市央国家预算本身是否受“硬的”或“软的” 

预算约束的支配。根据我们的意见，它不能被明确地归入这两个 

范畴中的任何一个。㉕一旦国家预算被批准了，对若干项目特别是 

对政府日常支出，将严格实施财政纪律以避免超过预算。在整个 
范围内约束是硬的。但是在下列方面它似乎是软的和无效山； 

'(a)，需宇由景预算负担和支持的投资，通霜盘妻土府言出计 

划水平的增加成本。(参见20・3节)

(b)国家预算负担某些企业的亏损，通过负担部分成本使某 

些价格保持低水平，以及补偿某些无利可图的外贸交易等等。如 

果企业预算约束相当软，中央的约束也不得不变软。

(c)遵守还是超过预先确立的平衡，要看中央经济领导的 

"自我约束》或"自我惩戒)没有内在的法律的或政治的制裁。如 

果财政状况发展到使实际赤字大于计划赤字，中央银行会为这个 

超过量提供资金。银行受到对计划预算平衡的遵守或违反进行监 

督的同一领导部门的管辖。

20-6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争论的回声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之间的争 

论，在匈牙利经济学界关于国家预算中是否许可存在赤字的讨论 

中听到了回声。㉖就"有丰¥经济而言，雄是谁非本书不作任何 

评论，我的评论仅仅由庙宇在会主义经济。

㉕在14大节讨论由预算提供资金的非营利机构的行为时，我们在乌黎层次上 
接触到了这个问题。我们正在论述的是为大部分非营利机构提供自金以及包 

括许多其它支出的国家预算。

㉖关于货币主义的观点，特别要参见弗里德曼(1953, 1968, 1975, 1977b)。 

关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参见托宾(1970b, 1972)有关概括性的评论。例如： 

莱德勒和帕金的文章(19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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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匈牙利，参与辨论的某些人很熟悉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观 

点以及关于这个论题的文献，其他人只有第二手资料。但是对于 

匈牙利讨论的某些参加者是否意识到自己是凯恩斯主义者或弗里 

德曼主义者，我们并不感兴趣。对于他们是采用、剽窃还是独立 

地"再发现"西方辩论中的各种观点，我们也不感兴趣。我们只 

评论辨论的内容。为阐明我们的论点，我们将重新画出图12-3并 

加以补充，它现在叫作图20-1。详细的解释可以在第十二章中找 

到，这里就不再重复。

该曲线说明作为社会能力利用函数的社会成本的一个有代表 

性的要素。我们在第十二章已详细解释过，大部分社会成本的一 

阶导数（不管是否可用货币度量）都能用U型曲线来表示，这就 

是说，当生产能力利用程度上升时，该曲线开始时减少，然后以 

递增的比率增加。

图20T社会生产能力和两种正常利用

当凯恩斯主义思想最初出现时，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状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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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U型曲线的下降部分。它们的特点是失业，固定资本利用不足 

和存货不断积累。经济中的可动用滞存大大增加，也就是说，有 

互补投入品可供利用。凯恩斯与其追随者详细阐述了增加总量需 

求的建议。增加的方法之一就是增加政府支出（特别是投资支出）， 

同时不采用较高税率来减少总量需求的其它部分。假如能够有利 

于增加就业和使社会生产能力更好地得到利用，预算赤字就是允 

许的，甚至是需要的。

在没有失业但有长期劳动短缺的经济中重提这种凯恩斯主义 

的道理是混淆了时间和地点的荒谬之举。这种经济的特征不是大 

量可动用的滞存，而是过热和长期短缺现象。这种经济的正常状 

态，如图所示，是在U型曲线的上升部分。

确实，正如我们在上节强调过的，国家预算中的平衡符号本 

身并不会决定短缺强度是增加还是减少，或者说不会决定我们在 

U型曲线上是向左还是向右移动。但是，若其它条件相同，预算盈 
余或赤字以及它们的大小决非无关紧要；丘瑜:保二不简单的思 

想实验。下列条件是即军迪：⑴实际资源可获性;（ii）国家预算 

外所有其它部门的初危素泵水平,（iii）国家预算的收入；（ÍV）价 

格水平。这样，在经济制度中唯一的自由变量就是国家预算的支 

出方面。假若这样，由国家预算引起的需求水平确实要紧。按照 

上述假设，政府支出的增加，将把社会生产能力的利用进一步推 

向右边，在那里边际社会成本增加得甚至更迅速。

当然，现实决不会遵守其它条件不变的原则。因此，我们并 

不是说预算赤字的增加必然意味短缺变得更严重，更频繁地碰到 

“瓶颈”，边际社会成本谓而得更快。我们只能说，把凯恩斯主义 

关于预算赤字的思想运用于处在U型曲线的上升部分，具有高度 

的社会生产能力利用并面临着劳动短缺问题的过热经济是荒谬 

的。事实上，短缺经济的正常状态是“超凯恩斯主义”的状态，存 

在持久的扩张冲动，不可满足的投资饥渴，以及几乎不可满足的 

需求。这种体制当然不需要更多的凯恩斯主义的增加需求的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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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

是否由此应当得出“弗里德曼主义者》的结论？在匈牙利的辩 

论中，出现了一种观点，认为“货币太多了”是投资紧张的原因， 

也许这还是短缺经济产生的原因。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它仅仅描述了现象，而没有提出令人满意的因果说明。正如已强 

调过的那样，在讪体制只是半货币化的。在杀需广泛的领域—— 

首先在企业部门——货币只是一种消极的会计手段，而不是行动 

的积极推动者。在这个部门中预算约束之所以不可能变硬，有着 
深刻的制度上的原亩；云康全加南座条律术,.血书底参元得市落 

自女妥院造为市施好产生的需求。中央银行不是在能够自由决定 

是否接受弗里德曼主义者处方的体制之外的机构，而是必须满足 

货币需求的体制的内在要素。

我们要在第二十二章回过头来再谈这个问题的制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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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宏观相互关系：

吸纳模型

21-1引言

本章是一个局部总结。它不打算对本书所有主要思想作完整 
的概述，而只是金豆霜施调我们前面的某些命题。本章第一部分 

使用一不简单的模型来分析资源约束型经济中的一些主要的宏观 

相互关系，而第二部分则用一、两点总的评论来补充由该模型引 

伸出来的结论。

首先，在21・1至21・6节中，我们用最简单的形式解释这个模 

型，并且由提出简化假定而开始我们的说明。然后,在21・7至21・8 

节我们考虑如果改变某一个假定，我们的结论将作何种修改。

(1)生产和消费以总量的形式来描述。①

(2)生产被划分成两大类：制造生产资料的第I部类和制造 

消费品的第1部类。②

(3)所有产品都可储存，我们不考虑不可储存的服务。

(4)没有初级资源。第I和第II部类的投入都来自第I部类 

的产出。

①使用本书前几章所作的假设，可以得出总量。(参见例如12・1节的假设(5), 
即总量产出的商品构成不变

②这种划分基本上相当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中的划分。在这个模型中的定义与 

马克思的模型有点区别，因为分析的问题不同，并且模型反映的经济制度的 

特征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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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调节中的摩擦是既定的，它不取决于体制中的其它状态 

变量。

(6)模型是动态的。我们考虑一个静止状态中的经济，或简 

单再生产，时间是连续变量，因此，这些变量描述体制的瞬时控 

制和调节。

(7)经济是封闭的，我们不论及外贸。

(8)社会主义经济的微观组织中，我们只讨论公有的企业和 

家庭。我们不考虑非营利机构和私人企业，以及由企业和非营利 

机构组成的正式部门之外的非正式的"第二经济》。

(9)该经济在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结构中运行。企业的预算 

约束是软的，家庭的预算约束是硬的。

我们将不介绍该过程的数学模型，而是满足于图解的表示， 

使用水力学作为类比。用某种液体，例如水的流动来表示产品的 

"流动"，用该液体的积聚来表示存量。类比不是什么新东西。数 

十年前，经济学的伦敦学派中，菲利普斯机器③用实际的液体流 
动模型论证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变富2面南相良关系。④我们没有 

建立一个实际的类比模型(尽管这样做没有什么困难)，而仅仅借 

助图解来表达这些相互关系。⑤

21-2第二蓄水池和水龙头

图21-1是某蓄水池的侧视图。这是第II蓄水池。它可以被看

③该机器是由菲利普斯教授作为讲授宏观经济学的形象化教具而制造的，他后 

来因描述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而闻名。

菲利普斯机器显示——用我们的术语来讲一液体由于羊下而流动，而 

我们将要讨论的流动是吸纳引起的。
④萨缪尔森(1948a、b)也向示力学类比描述过凯恩斯体系。水力学类比能用来 

阐明短缺经济的市场这一想法是由J・W•韦布尔提出来的。

⑤在某些方面与我们的“蓄水池问题”相似的这些问题，在水力工程学中详细地 

用数学语言描述过了。这种研究的先驱者是莫兰(1959)。关子研究工作现状 

的概述见安尼斯一劳埃德(1975).

245



作第n部类所有企业积累的产出品；产出品在生产出来、尚未分 

配给家庭以前流到这里。依照我们的宏观方法，仿佛生产消费品 

的企业的全部产品存货以及从事国内贸易的企业贮存的全部商 

品，都被集中于一间巨大的仓库之中。因此，贮存在这个蓄水池 

中的液体象征产出品的存量。⑥流入表示生产，而流出表示家庭部 

门的购买。

图21-1第I［蓄水池

流入量，液体的贮量和流出量都表示实际的数量。⑦

我们暂时假定第I［蓄水池与第I蓄水池完全隔离，我们稍后 

将看到第1部类的产出品流入第I蓄水池。

我们的分析首先从下述假定开始：即在消费品的生产和交换 

中存在滞存，在该体制中它已经历史地形成并被社会所接受。在 

目前这个简单的模型中它表现为第II蓄水池中积累的液体的正常 

贮量，即正常的产出总存货。

⑥在抽象的层次上我们的模型将投人存货和产出存货分开。（在本书前面一些章 

节我们也是这样做的。例如，在第七章的模型中，积蓄在蓄水池中的液体象 

征广受存货
⑦ 我心奇以假设，例如，数量变量:以某基期的实际价格来总计。

246



我们假定，在某一初始时刻，实际的产出存货完全等于正常 

存货。保持正常状态必须满足什么条件呢？在图21-1中，大量的 

液体已积累在第工蓄水池中，它是正常水平。在什么条件下，液 

体的水平既不升又不降呢？

第一个条件是很平常的：如果在每一时刻流入蓄水池的商品 

量同流出量一样的话，第I［部类产出品存量就保持不变。

消费品生产量=家庭购买量 在每一时刻 (21-1)

公式(21-1)是实际领域中第H部类保持正常状态的条件。

现在问题是：如果要在实际领域维持正常状态，在控制领域 

必须满足什么条件？答案直接根据19・4至19・6节的分析得出，我 

们这里只需回想一下(并根据现在这个模型的结构重新系统地阐

家庭打算在消费品

上支出的货币量

消费物价

指数⑧

在每一时刻 (21-2)

述)。

为保证稳定状态，即产出品存量持续等于正常标准，必须在 

每一时刻都满足下列条件。

消费品

生产量

公式(21T)是第1部类正常状态的需求条件。在我们的总量 

模型中，我们可以假设家庭的储蓄完全取决于名义收入。假若那 

样，控制名义收入和消费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就象控制蓄水池的 

水庄头一样,如果水龙头拧紧了(例如在价格水平提高时保持名义 

位入无变,或者在价格水平不变时降低名义收入⑨)，并且,如果流 

入的比率保持不变，蓄水池的液面将开始上升，直到溢出池沿为 

止。这意味着存货在增加：销售危机出现，仓库中再也没有地方 

存放积累的产品了。

⑧这是用固定的产品构成进行宏观总计，并且按固定的相对价格计算的目前价 

格水平同基期价格水平之商。

⑨, 我们提到这两种纯粹状态只是为了便于解释，实际上如同公式中证明的那样， 

有关问题是预定购买消费品的货币数量和消费物价指数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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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反的情况下，如果出口处的水龙头开大了《在价格水平 

降低时保持名义收入不变或者在价格不变时增加名义收入)，并 

且，如果流入的比率不变，液面就要开始下降。产出品存量减少, 

并最终消失。当然，人所共知的关系还继续有效，即消费的东西 

不可能比生产的东西更多。因此,如果水龙头总是保持大开的话， 

一种新的稳定状态迟早会发生，这可以被概括如下：

在每一时刻、产出存货为零

(21-3)

消费品

<
生产量

消费品生产量=家庭购买量

家庭打算用于消费

品支出的货币量
:

消费物 

价水平

在每一时刻 (21-4)

公式(21-3)重复了人所共知的年际条件(21-1),这只是补充 

了一点，即生产和购买的一致在存/力零时实现。

条件(21-4)取代了需求条件(21-2)。不等号表明家庭的总量 
誉度的需求，已成为消费M部门的正常状态。在第十八章，én 

藉由应显二种极端情况——尽管它确实可能出现。但是，在消费 

品市场可能会有非常严重的短缺，而实际并没有出现在(21-3)和 

(21-4)中表达的极端状态。那种状态实现以前，家庭需求对消费 

品销售形成有效约束，在那以前，控制第五蓄水池流出量的水龙 

头将实际地起作用。

关于第I［部类的上述观察对宏观经济学初学者来说是基本指 

法训练。所有相互关系很容易理解并且是不言自明的。条件(21-2) 

右边的变量是有名的"需求管理"方法。然而，我们希望稍后使读 

者相信，为了揭示第I部类和第五部类在其运行中的重大差别， 

简要地修正这个材料会是有用的。

我们假定，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滞存之比在宏观层次上是既定 

的。尽管有些存货卖不掉，但其他则会很快找到买者。我们回想 

一下本书已经从许多侧面提出的一个观点：在生产性滞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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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短缺强度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反比关系。⑩如果商店里摆 
满亍窗扇：对底定南卖会g委会会南电示血虚性、既定的信息全 

面缺乏和既定的调节摩擦下，那么，强制替代将比较罕见，家庭 

经过短期搜寻，就能够得到他们所要的商品，完全不用等待或只 

等待很短时间。另一方面，如果商店是空的(同样是在既定的调 

节摩擦下)，强制替代将是频繁的、严重的，长期搜寻出现了，长时 

间等待和排队是不可避免的。根据这种关系，我们可以说，在超 
们的假定之下，名义收入和消费物价水平在不同时间的变化,♦à 

常í普永寇南水充实，•疵扁春《金岛叠最•í'

…g皿施嘉il自我常海点也应龙而女点上的正常生产性产出存 

货形成时，消费品市场的正常短缺强度也就被确定了。如果实际 
的短缺强度高异迪普底丘：6露敏根食原状。细平(a)消费品的 

生产既定，以及(b)第II部类的产出存货(一般荣底，第五部类的 

滞存)与经济中的其他部门完全无关。那末,在我们模型的假设之 

下，名义收入和消费物价水平的适当调整和校准，完全能够控制 

该系统。我们强调“如果”这个词，因为正是(a)和(b)这些条件引 

起了这个问题。

21-3第一蓄水池和抽水

在图21-2中我们表示出了第I部类蓄水池。我们暂时还假定 

它与第H部类蓄水池是隔绝的。这两个蓄水池有一个基本的差别： 

在这里，出口处没有水龙头。
'ínéái-iMi,因为买者即家庭的购买意图受硬预 

算约束。如果家庭货市很多，或者价格较低，它可能购买较多商 

品,如果家庭货币很少，或者价格很高，它就购买较少商品。另 

一方面，生产品购买者，第I和第E部类的企业——的购买意图

⑩主要参见8・7节中的图形。对此关系更详细的叙述•，参见第八章、十二章和 

19・4至19・6节。

249



不受硬预算的约束。它们的意图不取决于它们握有多少货币，因 

为企业的资金或多或少要被动地调节以适应其财务需要。⑪它们 

并不怎么取决于投入品的价格，企业对这些价格没有什么反应。⑫ 

这些购买意图在既定的生产计划和工艺下，实际上取决于所需要

图21-2第I蓄水池

的投入品是否存在。企业的需求几乎是不可满足的，⑬这一点在 

图中以没有龙头的出□来表示。

因此，作为第一步，并根据现在的假设，第I蓄水池是空的， 

在我们宏观模型的抽象领域中，它标志着第1部类的正常状态， 

即其产出存货总是为零。在这种正常状态下，企业所购买的投入品 

数量在任何时候都等于同时间的生产资料的生产量。这是在高度 

抽象的宏观层次上表示我们于第一篇在亚微观和微观层次上讨论 

过的现象，即生产不断遇到资源约束。

当然，现实中象我们将要很快说明的那样，在第I部类中也

参见20・2节。

参见第十三、十四章。 

参见第五、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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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数值为正的产出品存量。然而，有一股要经常不断地耗尽 

存货的强烈趋势，这是伴随着极度强烈的短缺而来的现象。强制 
替代频宗爱尼：它常常带来严全而相美、.尊福和排队，这几乎必 

然导致在分配中广泛采用配给方式。

流出量必须与流入量相等，但是，不存在需求有效性的约束 

条件，维持正常状态的实际条件在这里自然也适用，因为对于买 
者并没有有效的预算约束；

更重要的是，这不仅仅是液体从蓄水池底部流出。在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指向上方并带有把手的管子，这个把手代表 

本枣的能量。这个水泵主动地把液体从第I蓄水池中吸出来。 
' 是什么驱动力推动了水泵？在本章中我们将描述多种不同的 

驱动力，但应电我们只指出一种。开动水泵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是 

数量冲动,⑭还有不可分割的伴随物：囤积倾向。⑮企业在固定资 
本底庭质情况下想生产更多的东西，紧计划指令以及消费者的强 

烈要求，对这一点起了促进作用。为此，它需要越来越多的投入。 

因为供给不确定，它便力图建立投入储备。因此，企业作为买者 

急不可待地将卖者的产出存货一扫而空，无论是为立即使用还是 

把它作为自己的投入存货储备起来。

21・4漏洞和塞子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将两个蓄水池完全隔开。然而，现实 

中不会出现绝对的隔离。图21-3表示在一起的两个蓄水池。在隔 

墙上，有可供液体渗透的半快

我们已经在本书的多主要在19・3节论述了这个现象。目 

前，在现有的模型结构中，我们满足于这种最简单的情况。有些 

商品的物理性质只适用于消费，或者只能作为生产中的投入品来

⑭参见3・2节。

®参见5・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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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然而，其它商品的用处却并没有事先由其物理性质决定。 

如果在第II部类的贮藏中有这样一种产品，企业的采购员也能购 

买它。例如，他能够在家庭部门得到之前，把汽油、煤、文具、 

电灯泡等等全部买完。

由于两个蓄水池是联在一起的，第工蓄水池的水位应该一直 

下降，直到与第I蓄水池的水位相同为止。换言之，第é即半多 
从第五部类中抽吸出所有的滞存。这种趋势实际上存礼•日显,. 

é森相定南届穿麻血血,♦后舍我我们的水力学类比中用搴子来代 

表。小编它有讪堵塞机制所减少或阻止。这些机制中的二配分稍 

后将讨论，这里我们只提出最明显的一种：中央有关部门力图用 

行政禁令来阻止这种抽吸，例如，禁止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在向家 

庭由留扁品的商店进行采购。

图21-3两不蓄水池之间的漏洞

水可能通过漏洞流向任何一个方向,在经济中这确实会发生。 

例如，私人汽车所有者买完了所有的汽车配件，以致企业完全买 

不到。反过来也一样。但是，尽管朝两个方向的渗漏实际上都有 

可能，但流动通常是朝一个方向：主要是企业吸走商品供自己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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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流人量和闸门

图21-4表明从第1蓄水池抽吸出的投入品到什么地方去了。

它们通过一根垂直的管道流向守年考。在分配之后，有些经过左 

边的垂直管道，流入第I部类文菠论作投入品。我们的宏观模型 

不涉及生产过程，因此，我们用“黑箱”来表示生产。在此黑箱内， 

投入被转化成产出，然后通过垂直管道流入第I蓄水池。相似的 

转化在右边也发生，结果消费品流入第ű蓄水池。

两个流量的相对比例，基本上由两根垂直管道的直径比例来 

确定。此外，由分配者控制的"微调"闸门也起作用。它能够增加 

或减少进入消费品生产的投入，因而控制了对第I［蓄水池液体的 

供给。根据我们的水力学类比，闸门代表在19・4至19・6节中描述

图21-4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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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宏观消费计划。正如我们在那里说明的那样，消费品产出的计 

划指标是依据各种考虑确定的，而滞存和短缺的正常标准被视为 

既定。相应地，闸门的控制与对第工蓄水池水位的观测相联系。 

如果液面升高，即如果产出存货提高到消费品生产和销售的正常 

水平之上，水闸会关小，这样存货水平会降回正常状态。反之亦 

然。（例如，当湖水来自河水时，在连接河与湖的水闸系统中可以 

发现类似的反馈。）

21-6吸纳模型：初步探讨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当作初步探讨和采取简电形式的、 

被称为吸纳⑯的复杂社会现象的模型。由于在图21-1至21-4中我 

们已相继表明了这个模型的各个组成部分。图21-5从整体上来说 

明该系统。

我们首先考虑水力学类比。流动可以通过迫使液体进入管道 

和蓄水池网络而开始挤压。然而在我们的例子中，流动不是以这 

种方式发生，而是通过不断地从该系统中抽吸出液体开始吸纳。 

我们的图中坤华外里起着核心作用。
从我们南非由由到模型的经济现实来，我们要强调吸纳的下 

列主要特征。

控制有效需求的古典方法（通过确定名义收入和消费物价水 

平）云施迪润赛M貂1*加需备金富而涂京施施i最.é木 

而能在库：盘由％木君建康丘宿会M庭套或亮*基曲定而始清密 

叠录而宓然丘;二*亩；清赛二翁品自定自痛有家军而定需 

应磁点丘山方式森丧旋到高向相窃上:勇二》亩,.窟稔市岛立？ 

支基责相花质露竹元亮昼夜夜裹亩腐币花自整。部行扁矗异岛；

⑯ 这个范畴是我在《反均衡论》一书中引人的。（科尔内（1971a、b）。）尽管对这种 

现象的一般解释仍然相同，但在本书中，我们对它的叙述和对其原因的解释 

更详细了，并作了某种程度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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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5吸纳模型

企业部门几乎不可满足的需求导致持久的吸纳，它引起的强烈短 

缺不仅出现在严格意义的生产资料市场上，而且间接地，通过拿
定二施加白康M,•通面叠施由须古清衣血部门:一，

,如：1血相异始奇庶,,亦巢在忌对2，l-i书由列出的简化假定， 

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认为，这种描述将更具体，更现实。但是, 

我们力图传达给读者的关于吸纳的总的意图将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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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非总量的探讨

我们来看假定（1）,即模型只论述宏观总量。然而，作者希 
望告金侯春二二应包•括他白巨二东羹后由东书开始时竭力强调 

的观点。短缺是由数百万微观或甚至亚微观层次的事件组成的统 

计现象。每时每刻，不是某种生产投入品就是某种家庭所需的消 

费品会在某处出现短缺，这些短缺的存在是与其他投入品和其它 

消费品的瞬时滞存和谐共存的。不仅如此，由于互补性，生产和 

消费两方面的某种投入品的短缺必然导致其它互补投入的瞬时滞 

存。仅由于这个原因，在两个蓄水池中，任何一个的液面水平都 

不会完全降至零。甚至在极度短缺的情形下，也会继续保持某种 

滞存。

我希望特别强调以下观点：在我们的宏观模型中，每一个蓄 

水池中的液体储量，即第I部类和第H部类的产出存货，是代表 

两个向量的实数，一个是滞存向量，另一个是短缺向量。这两个 

姜直融底裹宗向量变化的方向，但是，它们都不能当作由滞存和 

短缺的许多分类指标构成的一个总量来看待。

关于假定（2）,即存在两个部类，从最初模型的宏观角度来 

看，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巨大的蓄水池。在现实中，有成千上万的 

小蓄水池---同该体制中的企业一样多---- 在每个企业内部，还

有个别产品的“分蓄水池”。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很快就 

能很好地理解“渗漏”和“虹吸》现象，不只是第II部类的墓名产出 

在家庭得到之前，被采购员（第1和第I［两部类的企业）卖身，也 

许更重要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企业可能挤占了制造消费资料的 

企业的电力或原材料。我们把第I和第I［部类作为两个庞大的纵 

向联合企业。这一点由图21-4中的代表生产的两只黑箱来表示。 

归根到底，第I部类的活动被家庭的有效需求约束了。与此相反, 

第I部类的活动没有这种有效需求的约束。因此，如果联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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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能够在生产的每一阶段都对联合企业］I在相应阶段使用的投 

入发生“虹吸”效应，这是不难理解的。

关于假定（3）,即只生产可储存产品，对于经济现实的非总 

量描乐：东夜应•该包括向'它看声商官也应该包括不可储存的 

月P务。由于后者的显著特征是完全不可储存，因而不能照搬水池 
而未力学类比的其它部分。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说过的全 

部内容的实质，也能够延伸至服务部门。
在服0市没有独立的流入和流出。滞存以另一种形式出现， 

即作为实物上可以得到而实际没有被使用的能力。如果我们掌握 

了这一点，我们模型的一般结论，也能够重新用来表述服务的情 

况。两大部类都生产服务。象对于产品的需求那样，对第五部类 

提供的服务的需求被买者的有效预算约束所限制。另一方面，对 

于第I部类生产的服务的需求没有被这样限制,在这里也发生“虹 

吸”。只要有可能，企业将租用本来也适于作住宅的公寓来办公， 

将利用私人汽车服务站等等。

为了保持原有的图解说明，我们将在本章余下的部分继续使 

用水力学类比，而不对服务进行单独讨论。

关于假定（4）,即所有的投入都是可以被再生产出来的。当 

然，走全京市有•一些法统自赛藏• A前显击为：白嶷春血凄等， 

这些在一般的生产过程中基本上是不可“再生产的”，因此，不可 

能在我们的水力学类比结构中阐明。但是模型说明的相互关系对 

它们也适用。它们也被社会再生产过程所吸收，直到物质资源约 

束以“瓶颈‘形式出现或者直到碰上社会容忍限度为止。（我们可回 

想一下，分析劳动短缺的第十一章。）

“虹吸”效应在初级资源的使用中也起作用。例如：重工业和 

建筑业从商业和医疗服务中拉走一些工作者。

关于假定（5）,即不存在摩擦。在体制调节过程中的摩擦只 
能通拉圣最空模•型，左被血而比概观层次上来描述。在我小南类 

比中，我们描述了一种纯液体物质的流动。然而，在现实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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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中的投入和产出的流动，更象某种粉状或半液体的粘性物质的 

运动。两个蓄水池中任何一个都不会变为全空的，因为某些在那 

里储存的物质“粘在里面》。设备更新极少是连续的。存货不得不在 

各交货期之间积累起来。除了这个不可避免的因素外，在第八章 

详细讨论过的摩擦现象也会出现。让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即使在公式(21-4)指出的经常性总量过度需求的极端情况 

下，第H蓄水池也不会完全倒空。买者不会确切知道何时何地能 

够找到他们所要的东西。甚至在这种情况下，也还有某些商品由 

于质量如此低劣或如此不对路，以至于根本不可能找到买者。第 

I部类蓄水池的情况也相似。无论水泵运转得多么有力，它不可 

能将蓄水池彻底抽干。总会有一些材料、半成品以及零部件毫无 

用处，不论是现在，还是给那些最愿意实行强制替代的企业作为 

存货而积累。

摩擦也减缓了从第五蓄水池向第I蓄水池的渗漏。一个生产 

者可能会在消费品部门采购到一些投入，但是，他不能得到准确 

的消息，或迅速灵活地做到这一点。

正因为如此，在图21-5中，甚至第1蓄水池也不是空的。确 

实，它的液面略低于第工蓄水池。我们并不是要用它来表明第1 

蓄水池中滞存的正常水平必然较高，短缺的正常强度较低。我们 

只是希望表明：下二军出现完全的相等。

21・8抽吸动力

关于假定(6),即静止状态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停滞 
的，市主。班地•增长:并关而南星声云能用管道和蓄水池的“相 

片”来表示，而应该用“电影”来显示，其中管道直径变粗,蓄水池 

的容量也在增加。

本书前边⑰曾解释过,在社会主义经济每一个决策者的行为 

⑰参见9・2节。

258



中，都存在发熟中到，它导致不可满足的、持续的投资饥渴这种 
伴随现象。在显定痛吸过程中的最重要的驱动力。如巢宏宇投资 

的某种资源在某处积累起来，并由血子交种滞存，投资需求立即 

就会把它改走。投资需求是几乎不可满足的，因为投资预算约束 

是软的。

扩张冲动以及投资饥渴在等级的、多级控制系统中的每一层 

都会出现。⑱在经济史的一定时期,它最明显地表现在经济领导人 

的行为之中，中央经济政策推行尽可能最快的增长率。在这种时 

候，最大和最有力的水泵是中央掌握的。但即使中央经济管理人 

员比较有节制，每个部门的控制者，每个企业的董事会，甚至每 

个车间的工长都要求扩张，并要求投资资源。他们每人都有一个 

水泵并力图从公共的大蓄水池中，为本单位吸出尽可能多的投资 

资源数量。

关于假定（7）,即封闭经济。如果我们想把外贸也纳入分析， 

那末,♦而程修留•在宏威京立.我们也必须给模型•至•少再增加一个 

蓄水池,⑲这在图21-6中表示。在左方开始的液体朝上流动的管道 

中，与前面一些图中的从第1蓄水池出来的管道是相同的。两个 

水泵中较高的那个在前面的图中也曾经出现过。

新的、第m蓄水池是在图上边的中部。该经济体制通过出口 

和外国信贷而得到的外汇流进这一池子。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定 

每一个愿意提供信贷的潜在的债权人，事先把他的货币放进这个 

蓄水池。该体制不断吸出蓄水池里的东西，几乎一滴不剩。对于 

为当前生产而进口的投入以及为投资目的而进口的机器设备的需 

求几乎是不可满足的。因此，对进口品的吸纳——或者是对支付 

进口的外汇的吸纳——不断地和强有力地发挥着作用。只有出口

⑱参见第九章，特别是9・9节，关于持续投资紧张的充分理由。

⑲这仍然是以高度简化的假定为根据的，因为可兑换和不可兑换通货，实际上 

是不可能加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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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6第EI蓄水池：外汇存量

挣取外汇的能力以及负债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容忍限度（也许还有 

外国当事人提供信贷的意愿）才能约束它。

第三蓄水池始终是空的，所容之物不断地被几乎不可满足的 

对进口和偿付债务款项的需求所吸走。因此，它必须不断获得补 

充。在这里我们回到基本的吸纳模型。在抽吸系统中，最主要的 

动力之一是极强有力的省？冲到。它可能会达到强制出口的地步。 

事实上，几乎任何东西说才以由售。有些出口市场本身就是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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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在那里，需求几乎是不可满足的。⑳但是，如果出口国供给 

最有吸引力的产品，或者供给吸引力虽较小，但价格低廉的产品， 

一个有硬需求约束的国外市场也可能被打入。由于国内生产出口 

品的企业以及外贸组织有软预算约束，实际出口交易可能的亏损 

能够毫不困难地得到弥补。企业并不会因下述考虑拒绝出口而实 

行自愿约束：这种出口如以国内货币计算将导致亏损，因此，擎 
制出口的外贸部门对产出几乎有不可满足的需求。在产品用于豪 

施清善2前,•é韵à定义）赢由白萎少。

谈到动机，出口冲动不是吸纳背后的基本驱动力。它是由数 

量冲动和扩张冲动这些基本驱动力派生的次要动力。归根到底， 
是这两种冲动创造了对立白品的几乎不可满应的需求。

把外贸纳入分析之中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虹吸"机制。

实际上,企业采购员直接在私人消费者眼皮底下把商品买尽， 

这只是次要现象。更重要的现象是家庭所需要的许多商品，甚至 

根本没有进入商店的仓库，因为它们已经被外贸"虹吸"走了。

关于假定（8）,即只有企业和家庭。我们现在考虑如果除了 
企业而豪施2外，还看宾施必章入会由现什么情况。

我们已经阐明，就预算约束而言，非营利机构㉑的地位有所 

不同。如果非营利机构的预算已被确定。它通常具有硬约束。但 

是所有非营利机构都力图事前得到尽可能多的当前投入，特别是 

得到尽可能多的投资。在靠善利机构中，“数量冲动”（治疗更多 

的病人，教育更多的学生）和“扩张冲动”也同样起作用。非营利 

机构也属于“抽水者”之列。它们的能量由于家庭渴望得到它们的 

服务而倍增，因为这些服务是免费或以名义价格通过行政的配给

⑳“长期的过度需求……不仅存在于匈牙利，而且存在于整个经互会市场。社会 

主义国家直到最近，对于大量的产品几乎一直是不受限制的卖方市场。超过 

潜在供给的出口可能性，会以和国内过度需求同样的方式影响竞争条件。当 

一切东西在国外（而不是在国内）都能卖掉的情况下，真正的竞争几乎不可能 

形成，卖方始终占据优势。”见法卢什-西克拉（1975,第219页人

㉑参见14。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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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排长队分配的。免费或几乎免费的服务以及实物分配的“虹吸” 

效应，主要通过非营利部门的吸纳而传递。

由于我们对从左边蓄水池中“虹吸”液体的水泵所作的说明， 

比在初步探讨中所作的更为完整，所以，我们也应该谈谈右边的 

蓄水池。如果公式21-3和21-4描述的极端状态出现了，这就是说， 

如果根本不能花费的货而开始在家庭中积累，右边出口处的水龙 

头就变得不起作用了。这样，甚至家庭的需求也不再是对销售的 

有效约束了，这是当家庭也能控制水泵把手时的情形，他们的需 

求也变得几乎不可满足了。

这里是作出更为一般性的评述的适当场合。在谈到并列的两 

个蓄水池时，必须强调的并不是左边的一个包含生产品，右边的 

一个包含消费品，更重要的区别是购买从左边蓄水池流出产品的 

买者具有软预算约束，而右边蓄水池的产品的买者具有硬预算约 

束。哪些买者属于哪一类型㉒取决于该体制的实际特征。

在最初描述我们的宏观模型时，我们只提到了一个水泵，这 

一节我们提出了完整的水泵系统。确实，在经济中有许多力量使 

吸纳过程能够进后:走未书山本少地方，我们分别提由汪扇式之

•血素&扁/而自生过程或恶性循环。现在，我们把结果综合 

如下。这个模型显示了在短缺背后的基本的自生机制。短缺滋生 
短缺。虚衣赖盅立前古“虹吸・"吉肩岛点动另二二小 

美而动拓与应相唳的掴宏机嬴•数■量'冲4霜与•此•相•联•的•囤•积倾向; 

由0而奇以应元康泰奇潘京自对•免•费•分•配•的•需'求•一二每'个•水•泵・的 

磊另应金康去；泰市;施应也盘看íJ：肩底直危严重。......... 

'•定存向后史血血，有就家素自相对后南而施宁岸定吸纳经济 

的重要特征。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投资水泵看来都是最重要的。

㉒例如，在若干东欧社会主又国家中存在使用少数雇工的私人小企业，尽管是 

“企业”但它们肯定有里等预算约束。
揭示“第二经济”在哪次血方以及如何适应于吸纳的宏观模型，将会超出本书 

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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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它总是与其它水泵联系在一起。不过，为了进行思想实验， 

可以设想它独自长时间地起作用。那么，对投资几乎不可满足的 
需求本身就足以使该体制成为资源约束型岛破扁金孱。•㉓•í' 

'•亲手痕良，心,•丽丧小蓝lí南息很分自塞正库施体制。我们 

岛由真良宗子一、两本失永桌：交底上：走巨孱市区金不企业和 

非营利机构以及多级控制系统中的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水泵， 

大的或者小的，弱的或者强的。

“大"泵和“小"泵的相对规模，以及操作水泵的决策者之间的 

关系，随着经济管理的改革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使用自己 

的水泵已不再需要上面的指令和允许。它有权并能够按自己的意 

见这样做。但是，由于它的预算约束仍然相当软，所以它不会由 

于经济的因素而被迫约束其几乎不可满足的需求。因而，即使是 

现在，第1部类的蓄水池也没有水龙头。

我们已经在本书的不少地方指出，随着匈牙利经济管理体制 

的改革以及由于经济政策的变化，匈牙利近十年或十五年来短缺 

强度已减轻。不论这种变化有多重要，用水力学类比说明的那种 

机制的主学特征继续适用：流动是鸟细维持的。
如巢向想一下：我们描绘的整乐汞泵体系，不同的决策者每 

人手中都有一个大大小小的水泵，我们就会懂得，吸纳现象不会 

由于告诫领导者要节制和自我约束而消失。我们假设他们中有一 

个人决定从现在起开始更加节制。他将不再尽力多积累投入品， 

也不再尽力多吸取投资资源；即使他不停止，至少也将减少他的 

“虹吸，其结果将是，在他控制下的单位将得到较少的东西。而 

其他企业，非营利机构和管理部门则继续抽了又抽，而且把这位 

自我约束的经理所放弃的东西也抽吸走了。如果这位经理看到这 

种情况，他将重新启动并以前所未有的更大强度继续抽吸。

㉓ 在此范围内，它相当于凯恩斯主义的失业状态。后者也是由几个组合在一起 

的因素引起的。但是，通过逻辑推论，可以看出，不足的投资需求本身就足 

以导致这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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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短缺的分配

在进一步作出论述之前，我们要重复和概括一下我们讲的“短 

缺"是什么意思。在本书中我们已熟悉了它的四种主要形式。

（1）资源、产品或服务通过行政配给来分配。要求者提出的 

总量超过可供分配者分配的数量。这是一种出现在分配者和要求 

者之间纵向关系中的“纵向短缺”。

（2）资源、产品或服务是由供给者为了换取货市而卖给顾客 

的。卖者的供给没有满足消费者的初始需求。这是出现在卖者和 

买者之间横向关系中的“横向短缺”——“卖方市场。»

（3）生产企业或免费提供服务的非营利机构得不到完成计划 

所必需的投入品。这是在微观组织内部的短缺：即碰到资源约束。

（4）在生产中，或者更一般地说，由于社会活动，社会生产 

能力被高度地加以利用，出现生产能力的短缺，这种活动的持续 

和扩张导致边际社会成本急剧上升。

这四种现象是短缺的京增表现，还伴有各种间接效应。它们 
经常重叠和交织在一起。上京全部现象都包括在“短缺》这个集合 

概念之中。

我们在本章水力学类比中阐明的吸纳机制引起普遍和长期的 
军绘：叫盛.委小之会定询施喊群弦裹向“善遍•"血“•长•期•吸元前 

施岛时处处一切东西都短缺。我们已经多次强调过，在亚微观层 

次上，短缺同某些资源和产品的暂时滞存相容,甚至是相伴随的。 

然而，由于两点原因，使我们有理由谈论普遍和长期的短缺。

首先，因为在许多地方，许多资源和声M总对施皇岛,•相当 

严重的短缺，没有一个部门可以避免这种现象。

其次，因为无论何时何地出现短缺现象，它们总是能够并且 

处处可以被归结为同一个初始原因。我们论述自显向二善通威金 

南元商南真海表血弦表:举关痘磁在它由舅素宁「山庙关文对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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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出现，也许更加严重。
…为济学市窕未向行统论题之一是可获资源和产品的分配。对 

此，我们能够加上一个新的课题：不可获资源与产品的分配，换 

言之，短缺的分配。短缺的分配是指•在•特•定的短缺强度下,不把笨 

物（一种•资•源•或・产•品）分配给某人（某使用者）。

' 让我们以比较总量化的形式而不是在亚微观层次上考虑这个 

问题。我们从考察住么是短缺开始。在资源和产品的主要类别之 
间，短缺的分配随前向而发生变动，这部分地是由于经济的内部 

和外部实际条件变化引起的。当然，许多小变化的共同影响也起 

一定作后：但是，我们现在要指出的是长期趋势变化的影响。

社会主义制度在最初阶段，从先前的制度中继•承•了 一种状况， 

在这种状况下，大量资源的利用率很低。最重要的例子是劳动。 

我们在第十一章中已经指出过，在经济增长的粗放时期存在容易 

动用的潜在劳动储备，但是，这种储备在较短或较长时期内，被 

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所吸收，随后就是以长期的劳动短缺为特征 

的集约时期。

随着以前未开垦土地的使用，或者，从消费品部门举一个例 

子，随着对居民住房滞存的吸收，也会发生类似的过程。

这些都是单向的，不可逆的和不对称的过程。它们是不可逆 
的，因为滞存由威应和后血施法而扣星,.亦总看继之以被吸收储 

备的再现或者短缺的根本消除。它们是不对称的，因为一种资源 

或产品组短缺的出现不会伴有另一种资源或产品组滞存的产生。 

劳动仍是最好的例子。当匈牙利在过去处于粗放增长时期时，投资 

资源严重不足。企业、非营利机构和它们的上级部门竞相要求得 

到投资,但是,没有特殊的必要为得到劳动力而去竞争。由于劳动 

力现在已成为最严重的“瓶颈”，曾经有人认为资本迟早会出现滞 

存。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在亚微观层次上，如果我们观 

察生产的基本事件，可能会出现“劳动”供给缓和，因为“资本”此 
刻是一个“瓶颈”;或者反过来，某种“资本”可能过多,.亩为“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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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瓶颈”。（可能是工人无所事事，因为他的机器发生了故障。也 

可能是机器未开动，因为工人没有来上班。）在亚微观层次和瞬时 

状态下,一种精确和严格的互补性在起作用，它会导致一个生产要 

素短缺引起另一个要素滞存这样一种因果关系。㉔然而，在长期增 

长过程中起作用的是其它相互关系。㉕当劳动短缺已确立并且变 
得更加严重时,投资饥渴不会减轻,随之市秦威立春嚎嵌出元安寂 

转；施应之外,相丧由施由由盘嘉库•中；文塔康亍二本薪施é 

委解放劳动。然而，只有在局部和短时期内才能通过投资来解放劳 

动,或者反过来,通过追加劳动来节约投资。许多空缺等候着被解 

放的工人（也许就在进行投资的同一企业之内）。类似地，任何节约 

下来的投资都会被许多急切的要求者所需要。进入集约阶段的资 

源约束型经济的增长必然伴随着劳动和资本的长期短缺。㉖

不只是上述这种客观可能性的长期变化能够修正短缺分配的 
方式，经济政策也能做权极地干预这种分配并且能够人为地对短

缺实行再分配。尽管在我们的说明中，是长期变化影响着什么东 

商点走施磁；但我们仍将用一个例子来说明经济政策的作亩；宾 

市短缺的受害者改变了。因此，我们将要讨论短缺在不同使用者 

中的再分配。

匈牙利经济领导人近年来作出了重大努力，以减少消费部门 

的短缺强度。对照50年代同70年代的情形，我们可以说，这个努 

力是成功的，在许多消费品市场，短缺强度已减轻了。19・4至 

19・6节和图21-5的分析表明怎样才能够取得这种变化。（i ）必须 

在名义收入和消费物价水平之间建立适当的关系；（ii）必须防止

参见第二章。

参见3・3节和节。

马克思指出，“过剩资本和过剩人□"可以并存。一种对称的现象是，在社会 
主义经济中，劳动短缺伴随的长期资本短款显一种对称现象。

在近年来的匈牙利文献中，霍奇（1978）讨论了劳动和资本短缺同时出现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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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至少要减少投入品以及最终产品与服务从消费品部门向其它 

部门的渗漏；最后(iii)必须保证消费品供给的适当增力口。在图 

21-4和21-5中，通过有两个出口的管道，分别向下流入左右蓄水 

池的数量，是涉及消费品市场当前状态的最重要的因素。

再分配短缺的最灵活的、在短期内也是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把 

国内市场的短缺转变为国际收支中的赤字。假使其它情况相同， 
国内消费者感觉到的短缺，可以通过部分出口声M森内凳；金增 

加进口产品而减少。图21-5和21-6的水力学类比可能便于我们理 
解这种相互关系，在这里我们的蓄水池是连通的：第或会水池的 

液面可以通过降低第BI蓄水池液面来提高。㉗

当然，这不是唯一可能的再分配。如果允许投资品市场的紧张 

加剧的话，消费市场的短缺强度也可以被减轻，当然，仍需修莒 

其余情况不变。
•袅布心统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种再分配和对这种再分配的约束 

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最重要的约束是：只要这种制度关系和行为 

方式存在，短缺就将持续下去。然而，即使在全面和长期短缺的 

情形下，短缺什么，以及强度如何，仍然很重要。中央经济政策 

有能力在某种程度上保护某些部门不短缺，并把最严重短缺转嫁 

给其他部门。它也有能力增加或减少由于它自己的活动(例如:增 

加或减少中央投资或计划较快或较慢的增长率。)所引起的总的吸 

纳强度。

我感到必须在这里作一点有关个人的说明。自从我从事经济 

研究以来，下列三组现象的相互依存的性质总是引起我的兴趣： 

(a)长期短缺；(b)使用一切方法促进较快增长率的经济政策；(c) 

一定的制度上的关系：高度集中，多级控制，行政配给，以及货 

市和价格的从属作用。它们如何相互发生作用？哪些是原因，哪 

些是结果？或者，用不那么尖锐的话讲，哪种因素在体制中起主

㉗这个问题在10・7节提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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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哪种只起次要作用？

在我的较早的两部著作〈〈反均衡论》和《突进与和谐的增长》 

中，我把现象（a）和（b）看作主要的。㉘许多人反对这个观点，他 

们强调说，（c）中的那组现象㉙发挥重要的因果作用。

从本书来看，我现在倾向于接受这种观点。长期短缺的主要 

解释在于制度条件以及导致的行为规则。与此相比，经济领导人 

的增长政策是次要的解释因素，它的作用是加强或削弱主要因素 

的影响。

21-10吸纳和通货膨胀

在重温了吸纳机制中的主要宏观相互依赖性，并论述了短缺 

是如何再分配的问题之后，我们必须就这个问题的金融方面讲几 

句话。我们把关于通货膨际所要说明的问题集中在这里讨论。㉚ 
我们以历史的观察异藏í

长期短缺与稳定或几乎稳定的价格水平和谐共存，但它也与 

通货盛屋而上4岛林南表辛而适戛看。.............

' 南施愿磁岛威金之二，也•许•还•是•一个促进因素）可能是押南早 

通货膨胀，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经济的某些部门中有右而 

前金通血膨胀。短缺可能与抑制型通货膨胀相联系，但并不必然 

如此。

历史的考察证实了这种观点，即“长期短缺经济”和“抑制型通 

货膨胀”不是同义的。它们是两组不同的、清楚可辨的和复杂的 

现象。在二定的条件下，它们可停哥个重叠。我们强调这一点是

㉘ 参见科尔内（1971a、b, 1972a、b）。

㉙例如，参见巴乌尔（1973）对《反均衡论》的评论。

㉚我们这里重复或总结了前面在第十五、十六、十九和二十章中解释过的某些 

思想。

㉛关于被压抑的通货膨胀的理论分析，汉森（1951）进行了出色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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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少作者在其著作中，将这两个概念混同起来了。这个混淆出 

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文献中并且在许多西方作者的著作中大力加 

以强调,其中包括克洛尔一巴罗一格罗斯曼学派的著作。㉒我们试 

图针对后一学派提出我们的论据。

假设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为一个出发点。特别是，我们要 

记住通常被叫作“凯恩斯失业”的状态。资源利用率很低：存在全 

面的失业和过剩的生产能力。主要原因是总量有效需求不足。如 

果需求能够扩大——同时维持一定的价格水平——生产招可能增 

长，就业和资源的利用也将增加。融经济中在既定价格下发生宏 

观层次上的数量调节：需求的增加由供给的增加来满足。这一个 

反应在发展的过程中被加速数和乘数效应所加强。

由于是思想实验，我们可以以递增的剂量开始施行凯恩斯建 

议的注射。国家投资项目的开工数不断增加,政府还对私人部门投 

资给予财政支持。政府在非营利机构投入方面的支出上升。家庭可 

支配收入通过，例如减税而增加。这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预算赤 

字，并且赤字将持续地增加。所有这些都伴随着高于产出所需的货 

币供给。然而，与此同时，通过行政干预把价格固定在其最初水平 

上。

该过程的最终结果是抑制型通货膨胀。总量需求的增加吸收 

了失业，刺激了经济并逐渐使之过热。无法支出的货而开始在货 

币所有者手中积累起来，需求过度和短缺出现了。②

上面简略描述过的这种“就业过度”，在巴罗、格罗斯曼及其 
追随者看来，正好是凯底森“失业”的迎医物。之所以说“正好”， 

是因为在具有相同制度条件和相同行为窥血的同一体制中，一个

©例如参见巴罗-格罗斯曼（1974、1976）。

@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经验材料和有价值的分析可以在伦德伯格（1968）写的书 

中找到。

@ 对一段较长时期来说，这只在理论宏观经济模型中才能成立。实际上，在现 

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过热”状态不可能在相对稳定的价格水平下长期保持。在 

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不可能被压抑很久，它迟早会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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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数(总量需求)从极低值到极高值发生大幅度变化。

当他们把在过度凯恩斯主义刺激下的这种固定价格的资本主 

义制度，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就走入歧途了。 

因为后者有不同的制度条件，因此行为规则也不同。

由于我们已经论金有黄的露信标瘙亍应商标励的大量特征。 

这里只需简要说明巴罗-格罗斯曼学派的抑制型通货膨胀和在社 

会主义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吸纳体制之间的区别。

(i )前者即使在过热状态下仍是一种货币化的体制，而后者 
只是半货币化的经济。后者的家庭部门是责相企而，而企业部门 

只是裹亩上血血。

(ii)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有硬预算约束。确实，在抑制 

型通货膨胀条件下，货币持有者有时不能支出他的货币，然而， 

如果他真打算支出这些货币，他会立即遇到自己的预算约束。正 

是这种认识形成了他的行为规律，甚至当货币突然变得充裕时， 

他也不妥善弃这些规则。与此相反，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的 

预算约束是软的，巧个如用在企业的行为中打上了印记。

根据这个推断,.如奇二种体制中，瓦尔拉斯定律有效。但在 

后一种体制中，至少在企业部门之内，瓦尔拉斯定律无效。
(iii)作为进一步的推论，在前一种乐雨1市「林茂欣高低，对 

企业至关紧要，即使价格是固定的。但在后一体制中，不论价格 

是固定的还是可变的，企业对它们的反应小得多。

(iv)在巴罗-格罗斯曼的抑制型通货膨胀之下，无法支出的 

货币，会在货币持有者手中积累起来，因为他们不习惯于短缺。 

他们的需求函数还没有适应短缺的现象。(顺便说一下，那些作 

者并没有说明这是一种短缺的不均衡，还是一种新的、持久的正 

常状态。)但是，我们论述的是这样一种体制，在那里，相当严重 

的短缺已成为正常状态，并且买者的行为已适应于它了。或者， 

买者在确定他们的初始需求时已经把预期的供给考虑在内。或者， 

即使没有考虑，他们也会通过强制替代和强制支出来适应这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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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这几条尽管不完整，但足以表明我们讨论的是一种具有不同 

性质的体制，它不能够简单地通过把凯恩斯失业状态颠倒过来以 

便进行描述和分析。

这个论断得出了与全书相同的结论，即对长期短缺，吸纳和 

资源约束型体制运行的解释，不是存在于金融领域，也不是存在 
于价格信息的特征之中，而是存在东屐濠良波,.前存茬辛刷鹿突 

素而在良东履夹素两舷成的决策者的行为规律性之中。虽然我们 

对此已作过一些论述，但是在最后一章我们还要就这个主题再补 

充几点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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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父爱主义的程度

22-1引 言

第一章已经强调过，本书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社会关系和政 

治权力结构不做详细的分析。关于这些方面，前述各章中已经涉 

及到的只是同本书经济内容紧密相关的少数几点。现在在本书终 

结之际，我们仅仅论述一下制度结构的一个方面，即国家和企业 

的关系。即使在这里我们也不要求做全面考察。最后一章选择这 

个论题，是因为它有助于理解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短缺。

我们从一个类比开始，即考察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经济关系。 

有五种不同的“纯粹”情形要区别开秦1•

程度4①：实物给予一被动接受。新生儿和几个月的婴儿不 
能用忘青表达他岛需委：父。以“•实•物形式"给予他食品和衣服并 

担负他的全部物质需要。

程度3：实物给予一主动表达愿望。孩子仍然住在家里并以 

“实物•形•式1》从家里得到他所需要的每样东西。但他现在能说话并 

表达自己的愿望。他不用恳求就会得到很多东西;有时他恳求某样 

东西，有时提出要求。这取决于父母是坚持自己的意愿还是同孩 

子做某种妥协，满足他的愿望。父母和子女之间确实存在“讨价 

还价，

,摩斗或干厚性孩子已经长大并离开家，但在生活上还

①为后面推论的方便，我们把序数按递减的次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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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自立。比如，他不同父母在一起，而在另一座城市上大学。 

他的生活费用仍由父母负担，但现在是把维持他生活所需的一定 

量货币交给他去花销。假使他想多花，他就得多要。恳求、要求、 

抗争、妥协，讨价还价没有停止，只是转到另一方面：争论的主 

题变为津贴的多少。

程度1:自立一有助。孩子已经长大并自己谋生。他基本 

上靠白巨加收入走活，他赚钱越多，可花的钱就越多。但他的父 

母还健在，如果他遇到困难并请求帮助，父母将在经济上给予资 

助。

程度0：自立一无助。过去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自己养 

活自名，•殳母应巨经去底。他的经济状况完全取决于他的收入。 

如果他遇到困难，没人在经济上帮助他。他必须完全依靠自 

己。

上述五种类型以下将称为父爱主义的程度。在现实中可能出 
现更多的类型，纯粹类型的组A通尔④í山丘五种程度将足以表 

明我们的思想。

22-2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的地位

现在让我们离开类比并转向经济生活的分析。在我们的公式 

中用国家取代父母，用微观组织（企业、非营利机构、家庭）取代 

子女。②在国家与微观组织③的关系中的父爱主义的程度，是一

② 象对任何比喻一样，不应当从字面上解释这个比喻。很明显，父母给予子女 

的是自己的所得，而国家是进行再分配。不过我们这里讨论的不是社会财富 

的源泉或一般国家理论，而是国家同微观组织之间关系的特征这样一个有限 

的话题。用父子关系的类比可以有助于理解这些特征。

③“paternalism”父爱主义一词出现在一些著作中。例如，见格拉夫（1957）和帕 

潘德里欧（1972）。我们在一种特殊意义上使用这个述语，它多少不同于上述 

著作中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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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体制重要的本质特征。
'委布以在安全文义济中的企业为具体的例子，说明父爱主义 

程度的经济含义。④我们的主要论点概括在表22-1中。横行表示

对当前生产的投入品的供给 投资分配

社会主义经济中国家同企业的关系 表22-1

父爱主义
改革前 改革后 改革前 改革后

4,实物给予一•被动接受 + +

3.实物给予——主动表示愿望 © ©

2.货市津贴 ㊉

1 .自立----有助 ㊉ ㊉

0.自立——无助

五种程度的父爱主义。表中有两栏，一栏表示企业怎样获得当前 

生产所需投入品，另一栏表示它怎样获得投资品。在每栏中，左 

边一列代表改革以前在传统经济管理体制下的情况，右边一列代 

表改革后的状态。从两个右列可以知道1968年匈牙利改革以来 

情况的变化。表中，符号“+”表示投入分配方面父爱主义的程 

度，符号“㊉»表示占优势的或典型的程度。我们现在来逐行说 

明上表。

程度4：实物给予一被动接受和程度3：实物给予一主动表 

范国堂；五这而输府屋上,.市尖府竹丽瑶方表定奉。之面在行 

委入M的实物分配。货币实质上在这里不起实质上的中介作用。 

程度4是最极端的情形，表示不考虑或不认真考虑使用者意见的 

中央命令。在传统的管理体制的运行中，这种程度在每个历史

④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考虑不同程度的父爱主义怎样出现在国家和非营利机 

构或家庭之间的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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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每个国家和部门出现的频率不同。但是，传统时期在分配 

当前投入品和投资品上,最典型的还是程度3。中央部门作决策, 

但决策时要考虑有关企业的愿望。如果企业对分配不满,它将要求 

更多的配额。也许企业会提出随心所欲的要求或进行“院外活动”, 

以便实现自己的愿望。“对计划讨价还价”的现象在这种经济管理 

形式中是屡见不鲜的。⑤中央有关部门希望企业投入更少产出更 

多，而企业则要求投入更多产出更少。讨价还价正是发生在这个 

问题上。

程度2：货币津贴。⑥这种程度的父爱主义只是改革后才在 

企业麻人山投丧3应2面逐渐发挥重要作用。当投资项目在企业 

内部进行,甚至项目由企业提出,但其所需资金完全来自中央部门 

的情况下，国家和企业之间便产生这种关系：进行投资的企业想 

要更多的货币，而决策部门或者拒绝或者同意企业的要求。⑦

程度1：自立一有助。这是改革后最广泛的形式⑧。当前投 
入品身基金几康身全症在个基础上分配。依据通常宣布的原则， 

企业是一个"独立核算"单位。它应当用出售产品的收入来弥补自 

己的支出，靠自己的收入来维持。但如果企业遇到财务困难，国 

家将以一种或多种财政资助来帮助它摆脱困境。在分析预算约束 

的软硬时，我们详细讨论过这种现象。

企业用自有资金投资时也存在类似的情形。⑨企业能够用自 

己的收入弥补成本。但如果出现财务困难（如计划成本被超过）， 

国家将帮助企业摆脱。它将保证投资项目不因财务困难而受 

阻。

⑤

⑥

⑦

⑧

⑨

见3・2节

这种程度通行于中央部门和非营利机构的关系中。

关于这方面以及投资领域中通行的程度1的父爱主义，见第九章和20・3节。

见第十三章，以及巴乌尔（1975a, 1978）和法卢什一西克拉（1975）。

投资信贷以及国家预算资金和企业自有资金发挥着重要作用。还存在各种形 

式的组合（见20。3节）。资金来源的各种形式可以放在细分为更多的父爱主义 

程度的分类表中。但在这里我们满足于勾画主要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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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匈牙利经济生活中已经形成惯例，如果在经济的一定方面 

(一定部门、一定产品的制造或外贸方面)出现财务困难，国家就 

会来救援，把负担背在国家预算上。这正是程度1的父爱主义的 

表现。

程度0：自立一无助。在表中这一行是空白。无论是改革前 

还是&金后，却也有由血过在企业不能够克服自身困难时真正被 

扔下不管的情况。

22-3倾向与反倾向

国家和微观组织间的关系即当前占主导地位的父爱主义程度 

是社会关系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表22-1对研究社会结构有 

重要教益。

程度0的父爱主义是弗里德曼一哈耶克学派的理想。事实上 

完全符合程度0的情况，即使在基于私有制和独立微观组织的 

资本主义制度中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或许与 

它相近，而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偏离了它。国家用各种形式干预经 

济。例如，在许多情形下它以父爱主义的方式帮助可能倒闭的亏 

损企业：给与国家担保、优惠贷款、减税，甚至直接的财政资助。 

在失业增长的时期，工会也对政府施加压力要它支持陷入困境的 

企业，以维持就业。弗里德曼主义者责备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他 

们应对抑制竞争和随之而来的"自然选择"的国家权力的增长负 

责。⑩凯恩斯的思想显然影响了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但是如果不是 

社会发展过程已经奠定了基础并使政治家易于接受凯恩斯的主 

张，一种科学思潮本身是不会发生这样强烈的影响的。把这一切 

归因于一种思潮是错误的。微观组织放任自流作原子式竞争，在 

我们的时代已不可能。当代生产已经高度集中，国家官僚机构已

⑩例如，见索引弗里德曼中提到的哈耶克的著作(1974)。

276



经成长起来并正在变得日益强大。⑪期望一个依赖选民支持的政 

府会告诉公众：失业、价格水平、经济增长等等完全是经济内部 

的事务，政府对其不负任何责任，这种想法是荒谬的。政府必须 

对经济状况负责，它只能在不同的目标和经济政策手段方面进行 

选择。因此在国家和企业之间或迟或早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或多或 

少的父爱主义关系。⑫

如果那是现代资本主义中的情形，那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情况 

必然更是如此。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伴随着国家政权在经济中的 

积极作用。这种活动可以被限制或扩展，但始终存在。中央有关 

部门对经济形势负责，同时它们需要使用自己武器库中任何被视 

为有用的工具。⑬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一个庞大而有力的多级控制 

机构被发展出来,并按照自身的规律成长和变得更加强大。这个机 

构的成员把自己同职位结为一体，这就给他们以动力去积极塑造 

经济生活的模式。所有这些可以说明“自上而下”的父爱主义倾向。 

这些倾向由“自下而上”对父爱主义的要求所补充。

低层经济管理人员（企业董事会及其直接上级）对父爱主义有 

一种矛盾心理：他们既需要它，又反对它。我们先解释他们为 

什么需要它。父爱主义意味着绝对的保护和安全。如果企业遇到 
灾祸，国家可自/京真金扁,.友金身整张座至位的损失。这是一 

种极端令人放心的气氛。国家不仅保证企业的生存,而且保证它能 

不依赖自己的财源得到发展,假使它能成功地获得国家支持的话。

让我们转向相反倾向。若干因素使这个体制偏离极度的父爱 

主义。这里只强调其中三种因素。

⑪卡尔多在《均衡经济学的离题》（1972）一文中作了有启发的描述。他特别强调 

收益递增对摧毁完全分散体制的作用，以及国家活动的增长对保证经济增长 

的作用。

⑫马克思主义文献早就认识到这种现象，但最近其它学派也开始承认它。如， 

加尔布雷思（1973）在这方面讲到，官僚主义共生现象。

@见塔多斯（197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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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低层管理人员对独立性的要求。我们刚才已经强调过 

他们的内心显言后藏•当•他•们•高•兴施接•受•父爱主义提供的保险时, 

他们内心的另一面却对上级部门不断干涉他们的事务并以恩人自 

居埋怨不已。对每件东西都得伸手要，使他们感到羞辱。他们宁 

肯依靠自己的资源。这种愿望是改革背后的推动力之一。正是这 

一点推动了国家和企业关系趋于成熟，换句话说，朝向较低程度 

的父爱主义发展。

与此紧密相关的减少父爱主义的另一因素是：公众和高层领 
导对低层管理人员缺乏主动性经常表示不满。我们行前枫二》交 

由：太席南加,汪》更交由威东区北宝安表得消极和无能。他会 

习惯于别人为他做决定，替他解决问题。高度父爱主义的“教育 

作用”也存在于经济生活中。消极被动、抱怨困难，乞求国家帮助 

而不是依靠自己的主动性去解决问题，这都是人所共知的普遍现 

象。对这些现象的因果关系的认识，使公众舆论赞同实行分散化 

的改革。

上述两个因素是同经济管理人员的行为相联系的。我们现在 

提出第三个因素，即组织问题。我们.已经看到，经济生活中较高 

的父爱主义是同用配杂方式分配实物和收入相联系的。资源和产 

品能通过行政机构分配给企业、非营利机构和家庭，只是因为社 

会仍然比较贫困；生产和消费差别不大。在这种状况下，实物配 

给是一项比较容易的任务。但是随着生产和消费的差别日益增大， 

通过配给方式来分配全部投入品便日益困难。⑭或迟或早这种差 
别会使决策和所需信息相当程度地分散化，从而易金臧加齿取鱼 

去,电立住。..........................

•应常欣端形式的父爱主义的因素的影响可以从下列事实中看 

出来。这一事实是，最高程度的即程度4的父爱主义.（实物给

⑭在15・2节涉及经济管理的一个特殊方面，即价格形成时，我们遵循的是同一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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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一被动接受）在国家与企业关系上不能在较长时期中成为占支 

配地位的、一般的形式。

程度3 （实物给予一主动表达愿望）在一个长时期中曾经是 

国家和企业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形式。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 

开始的改革，试图进一步走向较低程度的父爱主义。从表22-1可 

知，程度2和1在匈牙利已经成为主要形式。

本节开头已强调指出，在有关父爱主义的问题上，每个方向都 

有强大的倾向在发挥作用。历史过程将表明在每个社会主义国家 

中哪种倾向居于支配地位，其支配程度有多大。

22-4父爱主义和预算约束的软化

我们现在从历史预测转到现实。根据表22-1程度1 一3的父 

爱主义表明了社会主义企业的特征，应补充的是它同样也表明了 

非营利机构的特征。（父爱主义实际程度分布可以因国家和时期 

不同而不同。）如果事情是这样，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父爱主义 

同作为本书主题的短缺的关系是什么。

这两组现象之间最重要的联系是软预算约束。程度0的父爱 

主义意味着完全的硬预算约束。无论企业财务平衡出现什么情况， 

国家一概不管。国家只管依法征税，仅此而已。国家决不“怜悯》 

企业或帮它摆脱困境；如果企业破产了，那是它自己的事。

程度1的父爱主义意味着，如果企业遇到财务困难，国家将 

用减税、优惠贷款、财政拨款、承担亏损或允许涨价等办法帮助 

企业来解脱。国家也帮助不景气的、甚至经营亏损的企业，使其 

得到发展。

一，假使父爱主义的干预极为罕见，企业就不会指望它。但如果 

这种干预相当频繁，企业的行为准则就会建立在期望干预的基础 

±o这正是我们在13・5节一13・6节中所说的软预算约束。父爱主 

义是使预算约束软化的直接原因。如果这种软化发生，就名褒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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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与短缺相联系的若干现象，即：对劳动几乎不可满足的需求和 

囤积劳动力的倾向，几乎不可满足的投资饥渴，等等。

我们在第二十一章中说明了吸纳模型。在模型中企业和非营 

利机构都进行“抽吸”。这在两个方面同父爱主义密切相关。一方面 

刚才已经做过解释，即父爱主义使企业需求的财务约束变软。（水 

龙头不起作用。）这正是买方企业尽可能从卖方企业抽吸投入品的 

原因。此外,如我们反复指出的那样,一个等级制的多级控制系统 

在运行着。现在让我们不仅考虑程度1 ,而且考虑程度2和3的 

父爱主义。企业和非营利机构不仅从供给它们生产投入的企业 

“横向”抽吸，而官山女山白Q卫委衡予凌向•"福我:向茬向求留 

的•语•言这语立庭正显版同会交字史系•上；N公抽吸父母。当 

孩子还小时，他要更多的巧克力和冰淇淋，等他大一点了，就 

要更多的零花钱，以后他又会要家里更多的资助以便购买第一 

套房子和第一辆汽车。这种“抽吸”出现在企业及其上级部门 

的父爱主义的关系中。如果上级在实物形式上分配物资和劳动 

（程度3〉，则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就会抽吸得多一些。如果拨给的是 

货币（程度2 ）,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则竭力“抽吸》最大限度的货币 

量。象在实际父子关系中那样，可以用各种办法"抽吸"：好的情 

况是提出有说服力的论证，坏的情况则是抱怨或靠“院外活 

动"。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严格意义上的一组经济现象（软预算 

约束，几乎不可满足的需求；法面的呢向•嗑1蕨二）轴二组输蔗加

（叠高瘟蔗鬲交委主文）,2面看在春紧赤岛联京；启鲁人云 

上施够&血金鲁1............................................................................

⑮ 按塔多斯（1972）的说法，"•企业经常把国家看成摇钱树，国家尽管许诺 

要克服企业这种态度，但实际上并无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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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最后的几点意见：有意识行动的 

可能性及其限度

我们最后的几点意见不仅涉及最后一章，而且涉及到全书的 

主题。

本书贯穿通篇的观点是：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制度条件产生一 

定的行为方式、经济规律性和定需点丘í金圆未质露施由豪加滨 

第丽达匕立府滨藏由豪亦如奔云鹿求丧春家家：后血毒质应 

磁如祢丘漂浮倾向等等。但只要维持这些现象的条件存在，政府 

决策或国家计划就不可能使它们消除。

愉快地接受这些规律性的有益影响，而完全避开我们视为不 

利的那些后果，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表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各 

级当事人都受到扩张冲动的推动,不需要鼓励任何人进行投资,这 

正是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希望得到后者而同时希望完全消 

除投资紧张是不可能的。作为持续不断的扩张冲动的结果，潜在 

劳动储备被吸收，正是这一点导致长期劳动短缺。喜欢消除失业， 

同时又希望或早或晚劳动市场会恢复均衡，劳动短缺的有害影响 

会停止，这也是不可能的。同一过程在导致受欢迎的结果的同 

呼也导致令人不安甚至有害的后果。接受前者而拒绝后者是无 

句能的。

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经济政策的制定者、计划者和实际经济 

管理者面对这个制度的规律和内在倾向时是无能为力的。自觉行 

动的领域是宽广的。我们只提出几种可能性。
…安国确面句磊被加羸.真6山由宇豆乳抵制可以被削弱。我 

们上应隹克林自蠢建确氤不.能•靠•命•令•从•经•济正活・中•消•除;应它能 

被抵制。吸纳机制的作用是不可避免的。但至关重要的是持有最大 

“水泵》的中央计划者究竟是带头抽吸呢，还是抵制下属组织的抽 

吸行动。数量冲动产生短缺,短缺加强数量冲动，这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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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央计划者本身是提出尽可能紧的数量指令，还是发挥起缓和 

作用的影响，却是非常重要的。经济政策还可以影响短缺在不同部 

门间的分配。

我们还能够在更广阔的领域采取行动，即减少调节中的摩 
举。更好的组织生产和交换，更好的协调计划，鱼麻施隹底自意 

以减少不确定性，所有这些都属于这个领域。例如，如果更好地 

组织生产可以解脱出几千工人，这并不会消除劳动短缺。有足够 

的空位在等待他们，并且不可能解脱出比连续不断的扩展所能吸 

收的还要多的劳动。但解脱他们仍是非常理想的。这有助于保证 

国民经济以一定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经济成果。

最后我们得到了最重要之点。产生本书描述的那些现象的制 

度条件、行为方式和规律性并不是外神强•加•的•或•不•可•改•变•的í1968 

亲向泉利•改•革・本・身•证•明•了，这'个•命窗，.丽油您吊入.类•活•动•能金表 

仓布:应翁在庙而应弥刻而去花麻来症委由现；女市建点*吊访 

务护的丽座或聂............................................ 

'未奇也看自细提出消除短缺现象的具体建议。本书第一章已 

经指出，这部著作的目标仅仅在于提供一种纯粹描述性和解释性 

的分析。但我还是相信，对实际情况作细致认真的分析，并进一 

步说明因果关系的尝试，可能有助于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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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数学附录A：在市场上排队

（合著者：j.w.韦布尔）

A-1引言

本附录是一篇较长的论文的节录。①它同本书第四章、7・2— 

7・5节、7・7节以及第十八章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些章节中已经 

说过的，这里尽量不重复。因此，这个附录一般不解释假定和命 

题的经济含义，只是在补充本书主题的地方才作某些经济方面的 

评述。

我们的主题是描述一个偏离瓦尔拉斯均衡，然而又不断回复 

其自身基本特征的静止状态的市场。在评价我们自己的成果方面， 

尽管我们得出了少数几个定理，但我们还是愿意更多地注意分析 
的结构，即我们据以考察长期短缺条件下市场运行的那些特炼加 

í0'曲录A详细描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以便把我们的理论 

结构介绍给读者。

这里应当对排队系统的确定性模型和随机模型作一点说明。 

不同于通常是随机的其他排队模型，这里的模型是确定性的。选 

择这种方式是因为我们相信：在以长期短缺为特征的情况下，同 

倜节经济制度的各种相互依赖关系和反馈机制相比，随机因素是

①这篇较长的论文是作者和J .W.韦布尔合著的,全文于1977年油印。节译本 

已经出版。见科江内一韦布尔（1978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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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的。虽然一个一般性的模型也应当包括随机因素，但在确定 

性结构中某些基本关系是可以得到说明的。②我们的模型是用常 

微分方程组表示的确定性的存量——流量模型。

A-2市场结构

我们研究一个只交换一种商品G的市场。这可以是一种特定 
的商品或一个不同商品的食A点标。这个商品作为不可分割的单 

位进行交换；每个买者在一次购买中只能买一个单位。

只有一个卖者（一个垄断者或若干的个别卖者的总体九

有n个买套：买者总体划分为次总体并称为买者里。每组买 

者有自己独馨岛市场行为。我们把i组的有代表性的施员称为： 

个i类买者。有k个组，在i组中有n1个成员：
k
S11；=n 

i = 1

当事人的数目（一个卖者，n” n2,…，ru个买者）不随时间变化。

尽管在A・8至A・9节中这个模型正式定义为确定性的,但可以 

把它视为由各种随机分量的平均值之间的一些确定性关系组成的 

"混合"模型。我们特别注意买者采购时所做的一系列决策。在每 

个这样决策阶段，我们根据流量建立各组买者的总体行为模型； 
并相应于每种决策选择（在每•个•决策阶段只有两种选择），建立进 

入决策阶段的买者流入量和离开决策阶段的买者流出量的模型。 

但是，由于这些流量被视为选择概率，从而这些确定性的流量可 

以被当做个别随机选择行为的平均值。为说明这些确定性模型的 

假设条件，我们经常做这种微观方面的随机性的解释。在随机排 

队模型的文献中，我们的方法有时被称为“流动近似法”。③

② 我们感谢L.G.马特森，是他最先提出这个观点。

我们暂不考虑这里描述的“买者”是企业，非营利机构，还是家庭的问题。在 

举例说明时通常把它说成家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解释只限于这个范围。 

③例如，见克雷洛克（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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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采购程序

多少重复一下第四章和第七章已经说过的内容，并给予进一 

步规定之后，我们将专注于我们感觉有某些真实生活的成分而分 

析上又容易处理的特殊程序。在图A-1中我们用框图来说明采购 

过程。图A-1与图4-1至4-3有关；它把前面这几个图形的特点综 

合起来。

我们伴随一位i类买者去进行采购。他从标有开始的圆框出 

发。

他的第一个决策问题是：他应该购买我们的市场模型中交易 

的商品G,还是相反，应该购买另一个市场上交易的（在我们的 

模型范围之外）替代品H（或一个复合体H）?我们假定影响买者 

决策的收入和其他因素是给定的，并且不随时间变化。在这个决 

策阶段，唯一考虑的信号是价格，即里学勺将P=Pg/Ph。
我们用q（P）表示买者的初始购卖面面：这是P的一个非递 

增（通常是递减）函数。给定相公宿自百；ai（P）是决定搜寻商品 

G而不是H的i类买者的份额。在微观的意义上，ARP）可解释 

为买者最初选择商品G而不选择商品H的概率。

这个附录中描述的模型在这点上偏离了第四章和第七章给出 

的公式。这里，不把初始需求看做给定的，而把它作为相对价格 

的函数。这同本书其他各章的议题相一致。在第十四章中我们已 

经表明，作为买者的企业可能对投入价格比例做出反应，尽管在 

短缺经济中这种反应相当德鑫并且不很强烈。而在第十八章中我 

们提出，作为买者的家庭对消费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反应是相 

当强烈的。由于包括了相对价格某些可能的影响，我们实际上提 

高了模型的一般性。在没有这种影响的情况下，函数九（P）是常 

数，即对于某常数九，Âi（P）=Âi0

注意形容词“初始的”。它表明脑（P）代表买者出发去采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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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l采购程序

最初的购买意图——在碰到短缺现象以后，这个意图会受到修 

正。

我们的买者来到一个销售点。那里正在排队。这个买者要考 

虑是否加入排队。我们假定只有预期的排队时间W这一个因素影 

响他的决策。W越大，买者越不愿意排队："A(W)表示排队倾 

响。这意味着想购买商品G的i类买者中的一部分，％(W.)麻加 

入排队，而其余部分不愿意排队。

我们暂时假定买者属于第一部分并加入排队。他在队中等待, 

直到买到东西再回家。假设一段时间过去了，他又要购买一个单 

位的商品G或H,整个过程就又重新开始。我们将不讨论需求更 

新的原因。不管怎样，我们假定在时间t由G得到满足的买春总 

数中有九41部分在无穷小时距(t, t+dt)中，会产生对另一单 

位G或H的需求。出于技术上简便的考虑，假定乙e与时间t 

无关。在微观的意义上,这个假定是指作为随机变量的满足时间， 

即从买者得到一单位商品G到需要更新这个商品的时距，被认为 

是随机变量。这个随机变量服从平均值为1/l的指数概率分布。 

九被叫做(得到G以后的)需求更新率，1"í则称为平均由G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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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的时间。
'莪而威在转到程序的另一分支，转到害怕长时间排队的买者。 

他有不同的选择。他可能坚持要买商品G,但推迟作出是否加入 

排队的决定。在确实存在一个“有形”队列的情形下，这可能是合 

理的行动。④我们用两个属性描述买者行为。第一，存在一个争 

行便回，用0í表示；第二，有一段等待时间。在那段时间过去2 

后；宾者又回过来重新考虑是否加入排队。这里我们作出一个类 

似于对得到G的买者作出的那种假定，即在无穷小的时距（t, t + 

dt）内，正在等待的i组买者总数的一个部分PHt将转而重新考 

虑参加排队。在用微观的意义上，等待时间是服从指数分布的随 

机变量，其平均值为l/^i0我们称Wi为重新考虑率。把1/g叫 

做平均等待时间。
'本床入正应又不推迟购买决策的人可以有另一种选择，就是 

用商品H代替商品G。我们称此为强制替代。有一些人（i类顾客 
的一部分他们只是常福g翁H的相对价格作出自 

愿营住。但现在在他们之外,又有了一些不自愿的实行替代的人； 

委布向巴（P）表示强制替代倾向。（象初始购买倾向一样,我们假 

定强制替代倾向只取决争相需价格。）

第三种选择是既不买G,也不买H,而仅仅持有货币。这可 

以称为由短缺引起的强制储蓄。⑤

注意到所有这些选择，我们对目前这个说明性模型作极端简 

化的处理。我们排除短缺引起强制储蓄的可能性并做出如下假定。 

如果买者既不愿意马上为购买G而排队，也不愿意推迟作出决定， 

那么他一定愿意接受强制替代并购买H。商品H是随时可得的。 

对我们的假定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商品H代表除商品“G以外

④在“名义上”排队的情形下，这不是合理的选择。例如，在买者拿到序号之后 

就可以回家，等到号再来的情形下，就是这样。

⑤ 第一种选择，消极等待，即推迟决定是否排队买G,也可以意味着覃子强制 

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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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合商品。即使在最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商店里也总有莘亭本 

西。不管怎样,大多数买者总是愿意买点什么的。在短缺经•济・中； 

前买者的大部分决策来说，这是相当现实的假定。⑥我们的假定 

用关系式oi+M = l表示。为简化符号，我们只用出表示，而等 

待倾向用（1一%）表示。

在购买商品H〈由于自愿的或强制的选择）的情况下，买者同 

得到商品G时一样，会经历一段类似的满足时间。我们特别假定， 

在无穷小时距（t, t + dt）内，所有由H得到满足的i类买者的一 

部分％idt,会产生对另一单位G或H的需要。我们把心称为 

（得到H以后的）需求更新率，把l"i称为平均由H得到满足的 

时间。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循环的终点。

A-4买者态度

总结一下，我们用下面这些函数和参数来表示学营春摩的特 

征：

九（P）=在相对价格为P时的初始购买倾向；

%（W） =在排队时间为W时的排队倾向；

%（P）=在相对价格为P时的强制替代倾向；

（1 一出（P））=在相对价格为P时的等待倾向；

九，九 =（取得g后和取得H后），各自的需求更新率；

Pi =重新考虑率。

上列函数和参数描述i组买者的态度。应当指出，作为向量 

的态度，只由相对价格P和排队时间W这两个“信号》所规定。此 

外，我们已经把买者对这两类信号的考虑，分散在采购程序中先 

后相继的不同决策点上。这样，一旦接受了价格，买者就只考虑

⑥见18。4至180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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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队时间而不管价格。(我们可以同时考虑价格和排队时间,这种 

分析并没有技术上的困难。)

我们现在可以把该模型同通常的市场模型做一个简短的比 

较。象已经提到的那样，我们在这个程序的第一步骤是按照传统 

的描述进行的——需求函数取决于相对价格。通常的模型到此为 

止，它暗中假定这已经充分表示买者的意图。如果他想在卖者要 

求的价格下购买一定量的商品，他一定能买到。在节学短缺的情 
况下，同样的假定是站不住脚的，从而对买者行为自寤绘不能在 

这里停止。在第一步，即决定了初始需求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 

在短缺经济中，因为考虑到最初的决策和以后的修正，在不同可 

能之间选择等等，购买只能被描述成为一个时间过程。因此，必 

须把加入排队、等待和接受强制替代这样几个决策点引入模型。

A-5买者的状态变量

在任何确定的时间t,每个买者恰好起着四种作用之一。我 

们在模型中用以下四个状态变量来表示起着不同作用的买者数：
yíi(t) = t时正在排•队•的"类买者数,简称排队的买者；

yzi(t) =先前已经得到一单位商品G,在t时还不准备重新 

去采购的i类买者数；简称由G得到满足的买者；

y3i(t) =先前已经得到一单位商品H, .定；前京东灌番童新 

去采购的i类买者数；简称由H得到满足的买者.
yq(t)=先前已经推迟了加入排队的康曜，•龙i病定言港备 

重新考虑做出决策的i类买者数;简称等待的买者。

yii(t) + y2i(t)+y3i(t)+y4i(t)=ni, i = l,.......,k, t'O。

y；(t) =〉：y； j(t) j = l,2,3,4, tNO。
i = 1

在以下分析中所有上述变量不被当作整数而被当作实数。在 

任何时间 tNO,向量(yii(t), .......,yik(t), y2i(t),........,y2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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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n(t),……,y3k(t), y“(t),……,将被称为t时买者 

总体的状态。反之，任何适用于所有i的能满足yii+y2i+y3i + 

ym 的非负实向量(yh，y 12,  , y,k)被称为买者总体的一 

个可行状态。

A-6供给率和实际接待流量

我们现在来描述卖者。在现在这个模型的关系中，我们用供 

给率代表供给，用实际接待流量代表交换。

我们用S来表示卖者的供给率。这是单位时间能够接待的最 

大买者数。就商店而言，S取决于期初存货和对商店的供货。就 

生产企业而言，S取决于期初存货和生产能力。我们不考虑存货， 

并假定S不随时间变化，由外部给定。

由于排队长度yi在这里看作是连续变量，理所当然可以让实 

际接待流量，即单位时间接待的实际买者数，当y」＞0时，等异 

时，等于零。换句话说，只要有排队就有充分的接 

待，没有排队也就没有接待。(受到接待的人被包括在队列中)。 

但是，在实际接待流量(r)和排队长度(yí)之间的这种“转换规 

则》,在yí=0时具有非连续性。在对买者系统进行动态分析时， 

这种非连续性会在技术上造成困难。因而我们用连续关系和有限 

的自变量来代替这种非连续关系。更严格地说，我们首先根据以 

下方程使实际接待流量(r)取决于排队长度(yí)：

r(yi(t)) = shaCy/t)) (A-l)

这里ha是一个连续函数。它在〔0, 3〕区间由0递增到1, 

在+8〕区间恒等于1 o这里称为"修匀系数》的参数3,被假 

定为一个很小的正常数。在以后的分析中，我们让。趋于零，从 

而使连续关系式(A-1)接近于最初非连续的“转换规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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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排队

所有买者和卖者的活动是彼此独立的，但是有一个例外，排 

队使经济系统中的彼此独立的当事人发生联系。

在排队倾向％(W)(i = l, 2,……，k)中，排队时间W作为 

自变量出现，这并不意味着可能的买者必须恰当地看出W,而只 

表示他们的总合行为是W的函数。我们来考虑一下没有特殊照顾 

情况下的排队，因而大家完全依先后次序受到接待。这形成了下 

述关系：

W(t)=%(t)/s (A-2)

应当指出，这个方程也可用于排成若干队列购买商品G的情形的 

近似。如果有许多队列的话，新到的买者总是选择排队时间最短的 

队，于是各队的排队时间将趋于一致，因而方程(A.2)适用于排 

队总体。

队列由各组买者的成员组成。一般地说，这些组可能或多或 

少在队列中很好地混合在一起。然而，为分析的方便，我们假定 

它们被均勾的混合在一起。我们用rkt)表示t时已经受到接待 

的i类买者的流出量：

í Ht〉),如果 y,<t)>0
r,(t)= y«〉 (A-3)

I 0, 如果 yi(t)= 0

换句话说,我们假定受到接待的i类买者从排队中的流出量, 

同这类买者在排队的所有买者中所占的份额成比例。对买者总体 

的初始或过渡状态来说，这大概确实是一个粗略的近似(例如,来 

自同一组的买者也许排队时站在所有其他买者前面)。不过，在静 

止状态中，假定个人行为是彼此独立的，上述均匀性假定就是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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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⑦一是指对i类买者的实际接待流量，（i = l, 2,……， 

k）, r = r1+r24------Fr*。

有了对排队的讨论，我们就完成了（A・2至A・7）对模型制度 

因素和微观经济因素的描述。现在我们着手以比较形式化的方式 

来概述这个模型。

A-8对模型的概述：外生参数和函数

假定下述拳学是外生给定的实数：S, P,九，心，九，（i = 
1, 2,……，k）o' R+表示非负实数集，〔0, D表示单位闭区间。

函数％, Ai, vi, hs〈i = l, 2, ....... , k）假定是外生给定的，它

们在R +有定义，在〔0, 1〕区间取值。

有关外生参数和函数的假定如下。（注意这些函数的假定的 

性质在R +的整个定义域内成立。）

A1.参数S,九,孙和A（i = l, 2,……,k）全部为正。对 

所有i,有孙〉心。参数P为非负值。

A2.函数％ （i = l, 2, ....... , k）是非递增的，并有％ （0）=

I和连续性的一阶导数01。

A3.函数九（i = l, 2,……，k）是非递增和连续的，并有 

1 im% i （P） =0。
P f 8

A4.函数%（i = l, 2,……,k）是非递减和连续的。如果对 

某个i和P,有3（P）=0,那么，出（P）>0。

A5.函数h3（3>0固定）在〔0,区间是递增的。此外， 

对每个yN。，ha有二阶导数并满足ho,（o） =0, h3（y） = l。

⑦从逻辑的观点看，假定（A-3）有一点问题，即在多于一组买者的情形下，它 

可能同（A-2）严格按顺序排队的说明相冲突。可以对（A-2）作另外一种与 

（A-3）相吻合的解释，即随机地抽出排队者并给以接待。假定被抽出的机会 

均等并且平均接待一个买者的时间为1/s,那末，方程（A-2）给出了预期的排 

队时间，而方程（A-3）给出不同组买者的平均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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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对这些假定作几点解释。⑧第一，在A1中我们假定由H得到 

满足的平均时间（1/七）大于平均等待时间（1/p1。就是说，我们 

考虑的是等待时间短于消费时间的情况。

第二，在A・4中我们假定，如果相对价格如此之高，以致买 

者初始购买倾向为零;若此刻这些买者正处在采购程序中“是否 

替代比等待好"这个决策阶段的话，那么他们必有正的强制替代 

倾向（见图A-1）。

第三，需要对修匀系数h.作点说明。在随后的分析中，我们 

首先对有确定的s> 0情况下的任意修匀系数除得出结果,然后 

让3向零递减,并求出这种极限情形的结果（这一结果不同于”= 

0的情形）。

A-9对模型的概述：动态关系

如上所述，我们将用（非线性）常微分方程组来描述总体状态

变量 yii(t), y2i (t), y3i (t), i — 1, 2, ....... , k,随时

间的动态展开，这个方程组如下所列：(i = l, 2,……k)

yii =储 ％(w)(Viy2i + %。31)+ ^i(w)^iy4I T|, (A-4)

Ï2i = ft -riy2i, <A-5)

y3i =C1 -Aj +^1^1(1 -。i(w))〕O[y2] + X jYsi)

+ í(1 - iÏ4i -X|y8|, (A-6)

y4i=ÂI(l~/xi)(l-iD i(w))(7!y2I + X ty3i)

+ (11(1- %(w))%y4i -WiLi。 (A-7)

这里所有状态变量以及实际接待流量和排队时间，都是时间 

的函数，yii=yii（t）,余此类推。实际接待流量已在方程（AT） 

和（A-3）中定义，排队时间W在方程（A-2）中定义。九和出是

⑧ 如果yíVy2,意味着Zyi）Vé（y2）（0rí）至0依）3那么函数3递增（非递 

减）,如果意味着「d）>力d）（a（yí）M3（yD）,则说仍是递减的（非 

递增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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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P)和/ (P)的缩写，相对价格P是常数。符号“ •»表示对时 

间求导，ÿ = dy(t)/dt0注意时间导数的和为零，即％i+% + 

%+如=0,这反映每组中买者数都是常数这个假定。此外，状 

态变量不能取负值,对任何可行状态ri i〈对某个j和i有％ i = 

0),根据方程(A-4)和(A-7),我们有力í三0。因此，对tNO 

的任何时刻，微分方程组的解是有界的。假定一阶导数限和h4 

连续,对tN 0的所有时刻,微分方程组的解存在并且是唯一的。⑨ 

微分方程组(A-4)-(A-7)是对A・3节中个别采购行为描述 

的总体公式。这种对应可以通过比较说明微分方程组作用的图 

7-1和说明采购程序的图A-1,加以研究。

A-10市场的正常状态：存在和唯一性

如果买者总体不随时间变化,即对所有i全部时间导数为零: 

% =%=5 =均=0 (这个微分方程组是自主存在的)，那么, 

用状态变量yh，y3i, y"G = l, 2,……，k)描述的这个买 

者总体就被称为处于前4中本。下面首先表明总存在着唯一的静 
止状态。进而在ATI带房二加买者的特例表明，在排队倾向函数 

相当适度的条件下，这种静止状态也是稳定的。

命题1.对任何满足假定(A-D-(A-5)的一组参数和函数, 

存在着唯一的静止状态。⑩

我们现在来细致斫究一下，当修匀系数接近零时，对静止状 

态有什么影响。由上述命题可以得出两个推论。它们表明排队接 

近某一正值还是零，取决于给定的一组参数和函数。

令 D = 4 ' i * i 几 i ( P )n i / a _o\

⑨ 见黑尔(1969)第三章定理3・1。

⑩简要证明见A・17节q详细证明见科尔内一韦布尔(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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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Â((P) 
y i y i

+「"1(史+一4.!①_(1 - 4 ,(P))1
L %, 」

丁焉厂 2,…，k〉 <A-9)

(0<Ai(w)< + co)o 此夕卜，4^ yiT(w), y2T(tó),y3?((o)fny4?(w), 

i = l, 2, -, k,表示对应于3>o的任意固定的修匀系数的静 

止状态变量值。

推论1・1如果S<D,那末,Hm yj(0)=yj,这里yj〉oo此外，yj 
0fo

是方程

争_____ 4 i(P)n,______ =.
> =.SA,(y/S〉+ 4|(P)yi

的唯一解。 (A-10)

令湾=湾(赤/储。对有Q(P)>0和4>0的买者组i , 

有

Y1T = 1 im yj(s)= 
3—0

储(P)%*山 
SA©*/S) +储(P)yJ

y# =1 im *3=答*
g->o 』yi

ys* = 1 im
S—0

y3：(s)=[忆(P)(力-1)+1 -Â,(P)]

(A-ll)

(A-12)

X S yj
Ât(P)X, y：

yj = 1 im y/«) = (1 - 〃 i (P) 
3->0

(A-13)

(A-14)

对一组有加(P)= 0和(或)消=0的买者í ,我们有y/= 

y2f = 0,而ys" yj可以直接从静止条件中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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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1・2如果5上口，那么, 

2,……,k有

y/ = 1 im yiî(W) =0, 
3—0

limy?(W)= 0,并且对 i = l, 
3—0

(A-15)

yné = 1 im yzf(3)=--------- 三J 'p)口.'----
y 1 0_>o 肛储(p)+ y,(i-4,(p»

<A-16)

y3T = limys*(W) 
®->o

y,(l -A,(P))n, 
X1ÂI(P)+71(1-Â1(P))

(A-17)

y4*=limy4*(W)=0 
®t0 (A-l 8)

这样，在极限上，当我们令修匀系数。趋近零时，我们可以 

区别出两种不同静止状态。对满足不等式SVD的一组参数和函 

数，对应的静止状态逼近一种有排队的状态（方＞0）;而对满足 

相反的不等式SND的一组参数和函数，对应的静止状态逼近一 

种没有排队的状态。这两类极限状态在AT3至A・16将进一步加以 

研究。但是，为使这种研究有意义，我们必须先证明对较小的正 

修匀系数值，静止状态是稳定的。

A-11市场的正常状态：稳定性

这里只考虑一组买者的特例；因而k=l,下标i可以省略。 

此外，当在这种情况下讲到稳定性时，我们指的是渐近稳定性。 

直观地说，如果当给系统的状态空间一个小干扰使5日高。上状 

态时，这个系统能够逐渐（就时间而言）返回静止状态，就说这个 

静止状态是渐近稳定的。因而，渐近稳定性是局部特征，只表明 

经济系统在静止状态的邻域如何运动。更确切地说，我们使用了 

常微分方程渐近稳定性（标准）定义⑪。

上节已经表明，如果SVD,那么，当修匀系数s趋于零时,

⑪例如，见黑尔（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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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式3)趋于一个正值，如果SZD,则方3)趋于零。因此，稳 

定性分析可划分为两种情形。对SVD,稳定性的充分条件是排 

队倾向函数P对所有正排队时间是“平滑的"。对相反的情形S N 

D,在排队时间为零那一点上P是“平坦的”则是充分条件。

命题2.考虑一个只由一组(k=l)组成的买者总体，并假定 

Â(P)>0o

(a)设S VD。如果Aí-A5的假设条件成立,并且对每个W> 

0,排队倾向函数r有二阶导数限，那么，就存在一个£>0,使 

静止状态对每个修匀系数0e(0, e)渐近稳定。

(b)设SND。如果AlA,的假设条件成立，并且排队倾向 

函数，在某个区间(0, 6)上恒等于1。那么，对每个修匀系数se 

(0, S 6),静止状态是渐近稳定的。

上面已经提到，上述命题没有告诉我们经济系统对使之偏离 

静止状态的大的干扰作何反应。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得出有关 

经济系统总体行为的一般性结果。不过对等待的可能性被排除的 

特例，可以证明，静止状态确系总体稳定，即在受到任意大的干 

扰之后，系统能回到静止状态。

命题3.考虑由没有等待可能性的一组买者组成的总体，即 

k=l, Z(P)>0, 4(P) = 1, Y,(0) = 0。如果Ai—A,的假设条件 

被满足，那么系统就能从任何初始状态逐渐收敛于自己的静止状 

态。

为补充有关一个买者组(k= D特例在分析上的稳定性研究， 

我们对有两个买者组(k=2)的情况已经进行了一些数值上的计 

算机模拟。虽然我们的模拟研究不够广泛，我们还是能够说，所 

有已经进行的这些模拟，表明该经济系统具有总体稳定性。典型 

模拟结果表示在图A-2中(见AT8)。在模拟的基础上，我们作出 

以下推测：

至少对两组买者(k = 2)的情形来说，有相当广泛的一类外 

生参数和函数能满足假定Ar-A”与此对应的静止状态是总体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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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

A-12对正常状态的解释

当y”=y#,  ，y“=K3 i = i, 2,  , K时，经济系 

统处于它的正常状态。有必要对"正常"一词作些解释。（更详细 

的讨论见7・7•节・）一

在对模型作经验的描述性说明时，正常值的含义是状态变量 

的期间平均数。因此我们的模型只适用于描绘静止状态时的市场。 

但丧后的推测是：这些结果能够一般地推广到供给、交换和消费 

随时间变化（如递增）的各经济系统。（例如，可以考虑新的潜在买 

者“转移到"商品G市场的情形。）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重新定 

义正常状态的概念，这一概念就变为一个具有相对意义的术语。 

（对所有t和每个i, j,有y3（t）/ní（t）=常数）在以后的说明中， 

我们就在这个一般化的意义上使用术语"正常状态»。我们的静止 

状态模型只是它的一个特例。

对一种有意义的解释而言，两个形式上不同的问题——存在 

和稳定性——完全是相互联系的。把任何期间平均数叫做“正常 

值”，只是同义反复。确实，正是反馈机制的运行才使期间平均数 

成为"正常值》, 一旦经济系统偏禽定扁在态，反馈机制能保证它 

"恢复正常"。在我们的简单模型中，引导反馈机制的信号是排队 

时间W。

除了存在和稳定性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关于静止状态的唯一 

些命题，这并不必然包含在正常状态概念的含义中。在其他梅迪 

市间，我们的唯一性命题归因于模型的确定性结构。在随机的环 

境中，当前的确定性模型（唯一）静止状态必须用经济系统状态的 

（唯一）平稳概率分布来取代。

最后，再做一点说明。如本书其他部分所说，任何正常状态 

能够自我再生，自我维持，只是因为它被这个经济系统的成员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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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为正常状态。排队，尽管有可利用的财源却推迟购买，强制替 
在二金座显买者在用货币支付正常价格之外付出的社会成本。 

所以，加入排队、进行强制替代、等待购买的倾向，即函数外， 

心，（1一%），分别表示买者为得到期望的产品愿意付出这些非财 

务成本的程度。它们表示市场上存在的情况已经成为惯例，并且 

为社会所接受。

A-13函数和参数的变化

我们现在转向研究在0一 0时的极限情形中的正常状态， 

这样，状态变量在推论1T和1・2中就被给定。我们在AT3至AT6 

节将比较对应于满足假定Aí一 As的不同组参数和函数的正常状态 

的各种存量和流量。虽然我们讨论的是一个动态模型，但对经济 

系统的不同正常状态的比较会导致类似于通常的比较静态分析的 

结果。

首先，方程（A・8）中关键的参数值D必须进一步加以说明。根 

据推论1・1和1・2,这个量是消除排队的最小供给率。这就是说，如 
果供给率s低于这个数，那•么•在•正•常•状•态'下•存•在•排队，如果S等 

于或超过D,则正常状态下不存在排队。注意，D只取决于相对 

价格P,初始购买倾向函数九，需要更新率看和发，买者组的规 

模n”而同排队倾向外,强制替代倾向心,重新考虑率九，当然还 

与供给率S无关。因而D反映与价格和需求更新率有关的买者态 

度。由于D的这种作用，把它同需求概念相联系是自然的。对任 

何不存在排队的正常状态，（单位时间）进入销售点的买者流量正 

好是D,参见推论1・2。因而，对描述买者态度和行为的任何给定 

的一组参数和函数来说,如果经济系统处于没有排队的正常状态， 

D的数量是在单位时间内这个买者总体对商品G提出的潜在需 

求。（D的数量一般不同于存在排队的特殊正常状态下的潜在要 

求流量。由如果不必排队，就要求得到G的买者构成的后一个流 

量，可以由推论1T中的方程来计算。）

299



在考虑了D的数量含义以后，我们现在回到正常状态对供给 

率、相对价格和买者态度的某些分量的依赖性的研究。在这种研 

究中，正常状态有许多方面需要考虑。对正常状态的一个自然的 

描述，不过是买者在“排队”，“由G得到满足》，“由H得到满足"， 

“等待”这四种可能状态上的分布，这已经由状态变量的正常值本 

身加以规定。不过作为对这些数量的补充，还应当考虑如果不排 

队也愿买商品G的买者流量(图A-1中，在排队前，我们想到是： 

进入最后决策点的流量)。这个流量一般分成三个次流量：一个加 

入排队，另一个进行强制替代，第三个等待。在正常状态下，这 

些次流量代表以下潜在的i类顾客的流量份额(i = l, 2,…,k)：

a* = (排队) (A-19)

= 〈强制替代) <A-20)

= — (等待) (A-21)

流量的这种划分可以视为买者面临短缺时，对非财务成本的 

选择，即是否花时间排队，买较少偏好的商品或不进行购买。在 

“非短缺情况”下，SND,我们有W* = 0并且对所有i,有明 = 1, 

*=*=0。但在"短缺情况下，SVD,因而W*>0,并且所有 

份额都可能是正值。关于强制替代，这样做大概是有益的：不仅 

了解流量额d*i = l, 2,…，k),而且弄清存量额，即在所有进 

行替代的买者中接受强制替代者的数量。对一个任意正常状态， 

把第i组买者的这个份额表示为Rf(i = l, 2,…，k)0利用推论 

1・1和1・2中的方程，我们得到下述表达式：

R* 储(P)“ WP)(1-%(W*D)
1 - M1(P)(1-P1(W*) + (1-Á|(P»Í>1(W*)

i = l, 2, ........k (A-22)

如果分子为零，则RF定义为零。我们特别看到，在“非短缺情况》 

下，W* = 0,因而，对所有i,有Rf = O。

对正常状态一切方面作仔细的研究，至少可以说是会占用过 

多的篇幅。但既然所有状态变量和指标的正常值或多或少都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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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正常排队时间w*有关，我们在下述分析中就可以集中在这个 

主要特征上，这并不会在很大的程度有损于对问题的全面分析。

在推论1T和1・2中，通过恒等式W*=y//S,决定了正常排 

队时间W*。为方便起见，我们这里重述这个结果。令函数K：R+ 

—R+由下式定义：

K(W〉= M ° (A-??)

推论1・3.如果SVD,那末，W*>0,并且W*是方程 

K(W)=S的唯一解。如果SND,那么W* = 0。

A-14对供给率的依赖性

接下来，我们研究正常排队时间w*如何依赖于供给率s,假 

定所有其他参数和函数固定不变(特别是D为常数)。我们把对应 

于较低供给率的正常排队时间同对应于较高供给率的正常排队时 

间加以比较。人们凭直觉就可以预期，在供给率较高的情况下， 

排队时间较短。实际上正是这种情况，这直接产生于函数K的单 

调性。

结论1.正常排队时间W*是供给率S的连续函数。对Se(O, 

D),它的数值为正并且递减；而对SND,它恒等于零。

需要对正常排队时间X*作一点说明。初看起来人们可能以 

为上述定性分析的结果对正常排队长度也成立，即更高的供给率 

导致更短的排队。但是，在当前的模型中，我们已经假定是排队 

时间而不是排队人数，影响潜在顾客的排队倾向。因此，在关于 

排队倾向函数相当合理的假定下，正常排队长度可以用非单调方 

式同供给率相联系。例如，假使可接受的排队时间存在有限的上 

限，或更严格地说，假使存在一个有限的W。，对所有i有巴(W。) 

=0,就会出现上述情况。

结论2.正常排队长度y：是供给率S的连续函数。对S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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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它数值为正，而对SND,则恒等于零。如果在可接受的排队I 

时间上存在有限的上限，那么，limyi*=O。
s-*o

因而，由于k*是S的正数值的和连续的函数，(当Se(O, 

D)时)它不能在整个(0, D)区间单调减少。排队长度对供给率 

依赖性的典型例子表示在图A-3中(见A・18节)。

总之，较高的供给率导致较短的排队时间，但未必是更短的 
时°

A-15对价格的依赖性

我们现在研究正常状态如何依赖于相对价格P,假定所有其 

他参数和函数固定不变(特别是s为常数)。不过在研究正常状态 

变量以前，我们应该先考察一下潜在需求D。由方程(A-8)中的 

定义不难证明D是P的连续非递增函数，当P趋于无穷大时，D 

趋于零。特别是，由于S为正，这意味着存在一个有限的P。，以 

致对每个PVP。有D(P)>S,对每个P NP。则有D(P)/S 

(P0 = 0是可能的)。根据推论1T和1・2,这引出关于正常状态下排 

队存在或不存在的下述结果。

结论3.对任何固定的供给率和描述买者态度的一组参数和 

函数，存在着一个消除排队的最低价格，即一个有限的相对价格 

Po,能满足

PVP。今 Yj*>0,

PNPo 今 Yi* = 0。

就是说，总是存在一个相对价格，高到使对应的正常状态没 

有排队。无论这种正常状态看上去多么诱人，应当指出，虽然价 

格高出P。就不存在排队，但从接待人数上看情况并不更好。由推 

论1T和1・2不难证明，正常实际接待流量r*满足方程r*=min 

(S, D)o因而，作为相对价格P的函数，在价格区间(0, Po), 

正常实际接待流量恒等于S ,而在价格区间(P0 + 8),它随D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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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下降。

由于消除排队的最小价格P。使潜在需求D等于供给能力S , 

可以把它视为瓦尔拉斯市场供求相等价格。这个价格在本模型的 

确定性结构中显雇二庙；蜃奎宾在条在元变，低于这个价格总有 

排队，高于这个价格则没有排队。

我们现在来考虑，如果一个较低的相对价格被提高的话，正 

常排队时间会有什么变化。人们会直觉地预期，相应于较高价格 

的正常排队时间不长于相应于较低价格的正常排队时间。根据本 

模型，这种关系的确成立。

结论4.正常排队时间W*是相对价格P的连续函数。对区间 

(0, P。)内的价格，它具有正数值并且是非递增的，而对价格P 

NP。，则恒等于零。

总之，较高的相对价格决不引致更长的正常排队时间，并且 

总存在一个痛宗麻葱,高应庙舟丘山出丘哀志应看集成；

A-16对排队倾向和强制替代倾向的依赖性

前两节我们研究了正常状态如何依赖于诸如相对价格和供给 

率之类的“市场控制变量工我们现在研究正常状态如何依赖于买 

者态度的几个分量。

我们首先假定所有其他参数和函数不变，来考察正常排队时 

间对买者排队倾向的依赖。令外, 啊,…，Pk和乙, %，…，qk表 

示两组可供选择的排队倾向函数。如果当所有W>0时，对每个 

i有％(W)N%(W),并且对某个i有化(W)>%(W),那么就说这 

组函数〔必〕覆盖另一组函数〔%〕。

结论5.假定S<D并且一组排队倾向函数〔外〕覆盖另一组 

排队倾向函数〔%〕。那么，对应于第一组的正常排队时间超过对 

应于第二组的正常排队时间。

换句话说，较高的排队倾向产生伴有较长排队时间的正常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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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⑫

下面我们假定所有其它参数和函数不变（特别是相对价格不 

变），来考虑正常排队时间对买者强制替代倾向的依赖性。设〔出〕 

和〔％〕是两组可供选择的强制替代倾向函数。

结论6.假定对所有PNO一组强制替代倾向函数〔例〕都覆 

盖另一组这样的函数〔vj,那么，对任何不变的相对价格P,对 

应于〔收〕的正常排队时间少于或等于对应于〔%〕的正常排队时 

间。

换句话说，较高的强制替代倾向决不会导致较长的正常排队 

即口
••结论5和6有助于证实A・12节末尾所做的论述。状态变量族 

依赖于各组买者的态度。在短缺引起的各种非财务成本之间也有 
革种“对换关系》。我们把•排•队：尊待•和•强•制•替・代•看板这.种•成・本í 

嘉位6支血亍二种这样的对换关系。买者如果更愿意接受强制替 

代，他就能缩短排队时间。一般地说，要减少一种非财务成本而 

不增加其他这类成本，只能靠改变最后的决定因素，即一方面变 

动消费结构和自愿替代型式和（或）另一方面变动供给率和价格。

作为最后的说明，我们指出在“市场控制变量"S和P以及买 

者态度方面的变化，一般会对不同组的买者产生不同影响。例如， 

相对价格的提高会使对价格更敏感的买者组实行强制替代，而其 

他对价格不敏感的买者组并不改变消费型式,却会缩短排队时间。 

一个买者组强制替代倾向的提高还会给其它组造成缩短排队时间 

的有利影响。

这样，除了文献中深入研究过的货市收入的分配问题之外， 

我们在史指由亍豆二量量》亩；也毒岛余麻。在妥施*星元南居

⑫也许这是不言自明的。不过我们还是想提醒读者注意因果关系的方向。排队 

倾向可以是买者的一个决策变量，而排队时间却是个别决策的综合结果，因 

此它对每个人是给定的。现实短缺状况取决于买者的容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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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组之间的分配。

A-17关于命题的证明

脚注⑩已经提到,详细的证明可以在我们更早的论著中找到。 

以下对几个命题和结论作些不完整的说明。

命题1。静止状态意味着方程Fa(Yí)=l,这里

p(Y、一小________4力__________
「爪丫/一含 Ai(y/S)Sh0J(y) + Aiy °

按照假定Aí-A” Fa是连续的和(严格)递减的，同时Fa(O) 

=+8和Fo>(n)<l,因而方程F„,(yD = l在区间(0, n)有唯一根 

以*(3)。

命题2。在静止状态中，微分方程组是被线性化的。⑬

命题3。可以用(y" é)相位平面的几何分析得出结果。

结论2。对SVD, y*是方程Hs (y) = 1的根，这里H, (yD 

表示公式(ATO)的左方。从有限上限W。这一假定，对每个yN 

SW。必然有Hs(y)= 0,从而当S-0时，y/-*。。

结论4。单调性结果的充分条件是，对每个固定的W>0, 

数量K (W)不随P增加。对ARW)/九(P)的价格依赖性的研究给 

出这个条件。

A-18计算机模拟说明

在下面的图A-2和图A-3中的模拟中，使用下述参数值和函 

数：k = 2； m = n2 = 50； ?i= h 力=0.5； X2= b /】=

2；巾2 = 3。

⑬ 见黑尔(1969)第二章推论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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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2 (ym ysD相位平面上的典型轨迹

1 — (%―3)' yV ”
h (i) (yD =■ ( W = 1 )

.1 心。

1 WVWi/2；
0.(W)= kd-W/Wi) We(Wi/2, Wi)

0 w^wio

在图A-2中，yí是排队的买者总数，yl是进行强制替代的买 

者总数。小圆圈代表静止状态；所有轨迹收敛于这点。这个模拟 

的数值规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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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30, %i = 0.95, 4? = 0.90, % = 0.5, “z = 0.25, W】=l, 
Wz = 2。

图Ad由于供给率连续、突然增长所引起 

排队长度的典型反应

在图A-3中，我们给出排队长度ya)对供给率S(t)持续增长 

反应的典型图示。图中t表示时间，小圆圈表示连续的正常排队长 

度。这个模拟的数值规定是

4i=0.95, Ai=0.82, “i = 0.40,内=0.22, W, = 0.5, 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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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附录B：强制替代、存货和 

摩擦之间的相互关系

（合著者：A •西蒙诺维茨）

B-1卖者的预测误差

在本附录中将用数学在更一般的条件下探讨8・3和8・4节讨论 

的模型。我们假设附录B的读者已经熟悉第八章的内容，因而对 

那里引进的概念我们直接使用，不再给予定义和解释。

我们在本节考察8.3节分析过的问题。

首先简单概述假定。

假定1.买者朝筠霞来向量d=（d"…，dm）是既定的。它的 

各分量的总和是D 。

假定2.卖者对买者初始需求dpad作出迪娜并准确了解D。

预测误差结构向量6是常数，但预测误差的大小é可变：

d-d» …=助 （B-1）

为使说明简化，我们把误差按递减（非增）排序：

biNbz三……NK〉。三……三b. （B-2）

相应地，卖者低估了对第一组K个产品的初始需求，并正确 

估计或高估了其余的。

为突出经济含义，我们这样选取b,以使它的正元素之和等于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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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bj = 1 （H-S）
i = i

这样£表示低估数值的总和。这个变量将被看作预测误差指 

标。

假定3。产品i的卖者存货同有关的需求预测成比例，但不大 

于总需求：

fs + zay’、4>o 如果（i+/Ddye°<D
s, = （B-4）

Id, 如果（i+AMye-^D。

假定4。买者愿意接受强制替代。购买变量y满足下述条 

件：

yi=Sí,如果dí>Sí（短缺商品） （B-5）

SINy,Nda如果diMSK非短缺商品）

y = D。 （B-6）

可以看到，由于假定3,假定4能被满足。以下将说明强制 

曾住事n,这里

我们把强制替代率表示为低估量的总和和存货参数的函数。

对于给定的d, 6, 8和4, 和s是唯一的，从而〃也是唯一的：

W〈ebL 刈（B-8） 
〃--------------------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令不人在允许值的集合内变动。①由于 

在eVD/b” i = l,…，k为条件，也WD,所以dy“d的下限是g, 

上限是①一附）。

显然，当且仅当bi> 0和d?“d为最小,即当df“d = 6时，（由一

① 注意这里应用了不同8T节使用的模型。在8・1节，dP r c d的每个要素都假定 

等于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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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l强制替代率、产品存量和卖者 

预期误差之间的关系

4dL)+有最大值。因为4是各项(取一 adLD+之和(撇开睡数 
D),所以只有当每一项都为最大值时，〃才有单大值。我们用S表 

示4的最大值并称之为强制替代率的最大值，才由以下公式求出：

a 2 (£b[ - Zö) + 
〃 =---- -------------- (B-9)

九是产品i存货参数的临界值，它和最小需求预测(即dy”d 
=6)一起定序宿底看卖#M语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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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oDi
A ! = ~y~> 1 = 1» ........ , K。 (B-iO)

根据先前的假定

41三入2 三……NZ k>0 = A K+1     Am (B~l 1 )

很明显，对〔九，简_J, (4o = D/6-D

a e 2 bll — Z5( i — 1 )
”一——ö--------- , (B-12)

公式(B-12)在图(B-D中作了说明，那里k = 5。图8-2表明 

了当有两种产品，并且卖者对其中一种的需要估计偏低(即m = 2, 

k=l )时的特征。

B-2买者的动摇不定

下述分析同8・4节有关。上一节述及的假定1 , 3和4依然有 

效，而对假定2将作一点修改。对需求预测不准，不单纯是卖者 

的无知，也同买者的动摇有关。

必须引入两个新假定。

假定5。需求是一个随机变量。为简化分析，我们假定需求 

的随机部分(即需求与平均值之差)属于一定的分布族。更准确 

一说，令/i为平均值等于零的随机向量，那么

d = J + rh (B-13)

就给出需求的数值。标量「NO称为到号争擎。

假定6。人的分布是连续的。

在假定5和6的基础上我们来修改上节的假定2。

假定2'。卖者准确地知道需求的平均值,但不知道需求本身， 

甚至不知道h的分布。dp…=上

当分析问题时，我们知道人的分布,于是也知道强制替代率的 

分布。我们用分位数。⑺即概率为t的强制替代率的可靠值,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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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强制替代的指标。由于7的分布也是连续的，故。⑺完全可以由 

方程PUV#"））=%确定。这一点由以下公式表明

S Oh i — Ad i ） +
”-LzJ------- -------------- （B-I4）

当o>0时，n是y的递增函数和4的递减函数。上述结论对和g也 

成立，只要小">>0。（当然，在y=0的情况下，y的减少或4的增 

加，不减少也不可能减少7⑺。）图B-2说明了这种关系。

我们举例来说明推理过程。假设市场上只有两种广品并且需 

求分布是财的。为简单起见，我们还假定两者由立岛庙相等， 

d, = d2=D/20因为dí和dz都是非负的，所以都位于区间〔0, D〕内。 

令hí为C-D/2, 0/2〕区间上具有均匀分布的随机变量。那么di和 

也都是以下区间上具有均匀分布的随机变量：

[号D；婴D], 0V』。

根据给定的假定，就两种产品而言，至多可能有一种产品短 

缺。由于对称性的假定，短缺的分布对两者等同。因而只要考察 

第一种产品是短缺品％>0的情况就足够了。

”VX的概率是比率

（XD+纽）传 D。

（分子中xD与小于X的正短缺相关，而（4/2）D同零短缺相 

关。分母（y/2）D表示所有％>0的情形。）

由于事件7Nx的概率是（1—7T）,并且这个事件对％>0和加

V0可以同等地出现，故

xD+ （」/2）D 1 - n —
（〃2）D = 1 - -2~~ （BT5）

整理我们的方程并用〃⑺代替X,就得到下述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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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V 强制替代率、产品存货量和 

买者动摇不定的关系

产4士1产一令］ （B-16）

图8-3表示了公式（BT6）中的关系。

注意，当九=1, V=1时，有

犯后一缸 （BT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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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对照表

Acceptance Constraint 可接受的约 

束

Adjustment 调节

Instan taneous adjust ment 瞬时 

调节

Long-term adjust ment 长期调节

Short-term adjust ment 短期调节

Administrative price 管理价格

Aggregate excess demand 总量过度 

需求

Aggregation, aggregates 总量，总计

Allocation schemes 分配方式 

Allocation by auction, Walrasian 

auction scheme用拍卖方式分配 

瓦尔拉斯拍卖方式

Almost-insatiable demand 几乎不可 

满足的需求

Aspiration level 渴望水平

Asymmetry不对称

Attitude 态度

Buyer's attitude 买者态度

Seller% attitude 卖者态度

Bankruptcy, loss, failure 破产、亏 

损、倒闭

Behavioral regularity, behavioral 

rules行为规律性，行为规则

Black market,grey market 黑市， 

灰市

Budget constraint 预算约束 

Effectivity af budget constraint 

预算约束的有效性

Hard budget constraint 硬预算约束

Hardness of budget constraint 预算 

约束硬度

Soft budget constraint 软预算约束

Softness of budget constraint 预算 

约束软度

Buyer's market 买方市场

Capitalism资本主义

Capitalist economy资本主义经济

Capitalist system资本主义制度

Capitalist firm 资本主义企业

Modern capitalism 现代资本主义

Post-keynesian Capitalism 后凯恩斯 

资本主义

Classical capitalism 古典资本主 

义

Clower-Barro-Grossman school 克 

洛尔-巴罗-格罗斯曼学派

Complementarity 互补性

Consumer surplus, consumer loss

消费者剩余，消费者损失

Consumpti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消费、家庭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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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控制

Control-according to tolerance 

limit容忍限度控制

Control-by norms正常标准控制

Control-by shortage signals 根据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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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level control 多级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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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 borrowing 信贷，借入

Cycles, cyclical fluctuations, busi

ness cycle周期、周期性波动、商 

业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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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nd需求

Aggregate demand 总量需求

Aggregate excess demand 总量过度 

需求

Almost-insatiable demand 几乎不可 

满足的需求

Fictitious demand 虚假需求 

Notional demand想像的需求 

Initial demand 初始需求 

Revised demand修正过的需求 

Demand constrained market, 需求 

约束型市场

Demand constrained system 需求约 

束型体制

Demand constraint 需求约束

Demand function 需求函数 

Effective price 有效价格 

Effective of constraints 约束的有 

效性

Efforts to win over the seller. 

Corruption争取卖者所作的努力， 

腐化

Employment 就业

Expansion drive 扩张冲动 

Expectation 预期

Export 出口

External slack 外部滞存

Failure 倒闭

Friedman-Hayek school 弗里德曼- 

哈耶克学派

Forced adjustment强制调节，强制 

调整

Forced saving强制储蓄

Forced spending 强制支出

Forced substitution 强制替代

Forced substitution propensity 强制 

替代倾向

Foreign trade, Export, Import 对 

外贸易，出口，进口

Friction 摩擦

Friction indicator 摩擦指标

Friction function, Triple relatio

nship of shortage, slack, and 

friction摩擦函数，短缺、滞存 

和摩擦间的三者关系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一般均 

衡理论

Hard budget constraint 硬预算约束 

Hardness of constraints 约束硬度 

Hoarding tendency 囤积倾向 

Horizontal横向的、水平的 

Horizontal flow of information. 

Horizontal relations. Horizontal 

communication信息横向交流，横向 

关系，横向交流

Import 进口

Inertia 惯性

Inflation通货膨胀

R epressed inflation. Suppressed 

inflation被抑制的通货膨胀，抑 

制型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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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l demand 初始需求

Input stock投入存货

Input combination. Choice of tech

nology 投入组合，工艺选择

Input-output combination. Input

output structure投入一产出组合， 

投入-产出结构

Instantaneous adjustment 瞬时调节

Intensity 强度

Internal slack 内部滞存

Investment 投资

Investment cycles 投资周期

Investment hunger 投资饥渴

Investment tension 投资紧张

Keynesian macroeconomics, Keyn

esian theory凯恩斯宏观经济学， 

凯恩斯理论

Keynesian unemployment 凯恩斯式 

失业

Keynesians, Keynesism 凯恩斯主 

义者，凯恩斯主义

Labor劳动

Labor-reserve 劳动储备 

Labor-shortage 劳动短缺 

Labor-slack劳动滞存

Lag, Delay滞后，延滞

Leontief economy列昂惕夫经济

Long-term adjustment 长期调节

Marshallian马歇尔式

Marshallian-cross马歇尔供求表（供 

求曲线）

Marxists, Marxism, Marxian 马克 

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 

Measurement, Observation 度量、 

观察

Mobilizable slack 可动用滞存

Monetarism, Neoliberalism, Frie

dman-Hayek school, Friedmani- 

tes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弗里 

德曼-哈耶克学派，弗里德曼主义 

者

Money货币

Money incentives. Incentives 货币 

刺激，刺激

Moral incentive 精神刺激

Motivation, Motives, Incentives 动 

力，动机刺激

Multilevel control 多级控制

Neoclassical theory, standard mic

roeconomics 新古典理论，一般微 

观经济学

Neoliberalism新自由主义

Nominal wage名义工资

Nonmobilizable slack 不可动用滞存

Nonprice control. Nonprice adjus

tment 非价格控制，非价格调节

Nonprofit institutions 非营利机构

Norm正常标准

Normal正常的

Normal friction 正常摩擦

Normal shortage 正常短缺

Normal slack正常滞存

Normal state. Normal value 正常 

状态，正常值

Notional, Nominal象征性的，名义 

的

Notional price. Nominal price 象 

征性价格，名义价格

Nominal名义工资

Observation 观察

Order signal. Order signal-control. 

Backlog of unfilled orders 订货 

信号，订货信号控制，未交付订货

Output combination. Output comp

osition 产出组合，产出构成

Output stock产出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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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on rate参加率，参与率 

Paternalism父子关系主义，父爱主 

义

Plan, planning计划，制订计划 

Plan bargaining对计划讨价还价 

Post-Keynesian capitalism 后凯恩 

斯资本主义

Postponement 延期

Potential labor reserve 潜在劳动储 

备

Pressure 挤压

Price价格

Price drift价格漂浮

Price responsiveness 价格反应

Price rises价格提高

Price signal价格信号 

Administrative price 管理价格 

Contract price 契约价格 

Effective price 有效价格 

Pseudoadministrative price 虚假 

管理价格

Walrasian equilibrium price 瓦 

尔拉斯均衡价格

Productive slack生产性滞存

Profit, profitability 盈利，盈利性

Pseudoadministratve price 虚假管 

理价格

Pumping, Leaking 抽吸，渗漏 

Purchasing process 购买过程 

“Putting out the fire” “灭火” 

Quality 质量

Quantity adjustment. Quantity 

signals. Control by quantity sig

nals 数量调节，数量信号，数量 

信号控制

Quantity drive, Quantity attitude 数 

量冲动，数量态度

Queuing,queue 排队

Queuing propensity 排队倾向

Queuing time排队时间

Rationing分配，配给

Real sphere实际领域

Real wage实际工资

Reform, Postreform socialist eco

nomy 改革，改革后的社会主义经 

济

Regularity 规律性

Repressed inflation被抑制的通货膨 

胀，抑制型通货膨胀

Resource-constrained market, Res

ource-constrained system 资源约 

束型市场，资源约束型体制

Resource constraint 资源约束 

Revised demand修正的需求 

Rigidity, Inertia 刚性，惯性 

Role of money. Activity of role 

of money, Passivity of role oi 

money货币作用，积极的货币作 

用，消极的货币作用

Rush突进

Satiation level 满足水平

Saving储蓄

Saving of firm s 企业储蓄 

Household saving 家庭储蓄

Say's principle 萨伊原则

Search搜寻

Search propensity 搜寻倾向

Second economy 第二经济

Seller's market 卖方市场

Siphoning-off effect. Leaking, Pu

mping 虹吸效应，渗漏，抽吸

Shopping algorithm. Shopping proc

ess 采购程序，采购过程

Shortage 短缺

Horizontal shortage 横向短缺 

Shortage indicators 短缺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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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age intensity 短缺强度

Shortage signals 短缺信号

Simultaneous appearance of short- 

tage and slack短缺和滞存同时 

出现

Triple relationship of shortage, 

slack and friction 短缺、滞存 

和摩擦间的三者关系

Vertical shortage 纵向短缺

Short-term adjustment 短期调节

Slack滞存

Slack indicator 滞存指标

Internal and external-slack 内部和 

外部滞存

Labour slack劳动滞存

Mobilizable and nonmobilizable- 

slack可动用和不可动用劳动滞存 

Productive and unproductive slack 

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滞存

Simultaneous appearance of short

age and slack短缺和滞存同时出 

现

Social社会的

Social benefit 社会效益

Social capacity社会生产能力

Social cost社会成本

Social relationship, social condi

tion 社会关系，社会条件

So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rm and state企业和国家间的社 

会关系

Social relationship of buyer and 

seller买者和卖者的社会关系

Social relationship of claimant and 

allocator要求者与分配者间的社 

会关系

Socialist economy. Socialist econ

omic management system 社会主

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休制

Post-reform socialist economy,

post-reform socialist economy 

management system 改革后的社 

会主义经济，改革后的社会主义 

经济管理体制

Tradi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Tradi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management system 传统社会 

主义经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管 

理体制

Soft budget constraint 软预算约束 

Softness of constraints 约束的软度 

Standard microeconomics ―般微观 

经济学

State国家

State budget国家预算

State subsidy subvention, govern

ment subsidy, state grants 国家 

补助，政府补贴，国家拨款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stochastic 

description统计描述，随机描述

Stock存货

Input stock投入存货

Output-stock产出存货

Stock signals, stock-signal control

存货信号，存货信号控制

Submicro-level亚微观层次 

Substitution 替代

Subvention, subsidy 补贴,补助金

Suction 吸纳

Supply function 供给函数

Tautness, Taut planning. Taut uti

lization 紧度，紧计划，紧利用

Technology 工艺

Tolerance limit. Acceptance cons

traint, Control according to tole

rance limit«容忍限度，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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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根据容忍限度的控制

Traditional socialist economy,传统 

社会主义经济

Unemployment 失业

Unemployment on the job 在职失业

Keynesian Unemployment 凯恩斯 

失业

Unproductive slack非生产性滞存

Unspent money未支出货币

Utility theory. Utility function 效 

用论，效用函数

Vectoral measurement 向量度量

Vegetative control 植物性控制

Vertical 纵向

Vertical communication, Vertical

flow of information. Vertical 

relationships纵向交流，信息的纵 

向流动，纵向关系

Vertical shortage 纵向短缺

“Voice”as signal作为信号的“意见”

Voluntary substitution 自愿替代

Wage工资

Wage drift工资浮动，工资漂浮

Nominal Wage名又工资

Real Wage实际工资

Waiting 等待

Waiting propensity 等待倾向

Waiting time等待时间

Walras's law瓦尔拉斯规律

Walrasian瓦尔拉斯式（的）

Walrasian auction瓦尔拉斯式拍卖

Walrasian equilibrium, Walrasian 

nornal state 瓦尔拉斯均衡，瓦

尔拉斯正常状态

Walrasian price瓦尔拉斯价格

Walrasian theory, microeconomecs, 

Walrasian model, general equi

librium theory瓦尔拉斯理论，微 

观经济学，瓦尔拉斯模型，一般均 

衡理论

Welfare function 福利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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