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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A2_9E_E9_95_BF_E7_c47_80599.htm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资

产计价和资产评估研究的理论基础，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必

然带来资产评估理论与方法的新变化。从新增长理论的基本

内容入手，研究新增长理论对资产评估提出的新要求：即重

新认识资产的价值构成，注重资产评估方法的选择与创新，

关注企业整体素质和管理制度。 一、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 现

代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也是资产计价和资产

评估研究的理论基础，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必然带来资产评

估理论和方法的新变化。半个世纪以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对经济增长源泉的认识，逐步从崇尚物质资本积累的资本决

定论，过渡到重视科技进步，强调以人的素质为中心进行人

力资本积累的人力资本中心论。在此演进过程中，出现了三

次大的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哈罗德-多马模式的产生和发展。

该模式假定生产中只使用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而且两

者配合比例不变，并假定技术水平不变，经济增长率只取决

于储蓄率。哈罗德-多马模式表现了一定时期产出增长源泉是

上一期的投资。投资决定了未来经济增长能力，而经济增长

能力反过来又促进了国民收入的增长，从而为进一步扩大资

本形成开辟源泉。总之，该模式的核心是，资本积累是经济

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第二次高潮是新古典增长模式的产生

和发展。该模型假定资本和劳动的配合比例是变化的，并且

生产服从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经济增长率是由技术进步率

、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增长率三个主要因素决定的。该模型第



一次提出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贡献。但由于该

增长模式的稳定增长是以收益递减规律为基本前提的，它难

以就人类漫长的经济增长做出一致的富有说服力的解释，结

果这一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末衰落了；第三次高潮是近期的

新增长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二、新增长理论的基本内容 20世

纪80年代末，新增长理论随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而兴起。它

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之上，引入收益递增的

假定，内生化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确立了一幅崭新的长期

增长的图景，在经济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一）边际收

益递增规律 传统经济学有一条重要的规律，即边际收益递减

规律。其基本内容是：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其它生产

要素的投入不变时，一种可变的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最初

会使产量增加，但当它的增加超过一定限度时，边际产量会

递减，最终还会使产量绝对减少。这一规律在农业经济和工

业经济中广为存在，并发挥着作用。但是，当人类步入知识

经济时代后，新增长理论顺应时代，以边际收益递增规律取

代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

生产要素，它本身的生产具有递减报酬，而作为生产投入则

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力。知识如同其它一般商品一样，在给

定一定时点上的知识存量，研究投入的倍增不会取得倍增的

知识；但知识具有不同与普通商品的特性，它既不是传统的

私人经济产品，也不是公共品，它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非竞争

性的、部分排他性的产品。由于知识不能享有完全的专利和

保密，一个厂商创造的新知识对其他厂商的生产具有正的外

在性，使作为知识存量和其它投入函数的消费品生产具有递

增收益。更精确的说，知识可以具有递增的边际产出。知识



不仅自身具有收益递增的特点，而且会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

的收益递增，并改变各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结合方式，产生

出更多新的产品和服务，产生一个“收益递增的增长模式”

。而且由于知识的溢出效应使知识能在不追加投资的基础上

反复利用，减轻了资本稀缺性的约束压力。 （二）人力资本

内生化 罗默（Rome，P）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

因素。人力资本作为知识的载体，同知识一样，它不仅能自

身形成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劳动等其他要素投入也

产生递增收益，从而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是递增的，递增的

收益保证了长期的经济增长。卢卡斯于1985年发表《经济发

展的机制》，建立宏观模型分析在经济中人力资本的形成和

积累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卢卡斯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

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运用更加微观化的方法把舒尔茨的

人力资本概念和索洛的技术进步概念具体化为“每个人”“

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卢卡斯模式强调人力资本是“增长的

发动机”。人力资本是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它可以通过专门

学习获得，也可以边干边学过程中不断积累。正是这种不断

增长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才能促进产出的长期增长。卢卡斯

还引入人力资本？quot；外部效应“，即”全社会劳动力的

人力资本平均水平“。他认为人力资本具有内在效应和外在

效应，前者指人力资本收益对个人或家庭带来的增值；后者

会从一个人扩散到另一个人身上，从旧产品传递到新产品，

从家庭的旧成员传递到新成员，进而使产出生产具有递增收

益。而正是这种源于人力资本外在效应的递增收益，使人力

资本成为增长的发动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也已充分证

明，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为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积



累不仅是实现了经济发展的递增报酬，更是推动经济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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