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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曾经，在日内瓦，有个贵族问我是否喜欢文化。
喜欢，我听见自己说了，但随后感到极其的愚蠢。
那种感觉在写这本论文集《资源、价值和发展》时又有所重现。
确实是很好的主题，但是不是任何的经济学都不能不涉及它们？
让人一目了然的题目很难取，但从书名我们可以得知，这些论文主要是关于发展经济学的（正如人们
平常所了解的），其中很多文章涉及到在发展中资源配置的各个方面，但更多关注的是在资源使用和
评估中动机和价值的作用。
　　与前本论文集《选择、福利和量度》中的很多文章不同，本论文集中的文章不是跟福利经济学直
接相关。
但福利经济学的视角却被广泛的应用。
这样的视角影响分配原则和动机特点的评估（第一部分）、投资策略和贴现程序（第二部分）、影子
价格和项目评估（第三部分）、全球不平等和国际转移（第四部分）、真实收入和经济不平等（第五
部分）、粮食供给和权利失败（第五部分）、以及经济发展的本质（第五部分）。
福利经济学的方法经常背离传统的经济研究范式，本书也包括一些对政策决定和资源分配道德基础的
再评估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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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那种感觉在写这本论文集《资源、价值和发展》时又有所重现。
确实是很好的主题，但是不是任何的经济学都不能不涉及它们？
让人一目了然的题目很难取，但从书名我们可以得知，这些论文主要是关于发展经济学的（正如人们
平常所了解的），其中很多文章涉及到在发展中资源配置的各个方面，但更多关注的是在资源使用和
评估中动机和价值的作用。
     本书是“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书系”之一，全书共分20个章节，主要对资源价值与发展作了介绍，
具体内容包括农民与存在或不存在剩余劳动的二元论、论优化储蓄率、权利与能力、经济学和家庭、
实际收入比较的福利基础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本书开篇是一篇较长的绪论。
介绍的是不同主题间的内在联系和相关的文献综述。
书中一些章节激起了相当热烈的讨论（以延伸、应用和辩论的形式展开），提及的很多问题在绪论中
也多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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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篇　孤立与社会投资　　第四章　论优化储蓄率　　尽管人们对“最优”储蓄率的探求还远
远没有比对圣杯的寻找更加成功，但一些正在接近这个问题的可能的方法已经在争论中出现了。
这篇论文的目的就是检查这样的一些方法，以及讨论一些似乎相关的其他问题。
储蓄率选择所包含的主要冲突是目前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的不一致，而且自然地，没有某些跨期价值
评价，这种冲突不会得到解决。
在第一节中，我们将批判性地检查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些方法。
该问题已经在经济学文献中提出来了。
我们也要通过一些假设，检查一些试图完全避免这个问题的努力。
在第二节中，我们要努力就个人偏好和社会判断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些大致的观察。
在最后一节，我们要讨论限制“最优”储蓄率选择机会的一些因素。
　　1　一些传统的跨期评价方法　　1.1　效用最大化　　无疑，最为广泛地应用的解决跨期配置问
题的方法是使用一种随时间推移有效的效用函数。
在最早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的努力中，F.P·拉姆希（Ramsey）就使用了效用最大化这种工具。
他对于可确认的最大可能满意状态的假定，即他所提出的“极乐”，允许他获得了某些非常简单的决
定“最优”储蓄率的规则。
由于非常怀疑一种可识别的“极乐”概念的有用性，丁伯根（Tinbergen）教授最近使用了一种更为一
般的效用最大优的方式。
他的要件包括效用函数、“纯”定期贴现率以及包含着（不变）资本系数和可变储蓄率的一种（“哈
罗德一多马（Harrod—Domar）”类型的）增长公式。
储蓄率是一种政策变量，但其选择却假定只此一次，这样，储蓄率一旦选定，就长期保持不变。
哪种储蓄率一旦选定，将使未来所有时期的社会效用的贴现总和最大化。
　　效用最大化方法的主要优势存在于那种可接受的概念中，即日益增长消费的边际递减效用。
一种可以广泛地看到的现象是，当我们富裕的时候比起我们穷困的时候来，似乎更少计较一个消费单
位，这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常识性依据。
来反对过高储蓄率。
以及导致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巨大的不平等。
然而在这种选择中，使用一种特殊的效用函数似乎在这种常识性观点之外提出了许多其他的问题。
　　有两种定义“效用”的方法。
我们可以用这个术语来代表一个数量，根据我们的价值判断，我们希望使该数量最大化。
在此意义上，对那种同样模糊的由某种“福利函数”所定义的“福利”的措辞而言，这恰好是一个同
义词。
作为另外一种选择，或许这是其更为常用的含义，我们可以把这个术语用作人们满意的同义词，在这
种意义上。
人际的效用比较是一种非规范性的比较，它可能按照某种行为主义的理由展开，如同愤怒或者勇气的
比较。
试图把效用最大化用作我们的政策目标时，如果使用了后一种定义，那么我们就会遇到两个问题。
首先，在任何给定个人的情况下，搞清楚消费下降的边际“效用”比率是相当困难的；对整个社会来
说，随时间的推移。
发现这个比率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其次，如果效用按照这种非规范性意义来定义，自然没有任何必要的理由把它视为应该最大化的事情
。
确实，通常没有包含在满意这个术语中的一些因素，比如说民族自豪感、利他主义、一个民族代际之
间满意的“公正”分配的偏好，都与这个问题有显著联系，而且总的效用最大化也不再理所应当地视
为应该取得的事情。
　　当然，我们可以在其他意义上使用“效用”一词，即所说的数量，这是由我们价值评价所给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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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函数来定义的，自然应该成为最大化的事情。
但另一方面，即使有了这种定义，我们也不能证明消费的“边际效用”就一定会随着日益增长的消费
而下降。
我们甚至不能保证那种“效用”仅仅依赖于消费。
这个问题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也同样存在，但对于第二个定义。
它确实明显的多。
资本物品生产能够满足（而且在许多民族的实例中已经满足了）民族的自尊，而且也有可能影响一个
民族帮助其他国家的能力。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可是，似乎有理由期待：（a）根据通常拥有的价值评价，社会“福利”的主要
决定因素是消费水平（或人均消费水平），以及（b）对边际递减“效用”的常识性的看法，在这种
意义上，同样具有某种有效性。
但是。
我们打算如何选择应该使用的正确的效用函数呢？
由于一种负二级导数（a negative second derivative）　（换言之，由于边际递减效用），存在着无穷尽
的函数，而且我们的结果将非常依赖于实际上使用的函数。
选择一种效用函数的方法注定要把这个问题作为一场政治辩论放在公众面前。
然而，我必须承认，对我来说，关于“我们是否应该使消费对数最大化？
”这样的问题，一场鲜明的政治辩论的可能性似乎注定要受到限制。
“效用”方法的麻烦，好象对我来说，就是它以这样一种方式引进价值评价，以至于只有能意识到这
些评价意义的人才是被描述为这一领域内的“专业人士”的那些人。
在理论研究中，一种效用函数自然可以用来提出某些关于选择本质的一般观点，⑤但是，它在实际储
蓄率决策中应用却非常困难。
普遍认可某种效用函数似乎是不可能的，而且还不清楚，在缺乏政治认可的情况下。
计划者应该如何在适当类型的不同效用函数间进行抉择。
诱人之处就是使用一种能够最为轻松地进行操作的效用函数，而且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一种有些古怪
的境地，在这里，隐含的政策目标正在使计划者的生活轻松自在，这是一个值得的但却是有限的目的
。
　　1.2　“完全”时间偏好　　关于未来的“完全”心理贴现的概念是相当古老的。
远处的物体“看起来”比较小，而且正如人们主张的那样，我们趋于重视未来的消费单位，但却不及
我们对现在同样的消费单位的重视。
在使用这种方法时，存在着一种可能的不定性。
如果这种差别只是起因于时间长度，那么，这种状态就是对称的。
从现在看，未来目标不太重要，与此类似地，从未来看，当下目标也不太重要。
尽管实际情况是，现在就必须采取这种决定，但为什么应该采用今天之明天贴现，而不是明天之今天
贴现，却没有任何必要的理由。
　　拉姆希（P，amsey）直率地把“完全”时间偏好作为仅仅来源于想象弱点的某种东西而拒绝了，
同时，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爵士则把“完全时间偏好”描述为“一种对于贪婪的文雅表述和
借助激情对理智的征服”。
确实，只要“完全”贴现恰好是一种“无理性”的结果，那么它在以“实现理性”为目标的选择中的
应用就是不合道理的。
然而，我们应该在捍卫“完全”时间偏好中检查其他二条论证理路。
从个人观点的角度看，贴现可能不是完全“非理性的”，因为未来越遥远，其存在的机会也就越小。
除非我们假定，在某人看来，其后嗣的利益等同于自己的利益，否则，从其个人观点的角度出发，“
完全”定期贴现（‘pure’time discount）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假定。
可是，除非我们假定当代利益是最重要的，不然，就不可能证明它在决定社会最优储蓄率中的用途是
正当的。
第二条论证理路是奥托·埃克斯坦（Otto Eckstein）教授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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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张说。
“建立在消费者主权上的社会福利函数，必须接受包括人们的跨期偏好在内的喜好。
”我不能确定，　“消费者主权（consumers’sovereignty）”原则在这种背景下有真正的意义。
消费者所包括的不仅是当代的那些人，还有尚未出生的那些人以及由于现在太小而不能表达任何偏好
的那些人。
当然，当下一代人的观点可以证明是这种选择中的关键因素，因为理由很简单，那些即将到来的一代
人的观点还不存在；但是，这却是一条与“消费者主权”极为不同的论证。
在第二节，我们将讨论把当代人的价值作为选择的方法，并将发现甚至这种方法也不能证明使用个人
的“完全”定期贴现是正当的。
　　然而，在“完全”定期贴现中存在一种因素，它可能对社会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宁愿选择目前的而不是未来的消费单位的理由之一就是与未来相联系的不确定性。
这种情况出现可能有一些理由，但当下消费者死亡的可能性除外。
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不确定性（比如说生产方面的）甚至对社会也是存在的，而且，如果一个
人不重视未来收益，因为他并不知道这种收益会不会取得，那么，同一论证也可以应用到社会事例本
身。
可是，应该补充的是（a）面对个人的不确定性与面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不确定性是不同的，以
及（b）个人对不确定性的评价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他并不了解其他个人是如何行动的。
因此，定期贴现的部分理由与证明个人“完全”定期贴现在社会最优化问题上的用途的理由完全不是
一回事。
　　1.3　一些党派的解决办法　　一种避免跨期评价的问题的可行办法是采取一种鲜明立场，完全以
这样或那样的方式。
例如，人们可以赞成出于政治考虑而允许的最大可能储蓄，或者出于保持“体面”的增长率而允许的
最大可能消费。
另外一种可行方法将依照某些政治理由，通过把它完全给予个人储蓄者来避免这个问题。
例如，鲍尔（Bauer）教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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