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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新的估计

吴延瑞!

摘!要"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 经 济 令 人 瞩 目 的 增 长 已 经 吸

引了许多的注意#并由此引发了这一领域内 大 量 文 献 的 出 现%这 些

文献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经济增长中生产率的作 用%本 文 希 望 通

过重新考察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中生产率作用的争论#对 生 产 率 增 长

提供了一个 最 新 的 估 计#并 由 此 有 助 于 理 解 近 期 的 中 国 经 济 增 长%
本文的目的是提出并应用一种增长核算技术#来评估 中 国 经 济 增 长

绩效#尤其是技术进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 作 用%而 关 于 后 者 的 发

现可能会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有着重要的政策涵义%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核算方法#随机前沿生产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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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要素生产率 !QRM"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自从几个质疑东亚在#$世

纪%$和P$年代快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研究的出现后就已经被激烈讨论

过%O尽管受到争论从未被解决#却的确产生了大量的研究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对 经

济增长的贡献的文献#尤其受到关注的是新兴的亚洲经 济%#有 些 文 献 专 门 研

究中国经济#因为自从#$世纪!$年代末当经济改革在这个国家得以实施时#
中国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增长%"中国的增长类似于其他东亚经济的发展模式#
使得研究生产率的文献可以被扩充到涵盖中国经济%&但 是#由 于 在 经 济 改 革

前存在了几十年的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中国又不同于亚洲其他高速增长的经

济%对中国近期增长的研究#可能对于许多其他的转型经济以及中国在未来

几十年的进一步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政策含义%
本研究的目的是以中国为背景对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争论再一

次作考察#并对过去十年的生产率增长提供最新的估计#同时对不久的将来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出政策含义%鉴于此#本文提出了一个随机前沿生

产函数#并将其应用到OPP#)#$$&年间中国地区数据上%本文的研究结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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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平均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d#远小于对日本和德

国的类似估计值 !分别是A$d和A%d"$A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靠大量的

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形成所推动$为了达到可持续增长的目的#中国必须

寻求一种以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的替代模式$

A 日本和德国的数字由L.1E(4236+*GH.2E4*K.*!OPP>"估计$
> 关 于 中 国 经 济 增 长 更 为 详 细 的 综 述#见 世 界 银 行!OPP!+"#<2+/+55!#$$$"#’(.F!#$$#"#B+2*+13+*G
?.*E!#$$""及 1̂!#$$&"$
! 关于经济开放测量的综述#见 \+22)K.*!OPP>"$
% 中国在#$$O年OO月正式成为 ^Q_成员国$

本文剩下的部分首先简要回顾中国近期经济增长的情况#接下来是对分

析框架的描述$然后#讨论实证模型和数据问题$文章接着分析从实证估计

中得到的结果#最后报告结论$

一!关于中国近期增长的简要回顾

对中国快速经济增长的研究非常之多#如果进行全面系统的文献综述就

超越了本文的范围$本部分有选择性的回顾中国近期经济增长的情况#而有

一些重要特征就是与中国经济的近期发展相联系$

!一"通过学习驾驭增长

最近的一轮经济增长开始于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在OPP#年初著名的 %南

巡&$>从那时起#中国经历着年实际增长率超过O$d的强劲的经济增长 !见图

O"$考虑到中国在#$世纪%$年代一直经受的 %过热’紧缩&的周 期#以 及

世界经济遭受#$世纪P$年代早期美国经济衰退和OPP!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

响#这已经是很大的成功$很明显中国的决策者从早期的经济改革经验中学

会了很多#并在P$年代以后很好地设法保持了这样一种可行的增长模式$从

#$$"年底#中国 经 济 显 示 出 过 热 的 迹 象#对 此 中 央 政 府 谨 慎 地 实 施 了 经 济

%降温&$由于作出了迅速的政策反应#根据国家统计局 !#$$>"的数据#中

国经济在#$$&年和#$$A年保持了同样的增长趋势$

!二"以开放促增长

关于经济开放促进增长这一点#已经被论证过 !\+22)K.*#OPP>(,GF+2GK#

OPP%"#中国的表现也不例外$中国近期的增长和不断扩大的经济开放程度联系

在一起#这一点被清楚地展现在图O中$虽然对开放程度的测量仍然有争议!#
图O还是说明了经济开放指标随时间的变化$尤其是#在过去的五年中#中国

在促使经济自由化和遵守 ^Q_成员国义务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如图O所

示#这些变化部分地促进了进出口#尤其是#$$"年和#$$&年出口的迅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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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也一样#$此外%中国曾多年是位于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

"RLV#的接收国%并在#$$#年一举取代美国成为最大的RLV接收国$中国在

^Q_协议下扫除了更多的对外投资者的障碍%也有更多的RLV预期会在未来的

十年中流入中国$可以期望%中国经济将会变得和世界更加一体化$

图!!中国经济增长率与开放指数!!""#"#$$%
注!增长率是可比价格BLM的增长率$开放被定义为出口总值对BLM的比率$所

有的原始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

P 国有部门在农业占的比例较小$但是%自从OP&P年以来%土地的私人所有制在中国消失了$

"三#通过重组来促进增长

三十年前%中国经济某种程度上全部由不同级别的政府拥有和管理 "见

表O#P%经济事务由国有企业 "?_,K#所支配$从OP!%年以来%中国成功地

完成了国有企业的重组$结果是%国家逐渐从公司部门退出%尽管这个过程

仍然没有全部完成$国家所有制由此从政府直接参与企业管理转变为主要通

过国家持股来控制企业$国家所有制在像建筑业和制造业这样的很多部门中

现在只占很小的份额 "见表O#$从表O总体来看%国有部门现在雇用了中国

全部劳动力的不到O$d$

"四#通过提高效率来促进增长

虽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有争议的%但从图#上看中国劳

动生产率的提高则是非常确定的$从OPP#年以来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劳动生产

率一直在稳步提升$然而%在不同的部门间存在差异%农业部门显示了最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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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国有部门的雇用份额

经济部门 OP!% OPP# #$$#

农业 #I! OIP OIO
批发#零售和供应 !PI> #PI$ >I&
建筑业 A#I" OPIA >I!
制造业 &AIP "&I% O$I#
运输和电信 >#I$ "!I# #$I!
社会服务 API% "!I> #&I>
房地产等 P$I" !PIP &OI%
金融与保险 AAI" >$IO &>I%
采矿和采石 P$I# !PI# A"I%
电力#燃气和水 PAI" %&I% >AI>
研发服务 P%IP !AIO !$I>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 A$I& A>I> !&IP
教育#艺术和文化 >OI! >PIP %$I#
地质勘探 PPI& %%IA %"I$
公共服务等 %PI" !AI% %&I!
全中国 O%I> O>IA PI&

增长$这可能部分是因为农业部门存在着数百万的剩余劳动力%也可能是因为

这期间政府政策忽视了农村发展的结果$后者证实现在中国政府许多政策上的

变化%以推进农村的发展是必要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则是在制造业部门%
这一结果与中国国际竞争力的迅速增长和由此带来的出口扩张是相一致的$

图"!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

注&劳动生产率用以OPPO年不变 价 格 计 算 的 每 工 人 千 元 来 测 量$全 部 数 字 通 过 来

自于国家统计局 !#$$>"的数据导出$

总而言之%近期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在开放程度#私有化和效率 方 面 的

迅速提高的特点$中国的决策者从他们过去的经验中学会了许多%并由此设

法在过去的十年中保持了经济稳定和可持续的增长$接下来的几个部分要介

绍一个分析框架%并检验一下以上讨论过的因素在过去的十年中如何影响中

国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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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解经济增长"一个分析框架

为了进一步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尤其是生产率的作用"本文使 用 了 一

个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O$为了介绍这一方法"假设几种要素投入V"被用

于生产一种单一的产出5#那么"标准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可以被表述为!

5*5;5*G$V%!&B2@0" $O&

O$ 关于随机前沿模型的 细 节 和 评 论 见Y.X455$OPP>&"B244*4$OPP!&"’.455)!"#$%$OPP%&及 ‘1/D(+N+2
+*GY.X455$#$$$&#
OO 参见"例如"R[24!"#$%$OPP&&"Y.X455$OPP>&及’.455)!"#$%$OPP%&#

其中"!是一个待估的参数向量"2是标准的’均值为$且方差为常数’#2 的残

差项"而0被假设为代表了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非效率因素的影响#0被假设为

非负的"且独立于2#给定方程 $O&"技术效率 $Q,&可以被定义为!

Q,;4=;$@0&% $#&

它可以使用条件期 望 值"也 就 是&$4=;$f0&*2f0&来 估 计#方 程 $O&和

$#&构成的方程组常常被用来将产出增长分解为三个部分"也就是"技术进

步’要素投入的贡献和技术效率变化#即!

<5;G"BGVV
(
BQ,
(
" $"&

其中 )(*代表了 百 分 比 变 化#G" 和GV 是G 分 别 对"和V 的 偏 导 数#方 程

$"&可以通过对方 程 $O&和 $#&进 行 处 理 而 推 导 出 来#根 据 传 统 的 定 义"
即生产率增长是产出增长和要素投入变化之间的差异"可以得到下面的方程!

QRM
(
; O@ O

’G
+

,

-

.V
’GVV

(
BG"BQ,

(
% $&&

即"如果没有不变规模报酬假设"全要素生产率 $QRM&增长可 以 被 分 解 为

三个部分"也就是"规模效率+++方程 $&&右边第一项"技术进步 $G"&和

效率变化 $Q,
(
&#在不变规模报酬的假设下"方程 $&&意味着QRM增长是技

术进步率和效率变化率的和#进一步"如果是不变规模报酬且假设技术非效

率因素为零"方程 $O&到 $&&的方程组就变成了传统的?.5.F增长核算框

架"其中QRM增长和技术进步是一致的#
虽然本研究采用了参数计量经济学技术"但方程 $&&的分解也可以使用

像数据包络分析这样的非参数方法推导出来#OO本文采取的参数方法 $相对于

非参 数 方 法&具 有 进 行 统 计 检 验 的 优 势#这 已 被 广 泛 应 用 到 对 南 斯 拉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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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K()/)b1+*GM+E4#OP%#"$土 耳 其 !Q+6/+b+*G?++3-)#OPP!"及 中 国

!̂ 1##$$""的经济绩效的分析中#并被广泛引用%以上描述的方法的关键特

征是#绩效仅仅按照产出和要素投入来测量%但是#经济绩效经常受经济活

动发生的环境的影响%因为 这 一 原 因#方 程 !O"到 !&"的 方 程 组 被 扩 展 以

包括一个外生因素的向量b的效果#其影响将投入转变为产出的生产过程%W
的元素代表生产 所 发 生 的 环 境 的 特 征#并 常 常 被 称 为 环 境 影 响 或 环 境 因 素%
在本研究中#中国的经济绩效假设受到诸如改革水平$经济开放的程度和基

础设施开发这样的因素的影响%O#之所以选择这三种因素是由数据的可获得性

所决定的%

O# 当然也存在许多其他的环 境 因 素 影 响 经 济 绩 效%例 如#?+5+@)@c+23)*!OPP!"确 认 了 超 过>$个 变 量 可

能是和经济增长相关的%由于数据的限制!数据要求涵盖#P个地区#时间跨度为O"年"#本研 究 只 考 虑

"种因素%
O" 一步法文献的例子包括#‘1/D(+N+2!"#$%!OPPO"#\1+*E+*GY)1!OPP&"及<+334K4+*G’.455)!OPPA"%

在文献中#有两种方法经常被建议用来估计环境因素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第一种方法是所谓的两步法%在第一步中#一个诸如方程 !O"的随机前沿模

型被估计出来#并且估计参数和拟合残差被用于计算技术效率指标 !例如按

照方程 !#""和其他的绩效指 标%然 后#用 这 些 指 标 对 第 二 阶 段 所 考 虑 的 外

生环境因素 进 行 回 归%这 种 类 型 的 研 究 的 例 子 包 括#:5)+*GR5)** !OP%P"#

‘+5)2+]+* !OPP$"和 c4K342!OPP"#OPP!"%但是#这一方法一直因为存在严

重的计量经济学问题而受到批评 !‘1/D(+N+2+*GY.X455##$$$##>&页"%与

前一种方法相对照#第二种方法可以被称作一步法#其将环境影响直接包括

进分析框架%因此#所有的任务可以仅仅用一步完成%使用一步法的文献正

在增长中#但仍然充满了争议%本研究归于一步法的文献中%O"

从一个一般的模型开始#假设环境因素既影响生产技术的结构#又 影 响

生产函数的无效性因素成分%因此#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中包括环境影响的

一般模型可以表示为&

5*5;5*G!V#W’!#""B2@0!V#W’(#$"# !A"

这里!#"#(和$是待估的参数%方程 !A"很明显是方程 !O"的直接扩展%
方程 !A"的主要特征是环境变量W既出现在模型的主体G!("中#又出现在

模型的技术非效率因素部分0!("中%但是#W是否存在于G!("或是0!("
中#是可以在实证分析中进行统计检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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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模型和数据问题

"一#实证模型

""实证研究是基于一个涵盖#P个中国地区跨度O"年的面板数据库$O&假设

三种投入"V#%人力资本&国内资本和国外资本%被用于生产一种产出5%即

地区生产总值"BTM#%并假设生产受限于三种环境因素"W#的影响$即基础设

施"WO#%经济改革"W##和开放"W"#$在对数形式中%一般模型可以被具体表述

如下!

5*5+";!$B’
U
!$U4UB!O"B!#"#B’

U

""
$
UB""U#5*V+U"

"B’
U%J
"UJ5*V+U"5*V+J"B’

U

""$UB""
O
U#W+U"B2+"@0+"% ">#

O& 中国内地总共存在"O个地区$在本研究中%西藏由于缺少数据被排除$OPP!年%重庆变为直辖市%但

在本研究中被包括在四川省内$
OA 见关于中国地区分类的附录V$

其中%

0+" ;(
$B’

.
(
$
."4.B’

J

"(
O
JB"(J#W+J"B’

U

"$$UB"$U#5*V+U"B!+"%

U和J取值为O%#和"%.从O到&$!+"被假设为独立的%服从均值为$&方差

为常数’# 的正态分布$0+"是非负的%并且可以由一个均值为

(
$B’

.
(
$
."4.B’

J

"(
O
JB"(J#W+J"B’

U

"$$UB"$U#5*V+U"%

且方差为’# 的正态分布截断得到$引入四个虚拟变量来反映中国四种地理分

类区域的差别%也就是西部"4O#%中部"4##%沿海"4"#和三大城市"4&#$OA

"二#数据问题

方程 ">#中 包 含 的 变 量 的 选 择 由 中 国 地 区 数 据 的 可 获 得 性 来 决 定$

OPP#’#$$&年期间的地区 数 据 序 列 要 么 可 以 直 接 从 中 国 的 统 计 报 告 中 获 得%
要么可以使用相同来源的数据通过推导得到 "详细内容见附录VV#$对这些变

量的简要描述列出如下!

OI因变量取值为按不变价格表示的地区生产总值 "BTM#$

#I国内资本 "9I#是以同样不变价格表示的国内资本存量$关于地区资

本 "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国外资本#存量估计的更多细节在附录VV中$

"I国外资本 "9G#是通过假设&d的折旧率按照永续盘存法估计的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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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存量#O>

&I人力资本 !9."是雇用劳动力人数与中国人均教育年限的乘积 !更多

细节参看附录VV"#

AI第一个环境因素 !WO"是一个基础设施开发的指标$定义为每平方公

里土地公路长度和每平方公里土地铁路长度的几何均值#既考虑铁路又考虑

公路的原因是为了避免由于在某些地区某一种设施占主要地位所产生的偏误#

>I第二个环境因素 !W#"是一个经济改革或市场化的指标$定义为非国

有部门雇用劳动力人数占总雇用劳动力人数的比例#O!

!I第三个环境因素 !W""是一个对经济开放的测量$简单定义为出口值

占地区总产出的比率#O%

O> 这一折旧率的选择与国内资本存量的估计一致!见 附 录VV"#对 大 部 分 中 国 地 区 来 说$OP!%年 的 国 外

资本存量的初始值被假设为零#
O! 这一经济改革或是市场化的指标被论 证 可 能 是 有 偏 的$因 为 其 忽 略 了 许 多 其 他 的 因 素#作 者 现 正 在

调查其他的区域市场化的测量方法$比如由北京的国民经济研究所开发出来的方法!̂ +*E$#$$&"#
O% 有许多不同的方法估算经济开放#简要的综述$见 \+22)K.*!OPP>"及,GF+2GK!OPP%"#
OP 本作者注意到某些模型估计的一致性和效率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334K4+*G<2.-+$OPP!"#本研究

中所有的模型都是使用由’.455)!OPP>"开发的RT_9QV,T&IO来估计的#

四!对发现的解释

给定如前面部分描述的数据$方程 !>"能够通过极大似然方法来估计#OP

在报告最终估计结果之前$根据环境因素如何影响生产技术和效率绩效$考

虑和检验几个可选的模型#分别是%

O%选项V%环境变量对效率绩效没有影响 !对于所有的J$(Je(
O
Je$"#

#%选项VV%环境变量对生产技术的结构没有影响 !对于所有的U$"$Ue"
O
U

e$"#

"%选项VVV%环境变量对效率绩效或生产技术的结构都没有影响 !对于所

有的J和U$(Je(
O
Je"$Ue"

O
Ue$"#

可选模型对一般模型的统计检验的结果报告在表#中#从该表 中 看$一

般模型在Ad的水 平 上 不 能 被 拒 绝#因 此$最 后 的 实 证 分 析 是 基 于 一 般 模 型

的#对这个模型的估计结果报告在表"中#大多数参数的估计值是统计显著

的$技术非效率因素成分占了联合残差项的方差变差的大部分 !大约%"d"#
但是$环境变量对增长和效率的影响不是非常清楚$因为有很多交叉乘积项#
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表明$沿海和三个直辖市具有比中部和西部地区更好的

绩效$而西部地区的绩效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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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统计检验结果

原假设"\$# YY )# GS ’7"Ad# 决策

V"(Je(OJe$# A#!%AA O&$%&! > O>%%O 拒绝 \$
VV""$Ue"OUe$# &!$%P# #A"%!" OA "$%A% 拒绝 \$
VVV"(Je(OJe"$Ue"OUe$# &$#%O> "PO%#> #O "%%P" 拒绝 \$
一般模型 AP!%!%

""注!U和J取值为O到"$YYe对数似然值$’7"Ad#eAd临界值$)# 值使用f#"YYEfYYK#来计

算%其具有一个近似的)# 或混合)# 分布%自由度等于约束的数目$YYE 和YYK 分别是受约束的和一般

模型的值$

表"!估计结果

名称 系数 "值

截距项 f"I#$> fAIA"&
中部 f$I$O$ f$IO"O
西部 f$IO>$ f#I$&O
沿海 $I"#A &I&P&
时间 f$IO!$ fAIAO#
时间h时间 f$I$$# f&I>O&
基础设施 f&I%O" f&I!&$
改革 #I#!> #I%%!
开放 f$I%$" fOI&O"
5*"9I# #IP!$ OOI!$P
5*"9G# $I$P$ OI&#A
5*"9.# f$I#P# f#I$>$
5*"9I#h5*"9G# $I$O# $I!!>
5*"9I#h5*"9.# f$I#$" f&I&AP
5*"9G#h5*"9.# $I$"O #IA>A
5*"9I#h5*"9I# f$IO"! f"I"P#
5*"9G#h5*"9G# f$I$OO f"I!&#
5*"9.#h5*"9.# $IO&! >I%!#
时间h5*"9I# $I$&% >IA&!
时间h5*"9G# $I$$& #IOO#
时间h5*"9.# f$I$$O f$IOP"
基础设施h5*"9I# fOI&&$ f"IA!"
基础设施h5*"9G# $I>!> "IP%>
基础设施h5*"9.# $I>#& #I$PO
改革h5*"9I# f$I"%> fOI!OO
改革h5*"9G# f$IO%! f#I"&O
改革h5*"9.# f$I$#! f$IO&%
开放h5*"9I# $I&%P &I$$A
开放h5*"9G# $I##% &IA!&
开放h5*"9.# f$I"!$ fAI$A%
时间h基础设施 $I$PA OI!$#
时间h改革 f$I$"! fOI#P&
时间h开放 f$I#$! fO"I$P&
效率方程

截距项 OI>># !I&OA
时间h中部 $IO&& AI!&P
时间h西部 $IO%%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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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称 系数 "值

时间h沿海 $IO># >I"&A
时间h三大城市 $IO"% AI">P
基础设施 f#I$%# f"I%OO
改革 fOIOO" f&I%%&
开放 #IOP% OAIOP"
5*!9I" f$I#&# f&I#%A
5*!9G" $I$$% $IAP$
5*!9." f$I$"! f$IP!%
时间h5*!9I" $I$$% OI&$O
时间h5*!9G" $I$$O $I&OP
时间h5*!9." $I$#% !I!%$
时间h基础设施 $I#OP &I"#!
时间h改革 f$I">> fO#I&A#
时间h开放 f$IO&A fO$I!%#
’# $I$$% O%I"#O
# $I%#% "#IO#%
对数似然值 AP!I!%&

""注#$西部%&$中部%&$沿海%和$三大城市%是四个代表四个地区组的虚拟变量’也就是’西部&中部&沿

海和三大城市地区($5*%表示自然对数(#e’#)!’#2g’#"(’#2 和’# 在方程!O"和!>"中被定义(

给定实证方程 !>"和表"中的估计结果’每个生产率增长的成分可以由

以下方程推导出来#

QM
*
+";!OB#!#"B’

U
"U5*V+U"B’

U
"
O
UW+U

"@* !+" ’
.
(
$
.4.B’

J
(JW+J"B’

U
$U5*V+U"" ’ !!"

Q,
*
+" ;Q,+")Q,+’"@O@O’ !%"

?,
*
+" ; O@ O

’
U
G

+

,

-

.U
’
U
GUV
*
+U"% !P"

这里’*+"eOf!+),0+")’f’f+),0+")’")’’+和, 分别代表一个标准正态随机变

量的密度和分布函数’且GU;"
$
UB"U"B#’

J
"UJ5*VUJ"@*U"!$

$
UB$U""(结果见图

"’从图上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变化有着相当大的波动’看起来主要由

于技术效率的变化所推动(技术进步率 !QM"和规模效率 !?,"随时间趋于

相对稳定(因此’尽管中国经济一直通过要素投入的增加得以迅速增长’但

似乎很少的收益是从规模效率中获取的(图"也表明’技术效率 !Q,"的变

化随时间波动’并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变动(总体来看’
自从OPP"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一直是正的’只有OPP&年是例外(可以

观察到技术效率变化存在三个波谷点’由此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变动也是如

此(这些反映了中国OPP&年的货币贬值 !大约&$d"’OPP!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以及#$$$年信息产业部门的萧条所产生的一次性负向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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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增长率!技术进步和效率变化

注!QM"Q,和?,分别代表技术进步率"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

解释 图"中 结 果 的 另 一 种 方 式 是 将 样 本 时 段 分 成 几 个 子 时 段$也 就 是$

OPP!年以前$OPP!年 以 后 和 中 国 加 入 ^Q_期 间 %#$$O&#$$&’#表&报 告

了这些结果$从表上看$在OPP!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生产率增长表现出了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对更大的贡献$并且这主要由技术效率的提高和改善技

术进步所推动#从OPP%年 开 始$中 国 经 济 对 危 机 之 后 的 环 境 作 出 了 一 些 调

整#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增进的贡献上来说$经济增长变

得更加平衡#这反映了OPP%年之后经济增长结构上的改进#总体来说$根据

本研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解释了中国经济总的增长的大约#!d#这个数字

分别比 .̂.%OPP%’报 告 的O#8Pd$ 1̂ %#$$"’推 导 出 的O"8Ad 和 Z.1*E
%#$$"’使 用OPP!年 以 前 数 据 所 主 张 的#"d要 更 大$但 低 于 世 界 银 行

%OPP!+’所估计的&"d#但是$发达国家的同一数字则要高很多#比如$根

据L.1E(4236+*GH.2E4*K.* %OPP>’的研究$生产率增长分别解释了OP>$&

OP%P年间日本和德国产出增长的&P8%d 和A!8>d#因此$中 国 经 济 与 世 界

上主要经济体仍有差距$而它们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经济增长中扮演更为

重要的角色方面有着最好的实践#为了在未来保持中国可持续的增长率$中

国的决策者必须要主动采取措施来改进经济中的生产率绩效#

表%!增长的源泉 %d’

增长成分 OPP"&OPP!年 OPP%&#$$$年 #$$O&#$$&年 OPP"&#$$&年

全要素生产率 OI>& &I"$ "IA> #IP&
技术进步 $I!& OI!P OIA! OI#%
技术效率 f$I#> OI%P OIOP $I!>
规模效率 OIO> $I># $I%$ $IPO
产出 O#I&$ %IPP O$IPA OOI$>
QRM(产出%d’ O"I#" &!I%O "#I&! #>I>O

""注!QRM(产出比率给出了QRM增长占产出增长的百分比份额#数字使用每期的均值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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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本文应用随机前沿方法来检验中国近期的经济增长#发现中国的增长大

部分由要素投入来推动$同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一个重

要的角色#平均解释了OPP"%#$$&年间经济增长的约#!d$技术效率看起来

明显随时间波动#反映了内部和外部经济条件的不断变化$虽然技术进步随

时间趋于相对稳定#但规模效率几乎没有表现出对所关注时间段的中国经济

增长有任何贡献$后者可能正是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增加的经济发展模

式终结的信号$
本文还发现#与发达的经济相比#中国在以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 长 的 主

要推动力方面#仍有差距$尽管仍然有通过深化经济改革来获益的空间#但

为了保持现在的增长势头#中国的决策者将不得不考虑技术进步的问题$此

外#进一步的增长将不得不面对诸如沿海和内地的增长差距&国有部门的进

一步重组以及冗余工人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这样的挑战$

附录V"中国地区的分类

为了进行经济分析#中国内地经常被分成三大地 区#即’西 部 !包 括 宁 夏&新 疆&陕

西&云南&四川&贵州&青海&甘肃&西 藏 和 重 庆"#中 部 !包 括 山 西&海 南&吉 林&安

徽&黑龙江&广西&内 蒙 古&河 北&江 西&湖 北&湖 南 和 河 南"和 沿 海 !包 括 福 建&广

东&河北&江苏&辽宁&山东和浙江"$在 文 献 中#三 大 城 市 !北 京&天 津 和 上 海"一 般

包括在沿海组里面$在本研究中#三大城市则作为单独的一组#以反应它们的独特的经济

结构和绩效$西藏和重庆由于缺少数据而被排除在本研究之外$

附录VV"地区资本存量估计

国内资本存量是总资本存量简单减去国外资本存量$中国的地区资本存量的推导#采

用 1̂ !#$$&"所提出的方法#即 根 据 永 续 盘 存 法 来 估 计 资 本 存 量 的 序 列$ 1̂首 先 推 导

OP$$%#$$$年期间的年度 资 本 形 成 的 序 列#然 后 假 设 在OP$$年 资 本 存 量 的 初 始 值 是$#

并且中国所有地区的折旧率都是!d$本研究通过使用各 个 地 区 的 不 同 的 折 旧 率 !这 是 在

文献中第一次做这样的尝试"拓展了 1̂的早期估计$这些折旧率根据一个模拟过程推导

出来#通过模拟得到的折旧估计值收敛于国家统计年鉴报告的各年的实际折旧值$一般来

说#折旧率在更发达的地区会比较高#而在欠发达 地 区 和 三 大 城 市 会 比 较 低 !见 表 :O的

名单"$有趣的是#可以注意到地区折 旧 率 的 均 值 是 大 约&d#接 近 世 界 银 行 所 使 用 的 值

!OPP!+"$因此# 1̂ !#$$&"使用的!d的折旧率将会导致对中国资本存量的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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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折旧率列表

地"区 折旧率

北"京 "I&
天"津 "I!
河"北 &I"
山"西 &I$
内蒙古 &I"
辽"宁 AI%
吉"林 AIO
黑龙江 >I$
上"海 "I&
江"苏 &I#
浙"江 &I$
安"徽 AI$
福"建 &IA
江"西 "I!
山"东 AI$
河"南 &IO
湖"北 &IA
湖"南 &IA
广"东 >IP
广"西 "I"
海"南 #I#
四"川 &I>
贵"州 #I%
云"南 #I!
西"藏 &I#
陕"西 "I"
甘"肃 #I!
青"海 #I&
宁"夏 #I%
新"疆 #I>

""注!详细描述参考F1"#$$%#$
资料来源!作者自己的估算$

人力资本存量根据下列公式计算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估计!

Z?+" ; ">M?+"BPH?+"BO#??+"BO>\,+"BOPMB+"#%6+"&

其中&Z?+"是平均受教育 年 限&M?+"’H?+"’??+"’\,+"和MB+"分 别 是 六 岁 以 上 并 完 成 小 学

"M?#教育’初中 "H?#教育’高中或职业学 校 "??#教 育’三 年 制 专 科 "?’#教 育’四

年制高等教育 "\,#和研究生 "MB#教育的在第+个地区在时间"的人数$6+"是在第+个

地区在时间"的总人数$对这些教育组别的统 计 在OPP$年 和#$$$年 是 可 以 获 得 的&通 过

插值内推法&可以得到OPP#(#$$&年期间样本覆盖的所有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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