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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轨失衡与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增长 : 一个寻租模型 3

黄少安　赵　建

　　内容提要 :本文针对政治体制根本性质不变、经济上实行市场化改革的转轨经济系

统 ,构建了一个寻租模型 ,发现在生产资源分配权力被政治家垄断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 ,

短期内 ,除政治体制外 ,市场结构和需求弹性等市场约束也决定着厂商的最优租金 ,使得

经济系统在出现大量租金耗散的同时 ,也出现了短期经济增长。然而带有租金耗散的索

罗经济系统表明 ,长期内寻租约束使经济增长无法实现稳态均衡 ,并只能在一个低人均资

本存量水平的区域内进行生产。本文解释了为什么在政治体制转轨明显滞后的情况下能

实现短期的经济较快增长却不能保证长期的经济稳定增长 ,也初步探索了转轨失衡的原

因及同步转轨的可能性 ,试图寻求“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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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对国家间经济增长差异的研究总是引人入胜 ,但却也总是举步为艰。将人均收入的差异解释

为要素积累路径不同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Solow ,1956 ;Cass ,1965 ; Koopmans ,1965) ,以及将技术

进步内生化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Romer , 1986 ,1990 ;Lucas , 1988) ,都没有给予经济增长差异以根

本性的解释。直到有了将制度内生化的新制度经济学增长模型 (North ,1981 ,1990a ,1990b ;North and

Thomas , 1973 ;Coase ,1960 ;Acemoglu et al , 2005) ,情况才有所改观。随后的研究热点开始由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异比较 ,转变为转型国家间的经济绩效的比较。为什么俄罗斯“大爆炸

式”(big pang)的转轨绩效短期内好像很不好 ,而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却取得了至少短期内 GDP 的高

速增长 ? 为什么曾是 20 世纪早期世界上最富裕国家之一的阿根廷 ,其经济却几近崩溃 ,而“亚洲

虎”却成功实现了经济腾飞 ? 这些问题不仅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而且也成为经济史和转型经

济学的核心问题 (热若尔·罗兰 ,2005) 。

对这些问题的解释 ,Acemoglu et al (2005)强调了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 ,他们认

为经济制度虽然直接影响经济绩效 ,但是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却受政治制度的制约 ,因为政治制

度决定资源分配权力。如果采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两分法 ,大致可以将转轨类型分为两种 :一种

是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同时完成转轨 ,另一种是宪政秩序相对不变前提下的经济转轨。前者被广

泛称为“华盛顿共识”或者是激进式改革 ,后者被称为“北京共识”或者渐进式改革。Sachs et al

(2000)强调了宪政秩序转轨对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性 ,他们认为双轨制虽然可以通过付出租金收

买特权阶层来获得短期收益 ,但是会付出高昂的长期宪政转轨成本 ,这意味着政治体制转轨的滞后

会产生大量的寻租机会 ,从而损害经济的长期增长。渐进式改革强调了制度的连贯性和互补性 ,注

重对制度变迁速度属性的区分 ,将制度分为迅捷变革的制度和缓慢演进的制度 ,前者以政治制度为

代表 ,是离散的 ,无法进行边际上的调整 ,而后者则以经济制度为代表 ,是连续的 ,可以进行边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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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整 (罗兰 ,2005) 。Lawrence et al (2000) 认为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在宪政秩序保持不变条件下

的市场化改革 ,这种帕雷托改进式的改革保持了政治体制和利益格局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短期内取

得了巨大的效率改进。

主张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同时完成转轨的学者 ,过于看重寻租机会带来的福利损失 ,而忽视了

生产机会的创造 ;而主张在保持政治体制相对稳定前提下实施经济体制转型的学者 ,则过于看重增

量改革带来的生产机会的创造 ,而忽视了寻租机会的负面影响。那么在转轨过程中 ,寻租机会和生

产机会仅仅是完全替代的吗 ? 是否在某个次优路径下两者存在一定的互补性 ,即寻租机会是生产

机会的必要代价 ? 本文的写作动机正是基于此。我们试图建立一个简单的政治家 —厂商寻租模

型 ,在政治体制效率低下 ———政治家具有较集中的资源分配权力的情况下 ,分析经济体制的效率

———市场自由化程度 ———对厂商最优租金的影响。并以此为微观基础 ,在一个带有租金耗散的索

罗经济中 ,探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文章结构安排上 ,第二部分是关于寻

租与体制转型方面的文献综述 ;第三部分建立一个寻租模型 ,分析寻租行为对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

的影响 ;第四部分探讨了转轨失衡的原因 ,结合相关命题对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路径提出构思 ;第

五部分是结论和展望。

二、体制转轨失衡与寻租行为 :模型的理论背景

在新政治经济学框架内 ,对寻租现象的解释主要是从企业的视角入手 ,认为企业为了实现利润

最大化 ,会将资源的一部分用于主营业务生产 ,另一部分则会用于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 ,希望从政

治领域获取“垄断特权”和“优惠政策”来实现利润最大化 ( Tullock ,1967 ,2005 ; Krueger ,1974 等) 。根

据“政治版科斯定理”,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存在寻租空间 ,但只要产权界定清晰 ,各方之间的有效谈

判也会使整个社会达到一个较好的均衡 ,使得寻租造成的福利损失最低 (Chulho et al , 1995) 。但

是 ,Acemoglu (2003)认为由于政治家和公众存在着信念差异和社会存在文化冲突 ,以及政治家的个

人目标与社会目标不一致 ,“政治版科斯定理”是不起作用的。而且上述研究都是在政治制度和经

济制度比较稳定、私有产权界定清晰下进行的 ,没有考虑制度转轨和产权功能缺失的影响。而

Cheikbossian (2003) 认为转轨经济中的寻租行为会产生更加复杂和更加严重的福利后果。

基于以上认识 ,有很多学者开始结合制度效率、产权功能和制度转轨等因素的影响 ,从政治家

行为视角入手对寻租现象进行解释 ,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是由于政府体制效率的缺失 ,追求收

益最大化的政府官员在体制约束放松的条件下的理性行为 ( Hillman , 2003) ;二是法律对私有产权

的保护不力 ,使得产权不清晰的资源通过再分配创造出寻租机会 (Baland and Francois , 2000) ;三是

在宪政秩序不变的市场化改革中 ,原有的计划体制下的公共权力衍生为寻租能力 (Cheikbossia ,

2003 ;刘欣 ,2005)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便是在宪政秩序保持不变条件下的市场化改革 ,这种失衡性

的体制改革保持了政治体制和利益格局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短期内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率改进。

但是正如上述第三个原因所言 ,渐进式的体制转型往往会使计划体制下的公共权力 ,在市场化改革

深化的同时 ,衍生为寻租能力。这样 ,资源再分配权力 ,衍生性的寻租能力 ,加上市场化中形成的市

场能力 ,在体制转型过程中自我加强 ,最终使初始权力禀赋分配愈加不平等 (刘欣 ,2005) 。根据福

利经济学第一定理 ,由于坚持帕雷托效率原则 ,初始禀赋不平等的情况下形成的瓦尔拉斯均衡一定

也是不平等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对公平问题束手无策 ,市场化改革不仅无法解决权力配置不

均问题 ,反而为其提供了一种经济实现机制 ,即通过市场交易实现权力经济化和资本化。而其逆定

理的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强调了资源再分配的重要性 ,认为在市场完全有效率的前提下 ,一个帕雷

托均衡的资源再分配点总会得到完全竞争市场的承认。但不幸的是 ,在转轨国家里 ,不仅市场效率

低下 ,决定再分配权力结构的政治体制效率也非常低下 ,这种条件下的再分配权力往往衍生出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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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与社会目标不一致的寻租行为。

这样 ,一方面 ,政治 —经济体制失衡性转型会创造出更多的寻租机会 ;另一方面 ,对寻租权力的

追逐又在自我强化着这种失衡。随着体制转型的深入 ,制度变迁主体的角色在不断发生转换 (黄少

安 ,2000) ,作为制度变迁初始主体的政府官员 ,在改革过程中 ,会仅仅采取那些有利于维护和增强

自身的资源再分配权力和寻租能力的改革措施 ,这样会使市场化改革措施进展参差不齐 ,产生所谓

的局部性改革现象 (章奇、刘明兴 ,2005) 。同时 ,在初始谈判能力不相等的情况下 ,拥有权力优势的

政府官员完全有能力和条件在改革过程中 ,仅仅采取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改革措施 ,或者选择有利于

自身利益的权力均衡点 ,经过较长时期后 ,这些措施通过自我强化演进成路径依赖式的惯例 ,这正

是某些效率低下的体制长期存在的原因 (黄少安、宫明波 ,2003) ,也是以寻租机会为追逐目标的局

部性改革长期存在的逻辑所在。

已有的寻租模型总是将厂商的行为分为生产行为和寻租行为 ,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完全替代、

此消彼长的关系 ,然后考察初始条件和外部环境因素改变对这两种行为内生性转化的影响

(Murphy ,1993 ;Acemoglu ,1995 ;Baland and Francois , 2000 等) 。这些研究是基于厂商自身的内生性寻

租需求 ,是厂商为了追寻自身利润最大化 ,在寻租和生产两者之间的资源配置。而在一些单边追求

经济自由化、政治体制效率却极其低下的转型失衡国家 ,政治精英对某些生产性资源具有极强的控

制力 ,这样政治家掌握着绝对的寻租权力 ,而厂商的生产只不过是政治家寻租权力在经济上实现的

条件或基础。尤其是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初期 ,政治精英可以通过行使由原先的公共

权力衍生而来的资源再分配权力 ,向初期市场化中的生产者索取高额租金。而市场中的生产者为

了进行生产不得不与政治家达成寻租协议 ,出让一定比例的产出作为租金 ,这样政治家与生产者之

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分成租的寻租关系 ,寻租行为和生产行为之间出现了奇妙的互补关系。

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两分法框架下 ,政治家掌握生产性资源的分配权力 ,而由于政治领域

的权力配置仍然是集中模式 ,从而一定的资源分配权总是被特定的政治家垄断 ,企业家要进行生产

必须付出一定比例的产出作为租金来获取这种资源 ,获得资源的数量和付出的租金之间形成一种

函数映射关系。这样政治领域可看成是寻租机会创造的场所 ,而经济市场则可看作是租金特权经

济化的场所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家寻租的终极目的总是体现在经济收益上。然而转轨失衡意

味着 ,政治领域仍然保持单个政治家对租金特权的垄断 ,而经济领域却在不断地市场化 ,厂商面临

的需求曲线、市场结构等市场约束都在加强。如果说在市场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 ,厂商可以通过行

政性垄断来获得可观的租金收益的话 ,那么在政治体制相对稳定、市场化不断深入的失衡转型过程

中 ,厂商面临的外部市场约束 ,包括市场结构和面临的需求价格弹性在不断地束紧 ,使得厂商的租

金收益相对于政治家越来越少 ,进而会影响到厂商的生产动机。本文的寻租模型正是从寻租实现

的终端 ———厂商入手 ,分析包括厂商垄断力量和消费者需求弹性在内的市场约束对厂商寻租动机

的影响 ,并以此为微观基础来分析带有租金耗散的索罗经济中寻租行为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三、基本模型

本部分构建一个带有寻租行为的经济模型 ,并将其置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前者通

过生产者的最优化行为来说明短期内市场约束对寻租行为和生产行为的影响 ,后者用来说明失衡

经济系统的长期增长特征。

(一)转轨失衡条件下的生产者行为与短期的经济增长

在一个政治制度根本性质保持稳定、经济制度从计划模式向市场模式的转型时期 ,原来计划经

济中的资源需要通过政治家再分配纳入市场化生产 ,这些资源可以被认为与生产函数中的资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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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相同的作用。① 在这种情况下 ,政治制度决定资源的再分配权力 ,政治家在资源从计划向市场转

型的分配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Acemoglu et al ,2005) 。因为政治制度仍然采取集权模式 ,政治家

之间缺乏竞争 ,资本分配权力由政治家垄断 ,这种权力的实施主要通过对自然资源和国有资本的所

有权垄断以及对货币金融资源的控制来完成。② 同质的生产者要进行生产必需通过向政治家付出

一笔租金获得资源作为初始资本 ,这需要生产者和政治家达成一份租金契约。契约谈判的核心是

总产品收益在政治家与厂商的分配比率 :政治家获得总产出的 r ,厂商获得总产出的 1 - r , r ∈[ 0 ,

1 ]。考虑到转轨初期政治家提倡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制度转轨原则 ,我们有理由假设这个租

金比率 r 完全由厂商的生产决策决定 ,这就忽略了政治家与厂商的谈判过程。③ 政治家得到的产

出不会用来资本积累 ,全都用于非生产性活动 ,即租金全部被耗散掉。政治家通过租金比率 r 来再

分配资源 ,于是厂商得到的生产资源为 k = k ( r) , k ( r) > 0 , k′( r) > 0。生产者付出的租金越高 ,获

得的生产资源就越多。分配函数的具体结构由政治制度的特点决定。我们认为 ,政治制度越有效

率 ,政治家之间的竞争会越充分 ,那么资源分配会越加具有弹性。④

由于经济领域在实行市场化改革 ,我们引入市场约束 ,该代表性厂商面临的市场中的需求函数

为 p = p ( y) 。需要注意的是转轨过程中的市场没有实现完全竞争 ,厂商具有一定的垄断能力。产

出函数为 y = y k ,成本函数为 c = c ( y) ⑤。在转轨经济系统内 ,假设厂商在进行生产规划时只考

虑为了获取资本所付出的租金比率 ,那么厂商的目标为利润最大化 :

max
r
π = p ( y ( k ( r) ) ) y ( k ( r) ) (1 - r) - c ( y ( k ( r) ) ) (1)

s . t . 　　0 ≤ r ≤1

　　我们讨论边界情况。当 r = 0 时 ,政治家不会分配资源给厂商 ,厂商将无法生产 ;当 r = 1 时 ,政

治家将占有厂商的所有产出 ,显然这时候厂商肯定不会进行生产 ,所以 r 不会处于边界位置。我们

不妨定义 0 < r < 1 为厂商寻租条件 ,总体来看 ,在这个寻租条件下 ,政府的租金收益与税收收入所

表现出的“拉弗曲线”性状大致相似。这样 ,在满足厂商寻租条件的情况下 ,我们只讨论内点解的情

况。内点解 r
3 满足一阶条件 :

py yk kry ( k) (1 - r) + p ( y) yk kr (1 - r) - p ( y) y ( k) - cy yk kr = 0 (2)

　　xi 为变量 x 对变量 i 的偏导数 ,后面的弹性系数符号是个例外。这是转轨失衡系统中 ,加入寻

租成本后满足厂商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从这个一阶条件中我们可以看出 ,在达到内点解 r
3 之

前 ,由于边际利润大于零 ,厂商的行为是一方面不断增加租金来从政治家处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源 ,

同时又不断地增加产出。这恰恰说明了我们前面所提出的 ,生产行为和寻租行为之间的“奇妙”的

互补关系。但由于市场在不断自由化 (竞争程度越来越高) ,厂商面临的市场约束会使得厂商选择

最优的内点解 r
3

,也就是当租金比例超过 r
3 时 ,厂商所需要支付的寻租成本越来越高 ,导致其边

际利润不再为正。由于经济市场化所带来的越来越紧的市场约束会使得厂商寻租活动超过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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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为了不至于将问题过于复杂化 ,这里并没有考虑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状况 ,仅仅是将成本看作是产出的函数。而要素市场

的市场化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会在另一篇文章进行讨论。

这与商品市场情形相似 :竞争越充分 ,价格弹性越高。

转轨初期 ,为了追求经济增长 ,政治家会接受厂商按照利润最大化所形成的租金率。由于本文的分析重点是市场化改革

对厂商寻租动机的影响 ,所以忽略了这一博弈过程 ,但并不意味着这一过程不重要。

自然资源最典型的例子为土地 ,出售给房地产商的土地收入可以视为模型中的租金 ,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之一。同时转轨国家运用金融技术来行使资源再分配权力的方式有很多 ,包括控制银行系统进行信贷计划分配、建立以国有资本

为主体的股票市场等。当然还有其他的具体方式 ,在此不详细论述。

这里所指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本。在转轨系统中 ,厂商通过向政治家付出租金 ,除了获得市场化中需要私有化的国

有资本外 ,还有一些自然资源和其他行政性特权 ,我们在后面统称为生产资源。但在标准的生产函数中 ,我们将这些生产资源作

为资本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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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3 后变得不经济 ,因此在达到内点解 r

3 之前 ,租金耗散增加和经济产出增长是同步进行的 ;达到

r
3 后 ,租金耗散和产出形成了均衡值 ,而高于 r

3 和低于 r
3 都不能使厂商达到利润最大化。下面我

们将采用比较静态分析的方法 ,重点分析经济在均衡的租金耗散值和产出值下的特征。

引入弹性的概念 ,我们定义 :

(1)产出弹性系数 :εk =
yk

y
k ,在生产者的技术约束一定的情况下 ,表示的是产出变动对资源变

动的反应程度 ,它可以衡量资源对产出的重要程度 ;

(2)寻租弹性系数 :εr =
kr

k
r ,上一部分已经提到 ,是本文非常重要的概念 ,它显示了资源的再分

配变动对寻租租金变动的反应程度 ,它由一国的政治体制效率决定 ,在一个政治体制效率非常高的

国家 ,政治家之间的竞争会越充分 ,那么资源分配会越加具有弹性 ;

(3)需求的价格弹性系数 :εp =
p

py y
,表示的是厂商面临的需求变动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 ,市

场竞争越充分 ,需求弹性越高。它在一定程度上衡量市场化的程度 ;

(4)勒纳指数为 : L =
p - cy

p
,是衡量市场垄断程度的指标 ,它反映的是厂商的垄断能力 ,由市场

化程度决定。

我们假定这些弹性系数都是外生决定的 (例如上述函数都采取柯布 —道格拉斯形式) ,产出弹

性由资源的技术属性决定 ,寻租弹性由政治体制效率决定 ,需求弹性和勒纳指数由经济体制效率

(市场化程度)决定。

结合上面定义的指标 ,我们整理式 (2) ,得到厂商愿意付出的最优租金为①:

r
3 =

εkεr +εkεrεpL
εkεr +εkεrεp +εp

(3)

　　既然生产者都是同质的 ,那么整个社会的平均人均资本存量则为 k ( r
3 ) ,于是由寻租决定的整

个社会生产水平也将确定下来。为了更深一层地讨论寻租与短期经济增长的关系 ,采用比较静态

分析的方法 ,我们证明出下面几个命题 :

命题 1 :厂商存在寻租动机必须同时满足下面四个条件 :εk ≠0 ,εr ≠0 ,L ≠0 ,
1
L

< εp < + ∞

(或 L >
1

|εp |
> 0) 。

证明 :由上面的厂商寻租条件我们知道 ,因为厂商不可能将所有的产出作为租金 , r
3 不能为 1 ,

所以厂商要存在寻租动机 ,必须 0 < r
3

< 1。由 (3)式 ,我们知道εk ≠0 ,εr ≠0 ,否则 r
3

= 0 ;εp ≠0 ,否

则 r
3

= 1。

采用反证法 ,假设 L = 0 ,则有 :

r
3

=
εkεr

εkεr +εkεrεp +εp

　　因为εp < 0 ,εkεr >εkεr +εkεrεp +εp ,此时 r
3 > 1 ,厂商不会有寻租动机。所以 ,只有当厂商具有

一定的垄断力量即 L ≠0 时 ,厂商才会有寻租动机。

因为εp < 0 ,0 < L ≤1 ,我们可以得到 :

εkεr +εkεrεpL > εkεr +εkεrεp +ε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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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r
3

< 1 ,即
εkεr +εkεrεpL

εkεr +εkεrεp +εp
< 1 ,所以 ,εkεr +εkεrεp +εp < 0 ;又由于 r

3
> 0 ,εkεr +εkεrεpL 与

εkεr +εkεrεp +εp 必须符号相同 ,所以 :εkεr +εkεrεpL < 0 ,这样我们得到 :

εp >
εkεr

1 +εkεr
, εp >

1
L

因为 0 < L ≤1 ,εk ≥0 ,εr ≥0 ,得出 :
1
L

≥1 ≥
εkεr

1 +εkεr

所以得出 εp >
1
L
。

如果 εp ≥+ ∞,则 lim
ε

p
→+ ∞

f
3

= lim
ε

p
→+ ∞

εkεr +εkεrLεp

εkεr + (εkεr + 1)εp
= 0 ,因而 εp < + ∞。所以 ,

1
L

<

εp < + ∞。

同理 ,只要当εk ≠0 ,εr ≠0 ,L ≠0 ,
1
L

< εp < + ∞,我们总能找到符合基本寻租条件 0 < r
3

< 1

的 r
3 。

讨论一下这四个条件的现实含义 : (1)εk ≠0 ,这说明分配性资源 (资本) 对生产来说是非常重要

的。(2)εr ≠0 ,这表明资源再分配必须具有弹性 ,从而才有寻租机会存在的余地。(3) L ≠0 ,说明厂

商必须有一定的垄断能力。(4) 1
L

< εp < + ∞,这个含义比较复杂。一方面 ,它强调需求弹性和

勒纳指数的乘积必须大于 1 ,另一方面它又强调需求弹性不能无限大 ,否则厂商无法获得垄断利

润 ,也就无法从垄断利润中进行寻租分成。

命题 2 :在满足厂商寻租条件的情况下 ,企业的垄断力量越大 ,厂商的寻租动机越大 ;经济市场

化程度越高 ,厂商的寻租动机越大 ;资源对生产越重要 ,厂商的寻租动机越大。

证明 :我们需要知道勒纳指数 L 对厂商最优化租金的影响。不考虑边界情况 ,式 (3) 两边对 L

求导 ,得到 :

r
3
L =

εkεrεp

εkεr +εkεrεp +εp

　　我们已经知道 ,εkεrεp < 0 ,εkεr +εkεrεp +εp < 0 ,所以 r
3
L > 0。此时 ,L 越大 ,最优租金 r 会越大。

并且由基本寻租条件 ,我们已经知道 L >
1
εp

。这说明了企业的自然垄断力量越大 ,厂商的寻租

动机也越大。这是因为厂商能够在市场中获得垄断利润 ,从而更有激励增加租金从政治领域获得

资源进行生产。如果这种局势不断得到自我强化 ,政治家和厂商瓜分的垄断利润会不断增加 ,很可

能会使政治家染指市场 ,最终的结果会形成行政性垄断。

式 (3)可以写成 :

r
3

=
εkεr - εkεrL | εp |

εkεr - (εkεr + 1) | εp |

　　不考虑边界情况 ,两边对|εp | 求导 ,得到 :

r
3
ε

p
=

εkεr [εkεr (1 - L ) + 1 ]
(εkεr - (εkεr + 1) | εp | ) 2

　　可知 r
3
ε

p
> 0 ,所以在厂商垄断力量和政治体制效率一定的情况下 ,其面临的价格需求弹性越

大 ,厂商的最优租金越大 ,寻租动机就越大。这是一个让人惊奇的结论。根据这一定理 ,我们可以

引申性地得出 ,市场化程度越高 ,竞争越充分 (厂商面临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变大)反而增大了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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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寻租动机 ,增大了厂商所交纳的租金比例。

但是 ,在这里只要注意到下面两个方面 ,上面的结论就会得到理解。第一 ,需求价格弹性虽然

变动 ,但是 ,衡量厂商本身垄断力量的勒纳指数却保持不变 ,这说明厂商拥有行政性垄断特权 ,形成

足够大的垄断力量 ,所获得的垄断利润并没有受到需求弹性变大的损害 ,这也可以被看作为交纳租

金获得的收益 ;第二 ,我们的假设基于政治家垄断资源的再分配权力 ,这种情况下的市场化改革 ,优

化市场结构 ,促进竞争 ,虽然提高了厂商的寻租动机 ,却也同样提高了其生产动机。在厂商要素产

品的获得采取分成租佃的寻租形式情况下 ,需求弹性在一定范围内的增大会在增加寻租行为的同

时 ,也刺激了生产性努力的增长。而总产品收益的增减 ,则取决于生产性努力增长和分配性努力

(寻租)增长的成本收益的比较 (盛洪 ,1991) 。但是 ,如果市场化程度非常高 ,不仅产品的需求弹性

接近无穷大 ,厂商的勒纳指数也开始接近于零的时候 ,厂商所需要缴纳的租金就会越来越接近于

1 ,即将所有的产出都作为租金上缴政治家 ,这样政治家就会完全占有其收益 ,使厂商丧失了生产的

动力 ,造成了生产力的极大破坏。隐含的意义是 ,在生产资源分配权力被政治家垄断的社会系统

中 ,由于需要垄断利润来作为租金基础 ,导致不可能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 ,这在命题 3 中会继续讨

论。

同样 ,式 (3)两边分别对εk 求导 ,得到 :

r
3
ε

k
=

(εr +εrεpL )εp

(εkεr +εkεrεp +εp ) 2

　　因为 , εp >
1
L

, (εkεr +εkεrεp +εp ) 2 > 0 ,所以 , r
3
ε

k
> 0 ,所以厂商的最优租金和产出弹性呈正相

关关系。

这个定理是很容易理解的。寻租弹性εr 越大 ,说明资源再分配受租金的影响越大 ,政治体制

效率越低下 ,从而增大了厂商寻租的边际收益 ,也就增大厂商的寻租动机。同样 ,产出弹性εk 越

大 ,说明资源的边际投入对产出的边际贡献越重要 ,也增强了厂商的寻租动机。

命题 3 :就经济市场来说 ,完全的计划体制或者完全竞争的市场体制都不会存在寻租行为。并

且在政治家完全拥有资源再分配权力的情况下 ,完全竞争的市场不会存在生产行为。

证明 :以定量生产的计划体制为例 ,产出数量受到计划控制。采用反证法 ,假设存在厂商 ,厂商

面临的需求曲线的弹性可以被看作等于零 :εp = 0。在εp = 0 的情况下 ,由式 (3)可以得出 r
3 = 1 ,也

就是说厂商将所有的产品出让给政治家 ,此时厂商或者不存在 ,或者可以看成是政治家集政治家和

厂商的双重身份于一体 ,自己控制资源 ,自己生产产品 ,而这恰好是计划体制的特征。在这种情况

下 ,没有寻租行为的产生。

完全的市场体制下 ,厂商面临的需求曲线弹性为εp = + ∞,由命题 1 的厂商寻租条件的证明 ,

可以知道此时 r
3

= 0 ,即厂商没有任何寻租动机 ,当然也没有任何生产动机。这个结论的现实含义

是 ,如果政治家完全拥有资源再分配权力 ,而厂商面临的又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 ,厂商不会进行

生产 ,因为厂商和政治家没有垄断利润作为租金分成的基础 ,厂商也不会将全部产品出让给政治

家 ,寻租机会无法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得到实现。这说明了 ,虽然有良好的市场竞争机制 ,但是资

源再分配权力如果过分垄断 ,社会生产也会受到极大的破坏。

(二) 有租金耗散的索罗经济与长期经济增长

上面的静态模型在生产者行为的微观层面上 ,寻求生产者利润最大化的最优租金 ,阐明了寻租

行为与短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部分将在传统的索罗经济中分析政治市场租金垄断造成的租

金耗散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证明转轨失衡的经济无法达到稳态水平 ,只能在一个低人均资本存

量和高经济增长率的水平上进行生产。与上一部分静态的最优化模型相比 ,本部分是一个动态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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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长期增长模型。

在传统的索罗经济中 ,产出函数 y = f ( k) ① 满足 Inada 条件、规模收益递减等经典性假设。既

然在转轨经济中资本的投入是租金比率的函数 ,那么产出便是租金比率的复合函数 : y = f [ k ( r) ]。

假设在转轨失衡的经济系统中 ,资本积累总是受到租金约束 ,即自有资本的积累也需要向政治家缴

纳租金。② 根据租金契约 , ry 作为生产者向政治家缴纳的租金被耗散 ,剩下的 (1 - r) y 用于消费和

储蓄。相应的资本转移方程变为 :

Ûk = s (1 - r) y - ( n + g + δ) k (4)

　　s 为储蓄率 , n 为人口增长率 , g 为技术进步率 ,δ为折旧率。假设经济能够达到稳态水平 ,Ûk
= 0 ,则有 : s (1 - r) y = ( n + g +δ) k。考虑租金的影响 :

s (1 - r) f [ k ( r) ] = ( n + g +δ) k ( r) (5)

　　两边对 r 求导 ,得到 :

{ s (1 - r) f′[ k ( r) ] - ( n + g +δ) } k′( r) = sf [ k ( r) ] (6)

　　由于 sf [ k ( r) ] > 0 , k′( r) > 0 ,得到 s (1 - r) f′[ k ( r) ] - ( n + g +δ) > 0。而我们知道 ,在生产函

数 y = f ( k)满足 Inada 条件的情况下 ,索罗经济系统的稳态增长点上 s (1 - r) f′[ k ( r) ] - ( n + g +

δ) < 0。这说明在寻租行为决定边际资本流量 ,即 k′( r) > 0 的情况下 ,经济无法达到稳态水平。我

们可以得到下面的命题 :

命题 4 :在转轨失衡的经济系统内 ,由于政治家垄断资源再分配 ,人均资本存量的积累受到政

治领域的租金约束 ( k′( r) > 0) ,使得经济无法收敛到稳态水平。或者说 ,转轨失衡的经济系统无法

实现经济的稳态增长。

理解这一命题实际上并不困难。与无租金耗散的传统索罗经济相比 ,在政治家依靠政治垄断

权力无偿占有部分产出的情况下 ,因为 k′( r) > 0 ,生产者投入的资本越多所需要付出的租金就越

高。然而在人均资本存量向稳态人均资本存量的变动过程中 ,经济也在不断付出租金耗散的代价 ,

图 1 　带有租金耗散的索罗经济 　

即 k ( r) 增加的同时 ,租金比率 r 也在增加 ,

使得越来越多的产出被作为租金耗散掉 ,最

终导致资本积累不足 ,使得人均资本存量处

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

技术水平不变 ,产出增长率的增加会主要依

靠劳动力的增加来支撑。另外如果经济个体

有较强的储蓄偏好 ,即储蓄率 s 较高 ,就会形

成较大规模的储蓄增加资本积累 ,这在一定

程度上会弥补租金耗散带来的资本浪费。③

而凸性技术属性决定了较低的人均资本存量

对应着一个较高的资本边际产出率 ,即 f′[ k

( r) ] >
n + g +δ
s (1 - r)

。图 1 直观地展示了存在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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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一定时期的现象。

这个假设看上去似乎很严格 ,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 ,在转轨失衡的系统中 ,资本的积累 - 分配体制确实存在着严重

的寻租现象 ,尤其是金融系统不完善的转型中国家 ,企业的融资受到租金约束非常大。

在这里我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简化处理 ,直接将前面微观模型中的 k 和 y 视为单位劳动力资本和产出而没有用另外的符

号来表示。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会对我们的结论产生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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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耗散的索罗经济中的生产区域。A 点上 f′[ k0 ] =
n + g +δ
s (1 - r)

,则生产在 (0 , k
0 ) 的区域内生产。这

说明了租金耗散使得资本积累不足 ,使得生产只能在较低的人均资本存量水平上进行。至于具体

在哪一点上进行 ,取决于政治制度与政府偏好所决定的资源再分配函数的结构。①

通过上面的论述 ,我们可以得到命题 5 :

命题 5 :由于政治领域内寻租行为对生产资源分配的制约 ( k′( r) > 0) ,转轨失衡经济的生产被

锁定在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较低的人均资本存量的非稳态区域内。

索罗经济中的生产函数具有凸性技术特征 ,使得较低的人均资本存量水平具有较高的边际生

产率 ,而较高的边际生产率会形成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因此在生产资源分配被政治家通过设租 —

寻租的方式控制的经济系统里 ,经济被锁定在了低人均资本存量和高经济增长率的非稳态水平中 ,

图 1 中体现在区域 (0 , k
0 )上。这是一个奇怪的区域 ,在没有租金约束的经济系统中 ,高的产出增长

率带来高的产出量和资本增加量 ,使得该区域向稳态水平收敛。但是在有租金约束的索罗经济中 ,

由于必须满足资本存量与租金之间的映射关系 ,即 k′( r) > 0 ,要想获得高的人均资本存量就必须

付出相应高的租金 ,也就是产出水平越高 ,耗散的租金所带来的资本浪费会越多。这就使得经济向

均衡点收敛的力量不断被租金耗散对冲掉 ,只要 k 和 r 之间的映射关系保持稳定 ,经济就不能冲破

(0 , k
0 )的樊篱。但是如果有外生变量的改变 ,例如社会文化传统造成的高的储蓄偏好 ,使储蓄率 s

提高 ,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租金耗散带来的资本浪费 ,使得人均资本存量和产出有一定的提高 ,但

是只要有租金约束 ,经济就不会抵达稳态水平。

那么这一区域的福利状况如何呢 ? 首先 ,高的经济增长率并不意味着高的人均产出水平 ,极端

的情况是在 k = 0 附近 ,根据 Inada 条件 ,边际产出接近于无穷大 ,但人均产出却接近于 0。而社会

总体福利的提高依靠的是产出水平而不是产出增长率。人均产出低意味着较低的消费水平 ,也就

是较低的福利水平。在图 1 的区域 (0 , k
0 )上 ,经济增长率虽然高 ,但是人均产出水平如果没有较强

的个体储蓄偏好来弥补租金耗散带来的租金对资本的替代 ,经济就没有一个较高的人均产出水平 ,

也就意味着没有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平。而在稳态增长的人均资本存量水平 k
3 上 ,虽然经济增长率

较低 ,却具有较高的人均资本存量和产出量水平 ,也就意味着有较高的社会总福利。其次 ,区域 (0 ,

k
0 )是非稳态、非均衡的经济增长区域。根据经济增长原理 ,非稳态的经济增长会面临较多的宏观

经济不稳定和频繁的周期性波动。总供求失衡、通货膨胀、失业和国际收支失衡是非均衡、非稳态

增长的具体体现 ,而在现实的转轨国家中 ,这些非均衡现象并不罕见。②

四、转轨失衡下的经济增长 :扩展性讨论

概括地说 ,上面的模型实际上表明了两个基本观点 :第一 ,短期内在政治仍然处于集权模式 ,而

经济在不断市场化的进程中 ,由于政治家和厂商实际上达成的租金分成关系 ,使得寻租行为和生产

行为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即短期内租金耗散和经济快速增长共存 ;第二 ,长期内转轨失衡的经济无

法进入稳态水平 ,并被租金耗散约束在一个低人均资本存量、高经济增长率的区域内。然而由于引

入的变量有限 ,简单的两种模型并没有在深层次上解释转轨失衡的原因 ,也没有对转轨经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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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比如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拉美地区的“自由化改革”以及俄罗斯“休克疗法”所引起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下滑。这些国

家 (尤其是俄罗斯)虽然试图保持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步进行 ,但在国有资产进行初始市场化分配的转轨初期 ,政治家与

厂商之间的串谋 ,甚至原先计划体制下的政治家转变为厂商造成了国有资本成为租金资本化的依托 ,导致了模型中所描述的经济

不稳定。而中国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高通货膨胀。具体分析见 McKinnon (1993) ,Bourguignon (1993) 。

通过中国省际间的面板数据的比较 ,我们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偏好决定不同的资源分配函数 ,同时也导致了同等经济条件

下不同省份之间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 (注 :此为匿名审稿人的意见 ,在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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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做出更有见地的描述。下面的扩展性讨论将试图把这一问题推得更深入一些。

(一)为什么会出现转轨失衡 ?

在我们的模型中 ,政治领域的主要活动由掌握租金特权的政治家设租然后寻租的再分配行为

构成 ,而这种租金特权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政治权力的垄断。考虑另外一个模型 ,在这个模型中 ,如

果能够在政治领域形成一个竞争性的租金市场 ,甚至能够通过政治家的完全竞争将超额租金降为

零 ,那么这个政治体制可以认为是完全有效率的 ,因为它带来了与完全竞争市场一样的福利改进。

因此 ,就整个社会福利目标来说 ,使得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完全有效率 ,即均衡式转轨对整个社会

来说是最优的转轨路径 ,这也是“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础。

但是 ,本文的模型实际暗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假设 ,即政治家与厂商具有能够达成租金协

议的初始条件 ,一旦转轨过程中满足这个初始条件 ,他们便会形成一个非常稳定的分成租关系。从

我们的模型中可以看出 ,这种关系下的经济行为在短期内其实具有帕雷托改进的性质 ,即政治家的

租金垄断、厂商的生产会给双方都带来收益 ,而不会带来任何一方的利益损失。在这种情况下 ,正

如命题 2 所阐释的 ,一定程度上的市场化对掌握资源分配权力的政治家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政

治家有推动经济上市场化改革的动力。另外 ,对于保持政治体制稳定、经济上实现市场化的制度变

迁模式来说 ,当期变迁主体的短期目标的确立和计算更加简单 ,所面临的变迁成本约束、阻力以及

不确定性和风险更小 ,动力来源因此也更容易产生 ,变迁的路径也显得更平滑。这样的变迁过程相

对平稳 ,不会引起较大的社会动荡 ,制度之间的横向和纵向联结受到较小的冲击 (黄少安 ,2006) 。

所以 ,社会系统中的所有主体都默许了这种政治体制保持稳定下的市场化改革。但是 ,这样的变迁

付出的结构性代价就是不能实现制度系统内部的“一般均衡”,出现了转轨失衡问题。

正是因为这种短期和局部的帕雷托改进 ,使得政治家和厂商之间达成租金分成关系的初始条

件一旦满足 ,便会形成一种刚性的“路径依赖”,整个转轨系统便会在这种局部、短期的帕雷托路径

中越走越远。因为对各个主体来说 ,在各自的期界内都没有利益损失 ,各方都不会偏离这个路径。

如果满足了初始条件而偏离这个路径 ,政治家控制的资源无法进入生产函数 ,其权力就无法资本

化 ;同时厂商也会因为无法寻租得不到生产资源而没有任何产出。在这种情况下 ,即有条件使得政

治家能够和厂商达成租金协议 ,转轨也根本无法均衡进行。而当政治家的“权力”一旦通过厂商的

生产行为变成“权利”,“路径依赖”所形成的网络刚性就会不断处于一种自我强化中 ,政治家和厂商

的关系也会日益牢不可破 ,从而转轨失衡的问题也变得更加严重。对长期经济增长和整个社会福

利来说 ,这种转轨失衡系统存在着大量的租金耗散 :原来应该配置在生产领域的产出 (作为工人工

资或者再生产的资本) ,被掌握再分配权力的特权阶层浪费 ,并且造成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

然而 ,如果某个社会系统中不具备政治家和厂商之间达成租金协议的初始条件 ,那么整个转轨

过程最大的可能是会进入一个同时转轨的路径。在这个转轨路径中 ,由于政治领域也引入了竞争 ,

租金特权收益在政治家之间的竞争约束中被最小化 ,政治家与厂商之间达成租金分成协议的可能

性被消除。这个路径的均衡表现是 ,政治领域会按照税收提供最好的公共服务 ,经济领域会最大化

地运用社会中可以使用的资源 ,也就是资源基本上或者全部用来生产和创造福利 ,不会有租金耗散

带来的资源浪费。但是这种完全转轨的方式要求的条件非常苛刻。首先要有理想的制度禀赋切断

权力资本化的条件 ,使政治家和厂商不能达成租金关系 ,这需要特殊的社会传统、民族习惯、意识形

态等一系列非正式制度禀赋 ,或者某一个或某一群能够超越“阿罗不可能定理”的政治精英 (这也是

可能的) ,来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进行制度变迁规划 ,使得制度变迁主体能够确立一个期限更

长的目标函数 ,在不违反变迁成本约束条件的情况下 ,能够使得制度变迁带来的长期“红利”现值远

远高于短期成本 ,而且能够实现转轨成本的跨期配置 ,那么也完全有可能实现制度系统内部的“一

般均衡”。按照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不同制度的变迁只能获得相对均衡而无法获得绝对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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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少安 ,2006) 。因为制度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旧制度与新制度之间 ,新制度与新制度之间 ,正

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相互适应性无法在短期内完成 ,因此这种同步转轨很可能会付出较大

的短期代价。因此我们观察到 ,无论是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还是拉丁美洲的完全自由化 ,短期经

济增长率方面都有所损失。但是 ,只要整个社会能够承受得住 ,能够度过阵痛期 ,经济的长期稳定

增长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就有了根本性的宪政保证。短期的阵痛实际上是为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稳

定支付的成本 ,而且收益与成本的比率是比较高的。

(二)寻租、生产和经济增长

我们建立的寻租模型已经证明 ,在体制失衡的情况下 ,寻租行为 (或分配性努力) 和生产行为

(或生产性努力)不再是替代关系 ,而是奇妙的互补关系。我们不幸地看到 ,政治家和厂商实际上已

经达成了一种共谋的分成租关系 ,政治家分配给厂商资源 ,并通过干预市场保证厂商的垄断地位 ,

而厂商则保障租金的经济实现。我们的命题 2 说明的是 ,在厂商被迫寻租的情况下 ,随着市场化程

度越来越高 ,厂商付出的租金虽然变大 ,但是同时生产的财富总和也增加了。不过 ,命题 4 和命题

5 又非常无情地指出 ,由于租金耗散挤出了资本积累 ,使得转轨失衡的经济系统根本无法实现稳态

均衡 ,这无疑是对转轨失衡经济在长期上最残酷的否定。

图 2 　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可能的经济增长路径

在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保持了政治体制的连续性和一致性 ,是一种帕雷托效率改进式的体

制转型 (Lawrence et al ,2000) ,虽然创造了大量的寻租机会 ,但是也刺激了“生产性努力的增长”,在

短期内从总体上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与之相对照的俄罗斯和拉丁美洲的完全自由化转型 ,短期内

激进追求宪政秩序转型和市场自由化的同步完成 ,其结果便是命题 3 所证明的 ,由于租金过于高

昂 ,生产力短期内遭到了一定程度破坏 ,使得转型期的个体承担了过高的转轨成本。如果这些成本

不能通过代际转移或跨期配置依靠“制度红利”来“冲销”,那么这种激进式的改革就可以认定是失

败的。但从学理上可以肯定的是 ,制度的“一般均衡”总比失衡要更加具有长期增长效应。这是因

为完全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要求收益按照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得到回报。然而在我们的模型

中 ,政治家是一个拥有特权并且坐享其成的人 ,他能够不付出生产性努力而按照租金契约获得厂商

所生产的比例为 r 的产出 ,从而造成了经济系统中大量的资源耗散。而且政治家与厂商达成的租

金协议 ,使得资本积累与租金之间形成一种同向变化的映射关系 ,这种映射关系将转轨失衡的经济

活动锁定在较低的人均资本存量 ,而且非稳态的增长区域内。这一切都是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

则付出的代价。

如果将生产行为和寻租行为纳入同一个坐标系 ,我们可以以此表示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

可能性转轨路径。由图 2 我们可以看到 ,在

转轨初期 ,北京共识的生产性激励处于上风 ,

但是生产行为与寻租行为的边际替代率却越

来越小 ;华盛顿共识下的寻租行为和生产行

为都非常低 ,但是生产行为与寻租行为的边

际替代率却越来越高。两者的转轨路径在 E

点相交 ,之后华盛顿共识的生产行为便占据

了上风 ,而北京共识由于政治体制效率低下 ,

产权初始界定受寻租行为干涉严重 ,寻租行

为越来越多 (对社会的示范作用使得越来越

多的人想发财过好日子却不想好好劳动、从

事生产) ,生产行为越来越少 ,长期的经济增

长不容乐观。所以 ,正如命题 4 所述 ,转轨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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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下的路径并不能保持经济增长的长期持续性。

前面的五个命题足以联合证明一个大命题 :对于经济增长来说 ,政治体制转轨和经济体制转轨

同样重要 (Jeffrey et al ,2000) 。图 2 就是把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比较纳入了一个统一的短期 —

长期分析框架之内。北京共识认识到了制度系统内某些制度所具有的缓慢演进的特性 ,采取帕雷

托改进式的增量转型方式 ,虽然创造了大量的寻租机会 ,但是同样也创造了生产机会 ,导致了短期

内的经济增长。而华盛顿共识忽视不可控制度变量的束缚 ,“休克式”的变迁 ,对制度系统造成了巨

大的冲击 ,旧的制度被消除 ,新的制度却由于制度系统的适应性问题还没有发挥作用 ,从而使经济

增长在短期内较低甚至停滞或下降。然而正如 Sachs et al (2000)所言 ,体制失衡性的转型只能获得

短期收益 ,其带来的对宪政秩序的扭曲可能会产生长期的负面作用。政治体制转轨的滞后 ,使得原

政治体制内的政治权力通过已经存在的市场而与经济利益联姻 ,政治“权力”变成了“权利”,形成了

有政治背景的力量强大的利益集团 (他们足可以影响国家的法律和政策) ,那么 ,以后的政治体制改

革和经济体制 (例如国有垄断行业的改革)的阻力将越来越大 ,甚至在没有外在的巨大冲击力的情

况下 ,改革变得不可能。

五、结 　语

通过对转轨经济系统中厂商和政治家行为的观察、模型化分析 ,我们可以结论性地认为 :第一 ,

在转轨失衡即政治体制根本性质不变、经济上实行市场化改革的经济系统中 ,虽然因为生产资源再

分配权力被政治家垄断从而出现大量租金耗散 ,但是 ,由于政治家和厂商实际上达成的租金分成关

系 ,使得寻租行为和生产行为具有很强的、奇妙的互补性 ,即短期内租金耗散和经济快速增长共存。

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或地区在政治体制转轨滞后情况下 ,经济能够在短期内高速增长。

第二 , 如果政治体制转轨长期滞后、体制长期失衡 ,经济无法进入稳态水平 ,并被租金耗散约束在

一个较低的人均资本存量、高经济增长率和非均衡区域内 ,则实际上无法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而高

速的增长。第三 ,初始制度禀赋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制度转轨路径 ,如果一开始所拥有的制度禀赋

不能切断政治家与厂商之间的租金联系 ,转轨失衡就很难避免。第四 ,我们可以在所谓“华盛顿共

识”与“北京共识”之间达成共识 :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基本性质同步转变与不同步转变 ,都是可

能的 ,但是 ,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而言 ,在长期和短期上 ,却具有不同的影响。到底是否同步 ,既

取决于特定的具有必然性的制度变革的初始约束条件 ,也取决于特定历史时点上的政治家的远见

卓识、对历史机遇的把握能力和价值取向。我们不能否认 ,在众多的制度变迁路径的选择中 ,在特

定约束条件下 ,具有历史偶然性的超越“阿罗不可能定理”的政治精英可能会对一个国家的转轨方

式产生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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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balanced System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 An Rent2seeking Model

Huang Shaoan and Zhao Jian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 Shan Do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builds a rent2seeking model in an unbalanced system change where political system remains stable but

economic system is in market2oriented reform , finding that when politicians control the redistribution power of resource , in the

process of market liberalization , besides the efficiency of political system , the exogenous market restraints such as market structure

and demand elasticity also determine the firm’s optimal rent , which leads to both rent dissipation and short2term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 in Solow economy with rent dissipation , the growth that can’t converge to balanced path for the sake of rent restrain ,

can be restricted in a lower capital level. We try to research the reason of unbalanced system change , suggesting the long2term

economic growth depend on the harmony between political system and economic system.

Key Words :Politic System ; Economic System ; Unbalanced System Change ; Rent2see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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