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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1. 沙俄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原因

→沙俄经济体与其他农业经济

体类似，可以进行理论推演

2. 研究1928-1940推动苏联进行

工业化的政策和经济机制

01 INTRODUCTION

研究目的



01 INTRODUCTION

𝑈𝑀𝐹𝑁
𝑀

𝑈𝐴𝐹𝑁
𝐴 =

Τ𝑈𝑀 𝑃𝑀
Τ𝑈𝐴 𝑃𝐴

∗
Τ𝑃𝑀𝐹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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𝑤𝐴

核 心

流动
部分

消费
部分

生产
部分



贡 献

01 INTRODUCTION

TWO

ONE

基于非同向偏好和各部

门技术进步不均

资源重新分配可能会因

摩擦而放缓，而摩擦又

受到机构和政策的影响

使用 ቊ
宏观经济数据

增长模型

楔形会计方法论

数量→数量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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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进入壁

垒和垄断

•卡特尔

•贸易政

策的保护

•企业在

ቊ
产业市场

劳动市场
•均有力

量

沙 俄

经 济

02 HISTORY REVIEW

农业

大多数粮食由

ቊ
同一村庄内的家庭

或生产粮食的家庭
或消费

废除农奴制
实行公社制度

农民为以生
存为导向

对市场活动
的参与有限



工业

•贸易

•国有化

•价格管制

和消费品

定量配给

•1935年

取消所有

的配给

劳动力流

动自由

02 HISTORY REVIEW

农业

农村以低于市

场价格的价格

获得粮食采购

配额

1932-33年
严重饥荒

农业社会化

即农业集体所
有制和禁止私
人农贸市场

大力发展制
造业生产
实行工业化

政策 苏 联

经 济



THEORETICAL 

FRAMEWORK 



03 PROTOTYPE GROWTH MODEL 

𝑁𝑡
𝐴 + 𝑁𝑡

𝑀 = 𝜒𝑡𝑁𝑡
（劳动力约束方程）

𝐾𝑡+1 = 𝐼𝑡 + (1 − 𝛿)𝐾𝑡
（资本积累方程）

𝑈 𝑐𝑡
𝐴, 𝑐𝑡

𝑀 =

[𝜂
1
𝜎 𝑐𝑡

𝐴 − 𝛾𝐴
𝜎−1
𝜎 + 1 − 𝜂

1
𝜎(𝑐𝑡

𝑀)
1−𝜎
𝜎 ]

𝜎
1−𝜎

（CES效用函数）

𝑌𝑡
𝑖 = 𝐹𝑡

𝑖 𝐾𝑡
𝑖 , 𝑁𝑡

𝑖 = 𝑋𝑡
𝑖 𝐾𝑡

𝑖 𝛼𝐾,𝑖
𝑁𝑡
𝑖 𝛼𝑁,𝑖

（Cobb-Douglas生产函数）

限 制
条 件



𝒕=𝟎

∞

𝜷𝒕
𝑼(𝒄𝒕

𝑨, 𝒄𝒕
𝑴)𝟏−𝝆 − 𝟏

𝟏 − 𝝆



地区卡 地区卡 地区卡

跨部门劳动楔

𝛕𝑾,𝒕

跨部门资本楔

𝛕𝑹,𝒕

跨时期的楔

𝛕𝑲,𝒕

03 PROTOTYPE GROWTH MODEL 



Mobility 
component

Consumption 
component

Production 
component

𝑤𝑀,𝑡

𝑤𝐴,𝑡

𝑃𝑀,𝑡𝐹𝑁,𝑡
𝑀 /𝑤𝑀,𝑡

𝑃𝐴,𝑡𝐹𝑁,𝑡
𝐴 /𝑤A,𝑡

𝑈𝑀,𝑡/𝑃𝑀,𝑡
𝑈𝐴,𝑡/𝑃𝐴,𝑡

1+𝛕𝐖,𝐭 =

03 PROTOTYPE GROWTH MODEL 



0401 02 03

农民公社

的影响

有限竞争

（垄断资本主义）

分离的消费品

市场、定量配

给、缺货

非凸性

多重均衡

“大推力”

05

工业化

集团化

03 PROTOTYPE GROWTH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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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GES IN THE DATA



04 MEASUREMENT OF WEDGES IN THE DATA



FIGURE 1 Aggregate economic indicators in Russia in 1885–1940

04 MEASUREMENT OF WEDGES IN THE DATA



WEDGE DECOMPOSITION



Figure 3 Components of intertemporal labour and capital wedges 
in Russia in 1885–1940

05 WEDGE DECOMPOSITION

1928-1940
苏联时期



生产要素跨部门分配扭曲程度很高

1885-1913 劳动力楔子平均值14 1300%从价税

消费部分 33% 生产部分 47% 劳动力流动部分 21%

产品或劳动力市场的垄断→生产要素的高价值→制造业劳动力利用不足

· 工厂增加值为30亿卢布Gregory（1982）

· 工厂雇佣量230万人（Gregory，1972年）

· 工厂的平均年工资为257卢布

（Strumilin，1960年；Allen，2003年）

· 总工资不到工厂总增加值的20%

· 劳动力份额的标准估计值60-70%

· 加价为3-3.5

1.8→80%
农业政策

工业工资=
农业工资+地租

工业工资
超额上升

农业政策
失效

05 WEDGE DECOMPOSITION

1895-1913
沙皇时期



05 WEDGE DECOMPOSITION

1928-1940
苏联时期

大幅降低农民购买

农产品的价格

国营集体农场

没收剩余农业产量

集体化

工业化

൞
农业生产大幅下降

农民逃往城市

两个部门的生产力都表现不佳

劳动力和资本楔子都相对于
沙皇时期的平均水平下降

劳动力楔子的下降完全由其
生产部分的下降造成 扩大对非农业部门，特别是重工业的投资



Figure 2 Sectoral TFPs (in logarithms) and wedges in Russia in 1885–1940. 
Dotted lines: extrapolated trends using 1885–1913 data

05 WEDGE DECOMPOSITION

1928-1940
苏联时期



劳动力楔子生产部分的减少

84%
𝑃𝑀,𝑡

𝑃𝐴,𝑡

ൗ𝐹𝑁,𝑡
𝑀 𝑤𝑀,𝑡

ൗ𝐹𝑁,𝑡
𝐴 𝑤𝐴,𝑡

𝚫 𝐥𝐧( production component) = 𝚫ln(Markup non−agr) − 𝚫ln(markup agr)

国有农场垄断权力增加

05 WEDGE DECOMPOSITION

1928-1940
苏联时期

消除进入壁垒

促进竞争

政绩工程

资源引入工业



05 WEDGE DECOMPOSITION

1928-1940
苏联时期

两部门TFP的下降

将资源重新分配给制造业

但未能为有效利用每个部门内

的资源提供适当的条件

制造业：相对 ቊ
缺乏经验

低技能
的工人大量流入

农业： ቊ
国家对农民的强制要求

政治运动

结 论



𝜟 𝐥𝐧( production component) = 𝜟ln(
𝐏𝐌
𝐏𝐀
) + 𝜟 𝐥𝐧(

Τ𝒀𝑴 𝑵𝑴

Τ𝒀𝑨 𝑵𝑨
) + 𝜟 𝐥𝐧(

𝒘𝑨

𝒘𝑴
)

74% 17% 9%

相对价格

下降3.1倍

农业工人人均消费与
非农业工人的比的估
计值下降了约12.5%

非农业工人人均
产出可能下降
人均农业产量增
长了30%左右

比率可以用直接可测量的经济总量来表示

05 WEDGE DECOMPOSITION

结论对模型的稳健性

1928-1940
非农业部门
生产力

1928-1939
经济数据



跨期楔子和劳动力楔子的消费部分

𝚫 𝐥𝐧(consumption component) = 𝚫 𝐥𝐧(
Τ𝐔𝐌 𝐪𝐌
Τ𝐔𝐀 𝐪𝐀

) + 𝚫 𝐥𝐧(
Τ𝐪𝐌 𝐪𝐀
Τ𝐏𝐌 𝐏𝐀

)

非农业部门内部分配扭曲

85%

05 WEDGE DECOMPOSITION

比率可以用直接可测量的经济总量来表示

结论对模型的稳健性

增加投资

改变与 ቊ
利率

资本边际报酬
的差距相对应的跨期价格

改变跨部门价格 ⇒苏联采取的方法



COUNTERFA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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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结 果

方法论

{ 𝑐𝑡
𝑗
𝑌𝑡
𝑗
𝐾𝑡
𝑗
𝑁𝑡
𝑗
𝑤𝑗,𝑡𝑝𝑗,𝑡

𝑗∈ 𝐴,𝑀
, 𝐼𝑡}𝑡=1

𝑇
ĸ𝑇=𝐼𝑡/𝑌𝑇

𝑀 {𝑋t
𝐴, 𝑋𝑡

𝑀, 𝐸𝑡
𝐴, 𝐸𝑡

𝑀, 𝐺𝑡 , 𝑁𝑡 , 𝜏𝑡−1
𝐾 , 𝜏𝑡

𝑊, 𝜏𝑡
𝑅}𝑡=T+1

∞

Τ𝑈𝑀,𝑡 𝑝𝑀,𝑡

Τ𝑈𝐴,𝑡 𝑝𝐴,𝑡

D/𝑫 ′ Ω/𝜴 ′Ω/𝜴 ′



06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SHARPLY 
VALUE

The Average of 

marginal contribution.

N={1,2,3},

v({1})=0, v({2})=0, 

v({3})=0, v({1,2})=90, 

v({1,3})=80, 

v({2,3})=70, 

v({1,2,3})=120,



06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Ln(𝑮𝑫𝑷𝟏𝟗𝟑𝟗
𝑺𝒐𝒗𝒊𝒆𝒕/𝑮𝑫𝑷𝟏𝟗𝟑𝟗

𝑻𝒔𝒂𝒓 )



06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Ln(𝑮𝑫𝑷𝟏𝟗𝟑𝟗
𝑺𝒐𝒗𝒊𝒆𝒕/𝑮𝑫𝑷𝟏𝟗𝟑𝟗

𝑻𝒔𝒂𝒓 ) - Ln(𝑮𝑫𝑷𝟏𝟗𝟐𝟖
𝑺𝒐𝒗𝒊𝒆𝒕/𝑮𝑫𝑷𝟏𝟗𝟐𝟖

𝑻𝒔𝒂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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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B

⇒ 𝑈(𝐶𝐴, 𝐶𝑀) = [𝜂 ln𝐶𝐴+(1 − 𝜂) ln𝐶𝑀]

𝑈(𝐶𝐴, 𝐶𝑀) = [𝜂
1
𝜎(𝐶𝐴 − 𝛾𝐴)

𝜎−1
𝜎 + (1 − 𝜂)

1
𝜎(𝐶𝑀)

𝜎−1
𝜎 ]

𝜎
𝜎−1

𝑁𝐶𝐴 = 𝑌𝐴

𝑁𝐶𝑀 = 𝑌𝑀

1 + 𝜏𝑤 =
Τ𝑈𝑀 𝑃𝑀
Τ𝑈𝐴 𝑃𝐴

×
Τ𝑃𝑀𝐹𝑁

𝑀 𝑤𝑀

Τ𝑃𝐴𝐹𝑁
𝐴 𝑤𝐴

×
𝑤𝑀

𝑤𝐴

（1）

（2）

（3）

（4）

（5）

𝑌𝑖 = 𝑋𝑖(𝑁𝑖)𝛼𝑁,𝑖 , 𝑖 ∈ {𝐴,𝑀}

假 设 𝐾 = 0, 𝑁 = 1, 𝛾𝐴 = 0, 𝜎 = 𝛼𝑁,𝑀 = 1, 𝛼𝑁,𝐴 ≤ 1



Appendix.B.1. Baseline frictionless economy

竞争均衡，企业是价格接受者 ，𝛼𝑁,𝐴 ≤ 1 ，（农业生产需要土地）

𝑀𝑎𝑥𝑈(𝑐𝐴(𝑗), 𝑐𝑀(𝑗)) = [𝜂 ln𝑐𝐴( 𝑗) + (1 − 𝜂) ln𝑐𝑀( 𝑗)]
𝑠. 𝑡. 𝑃𝑀𝑐𝑀(𝑗) + 𝑃𝐴𝑐𝐴(𝑗) = 𝑌(𝑗)

家庭 j 消费的最优条件

1 − 𝜂

𝜂

Τ1 (𝑐𝑀(𝑗)𝑃𝑀)

Τ1 (𝑐𝐴(𝑗)𝑃𝐴)
= 1

集合可行性约束

𝐶𝑖 = න𝑐𝑖(𝑗)𝑑𝑗 , 𝑖 ∈ 𝐴,𝑀

𝑃𝑀𝐹𝑁
𝑀

𝑃𝐴𝐹𝑁
𝐴 = 1

Τ𝑈𝑀 𝑃𝑀
Τ𝑈𝐴 𝑃𝐴

= 1

⇒
1 − 𝜂

𝜂

Τ1 (𝐶𝑀𝑃𝑀)

Τ1 (𝐶𝐴𝑃𝐴)
= 1

劳动力楔形的消费部分

1 − 𝜂

𝜂

1

𝛼𝑁,𝐴

𝑁𝐴

1 − 𝑁𝐴
= 1

(3) 𝑁𝐶𝐴 = 𝑌𝐴

劳动力的分配满足
(4) 𝑁𝐶𝑀 = 𝑌𝑀

(2) 𝑌𝑖 = 𝑋𝑖(𝑁𝑖)𝛼𝑁,𝑖 , 𝑖 ∈ {𝐴,𝑀}



所有劳动力最初都在农业并且拥有同等的地租权

如果劳动力决定在制造业工作，就失去了地租权
劳动力 地 租

假 设 租金不可转让

农业工资：𝑤𝐴 = 𝑃𝐴𝐹𝑁
𝐴 = Τ𝛼𝑁,𝐴𝑃𝐴𝑌

𝐴 𝑁𝐴 Τ(1 − 𝛼𝑁,𝐴)𝑃𝐴𝑌
𝐴 𝑁𝐴

制造业工资=农业工资+地租

𝑤𝑀

𝑤𝐴
= 1 +

Τ(1 − 𝛼𝑁,𝐴)𝑃𝐴𝑌
𝐴 𝑁𝐴

𝑤𝐴
=

1

𝛼𝑁,𝐴
> 1

结论：劳动力楔形的流动部分扭曲

Appendix.B.2. Peasant communes



Appendix.B.3. Limited competition

假

设

农 业

制造业

产品
市场

劳动力

劳动力
市场

企业

农业规模报酬递减



劳动力工资
𝑤 = 𝑤𝐴 = 𝑃𝐴𝛼𝑁,𝐴(1 − 𝑁(𝑤))𝛼𝑁,𝐴−1

企业目标函数
max𝑃𝑀𝑁(𝑤) − 𝑤𝑁(𝑤)

F.O.C

Τ𝑃𝑀𝐹𝑁
𝑀 𝑤𝑀

Τ𝑃𝐴𝐹𝑁
𝐴 𝑤𝐴

= 1 + 1 − 𝛼𝑁,𝐴
𝑁𝑀

1 − 𝑁𝑀

> 1

农 业

制造业

产品
市场

劳动力

劳动力
市场

企业

农业规模报酬递减

Appendix.B.3. Limited competition



Appendix.B.4. Segmented consumer goods markets

只有一小部分家庭能以PA,PM价格交易，其他家庭远离城市市场，只消费他们

村里的农产品，设x为可以自由交易的家庭的农业消费所占消费总量的比例

1 − 𝜂

𝜂

Τ1 (𝐶𝑀𝑃𝑀)

Τ1 (𝐶𝐴𝑃𝐴)
= 1

1 − 𝜂

𝜂

Τ1 𝐶𝑀𝑃𝑀
Τ1 𝑥𝐶𝐴𝑃𝐴

= 1

劳动力楔子的消费部分

Τ𝑈𝑀 𝑃𝑀
Τ𝑈𝐴 𝑃𝐴

=
1 − 𝜂

𝜂

𝑥𝐶𝐴𝑃𝐴 + (1 − 𝑥)𝐶𝐴𝑃𝐴
𝐶𝑀𝑃𝑀

= 1 +
1 − 𝜂

𝜂

(1 − 𝑥)𝐶𝐴𝑃𝐴
𝐶𝑀𝑃𝑀

> 1

假 设



生产效率 价格/工资水平 劳动的负效用 劳动力分配

传统技术 1 𝑃𝑀 = 𝑤𝑀 = 1

Δ > 0 𝑁𝑀 = න
0

1

𝑁(𝑖)𝑑𝑖

现代技术
X>1

（垄断者）
𝑤𝑀
′

1 𝑃𝐴 = 𝑤𝐴 = 1 Δ = 0 𝑁𝐴 = 1 − 𝑁𝑀

Appendix.B.5. Big Push

工业品

农业品

消费者 𝑀𝑎𝑥 𝜂 ln𝐶𝐴+(1 − 𝜂)න
0

1

ln 𝑐 (𝑖)𝑑𝑖 − Δ1[modern]

消费者需求 𝐶𝐴 = 𝜂
𝑌

𝑃𝐴
, 𝑐(𝑖) = (1 − 𝜂)

𝑌

𝑝(𝑖)

由一个连续商品
𝑖 ∈ [0,1] 组成

规模
报酬
不变

𝑠. 𝑡. 𝑃𝐴𝐶
𝐴 +න

0

1

𝑝(𝑖)𝑐(𝑖)𝑑𝑖 = 𝑌F.O.C



Appendix.B.5. Big Push

·垄断者利润为𝑦𝑖 − 𝑤𝑀
′ (

𝑦𝑖

𝑋
+ 𝐷)， 𝑦𝑖 = 𝑌(1 − 𝜂)

·制造业产品市场完全竞争，max 𝑝(𝑖) = 1

·当垄断者利润大于0，即𝑦𝑖 = 𝑌(1 − 𝜂) > 𝐷
𝑤𝑀
′

1− Τ𝑤𝑀
′ 𝑋

，

- 企业有动力进行技术革新，即工业化

·所有制造业部门对称，均衡时只存在两种情况：

所有部门均不技术革新，或所有部门均进行技术革新

𝐶(𝑖) = 𝐶𝑀 = න
0

1

𝑐(𝑖)𝑑𝑖 = 𝑌(1 − 𝜂)



不工业化 全工业化

Y=1 𝑌′ = 𝑃𝐴𝐶
𝐴′ + 𝑃𝑀𝐶

𝑀′ = 𝑋𝑁𝑀
′ + 𝑁𝐴

′ =
(1 − 𝐷)𝑋

1 − 𝜂 + 𝜂𝑋

条件为(1 − 𝜂) < 𝐷
𝑤𝑀
′

1− Τ𝑤𝑀
′ 𝑋

条件为𝑌′(1 − 𝜂) > 𝐷
𝑤𝑀
′

1− Τ𝑤𝑀
′ 𝑋

1 − 𝜂

𝜂

𝐶𝐴

𝐶𝑀
𝑃𝐴
𝑃𝑀

= 1⇒
1 − 𝜂

𝜂

𝑁𝐴
𝑁𝑀

= 1
1 − 𝜂

𝜂

𝑁𝐴′

𝑋𝑁𝑀′
= 1

𝑁𝐴 + 𝑁𝑀 = 1 𝑁𝐴′ + 𝑁𝑀′ + 𝐷 = 1

𝑁𝐴 = 𝜂,𝑁𝑀 = 1 − 𝜂 𝑁𝐴
′ =

1 − 𝐷 𝜂𝑋

1 − 𝜂 + 𝜂𝑋
,𝑁𝑀′ =

(1 − 𝐷)𝑋

1 − 𝜂 + 𝜂𝑋

Appendix.B.5. Big Push

制造业部门工资： ln( 𝑌′ − 𝑤𝑀
′ − 1)) = ln( 𝑌′) − Δ

𝑤𝑀
′ = 1 +

(1 − 𝐷)𝑋

1 − 𝜂 + 𝜂𝑋
(1 − 𝑒−Δ)



不工业化 全工业化

Appendix.B.5. Big Push

比较两种均衡

TFP 生产部分 流动部分 消费部分 农业劳动力占比

𝑋

𝑤𝑀
′ >

𝑁𝑀
′ + 𝐷

𝑁𝑀
′ > 1

𝑋𝑁𝑀
′

𝑁𝑀
′ + 𝐷

> 𝑤𝑀
′ > 1

𝑤𝑀
′

𝑤𝐴
′ = 𝑤𝑀

′ > 1 =
𝑤𝑀

𝑤𝐴
相同 𝑁𝐴

′ =
(1 − 𝐷)𝜂𝑋

1 − 𝜂 + 𝜂𝑋
> 𝑁𝐴 = 𝜂

解释：当且仅当Y'>Y时，进行工业化，
农业部门技术不变，因此需要更多的劳动力。

劳动力从制造业流向农业（制造业有更高的生产率）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