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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现有的绝 大多数内生增长理论的文献中
,

科研行为都是在追求矛.J润最大化的企业

或者科研部门这些
”

黑盒
”

中完成的
。

本文构造 了一个随机最优控制模型 分析 了在不确定性

的条件下一个代表性科研人员理性的动态科研行为
,

从而 为内生的技术进步与宏观技术波动

提供一个更为直接的微观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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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 年代 中后期和 9 0 年代初 以来
,

以 P a u l R o m e r ( 19 8 6
,

1 9 9 0 )
,

R o b e r t L u e a s ( 19 8 8 )
,

A gh io n
和 H o w itt ( 19 9 2) 为代表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是近十多年来在国际宏观经济学领域中

最为重要的发展之一
。

该理论指出
,

带动一 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重要的引擎是科技的进

步
。

在前工业化时代科技进步主要是依靠人们在重复性的生产过程中知识与经验的积累
,

并且这种无意识的知识创新至今仍然对于促进技术进步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
,

如 A rr o w 的
”

干中学
”

模型 ( A rr
o w

,

1 9 6 2)
,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

科研部门已经逐渐成为人类发明新

技术和创造新知识的最为重要的科技创新主体 (林毅夫
,

199 4)
。

据统计
,

在美国工业中

的科研人员与工程师的数量由 19 21 年的 2
,

27 5 人增加到 19 4 6 年的 4 6
,

00 0 人
,

到 19 62

年已达 3 0 0
,

0 0 0 人
,

至 19 8 5 年底则将近有 6 0 0
,

0 0 ( ) 人 ( M
o w e r y 和 R o s e n b e r g

,

19 8 9 )
。

整个 O E C D 国家的工业 R & D 投入在 198 5 年就已达 1552 亿美元
,

而且 自 70 年代以来约

以年均 7% 的环 比速度增长 (G
r o s s m a n

和 H e l pm a n
.

19 9 l a )
。

因此
,

在知识经济特征 日

益凸显的今天
,

越来越多的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有识之士纷纷将研 究目标指向日益壮大

的科研 与教育部门 (袁志刚
,

19 9 9 : N g o
, e t a z

.

19 9 9 )
。

纵观现有的对于科研部门和科研行为的经济学研究文献
,

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

一类

是在宏观与制度侧面上对科研行为及相关问题进行研 究
,

譬如早期的 Phe lsP ( 1% 6) 分析了

均衡增长时科研部门的最优规模问题
,

得出科研人员占总人 口的
”

黄金比率
”
; L ac h 和

S ch a n k er m an ( 19 8 9) 对于科研活动的融资问题进行了研 究
,

他们在对近两百家科技型企

业中的R & D 与股市投资问题进行了实证研 究之后
、

发现这些企业在股市获得的投资并不

是提高 R& D 研 究水平的原 因 ; 在相关的科研制度环境分析方面则有对专利制度与 R& D

之 间关系的分析 ( J
u d d

,

19 8 5
,

p a k e s ,

19 8 5 等 )
,

科研机构的组织形式的分析 ( N
e l s o n ,

19 8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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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拙作 《生命周期与科研行为一一个微观动态模型 》 (王 勇
,

20 00 ) 的姊妹篇
,

主要是在前文的基

础上 引入 了不确定性
,

着重 分析不确 定性对于科研行为 与科技进步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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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生产的优先权制度分析 (M
e rt o n ,

19 5 7
,

19 82)
,

甚至包括专门对发展中国家科研制度环

境的分析 ( E ck au s ,

19 66) 等等
。

另一类文献则是在相对微观 的侧面上进行研究
,

譬如对

于知识生产与科技创新过程本身的技术特点进行描述 (如 D os i
,

19 88)
。

然而更多的是将追

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作为 R & D 研究的微观主体 (如 R o m e r ,

1 9 9 0 ; o r o s s m a n
和 H e l p m a n

,

19 91 a)
,

特别是在科研或 R& D 的不确定性方面
,

已经有不少研究
,

尤其是国际贸易领域的

研 究纷纷将产品的质量创新 (又称垂直创新 ) 与品种创新 (又称水平创新 ) 过程中的不

确定性引入相关模型 (G
r o s sm a n

和 H e lp m a n ,

1 9 8 9
,

19 9 l a
,

1 9 9 l b ; S e g e r s tr o m
,

19 9 0
,

19 9 1:

w an g
,

200 2)
,

但这些分析通常都是为了更容易建立起一般均衡
,

所 以是将科研部门作为
”

黑盒
”

进行投入一产出分析
,

而并没有将科研行为直接建立在科研人员的理性选择的行

为基础上
。

本文认为
,

科研行为是理性的科研人 员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目标下的动态经济行为
。

对

于代表性科研人员的科研行为本身进行研 究
,

将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影响科研效率从而

影响宏观科技进步的微观 因素
,

进而可能为更有效地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提出相关的政

策建议
。

基于以上认识
,

本文试 图构造一个简单的随机最优控制模型
,

分析一个代表性

科研人 员的动态科研行为
,

从而在理论上揭开了科研部门这个进行知识生产的
”

黑盒子
” ,

亦为新增长理论中的内生技术进步提供了一个更为直接的微观基础
。

本文其余部分作如下安排
,

第二部分是模型的设定与推导 ; 第三部分是比较静态分

析 ; 第四部分是结论
。

二
、

模型

我们首先要给出代表性科研人员的科研效用函数
。

严格来讲
,

这要涉及到整个科研

体制的报酬系统的问题
,

相 当复杂 (袁志刚
,

19 9 9 )
。

然而无论是在以非市场机制为 t 基

础 的优先权制度下还是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专利制度下
,

归根结蒂影响科研人员效用

的最为重要的两个变量是科研成果 (用 (I )t 表示 ) 和努力程度 (用m ()t 表示 )
,

这里 t 表

示时间
。

假定效用函数
“ ( , ()t

,

m ())t 是连续二次可微的
,

且满足兴
> o

,

书
< o

,

共
< 0

。

为
` “ 曰 J I J 。 `

队入~
`翎

囚从
“ ’ \ ` 、 `

” “
` 、 ` 产 /

人~ 抓 一 v/ 、 J I,叭 日 子 ’

一 “ 勺

~ a l
`

a l
乙

’

am

了更方便的研 究长期动态
,

我们采用经济学中的一项普遍假定
,

即假定科研人员具有无

限寿命
。

定义 O 期是正式进入科研部门的时刻
,

则代表性科研人员追求如下 目标
:

〕

Ma
x 凤丁

u ( I (才)
,

m ( `) )
e 一尹`

dt

0
( l )

其中氏表示在 0 期的期望算子 ; 刀> O
,

是主观贴现率
,

刀越大则意味着科研人员的
”

紧迫感
”

越强
,

即更看重近期的科研成果
。

对于科研成果的产生过程
,

现有文献中大多引入人力资本这一概念作为投入变量 (如

R o m er
,

1 9 9 0
,

L uc as
,

19 8 8)
,

但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在很大程度上是现有科技成果的再分配

与普及过程
,

因而不宜引入本模型 ; 还有相当多的文献引入劳动与物质资本作为投入变

量 (如 G r o s s m a n ,

H e lpm a n ,

1 9 9 1 )
,

但是这些变量更适用于宏观分析
,

就本文的目的而

言
,

侧重点是分析在既定科研制度体系下的科研人员的主观行为及相关效率
,

因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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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采用如下积累方程
:

dI ( t ) = 价m ( t ) I ( t )d t + 刀I ( r )dz ( 2 )

在这条随机微分方程中
,

假定: ()t 服从布朗运动
,

且有E (dz ) = o
,

Va
: (dz ) = 6了dt

。

引

入随机部分刀(I )t dz 是因为进行科研取得的成果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
① ,

这一点在后面

的分析中被证 明对于科研行为与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

这里系数刀反应 了由科研政策冲击或

科研投资冲击等外来冲击所造成的不确定性 ; 与此相对的
,

u 了的大小则体现 了科研活动

本身的客观不确定性
。

显然当叮二o
,

或者6 子= o时
,

则退化为确定性的情形
。

( 2) 式表明

dI ( t )

除了随机部分之外
,

科研成果的产生速率一鱼二 还与科研人员的努力水
_

平 m ()t 成正比
,

系

I ( t )

数中 > 0 表示科研技术条件等因素
。

为了使得分析更加深入
,

下面我们采用一个具体的 C R RA 型效用函数
姗甲份

。
碑勺透

叮币 . . .

u ( I
,

m ) =
(I / m “

)
了

了
( 3 )

其中系数了 < 1
,

且即 > O
。

特别地
,

当下二 O时
,

重新定 义 (3 ) 式为

u ( I
,

m ) =
( 2 z m

日
)
7 一 l

了

则 l im u ( I ( t )
,

m ( t ) ) = In l 一 8 In m
( 3

,

易知科研人员的相对风险规避系数1一 了 > o
,

说明他是风险规避者
。

下面求解这个最优控制模型
。

定义

J ( I
,

` ) 二 V ( I
,

` ) e
一 ” ` 三 m ax 双J

u ( I
,

m ) e
一 ” (

“ 一 ` ’ds
( 4 )

经运算
,

可得 H
一

J
一

B 方程如下 :

、

l
、
、飞卫声

J̀̀l)
z`̀、

f
。 一 : 。: {

· ( ,
,

m ) 一刀v ( ,
,

!卜
夸

· 。 m ,

祭
·

合
a :。

2 , 2

令
}

以及一阶条件
:

器
· 、
器

· 0

①笔者曾给出 了一个相关的模型
,

但是在该模型中进行科研创新的才受入 变量中增加 了一个
’ 1

知识存量
’ , ,

而且该模型本质上是一个确 定性模型
。

参 见 (王 勇
,

2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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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测
丁) V (I

,

t )= 占I y
,

结合 ( 3 ) 式
,

代入 ( 5 ) 和 ( 6 ) 后得 :

(I / m
o 丫 _ _ _ , _ _ _ , ,

_ ,

l

—
一 p口 l

`
+ 中m l o了I “ + 丁 a 歹月

一

l
一

O了戈了一 1 ) I
` 一

= U

y 匕
( 5

,

)

以及

(一y0) 里竺二竺二
、 树勿

下

一
。

了

化简后
,

得

( 6
,

)

l
一 + 日

。 一 (缪)
“ 了
[

日

姗宁什沂
盔 、谧

一

— 笠

一
一1

, +即

。一省
。 :。

’ : (了一 ` )

. 皿工困

( 7 )

一中0
+

m ( t ) =

。一

杏
。了。

2了(了一 ` ,

中了 ( 8 )

经代入验证
,

对于价值函数形式的猜测是正确的
。

三
、

比较静态分析

我们由 ( 8 ) 式
,

a m
可知代万一 = U

,

d l

从而得到一个非常重要 的结论
,

在这里作为引理正

式提出 ;

引川龙科研人 员的努力水平将始终保持不变② 。

这个引理表明如果科研条件和相关制度体系给定不变的话
,

只要科研人员的偏好是

稳定的
,

那么尽管存在科研的内部和外部的不确定性
,

科研人员的努力水平将不会做动

态调整
。

而在现实的科研学术界中一个被公认为普遍存在的事实是
,

不同国家不同学术机构

(l 、

在下
= 0的情况下

,

如果价值函数还是按照这种猜刚 就 可以得到 :

m 一

丽
’ 以及

。 ,
_

_
_

e
_ l

(l
一

那 )ln I 一阴 n

食
+ 日一青『砰 占

= o
,

后 式说明占 = 次月
,

即这种猜测不对 ; 事实上很难求出此时的最优努
p占 2

一
`

’ `
以 一 、 F 曰 2 ` 口 一 u U 少

’ `

~
, ’ J

八
’
/ ’ ` 一 `

” J , 刁
八 一

` 卜一

~
` 一
~ ` 。 ,

一
谈

~ ~ “

力水平 的解析解
,

因此为 了分析方便
,

以下讨论都不考虑了= 0的情形
。

②在王 勇 ( 20 0 0) 论文中给 出了一个相 关模型
,

结论也是科研人员的努 力水平将维持不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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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研人员的平均努力水平是存在差异的
。

在许多发达国家中的著名科
一

研机构中
,

科研

人员的平均努力水平要远远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性科研机构中科研 人员的平均努

力水平 ; 事实上即使在同一学术机构中不同科研人员的努力水平也是不一样的
。

上面这

个引理 明确指出
,

如果不改变科研 条件与相关制度体系
,

在科研效用函数稳定的条件下
,

现有的这种努力水平的差别不会自动放大或者缩小甚至消失
,

而是会一 直存在且保持不

变
。

接下来我们 自然会 巴考的一 个问题是 那么影响科研人 员努力水平 的因素有哪些呢 ?

是如何影响的呢?

命题 1 科研人 员的时间紧迫感 (刀 ) 对于最优努力水平的影响取决于科研人 员的凤险

态度
J

当科研人 员风险规避性较小时 (比如 0 < 了 l< 时 )
,

若科研人 员对于时间的
”

紧迫

感
”

越强
,

即更看重近期的科研成果 (乃越大 )
,

则最优努力水平越高
,

但是 当科研人 员

的风险规避系数充分大时 (如了 < 0时 )
,

以上结论正好相反
。

且一般而言
,

在其他条件

不变的情况下
,

科研 人员对风险越是厌恶
,

则最优努力水平就越高
。

证明 : 由于日了> O
,

且中 > 0
,

所以当 O < 了l< 时即科研 人员对于风险规避程度较小时
, 姗宁什沂 灿凌

之 0 0 2 第 2 期

百币 . 翩.

可知” · 0
,

显然

器
=

一二
一 > 0

,

反之 当y < o 时
,

即科研人员对于风险规避程度较
_ . , .

职
甲 I 个 叹

-

d

大时0 < O
,

a m

所 以二万万 ==

d户

< 0

时间紧迫感与最优努力水平之 间的关系可见下图
:

m ( t ) m ( t )

匕 巨
情形一 : 0 < 了< 1 情形二

: 了 < 0

,ù

、
中
ù
日

+甲了l

别卜
,

业
_

a了

1 _ 2 _ 2 _ , ,

.2 2了
.

1
、 口 ~

二 。 11 甲气一 I 一 不 卞 只 ) 一 尸甲
艺 廿 d

,

当了< 0 或者 l2/ < 了 < 1时
几 ,

该式小于零
。

卜
这是 充分而 非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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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如果从事的科研 活动不确定性 (I 川或者 azz ) 非常小的话
,

则对于在区 间

一 如(一
o , U ( 0, ’ )上 的所有的了

,

都有前
< O成立

·

证毕
。

命题 1 可以用来部分的解释为什么即使在同一学术机构中不 同科研人 员的努力水平

也是不一样的
。

这是因为不 同的科研人员对于科研风险的态度以及对于获取科研成果的

时间紧迫感可能是不 同的
。

一个科研人 员越是接近风险中性
,

通常也就越敢于从事较有

挑战性的科研活动
,

此时如果他对于出科研成果的紧迫感越是强
,

自然也就越愿意付出

更大的努力
。

而如果一个科研人员极度规避风险
,

通常也就比较保守
,

若过于看重在短

期内获得新的科研成果
,

而不是长期的科研成果
,

则会降低带来负效用的努力水平
,

反

之
,

若越是具有耐心
,

则更愿意付出较高的努力水平
,

以获取长期的科研成果
。

由此可

见
,

科研人 员本人的性格特点对于其科研努力水平是具有直接作用的
。

如果科研人员之 间性格特点的差异可以用来解释在相 同环境下不 同人之间努力水平

的差异的话
,

那么又如何解释不 同科研机构下不同科研人员努力水平的差异呢 ?

事实上
,

了的大小不仅可以解释为科研人员本人对于风险偏好程度的一种性格刻画
,

而且还可以解释成对科研部门的报酬系统的一种刻画
。

因此下是可以通过调整科研 的报酬

制度加以改变的
。

具体而言
,

如果科研部门提高科研人 员的物质报酬等待遇
,

即通过改

、 、 、 , , , , , , ,

、
, 。 二

、 人

山
二 、 , ,二 二 。 、 _

头 , , 了 。
、

, , 、 , ,

一
了 、 , _ 二 , , 、 , 。 _ 、 ,

一
,

I
、

, , , 。
、 、 、 , 。

义 示 戮 ` 明 人月
、

防衅酬靴
未平口

洲做
四余 ,干 ’

、

咐
盯迈 ’不双用 (7 )

`
’

仔 以 徒

高
,

则最优努力水平也将会做出相应调整
。

更严格地
,

由指数函数的性质我们可以得出

如下推论
:

. , 、 _ _
、 . 、 、

I
、 . \ . ,

_
_ _ , 、 、

.

、

_ _
.

_ _
.

_

推论
: 当科研效率 (定义为丫 三 二斗 ) 较大时 (即K > 1时 )

,

改善科研人员的待遇即提
一

一

”
一 一

’

一 口

”
一

’
一 ’

、

”
’ - 一 ” ” 一

、 ’ `

一
`

~

m

高
,

则一般会提高最优努力水平 ; 而 当科研效率较低即O < K < l时
,

改善科研人 员的待

遇即降低了
,

则一般会降低最优努力水平
。

这个结论告诉我们
,

提高对科研人 员的报酬并不一定会有效的提高科研人 员的努力

水平
,

增加科研效率
,

甚至反而会鼓励偷懒
。

政策当局应该有区别地调整对科研人员的

报酬水平
。

只有对科研效率较高的科研人员才应该重资鼓励
,

提高待遇
。

而对于科研效

率较低的科研人员不宜大幅提高待遇
。

这样不但有利于一个国家总体的科研投入得以更

高效率的利用
,

也能提高整个国家的总体科研努力水平
。

命题 2 无论科研人员的风险规避性有多强
,

科研本身的风险性越高
,

或者科研政策波

动性越大
,

即科研的不确定性越强 (l 叫或者
6了越大 )

,

则最优努力水平就越高
,

但是

科研人员的福利水平将会下降
。

证明
:
由于e了> 0

,

且甲 > O
,

可知只要了 < 1 且了笋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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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命题很好地解释 了如下现 象
:
为什么从事比较前沿因而风险性较高的研究的科研

人员的努力水平普遍要比那些从事非前沿的
,

风险性较低的科研人 员努力水平高得 多
。

进而
,

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发达 国家中的研完机构中
,

尤其是在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著 名

机构中
,

科研人 员往往废寝忘食地努力工作
,

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科研机构从事的研

究并非最前沿最具风险的
,

因而科研人员的平均努力水平相对要低一 些
,

真实福利水平

要更高一 些
。

可见一个国家科研人员的总体的科研努力水平 (或可称之为科研风气 ) 与

该国所处的科技水平是密切相关的
。

我们还可 以反过来通过观察不同国家科研人 员平均

努力水平的相对高低来判断这些国家科研技 术实力的相对强弱
。

命题 2 还意味着如果科研政策更灵活 多变一 些
,

适 当的不断调整对于科研机构的资

金投入等各方面的政策扶持力度
,

就可以适 当增加科研 的不确定性
,

从而更有利于增强

科研人员的忧患意识
,

进而提高他们的科研努力水平
。

当然这种不确定性的增加 自然会

给风险规避的科研人 员带来负面影响从而使其福利水平下降
,

更严重的是有可能会使科

研人员退 出科研部门
,

另谋高就
。

所 以需要科研政策足够恰当来尽力将不确定性控制在

一 个合理 的范围内
。

命题 3 改善科研条件会提高科研人 员的福利水平
,

但是却会趋于降低最优努力程度
。

姗甲什潇勺冰

叹不币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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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命题 1 的推论相仿
,

本命题说明改善科研 条件与提高科研 人员的物质待遇都不是

构成对科研人员进行有效激励 的充分条件
,

盲 目这样做反而可能会降低科研 人员的最优

努力水平
。

因此在政策当局决定引进先进的研 究设备的同时
、

必须要考虑到科研条件对

于科研人员努力水平的替代效应
,

以求科研条件的恰 当改善
。

当然
,

我们讨论科研人员的科研行为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研究科研成果的形成过程乃

至一 个国家宏观 的科技水平
。

所以接下来我们考察决定科研成果大小的各种因素
。

命题 4 一个科研人员的科研成果遵循几何布朗运动
,

影响科研 人员努力程度的各种因

素都对于取得科研成果的平均速率产生同向的影响
,

但是科研条件系数 的大小却不影响

这个平均速率
。

.

证 明:
由 ( 2 ) 式

,

由伊藤公 式可知对应的积分方程为
:

, ( , )一 , (。 )。 x p { (。
一

喜
。 :。

2 )才、 。: ( , )一 。之 (。 ) }
,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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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
,

这里 I ( 0) 在这里是外生给定的
,

它的大小决定于科研人 员在刚进

入科研部门时的初始条件
,

由于在正式进入科研部门之前
,

科研人 员一般都已经进行过

较长时间的人力资本的投资
,

对于相应的科研活动已经具备了基本的认识
,

所以这里 l

( 0 )> O
。

我们已知 科研成果的平均产生速率(E )二卿
, ,

将 ( 8 ) 式 代入上式后可得
,

d1 ( r )

(E 一巫
- )=

I (t )

月一尝
a 了。

,
: (: 一 l )

`

l

y + 百

> 0, 中无关
。

证 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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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影响最优努力水平的各种因素基本上都对产生科研成果的平均速率有着同

向的关系
,

这里不再一一 重复
。

但是在我们的模型中
,

科研条件对于科研人员的努力水

平所产生的替代效应恰好与科研条件对于科研本身的辅助作用正好互相抵消
,

所以科研

条件对于个人的科研成果是不敏感的
。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科研条件的提高对于一 国的宏观科技进步没有作用
,

因为一方面

这能通过提高科研人员的福利水平而吸引和留住高能的科研人才
,

从而加强科研 队伍 ;

另一方面
,

如果不存在一个有效的降低努力程度的技术措施
,

则随着科研的不确定性和

难度的不断提高
,

由命题 2 可知科研人员的最优努力水平也不得不随之趋于无穷大
,

然

而科研人 员的努力水平是受生理极限制约的
① ,

所以改善科研条件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在

于舒缓科研压力
,

从而为长期的科研提供可行性条件
。

I
事实上现在我们可以严格地证明科研 的效率水平 k 是不断上升的: 因为丫 “

蔽
,

而

前面的引理告诉我们最优努力水平 m ()t 保持恒定
,

命题 4又证明了科研成果 I ()t 的平均增长

速率为正
,

所 以科研 的效率水平 k 也是遵循着几何布朗运动
,

而且可以证明科研效率的

、
, _

一 丫
. , .

_
、 、

_
. 、 、 , 、 ,

一 I
_

, 、 ` 二
、 * _ _ _ 户

_
.

、 卜 _

一 _
_ 二 _

、 _

增加速率二与科研成果的增长速率立 是相等的
。

由命题 3 和命题 4 我们还可以很容易证
K I

明改善科研条件有利于提高科研效率
。

另外值得特别指出的是
,

从命题 4 中我们知道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产生科研成果的

平均速率得以提高
。

这个结论也打破了
“

不确定性对于科技进步具有负面影响因而应力

求避之
”

的传统的错误观念
。

既然科研风险程度 (既不确定性 ) 与科技进步速度是正相

关的
,

我们就不但可以从历史的角度解释人类科技水平加速发展的事实
,

而且还可以根

据上面的数学证明进一步 预言随着科研领域不断向高难度
、

高风险的方向发展
,

科技进

帕如果我们在原模型 中假定代表性科研人 员的努 力水平存在一个上限
,

则 当最优努 力程度大于这个上

限时
,

就可 能会 出现合作研究的情形
。

这就为科研行为中越来越普遍的
”

团队合作
”

现象和相关科研人

才
”

集聚
”

现象提供 了部分的解释
。

而对于科研团队 中可能存在的博弃行为以及最优团队规模的确 定等

问题的深入探讨 则需另文专述
,

这里不再展开
。



Y丫 O R L D E C O N O 入理 I C F O R U N】

步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

四
、

结论

本又主要分析了不确定性下的科研行为
,

特另
{
!是证明了不确定性对于理解微观科研

行为以至宏观科技进步都具有重要 的作用
。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最
_

新的前沿研 究具

有越来越强的不确定性
,

这种不确定性的增强不但会促使科研人 员的努为水平不断提高
,

也会导致科技发展 的步伐越来越快
。

本文还对科研报酬制度与科研条件的改善等政策性

问题做出了初 步的分析
,

不仅从个性化与制度化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在现实世界中不同

科研机构
,

不同科研人 员的努力水平会普遍存在明显差异这 个现 象的原
、

因
,

而且还提出

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

本又 从理论上证明了报酬制度应该是根据科研 人员科研效率的大小进行区别对待而

不应盲 目的一刀切
,

这样方能更为有效地提高整体的科研努力水平
。

尤其是在我国
,

各

个科研机构中的论资排辈
、

或者搞平均主 义的情况虽然已有所减少但是仍然比较严重
,

对于科研人 员的报酬总的来讲还没有完全按照其科研成就和效率的标准来进行安排与分

配
,

这不仅造成科研经费投入的非效率利用
,

也加重了科研 人才的进一步流失
。

所 以改

善我国的科研报酬体系刻不容缓
〔 〕

我们还证明了不能盲目追求科研 条件等
”

硬件
”

设施的改善
,

因为这虽然有助于提高

科研 的效率
,

但是却可能会降低科研 人员的努力水平
,

并且如果没有其他配套制度的实

施
,

则科研条件的改善对于实际科研成果的大小与科技进步作用并不明显
。

这就进一 步

提示我们
,

要想提高我国的宏观科技水平
,

不可以 只求增加财力投入而忽视相关激励与

约束制度的建立
。

另外
,

我们认为科研扶持政 策不应该一成不变
,

而是要适 当地灵活调

整
,

人为地适当增加
”

不确定性
” ,

这样做虽然降低了科研 人员的福利水平
,

但是却能有

效提高科研人 员的努力水平
,

促进科技进步
。

值得强调的是
,

本又 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相应的国际贸易理论中至关重要 的科技

进步和产品创新提供了最微观意义上的理性行为基础
,

同时在科研行为 中引入不确定性

以后所得到的科研成果波动
,

也为真实周期理论中的外生宏观技术冲击假定( t ec h n ol o
ig

c al

hs o c k) 寻求到了微观证 据
,

从而具有 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_

姗牢份滋 勺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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