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研究性文章
Article

财经与管理·第 03卷·第 08 期·2019 年 12 月
DOI: https://doi.org/10.26549/cjygl.v3i8.2905

Distribution Adjustment and Value Compensation  

Kui Yang Zeting Liu Jie Xu Aimin Dang  

Guangxi Mode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Hechi, Guangxi, 547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veals the signi�cant impact of distribution on aggregate demand through a model, then it is point out that, to get out of the 
current predicament,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distribution adjustment and selection of appropriate forms of value 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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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一个模型揭示了分配对于总需求的重大影响，接着指出，要走出目前面临的困境，应当着眼于调整分配及选择恰当
形式的价值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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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欲望的有限性及饱和欲望

有效需求是指一定时期内人们愿意而且有能力购买的数

量，它也就是人们的欲望与其购买力的交集。一般认为，人

的欲望是无穷的。但这个“无穷的欲望”不能直接应用到有

效需求的分析中。因为人们的很多“胡思乱想”，没有对应

的商品，它是市场上买不到的，故它不能形成有效需求。因此，

能形成有效需求的“欲望”，应该是指人对具体商品的欲望，

本文称作“经济欲望”。经济欲望是指人对市场上出售的具

体商品的正常消费的欲望。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指出，

具体的欲望是有限的，是可以满足的。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

减原理，具体商品的需求曲线必定与横轴有交点，人们从单

一一种商品中获得的总效用具有最大值。虽然市场上的商品

种类千千万万，但很多商品之间具有替代作用。因此，一个

人的经济欲望是有限的，是可以满足的，它存在一个最大饱

和值，这个饱和值也就是实现了效用最大化时对各种商品消

费的一个组合，我们把这个最大饱和值叫做饱和欲望或饱和

需求。投资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消费。当消费达到饱和

的时候，投资也基本达到了饱和。

2 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

当前社会贫富分化，社会上各个个体取得收入的差距非

常悬殊。一边是资本过剩，一边是大量失业，呈现出劳动与

资本双重过剩的情况。我们先考虑一个简单的模型。

为了简化问题，我们把社会分成两户人家，一户富人，

一户穷人。富人与穷人两家合伙生产一件产品，比方说包饺子。

富人家提供饺子馅，穷人家提供饺子皮。因为世界上穷人比

富人数量多，如果论及消费欲望，肯定是穷人家的欲望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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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过富人家。

我们假设富人家一天的饱和需求为 300 个饺子，而穷人

家每天是 700 个饺子，同时假设生产过程中的分配比例是富

人 50%、穷人 50%。那么，我们很容易推算出，这个社会只

需要每天生产 600 个饺子，则富人家就可以获得他需要的 300

个饺子，且满足了自己的饱和欲望，而穷人家仅仅得到了 300

个饺子，远远不能满足自己每天 700 个的饱和欲望。虽然穷

人的欲望没有满足，而且自己掌握的要素还有富余，但因为

缺乏另一个要素而无法生产。这就好比是两个人打羽毛球或

乒乓球，一个人已经过瘾了、不想打了，而另外一个人虽然

还没有过瘾，但已经找不到伙伴了。这就是产能过剩、乃至

一切相对生产过剩的形成机制。

在上面这个例子中，如果我们能够适当调整分配比

例，让富人的分配比例适当降低，比方说降低到 40%，同

时把穷人的分配比例提高到 60%，则社会总产出会提高到

300÷40%=750 个，这时候，富人家仍然可以得到 300 个饺子，

但穷人家得到的饺子会增加到 450 个，穷人家的福利得到了

极大地改善，同时也丝毫没有损伤富人家的福利。甚至，因

为市场容量得以扩大，故富人家拥有的资本的市场价值得到

了提升。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把富人家替换为资本家，而

把穷人家替换为工人。

一般地，我们假设资本家集体的饱和欲望为 q，q 包括资

本家的消费和投资，假设资本在分配中的所得份额为 β，工人

劳动所得份额为 α，ɑ+β=1，因为在我们所论的情况下，社会

总需求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资本家集团决定的，故有：

q
Y =

 （1）

Y 为社会总需求。即使社会上生产要素再多，社会的实

际总产出就是 Y 这么多，如果再多生产，分配到工人阶级手

中的那部分会被他们自己消费掉，但分配给资本家集团的那

部分就会变成相对过剩产品，无法出售。总需求 Y 中，资本

家得到其饱和欲望 q，工人得到其工资：

q
YW ==

 （2）

资本家按欲望消费和投资，工人阶级依其全部工资收入

进行消费，在这部分生产中，货币仅仅起到交易媒介的作用。

这是一个乡村集市模式的生产，资本家完成两件工作，一是

生产自己需要的商品、满足自己对商品的欲望，二是收回自

己在上一期生产中花出去的钱。

3 赚钱及货币耗散型经济

在以上模型中，人们自然会想到，当资本家的消费满足

以后，可以出售商品赚钱。如果工人的钱是在生产中由资本

家支付的工资，则这部分货币是持续循环的，资本家永远也

不可能把这部分钱“赚”到手。但如果政府给穷人转移支付

一笔钱 m，资本家就可以赚取这部分钱。穷人拿到这笔钱以后，

就会增加消费。于是 t=0 时期来自工人的消费需求就会扩大为：

mmYmWW0 +=+=+=
q

 （3）

当 t=1 时，资本家仍然按照饱和欲望 q 进行消费和投资，

而来自工人的有效需求为 W0，全社会的总需求等于 q+W0 。

在这一期的生产中，工人会得到工资 W1：

）（ 01 WqW +=  （4）

同理，当 t=2 时，工人消费 t=1 是所拿到的工资，同时

得到工资 W2：

）（ 12 WqW +=  （5）    

同理，当 t=3 时，工人消费他们 t=2 时的工资，同时得

到工资 W3 :

）（ 23 WqW +=  （6）

一般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差分方程：

）（ t1t WqW +=+  （7）

求解以上差分方程，并代入（3）式所示的边界条件，得到：

t
t m

q
W +=

 （8）

在（8）式中，由于 α<1，所以，当 t →∞时，ɑt 趋于

零，工人得到的工资会逐渐减少并稳定在转移支付发生以前

的水平。

由于在任一时间内，资本家总是按照自己的饱和欲望 q

进行消费和投资，故这个社会的总需求就是：

tt
tt m

q
m

q
qWqY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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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每一期，穷人阶层都能够得到一笔适当数量的转

移支付 m，则容易得出该社会的总需求就会稳定维持在以下

水平：

mq
Yt +=

 （10）

假设 m 来自于央行购买国债，再考虑商业银行的货币创

造，假设准备金率为 r，则社会总需求的最大值可以达到以下

水平：

r

mq
Yt +=

 （11）

完成以上（11）所示的生产规模以后，央行每一期要购

买金额为 m 的国债，同时私人部门的债务总量（及储蓄）也

会持续累积，数量为：

m
r

r)1(
Debt

−
=

 （12）

 以上（9）、（10）、（11）式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

现代市场经济的生产划分为以下两个重要类型：

第一类（即 q/β）为货币可再生的可持续的生产，也就

是明斯基所说的“乡村集市范式”的生产，也就是马克思描

述的简单再生产（W-G-W）。这类生产的规模由资本家的

饱和需求与分配比例所决定。资本家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

雇用劳动、发放工资，同时出售产品回收期初垫支的工资，

周而复始，循环不断，货币仅仅充当交换的媒介。由于在短

期内，分配比例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因此，这个生产规模是

稳定的，可持续的。这部分也可以称为“吃饭经济”；相对

于第二部分而言，它仅消耗资源，但不消耗货币，故也可以

称为“资源耗散型经济”。

第二类（即 m0α
t）为不稳定的货币耗散型生产，大致相

当于明斯基所说的“华尔街范式”，它也就是马克思描述的资

本主义扩大再生产（G-W-G’）。这类生产的源动力是资本

家为了赚取工人手中的钱，故可以称为“赚钱经济”。随着赚

钱活动的开展，转移支付给工人的那部分钱 m 会不断退出生

产与流通，于是，这类生产逐步萎缩，直至消失。因此，这类

生产是不稳定的、不可持续的。与第一类生产相比，它不仅需

要消耗资源，还需要消耗货币，故也可以称为“货币耗散型经

济”。要维持第二类生产的稳定，就必须在每一期向穷人转移

支付一笔货币 m，这是货币耗散型经济的客观要求。

现代经济，是以上“吃饭经济”与“赚钱经济”的叠加

体。“赚钱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第一驱动力，

不赚钱，就没有现代市场经济。在上面的模型中，如果没有

持续的转移支付，则第二类生产就会萎缩到零，从而使现代

市场经济退化为仅仅具有“吃饭经济”的“乡村集市范式”。

明斯基认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仅仅是第一类

生产，即“吃饭经济”。很显然，“吃饭经济”是非常萧条的。

如果分配悬殊（β 过高），就会导致第一类经济的规模

太小、货币耗散速度太快、M2/GDP 的比值迅速增加、杠杆

率上升过快。所以分配问题非常重要，它直接关系到财政政

策与货币政策的效率。

要维持“赚钱经济”的持续稳定，就需要不断地补充货币，

我们把这种行为叫做“价值补偿”。如果以非政府部门债务

累积的方式实施价值补偿，则必然会陷入债务危机，导致繁

荣不可持续。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找到恰当的价值补偿办法。

4 价值补偿的各种途径 

价值补偿的办法有很多，有些也很古老。早在金属货币

时期，其价值补偿形式就是开采贵金属。如果国内贵金属不足，

便到海外寻找贵金属：或者到殖民地直接开采，或者通过贸

易顺差由别国取得贵金属。这便是重商主义。

信用纸币时期，主要是奉行出口导向政策，通过贸易顺

差实现价值补偿。凯恩斯主义主张通过扩大财政赤字的办法，

在一国内部完成价值补偿。凯恩斯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

是，很显然，以财政赤字实行价值补偿，必然会导致政府债台

高筑。

近年来国际学者先后提出了以下三种不同价值补偿的方

案。一是现代货币理论（MMT）学派坚持通过发行国债实施

价值补偿，他们认为，政府“债台高筑”是必然的、必须的、

良性的，无需多虑。[1] 二是党爱民等（2004）早就提出，可以

用“按人发钱”的办法实施价值补偿，这种办法具有效率高、

公平、安全等优点。[2] 三是杨奎等（2019）提出了实行“公共

产品占款”的价值补偿办法。[3,4] 还有人提出了其他的价值补

偿办法。[5-7] 以上观点都具有可取之处。

5 未来经济模式展望

未来经济模式应该仍然是市场经济。但是，未来的市场

经济应该是倾向于充分发挥规模效应、深度分工专业化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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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然而，这样一个具有显著规模效应的经济，如果政府不

加干预，就会导致两极分化，赢家通吃。因此，政府的一项

重要职能就是调整社会分配。除了调整分配，政府还应当通

过某种恰当的途径实施价值补偿。价值补偿的作用是，一方

面释放过剩生产力，通过解放生产力来发展生产力，另一方

面满足微观经济主体的货币储藏需求，让大家账户上的钱越

来越多，越来越富裕。在这个基础上，社会各成员应当锐意

创新，不断探索新领域、研究新技术、推出新产品。因此，

未来经济应该是市场经济、规模效应、再分配、价值补偿、

技术创新“五位一体”的经济。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充分利

用现有技术和产能，造福于广大人民群众，在此基础上，不

断进行技术创新。调整分配及价值补偿，是发展成果社会化

的主要手段，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主要手段，是解决发展

不均衡、不充分之矛盾的重要手段。

市场经济，在目前看来，仍然是人类生产方式中最具有

生命力的一种，应当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规模效应不仅是

现代企业内部追求的主要目标，同时也在一些主要经济体内

部自然呈现了出来。完整而强大的产业链、便利的基础设施、

高效的销售网络，这一切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规模效应是

既成事实，应当在理论上予以肯定。生产力发展以后，就要

不失时机的调整分配，让社会各阶层充分享受经济发展的成

果。否则，产能过剩会反过来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目前对于

分配问题的重要性，理论界还认识不深刻，甚至不愿触及。

至于价值补偿，虽然它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但人们至今不明

就里，没有理论的自觉性，左冲右突，不得要领。选择恰当

的形式实施价值补偿，是驱动经济再上一个台阶的关键。技

术创新很重要，但它不能替代再分配与价值补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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