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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条件决定的自然失业率: 一个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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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为扩展效率工资理论以更好地解释自然失业率, 本文建立一个同时考虑到绝对工资、相对工

资、失业率和监督成本等影响因素的、具有均衡解的理论模型。该模型以工人对失业、工资和监督的

重视程度等几个特征值为依托, 显示了自然失业率的决定机制及实践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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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odel on NUR Depending on Efficiency 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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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develop Efficiency Wages Theory and explain NUR better, the paper establishes a

theoretical model with equilibrium solut ion, including the influences of absolute wage, relative wage,

unemployment rate and consult cost at the same time�The model shows the determining mechanism of NUR and

its pract ical meanings, relying on several characteristic values such as unemployment , wage and consult which

workers pay attent 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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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效率工资理论的局限性及其扩展方向
关于自然失业的成因有着多种解释, 其中一种就是效率工资理论。根据效率工资理论, 失业

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厂商主动把工人的工资定在高于劳动力市场出清的水平上, 而使得一部分愿

意在现行工资水平下就业的劳动力不能被雇佣, 处于失业状态。厂商之所以主动把工人的工资定

在高于劳动力市场出清的水平上, 而不是尽可能地压低工资水平, 是因为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

工人的劳动效率也会提高, 提高工资水平不仅会增加成本, 也会增加收益, 而且增加的收益大于

增加的成本。这样, 在考虑到提高工资对工人的劳动效率激励之后, 在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决

策中, 最优工资水平就取得内点解, 高于角点解 � � � 即劳动力市场出清的工资水平。
效率工资理论的核心思想或基本假设是劳动效率与工资水平同方向变化, 该假设成立的潜在

原因有很多
[ 1]
, 并且得到了实证研究的广泛支持

[ 2~ 4]
。基于这一核心思想, 经济学家们建立起了

各种各样的效率工资理论模型, 其中以新古典生产函数为基础的比较著名的就有索洛模型
[ 5]
、效

率工资一般模型
[ 6]
和萨默斯模型

[7]
等。这些模型较好地解释了工资粘性和自然失业率的成因,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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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主要是它们在设立工人劳动努力程度函数时, 没能同时考虑到绝对工资

水平、相对工资高低和失业率的影响, 从而失之偏颇。基于这种认识, 笔者曾对效率工资模型进

行了改进
[ 8]
。改进后的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不足, 但仍然存在着一些局限性, 就是它只

考虑到工资对工人的激励作用, 忽视了监督对工人劳动努力程度的影响, 模型中并未包含最优监

督成本的决策, 而事实上监督状况对工人的劳动效率是有影响的。

因此, 为了更好地解释自然失业的成因及失业率的影响, 有必要将对监督状况的分析引入模

型, 将监督成本变量引入厂商决策函数。这就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当然这样一来, 模型就已经越

出了最优工资决策的边界, 而进入到最优激励成本的决策框架了。

二、自然失业率的决定: 一个包含监督成本的厂商决策模型

(一) 一般模型

1�假设条件
�有大量相同的竞争性厂商, 其数量为 N , 代表性厂商企图最大化自己的真实利润, 真实

利润由下式表示:

�= Y- wL - dL ( 1)

其中 Y 是厂商的产量, L 是厂商雇佣的生产工人数量, w 是厂商支付的真实工资, d 是厂商花

费的分摊到每个工人的真实监督成本。

�代表性厂商的产量为:

Y = F( eL ) , F�(�) > 0, F�(�) < 0 ( 2)

其中 e 表示生产工人的努力程度, 且

e = e ( w , wa , u , d , da ) , e1 > 0, e 2 < 0, e3 > 0, e 4 > 0, e 5 > 0 ( 3)

其中 w a 是其他厂商支付的真实工资, u是失业率, da 是其他厂商分摊到每个工人的真实监督成

本, 其他变量的含义与前面一样, 下标表示偏导。

�最后, 有 �L 个相同的生产工人, 他们均无弹性地供给 1单位劳动。

2�模型分析
由 ( 1) ( 2) ( 3) 式可知, 代表性厂商面临的决策问题为:

Max
w, L , d

F( e ( w , wa , u, d, da ) L ) - wL - dL ( 4)

� � 每家厂商相对于整个经济而言都是小的, 因此可以把 w a、da 和 u 视为既定。因此, 上述最

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可以表示为:

F�( e ( w , w a , u, d , da ) L ) e ( w , wa , u, d, da ) - w - d = 0 ( 5)

F�( e ( w , wa , u , d , da ) L ) e 1 ( w , wa , u, d , da ) L - L = 0 ( 6)

F�( e ( w , wa , u , d , da ) L ) e 4 ( w , wa , u, d , da ) L - L = 0 ( 7)

解以上3式可得:

e1 ( w , wa , u, d, da ) = e 4 ( w , w a , u , d , da ) =
e ( w , wa , u, d , da )

w + d
( 8)

� � 假设二阶条件满足要求, 则式 ( 8) 就是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条件: 增加工资对提高工人努力

程度的边际效应等于增加监督成本对提高工人努力程度的边际效应, 并等于总激励成本 w+ d 对

工人努力程度的平均效应。

假定 e ( �) 函数有足够好的性质, 以至于给定 wa、da 和u 时, w 和d 有唯一的最优值。在

这一假设下, 均衡要求 w= wa , d = da ; 如果不是这样, 则每家厂商想支付的不是现行水平的激

励成本。用 L
*
表示满足 w= wa , d= da 时的式 ( 5) 和 ( 8) 的 L 的值。如果劳动力供给 �L 大于

NL
*
, 则存在失业, 失业数量为 �L - NL

*
。如果 �L 小于NL

*
, 则激励成本被提升, 劳动力市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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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二) 一个特例: 均衡失业率的求解

假设工人工作的努力函数为:

e = [ w + cu( w - wa ) ]
�
[ d + cu( da - d) ]

�
( 9)

其中, �表示工人对工资的看重程度, 0< �< 1; �表示工人对监督的反应强度, 0< �< 1; c表

示工人对失业的看重程度, c> 0; 其他符号的含义与前同。

将式 ( 9) 运用于式 ( 8) , 可得:

�( 1+ cu) =
w + cu ( w - wa )

w + d
( 10)

�( 1- cu) =
d + cu ( da - d )

w + d
( 11)

� � 均衡时有 w= wa , d= da , 把这个条件运用于式 ( 10) ( 11) , 可得:

�( 1+ cu) = w
w + d

( 12)

�( 1 - cu) =
d

w + d
( 13)

� � 将 ( 12) ( 13) 两式相加, 有

�( 1+ cu) + �( 1- cu) = 1 ( 14)

即 � u = 1- ( �+ �)
c ( �- �)

� uEQ ( 15)

其中 uEQ即为均衡失业率。

三、几个结论

1. 厂商用于工人的激励成本并不纯粹是一种成本, 这种成本会通过影响工人的劳动效率而

同时给厂商带来收益。因此, 厂商的最优决策并不是尽可能降低成本, 而是把它确定在使利润最

大化的水平上, 最优激励成本取得内点解。此时, 利润与成本不再是瓦尔拉斯市场中的线性关

系, 而是非线性关系, 当市场偏离均衡时, 提高成本时利润的降低或降低成本时利润的增加幅度

都比瓦尔拉斯市场要小, 是二阶小量。因而, 厂商调整激励成本的激励相对较小, 即存在激励成

本调整的粘性现象。激励成本粘性 (包含工资粘性) 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劳动力需求的变动在短期

内主要影响就业, 劳动力市场为什么不能迅速出清。此外, 上述模型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长期

内自然失业率是相对稳定的。式 ( 15) 显示, 当市场经过长期调整达到均衡时, 均衡失业率仅取

决于工人工作的努力程度函数的参数, 只要这些参数稳定, 长期内失业率的变化不会呈现出趋势

来。

2�均衡失业率 uEQ与工人对失业的看重程度 c以及工人对工资的看重程度�反向变化。工人

对监督的反应强度 �的变化引起均衡失业率变化的情形比较复杂, 是正向关系还是反向关系依

赖于 �的大小。由式 ( 15) 对 �求偏导数可得:

�u
��

=
1 - 2�

c ( �- �)
2 ( 16)

由式 ( 16) 可知, 当 �> 1/ 2时, �与uEQ是反向变动的关系; 当 �< 1/ 2时, �与uEQ是正向变动

的关系; 当 �= 1�2时, �的变化不影响均衡失业率 uEQ的变化, 由式 ( 15) 可知, 此时 uEQ �

1/ c。

3. 该模型有一定应用价值。首先, 模型显示, 一定程度的均衡自然失业率的存在, 可以看

作一种对企业内部职工进行纪律约束的机制, 在我国的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 在由 �低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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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 模式向追求效率的模式转变时, 失业的出现是有其内在合理性的。在进行失业治理时, 目

标应该放在追求 �自然失业率� 而不是 �完全就业�, 因为追求 �完全就业� 必然会损失效率。

其次, 适当降低失业救济水平, 可以使工人更加害怕失业, 也更加看重在业时的工资, 即工人的

c 和�都会增加, 根据式 ( 15) , 可以降低失业率。第三, 改进监督技术、提高监督效率、加强

惩罚力度有助于提高工人的 �值, 根据式 ( 16) , 在 �> 1/ 2时 (属于合理假设) , 失业率会降

低。第四, 本效率成本模型中假设影响工人劳动努力程度的失业率是实际失业率, 也就是假设工

人做出劳动努力程度决策时对实际失业率的预期是完全准确的。但在我国现阶段, 公布的失业率

只是城市登记失业率, 并没有包括农村失业、隐性失业和失业但不登记的情况, 所以是小于实际

失业率的。这种不合实际的公布失业率会影响到工人对失业形势的判断, 低估再就业的困难, 降

低劳动努力程度, 进而使实际失业率增加。因此, 国家公布一个尽量合乎实际的失业率, 强调再

就业的困难, 是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并降低失业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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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府承担对低收入人口的缴费补贴在财政

支出预算上是否具备可行性呢? 国家统计局发

布的 � 2004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公报� 显示,

截至 2004 年末, 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

2610万人 (人均年收入 668元以下) , 农村低

收入人口为 4977万人 (人均年收入低于 924

元)。我们认为, 政府完全有能力承担对低收

入人群的养老保险缴费补贴: 按照 4977 万人

的规模, 以及平均缴费上限 (年 314�6元) 的

一半计算, 补贴总额约为 78 亿元; 如果按照

平均缴费上限的全额计算, 补贴总额约为 157

亿元, 只占 2004年财政收入 ( 26397亿元) 的

0�59%。这是可行的。并且, 从长期来看, 养

老金发放会有效减少贫困人口规模, 从而减少

社会救助支出, 财政支出负担会进一步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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