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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 口 老龄化 带来 的人 口 结构失衡 阻碍 了 经济增长 ，
而移 民

一

定程度上可 以直接补充经济 系

统 中 的 劳 动 力 ，
因 此 受到 广泛关注 ． 为 探讨移 民对老龄经济 系 统 的影 响 ， 本文构建 了 基于移 民 的老

龄经济模 型 ． 该经济 系 统在
一

定 条件下 ， 存在 唯
一鞍型稳定 的平衡增长路径 ． 在 此路径 中 ， 移 民 的作

用 是
“

中 性
”

的
， 对经济 系 统仅存在水平效应 而无增长效应 ． 即 引 入移 民提 高 了 均衡 总 资本和 总产

出 水平 ， 并提 高 了 社会福利 ，
但并不影 响产 出 或资本增长 率 ，

也并未缓解人 口 老龄化对经济增 长 的

不利 影 响 ． 为使移 民政策在老龄化背景 下发挥积极作用 ， 本文进
一

步将技术进步率表示 为 移 民 的 函

数
，
由 此说 明 ，

引 入高人力 资本 的移 民
，
可 以 在

一

定程度上抵消 人 口 老龄化 的 负 面作用 ，
从而在长期

促进经济增长 ．

关键词 老龄经济
；
移 民

；

经济增长
；
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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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 世纪
“

婴儿潮
”

和居民平均寿命的延长使得我国的人 口老龄化呈现不断加深的态势 Ｗ
． 根据 《第七次

全国人 口普查统计公报 》
，

２０ ２０ 年 ， 我国 ６ ５ 岁及以上老龄人 口达到 １ ． ９ 亿人 ，
々总人 口 比例 １ ３ ． ５０％ ． 我国即

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 人 口老龄化加剧导致的劳动力供给不足 ， 劳动力成本上涨 ，
以及人 口结构失衡等问

题将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

２
，

３
１

． 借鉴欧美国家应对人 口老龄化采取的措施 ， 各国政府
一

方面

通过各种激励方式鼓励生育以提高出生人 口
， 另
一

方面则通过技术移民直接对本国的劳动力进行补充 Ｍ ｌ

．

为促进人 口长期均衡发展 ，

２０ ２ １ 年 ８ 月 ２０ 日
，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人 口与

计划生育法的决定 ，

“

三孩政策
”

正式入法生效 ． 而当前我国 国际移民的々 比仍处于较低水平 ， 如世界银行数

据所示 ，

２０ １ ５ 年我国 国际移民人数々总人 口 比重为 ０ ． ０ ７％ ． 本文仅从效率的角度 ， 尝试回答引入移民能否缓

解人 口老龄化困境这
一

问题
， 在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厘清该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

已有研究幵始关注劳动力迁移 ，
人力资本提升等对人 口老龄化问题的缓解作用 ． 汪伟 ［

６
１ 基于三代世代

交叠模型发现生育决策无法根本扭转人 口老龄化对经济増长的不利影响 ． 陈沁和宋铮 ｍ 通过推算模拟发现

城市化能够显著改善城镇的人 口老龄化
，
胡鞍钢等 Ｐ １ 考虑了老龄化下的经济増长问题 ，

基于索罗増长理论

并结合实证说明人 口老龄化对经济増长的负面影响 ，
证实了人力资本以及劳动参与率能够促进经济増长 ， 但

未就人力资本与人 口老龄化之间的弥补关系进行深入分析 ． 本文则在既有实证研究的基础上 ， 从理论上讨论

移民对老龄经济系统的影响 ． 在对我国移民的讨论中 ， 大多从国 内人 口流动的角度出发 ，
对房价 ， 公共服务以

及户籍制度等问题进行研究 ［

８ １ ２
１

， 与本文对移民的定义不完全
一致 ． 国外对移民的理论研究中 ，

Ａ ｌｈｏ Ｐ ｌ 通

过建立静态幵放的人 口模型 ， 同时考虑移民和生育的作用 ， 提出移民在
一

定条件下可以缓解
一

国的人 口老龄

化 ． 此外 ，

一

系列研究对劳动力进行了异质性假设 ， 将移民纳入动态
一

般均衡分析架 ， 发现移民能够明显提高

社会福利 ［

１ ３   １ ６
］

 ＋

本文主要参考 Ｄ
ｊ
ａ

ｊ
ｉ＃ ７

］ 对移民类型的定义 ， 考虑外籍劳工 （ ｇ
ｕｅｓ ｔｗｏｒｋｅｒ ｓ

） 类型的移民 ， 即来 自迁出 国

的移民在迁入国以客工的形式通过劳动赚取收入 ，
且在未来将储蓄转移回迁出 国 ， 并将其纳入老龄经济系统 ．

本文采用这种设定主要出 于以下两方面考虑 ， 其
一

， 本文希望重点从经济效率的角度 ， 研究移民能否有效应

对人 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发展问题 ，
而非关注移民可能带来的伦理与社会问题 ， 相 比于其他移民形式 ，

夕 卜籍劳

工较好地符合这
一

特征 ． 其二 ， 从实际情况来看 ，
尽管在部分发达国家移民々据较大比重 ， 但我国的国际移民

Ａ 比较低 ，
而国际间的劳务派遣是相对更为普遍的迁移形式 ．

在对理论模型的选取上 ， 考虑到我国当前的老龄化特征 ， 并不存在完全适用的老龄经济模型 ． 传统的新

古典经济増长模型大多以代表性个体为核心 ， 未涉及人 口年龄结构或异质性消费者 ，
因此不能较好地反映人

口结构变动对经济的影响 ． 从现代经济増长理论基准模型之
一

的 Ｒａｍ ｓｅｙ Ｃ ａｓ ｓ Ｋ ｏｏｐｍａｎｓ
 （

ＲＣＫ
） 模型看 ，

Ｃ ａｓｓ
［

１ ８
］ 和 Ｋｏｏｐｍａ ｉＷ １ ９

］ 在 Ｈａｍｓｅｙ
［

２ 〇
ｌ 的基础上放宽了

Ｓｏ ｌｏｗ
［

２ １
］ 储蓄率不变的假设并对代表性消费者的效

用展幵分析 ， 由 于假设所有消费者同质和个体永续存在 ，

ＲＣＫ 模型不涉及年龄结构 ． 目前主要有三类模型包

含对人 口特征的刻画 ． 第
一

类是 Ｓ ａｍｕｅ ｌｓｏｒＪ
； 和 Ｄ ｉａｍｏｎｄ ［

２ ３
ｌ 提出的代际交叠模型 （

ｏｖｅｒ ｌａｐｐ ｉｎｇｇｅｎｅｒ ａ ｔ 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ｌ
，
ＯＬＧ 模型 ） ，

ＯＬＧ 模型将永续存在的代表性消费者分为青年和老年两期 ， 本质上不存在人 口结构的变

化
， 仍是代表性个体经济 ，

且存在动态无效性和加总两大问题
；
第二类是由 Ｙａａｒｉ ［

２ ４
！ 和 Ｂ ｌ ａｎｃｈａｒｄ ［

２ ５
！ 提出的

引入了死亡率假设的 Ｂ ｌ ａｎｃｈａｒｄ Ｙａａｒｉ 模型 ，
通过改变代表性消费者永续存在的假设 ， 从死亡率的角度进行

了探讨 ， 由 于不存在对老年人的定义 ， 同样没有反映人 口结构的变化 ． 第三类是武康平 倪宣明模型 ［

２ ６ ２ ９
１

，

通过将经济系统总人 口分为劳动人 口和非劳动人 口
，
加入人 口结构的动态变化特征 ， 构建了老龄经济模型 ， 能

够更贴切地刻Ｂ当前老龄化背景下的经济问题 ． 因此
， 本文基于武康平 倪宣明模型进行分析 ．

本文以武康平 倪宣明模型为基准 ， 将劳动人 口 Ａ总人 口 比例的持续下降速度定义为老龄化率 ， 在此基

础上引入移民并构建老龄经济模型 ，
通过动态

一

般均衡分析 ， 探讨在人 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 ， 移民对

老龄经济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大小 ． 研究结果表明 ， 在均衡路径下 ， 移民对经济系统的作用是
“

中性
”

的 ， 仅表

现出水平效应而无増长效应 ． 通过补充劳动力 ， 引入移民提高了经济系统的总产出和总资本水平 ，
也提高了

社会福利水平 ， 但未改变劳均产出水平 ． 从经济増长上看 ， 移民规模的扩大并未影响产出増长率 ，
也无法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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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口老龄化对经济増长的不利影响 ． 而要从根本上促进经济増长 ， 只有通过引入高人力资本 、 提高技术进步

率来实现 ．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 第
一

， 在人 口结构持续变动的老龄经济模型中 ， 引入移民进行分析 ， 指出该经济系

统存在唯
一

鞍型稳定的平衡増长路径 ，
这也是本文在理论上的边际贡献

；
第二 ， 将移民对经济系统的水平效

应和増长效应分幵讨论 ， 得出移民对老龄经济系统
“

中性
”

影响的结论
；
第三 ， 提出移民若能够影响技术进步

率 ， 将会有效缓解人 口老龄化对经济系统的不利影响 ， 并促进经济増长 ． 因此
， 高人力资本移民的引入对经济

体的长期经济増长至关重要 ．

本文后续内容安排如下 ： 第二节为模型构建 ， 讨论同时引入移民和老龄化率的扩展 ＲＣＫ 模型
；
第三节为

均衡状态下的进
一

步解释 ，
进行了 比较静态分析 ， 并对模型进行了扩展 ；

第四节为数值模拟
；
第五节为结论 ．

２ 考虑移民与老龄化的 ＲＣＫ 模型

本文将从拓展的老龄经济増长模型出发 ， 沿用武康平 倪宣明模型 ［

２ ６
１

，
通过引入老龄化率的概念 ， 构建

含有劳动人 口和非劳动人 口 的异质性 ＲＣＫ 模型 ， 首先考虑 由代表性家庭和厂商两部门构成的经济系统 ，

基

本假设如下 ．

２ ． １ 基本假设

假设经济系统中存在劳动人 口和非劳动人 口两类人 口
，
经济系统内部各参数表示为 石 ， 与武康平等 ｐ ６

１

、

欧明青和倪宣明 ［

２ ７
］ 的假设

一

致
， 令系统内部劳动人 口⑴ Ａ 总人 口Ｐ⑷ 的 比例为 即 ⑴ ＝

＾ （

ｔ
）

Ｐ
（

ｔ
）

． 在此基础上 ， 定义
“

老龄化率
”

０ 为总人 口増长率与劳动人 口増长率之差 ，

文 表示任意变量 Ｘ 对

时间求导 ，

则有 舍
＝ ？

Ａ 定义劳动力初始水平为 ＝

灼凡 ． 老龄化率 ０ 本质是对人 口结构的刻Ｂ ， 描述了劳动

力与总人 口之间的变动关系 ，
因此该定义不仅能够刻画经济系统的老龄化现象 而且也能够用于刻画 由 于出

生率降低导致的
“

少子化
”

现象 ． 特别地 ，
当 出生率在某

一

水平保持稳定时 ，

０ 上升能够反映经济系统的老龄

化进程
，
这种情况与 目前全球普遍的老龄化现象较为吻合

；
当老年人 口 Ａ 比保持稳定时 ，

０ 下降则反映经济系

统出生人 口 的降低 ． 在我国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背景下 ， 我国人 口 出生率多年维持在较稳定的状态 ， 与

现实情形保持
一

致
， 本文将以 ０ 表示老龄人 口 的变化率 ． 此外 ，

当 ０＝〇 时 ，
总人 口増长率等于劳动人 口増长

率 ， 易发现 ， 传统新古典经济増长模型是老龄化率为 〇 时的特殊情形 ． 相比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増长模型 ， 武

康平 倪宣明提出的老龄经济模型描述了更
一

般 、 更广泛的情形 ．

假设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形式 由相对风险规避系数不变的效用函数 （

ＣＲＲＡ
）
经仿射线性变换得到 ，

其形式如式 ⑵ ， 其中 ｃ 为相对风险规避系数 ，

ｃＧ （

０
，

１
） ， 效用贴现因子为 ｐ

＞０
， 代表性个体消费

Ｕ
（

Ｃ
）
＝

． （

２
）

丄 （Ｊ

假设家庭数量 Ｊ
ｉ 保持不变 ，

人 口在家庭内部増长 ， 考虑家庭资产变动主要受利息收入、 劳动收入和消费

支出三方面的影响 ，
则家庭资产积累方程为 ：

＾＝

ｒＢ
ｉ＾

４Ｌ
ｉ

 
Ｃ

ｌ

Ｊ
ｉ Ｊ

ｉＪ
ｉＪ

ｉ

，

机 为系统内总资产 ，
Ｑ 为系统内总消费 ， 定义人均消费 Ｃ＝ 争 ，

ｒ 为资本收益率 ，

Ｗ 为有效工资率 ， 不

考虑资本折旧 ，
初始财富水平为 令 之 ＝ 是 表示经济系统原始代表性家庭中资本和消费对应的有效

劳均形式 ，
则集约资本为 ＝

Ｉ ， 集约消费为 Ｃ
１
＝

｜ ，
则家庭资产积累方程的集约形式为 ＆＝ｒ ＆

１ 
＋

ｃｊ ｃ
ｉ  （ ｇｎ ０

）

ｂ
ｉ

，

假设该经济系统存在人 口迁移现象 ， 移民人 口各变量表示为 馬 ， 令移民净流入总人 口Ｌ ２⑴ 々经济系统

内部劳动人 口 的比例为 ？
？ ， 即 ⑴ ＝ ⑴Ｐ⑴ ， ｎ 为常数 （ 力

＝ 〇
） ，
初始移民数量为 Ｍ

ｑ
，
则移民増长率为

ｎ ０ 保持不变 ． 本文对移民的设定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 ：

一

是将移民规模与劳动力总量联系起来 ， 有助于简

化对模型的分析
；

二是便于对经济系统的鞍型路径进行求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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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参考 Ｄ
ｊ
ａ

ｊ
ｉ＃＇ 设定移民的类型为夕 卜籍劳工 （ ｇ

ｕｅｓ ｔｗｏｒｋｅ ｒｓ
） ， 假定移民人 口全部为劳动人 口

， 不包

含非劳动人 口
， 移民与原经济系统联系紧密 ， 移民进入该系统工作时 ， 不完全在该系统进行消费 储蓄决策 ，

而是将资本积累转移回原经济系统 ． 则该经济系统中劳动力总量为 ：

Ｌ
（
ｔ

）
＝Ｌ

＼ （
ｔ

）
＋ Ｌ ２

（

ｔ
）
＝

 （

１＋ ⑷

假设厂商的生产函数为 Ｃｏｂｂ Ｄｏｕｇ
ｌ ａｓ 形式 ， 满足

一

次齐次性 ，
且边际产出递减 ． 生产函数 Ｆ

＝ 允气处 ）

１ ？

， 其中 ，

Ａ 为技术 ，

ｉｆ 表示生产所需资本 ，

Ｌ 为所需劳动力 ，

０＜ａ＜１ ．

假设外生技术进步的变化率满足 身
＝

丨 ３＞〇 为技术进步率 ， ３ 为常数 ， 假设初始技术水平为 Ａ
〇

．

増加技术假设 ＝ 以保证积分的收敛 ．

２ ． ２ 代表性家庭部门决策

在本文假设下 ， 引入移民人 口后
， 劳动力 由经济系统原始家庭和移民家庭两部分提供 ． 因此本文将划定

两家庭部门 ， 即系统原始代表性家庭和代表性移民家庭 ， 下面从系统原始家庭出发 ，
对系统内部代表性家庭

的最优决策进行分析 ． 根据基本假设 ， 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〇

°°

許 （⑦ ｅ
， ｄｔ ． 其集约形式的效用最

大化问题为 ：

／
？ 〇〇

ｍａｘＤ
ｉ

；

〇／Ｕ
（

ｃ
ｉ

）

ｅ
／

３ ｉ

ｄｔ
， （

５
）

｛
ｃ

ｉ ＾ ｉ ｝Ｊ 〇

｛

ｂ
１
＝

ｒ ｂ
ｉ ＼

ｕ； Ｃ
ｉ  （ ｇ

＼
ｎ ９

）

１）
１

，

（

６
）

ｂ
ｉ

，

０ ，

其中 ，
认

，

〇
＝
難

义

。 ）

１

＇ ／
？ 为改进的效用贴现因子 ， ／

？＝
ｐ

ｎ
（ ３

０
） （

１ 外 Ｃ
１
＝ 最 ＝ 益ｆ

，
原始家庭

的初始资本水平 ＆
１

，

〇 已知 ．

定义哈密尔顿函数 ：

Ｈ
＝［／

（

ｃ
ｉ

）

ｅ
／
３ ｔ

＋ Ａ ｉ
［

ｒ ６
ｉ＋ ｕｊ ｃ

＼  ｛ｇ＋ ｎ ６
）

ｂ
ｉ

］ ， （

７
）

其中 Ａ
ｉ 为哈密尔顿乘子 ， 表示状态变量的影子价格 ， 求解最优化问题 ａＦ

／
ａ Ｃ

ｌ
＝

〇
， 
ａＦ

／
ａｈ＋ 人 ＝ ｏ 得 ：

联立
（

８
）

、
（

９
）
两式求解得 ：

Ｕ
＇

（
Ｃ

ｌ
）

ｅ
＾＝＼ｕ

Ｍ
［

ｒ
 （ｇ＋ ｎ ９

） ｝
＝ Ａ

ｉ
，

Ｃ
ｌ
＝

Ｔｆ
＾Ｗ）

］

（
ｒ ＾ 

＋ｎ ｅ
） ｐ

｝

．

（

８
）

（

９
）

（

ｌ 〇
）

则代表性家庭的最优化问题等价如下 ，

ＴＶＣ 为横截性条件 ， 该条件的具体形式对本文求解无影响 ， 故此处略

去
， 得到经济系统原始代表性家庭的消费 资产动态方程为 ：

｛
Ｃ

！
＝

＾ ［

ｒ
 （ ｇ 

＋ ｎ ０
） ／

３
］ ，

Ｎ６
ｉ
＝

ｒ ｂ
ｉ＋  ｌｕ ｃ

ｉ  （ｇ＋ ｎ ９
）

ｂ
ｉ

， （

１ １
）

Ｕ ｉ
，

ｏ ，

ＴＶＣ ．

对于移民家庭 ， 根据本文设定 ， 移民家庭进入该经济系统后 ， 在该系统提供劳动并获取收入 ， 将储蓄转移

回各 自 的原始经济系统 ， 故此处本文不对移民家庭的决策进行讨论 ， 在对该老龄经济系统进行福利分析时 ， 不

包含移民家庭的福利 ． 接下来 ， 本文将对厂商部门的生产决策进行分析 ．

２ ． ３ 代表性厂商决策

由 于厂商的生产函数为 Ｆ＝Ｆ
（

ｉｆ
，

ＡＬ
）
＝Ｐ

（

ＡＬ
）

１ ａ

，

Ｌ 为生产所需的劳动力数量 ， 令 Ａ＝
 ＾＾ 为资

本的集约形式 ， 产出的集约形式为 ：

ｙ

＝

ｆ （

ｋ
）
＝＝ｋ

ａ

（

ｌ＋Ｔ
］ ）

１

令 。 为有效工资率 ，
则厂商的利润最大化问题及其集约形式为 ：

ｍａｘＦ （Ｋ
： 
ＡＬ

）
ｒＫ ｕｊＡＬ ．

｛
ＫＭ

（

１ ２
）

（

１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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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最大化问题的
一

阶条件 ，
且在厂商达到利润最大化时 ， 厂商的边际资本产出应等于利率 ，

边际有效劳

动的产出等于工资率 ， 集约后得到如下等式 ：

ｒ
＝

ｆ

ｆ

（

ｋ
）
＝

ａ
（

１ ａ
）

，

１

（

１ ４
）

２ ．４ 市场出清

当家庭部门与厂商部门达到均衡时 ， 资本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出清 ， 即经济系统内部家庭的财富积累总量

等于厂商生产投入的资本总额 ， 内部家庭的劳动人 口与移民人 口之和为厂商生产雇佣的劳动力总量 ． 由此可

得 ：

总劳动人 口 的变化率为 ：

（
ｋ
＝ｂ

１ ：

＼

Ｌ
＝Ｌ

ｉ＋ Ｌ ２
＝

 （

ｌ＋ 

ｒ

ｒ
／ ）

ｃ

ｐ
Ｐ ．

ＬＬ
＼＋ Ｌ ２

（

１ ５
）

（

１ ６
）

联立
（

１ １
） ， （

１ ４
）
及

（

１ ５
） 式 ，

经济系统代表性家庭的消费 资产动态方程如下 ：

ｃ
ｉ

ｃ
ｉ

十
（ ｇ ＼

ｎ ０
） ｆ

３

ｋ

，

１

ｋ
＼  （

１ ａ
）

，

１

ｃ
ｉ  （ｓ

＋ ｎ

ｋ
〇 ，

ＴＶＣ ．

（

１ ７
）

由上式可知 ， 给定初始资本 知 和横截性条件时 ， 根据市场出清下的消费 资产动态方程组 ， 可以对系统

的均衞状态进行讨论 ．

２ ． ５ 鞍型增长路径 （
ｓａｄｄ ｌｅ

ｐａｔｈ
）

接下来 ， 本文将对经济系统的均衡状态进行求解 ， 并对该均衞点的存在性 唯
一

性和稳定性逐
一

讨论 根

据式 （

１ ７
） ， 在 ＆

＝
Ａ
＝

０ 时 ， 集约的消费和资本的变化率为 ０
， 各变董将保持不变 ， 令稳定状态为 （４ ， 

ｒ
） ， 可

得 ：

＾

ｋ
＊

、

（
３ｋ

＾

＋
 （

！ 〇 ；

）

（ｇ ＼
ｎ ０

） ｆＪ
＝

０
，

ｋ
＊

１ 十 ？
７

＝ ０ ．

（

１ ８
）

首先 ，
证明均衡点 的存在性和唯

一

性 ． 由 ｃ

＋

ｉ
＝

ｆ 
［

？
（击广

１

 （ ３＋ ｎ ０
）  ／

？
］ ， 可得 ｜ｆｔ

＜０
，

即 Ｃ
ｌ 随 ＞０

） 单调递减 ． 故 ＆
＝

０ 时 ， 有且仅有唯
一

ｆｃ
＊

， 由式 （押 解得 ：

＞ 
＋ ｃ

ｒ

（ ｇ
ｒ ｅｙ

Ｐ＝＝

（

１＋
” ）

＝

（

１ ａ
）

＇

ｋ
＊

、

１ ＋ Ｖ ／

（

１ ９
）

＋ （
３ｋ

＊

．

均衡点 （４ ， 
ｐ

） 的存在性和唯
一

性得证 ．

接下来 ，
证明均衡点 （

ｃ
〗 ，

ｒ
） 的稳定性 ． 对二维动态方程式 （

１ ７
） 在均衡点附近进行泰勒展幵 ， 可得近似

线性微分方程组如下 ： 。

ｆ
ｃ

＇

ｉ Ａｆ
０ａ

（
ｉ ＋ ＾ ）

ｃ
ｉ （ ｉ＋＾ ） Ａ（

ｃ
＾

ｃ
ｉ
＼

ｋ ＾
Ｐ ＾ ｉｇ＋ ｎ ｅ

）
，

ｋ ｋ
＊

１十 ？
７
＾ ｌ＋ Ｗ

令 Ａ 为微分方程组 （

２０
）
系数矩阵的特征根 ，

则该二维系统的特征方程形式为 ：

Ａ
２

１十 叫 （

１ ａ
）
ｒ
ｊ

Ｐ


１十 ？

７
１ 十 ？

７

（ ｇ ＼
ｎ ０

）

Ａ
＋

〇 ；

（

〇 ； １
）＋

／Ａ ：

＊

ａ
（

ｌ＋  ７
７ ）

〇
１

Ｖ
１＋  ＾

７

ａ ２

（

２０
）

（

２ １
）

根据 （

２ １
） 式 ， 有 Ａ＞ 。

，

入乂
＝

薪式 最广
２

＜０
， 故该

一

元二次方程存在两根 ，
记为 Ａ

１
；
Ａ

２
，
且

Ａ
１

；Ａ ２ 异号 ． 因此
， 线性微分方程组 （

２０
）
必存在

一

个负实部特征根和
一

个正实部特征根 ，
证明该经济系统是

鞍型稳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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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均衡状态下的进一步解释

３ ． １ 比较静态分析

由 于本文假定移民数量Ａ经济系统内部劳动人 口 的比例为 ％ 当 ？
？
上升时 ， 表示移民数量将増加 ． 接下

来本文将通过比较静态分析探讨移民规模 ” 变动如何影响经济系统的均衡状态及増长水平 ．

首先 ， 定义三种产出増长率 ． 令 ｆ 表示总产出的増长率 ， 为对经济系统内部总人 口平均的人均产

出増长率 ． 此外 ， 与传统新古典模型讨论的经济増长 （即人均増长率 ） 不同的是 ， 由 于经济系统中存在非劳动

人 口
， 本文引入产出増长的劳动人均形式 以反映剔除人 口 因素的产出増长率 ． 通过求解并分析引入移

民的系统在平衡路径下的经济増长水平 ， 得到以下定理和命题 ：

定理 １ 根据基本假设 ， 在平衡増长路径上 ， 有 ：

１
） 扩大移民规模对总产出増长率 ，

人均产出増长率和劳均产出増长率的影响均为
“

中性
”

：

ｄｒ
］

０ ．

ｄｒ
ｊｄｒ

ｊ

２
）
人 口老龄化加深对总产出增长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有抑制作用 ：

（

２ ２
）

８０

证明 首先 ， 在均衡状态下 ， 由 于 Ａ

ｋ

＜ ０ ．

、增长率为 ：

８ ０

心 ＝ 〇
，
则总资２

ＫＡＬ
ｘｋｎ

ｋ
〇

，

Ｋ

＝

Ａ

＋
Ｔ

＋
ｋ

＝

９ 
＋ ｎ ｄ －

（

２ ３
）

（

２４
）

可得集约资本的増长率为 〇
， 同时 ，

总资本増长率为 ３ 
＋Ａ 由技术进步和人 口増长支撑 ，

人 口老龄化

増加了非劳动人 口 的 比例 ， 需消耗部分资本用于维持非劳动人 口 的生存 ，
老龄化对资本増长率的抑制程度等

于人 口老龄化的増长率 ．

进一步可求得经济系统总产出増长率 ，
人均产出増长率和劳动人均产出増长率分别为 ：

（

Ｙ （

ａ
）

（
Ａ Ｌ ＼ ｋ

ｙ

＝

 （

１

ｉ
－

＋ ＋ ａ

Ｋ

｛

Ｙ
／
Ｐ

）

Ｙ Ｐ

９

Ｙ
／
Ｐ Ｙ Ｐ

｛

Ｙ
／
Ｌ

）

Ｙ Ｌ

９ －

ＬＹ／
Ｌ ｙ Ｌ

ｇ 
＋ ｎ ｅ

，

（

２ ５
）

根据式 （

２ ５
） ，
总产出増长率与总资本増长率

一致
，
人均产出増长率与总产出増长率之间仅相差总人 口

増长率 ｎ
， 劳均产出増长率仅由技术进步决定 ． 易证 ／咖 ＝ 心 ＝ ０

，＿ ／
洲 ＝

ｄＷ ／
ｄ 〇＝ 人 口老龄化中非劳动人 口増长率的提高对总产出和人均产出増长率产生了负面影响 ． 而

引入移民不影响各形式下的产出増长率 ， 即移民对产出増长没有増长效应 ， 其起到的作用是
“

中性
”

的 ．

定理 １ 证毕 ．

命题 １ 在均衡路径下 ， 移民规模増加对经济系统均衡变量的影响为 ：

１
）
总资本和人均资本水平均随移民规模的扩大而増大 ， 劳均资本保持不变 ，

ｄＫ＾ｄｋｐ＾ｄ ｋ
ｉ

ｒｒ ＞ ＞ 〇
， ｒｒ

０ ７
］０ ７

］０ ７
］

０ ．

２
）
总产出和人均产出水平随移民规模的扩大而增大 ， 劳均产出保持不变 ，

ｄ
ｙｐｄＹ＾^

ｋ ＞
ｊｒ

＞
０ ７

］０ ７
］

ｄ
ｙＬ

ｄｒ
］

０ ．

３
） 社会福利水平 随移民规模的扩大有所提 ］

Ｉ

８Ｕ
＊

ｄｒ
］

＞ ０ ．

（

２ ６
）

（

２ ７
）

（

２ ８
）

证明 为讨论移民规模 ” 的变动对均衡路径下经济系统的总量 ，
人均和劳均形式下资本和产出 ，

以及效

用的影响 ， 令变量 ｈ
＝ａｌａｖｐ＝ 如 左

＊

， 奸
＝ 处 ＝ 如 左

＊ ａ

（

ｉ＋
Ｗ

１ ａ

分别表示经济系统人均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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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和人均产出 ． 由 于系统中消费者存在异质性 ， 本文定义劳动人均产出和资本为 壯
＝

ａ

（

ｌ 十 ＾
＾１
＝

＋  ？
？ ）

１
＝ＡＬ４ＶＬ＝ 黑 ，

反映了厂商的实际生产效率和劳均资本量 ， 下面将逐
一

讨论移民

规模 ？
？
对相关变量的影响 ． 首先 ，

对于命题 １ 中 （

１
） ， 鞍型路径上总资本 ，

人均资本和劳均资本随 ？
？ 的影响为 ：

８Ｋ

ｄ ｒ
］

Ａ ｉ

ｐ
Ｐ

ｐ 
＋ ａ

（ ｇ
９

）

＞ 〇
，

ｄｋｐ

ｄｒ
］

Ａ ｉ

ｐ

ｐ ＼
ａ

（ ｇ
０

）

＞ 〇
，

ｄｋＬ

ｄｒ
］

ｄＡ
［

ｐ＋ ａ
（ ｇ

ｅ
）

ｄｒ
ｊ

０ ．

（

２ ９
）

类似地 ， 均衡路径上总产出 ，
人均产出和劳均产出随 ？

？ 的影响为 ：

ｄ＾＝Ａ＾ｐ
＋
＞ ０

，

￣＝
＃Ｐ

＼ ｐ
＋

＾ ９
ｅ

）

ｄｒ
ｊ Ｌ 」 ｄｒ

ｊａ

（

３０
）

由 （

２ ９
） ， （

３０
） 式可得 ，

对于均衡资本 ， 扩大移民规模将提高总资本和人均资本 ， 但不影响劳均资本 ；

对于

均衡产出 ， 扩大移民规模将提高总产出水平和人均产出水平 ， 但不影响劳均产出水平 ． 在移民人 口仅为该经

济系统补充劳动力 ， 社会资本全部 由经济系统内部家庭提供的理想状态下 ，
经济系统的产出和资本都因移民

进入而达到更高的均衡水平 ， 但移民未对劳均资本和劳均产出水平产生影响 ．

接下来 ， 讨论移民规模 ｒ
ｙ
对系统内部代表性家庭均衡效用水平的冲击 ． 首先 ， 定义人均消费 Ｃ

ｌ
，

Ｐ
＝

， 由 于在均衡路径上 ， 有 ３０ ／心 ＞０
，
则对于均衡人均消费而言 ， 有 ＾

＞０ ． 即引入移民提高

了经济系统的均衡消费水平 ． 若达到均衡状态的最大效用记为 ｔ／＇ 令代表性家庭改进的效用形式为 《
＊＝

且 凡
，

Ａ
〇 ， 仰 ，

。 外生给定 ，
则有 ：

ｕ
＊

（

ｔ
）

＝ ［

Ｊ ｏ

对 ？
？ 求导有 ：

ｄ
｛

ｕ
＊

／ｐ ）

＝

Ｐ
ｏ

ｊ

Ａ
ｏ＾

１ ＾
 ｔ ａ

ｄ ｃ
ｌ

ｄｒ
／Ｊ

ｉ ／
３

Ｃ
ｌｄｒ

／

移民规模的扩大不仅提高了经济系统内部代表性家庭的均衡效用水平 ，
也提高了社会福利 ． 命题 １ 证毕 ．

综上 ， 在人 口老龄化背景下 ， 引入移民的作用几乎是
“

中性
”

的 ，
且移民对经济系统的影响仅存在水平效

应
（

ｌｅｖｅ ｌｅｆｆｅｃｔ
）
而没有増长效应 （

ｒ ａ ｔｅｅｆｆｅｃｔ
）

． 所谓水平效应 ， 即扩大移民规模 ｒ
ｙ 提高了均衡状态下的人均

资本 、 人均产出和人均消费 ， 同时对总产出 、 总资本和社会福利均有促进作用 ． 所谓
“

中性
”

， 即该影响源于对

劳动力的补充 ， 并未改变劳均资本和劳均产出水平 ， 并且对増长率而言 ，
无论是总产出増长 ，

人均产出増长还

是劳均产出増长 ， 移民规模的大小均未对其产生影响 ，
因此没有表现出増长效应 ．

３ ． ２ 对移民影响技术进步的拓展性分析

在考虑移民和老龄人 口 的经济模型基础上 ， 本文通过对均衡状态下相关变量及増长率的 比较静态分析 ，

发现引入移民对经济系统的影响是
“

中性
”

的 ． 其
“

中性
”

作用表现在 ，
尽管扩大移民能够提高系统内部家

庭的均衡消费水平和福利水平 ， 扩大经济系统总产出和总资本 ， 但没有改变劳均产出和劳均资本的均衡水平 ．

而从经济増长的角度看 ， 扩大移民规模也并未影响产出増长率 ．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 ， 本文发现仅依靠引入大

量移民弥补人 口老龄化对经济増长的负面影响 ， 并非长期有效的办法 ． 现有研究表明 ， 劳动力的跨区流动对

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具有重要影响 ＠ １

． 因此
， 本文提出 ， 促进技术进步才是保持经济増长的根本手段 ，

若引入的移民能够促进系统的高端产业发展及技术水平的进步 ，
进而提高技术进步率 ， 才能对经济系统表现

出増长效应 ， 从而促进长期经济増长 ． 下面 ， 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

首先 ， 将基本假设中关于技术进步的假设替换如下 ：

技术进步假设 设定技术进步率为移民规模 ？
？ 的函数 ， 即 身

＝

３㈨ ，
且令 ３㈨ 具有

一

阶导数大于 ０
，

二

阶导数小于 〇 的性质 ， 即 ３如 ）
＞０

，３

〃

（Ｗ＜０
， 表示技术进步为移民规模的増函数 ， 该促进作用随 ？

？ 的増加

而减弱 ．

不同于基本假设中技术进步率 ３＞〇 外生给定的假设 ， 若随着移民进入规模的扩大 ，
夕 卜来人 口能够以某

种方式对当地技术水平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 例如鼓励技术移民 ， 吸引高层次人才进入等 ，
则移民规模的扩大

可能促进系统的技术进步 ．

＾
ｄｔ

Ｊ
＇

（

３ １
）

聯＿ ）

ｄ －
）

＊ ０

＾
Ｃ

ｌ

ｐ
＋ ａ

（ ｇ
ｄ

）

＞０ ．

（

３ ２
）



８ 系 统 工 程 理 论 与 实 践 第 ４ ２ 卷

在以上假设下 ，
则定理 １ 更新如下 ：

定理 １
’

在基本假设与改进的技术进步假设下 ， 在平衡増长路径上 ，

１
） 扩大移民规模能够通过促进技术进步 ， 提高经济増长速度 ：

５爭
ｇ

＇

（ ｖ ）＞〇 ？

（

３ ３
）

ｄｒ
ｊｄｒ

ｊｄｒ
ｊ

２
） 引入移民对技术进步的促进将有助于缓解人 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 ，

当技术进步増速达到
一

定水平时

人 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能够被完全抵消 ．

证明 当技术进步率为 ３ （
？
７ ） 时 ， 式 （

２ ５
）
对应的总产出増长率 ，

人均产出増长率和劳均产出増长率为 ：

Ｙ

Ｙ
ｇ （ｖ ）＋ ｎ ０

，

（

Ｙ
／
Ｐ

）

Ｙ
／
Ｐ

ｇ （ｖ ）

（

Ｙ
／
Ｌ

）

ｙ
／
Ｌ

ｇ （ ｖ ）

－

（

３４
）

易得 ， 式 （

３４
）
对移民规模 ｒ

ｙ 的偏导为 ：

ｄ ｒ
］ｄ ｒ

］

°
Ｙ

／
Ｌ

ｄ ｒ
］

＝

ｇ＼ｎ ）＞〇 ？

（

３ ５
）

由 于 单调递増 ，
随着高人力资本对技术水平的促进作用 ，

人 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将被逐步弥补 ， 相

比于经济系统原始的増长率水平 ，
当 咖 ） ３

沒 ＝ 〇 时 ，
人 口老龄化的影响被完全抵消 ，

经济系统恢复至正

常水平 ，
总产出増长率恢复至 ３＋ ｎ ． 随着高人力资本的持续引人 技术进步将继续提高 ， 从而进

一

步促进经

济系统的经济増长 ． 定理 １

’

证毕 ．

命题 １
’

在均衡条件下 ， 移民规模 ？
？
对社会福利 Ｐ 的影响取决于代表性家庭的总效用 对代表性消

费者的消费弹性 ｅ
？

＊
Ｃ

ｌ ， 集约消费对移民规模的弹性 ，
以及改进的贴现因子对移民规模的弹性％ 三者之

间的大小关系 ：

１
）
右 ２

）
右

ｅ
Ｍ

＊
Ｃ

ｌ

ｅ
Ｃ

ｌ
？
）
＜＜０ ．

证明 对社会福利而言 ，

此时移民増长率变动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等价于讨论移民増长率对某
一

时刻最优

效用 ｉ ｆ

＊

／ ／
？ 的影响 ，

Ｉ ｆ
ｉ

）ｕ
＂

ｆｒ
ｊｄｕ

＾

ｄｃ
＊

 ｔ
］
ｄ

ｆ
３ ＼ｗ

＊

ｄｒ
ｊｆ３ｒ］ｄ ｃ

＼ｄ ｒ
］ ｆ

３ｄｒ
ｊ ）ｆ３ｒ］

ｕＣ
ｌＣ

ｌ Ｖ （

３ ６
）

其中 ， 表示均衞路径下某时刻代表性家庭效用 Ｖ 对消费 Ｑ 的弹性 ， 为消费对移民规模 ７
７ 的弹性 ，

ｅ
Ｍ 为均衡时某时刻改进的效用贴现 ／

？ 对 ？
？ 的弹性 ． 由 于 ￥

＞〇
， 故移民规模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取决于弹性

ｅ
Ｍ

＊
ｃ

１

ｅ
Ｃ

ｌ
？
）
与弹性 ｅ

ｐ ｊ
ｊ
—■者之同的关系 ． 当 ｅ

Ｍ
＊
Ｃ

ｌ

ｅ
Ｃ

ｌ
？
）
＞ｅ

ｐ ｊ
ｊ
时 ， 有 ＞０

， 即 ＞０
， 移民规検的扩大有利

于提高社会福利
；

当 ｅ
？

＊
Ｃ

ｌ

ｅ
Ｃ

ｌ
？
）
＜ｅ洲 时 ， 锡ｆ

＜０
， 移民规模对社会福利影响为负 ．

命题 １

’

证毕 ．

４ 数值模拟

通过将移民数量和移民増长率纳入老龄经济模型 ，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引入移民对老龄经济系统产生的

影响 ， 并得出系列结论 ． 接下来 ， 本文将结合实际测算数据并通过数值模拟来验证相关结论 ． 依据现有文献

对相关参数的取值和测算 ， 本文设定外生参数的数值如下 ： 首先 ，
对于人 口相关模型 ，

通过对我国人 口数据的

测算 ，
总人 口増长率取 《＝０ ． ００ ５

， 劳动人 口増长率取 ｎ ０＝０ ． ００ ２
，
则老龄化率取 ０＝０ ． ００ ３ ． 对于系统

内部的代表性家庭效用函数 ， 参考 ＴＷ ｓｔ ａｎ ｉ
！

３ １
！ 的设定 ， 效用函数的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取 ａ＝０ ． ５

， 参考欧明

青和倪宣明 ＠ 等 Ｐ ２
，；

， 效用贴现因子取 Ｐ
＝０ ． ０ ５ ． 由 于本文假定生产函数形式为柯布 道格拉斯形式 ，

即 Ｆ
（

ｉｆ
，

ＡＬ
）
＝ｉ＾

（

ＡＬ
）

１ ？

，

ａｅ （

０
，

１
）

． 参考许伟和陈斌幵 樊纲等 网 基于国 内生产情况对资本产

出弹性 《 的测算 ， 资本产出弹性基本在 ０ ． ４ 至 ０ ． ６ 之间 ， 故本文设定资本产出弹性 ａ＝０ ． ５
， 劳动产出弹性

１ ａ＝０ ． ５ ． 对于移民规模 屮 为分析不同移民规模对产出和福利的影响并考虑现实合理性 ， 本文设置 ｒ
ｙ 的

取值范围为
［

〇
， 
〇 ． ５

］

＋ 对于技术进步率 仏 在不考虑移民进入影响经济系统的技术进步率时 ， 参考韦江等 ＾ 和

倪宣明等 ＰＷ １

， 取 ３
＝０ ． ０ ５ ． 若移民的増加能够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

进而提高技术进步率 ，
按照模型设

定 ， 有 ３如 ）
＞〇

， ， （
？
？ ）
＜〇

，

此处不妨取生产函数的形式为 ＝

３＋ ？
？

７＝〇 ． 〇 ５＋鉴于缺乏实际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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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对技术进步影响的数据支持 ， 本文拟对 ７Ｔ 和 ７ 选取多组值进行数值模拟 ， 即 １
）７Ｔ

＝
０

， ７

＝
〇

；
２

）
冗 ＝ ０ ． ０ １

，

＝
０ ． ０３ ：

；
Ｓ

）
７Ｔ
＝

０ ． ０３
，ｔ

＝０ ． ０３
；
４
）

７Ｔ
＝

０ ．０ １
， 哼

＝ ０ ．０５
；

５
）

：７Ｔ
＝０

．
０ ３

， 哼
＝〇

．
〇＆

；
６

）

＇

 ５Ｔ
＝

０ ． ０ ３
， １

＝
０ ． ０ ７ ． 数值模

拟如图 １￣ 图 ７ 所示

人均资本 （
／ （

ｐ
）

Ｖ

人均产出＆
ｐ

）

Ｖ

人均消费 （

Ｃ
ｐ

）

Ｖ

劳均产出 （ｙ ）

６０  Ｉ



■



■



■



５９

５８

５７ ） ｜



？


Ｄ Ｃ



？


ｉ ｔ

５６

５５
 ■ ■ ■

０ ． １ ０ ．２ ０ ． ３ ０ ． ４ ０ ． ５

图 １ 移民规模对均衡变量的影响 Ｇ 

＝
０ ． ０５

）

人均产出 （ｙｐ） 劳均产出 （ｙ
Ｌ

）

图 ２ 人 □老龄化对均衡变量的影响 〇 

＝
０ ． ０５

）

人均资本增长率 人均产出增长率

人均资本增长率 人均产出增长率

０ ． ５

ｏｆ

－

０ ． ５

０ ． ５

Ｏｆ

－

０ ． ５

０ ． １ ０ ． ２ ０ ． ３ ０ ． ４ ０ ． ５

Ｖ

０ ． １ ０ ． ２ ０ ． ３ ０ ． ４ ０ ． ５

Ｖ

图 ３ 移民规模 、 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Ｇ 

＝
０ ． ０５

）

人均资本 人均消费
（
ｃ

ｆｐ
＞

图 ５ 移民规模、 老龄化对均衡变量的影响 。 ＝
０ ． ０５

）

０ ． １ ０ ． ２ ０ ． ３ ０ ． ４ ０ ． ５

Ｖ

人均产出增长率

图 ４ 改进的技术进步函数下 ，

ｒ
？＇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ｇ （
ｒ
ｊ ）
＝ ０ ． ０５＋０ ． ０ １ ？

７

〇 － ０ ３

）

人均资本
＜
／ ｔ

ｐ ）
人均消费

（

Ｃ
ｐ ）

〇〇

Ｖ ０

人均产出 （ｙｐ）

Ｖ ０

劳均产出

７
］ 〇 １

］ 〇

图 ６ 改进的技术进步函数下 ，

７
７ ，

６ 对均衡变量的影响

｛ｇ ｛
ｒｆ）
＝ ０ ． ０５＋０ ． ０ １ ｒ

？

° － ０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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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Ｋ ｖ ）

＝〇 〇５ ｇ（ ７ ）

＝０ ．０５ ＋０ ． ０ １
（ ＾

° ° ３

） ｆｉ
ｆ㈨＝

０ ．０５ ＋ ０ ． ０ ３
＜ ＂

０ ０３

＞

图 ７ 不同技术进步设定下 ， 移民规模及老龄化对老龄社会福利的影响

以上数值模拟的结果中 ，
图 １ 和图 ２ 分别为移民规模和老龄化率变动对均衡状态下相关变景的影响 ， 与

本文结论
一

致
， 移民规模的扩大能提高人均资本 ， 产出和消费 ， ｛骈不影响劳均产出 ． 图 ２ 表示老龄化加剧

对以上变量均产生负向影响 ． 对于Ｔ
？衡增长路径上的资本和产出增长速度 ，

通过图 ３
，
４ 可以发现 ， 在、 不进

入技术进步 ３ 时 ，
移民规模提髙并不影响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增长率 ，

当移民规模作用于技术迸步时 ，
扩大

移民规模将对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增长率均有促进作用 ，
同时

，
老龄化率上升则对产出和资本增长率均为负

向影响 ． 图 ５ 和图 ６ 分别为 Ｕ 在基本情况和加入技术进步函数时的三维图示 ，
此处将老龄化率和移民规模

分别设置在
［

〇
，

〇 ． 〇〇５
］
和

［

〇
，

〇 ． ５
］
的取值范围 ， 发现老龄化率会降低人均资本 ，

人均产出和人均消费 ，
而移民增

长率能对其起到促进作用 ． 但引入移民本身并不影响劳均产出 ， 只有将移民作用于技术进步函数 ， 即引入高

人力资本时 ， 才能提高劳均产出水Ｔ
－

． 图 ７ 为 ７Ｔ 和 了 在以上六组取值下 ，
老龄化率和移民规模分别设箕在

［

０
，

０
．
００ ５

］
和

［

０
，

０
． ５

］
时

， 引入不同规模的移民对经济系统社会福利的影响 ． 通过理论分析
， 本文得出 ，

在 ７

？
上

升且满足
一

定的弹性条件时 ， 移民的进入能够提高经济系统代表性消费者的均衡效用水Ｔ？

． 在本节数值模拟

中 ， 本文发现 ，

通过给定形式的 ９㈨ 和初始参数 ，
在移民増长率提高时 ， 增加经济系统的社会福利是可能实

现的 ．

５ 结论

我国不断加深的 人 口老龄化 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间题 ． 老龄人 口 占 比逐年攀升
，
劳动人 口 占 比下降对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稳定提出了挑战 ． 本文从人 口结构失衡这一重要Ｗ题出发 ，
基于武康平 － 倪

宣明构建的老龄经济増长模型 ，
初步探讨了在人 口老龄化背景下 ，

移民对老龄经济系统产出和社 ：会福利的影

响 ，
以及移民政策能否有效减轻人 口老龄化加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 通过构建考虑移民的老龄经济

模型 ， 本文对这
一

问题进行了动态
一

般均衡分析 ， 并证明考虑移民和人口老龄化的异质性经济系统具备鞍型

稳定的特征．

本文研究发现 ，
总体上 ， 引入外部移民对经济系统的影响是

“

中性
”

的 ， 仅表现出水ｆ
？敫应而没有增长效

应 ． 引入移民能够提髙均衡路径下的总资本和总产出水ＴＳ 并且提升社会福利 ， 但并未影响资本和产出增长

率 ． 要使移民在人 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发挥积极作用 ，
还需致力于引入高人力资本 ，

以促进技术进步 ，
进而促进

经济增长 ． 随着人 口老龄化成为社会的重要特征 ，
本文尝试对老龄化背景下对移民的作用效果进行理论分析 ，

为如何减轻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
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

一

定的理论参考 ． 需要说明的是 ， 本文

关于移民的假设 ， 是基于刻画劳动力和经济系统鞍型解的考虑 ，
显然 ， 移民具有多元特征 ， 该简化假设无法完

全考虑到移民对于经济系统的全面影响 ． 因此
，
如何放宽移民假设

，
使其更好表现出移民持征 ，

进而更加全面

反映移民对经济系统的影响 ，
有待后续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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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
，

２ 〇 ｌ ３
（
ｌ ２

）
：３ ６ ５ ９＋ ２ 〇 ５ ．

Ｌ ｉ ａｎｇＱ ，ＣｈｅｎＱＹ ，ＷａｎｇＲＹ ．Ｈｏｕ ｓｅｈｏ ｌｄｒｅｇ ｉ ｓ ｔ ｒａｔ ｉｏｎｒｅ ｆｏ ｒｍ
， ｌａｂｏ ｒｍｏｂ ｉ ｌ ｉ ｔｙａｎｄｏｐ ｔ ｉｍ ｉ ｚ ａｔ ｉ ｏｎｏ ｆｔｈｅｕｒｂ ａｎ

ｈ ｉｅ ｒ ａｒｃｈｙ
 ［

Ｊ
］

．Ｓ ｏ ｃ ｉ ａ ｌＳ ｃ ｉｅｎｃｅ ｓ ｉｎＣｈ ｉｎａ
，２ ０ １ ３

（
１ ２

）
：３ ６ ５ ９＋ ２ ０ ５ ．

［

１ ０
］Ｂｏ ｓｋｅ ｒＭ

，Ｂ ｒａｋｍａｎＳ
，Ｇ ａ ｒｒｅ ｔ ｓｅｎＨ

，ｅ ｔａ ｌ ．Ｒｅ ｌ ａｘ ｉｎｇＨｕｋｏｕ ：Ｉｎｃ ｒｅａｓｅｄ ｌ ａｂｏ ｒｍｏｂ ｉ ｌ ｉ ｔｙａｎｄＣｈ ｉｎａ
’

ｓ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

ｇ ｅｏｇ ｒ ａｐｈｙ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 ｆ Ｕ ｒｂ ａｎ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 ｓ
，２ ０ １ ２

，７ ２ （
２ ３

）
：２ ５ ２ ２ ６ ６ ．

［

１ １
］
张莉

，
何晶 ，

马润泓 ． 房价如何影响劳动力流动 ？
［

Ｊ
］

． 经济研究 ，

２ 〇 １ 丨 ５ ２
（
８

）
：１耶 １ ７ 〇 ＋

Ｚｈａｎｇ
Ｌ

，
Ｈ ｅＪ

，
Ｍ ａＲＨ ．Ｈｏｗｈｏｕｓ ｉｎｇｐ ｒ ｉ ｃ ｅａ ｆｆｅｃ ｔ ｓ ｌａｂ ｏ ｒｍ ｉｇ ｒａｔ ｉ ｏｎ？

［

Ｊ
］

．Ｅｃ ｏｎｏｍ ｉ ｃ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Ｊｏｕ ｒｎａ ｌ
，２ ０ １ ７

，５ ２ （
８

）
：

１ ５ ５ １ ７ ０ ．

［

１ ２
］Ｄ ａｈ ｌｂ ｅ ｒｇＭ ，Ｅｋ ｌｏ ｆＭ

，Ｆｒｅｄｒ ｉｋｓ ｓｏｎＰ
，ｅ ｔａ ｌ ．Ｅｓ ｔ ｉｍａｔ ｉｎｇｐｒｅ ｆｅ ｒｅｎｃ ｅ ｓｆｏ ｒ ｌｏ ｃ ａ ｌｐｕｂ ｌ ｉ ｃｓｅ ｒｖ ｉ ｃ ｅｓｕｓ ｉｎｇｍ ｉｇ ｒａｔ ｉ ｏｎ

ｄ ａｔ ａ
［

Ｊ
］

．Ｕ ｒｂ ａｎＳ ｔｕｄ ｉ ｅ ｓ
，２ ０ １ ２

，４ ９ （
２

）
：３ １ ９ ３ ３ ６ ．

［

１ ３
］Ｌ ｉｕＸ ．Ｏｎｔｈｅｍａｃ ｒｏ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ａｎｄｗｅ ｌ ｆａｒｅｅ ｆｆｅｃ ｔ ｓｏ ｆ  ｉ ｌ ｌｅｇａ ｌ ｉｍｍｌｇ ｒ ａｔ ｉｏ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 ｆ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Ｄ ｙｎａｍｉ ｃ ｓａｎｄ

Ｃｏｎｔ ｒｏ ｌ
，２ ０ １ ０

，３４ （
１ ２

）
：２ ５４ ７ ２ ５ ６ ７ ．

［

１ ４
］Ｈ ａｚ ａｒ ｉＢＲ

，Ｓ ｇ ｒｏＰＭ ．Ｔｈｅｓ ｉｍｐ ｌｅａｎａ ｌｙ ｔ ｉ ｃ ｓｏ ｆｏｐ ｔ ｉｍａ ｌｇ ｒｏｗｔｈｗ ｉ ｔｈ ｉ ｌ ｌｅｇａ ｌｍ ｉｇ ｒａｎｔ 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 ｆ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

Ｄ ｙｎａｍ ｉ ｃ ｓａｎｄＣｏｎｔ ｒｏ ｌ
，２ ０ ０ ３ ，２ ８ （

１
）

：１ ４ １ １ ５ １ ．

［

１ ５
］Ｍｏｙ

ＨＭ
，Ｙ ｉｐＣＫ ．Ｔｈｅｓ ｉｍｐ ｌｅａｎａ ｌｙ ｔ ｉ ｃ ｓｏ ｆ ｏｐ ｔ ｉｍａ ｌ

ｇ ｒｏｗｔｈｗ ｉ ｔｈ ｉ ｌ ｌｅｇａ ｌｍｉｇ ｒａｎｔ ｓ ：Ａｃ ｌａｒ ｉｆｉｃ ａｔ ｉ ｏ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 ｆ

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Ｄｙｎａｍ ｉ ｃ ｓａｎｄＣｏｎｔ ｒｏ ｌ
，２ ０ ０ ６ ，３ ０ （

１ ２
）

：２ ４ ６ ９ ２ ４７ ５ ．

［

１ ６
］Ｐａ ｌ ｉｖｏ ｓＴ ．Ｗｅ ｌ ｆａｒｅｅ ｆｆｅｃ ｔ ｓｏ ｆ  ｉ ｌ ｌｅｇａ ｌ ｉｍｍｉｇ ｒ ａｔ ｉｏ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 ｆ Ｐｏｐｕ ｌ ａｔ 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 ｓ
，２ ０ ０ ９ ，２ ２ （

１
）

：１ ３ １ １ ４４ ．

［

１ ７
］Ｄ ｊ

ａ
ｊ

ｉ ｃＳ ．Ｍ ｉ ｇ ｒａｎｔ ｓ ｉｎａ
ｇｕｅ ｓ ｔ ｗｏ ｒｋｅ ｒｓｙｓ ｔ ｅｍ ：Ａｕｔ ｉ ｌ ｉ ｔｙｍａｘ ｉｍ ｉ ｚ ｉｎｇａｐｐ ｒｏａｃｈ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 ｆＤ 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ｃｏ

ｎｏｍ ｉｃ ｓ
，１ ９ ８ ９

，３ １
（
２

）
：３ ２ ７ ３ ３ ９ ．

［

１ ８
］Ｃａｓ ｓＤ ．Ｏｐ ｔ ｉｍｕｍ

ｇ ｒｏｗｔｈ ｉｎａｎａｇｇ ｒｅｇａｔ ｉｖｅｍｏｄｅ ｌｏ ｆ ｃａｐ ｉ ｔ ａ ｌａｃ ｃｕｍｕ ｌａｔ ｉ ｏｎ
［

Ｊ
］

．ＴｈｅＲｅｖ ｉ ｅｗｏ ｆ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ｔｕｄ ｉｅ ｓ
，

１ ９ ６ ５
，３ ２ （

３
）

：２ ３ ３ ２４ ０ ．

［

１ ９
］Ｋ ｏｏｐｍａｎ ｓＴＣ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 ｅｐ ｔｏ ｆ ｏｐ ｔ ｉｍａ ｌ

ｇ ｒｏｗｔｈ
［

Ｍ
］ ／ ／

Ｊｏｈａｎ ｓｅｎＪ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ｅ ｔ ｒ ｉ ｃＡｐｐ 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Ｄ 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 ｌ ａｎｎ ｉｎｇ ．Ａｍｓ ｔ ｅ ｒｄａｍ ：Ｎｏ ｒ ｔｈＨｏ ｌ ｌ ａｎｄ
，１ ９ ６ ５ ：２ ２ ５ ２ ８ ７ ．

［

２ ０
］Ｒａｍｓｅｙ

ＦＰ ．Ａｍａｔｈｅｍａｔ ｉ ｃ ａ ｌｔｈｅｏ ｒｙ
ｏ ｆ ｓ ａｖ ｉｎｇ ［

Ｊ
］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Ｊｏｕｒｎａ ｌ
，１ ９ ２ ８ ，３ ８ （

１ ５ ２
）

：５４ ３ ５ ５ ９ ．

［

２ １
］Ｓｏ ｌｏｗＲＭ ．Ａｃ ｏｎｔ ｒ ｉｂｕｔ ｉ ｏｎｔｏｔｈｅｔｈｅｏ ｒｙｏ ｆ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ｇ ｒｏｗｔｈ

［

Ｊ
］

．ＴｈｅＱｕａｒ ｔ ｅ ｒ ｌｙ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 ｆ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 ｓ
，１ ９ ５ ６

，

７ ０
（
１

）
：６ ５ ９ ４ ．

［

２ ２
］Ｓ ａｍｕｅ ｌ ｓｏｎＰＡ ．Ａｎｅｘａｃ ｔｃｏｎｓｕｍｐ ｔ ｉ ｏｎ ｌｏａｎｍｏｄｅ ｌ ｏ ｆ  ｉｎｔ ｅ ｒｅ ｓ ｔｗ ｉ ｔｈｏ ｒｗ ｉ ｔｈｏｕｔｔｈｅｓｏ ｃ ｉ ａ ｌ ｃｏｎｔ ｒ ｉｖａｎｃ ｅｏ ｆ ｍｏｎｅｙ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 ｆ 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ａ ｌＥｃ ｏｎｏｍｙ ，１ ９ ５ ８ ，６ ６ （
６

）
：４ ６ ７ ４８ ２ ．

［

２ ３
］Ｄ ｉ ａｍｏｎｄＰ ．Ｎ ａｔ ｉ ｏｎａ ｌ ｄｅｂ ｔ  ｉｎ ａ ｎｅｏ ｃ ｌ ａｓｓ ｉ ｃ ａ ｌ

ｇ ｒｏｗｔｈ ｍｏｄｅ ｌ
［

Ｊ
］

．Ａｍｅ ｒ ｉ ｃ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Ｒｅｖ ｉｅｗ
，
１ ９ ６ ５

，
５ ５

（
５

）
：１ １ ２ ６ １ １ ５ ０ ．

［

２ ４
］Ｙａａｒ ｉ Ｍ Ｅ ．Ｕｎｃ ｅ ｒ ｔ ａ ｉｎ  ｌ ｉ ｆｅ ｔ ｉｍｅ

， 
ｌ ｉ ｆｅ ｉｎｓｕｒ ａｎｃ ｅ

，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 ｒｙ

ｏ ｆ ｔｈｅ ｃｏｎ ｓｕｍｅ ｒ
［

Ｊ
］

．Ｔｈｅ Ｒｅｖ ｉｅｗｏ ｆ 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Ｓ ｔｕｄ ｉｅ ｓ
，

１ ９ ６ ５
，３ ２ （

２
）

：１ ３ ７ １ ５ ０ ．

［

２ ５
］Ｂ ｌａｎｃｈｒ ａｄＯＪ ．Ｄ ｅｂ ｔ

，
ｄ ｅ ｆｉｃ ｉ ｔ ｓ

，
ａｎｄ ｆｉｎ ｉ ｔ ｅｈｏ ｒ ｉ ｚｏｎ 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 ｆ 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ａ 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 ９ ８ ５ ，９ ３ （
２

）
：２ ２ ３ ２４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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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６
］
武康平 ， 倪宣明 ，

殷俊茹 ． 浅析人 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Ｊ
］

． 中国人 口
． 资源与环境

，

２ ０ １ ４
，２ ４ （

１ ２
）

：１ ０ ３ １ ０ ８ ．

ＷｕＫＰ
，Ｎ ｉＸＭ

，Ｙ ｉｎＪ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 ｅｏ ｆ
ｐ ｏｐｕ ｌａｔ ｉ ｏｎａｇ 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ｄ 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 ］

．Ｃｈ ｉｎａＰｏｐｕ ｌａｔ ｉ ｏｎ
，

Ｒｅ ｓｏｕｒｃ ｅ ｓａｎｄＥｎｖ 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 ０ １ ４

，２４ （
１ ２

）
：１ ０ ３ １ ０ ８ ．

［

２ ７
］
欧明青

， 倪宣明 ． 浅析老龄经济中的税收政策 ［

Ｊ
］

． 数理统计与管理
，

２ ０ １ ７
，３ ６ （

４
）

：７４０ ７ ５ １ ．

ＯｕＭＱ ，Ｎ ｉＸＭ ．Ａｎａ ｌｙ ｓ ｉ ｓｏ ｆｔ ａｘ
ｐｏ ｌ ｉｃｙ ｉｎａｇ 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Ｊ
］

．Ｊｏｕ ｒｎａ ｌｏ ｆＡｐｐ ｌ ｉｅｄＳ ｔ ａｔ ｉ ｓ ｔ ｉ ｃ ｓａｎｄＭ 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２ ０ １ ７
，３ ６ （

４
）

：７４ ０ ７ ５ １ ．

［

２ ８
］
殷俊茹

，
徐豪熠 ， 倪宣明 ． 人 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 基于最优増长模型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

Ｊ
］

． 系

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

２ ０ １ ６
，３ ６ （

１ ２
）

：３ ０ ３４ ３ ０４ ５ ．

Ｙ ｉｎＪＲ
，ＸｕＨＹ

，Ｎ ｉＸＭ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 ｅｏ ｆ
ｐｏｐｕ ｌ ａｔ ｉｏｎａｇ ｉｎｇｏｎｒｅ ｓ ｉｄ ｅｎｔ ｓ

，

ｃｏｎｓｕｍｐ ｔ ｉｏｎ ｉｎＣｈ ｉｎａ Ｔｈｅｏ ｒｅ ｔ ｉ ｃ ａ ｌ

ａｎａ ｌｙｓ ｉ ｓａｎｄｅｍｐ ｉ ｒ ｉｃ ａ ｌ ｔ ｅ ｓ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ｏｐ ｔ ｉｍａ ｌ
ｇ ｒｏｗｔｈｍｏｄ ｅ ｌ

［

Ｊ
］

．Ｓ ｙ ｓ ｔ ｅｍｓＥｎｇ ｉｎｅｅ ｒ ｉｎｇ
Ｔｈｅｏ ｒｙ＆Ｐ ｒ ａｃ ｔ ｉｃ ｅ

，２ ０ １ ６
，

３ ６
（
１ ２

）
：３ ０ ３４ ３ ０４ ５ ．

［

２ ９
］
欧明青

， 倪宣明 ，
韦江 ． 人 口结构变动对时间偏好的影响分析

［

Ｊ
］

． 中国管理科学
，

２ ０ １ ８
，２ ６ （

３
）

：１ ８ ８ １ ９ ６ ．

Ｏｕ Ｍ
Ｑ ，

Ｎ ｉ ＸＭ
，
Ｗｅ ｉＪ ．Ｔｈｅ ｅ ｆｆｅｃ ｔｏ ｆ

ｐ ｏｐｕ ｌａｔ ｉ ｏｎ ｓ ｔ ｒｕｃ ｔｕｒｅｏｎ ｔ ｉｍｅ
ｐ ｒｅ ｆｅ ｒｅｎｃ ｅ

 ［

Ｊ
］

．Ｃｈ ｉｎｅ ｓｅＪｏｕｒｎａ ｌ ｏ ｆ Ｍ 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 ｃ ｉｅｎｃ ｅ
，２ ０ １ ８

，２ ６ （
３

）
：１ ８ ８ １ ９ ６ ．

［

３ 〇
］
赵楠 ． 劳动力流动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效座研究

［

Ｊ
］

． 统计研究 ，

２ 〇 ｉ ｅ
，

３ ３⑵ ： ６ ８ ７４ ．

ＺｈａｏＮ ．Ｓ ｐａｔ ｉ ａ ｌｅ ｆｆｅｃ ｔａｎａ ｌｙｓ ｉ ｓｏ ｆ ｌ ａｂｏ ｒｍｏｂ ｉ ｌ ｉ ｔｙ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 ｔ ｒ ｉ ａ ｌｓ ｔ ｒｕｃ ｔｕｒｅａｄ
ｊ
ｕ ｓ ｔｍｅｎｔ

［

Ｊ
］

．Ｓ ｔ ａｔ ｉ ｓ ｔ ｉ ｃ ａ 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

２ ０ １ ６
，３ ３ （

２
）

：６ ８ ７４ ．

［

３ １
］Ｔｒ ｉ ｓ ｔ ａｎ ｉＯ ．Ｍｏｄ ｅ ｌｍ ｉ ｓ ｓｐ ｅｃ ｉｆｉｃ ａｔ ｉ ｏｎ

，ｔｈｅｅｑｕ ｉ ｌ ｉｂ ｒ ｉｕｍｎａｔｕ ｒａ ｌ ｉｎｔ ｅ ｒｅ ｓ ｔｒ ａｔ ｅ
，
ａｎｄｔｈｅｅｑｕ ｉ ｔｙｐ ｒｅｍ ｉｕｍ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 ｆ

Ｍ ｏｎｅｙ ，
Ｃ ｒｅｄ ｉ ｔａｎｄＢ ａｎｋ ｉｎｇ ，２ ０ ０ ９ ，４ １

（
７

）
：１ ４ ５ ３ １ ４ ７ ９ ．

［

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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