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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一个具有遗产机制的生命周期模型 , 在个人具有不同年龄结构的经济

中,讨论 了社会初始财富分配不平等和生命周期储蓄不平等对加总经济的均衡以及均衡状态

时社会财富水平 !国民产出 !个人消费和储蓄 !资本和商品进出口的影响 "本文还研究了社会

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动态演化过程和均衡时持续性不平等的决定等问题 "本文研究表

明 ,在个人关心后代的有限生命周期模型中, 如果利率水平不太高 ,那么社会初始财富分配不

平等不影响社会均衡以及均衡时的产出水平和不平等程度 , 初时财富不平等也会随着代际的

延续而趋于消失 ,历史性的不平等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是 ,如果利率水平过高 ,则初始不平等

对经济可能具有持续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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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自从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对收人分配不平等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以来 , 收人和财

富分配持续性不平等的产生和影响机制 ,以及持续性不平等的长期动态演化趋势 ,一直是

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最主要问题之一 "现有理论研究表明 ,尽管从静态角度来看 ,不平等的

原因可能有很多种 ,但从长期动态角度来看 ,持续性不平等的原因主要有五种:随机因素

的冲击 !个人能力和偏好的差异 !初始财富的不平等和生命周期储蓄(王弟海和龚六堂 ,

2008 ) "本文主要关注初始财富不平等和生命周期储蓄所造成的不平等 , 以及它们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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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作用对持续性不平等动态演化的影响 "论文主要从理论上研究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 ,

在个人存在年龄差异的生命周期模型中 ,收人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长期演化趋势由什么

决定? 初始财富分配不平等是否影响长期的持续性不平等程度? 第二 ,经济中是否存在

稳定均衡的不平等状态? 如果存在 ,这一稳定均衡状态下的不平等程度受哪些因素影响?

另外 ,论文还讨论了初始财富分配不平等 !个人年龄的差异以及生命周期储蓄等因素 ,对

稳定均衡状态下的社会财富水平 !国民产出水平 !个人储蓄和消费水平 , 以及资本和商品

的进出口量等经济变量的影响 "本文研究表明 ,在利率外生的经济中 ,财富分配不平等是

否具有持续性的影响 ,取决于外生利率同个人对后代的关心程度(占) !个人主观贴现率

(刀) !人口增长率(")以及人均寿命(T) 等参数的关系 "如果利率水平比较低 ,则初始不

平等对经济的产出和不平等没有持续性影响 ,反之则相反 "本文研究还表明 ,一些外生参

数 ,包括外生利率水平(r ) !个人对后代的关心程度(占) !个人主观贴现率(口) !人口增长率

(n) 以及人均寿命(T) 等 ,它们的变化都会引起均衡状态下不平等程度的变化 "其中 , 外

生利率水平(r )和主观贴现率(月)的变化对均衡不平等程度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具体取决

于这一参数位于哪一区间;人口增长率(n) 和人均寿命(T) 的增加会使得均衡不平等程度

增加;对后代关心程度的增加会使得均衡不平等程度减小 "但是 ,劳动产出弹性的变化不

影响均衡不平等程度 "另外 ,分析还表明 ,对于一个利率外生的经济 , 当经济达到均衡状

态时 ,一国可能会存在商品和资本进出口的不平衡 ,而且这种商品和资本进出口的不平衡

会长期持续下去 "因此 ,一个国家可以通过资本输出维持长期的贸易赤字 ,从而出现资本

项目和经常项目双逆差的现象而成为一个食利国;一个国家同样也可能通过不断增加的

商品出口来维持不断增长的外债水平 ,从而出现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双顺差的现象 "

生命周期储蓄能导致持续性不平等的原因是很容易理解的"生命周期理论表明 , 为

了使得个人一生效用最大化 ,个人会按利率减去个人主观贴现率后的指数来平滑他一生

的消费水平 "当社会的利率水平和个人的主观贴现率不相等时 , 个人在不同时期的消费

水平和财富水平会不相同"因此 ,在一个个人存在年龄差异的经济中 , 即使不存在个人能

力和偏好的差异以及随机因素的冲击 , 由于生命周期储蓄会随着年龄变化 ,个人财富水平

也会随着年龄的不同而不同 ,从而个人通过利息收人和劳动收人所获得的总收人水平也

会存在差异 "所以 ,社会中个人年龄的差异肯定会导致财富分配 (从而至少导致资本收

人分配 )的持续性不平等 "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了生命周期储蓄会带来收人和财富分配

的不平等 ,在有限生命假设下 ,研究个人生命周期储蓄对财富分配持续性不平等的影响一

直是不平等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有关生命周期理论对持续性不平等的影响的早期文献

主要有M eade (1966) !A,kinson(1971) !oulton (1976) !Blinder(1973). !Flemm i飞(1979) !
D avies & Shorm eks (1978) !肠itner (1979a , 1979b) !D avies(1981 ) !Tom es(1981)等 "这

些研究都表明 ,生命周期储蓄能解释横截面数据中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很大一部分 ,因此 ,

它是持续性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 ,尽管生命周期理论对不平等具有重要的影响 ,

实证分析却表明 ,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很大部分都无法单纯地通过生命周期理论模型得到

解释 "特别是 ,如果不考虑遗产机制的代际联系 ,生命周期理论模型无法解释财富分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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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财富阶段的长尾(upper tailofthe weal th distri bution)现象 "而 De Nard i (2004 )的研究

也表明,引人遗产机制后通过生命周期产生的储蓄分布图同现实数据更加吻合 "遗憾的

是 ,以上这些理论都只是在静态的框架内单纯地讨论生命周期储蓄对不平等的影响 ,它们

都没有考虑遗产机制或其他代际联系机制对收人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影响 "因此 ,在生

命周期理论中,通过考虑遗产和其他代际联系机制来进一步解释持续性不平等的产生 ,这

是这一理论发展的必然趋势 "同以上这些在研究生命周期理论对不平等影响的文献相

比 ,本文不但考虑生命周期储蓄对不平等的影响 ,而且还考虑了遗产机制对不平等的影响

以及它对不平等动态演化的影响 "

另外 ,就不平等的动态演化方面的研究来说 ,现有文献研究已经表明 ,在新古典模型

中 ,个人无限期生命的假设无法保证持续性不平等的收敛性 ,也不能确定初始不平等是否

具有持续性影响(Stiglitz , 1969 ; Caselli & Ventura , 2000 ; Chatterjee , 1994 ; Li et al. 2000 ;

A lvarez一pelaez & D iaz , 2005 ;Go ng & W ang , 2006 ) "但是 ,在个人有限生命假设下 ,显

然 ,如果没有代际联系 ,初始财富不平等和历史性不平等的影响肯定会随着个人寿命的结

束而消失 ,持续性不平等的存在将只会来源于个人能力 !技术和偏好等一些暂时性的差

异 "因此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 ,尽管个人无限生命假定和有限生命假定对加总经济的收

敛性和稳定性没有影响 ,但这两种假设对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收敛性和稳定性却有完全

不同的含义 "为了更好地理解收人和财富分配持续性不平等的原因和动态演化 ,特别是

要考察初始不平等是否具有持续性影响 ,在有限生命周期的假设下,加人代际联系就是必

然的 ,这也更符合经济现实 "另外 ,从理论上讲 ,如果个人是一种关心后代的效用函数 ,那

么代际联系也是必然 ¹ "由此可见 ,从对研究不平等的动态演化方向来看 ,研究具有代际

联系的有限生命周期理论也是现有研究文献的一个必然发展方向 "

在现有文献中 ,个人关心后代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通过对后代进行教育或其他

人力资本投资(B eeker & Tom es, 1979 ; Lo u口, 1981; Tam ura , 199 1; G alor & Tsiddon ,

199 7 ; Fa n , 2003 等) ,另一种是通过遗产机制的形式 "本文主要讨论个人通过遗产机制

所产生的代际联系对持续性不平等的影响 "关于在带遗产机制的生命周期模型中研究生

命周期储蓄和遗产机制对不平等的影响 , 近期文献主要有 Ai yag ari (1994 ) !H ug ge tt

(1996 ) !Go kh滋e et al. (2001) !Krn sell& Sm ith (1997) !Castaneda etal . (2003) !D e N ard i

(2004 )等 "这些文献都是在一般均衡框架中,运用 CG E 模型来模拟当经济位于均衡状态

时 ,外生参数的变化以及不同机制对不平等的影响 "这些研究结果都表明 ,生命周期储蓄

和遗产机制对持续性不平等有着重要影响 "遗憾的是 , 这些文献都是在先验地假设经济

已经处于均衡状态的情况下进行模拟 ,他们没有证明一般均衡框架下生命周期模型中均

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 ,也没有证明在该模型中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收敛性 "其次 ,这

些文献没有分析一些外生参数 ,如初始财富不平等 !资本产出弹性 !个人主观贴现率 !利率

¹ 另一种代际联系是由于个人对死亡时间的不确定从而会在死后留下意外的遗产而产生 "但很多利用 CEG

模型的研究都表明 ,可能自愿性遗产行为下模拟结果同现实数据更吻合(Al to nji & vi u an ue va , 200 2 ;De N ard i, 25x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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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资等 ,它们的变化如何通过影响生命周期储蓄来影响社会财富和收人分配不平等及

其动态演化 "此外 ,更重要的是 ,如果从长期的动态过程中来看 ,遗产机制是否是持续性

不平等的重要原因? 遗产机制是加剧还是削弱初始不平等的影响? 对于理解遗产机制在

经济中的作用而言 ,这些问题都是经济学者非常关心的问题 "但是 ,对于以上那些只分析

均衡状态下不平等程度决定的研究文献来说 ,这些问题都无法讨论 "同这些文献相比 ,本

文通过一个带有遗产机制的生命周期模型 ,不但分析了加总经济和收人分配不平等的均

衡状态的存在性和稳定性问题 ,还具体分析了遗产机制和生命周期储蓄如何对加总经济

和收人分配不平等的影响 ,初始财富不平等是否会通过遗产机制产生持续性的影响 , 以及

一些外生参数如何影响均衡状态下的不平等程度等问题 "
论文以下的结构安排是 ,第二部分给出本文的主要假设 ,并建立了本文分析的基本模

型;第三部分在利率外生情况下研究了加总经济存在稳定均衡状态的条件和均衡状态的

收敛性问题 ,并讨论了经济达到均衡状态时人均资本 !人均产出 !人均消费 , 以及商品和资

本进出口的决定问题;第四部分研究了收人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收敛性问题 ,并讨论了外

生参数对均衡状态下持续性不平等的影响;第五部分是本文的主要结论 , 同时也对本文模

型的缺陷以及本文可能存在的拓展进行了讨论 "

二 !模型和假设: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

本文考虑一个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小国开放经济 ,其国内利率由世界利率水平外生

决定 ¹ "由于劳动力的流动总是相对比较困难 , 因此 , 本文假设劳动力不能在国内外流

动 ,所以工资由国内经济内生决定 "还假设经济中存在无数个家庭 , 每个家庭都由一个经

济个体组成 "每个经济个体可以存活 T 期 , T 期之后他们将死亡并退出经济 , 同时还产生

一定数量的新的经济个体 ,每个新的个体都各自组成一个新的家庭 "经济中还存在着无

数的厂商 ,厂商在给定的利率水平下 ,通过最大化利润来决定其所雇佣的劳动量和资本

量 "商品市场 !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

(一)整个社会人口结构的构成

整个社会人 口的结构及其变化状况如下:假设每个人只存活 T 时间 ,社会上所有人

的年龄都位于 1o , T了之间 "假设人口的增长率为 n ,且 o 时刻年龄为 T 的人口数量为 L0 ,

年龄为 :( , 蕊 T )的人口数量为 L0 洲r一-, ,所以 "时刻整个社会的总人口数为 L( 0) =

呵:二"严一dh "在任意!时刻,年龄为:的人口数为丫 ,年龄为-(, !:)的人口数
为L0en(T+卜一,整个社会的人口总数为:(!卜L"一共="en(r一dh "另外,为简化分析,不失

¹ 王弟海(200 9) 分析了利率内生情况下的情形 ,除了市场均衡状况不同和利率的决定比这复杂外 ,其他基本结

论同利率外生的情况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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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 ,0 时刻年龄为 T 的人口L"被标准化为 l"
(二) 生产画数和工资水平的决定

假设厂商的生产函数为

Y 二AK -一/扩 (1)

其中Y 表示总产出 ,K 表示总资本 ,L 表示劳动力 ,A 表示技术水平 , , 表示劳动产出

弹性 ,A 和 "都被假设为固定参数 "根据方程(1) ,可得到集约形式的生产函数为:

, 二资= 0(普).一9= 0-1一
(2 )

其中少表示人均产出 ,k 表示人均资本存量 "假设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是完全竞

争市场 ,则厂商利润最大化行为会使得:

d下 , - ! ., _" d y

r 二节 二 又l 一口夕A左一, a 二一万.二 a y
a 抓 a 乙

(3)

其中:表示利率水平 ,a 表示工资水平 "由于假设利率水平外生决定 , 因此 ,通过方

程(2 )和(3) 可知 ,利率水平和工资水平在所有的时期内都是固定不变的 "

(三) 消费者行为

假设经济中每个个体除了年龄和初始财富可能不同之外 ,其他方面都相同 "假设 3

时刻出生的人其初始财富是 谬(O) ¹,个人每一时刻都无弹性地提供一单位劳动力 , 他在

h 年龄时刻的消费为 "/(h) "因此 ,个人的预算约束方程(即个人财富积累方程)为:

甲 (h) = 甲(h) : + a 一cs( h) ,0 < h < T (4 )

其中字母上面带一点表示该字母所表示变量的增量 "如 甲(h) 表示 S 时刻出生的

人在 h 年龄阶段的财富增量 ,或者说表示 S时刻出生的人在 h 十!时刻的储蓄水平 "

假设个人都关心后代 ,因此个人一生的效用水平取决于他每一期的消费水平和他留

给后代的财富 "不失一般性 ,假设消费者的瞬时效用函数为 Inc º ,且他留给后代的财富

水平以& 一气n w (乃 进人他的效用函数 "其中参数月代表个人主观贴现率 ,占代表个人对

后代的关心程度 "个人的优化行为就是在给定 甲(0) 和预算约束方程(4 )下 , 通过选择

一生的消费路径来最大化其一生效用水平 ,即

¹ 在本文以下部分 ,对于表示个人的经济变量字母 ,用其上脚标 S表示个人出生的时间 ,下脚标 t表示经济变量

的日历时刻 ,括号内的h 表示个体的年龄"由于5十h =t ,所以,对出生时刻 s !个人年龄h 和日历时刻 t, 只需要其中的

两个就可以确定第三个 "以下将根据需要写出其中的两个"

º 由于在对数效用函数下 ,个人的跨期替代弹性等于 1 ,利率变化对个人消费的收人效应和替代效应正好相互

抵消 ,所以 ,对数效用函数的假设意味着本文没有考虑利率变动对个人消费路径和财富积累 ,以及社会财富分配不平

等动态演化的影响"另外 , 由于对数效用函数也意味着风险规避系数为1 ,所以这意味着本文没有考虑个人风险偏好

对个人消费和财富积累以及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影响 ,也没有分析个人风险态度的变化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的

影响 "不过 , 由于本论文假设利率外生 ,且没有不确定性存在 ,所以 ,除了外生利率变动对稳定不平等程度的影响可能

会受到效用函数形式的影响外.本文中这一特殊效用函数形式的假设对论文中有关加总经济的收敛性和财富分配不

平等等大部分结论没有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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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T _

思汁,}"/谁-n/(/)/-+ /一/.Inw(T)
通过求解优化问题可得

!,声JJ!2!,了七J-U,I了了-!了古-!吸了子!

-(人) = "-(o ) "(r一口)h ,o < 人< T

根据财富积累方程有

_ f , rh . (r节)h l , 5f n !介 八 , 1 ! 汗 八 I n ! rh .- _ ! L = - 石 一 - J 勺 ! , /

伴 又几) = W 又U ) e + L已/ . 一 1 )一 一 )
r 户

横截性条件要求

由方程(6) 和(7) 可得

护 (T) 二占e -(0 )e(r书)r

占e .(0 ) "币T = 甲(o ) + 兰(l 一"一T)
(1 一"节T)"-(0 )

月

所以 ", (0 )
= [二(")+旦(1一"一)1/{""节r+粤(1一"节#)1 (8)r JI - p

由此 ,个人在年龄 h 时所拥有的财富水平为:

矛(!! = 甲(o)f兰i趟二里竺立里竺三里竺二竺1+兰[(e法_ l卜0 -一-L 那 + 严 一I J . r l !-

个人留给下一代的总财富水平为:

(1 一e一rT)( "0一"(9币)-

脚 尹 + 1 一e尹
(9 )

二":)二里华擎亡-一~卫鲜毕1牛邵 + (eP . 一1) rL邵 + (eP -一l)j
(10)

三 !一般均衡分析:加总经济均衡状态的存在性 !稳定性和唯一性

(一 )单个家庭财富的动态演化过程

根据方程(10 )有定理 1:

定理 1 假设上代的财富遗产在下代之间平均分配 ,那么 , 当且仅当个人的偏好 !利

率和人口增长率满足条件声 < 甲一了 -一, 不二一一-一, -
[ 气r 一几 ) , 1 !
! 已 一 l 夕

l#(卜星法卫立)(即 n + - ) 石一理一一-~ > r )时 ,该经济中
1

的人均初始财富水平收敛于一个均衡水平 ,这时每个人从其父辈获得一个由(11) 式所决

定的财富水平 ,

W (0 ) = 一 一-卫到二全卫上一) , 0
{,丁1声+(尹, 一1)2一, "一}

(11)

证明:根据假设 ,上代的财富遗产在下代之间平均分配 , 由于一个人在其死亡时可以

产生 "nT 个后代 ,所以根据方程(10 ) ,第 3代出生个人初始财富为 :

甲(0) = 记(o)若. +或艺若- (12 )

进一步推导可得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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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方程(10 )和(12 ) ,一个在 0 时刻有 W (0) 财富的家族 ,其家庭在 t时刻的财富

7责]一,

W (t)

其中

= [w (o)若[寺]+ g 叉 岁j"r(卜[幸]. +鱼("r-卜[幸] .一1共石 r

誉(e巾一[幸]) 一"(r旧)-) (13 )

{丢1是表示不超过令的最大整数"所以,从一个家族来看,其家族内的每个家
L l 8 1

庭所拥有的财富水平呈现周期性变化 ,这种周期性变化的原因根源于生命周期储蓄 "

(二)加总经济的一般均衡状态

在分析一般均衡之前 ,先定义两个关于经济均衡状态的概念:

定义 l 如果经济中每个人在出生时所获得的初始财富的分布不随时间改变 ,那么

就称这个经济处于均衡的财富分布状态 "如果经济从任意一个财富分布状态出发 ,最终

都会收敛于这个均衡的财富分布状态 ,那么我们称这个均衡的财富分布状态是稳定的"

根据定义 1 和定理 ,1 ,可以立即得到以下定理2 :

定理 2 在利率外生的经济中 , 如果个人的偏好 !利率和人 口增长率满足条件那 <

, i - (沪T 一l !\
(沪了一l) _ 一 一/ !1 . 邵 , ! _~ ", !, * 一一 , _一 " r,_一 "- 一

一是不一二扮 (或者 n + 一二一下霖巴一 > r ) ,则整个社会存在一个唯一的均衡的财富
(矛卜叼. 一l) /一 曰一 T 一 0 . ,刁一 # #一~ 月-一 , 卜 ~ 一 ~ ~ ~ ~

分布状态 ,这时整个经济中每个人的初始财富水平由方程(11) 决定 "并且 , 这一均衡的

财富分布状态是稳定的 "

证明:根据定理 l可知 ,在利率外生的经济中 ,如果个人的偏好 !利率和人口增长率满

足条件娜 <
(沪r 一1)

( e (卜n)T 一 l )

l#(1十左望是妾卫)(或者 n + -二一一丁理 - 二 > r ) , 当每个人的初始财富水平都
1

等于 丽(0 ) 时 ,则整个经济中的财富分布状态将保持不变 "因此 ,这是一个均衡的财富分

配状态 "同时 , 由于当且仅当每个人的财富水平等于 丽(0 ) ,个人出生的初始财富水平才

会保持不变 ,所以这一均衡财富分布状态也是唯一的"其次 , 定理 1 还表明 ,在 那 <

(沪了一l)

( e (-一n)T 一 l )

l#(卜左斗碧)(或者 n + 一二一, = 巴一 > 厂)的条件下 ,无论经济中初始时刻的财富水
1

平如何 ,经济中每个人的初始财富水平都会收敛到 丽(O) ,因此 ,整个都会收敛到一种所

有个人的初始财富水平都等于丽(0) 的状态 "这一均衡的财富分布状态也是稳定的 "
定义2 如果一个经济处于均衡的财富分布状态 , 并且在个人优化行为和厂商利润

最大化行为下 ,每一时刻的工资水平 !人均资本 !人均财富水平和人均产出水平都不随时

间变化;同时 ,整个资本市场 !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品市场都达到均衡 ,就称这个经济处于动

态一般均衡状态 ,简称均衡状态 "如果经济从任意财富分布状态出发 ,最后都收敛到这一

动态一般均衡状态 ,则称这一动态一般均衡状态是稳定的动态一般均衡状态 "

当国内商品市场 !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达到均衡时 ,该经济处于一般均衡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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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国内利率外生 ,国内的财富可能大于或小于本国的资本需求 , 因此 , 国内可能会

出现资本的输出或输人和商品的进出口"下面分析市场达到动态一般均衡状态的条件 "

(l) 劳动力市场的均衡

由于厂商利润最大化决定了国内对人均资本存量应该满足 r 二(1 一, )A k一/ ,所以 ,

! ,J尹!!.产

4q勺
-1.,1..2!!J矛-.!!

在任意时刻 , 国内人均资本存量为 k 二

国内的人均产量为 y =

!

{"二区2些1万
- r J

, r(l 一, )A l含一-八l ) l
- r J

-时刻整个社会的劳动力总供给为Ls = 且二"e0-.一h.dh ,根据厂商利润最大化条件,劳

- _ ._ _ " 叮又 __ _ , ! ,_ 二 , _ , . _.动力总需求 为 厂 = 一 , 所 以 , 劳动力币 场均衡杀件 为 , y/ a - 二 J.i 二"已一/.dh =
a t

(ent一.)/n "同时 ,根据方程(2) 和 (15 ) ,任意时刻的工资水平都为

, r(l 一")通1告一, (16 )

(2) 商品市场的均衡

由方程(5) 可知 ,在任意t时刻 ,整个社会中年龄为h 的消费者其消费量为 "-一/(h) =

己 /(0 )"-r一人,所以整个社会 t时刻的总消费需求为:

C,D = 丁JL(卜 h)e-一人(h)dh 二e心了Je-一h(0)e-卜0一口,人dh (17)

投资需求为尸 二天,假设商品的国外需求即商品净出口为 d ,所以t时刻的社会总

需求为

Yt0二C-0#:0#C/=一丁:一/(0)一 /// #K:#C!/
(18)

时刻社会商品的总供给为

玖/二x= 0K!.一厅[丁:一 //
(19 )

所以商品市场均衡条件为:

e,f= 注天, .一e住-0[了J"一九0己九]丁一e /-丁Je-一-(o)e-r一0一口,人dh一K: (20)
(3) 资本市场的均衡

经济中资本的总供给应等于所有个人财富的总和 "t时刻社会中年龄为 h 的人的财

富总量为

巩(/,-(卜/, =#0/一-.{甲一-(0,(溉洽群竺)#令[(一-)
了1 _ 一rT ! , _成 _(r节 )- ! ,

生8 二些 2些 二些 2 1
0 " ~甲 了 . 1 ~甲 资 l
声天尤 甲 1 一 七

时刻整个社会总财富(国内资本供给总量)为:

K -s= 丁J砚(h)L(卜 h)dh = 丁Je //一人, 俄(人)就
经过整理有 :

n凡- = n{e 0-[俄 (o ) 一俄(r) "一/T]} + 矶 一TC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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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 +
n{e /-[俄(o ) 一砒(了)"一0T]}

fr "-卜, .#!!
y , 一 c: (21 -)

J 0

方程(2 1) 是以总量形式表示的财富积累方程 , (21 -)是以人均形式表示的财富积累

方程 "以人均形式表示的财富积累方程为例 ,这一方程的经济含义是:(21 -)的右边表示

人均储蓄水平 , 即人均财富水平的增加 犷 "从整个经济来看 ,人均储蓄表现为两部分 ,第

一部分用于使新增人口达到原有人均财富水平(即左边第一项) ,第二部分用于增加所有
个人的人均初始财富(即左边的第二项) ,它相当于人均财富水平的增加 "方程(21 -)表

示人均储蓄或用于为新增人口添加财富水平 , 或用于增加人均初始财富 "因此 , 方程

(21 -)类似于so lo m 模型中的人均资本积累方程 "由方程(21) 得到资本的总供给为:

e瓜[ 详 (O ) 一W. (T !e一T] e瓜(一_ "一T) e心( 1 _ , 一(n甲一)T)
r = ) + a (t) 一 一e"(r) ) (22 )

(n 一r) 一! . n戈n 一r) 0 . 又n +月一r)(n 一r)

当经济处于均衡财富分布状态时 ,根据定理 1和方程(11) ,

W -(0 ) = W =
re /r[声 + (沪, -

止卫一 一二( V i
1)]曰娜 已.

5明占(er-一l) " (0 , + ao )) (11 .

再根据方程 (10 )和(11 .)有 ,

w.(o卜 w.(T)"一子= w.(o卜 "一!皿迎 2竺卫 ! 卫 / 生纽 1= oL那 十(尹 一1) 哪 十(耐 I一r) 8

当经济处于均衡财富分布状态时 ,根据以上结果和方程(22 ) ,资本总供给为:

,)一护h一+

衅 = 一nr)卿 共[口二三业
又几 一 厂) L 几

门 _召T 了 1 一rT !
P g 戈1 一 c /

r(那 一邵 "-了一吵r

/ 一 , 一(n +尹一r)T ! ,

兴共李丁一丁兰} (23)
气n + 户 一r) 8

人均资本存量为 k 二

l

}二共塑}万,所以,经济中对资本的总需求为:

小畴n(t一dh二[I牛旦巡}告
1 一 e一nT

n
(24 )

资本市场达到均衡时国内资本市场的资本输人(对外负债)为 B 二砂 一r ,经过整

理可得 ,

尽 二
耐 丁(l一e一rT)(l一"一-0甲一r)T) _(l一"一/T)(:+na 一n)

[那(l一e-卜-.)T) +严 一l](n +月一r)

I

1畔!子塑}万
已

(n 一r)(l 一a )

另外 ,当经济处于均衡财富分布状态时 ,根据方程(20 )和(21) 有 :

e ,f= 矶一TC , 一n凡D = nK , . + rB , 一n(K厂+ B:) = (r一n)B -

(25 )

(26 )

所以 ,商品的出(进)口正好用于支付经过人口增长率调整后的对国外资本输人(出)

的利息 "根据以上分析有定理 3 :

(e(r--m
定理 3 当利率外生时 ,如果均衡的利率水平满足邵 <

(了 - 一l)

,则经济中存在

一个稳定的动态一般均衡状态 "经济位于动态均衡状态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经济中的工
资水平 !人均产出 !人均资本 !个人出生时的人均消费水平 !初始财富水平以及资本输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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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商品进出口量由下列方程组决定:

"=叫旦书丛}含一.(27二);!二阵母旦丛}含(27#b);, 二,[塑于且
(27.e)

_ _ (n 甲 )仆 了 -

: C n = 伴 .一- - t 二
, u o , ,

O e

(27.d) ; W =
{e /Tr[声 + (沪T 一l)] 一哪 erT}

(27.e)

B : =

[声(l 一e(卜/)r) + 沪T 一l 8(n + 口一r) 丝三架尸竺卫
l

8砰气旦鱼丝}万

万一手下 , 工(27.f)!几 一 r j 又i 一 任 / ;可二(r一n)B (27.9)"

证明:由于声 <
(沪T 一l)

( e (卜几)T 一 l) ,根据定理 2 ,所以 ,整个经济一定收敛到一个唯一的均

衡财富分布状态 ,且此时每个人的初始财富水平由方程(27 .e)决定 "下面证明满足方程

组(28 )经济是一个稳定的动态一般均衡状态 "首先 ,厂商利润最大化一定使得当且仅当

(27 .a)和(27 .b) 成立时 , 劳动市场达到均衡 "而方程(27 .9)保证了资本市场均衡 ,

(27.") !(27 , d) !(27.e) !(27.f)和(27.9)则保证了商品市场一定处于均衡状态 "另外 ,

由于个人的初始财富水平不会随时间变化 ,所以这种状态会一直保持着 "即这个状态是

一个动态一般均衡状态 "同时 ,初始财富的收敛性保证了它也是稳定的 "关于方程组

(27 )是稳定动态一般均衡的必要条件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到证明"

当经济处于动态稳定均衡状态时 , 由方程(21) 可知 , 国内财富存量积累方程为 nKt .

= 矶一TC -二风 ."它表明国内财富的增长率正好等于人口增长率, 同时也表明社会的人

., _ , _ . _ ,_ 一_ _ _ , , !_ !._ _ , _ .!.,_ _二 r_ ",~ _ 一 !, S (尺 ! . _均财富水平保持不变 "另外 ,通过变形可以得到一国的储蓄率为 !二杀 二n份异) "由于
一-0-~ /一. r一/ .一口/ / 0 一一一 -一 -.一0 -一- 卜一.一-.~ ~ 0 -一 Y 一玖 -目~ -

本文模型中不存在技术进步 ,所以n 就是经济增长率 "因此 ,一国的储蓄率在均衡状态时

等于经济增长率乘以财富 一收人比 ,这正是 M odigliani( 1986 )的结果 "但是 M odigl iani

(19 86 )的结果是在没有国际贸易的经济中假设经济处于稳定状态下得出的;这里的分析

表明 ,即使是在存在国际贸易的情况下 , 当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 ,M ed isl ian i(19 86 )储蓄率

的决定方程仍然成立 "

定理 3 对重新理解在利率外生的情况下 , 一国的对外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之间的关

系有着重要含义 "首先 ,在利率是外生的情况下 , 如果从一国的供给和需求来看 ,一国国

内的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不一定会处于均衡状态 ,这就是说 ,可能会存在持续的商品贸易

顺(逆)差和资本进出口逆(顺 )差 "定理 3 中的方程(27 .f) 和(27 .9)也给出了国际资本

流动量的决定以及它同国际贸易进出口的关系 "具体来说 ,如果

T 一l)(n + 月一r) > ( < )0
)一沪(l 一"一nT)(; + n, 一n )

(声 一声e(-一0)r +

同时如果还有 ; > n ,则根据方程(25 )有 B > ( < )O ,因此 ,存在着资本输人 (出)和资

本项 目的顺(逆 )差 ,再根据方程(26) 可知 d > ( < )o ,这时存在着商品的出(进 )口和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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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顺(逆)差 "这是一种贸易顺(逆)差和资本项目顺(逆)差共存的 /双 0顺(逆)差局面 "

同理 ,如果还这时; < n ,则根据方程(25 )有 B < ( > )0 ,因此 ,存在着资本输出(人) ,再根

据方程(26) 可知 d < ( > )0 ,这时则存在着商品的进(出)口 ,这是一种资本项 目逆(顺)

和贸易顺(逆)差同时存在的情况 ¹ "

从经济直觉上说 ,在 : > n 且 B 大于O 的情况下 ,该经济之所以会出现贸易顺差和资

本项目顺差共存的 /双 0顺差现象,是因为:在该经济中, 如果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存在资本

输人 ,则该经济必须对国外支付利息收入 ,因此必须有商品出口量一rB ;同时, 由于该国的

人口也在增长 ,为了保持平衡增长路径上的人均债务水平不变 ,该国总的外债务平应该增

加 一nB ,因而该国还必须要进口一nB 的商品 "因此 ,该国总的商品出口量应该等于(n -

r)B > 0 "当r < n 时 , 由于人口增加所带来的债务水平增加小于支付给国外的利息 ,所
以 ,资本出口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商品的进口"同理 ,可以理解 B 小于 O 的情况 "总之 ,一

国在经济处于动态一般均衡状态时 ,资本和商品的进出口状况取决于外生利率水平和该

经济中技术状况(, ) !个人对后代的偏好(占) !主观贴现率(刀) !人口增长率(n) 以及人均

寿命(T) 之间的关系"一个国家可以通过资本输出而维持一个长期的贸易赤字 ,从而出

现一种资本项目和对外贸易双逆差的现象而成为一个食利国;一个国家同样也可能通过

不断增加的商品出口来维持一个不断增长的外债水平 ,从而出现一种资本项 目和对外贸

易 /双 0顺差的现象 "

其次 ,因为在均衡时国内人均资本存量保持不变 ,所以国内的资本存量增长率也正好

一 _ . _ _ .!, ., 一 二 , _ , !二 . !,一 _, _ ! _ , , .!* , , 一 , _ , _ 一 _ . _ , ! ., ~ B等于人口增长率"由此 , 国内资本进(出)口的增长率也正好等于人口增长 , 即若 二
.J 子/ !一 -目护!一 " ~ ~ . 卜刁-J夕! . 一 ! -月z 0 曰砂~ 一 . ~ 一 , .J / ! . -一曰 F一. 一, B

(分 一分)
二""在本模型中 ,资本项目余额表现为对外债务的增加 , 即Kf 二一户= 一"B

经常项 目余额为商品净出口和资本收益之和 , 即cA 二rB + cj 二nB "所以 ,对本模型而言 ,

对于一个处于人均资本很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当它实行对外开放时 ,由于总会存在资本

进口(即 B 大于0 ) ,所以该国总是会出现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 "反之 ,对于那些

资本极其富有的发达国家而言 ,则更可能会出现经常项 目逆差和资本项目逆差 "

四 !社会财富不平等的演化和财富分配均衡状态下不平等的决定

在本文中 ,社会收人和财富的不平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从方程(13) 中可以看出 ,

一方面 ,每个家庭所在的家族其初始财富不同会带来财富和收人的不平等;另一方面 ,每
个家庭的成员处于不同的年龄阶段也会带来财富和收人的不平等 "下面分别考察由于家

族初始财富的不同(即社会的初始财富的不平等)所造成的不平等和由于生命周期所带

来的不平等 "由于经济在向均衡状态过渡的过程中 ,不平等在各期的变化情况主要取决

¹ 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的人口增长率n 应该理解为劳动力的增长率 ,它同人日的自然增长率是有所不同的"由

于本文中人口增长率就是经济增长率 ,所以在一个具有经济增 长的经济中,这里的n 应该被理解为经济增长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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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个人在出生时刻时财富占有上的不平等 ,所以 ,在讨论不平等的动态演化时 ,将主要分

析初始财富不平等的动态演化 "而当经济达到均衡状态时 , 由于所有人在出生时拥有的

初始财富水平都相同 ,所以这时将主要分析生命周期储蓄所导致的不平等的特征 "

(一) 家族初始财富不平等所导致的各代家庭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动态演化特征

从方程(11) 可以看出 ,从 t时刻到 t+ T 时刻 , 同一年龄的家庭财富的方差和均值的

递推关系为:

:(二(,))二""(二(, 一1))+;=:,一:(二(o))泌牛共井 (28)一!~ !"// 一 一 !, 一/ 0 . 一/ 一0 (l 一夕

Va r(W (J )) = 若, Va r(w (J 一l)) (29 )

其中J 表示从0 时刻开始计算该家庭所处的代际 , 若二
e /T1声 + (沪T 一1) 8 .

岁二

-卿 e 9T(1 一"一rT)
e /Tr[举 + 沪T 一l2 "

如果用人均财富的变差系数的平方表示相对不平等程度 ,则不平等

的递推关系为:

I(W (J)) 二

,(二(,一l))啧措兽;)2{铸}.二-(平(,一,,,了!弩铁于拼}.
I(W (J )) = I(W (0 )) ) 兰上鱼卫担8上 一一1了亡,一1"-二-n ! ! !或旦一二兰兰立!}

龟g - ! , , \ u / / 丁 , 尹 夕J
1 一 -

(30 )

(3 1)

由方程(30 )可知 ,不管外生的利率水平如何 , 由社会初始财富所造成的相对不平等

总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下降的"根据方程(31) ,可得关于不平等动态演化的定理4:

定理4 在利率外生的经济中,财富分配的相对不平等程度总是收敛的 ,并且

O ,扩 若<

,(w(o))[些瞥丝1.,犷 "=L 伴 J (32)

z(w (o))l 互(里(Q工)工
一 L君(w (o ))(若- l) + 菇, ,了 若>

!之l一一

,JW
了J

lim枷

证明:在方程(31) 两边同时对 J取趋向于无穷大时的极限 ,即可以得到方程 (32 ) "

定理 4 表明 , 由初始财富分配不平等所造成的相对不平等总是收敛的 "但是 ,初始财

富分配的不平等是否具有持续性的影响则取决于该经济的各个参数和外生利率之间的关

系 "具体地说 ,随着 若小于 !大于或等于 1 的不同 ,也就是说 , 随着外生利率水平的不同 ,

初始财富的不平等程度对均衡状态时持续性不平等程度的影响会不尽相同 "当若小于 1

时 ,随着时间的推移 ,相对不平等总是不断减小的 ,而且长期个人财富分配的持续性不平

等会趋 向消 失 (变 异 系数趋 于 0 ) "也就是 说 , 如果外 生 的利率 水平 满 足 n +

, r二 (沪T 一1 !1

- - 一下卫二二 > r ,则初始财富的不平等不影响长期的不平等 "如果 若大于或等于
T 一 0 z!J ~ ~ ~ ~ / 子 0 .J 一. 刁y lJ 一 /月曰切 0 .J " 声0 /一 b / ! J ~ !J J

1 ,这时长期的相对不平等仍然是收敛的 "但是 , 同若小于 1 时不同的是 , 首先 ,这时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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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平等会对长期的不平等造成长期影响 ,而且初始的相对不平等程度越大 ,则长期的相

对不平等程度越大 "其次 , 当若等于 1 时 , 由初始财富所导致的不平等的绝对水平(即财

富分配的方差)总是不变 ,而当若大于 1时 , 由初始财富所导致的不平等的绝对水平会不

断增大 "这说明 ,如果外生的利率水平足够低 ,则初始财富的不平等总是会消失的"但

是 ,如果外生的利率水平相对于国内的经济太高 ,那么 ,初始财富的不平等以及一次性财

富的转移所导致的不平等所带来的影响会一直持续下去 ¹ "

(二) 生命周期所导致的家庭财富分配的持续性不平等

当经济达到动态均衡状态时 ,仍用变异系数的平方表示财富的相对不平等:

I(W ) =
V(W )

尸(侧
rT ne 一胭 r w (s ) 12 , , Z r丁 e一nS _ !_ , ! ,

二 l 下二, 一一一二万丁 ! ) ! 出 一 1 = 节万 l 万下一 .一花下丁W 吸S ) W 灭s 少aS 一

J "(l 一e一0. ) L k J k -J "( l 一e一/ -)

护e0T
k2

(33 )

方程(33 )表明 ,相对不平等取决于两个因素:人均财富水平的高低和不同年龄阶段

财富的差异性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人均财富水平越高 ,不同年龄阶段的财富差异

越小 ,则不平等程度也会越小 "由于不平等公式的复杂性 ,无法对动态均衡下财富分配不

平等的具体决定因素进行更详细的比较静态分析 "但是 , 可以进行数值模拟来分析不平

等程度随着各个参数变化的情况 "考虑到各个参数的实际值 , 以下分析主要显示的是各

个参数在 "二0.003 尹= 0.1 !T 二40 !, = 0.6 !A 二1 !占二l !:= 0.12 04 附近的变化情况 º ,而

对于参数取其他数值时的情况 ,我们通过模拟试验发现结果基本相同 "

(l) 利率对不平等的影响

图 1 显示了 n = 0.00 3尹 = 0.1 !T 二40 !, = 0.6 !A 二1 !占二1 时 , 变异系数的平方随利

率水平 ;变化的情况 ,其中0.12 04 是资本进出口为O 时的利率水平 "图 1 表明 , 当利率

水平小于0.0928 和利率大于0.1 时 ,利率水平增加 ,不平等程度上升;当利率位于0.0928

和0.1 之间时 , 利率水平增加 ,不平等程度下降;当利率水平达到0.0928 时 , 以变异系数

表示的不平等程度达到无穷大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利率的变动会从人均财富水平和财

富水平的年龄差异两个方面影响不平等程度 "根据方程(28 )和参数的取值计算可知 ,一

¹ 王弟海(200 9) 分析了利率内生情况下的情形"分析表明 ,在利率内生的情况下 , 七小于 l 总是成立的"因

此 ,在利率内生的经济中,初始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不会具有持续性的影响 "

º 本文选择在这些参数附近考察各参数对不平等的影响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首先 ,按世界银行5世界发展指

标 6,从 1980 年到 19 99 年期间 ,发达国家这段期间的平均人口增长率一般处于0.1% 到0.6% 之间, 所以对于人口增

长率我们选择0.3% 附近"其次,考虑到个人的退休年龄一般都在60 到65 岁之间,如果除去个人的学习时间 ,则个人

一生的工作时间大概为40 一45 年 ,所以,这里为方便起见选取个人工作寿命时间T 二40 "再次 , 由于发达国家的劳动
产出率大概位于0.6 一0.7 之间, 因此 ,这里取 "二0.6 ;对于个人主观贴现率而言 ,一般认为它近似等于折旧率 ,而折

旧率一般为0.1 ,所以取 p = 0. 1;技术水平 A 由于对各参数之间的关系没有影响 ,为了简化 ,把它标准化为 1;另外 ,假

设个人同等程度的关心资本和后代的状况 ,所以选择 6 二l"最后,利率水平选择 r二0.12 04 附近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

原因:第一,这一利率水平正好是各个参数取以上数值时该经济处于封闭状态下的均衡利率(即方程(28 .f) 中使得 B

等于0 的利率水平);第二 ,这一利率水平也很接近美国从20 世纪 50 年代至今一直保持的 10 % 左右的资本回报率

(suvey of C urr ent B usiness, Septemb er200 1, B E A 网站) "当然 ,更重要的是 ,我们发现 , 即使是以上各个参数选取其他

数值 ,除了个别的情况外 ,论文中关于各参数对不平等的影响的绝大多数结论不会变化"因此 ,数值模拟的结果具有

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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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 当利率水平为 0.0928 时 ,该经济中个人的平均财富正好是 0 , 因此这时用变异系数

表示的不平等为无穷大;当利率小于0.0928 时 ,该经济中个人的平均财富水平为负数 ,且

人均财富水平的绝对值随着财富的增加而降低;当利率大于 0.0928 时 ,经济中人均财富

水平为正 ,且人均财富水平随着利率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当利率水平等于0.1 时 ,虽然经

济中人均财富水平仍然为正数 ,但个人的优化行为会使得他在每一时期都保持相同的财

富水平 , 因此财富水平的变异系数正好为 0 "另一方面 , 当利率水平大于0.0928 时 , 随着

利率水平的提高 ,人均财富水平会提高 , 同时按利率减去贴现率来平滑个人一生消费水平

的优化行为使得不同年龄的人的财富水平的差异也在扩大 "并且 , 当利率大于0.1时 ,后

者扩大不平等程度的趋势超过前者, 因而不平等程度会随着利率的增加而增加;而利率位于

0.的28 和0.1之间时 ,前者扩大不平等程度的趋势超过后者 ,因而不平等程度会随着利率的

增加而减小 "同理 ,不难理解当利率小于0.09 28 时不平等程度随利率变化的情况 "
利率同变异系数(C V )之间的关系

(n二0.003 ,p= 0.}, 仃= 0.6 , 6= l ,T 二40 ) 卞观贴现率同变异系数(C V )之问的关系

(n 闯 .田3 ,厂喇2.份以, 了喇2.6, 仁 l,T 二叨)

C V = oo 的渐近线

;(r= 0 .0928)

0.嗯 厂二万 : r
0万5科 0 .06 0 .08

一一C气气沙.一___
- 一一吮叹习习习习

À口a裕大翻嵘86 l
()AU椒彬大睽

0 .09 0 .1 0 . 12 0 . >3 0 .2 0 .29

利率水平(r)

图 1 利率水平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2) 主观贴现率对不平等的影响

图2 显示了 n 二0.003 !T = 40 !, = 0.6 !A 二

0 .的 0 .12 0 .15

卞观贴现率(因

图2 主观贴现率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占二1 !厂二0.12 04 时 , 主观贴现率同不平
等之间的关系 "从图2 中可以看出 ,除了数值不同以外 ,变异系数随主观贴现率的变化情

况同图1 几乎完全对称 "关于主观贴现率对不平等程度变化的影响 ,也主要是通过它对

财富分配的方差和人均财富水平的影响发生作用 "由于主观贴现率对个人消费和储蓄的

影响效果正好同利率的影响效果相反 ,所以 , 主观贴现率对整个经济中的人均财富水平和

财富分配的方差的影响正好同利率的影响相反 "由此 ,不难理解图2 和图 1对称的原因 ,

此处限于篇幅不再详细说明 "

(3 ) 劳动产出弹性对不平等的影响

运用数值模拟发现 ,劳动产出弹性不影响持续性不平等 "根据个人一生财富的公式 ,

不难理解其中的原因 "在利率外生的情况下 ,劳动产出弹性主要是影响工资水平 (即 a) "

均衡时 , 由方程(10 )和(28 .e)可得 :

例 t) = 兰 邵 (e尹T 一l)(e八邵 一e / + "-r币,-嘟 )

(e0沁 +e:T嘟一e /T一降rT)(那 +尹

r 了1 , 一, T \ l _ 付 _ ( r节 )t ! , ,. / 时 . ! ! i 一 七 , ! 盯 一 匕 , 二

~, 石 + l气e 一1) 一-一丁二二蔽升-万一= 蔽一 l佘
一1 ) / 声大笼) - + 1 一e 9 J J

这就表明 , 当劳动产出弹性变化时 ,所有年龄的人的财富水平会同比例上升 ,所以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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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中个体财富的变异系数不受到劳动产出弹性的影响 "也就是说 , 当劳动产出弹性变化

时 ,会使得经济中所有人的财富水平同比例的变化 ,这同价格变化对财富分配的影响相

同 ,所以 ,劳动产出弹性的变化不会引起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变化 "

(4 ) 人口增长率 !对后代的关心程度以及人均寿命对不平等的影响

图3 显示了p 二o #l !T = 40 !"二o #6 !A 二l !各二l 和 r分别为0.13 !0.1204 和 0.11 时

的情况 ¹ :

图 3 表明 , 随着人 口增

长率增加 , 由于年龄结构不

同而导致 的不平等程度会

不断上升 "之所以如此是

因为 , 当 n 增加时 , 从方程

(27.e)可以看出 , 个人初始

财富会减小 , 因而人均财富

水平会减小 ;同时 , 从方程

(9 )可知 , n 的变化不会导

致消费的变化 , 因此它几乎

人n 增长侧司变异系数的关系砂= 川 !r=4 o rt二".6.A二l !6二l)

份 - -. , 奋 - . 一 奋

书 今一- . ~ . 二一

一|恳一
一 一

一-,

-山

一 .一一一

儿

(l8 U砚妊) (以阴 5 硬飞.-X llll ll 1陇)15 11 1贾}Zf]咬].(减}25 0 .(城)3叮1 1)汪片]3凡花>

一劝卜 r二0 13 . r= 0.]2山

l28 斑只5 ()J 陇巧-) (冬

7= 0 . 11

人11 增长率

图3 人口增长率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不改变不同年龄的人的财富差距 "由此 , 当 n 增加时 ,不同年龄的人的财富水平的方差不

受影响 ,但人均财富水会增加 ,所以 ,人口增长率的增加会使得以变异系数表示的财富分

配的相对不平等程度增加 "

一一! - - ---- - -- - - 一一
!!!

三三军 丈 一万一二---
~~~ ~ . 吸 卜 ! ...

一一一 下 一 7 一 一 7 一 一一

lll _ _______________ ___ _____

------------一--一-一-- --------------------- --------一 二 二丫 燕燕
方方 产~~~

______ _一一全二二_ _ ____ _____------------一 .-一 二---------一 :一二二搜二二二 二二二-- ----一 二二___
fff 尸 尸尸

~~~寻 之 一一

___ 夕 卜卜
___ ~ 洲月月
-----一 落二厅 .一二-----------一 : ---一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二二一 二二二二

二二五三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甲_____ 一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

图4 对后代的关心程度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图5 人均寿命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图4 和图5 分别显示了当参数 n = 0.003尹 = 0.1 !T = 40 !, = 0.6 !A = l !r= 0.1204 时

对后代的关心程度 a 的变化对不平等程度的影响 , 以及参数为 n = 0.003 尹 = 0.1 !, 二

0.6 !A 二1 !占二1 !: = 0.12 04 时人均寿命 T 的变化对不平等程度的影响 "图4 表明 ,对后代

关心程度的增加会使得均衡状态的不平等程度下降 "图5 表明 , 人均寿命的增加会使得

均衡状态下的不平等程度增加 "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同人口增长率对不平等的影响相

似 "因为从方程 (27 , e)可以看出 ,对后代关心程度的增加会使得个人获得的初始财富水

¹ 按世界银行 5世界发展指标 6 , 1980 年到19 99 年, 世界平均人口增长率为1.6 % ,但是发达国家这段期间的平

均人口增长率一般处于0.1% 到 0.6% 之间 ,发展中国家则一般具有更高的人口增长率 ,也有极少数国家具有负的人

口增长率 ,如保加利亚平均增长率为 一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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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增加 ,从而人均财富水平增加;但同时方程(9) 也表明,对后代的关心程度不会影响不

同年龄的个人的财富积累水平 ,因此它不影响不同年龄的个人的财富水平方程 "所以 ,当

对后代的关心程度增加时 ,用变异系数表示的相对不平等程度会下降 "同理 ,不难理解人

均寿命的增加对相对不平等程度的影响 "

五 !主要结论和模型可能的扩展

本文以一个具有遗产机制的有限生命周期模型为基础 ,在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下 ,在

经济中存在不同年龄结构的人群且利率外生决定的情况下, 讨论了社会初始财富分配不

平等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 !稳定性和收敛性的影响 ,以及均衡状态下社会财富 !国民产出 !

个人消费及储蓄决定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还研究了社会收人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动

态演化过程以及均衡状态下持续性不平等的决定问题 "首先 ,论文的研究表明 ,在一个利

率外生的经济中 ,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是否具有持续性的影响取决于外生利率同该经济中

个人对后代的关心程度(8 ) !个人主观贴现率(p ) !人口增长率(n )以及人均寿命(乃之间

的关系 "具体来说 ,如果 n + -#I卜二弋卫}一 > r

了.
则无论一个社会的初始财富分配状

况如何 ,整个经济都将收敛到一个均衡的财富分布状态 ,而且此时整个经济也处于一个稳

定的动态一般均衡状态 "但是 ,如果

"十竺蛋赳T
鉴;时 ,虽然这时社会收人不

平等也是收敛 的 , 但 初始 财 富分配 的不平 等具有 持续性 的影 响 "而且 , 当 n +

(沪T 一1) 1
1 + ) l

闷月 8

二r ,初始财富的不平等会永远持续下去 ,并且其绝对不平等程度会保

持不变;当n +
一n{1尸望生卫1L 闷万 J

< ;时 ,财富分配的绝对不平等会不断加剧 "其次 ,本文

的分析还表明 ,即使是在一个所有个人都相同的经济中 ,社会也会由于存在个人年龄的差

异而存在不平等 ,这种收人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完全是个人优化行为所导致的生命周期

储蓄的结果 "因此 ,如果从个人一生收人和效用水平来看是 ,其实并不存在不平等 "所

以 ,消除这种形式的财富分配不平等是完全不必要的 , 而且 ,除非通过调节利率和其他参

数的关系 ,否则 ,要消除这种类型的不平等也是不可能的 "最后 ,本文的研究还表明 ,一些

外生参数 ,包括外生利率水平(r) !个人对后代的关心程度(占) !个人主观贴现率(刀) !人口

增长率(n) 以及人均寿命(T) 等 ,它们的变化都会引起均衡状态下不平等程度的变化 "其

中 ,外生利率水平(:)和主观贴现率(川 的变化对均衡状态下不平等程度的影响是不确定

的 ,具体取决于这一参数位于哪一区间;人口增长率(n) 和人均寿命(T) 的增加会使得均

衡状态下不平等程度增加 ;对后代的关心程度的增加会使得均衡状态下不平等程度减小 "

但是 ,劳动产出弹性的变化不影响均衡状态下的不平等程度 "另外 ,本文的讨论还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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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利率外生的经济 , 当经济达到均衡状态时,如果利率和其他外生参数不满足一定

的关系 (即满足 B = 0) ,一国可能会存在商品和资本进出口的不平衡 ,而且这种商品和资

本进出口的不平衡会不断地持续下去 "因此, 一个国家可以通过资本输出维持长期的贸

易赤字 ,从而出现资本项 目和经常项 目双逆差的现象而成为一个食利国;一个国家同样也

可能通过不断增加的商品出口来维持不断增长的外债水平 ,从而出现资本项目和经常项

目双顺差的现象 "

本文对现有文献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 , 已有有关持续性不平等方面

的文献主要研究了初始财富不平等 !不完全市场以及随机性因素对持续性不平等的影响 "

本文则指出了导致财富分配持续性不平等的一种新的因素 ) 个人年龄的差异 , 而且这

一因素导致的持续性不平等总是会存在的 "其次 ,本文在生命周期理论下研究了初始财
富分配不平等对持续性不平等的影响 ,以及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动态演化趋势 ,讨论了在生

命周期理论下初始财富分配和一次性产权再配置具有持续性影响的条件 "这些都是在生

命周期理论框架下讨论不平等问题的现有文献所没有分析和探讨的问题 "最后 ,现有有

关不平等宏观研究的文献由于缺少一种不平等的测度 ,他们都很少研究各种外生经济参

数对持续性不平等的影响 "本文由于引人变异系数作为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度量指标 ,这

使得本文可以讨论各种外生经济参数的变化对持续性不平等的动态演化的影响 , 以及对

均衡状态下不平等程度的影响进行分析 "

当然 ,本文模型是在相对比较简单的假设下进行的 ,为了能更好地理解和解释现实经

济 ,模型可以在以下方面进行扩展:首先 ,本文模型中技术水平 A 是不变的 , 为了解释技

术进步对不平等的影响 ,可以在技术水平 A 随着时间变化的假设下 , 研究不平等程度的

演化特征 ,从而可以分析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同不平等的演化关系 "其次 ,本文模型中假

设个人能力都完全相同 ,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成立的 "因此 ,对能力异质性的假设可能更

符合现实 "最后 ,本文模型中的利率是外生的 ,这对于一个大国经济或者封闭经济而言显

然是不足的"因此 ,利率内生也是模型扩展的一个方向"当然 , 为了同现实更好的吻合 ,

还可以做更多的扩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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