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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正文未报告部分 

对本文模型平衡增长路径及相关问题的说明 

本文模型本质上属于新古典增长模型，当满足平衡增长路径的均衡条件时，模型将存在一

条平衡增长路径，此时整个经济系统存在去趋势的稳态。当 t 收敛于 ， tA 的增长速度收敛于

Ag 时，模型的各变量会以固定的速度增长。与新古典增长模型一致，尽管各变量从绝对数值上

会不断增长，但各相应的去趋势变量会存在一个稳定的值。定义在平衡增长路径上的去趋势变

量�̃� = 𝑌𝑡/𝐴𝑡（~表示其去趋势变量，除ℎ̃ = 𝐻𝑡/𝐴𝑡
𝜙外，其他变量类似）。于是，在平衡增长路径

上，各去趋势变量的稳定值是以下均衡系统的解，由此便证明了整个经济系统的稳态是存在的。 

具体而言，根据模型的均衡系统（15）式—（26）式，平衡增长路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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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模型的平衡增长路径及条件，需要强调两点。 

第一，结合（33）式—（38）式可知，在平衡增长路径上 = = = = = = =K H RA Y C K RI I I
g g g g g g g g

并且 ) (1 )(1 HH I
g g = ++ 。由此可以证实本文模型部分开篇所提及的重要论断：虽然本文只刻画

了人工智能对实体经济资本的影响，但是由于人工智能在一般均衡模型中会间接影响到基建资

本和住房资本的积累，因此在均衡增长路径上，三类资本的积累速度都与人工智能所决定的技

术进步增速 Ag 密切相关。具体而言，虽然没有刻画人工智能对基建资本增速的影响，但是在均

衡增长路径上实体经济资本增速与基建资本增速完全相同（ =K Rg g ），住房资本增速 Hg 则受到

土地供给的限制（影响因子）而偏慢。 

第二，根据（29）式、（33）式、（38）式，以及 = = HA C I
g g g ，可得 =(1 1+ ) h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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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内生得到 t 的表达式： 0= h c

t tA
   −

，亦即正文所列的（7）式。由此就从模型内生得到了人

工智能对住房偏好因子 t 的影响。这一参数对本文而言至关重要，因为人工智能影响实体经济

资本与住房资本相对比重的关键就在于，人工智能会影响到住房偏好因子。 

 

 

注：该附录是期刊所发表论文的组成部分，同样视为作者公开发表的内容。如研究中使用该附

录中的内容，请务必在研究成果上注明引文和下载附件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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