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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与投资率 

问题的研究 
 

 

 

肖泽群  文建龙 

 

【内容提要】 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投资率的理论模型，分析出影响投资

率大小的因素，提出应从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中的比例、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营造良好的消

费环境这三个方面来解决我国投资率过高问题。 

【关键词】 社会再生产理论  投资率  固定资产投资 

 

 
我国当前投资率过高问题又凸显出来，对如何控制投资率过高问题，仍存在较大的争议。本文

根据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探索投资率问题，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一、对扩大再生产条件下投资率模型的推导 
 

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中，“Ⅰ.生产资料:具有必须进入或至少能够进入生产消费的形式的商

品。”“Ⅱ.消费资料：具有进入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的形式的商品。”
 ①
 这就意味着，第Ⅰ

部类产品的价值所表示的是社会投资的量，第Ⅱ部类产品的价值所表示的是社会消费的量。但是，

这里所指的消费量和投资量不是指相应部类产品增加值的总和，而是指相应部类最终产品价值的总

和，即总产值。因此，应除去Ⅰc、Ⅱc中的中间产品，并假设计入增加值Ⅰc、Ⅱc 分别为 θⅠ c、 θⅡ c

（其中0 1θ< < ），其中增加值中的消费与投资比例(α)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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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消费率和投资率是相对一年计算的。所以，为了分析问题的标准化，这里分析消费

与投资的比例(α)也以一年为标准。假设第Ⅰ部类不变资本的年周转次数为 n11、可变资本的年周转

次数为 n12，第Ⅱ部类不变资本的年周转次数为 n21、可变资本的年周转次数为 n22，则消费与投资的

比例(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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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为： Δ ΔⅠ(v+ m)=Ⅱc+Ⅰ c+Ⅱ c ②
，则年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变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438-439 页。 
②  鲁从明：《〈资本论〉的思想精华和伟大生命力》，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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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年投资率为 I ′，年消费率为C′，则有： 
1

1aI +′ =                                          (5) 

根据马克思关于平均利润率论述，各部门的利润率会趋于相等（即
' ' '
1 2p p p= = ），将(4)式代

入(5)式,且令 1
1

v
v λ∆ =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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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但是像(6)式这样一个复杂的模型，很难直接看出投资率与上述七个因素的关系。又由于对投资

率的研究是属于宏观研究，而目前的统计数据也没有直接提供 1r 、 2r 、λ、 11n 、 12n 、 21n 、 22n 、 1θ 、
2θ 等数据，因此，为简化（6）式，可以假设 11 21n n n= = ， 12 22n n N= = ， 1 2r r r= = ， 1 2θ θ θ= = ，

则（6）式变化为： 

'
(1 )'

( 1)
nr

N nr p r
I λ+

+ + +
=                                       （7） 

    为了分析年劳动者报酬（V ）占国民收入（Q）的比例（µ）与年平均利润率的关系，可以假
设年利润 ( P )①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κ ，固定资产折旧（ ncθ ）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η，则： V

Qµ = ，
P
Qκ = ， nc

Q
θη = ， 1µ κ η+ + = ，由此可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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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8）式代入（7）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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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N unrλ η− += =常数（>0），所以， I ′与 μ、η

成正相关的关系，与 (1 ) N
nr
η− 、θ成负相关的关系，与λ成正比的关系。 

由于 r、n、N 和 
'p 在目前的统计指标中难以直接测算出来，又根据（8）、（9）式和

(1 ) 1( 1)N
nr uη

η θ− = − ，可知 r、n、N 和 
'p 这四个因素变动的情况，可以通过 μ、η、θ这三个因素

变动反映出来，这样，投资率的分析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分析框架内，还可以扩展到运用各国的实际

经济运行数据进行分析。 

简言之，投资率理论模型是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揭示了影响投资率大小的因素及其发展趋势。这

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存在一些明显差异。如前所述，需求管理理论强调短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的运用，以达到调整投资的目的。运用投资率理论模型，在短期内，调整投资率，特别是调整固定

资产投资，也可运用需求管理理论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不同的是，投资率理论模型还特别强调了μ、

η、θ（r、n、N 和 
'p ）这三个因素对投资的影响。因而调整投资率，仅仅运用需求管理理论有它

的局限性，而投资率理论模型还可以通过运用相关政策来调整 μ、η、θ、λ（r、n、N 和 
'p ）

这四个因素，以达到调整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目的。 

                                                        
①  实际上这里的年利润包括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 2个部分，即国内生产总值-（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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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投资率模型的分析 
 

如上所述，投资率大小是由η、θ和λ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对第Ⅰ部类扩大再生产程度（λ）的分析 

从理论上讲，消费品的需求状况决定第Ⅱ部类产品的投资变动，而这一变动，又决定第Ⅰ部类

a（即为第Ⅱ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产业）投资变动情况，第Ⅰ部类 a变动再决定第Ⅰ部类 b（为第Ⅰ

部类 a和 b生产生产资料的产业）的投资变动情况。简言之，λ取决于第Ⅱ部类产品的需求情况。

但是，实际的经济运行状况却变得异常复杂。λ受到第Ⅱ部类产品的需求情况影响，这既要考虑消

费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及其消费倾向，又要考虑各类产品的消费需求弹性。除此之外，λ还受到虚拟

经济、政府政策以及投资者的信心及偏好的影响。所以，虽然λ最终取决于到第Ⅱ部类产品的需求

状况，但在短期内，其变动没有定势，有时为负，有时为正，其大小取决于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

正因为如此，在短期内，政府可以采取相关的措施，影响λ的升降，从而调控投资率的升降。由于

现有的统计体系没有直接对第Ⅰ部类扩大再生产程度（λ）进行统计，为便于估算，可将λ近似为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2．对固定资产折旧所占份额（η）的分析 

投资率与η成正相关，即投资率随η提高而提高。因此，调整投资率，可以通过调整固定资产

折旧占 GDP 的比例来达到这一目标。一般而言，固定资产是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物质手段，是企业

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证，它既是盈利的基础，也是投入的大项。一个企业的固定资产常常占到

总资产的一半以上，资产折旧费又常常占到总成本的一半以上。我国在 1992、1995、1997 和 2000

年的η值均大于同年美国、日本、韩国的η值。这说明中国需要消耗比美国、日本和韩国更多的固

定资产，才创造相同的利润，这就意味着中国固定资产的使用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比美国、日本和

韩国更低。 

3. 对固定资产折旧占转移的不变资本的比例（θ）的分析 

θ值是指固定资产折旧占转移的不变资本的比例。θ值越高，固定资产折旧占转移的不变资本

的比例就越高，中间投入的比例相应地就越低。根据科斯的解释，一个企业将扩大规模至在企业内

部组织一个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交换的方法进行相同交易或者组织另一个企业的

成本时为止。由于中间投入的产品就是指企业在公开市场上交换得来的，因而其比例高低可以从整

体上反映企业的规模或产业集中度。由于固定资产折旧在转移的不变资本的比例越高，中间投入的

比例就越低，产业或企业外购的流动资产比重就越低，因而企业规模或产业集中度越高，所以，θ

值也可以从整体上反映企业规模或产业集中度。同时，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不断发展，这对企业规

模扩大或产业集中是一种负作用，即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会减缓企业规模的扩大或产业集中的

程度。可见，θ值还反映了产业集中度和分工（或专业化）发展这两种作用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另

外，如果中间投入比重高，反映的是企业外购的流动资产比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增加值率

低，投入产出效益低，即经济增长质量低。1992 年后，我国在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中小

企业的快速发展，从整体上使企业规模或产业集中度降低，这种降低的作用是双刃剑，一方面，有

利于增强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使计划经济更快转轨到市场经济上来；另一方面，却增加了交易成

本，降低了投入产出效益。这也是转轨中必然的发展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必须付出的成本，但

也为我们提出了转轨过程中必须注意引导企业做大做强，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企业效益，从而从整

体上推动产业集中度的提高，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由投资率模型可知，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θ值越高，投资率就越低。所以，推动企业规模的壮大，促进产业集中度的提高，可以降低投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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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我国宏观调控的启示 
 

很明显，上述结论都是以完善的市场机制为前提的。市场机制不完善或缺失，可能会使这些变

化趋势不明显或者不复存在。因此，针对我国现状，调控投资必然要从影响投资率大小的因素和完

善市场机制两大方面出发，才能取得实质成效，否则可能是治标难治本，甚至标本也难治。 

长期以来，我国基本上存在消费率过低、投资率过高的国民经济运行格局。一方面，在人均GNP400

美元
①
以前，我国消费率均低于钱纳里“标准结构”近 20%；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国家的消费率没有

降至 70%以下，有高储蓄率之称的东亚国家消费率最低也在 62%以上，而我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消

费率均在 60%以下。
②
消费率过低，相应地投资率就必然过高。而投资率过高，对宏观经济的运行会

带来相当大的负作用，即带来最终消费需求不足，从而使经济运行在生产资料（特别是投资品）生

产和基本建设之间循环，使经济运行陷入投资替代消费的周期性投资过热的非良性循环，使整个国

民经济运行效率低下，资本和资源消耗大，与可持续发展不相协调。因此，我国宏观调控的一项重

要任务就是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作为宏观调控政策，不能为降低投资率而不惜代价地采取一

切措施，而应根据上面的分析采取恰当的措施才能取得实质成效。 

1.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根据（9）式，可知， I ′与λ成正比的关系。所以，降低投资率的重要手段是控制固定资产投资
规模。一是鼓励长线产品的企业更新改造，严格控制这些企业的新建扩建。二是严格控制新上项目，

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下来。当然，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程中，不能为降低投资率而不惜手

段，而应当根据产业结构调整规律，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鼓励

成长性高的环保型产业的发展。 

2.提高固定资产使用效率 

根据（10）式，降低投资率，也可以通过降低η值这一途径来实现。在θ和λ不变的情况下，

提高固定资产使用效率，降低η值，则可以降低投资率。美国的发达程度比我国要高，在现有科学

技术水平下，其η值比我国低，这并不表明我国整体科学技术水平很高，并不表明我国资本有机构

成很高，而是表明我国固定资产使用效率较低和产业结构重型化。因此，我国提高固定资产使用效

率的空间还很大，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当前，提高我国固定资产使用效率的途径主要有：一是做

好投资前期的科学决策，减少投资失误。二是注重更新改造投资，提高原有固定资产的使用效率，

降低基本建设投资比例。三是规范各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使各种生产要素价格真正反映市场机制

形成的价格，从而减少投资错配，优化产业布局，最终达到提高固定资产使用效率，提高国民经济

运行效率。四是优化产业结构，使农轻重比例协调。 
3.提高产业集中度，减少中间投入的比例 

根据（10）式，可以通过提高 θ 值来降低投资率。由于 θ 值是指固定资产折旧占转移的不变资
本的比例。θ 值越高，固定资产折旧占转移的不变资本的比例就越高，中间投入的比例相应地就越
低。根据科斯的解释，一个企业将扩大规模至在企业内部组织一个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

市场上交换的方法进行相同交易或者组织另一个企业的成本时为止。由于中间投入的产品就是指企

业在公开市场上交换得来的，因而其比例高低可以从整体上反映企业的规模或产业集中度。由于固

定资产折旧在转移的不变资本的比例越高，中间投入的比例就越低，产业或企业外购的流动资产比

重就越低，因而企业规模或产业集中度越高，所以，θ值也可以从整体上反映企业规模或产业集中

                                                        
①  1964年美元价。注：折算根据《1985年世界发展报告》第 174页，该报告公布的按当年美元统计的中国 1983年人均 GNP300美

元；该报告公布的美国通货膨胀指数是：以 1964 = 100，1983年 = 311.6 (报告第 175页)； 按该指数将 1983年美元折合成 1964年美元， 中
国 1983年人均 GNP为 96.3美元。其余各年按 1983年数字和各年的环比指数推出。 
②肖泽群：《以科学发展观协调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载《宏观经济管理》2004年第 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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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另外，如果中间投入比重高，反映的是企业外购的流动资产比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增

加值率低，投入产出效益低，即经济增长质量低。实际情况是，我国产业集中度不高，主要表现为

区域产业结构趋同，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大量企业存在规模不经济，特别是适合于大规模生产的产

业（如汽车、机械、石化、钢铁等）没有适度集中，拥入了大量规模不经济的中小企业，导致产业

或企业中间投入比例过高，提高了交易成本。因此，一方面要采取鼓励措施，提高适合于大规模生

产的产业集中度，减少中间投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另一方面，打破“行政性垄

断”，依靠市场力量，提高产业集中度。 

4.转变政府职能，为市场经济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这是我国调整投资率的治本之策。在目前体制下，各地加快发展的冲动非常强烈，特别是发展

相对滞后的地区。这当然是达到又快又好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仅有这种强烈的发展冲动，盲目上

项目，盲目攀比增长速度，则会扭曲市场机制的功能，形成投资高涨、投资错配的局面。要扭转这

种传统发展模式，就应当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使政府经济职能主要转移到社会需要

解决而企业和市场解决不了和解决不好的问题上来。其中最突出的职责是依法维护产权独立和经济

自由的经济制度，完善市场机制和维护市场秩序，解决市场和企业难以解决的问题，减少和消除市

场机制造成的消极后果和负面影响。但是，由于我国市场机制还不完善和各级政府经济职能与市场

机制还不很适应，导致一些市场机制扭曲或者缺失。这是推动投资率高涨的体制性原因。例如，从

理论上看，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情况下，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但是实际情况正好相反。目前我国存在

社会保障、医疗和住房等领域的问题，导致人们的预期消费较高，从而出现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储

蓄率很高，这样在各级政府投资冲动强烈及其对项目评审权力、土地批租权力和贷款影响力较大的

情况下，就促使作为日益市场化的银行面对如此局面不得不放贷，从而使高储蓄率转化为高投资率，

使居民最终消费率处在低位运行，从而推动产业结构重型化，最终形成投资替代消费的增长模式。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 

（编辑：黄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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