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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经济体内不同区域的社会边际消费倾向往往不相同的现实 ,运用区域两分法从区域乘数效应角度研

究了投资的宏观调控决策体系 ,构建了相应的计量模型 ,进行了实际应用分析。结果表明 :当投资对特定子区域的

乘数效果成为关注的目标时 ,应当采取措施提高各子区域的边际消费倾向、特定子区域的投资内流比、非特定子区

域的投资外流比、期初投资流入特定子区比例 ,以获得投资对特定子区域乘数效果的最佳化目标。当投资对整体

区域的总体乘数效果成为关注的目标时 ,应当采取措施提高各子区域的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高的

子区域的投资内流比、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低的子区域的投资外流比、期初投资流入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高子区

域的比例 ,以获得投资对整体区域总体乘数效果的最佳化目标。该研究具有良好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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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macro2adjustment decision2making models of inve stment

from the area multiplier effect

Ma Wenjun1 ,2 , Li Baoming1 , Li Xiaohong3

(11Colleg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Civil Engineering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Beijing 100083 ,China ;

21Management College of Ludong University , Yantai 264025 ,China ;

3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We studied the macro2adjus tment decision2making system of investment and develop ed a s eries of quality

models correspondingly bas ed on area multiplier effect by dividing the whole economic area into two branches becaus e

different branches of the whole economic area often have different marginal prop ensity to cons ume (MPC) . The res ults

show that in determining the maximum multiplier effect of a certain branch area we should take a s eries of meas ures to

improve the MPC of each branch , the investment in2flow rate of the certain branch area , the investment out2flow rate of

the non2certain branch area and the initial in2flow rate of inves tment capital to the certain branch area . When considering

the maximum multiplier effect of the whole economic area we should take a s eries of meas ures to improve the MPC of

each branch area and the investment in2flow rate of the branch area with a higher MPC as well as the investment out2
flow rate of the branch with a lower MPC; als o to be considered is the in2flow rate of inves tment capital to the branch

area with a higher MPC. This p ap er is us eful to both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ves tment macro2adjus tment .

Key words 　inves tment ; multiplier effect ; dividing the whole area into two ; adjus tment and decision2making

1 　研究动态综述

投资乘数理论是由凯恩斯提出的 ,其基本内容

是 :在一定消费倾向下 ,一定量投资的增加可导致收

入和就业量按投资量的倍数增加 ,或导致数倍于投

资量的国民生产总值 ,这个倍数就是投资乘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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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 分别表示投资乘数和社会边际消费倾向 ,投资

乘数模型为

K =
1

1 - c
(1)

从式 (1) 可见 ,凯恩斯投资乘数理论是在假定经济发

展各个区域的社会边际消费倾向都相同的情况下 ,

或者说是假定投资到经济体内任何一个区域都会产

生相同乘数效果的情况下 ,投资对社会经济发展总

体拉动作用的反映。然而在现实中 ,经济体不同区

域的社会边际消费倾向往往是不相同的 ,如当今我

国东部和中西部的社会边际消费倾向就不相同。

基于经济体不同区域的社会边际消费倾向往往

不相同的现实 ,在投资实践中 ,很有必要关注以下现

实问题 :一定量的资金投入经济体后 ,对经济体各相

关子区域经济发展的乘数效果有多大 (即计量问

题) ;应该采取哪些调控措施 ,才能使这些投资对经

济体各相关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最佳的乘数效果 ,以

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快速持续发展 (即最佳化问题) 。

显然 ,要解决这个问题 ,仅有凯恩斯投资乘数理论是

不够的 ,还必须从区域乘数效应的角度研究和运用

投资的宏观调控决策体系。

从区域乘数效应的角度研究和运用投资宏观调

控决策体系 ,就是在已有凯恩斯投资乘数理论的基

础上 ,基于经济体不同区域的社会边际消费倾向往

往不相同的现实 ,结合空间区域细分概念 ,研究投资

对经济体各相关区域经济发展乘数拉动效果的计量

与最佳化问题 ,并应用到投资宏观调控的实践之中。

显然 ,从区域乘数效应的角度就投资的宏观调控决

策体系进行研究具有突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区域乘数效应理论是本研究的基础所在 ,到目

前为止 ,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区域乘数效应”的专题

研究 ,从基本理论研究到现实应用分析 ,均还比较薄

弱。不过有些相关研究成果却体现出了初步的投资

区域乘数理论思想。如 Bende2Nabende. A 等人专门

针对我国台湾地区研究了乘数作用在 1959 —1995

年间台湾经济增长和政策调整中的影响[1 ] ,Joannis.

A. K以发展中国家为例研究了开放经济体系乘数

———加速模型中的长期收入和贷款分配对经济增长

的作用[2 ] ,毕玉惠从产品的产销率入手对产业投资

乘数进行了初步的推导并提出了产业投资效益乘

数、区域投资效益乘数等概念[3 ] ,尹继君将我国区

分为东中西等不同区域 ,计算推导了各区域实际投

资乘数值及对各自区域经济发展的乘数拉动效

果[4 ] ,高长春就中国和日本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情况下投资乘数的不同进行了比较[5 ] ,杨建中[6 ]、

王军[7 ] 、张凯[8 ]等学者就我国或我国某一特定地区

的投资乘数进行了分析推导等等 ,都体现出初步的

投资区域乘数的思想。不过以上研究成果中所涉及

到的投资区域乘数理论 ,或者与本文拟研究的投资

区域乘数不是一个概念 ,或者只仅仅提出了初步的

思想 ,没有进行深入系统全面的分析研究。正是由

于有关区域乘数效应这个基础理论的研究还比较薄

弱 ,从区域乘数效应角度就投资的宏观调控决策体

系进行的研究自然也就很薄弱 ,值得深入进行分析

研究。

还需说明的是 ,笔者就区域乘数效应角度的投

资宏观调控决策体系 ,已经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关注

和研究 ,并发表了部分成果[9 ] 。不过 ,这些已取得

的成果是以投资资金在期初全部投入 2 个子区域中

某一个子区域为前提而研究得出的。由于现实中投

资资金期初往往是在 2 个子区域间按一定比例分配

投入的 ,而不是全部投入某一个子区域 ,这就使得基

于这种过于苛刻前提研究得出的结论更多的具有理

论意义而不是现实价值。由此 ,本文拟在将研究前

提转换为更具现实意义的投资资金期初在 2 个子区

域间任意比例分配投入的情况下 ,对区域乘数效应

角度的投资宏观调控决策体系重新进行审视。显

然 ,基于这种前提研究得出的结论将更具广适性。

2 　相关模型的构建

当经济体内各子区域之间的社会边际消费倾向

不相同时 ,投资宏观调控决策者需要关注的乘数问

题有 :1) 投资对关注的特定子区域乘数的计量及最

佳化问题 ;2) 投资对不同子区域乘数之和即总体乘

数的计量和最佳化问题 ;3) 投资对不同子区域经济

均衡发展作用的计量和最佳化问题。其中第 3 个问

题也可表述为投资对落后子区域乘数与对发达子区

域乘数之差的计量和最佳化问题 ,这包括 2 个方面 ,

一是投资对落后子区域乘数的计量和最大化 ,二是

投资对发达子区域乘数的计量和最小化。前者与第

1 个问题趋同 ,后者没有讨论的现实意义 ,因此该问

题可归并入第 1 个问题进行讨论。这样 ,当整体区

域内各子区域之间的社会边际消费倾向不相同时 ,

需要关注的乘数问题实际上只是前 2 个问题。

还需特别指出的是 ,从区域乘数效应的角度就

投资的宏观调控决策体系进行研究 ,可以从将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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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划分为 2、3 和 4 个不同子区域等多个角度进

行。本文从将整体区域划分为 2 个不同子区域的角

度研究 ,选择的理由有二 :1) 在现实中 ,投资决策者

面对的整体区域尽管可以划分为多个子区域 ,但其

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将整体区域划分为 2 个子区域 ,

分别是自己特别关心的子区域和非特别关心的子区

域 ,或者说重点区域和非重点区域 ,可见将整体区域

划分为 2 个子区域的做法是最常见最实用的划分方

法 ;2) 将整体区域划分的子区域越多 ,分析和研究的

难度就越大 ,相对而言 ,将整体区域划分为 2 个子区

域的做法 ,一方面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难度 ,同

时还能反映出整体区域内不同子区域之间社会边际

消费倾向不相同的本质特征。

据上述分析 ,从区域乘数效应的角度研究构建

投资的宏观调控决策模型 ,就要建立这种情况下投

资对特定子区域的乘数与相关影响因素之间的数量

模型 ,以及投资对 2 子区域的总体乘数与相关影响

因素之间的数量模型。当整体区域被划分为 2 个不

同子区域时 ,投资对特定子区域乘数的大小 ,以及投

资对 2 子区域总体乘数的大小 ,均要受到以下 5 个

因素的制约 :关注的特定子区域的边际消费倾向和

另一子区域的边际消费倾向 ,关注的特定子区域的

投资内流比 (即资金在该区域投入后流动到该区域

内部的比例) 和另一子区域的投资内流比 ,投资资金

期初投入时在 2 子区域的分配比例 (即投资资金期

初投入时分配到特定子区域和另一子区域的比例) 。

根据投资的一般乘数理论可知 ,投资资金数量的多

少对投资乘数的大小没有影响 ,所以这里不予考虑。

根据以上分析 ,可将要研究的问题抽象表述如

下 :1) 新投入资金的数量为 1 元。2) 整体区域包含

1 区和 0 区 2 个受关注程度和边际消费倾向均不同

的子区域 ,1 区是考察的特定子区域。3) 1 区的社会

边际消费倾向为 C1 ,投资内流比 (即投资在 1 区投

入后引发的每轮投资流入 1 区的比例) 为 X ,显然 1

区的投资外流比 (即投资在 1 区投入后引发的每轮

投资流入 0 区的比例) 为 (1 + X) 。4) 0 区的社会边

际消费倾向为 C0 ,投资内流比为 (1 - Y) ,显然 0 区

的投资外流比为 Y 。5) 投资资金期初投入时分配

到 1 区域的比例为 Z ,显然投资资金期初投入时分

配到 0 区域的比例为 (1 - Z) 。求 :1) 投资对考察的

特定子区域 1 区的乘数模型 K1 。2) 投资对 2 子区

域的总体乘数模型 K总。

先来分析投资资金在 1 区形成的乘数模型 K1 。

要想求得此模型 ,需要同时对投资资金在 0 区形成

的乘数模型 K0 进行分析。分析可知 :

投资资金投入后形成的第 1 轮投资分为 2 部

分 ,一部分是流入 1 区的 Z ,另一部分是流入 0 区的

(1 - Z) 。用 S 11和 S 01分别表示第 1 轮投资流入 1

区和 0 区的投资总量 ,则

S 11 = Z (2)

S 01 = (1 - Z) (3)

第 1 轮投资完成后流入 1 区的资金 Z 并未到

此结束 ,它还会引起第 2 轮投资 ZC1 ,其中的 X 比

例即 ZC1 X 流入到了 1 区内 , (1 - X) 比例即 ZC1 (1

- X) 流入到了 0 区内。同理 ,第 1 轮投资完成后流

入 0 区的资金 (1 - Z) 也并未到此结束 ,它也会引起

第 2 轮投资 (1 - Z) C0 ,其中的 Y 比例即 (1 - Z)

C0 Y 流入到了 1 区内 , (1 - Y) 比例即 (1 - Z) C0 (1

- Y) 流入到了 0 区内。用 S 12和 S 02分别表示第 2

轮投资流入 1 区和 0 区的投资总量 ,则

S12 = ZC1 X + (1 - Z) C0 Y = S11 C1 X + S01 C0 Y (4)

S 02 = ZC1 (1 - X) + (1 - Z) C0 (1 - Y) =

S 11 C1 (1 - X) + S 01 C0 (1 - Y) (5)

第 2 轮投资完成后形成的 4 部分投资 ,还会根

据各自所在区域的边际消费倾向分别引发一个第 3

轮投资 ,并且根据投资内流比和外流比分别形成 2

部分 ,一部分流入 1 区 ,另一部分流入 0 区。这样第

3 轮投资实际上包括 8 个部分 ,其中 4 部分在 1 区 ,

4 部分在 0 区。具体推算过程省略 ,在 1 区的 4 部

分为 ZC1
2 X2 、(1 - Z) C0 C1 X Y 、ZC0 C1 (1 - X) Y 和

(1 - Z) C0
2 (1 - Y) Y ,在 0 区的 4 部分为 ZC1

2 X (1 -

X) 、(1 - Z) C0 C1 (1 - X) Y 、ZC0 C1 (1 - X) (1 - Y)

和 (1 - Z) C0
2 (1 - Y) 2 。用 S 13和 S 03分别表示第 3

轮投资流入 1 区和 0 区的投资总量 ,则

S 13 = ZC2
1 X2 + (1 - Z) C0 C1 X Y + ZC0 C1 (1 -

X) Y + (1 - Z) C2
0 (1 - Y) Y =

S 12 C1 X + S 02 C0 Y (6)

S 03 = ZC2
1 X (1 - X) + (1 - Z) C0 C1 (1 - X) Y +

ZC0 C1 (1 - X) (1 - Y) + (1 - Z) C2
0 (1 - Y) 2 =

S 12 C1 (1 - X) + S 02 C0 (1 - Y) (7)

投资到此并没有结束 ,第 4 轮投资、第 5 轮投资

还会相继引发 ,直到第 n (趋向无穷大) 轮投资。不

过 ,从前面 3 轮投资分析中可以寻找出一个规律 ,

即 :某一轮投资完成后流入 1 区的投资总量 ,等于上

一轮投资完成后流入 1 区的投资总量乘以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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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X ,再加上上一轮投资完成后流入 0 区的投资总

量乘以系数 C0 Y ;某一轮投资完成后流入 0 区的投

资总量 ,等于上一轮投资完成后流入 1 区的投资总

量乘以系数 C1 (1 - X ) ,再加上上一轮投资完成后

流入 0 区的投资总量乘以系数 C0 (1 - Y) 。根据这

个规律 ,用 S 1 n和 S 0 n分别表示第 n 轮投资完成后流

入 1 区和 0 区的投资总量 ,用 S 1 ( n - 1) 和 S 0 ( n - 1) 分

别表示第 ( n - 1) 轮投资完成后流入 1 区和 0 区的

投资总量 ,则

S 1 n = S 1 ( n - 1) C1 X + S 0 ( n - 1) C0 Y (8)

S0 n = S1 ( n - 1) C1 (1 - X) + S0 ( n - 1) C0 (1 - Y) (9)

根据以上分析 ,资金投入后在 1 区产生的乘数

K1 等于引发的每轮投资在 1 区内形成的总投资之

和 ,即

K1 = S 11 + S 12 + S 13 + ⋯+ S 1 n = S 11 +

[ S 11 C1 X + S 01 C0 Y ] + [ S 12 C1 X + S 02 C0 Y ] +

⋯+ [ S1 ( n - 1) C1 X + S0 ( n - 1) C0 Y ] = S11 + [ S11 C1 X +

S12 C1 X + ⋯+ S1 ( n - 1) C1 X ] + [ S01 C0 Y + S02 C0 Y +

⋯+ S 0 ( n - 1) C0 Y ] =

Z + C1 X [ K1 - S 1 n ] + C0 Y [ K0 - S 0 n ]

当 n ϖ ∞时 , S 1 n ϖ0 , S 0 n ϖ0 ,以上模型可变成

K1 = Z + C1 X K1 + C0 Y K0 (10)

同理 ,投资资金投入后在 0 区产生的乘数 K0 等于

引发的每轮投资在 0 区内形成的总投资之和 ,即

K0 = S 01 + S 02 + S 03 + ⋯+ S 0 n = S 01 +

[ S 11 C1 (1 - X) + S 01 C0 (1 - Y) ] +

[ S 12 C1 (1 - X) + S 02 C0 (1 - Y) ] + ⋯+

[ S 1 ( n - 1) C1 (1 - X) + S 0 ( n - 1) C0 (1 - Y) ] =

(1 - Z) + C1 (1 - X) K1 + C0 (1 - Y) K0 (11)

将 (10) 、(11) 联立

K1 = Z + C1 X K1 + C0 Y K0

K0 = (1 - Z) + C1 (1 - X) K1 + C0 (1 - Y) K0

解得

K1 =
Z - C0 Z + C0 Y

(1 - C1) C0 Y + (1 - C1 X) (1 - C0)
(12)

K0 =
1 - Z - C1 X + C1 Z

(1 - C1) C0 Y + (1 - C1 X) (1 - C0)
(13)

可知 ,资金投入后在 1 区和 0 区 2 子区域产生的总

体乘数 K总的模型

K总 = K1 + K0 =

1 - C1 X + C1 Z - C0 Z + C0 Y
(1 - C1) C0 Y + (1 - C1 X) (1 - C0)

(14)

式中各变量的取值范围分别是 :0 < C0 < 1、0 < C1 <

1、0 < X < 1、0 < Y < 1 和 0 < Z < 1。

3 　最佳化对策研究

311 　投资对 2 区域中特定子区域乘数的最佳化对

策研究

　　整体区域两分法情况下 ,投资对特定子区域 1

区域的乘数为模型 (12) 。从模型 (12) 可知 ,整体区

域两分法情况下 , 投资对特定 1 区域的乘数效果

K1 ,受到 5 个因素 : C1 、X 、C0 、Y 、Z 的制约。这种

情况下 ,要研究投资对 2 区域中特定 1 区域乘数效

果的最佳化问题 ,需要分别研究投资对特定 1 区域

的乘数效果与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当各变量与投资

对特定 1 区域的乘数关系确定后 ,问题就清楚了。

首先 ,假设其他变量固定不变的情况下 ,分析投

资对特定 1 区域的乘数 K1 与 C1 的关系 ,进行偏导

分析 ,结论是 : K1 与 C1 呈正比例关系。基于同样

的思路 ,分别分析投资对特定 1 区域的乘数 K1 与

C0 、X 、Y 、Z 的关系 ,可知 :投资对特定 1 区域的乘

数 K1 与 C0 、X 、Y 、Z 之间 ,均呈正比例关系。

由此得出区域两分法情况下 ,投资对特定 1 区

域经济发展乘数拉动效果最佳化的一般对策见表

1 ,具体措施如下 : 1) 在 2 个子区域内都采取积极的

消费政策 ,如减税和低首付、低利率的车贷、房贷等 ,

引导积极的社会消费倾向 ,以提高 C1 、C0 。2) 在关

注的特定子区域内采取措施 ,诸如“投资项目建设在

表 1 　投资对特定子区域乘数的最佳化对策

Table 1 　Optimum countermeasures of investment multiplier effect for certain branch area

目 　标 制约因素
目标与制约

因素的关系
目标最佳化对策

　投资对特定

1 区的乘数效

果 K1 最佳

　1 区和 0 区的边际消费倾向 C1 、C0 ;1 区域的

投资内流比 X ;0 区域的投资外流比 Y ;投资资

金期初投入时分配到 1 区的比例 Z

均呈正比

　提高 2 子区域边际消费倾向 C1 、C0 ;提高 1

区投资内流比 X 和 0 区投资外流比 Y ;提高投

资资金期初流入 1 区的比例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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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情况下优先考虑区域内的建设方、投资项目建

设方须从区域内雇佣一定比例和数量的劳动力、必

须购买区域内生产的一定量的产品、获得的利润必

须一部分在区域内消费”等措施 ,提高投资资金流入

特定子区域内比例 ,从而提高 X 。3) 在关注的特定

子区域之外采取措施 ,诸如“国家采取财政支持或税

收减免等政策 ,鼓励区域内投资项目建设时优先购

买区域外的劳动力、投资材料”等措施 ,使特定子区

域外的资金尽可能多的流入特定子区域之内 ,从而

提高 Y 。显然 ,在现实中要做到这一点是比较困难

的。4) 将投资资金在期初尽可能多地投入关注的特

定子区域 ,提高 Z。

312 　投资对 2 子区域总体乘数的最佳化对策研究

整体区域两分法情况下 ,投资对 2 子区域的总

体乘数为模型 (14) 。从模型 (14) 可知 ,要研究投资

对 2 子区域总体乘数效果的最佳化问题 ,也需要分

别研究投资对 2 子区域的总体乘数效果 K总 与 C1 、

X 、C0 、Y 、Z 这 5 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同样道理的

分析可知 ,投资对 2 子区域的总体乘数 K总 与 C1 、

C0 均呈正比例关系 ;投资对 2 子区域的总体乘数

K总 与 X 、Y 、Z 之间的关系是 ,当 C1 > C0 时与 X 、

Y 、Z 均呈正比例关系 ,当 C1 < C0 时与 X 、Y 、Z 均

呈正反例关系。

由此得出区域两分法情况下 ,投资对 2 子区域

经济发展总体乘数效果最佳化的一般对策见表 2 ,

具体措施如下 :1) 在 2 个子区域内都采取积极的消

费政策 ,如减税和低首付、低利率的车贷、房贷等 ,引

导积极的社会消费倾向 ,提高 C1 、C0 。2) 在 C1 >

C0 时 ,在 1 区域采取措施 ,诸如“投资项目建设在同

等情况下优先考虑区域内的建设方、投资项目建设

方须从区域内雇佣一定比例和数量的劳动力、购买

区域内生产的一定量的产品、获得的利润一部分必

须在区域内消费”等措施 ,提高投资资金流入 1 区比

例 ,从而提高 X ;在 0 区域采取措施 ,诸如“国家采取

财政支持或税收减免等政策 ,鼓励区域之内投资项

目建设时优先购买区域外的劳动力、投资材料”等措

施 ,使 0 区域的资金尽可能多的流入 1 区域内 ,从而

提高 Y ;将投资资金在期初尽可能多地投入 1 区

域 ,提高 Z。3) 在 C1 < C0 时 ,在 1 区域采取措施 ,

诸如“国家采取财政支持或税收减免等政策 ,鼓励区

域之内投资项目建设时优先购买区域外的劳动力、

投资材料”等措施 ,使 1 区域的资金尽可能多的流入

0 区域内 ,从而降低 X ;在 0 区域采取措施 ,诸如“投

资项目建设在同等情况下优先考虑区域内的建设

方、投资项目建设方须从区域内雇佣一定比例和数

量的劳动力、购买区域内生产的一定量的产品、获得

的利润一部分必须在区域内消费”等措施 ,提高投资

资金流入 0 区域的比例 ,从而降低 Y ;将投资资金

在期初尽可能多地投入 0 区域 ,降低 Z。

4 　现实应用分析

411 　投资对 2 区域中特定子区域乘数理论的现实

应用分析

　　投资对 2 区域中特定子区域的乘数 ,在 2 种情

况下会成为投资决策者的主要关注目标。

一种情况是 :当各区域之间经济发展非常均衡 ,

但总体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情况下 ,这时候投资决

策者往往需要采取一种非均衡的发展战略 ,使某一

类特殊区域率先尽快发展 ,再引导其他区域发展。

这种情况下投资往往不追求总体乘数效果 ,而只追

求对特殊区域的乘数效果。比如 , 1978 年左右 ,我

国各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相当均衡且总体比较落后 ,

这时候我国采取了非均衡发展战略 ,对广东等地实

施一系列优惠政策 ,使之率先发展。这时中央投资

者所关注的目标就是使投资对广东等特定区域的乘

数效果最大化 ,最大可能地拉动该区域的经济发展。

表 2 　投资对 2 区域总体乘数的最佳化对策

Table 2 　Optimum countermeasures of total multiplier effect of investment

目 　标 制约因素
目标与制约

因素的关系
目标最佳化的对策

　投资对 2 子

区域总体乘数

效果 K总 最佳

　

　1 区和 0 区的边际消费倾向 C1 、C0 ;1 区

域的投资内流比 X ; 0 区域的投资外流比

Y ;投资资金期初投入时分配到 1 区的比

例 Z

　K总 与 C1 、C0 呈正比 ;

C1 > C0 时 K总 与 X 、Y 、

Z 均呈正比 ; C1 < C0 时

K总 与 X 、Y 、Z 均呈反比

　提高 2 子区域边际消费倾向

C1 、C0 ; C1 > C0 时采取措施提高

X 、Y 、Z; C1 < C0 时采取措施降

低 X 、Y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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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种情况是 :当总体经济已经取得很大发展 ,

但各区域经济发展非常不均衡时 ,投资决策者往往

需要采取另一种非均衡的发展战略 ,即优先支持落

后区域发展 ,最后实现总体均衡。这种情况下投资

者往往不追求总体乘数效果最大化 ,而会追求投资

对落后地区的乘数效果最大化。比如 ,改革开放 20

年后 ,我国总体经济已经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

但不同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情况越来越严重 ,突出

表现在西部地区发展非常滞后。在这种情况下 ,我

国中央政府为了各区域之间均衡发展 ,于 1999 年开

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优先支持西部发展。这时

候中央投资决策者所关注的乘数效果就是投资对西

部地区的乘数拉动效果最大化 ,在最大可能拉动西

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取得东西部均衡。

当现实环境具备 ,投资对整体两区域中某个特

定子区域的乘数效果成为投资决策者的关注目标

后 ,投资决策者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有 2 个 :1) 如何

计量投资投入后对特定子区域产生的乘数效果 ,2)

采取调控对策以使投资对特定子区域产生的乘数效

果最佳化。显然 ,本研究正好可以解决这 2 个问题 ,

下面举例说明。

假设将中国区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大区域 ,各

相关变量经调查确定如下 :中西部的边际消费倾向

C1 = 012 ,投资内流比 X = 012 ;东部的边际消费倾

向 C0 = 018 ,投资外流比 Y = 018 ;投资资金期初投

入中西部的比例 Z = 60 %。问 :投资资金对中西部

产生的乘数是多少 ? 要使投资资金对中西部产生更

大的乘数拉动作用 ,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

根据上面推导的乘数模型 (12) 可知 ,投资资金

投入后对中西部产生的乘数效应

K1 = 1108

要使投资资金对中西部产生更大的乘数拉动作

用 ,应该着眼于提高 C0 、C1 、X 、Y 、Z 参数而采取相

应措施 ,具体措施详见上面分析。

412 　投资对 2 子区域总体乘数理论的现实应用分析

　　投资对受关注程度和边际消费倾向均不同的 2

子区域的总体乘数 ,往往会成为投资决策者的主要

关注目标。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这种投入最小产

出最大的目标取向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一种最基

本的目标取向。

当现实环境具备 ,“投资对 2 子区域总体乘数效

果”成为投资决策者的关注目标后 ,投资决策者需要

解决的具体问题也有 2 个 :1) 如何计量投资投入后

对 2 子区域产生的总体乘数效果 ; 2) 应该采取什么

样的调控对策才能使投资对 2 子区域产生的总体乘

数效果更大。显然 ,本研究也完全可以解决这 2 个

问题 ,下面举例说明。

1997 —2000 年期间 ,我国经济受亚洲金融危机

的影响 ,处于萧条状态。为减小亚洲金融危机对我

国经济正常运行的影响 ,使我国经济发展保持良性

运行 ,假设我国中央政府决定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 ,

投资决策前经调查得知 ,当时西部地区 C1 = 014 , X

= 016 ;中东部地区 C0 = 016 , Y = 015 ;决策时初始

投资资金投入西部地区的比例 Z = 60 %。要解决的

问题是 :资金投入后对整体经济发展产生的总体乘

数拉动效果是多大 ,为了使投资对整体经济发展产

生的乘数拉动作用更大而应采取的措施。

根据乘数模型 (14) 可知 ,投资资金投入后产生

的总体乘数

K总 = 1194

由于 C1 < C0 ,要使投资资金对 2 区域都产生更

大的乘数拉动作用 ,应该着眼于提高 C0 、C1 和降低

X 、Y 、Z 而采取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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