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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年10月8日，诺贝尔奖委员

会将201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

奖授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M. 

R o m e r），以表彰二位学者将气候变

化与技术创新引入宏观经济长期分析

的贡献。其中，罗默在经济增长领域

的研究卓有建树，是内生增长理论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的创始者

与先驱者。

现代增长理论与技术外生性

在对经济增长过程的分析中，多

位经济学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和解

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将经

济增长的途径归纳为生产性劳动数量

的增加与劳动效率的提高，而分工协

作和资本积累决定了劳动效率。李嘉

图认为长期发展的经济最终会停滞，

而马尔萨斯则分析了人口增长与经济

增长的关系。在新古典主义时期，马

歇尔考虑到人口增长、资本积累、智

力提高、分工协作对提高工业生产以

及加速经济增长的正相关性，熊彼特

使用“创新经济学”来解释经济增长。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诞

生标志着现代增长理论开启新篇章，

根据人口增长率、储蓄率和技术水平

决定经济增长的索洛模型则成为了现

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石。

但是，上述研究中，技术被视为

外生变量，即使是强调技术的索洛模

型也并没有对外生性进行解释。索洛

模型属于外生增长理论，没有阐明技

术进步的决定作用，也难以解释技术

水平大致相同的不同国家人均收入的

巨大差异。罗默教授在经济增长理论

的贡献在于挑战了传统的收益递减模

式，构建了收益边际递增的理论机制，

将技术作为内生因子纳入长期增长模

型之中，同时鼓励通过公共政策改革

来促进技术创新以进一步支撑长期经

济增长。

技术创新、

收益递增与内生增长

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经济增长格

局的变化，尤其是西欧和日本的崛起

使得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为

经济学领域的一个热点议题。该阶段，

美国经济主导地位消退，企业收入和

生产率增速放缓，西欧、日本等由于

运输成本减少、贸易限制取消、在科

学教育和研发方面投资增加等因素，

在大规模生产领域可与美国并驾齐驱

甚至实现超越。虽然美国在总体上仍

保持领先优势，但这种变化引发了关

于知识、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关

系的热烈讨论。

罗默新增长理论的出现，使技术

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进入了新

阶段。罗默在 1986 年发表的《收益递

增与长期增长》（Increasing Returnsand 

Long-Run Growth）一文中提出了第一

个内生增长模型。他认为在完全竞争

环境中，人均产出可以在速率单调递

增的状态下无限增长，投资率和资本

收益率亦可以在资本存量增加时不断

增长。

罗默排除了外生技术进步、国家

差别、偏好甚至是人口规模等变量，

强调知识为资本主要形式，构造出一

个内生技术进步的均衡模型，其中长

期增长主要由生产者的知识积累所推

动。一定时间内研究投资加倍并不能

使生产的新知识加倍，即新知识生产

具有边际递减的特性，但是，新知识

的研发投资具有自然的外部性，企业

的新知识亦对其他企业有着正外部

性，而且知识是生产过程中具有边际

递增效应的要素。

人力资本重要性与知识

溢出效应

罗默在 1990 年发表的《内生技

术进步》（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中增加了对技术变革来源的

解释，认为内生增长模型建立在三个

基本前提之下：第一，技术变革是增

长的核心；第二，技术变革源于受市

场激励推动的有意识的投资行为，是

内生因素而非外生因素；第三，技术

既不是传统商品也不是公共物品，技

术商品在使用和占有方面，分别具有

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罗默基于此

构建了四元素三部门模型，这个模型

20

保罗·罗默的学术思想和
政策启示

■ 郑联盛　李欣格　于臻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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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技术进步为基本动力，而技术进步

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投资行为引起

的，这进一步推动了内生经济增长理

论的发展。

该研究的结论是，经济规模不是

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人力资本

的规模才是至关重要的，其存量的多

少决定增长率高低。即人力资本存量

决定了经济的增长率，人口数量的众

多并不足以产生经济增长，而新知识

生产与劳动力受教育时间尤为重要。

该文构建的增长模型是对之前模型的

深化发展，在这个模型中，知识有更

加具体的划分，由总量不变的人力资

本和可以实现无限增长的技术水平组

成，而人力资本也被进一步分作投入

产品生产和投入技术研究，这样的细

分有助于体现技术创新带来的垄断利

润会进一步促进研究开发活动，体现

知识的“溢出效应”。

该模型同时认为，融入世界市场

以进行国际贸易可以加快增长速度。

低水平的人力资本有助于解释为什么

在封闭、欠发达的经济体中没有观察

到经济增长，以及为什么拥有大量人

口的欠发达经济体可从与世界其他地

区的经济融合中受益。知识独特之处

在于它不是传统商品和公共物品，是

一种具有非竞争性和部分可排他性的

商品。非竞争性的商品可以无限增长，

而部分排他性和独占性使得知识产生

溢出效应，二者结合使得创新的经济

有无限的增长性。这种溢出性不仅表

现在经济体内部，还可以外溢至与该

经济体具有贸易关系的其他经济体。

技术创新与公共政策

罗默十分强调政府政策对技术创

新的支撑作用。罗默认为，部分政府

过度关注于经济周期的变化，而忽视

了知识和思想的创新性挖掘。经济周

期仅是围绕着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小

幅波动，探索发现新知识和新思想的

过程才能支撑经济周期，使一国经济

持续增长，人民长期生活水平得到提

高。国家经济政策不应将重心放在处

理经济周期上，而应聚焦长远增长，

建立科学完善的治理机制，加大对科

学研究和人力资源的补贴和服务。

关于技术进步与公共政策的关

系，罗默曾与理查德·尼尔森在《科

学，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Science，

Economic Growth，and Public Policy）

一文中提出，技术不仅对生产率的提

高有直接影响，对实物和人力资本投

资回报的提高也有着间接影响。从根

本上说，所有经济增长，最终都可归

因于技术变革，但是，技术变革需要

实施鼓励研发的相关公共政策。

对于支持技术创新的政策，罗默

具有较为完善的政策框架。首先，应

保留支持那些研究运作良好的制度安

排，并扩大加强大学与工业科学家和

工程师之间的互动机制，促进新思想

理念的产生。其次，当许多应用正在

进一步研究和开发时，对于技术的专

利权保护应视非竞争商品的形式而

定，不同类型的技术品可以具有不同

比例的公共产品和私人物品的属性。

最后，应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调整科

技政策的细节，同时不改变基本原则，

即基础设施和科技商业应用投资私人

化，政府资金应用于以大学为基地的

科技开发和基本理论探索，产业化和

科技应用则应由私人部门主导。

对中国的启示

在罗默的视野中，从根本上说，

所有经济增长最终都可归因于知识增

长和技术变革。知识是一种生产要素，

国家必须以对设备投资的同样方式对

待知识投资，过去资本投资对于知识

积累有益，存在投资和知识相互促进

的机制，通过构建知识创新与资本投

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投资增加才

能够长期提高一个国家的增长效率。

罗默的观点对于中国经济的转型

升级和结构调整具有现实的借鉴意

义。罗默曾经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大

加赞赏，但是提出中国需要反思地产

发展模式，优化对工业化的监管。罗

默还十分推崇互联网的发展。他认为，

互联网意味着信息与知识的快速网状

传播，能够深远影响到对生产过程的

改造，知识积累和创新的新进程正重

塑世界经济格局。中国互联网的发展

已经很成功，正在推动企业的创新，

这对中国经济转型十分重要。

罗默指出，在构建自我强化的创

新机制上，中国在缩小政府治理范围

的同时需要从根本上提升国家治理的

强度与力度，这将是中国未来在国家

治理层面最深刻的变化。在处理政府

与市场的关系时，中国的改革模式具

有鲜明的特色，简政放权的同时又能

提升经济调控的灵活和精准程度。当

前中国亟须加大知识创新的治理力

度，贯彻落实创新治理政策，通过技

术的进步使供给侧的质量得到质的飞

跃，更加深入地融入世界市场，以此

获得经济长期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质

变。□

（郑联盛为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

研究员 ；李欣格、于臻谞为中国社科

院研究生院研究生。本文是国家电网

公司科技项目“金融经济与公司经营

发展关系仿真技术研究”的阶段性研

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