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制于特定的经济条件 ,加速原理在一般情况下无多大意义。基于这一

认识 ,作者根据固定资产扩大再生产规律 ,给出了一个补充加速系数 ,认为依

此而产生的加速原理 ,比原来的加速原理要科学而确切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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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原理与加速系数

所谓加速原理 ,是用来说明收入变动将怎样引起投资变动即引发投资的理

论。引发投资又叫诱发投资 ,它与自发投资相对而言。自发投资作为一个独立

的因素 ,是否投资和投资多少 ,全凭投资者主动决定 ,而不受国民收入或消费变

动的制约 。而引发投资正好相反 ,它并不作为一个独立因素 ,而是因为国民收入

或消费变动所引发 ,以增加投资。引发投资在众多著作中简称为“投资” ,并以是

否包括折旧更新在内 ,而称为“净投资”与“总投资” 。不包括折旧更新的称“净投

资” ;包括折旧更新的投资 ,则称为“总投资” 。

收入变动引发投资变动的主要原因 ,在于收入或产量的增减 ,与资本设备投

入有密切关系 。产量增加 ,收入增加 ,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 ,就要增购厂房 、设

备 ,增加投资 。但收入与投资增加并不是同一比例 。一般说 ,都是投资增加大

于 、快于收入的增加 ,并以若干倍的速度进行 ,即加速增加 。这个道理 ,人们称之

为“加速原理” ,至于加速的具体数量 ,就用加速系数(或加速因子)表示。

加速系数 A=投资增量■I
收入增量■Y

如果要增加产量或总收入 100万元 ,需要增加投资 300万元 ,则加速系数为

3。即每增加 1元产品或总收入 ,需要增加投资 3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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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定某部门的技术等条件不变 ,每增产 1元

产品 ,经调查测定 ,需要增加机器设备的投资 3

元 ,即加速系数为 3 ,按这个加速系数 ,要增产 100

万元的产品 ,则要增加 300 万元的投资。这种因

收入(或消费)变动而引起的投资发生成倍变动的

效应 ,称为加速原理或加速效应。

上面提到 ,投资量除了引发投资的净投资外 ,

还包括机器设备折旧更新的投资。为了有别于净

投资 ,后者可称为更新投资。净投资主要取决于

收入或消费需求的变化 ,而更新投资即折旧补偿 ,

主要取决于机器设备的数量和使用年限 。这两个

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 ,很难把它们分开 。因而在

研究投资变动时 ,必须同时考察收入变动引起的

投资变动 ,和折旧补偿引起的投资变动 。净投资

+折旧更新投资=总投资 。

按照《经济学》书中的例子 ,某纺织厂有机器

20台 ,每台 300万美元 , 20台共值 6000万美元 ,

每年可用折旧费更新 1 台 , 其年销售额原来为

3000万美元 ,生产 8年 ,分四个阶段:

表 1　　　　　　　　　　　　　　　加速原理①　　　　　　　　　　　(百万美元)

时间
年销
售额

资本
存量

净投
资 NI

总投资
NI+更新 说　　明

第一阶段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30
＄30
＄30

＄60
＄60
＄60

＄0
＄0
＄0

1 台机器 , ＄3
1 台机器 , ＄3
1 台机器 , ＄3

年产量不变 ,每年销售额均为 3000 万美元 , 折旧更新机
器 10 台 , 价 3000 万美元。

第二阶段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

＄45
＄60
＄75

＄90
＄120
＄150

＄30
＄30
＄30

(10+1)台机器 , ＄33
(10+1)台机器 , ＄33
(10+1)台机器 , ＄33

年产量大增 ,每年销售增加 1500 万美元 , 设备相应的增
加1 台(300万美元),加上折旧更新 1 台 ,共 11台。相当
于第一阶段 1 台的 1000%,即 10 倍 , 加速原理由此而得
名。

第三阶段
　第七年 ＄75 ＄150 ＄0 1 台机器 , ＄3

年销售额保持第 6 年的水平 , 设备只增加折旧更新的 1
台 ,对比上一年的 11 台 , 下降了 90%, 加速原理在起相
反的作用。

第四阶段
　第八年 ＄73.5 ＄147 -＄3 台机器 , ＄ 增长为 0 , 还有负值 ,厂商可能出售机器 ,进行负投资。

　　书中还用括弧注明 ,第四阶段即第八年填上

必要的 0 ,以便表示现在不需要更新 ,并且补充

说 ,因此 ,投资可能急剧下降 ,也许会引起一次衰

退 ,并且举了一些历史的数字 ,因为这段时间 ,恰

恰是产出停止了增长 。它说明加速在正负两个方

向都可能发生 ,当产量增加时 ,投资加速是正值;

反之 ,当产量减少时 ,投资的加速为负值 。只有当

产量或收入不断增长时 ,才会出现净投资———引

发投资的增加 ,即基于加速原理的加速作用的发

生。

加速原理在一般情况下

无多大意义　　　

首先需要指出 ,加速原理受制于特定的经济

条件 ,一定要在没有机器设备闲置的情况下 ,才能

充分发挥其作用 。如果企业开工不足 ,设备很多

闲置 ,那么 ,当产量或收入增长时 ,企业不需要添

置设备 ,只要动用原有的闲置设备就行了 ,此时就

不会发生引发投资即净投资的加速增长 。

另外 ,加速原理告诉人们 ,投资量的超出收入

量(产量 、销售量)的增加 ,有时可以大幅度的增

加 ,引起投资额的巨大增长 ,主要看加速系数 ,投

入产出比率。加速系数 a=2 、3 、5 、10 ,按比例引

发投资 ,使得净投资相应的增加 200万 、300 万 、

500万或 1000万 ,起投资的加速作用。尽管这不

是自动投资 ,而是引发投资 ,但这个道理也是非常

简单的。这就等于说 ,你要办工厂 ,就必须有投资 ,

①保罗·萨缪尔森等.经济学:上册[ M ] .北京:中国展望出

版社 , 199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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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投资 ,工厂就办不起来 ,这是一个常识 ,不值

得作为一个专门的理论或范畴提出来。为什么还

要广泛列入经济学教科书 ,惊动广大莘莘学子和

理论世众呢?这有它的历史原因。

科恩也好 ,凯恩斯也好 ,以及对它作补充发挥

的学者也好 ,他们都是颇有造诣的经济学家 ,基于

当时的时代 ,出现了空前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

工厂倒闭 ,工人失业 ,要克服大危机最有效的办

法 ,是扩大有效需求 。罗斯福新政 ,以大量贷款和

津贴挽救工商业 ,大兴政府公共工程建设 ,以增加

就业 ,增加社会有效需求 ,使一些企业开工 ,恢复

生产 。当时众多资本品闲置———有需求 ,增加商

品供应 ,马上起连锁反应 ,起乘数作用 ,出现恢复

经济平衡的奇迹 。但一段时间之后 ,各种闲置的

资本品都充分利用起来了 ,再要增产消费品 ,就必

须增加投资 ,购置投资品 ,并且要按照资金—产出

比率来投资。如上例 ,要增加消费品 1 ,就要增加

投资 3 ,对比原来利用闲置的资本品 ,没有那么便

利了 ,投入的规模大大的增加了 ,也就是起加速作

用。这在当时克服经济大危机的情况下 ,是多么

的令人振奋和令人高兴 ,好像沙漠见水或久旱逢

雨一样 。因而本来属于十分平常的经济现象 ,在

当时却变成十分希罕的理论问题而流传下来 。

另外 ,作为加速系数 A=■I/ ■Y 来说 ,肯定

要投资额大于产量或收入的增加额 。但随着现代

高科技的发展 ,完全有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 ,即投

资额的增加幅度 ,小于产量或收入的增长 ,投入产

出比率小于 1 ,从而使加速系数 A <1 ,必然导致

加速系数要加倍的特性失去它原有的规定和意

义。

综上所述 ,无论是条件限制也好 ,情况特殊也

好 ,使得加速原理在一般情况下 ,确实没有多大的

意义 ,是常识性问题 ,然而下面补充的加速系数就

大不为然了。

对加速系数的补充

我们补充的加速系数 ,是建立在严格数学逻

辑基础上的加速系数 。其基本原理在于利用劳动

手段(固定资产)长期使用 ,价值逐步移行 ,由以产

生扩大再生产的规律而制定的 。由于机器设备在

可使用的年限内 ,每年都可以提取折旧 ,把提取的

折旧购买新的机器设备投入生产 ,使得原来机器

设备在照常使用的同时 ,就增加了新的机器设备 ,

从而扩大了原来的生产规模 、生产能力 ,并且成为

一种恒定的规律性现象 ,故称固定资产扩大再生

产规律 ,或劳动手段扩大再生产规律 ,下面专门阐

明这个规律。通过证明可得:

固定资产扩大率 R=n-1
n+1

其中 n为机器设备可使用年数。可用年数愈

长 ,则扩大率愈大。例如:

n=2　则扩大率 R=
2-1
2+1

=
1
3
=33.3%

n=3　则扩大率 R=
3-1
3+1

=
2
4
=50%

…　………　　　………

n=100　则扩大率 R=100-1
100+1

=99
101

=98.02%

但以 1为极限 ,绝对不能超过 1倍 。先列表

举例作一个证明(见表 2)。

假设:第 1年 ,由公司集资购入设备 300台 ,

以后各年均靠折旧费购买设备投入 ,各年份具体

使用的设备数 ,如表 2 所示 。到了第 12年 ,投入

数与退废数都是 150 ,在用数为 450 ,对比原投入

数 300 ,正好扩大了(450/300)-1=50%。

扩大意味着加速 ,设备能力增加 50%,产量

也可以增加 50%,对生产发展起加速作用 ,而且

在数量上还相当可观。使用 3年的机器设备 ,可

以扩大 50%,即加速 50%,由 300台变成 450台 ,

年限愈长 ,加速愈大 ,以一倍为极限 。足见这一种

加速系数是值得人们重视并巧加利用的 。因此这

—76—

　　　　　　　　　　　　　　　经济学家 …… 2000·6　　　　　　　　　　　　　　　　



个依此产生的加速原理 ,论作用 、论价值 、论广泛

性和实用性 ,对比原来的加速原理 ,要科学而确切

得多 ,更显现其重要的补充了 。

　　表 2

年份 年初投入数(1) 年初退废数(2) 年内在用数(3) 年末提取数(4)

(1)=
上年的(4)

(2)=
三年前的(1)

(3)=
上年(3)+本年(1)-本年(2)

(4)=
本年(3)×1/ 3

1 300 300 100
2 100 400 133
3 133 533 178
4 178 300 411 137
5 137 100 448 149
6 149 133 464 155
7 155 178 441 147
8 147 137 451 150
9 150 149 452 151
10 151 155 448 149
11 149 147 450 150
12 150 150 450 150

　　但这种加速作用与作为收入与投资增长关系

的加速 ,有着巨大的区别 。这里的加速是指投资

以后的加速 ,故应该称之为投资加速系数 。如果

把原先投资乘数的加速系数结合起来考察 ,那上

面讲的两种乘数 ———消费乘数与投资乘数 ,在这

里就显出它的区别或特殊性来了。假如新增的消

费投资中 ,有 S分之一用于购买劳动手段 ,则其

投资—加速系数 K—A =(K +K′)×[ 1+1
S

(1+n-1
n+1

)] =(K+K′)[ 1+1
S
(2n
n+1

)]

假如劳动手段———机器设备平均使用年限为

10年 ,直接消耗系数 r=0.67 ,中间消耗 c 的乘数

效应为 3.03 ,新创价值的乘数效应为 1.599 ,则:

投资 —加速系数 K -A=(3.03+1.599)×

[ 1+
1
6
(
2×10
10+1

)] =4.629×1.303=6043

也就是在上述数据假定下 ,增加新的投入(消

费与投资),在若干年后 ,可以使总产值 、总收入增

至超过六倍。如果增加投入 1000万元 ,那么到达

平衡年 ,会使总产值达到 6043万元 。假定 1/6用

于购买机器设备 ,使用时间 10 年。10 年是一个

很长的时间 ,情况会不断变化 ,故现实意义不大。

但从基本原理方面 ,了解这个规律性联系 ,应该

说 ,具有它特定的作用和意义 。

当然 ,要切实保证这一加速原理的实现 ,要求

建立在正确处理设备维护和更新的基础上。企业

在成本核算中 ,一般除提取折旧基金外 ,还另提取

大修理基金 ,保证原有机器设备得到合理的维护

和及时的更新 。不能牺牲正常维修而搞加速 ,更

不能离开市场供需而讲扩大 ,从而使加速原理始

终发挥其扩大投资 、加速生产的作用。

加速作用导源于劳动　

手段的扩大再生产规律

劳动手段投入的特殊表现 ,在于使用价值长

期运行 ,而价值则逐渐通过折旧磨损 ,逐步转移到

新的产品中去 ,这对比劳动对象的消耗 ,很有其特

殊性。正因为劳动手段在使用价值 ,即在实物形

态上长期使用 ,而在价值形态上逐步被提取的折

旧费 ,可以集中起来 ,购买相应的劳动手段投入生

产 ,从而在原来劳动手段继续使用的同时 ,用折旧

购买新的劳动手段投入生产 ,增加了劳动手段的

数量 ,从而扩大了原来的生产规模 ,体现出劳动手

段的扩大再生产的规律。前面已经引用了这个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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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 r =n-1/n+1。然而这个公式根据何来呢?

劳动手段的扩大再生产规律还有什么其他内容和

表现 ?下面对它作进一步的阐明。

早在 1867年 ,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就

提出这个问题 ,并运用两个计算表的材料 ,从数量

上进行论述 ,他举出 1000英镑的投资为例子 。假

定一个英镑买一个纱绽 ,使用时间 10 年 ,第一年

可以提取折旧 100英镑 ,购买 100个纱绽投入生

产 ,使第二年纱绽数达 1100个;第二年又可提取

折旧 110英镑 ,并购买 110个纱绽投入生产 ,使第

三年参加生产的纱绽数达 1210个 , ……这样 , 10

年之后累计 ,参加生产的纱绽数达 15 , 934个 , 10

年平均 ,每年实际使用 1593个 。为此 ,恩格斯说:

“由于扣除的数额都是预付给他的 ,他不从自己的

利润中付出一文钱用于购置新机器 ,就能靠自己

的旧机器 ,使自己的机器数量几乎增加了百分之

六十 。”①这里 ,恩格斯讲的平均扩大率 ,是在机器

机能时间以内发生的 ,并没有把机能时间以后继

续扩大的因素考虑进去 ,这需要加以改进。

如果把机能时间的扩大因素考虑进去 ,那其

扩大率应为:

固定资产扩大率 R=
n-1
n+1 ,公式是根据下列

逻辑关系建立的:

假定某个设备单位价为 p ,可用年数为 n ,一

次投入 k个单位 ,使用以后逐年提取折旧 ,购置新

的设备投入 ,增加在用设备数 。到时老设备退废 ,

减少在用设备数 。假定更新退废相互平衡时的在

用设备数为 d ,则由于折旧费提取的时间早迟不

同 ,也就是新设备购置的时间先后不同 ,其残存价

值为其原始价值的 1/n 、2/n 、3/n 、…n/n ,组成一

个等差级数 ,根据其价值量始终相等的原理 ,分析

其使用价值的扩大程度 ,其关系式应为:

dp
n
(
1
n
+
2
n
+
3
n
+……
n
n
)=kp

式中 n为使用年数 ,实际上为固定资产处于

新旧不同程度的类型数 , 即固定资产用 1 年 、2

年 、3年…n年 ,共 n种不同的类型 。dp/n 为各种

类型也就是新旧程度不同的固定资产原始价值的

平均数 。如上例 300台设备 ,可用年数 n=3 ,假

定每台设备价格 1万元 ,在用设备数 ,按前表计算

结果为 450台 ,则其关系式:

450台×1万元/台
3

(1
3
+2
3
+3
3
)

=150万元(
1
3 +
2
3 +
3
3)=300万元

150万元为新旧程度不同设备的原始价值的

平均数 ,其中 1/3已用两年 ,实际残存价值为 150

万元×1/3=50 万元;1/3用过 1 年 ,其实际残存

价值为 150万元×2/3=100万元;另 1/3即 150

台刚刚更新 ,其实际残存价值为 150万元×3/3=

150万元 。这样 ,三种新旧程度不同的设备 ,其残

存价值总的为 50+100+150=300 万元 ,与原投

入设备的价值相等。

将
dp
n
(
1
n
+
2
n
+
3
n
+…+
n
n
)=kp

dp
n2
(1+2+3+…n)=kp

括弧内为等差级数 ,其和为:s=
n(1+n)
2

,代

入得:

dp

n2
·
n(1+n)
2

=kp　d=
2nk
n+1

由于原投入的设备为 k个单位 ,因此:

固定资产扩大率 R =

2nk
n+1
k

-1=
2n
n+1

-1

=
n-1
n+1

这就是我们所要求的公式 ,它对已有的加速

系数作了十分重要的补充 。

(收稿日期:2000—08—24　责任编辑:刘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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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 、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 M] .北京:人民出版

社, 1976.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