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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是否存在快速的

效率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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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利 用:32(,;)(<=,<0’>/2?@%3)02!"AAB"发 展 的 核 算 方 法

对"AC#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因素进行了分解%我们有如下三个主要发现&首

先#"ABD年以来中国经济效率提高非常迅速#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接近B$E’其

次#"AA$年之前效率提高最主要的因素是二元结构转换#"AA$年之后则为净效

率提高’最后#改革前的增长 是 要 素 驱 动 的#扣 除 人 力 资 本 和 结 构 转 换 因 素 之

后的净效率是快速下降的%敏感性分析表明#我们的结论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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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根据#$$C年 )中国 统 计 年 鉴*发 布 的 数 据#中 国 经 济 在"ABD+#$$M年

平均每年 增 长ANMOE#劳 均 每 年 增 长!NAME%虽 然 有 学 者 !P,/(>##$$O"
怀疑此增长率可能高估了实际的增长#但最新的经济普查结果表明实际增长

率可能更高%因此#改革以来中国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但是否实现了快速的效率改进却没有统一的看法%研究这个问题的分析框架

是增长因素分解#即将产出增长分解为要素投入增长与效率改进两部分%现

有的经验研究多数直接利用索洛增长分解方程 !Q,3,;#"ACB"估计索洛残差

!H,02(R?12’()(<8R104#"AA!’S,03<H)(F#"AAB’%&,;)(<T’##$$#’

S)(>)(<P),##$$O’P,/(>##$$O’张军(施少华’#$$O"#也有些利用更

加复杂的方法#如数据包络法 !L*J"对中国经济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进行

估计 !S/##$$O’颜 鹏 飞(王 兵##$$M’郑 京 海(胡 鞍 钢##$$C"%虽 然 由

于所用的分解方法(数据来源和各种参数的取值不同#并且估计的时间段不

同#以及要素投入中是否包括人力资本等#各个估计结果有一定的差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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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些研究中最高的认为中国的UVW增长也达不到经济增长率的C$E%例如

对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 !以下简称UVW"增长#S,03<H)(F !"AAB"估

计"ABD+"AAC年平均 是MNOE#而 S)(>)(<P), !#$$O"估 计"ABD+"AAA
年平均是#NM"E#P,/(> !#$$O"估 计"ABD+"AAD年 中 国 非 农 部 门 的 UVW
平均每年增长"NME#S/ !#$$O"估计"AD#+"AAB年平均每年增长"NM"E%
因此#多数意见认为中国经济改革以来的快速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增长的结

果#效率改进并不是主要原因%国内学者因此通常将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增

长称为 ,粗 放 式-增 长#而 在 国 际 与 国 内 都 影 响 很 大 的 是 :0/>-)( !"AAM#

"AAA"的批评#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增长模式是依靠资源投入#而不是

效率提升#是 汗 水 !X20RX’0)1’,("的 堆 积#而 不 是 灵 感 !’(RX’0)1’,("的 结

晶#与前苏联初期的高速增长没有本质区别#前景也不容乐观%
针对 中 国 经 济 增 长 仅 仅 依 赖 于 投 入 驱 动 的 观 点"#易 纲(樊 纲(李 岩

!#$$O"进行了深 入 的 反 驳#他 们 提 出 了 中 国 经 济 存 在 效 率 提 升 的 四 点 证 据

!改革带来的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的变化#以及人民币汇率的走势

和中国官方外汇储备的增长"#指出了现有的UVW测算方法在测算中国 经 济

效率改进上的局限#并指出了 具 体 的 修 正 方 法#比 如 应 该 将 ,在 建 工 程-作

为一个单独的投入要素#剔除 ,技 术 购 买 费 用-等%但 是 他 们 并 没 有 给 出 具

体的估计结果#因此并不能断定修正后的方法一定能够根本性地改变原有方

法的估计结果%

" 针对东亚高速增长因素的研究#国 际 上 有 些 学 者!V23’X2#"AAA"进 行 了 详 细 的 回 顾 与 评 论#并 指 出 了

UVW估计效率提高的局限%

本文赞成易纲(樊纲(李岩 !#$$O"的观点&即改 革 以 来 中 国 经 济 存 在

显著的效率提高#但现有的测算方法低估了这种改进%但是#本文不是利用

他们提出的修正方法#而是利用:32(,;)(<=,<0’>/2?@%3)02!"AAB"发展的

分解方法#对中国经济的效率改进进行具体测算%这是因为易纲等的方法具

体操作起来存在数据可得性的障碍#而且也不能克服:32(,;)(<=,<0’>/2?@
%3)02!"AAB"和Y)33)(<I,(2R!"AAA"等指出的传统索洛增长分解方法的主

要缺点%而利用:32(,;)(<=,<0’>/2?@%3)02发展的分解方法不仅在理论上能

够克服传统索洛增长分解方法的主要缺点#而且实际的估计结果也确实发现

中国经济的效率改进非常迅速%另外#我们认为除了易纲等提出的中国经济

效率改进的原因之外#二元结构转换是中国经济效率改进的另一个非常重要

的因素 !陈宗胜(黎德福##$$M"%为了加深对中国经济效率改进的理解#我

们将估计的效率改进进一步分解为人力资本增长(二元结构转换和余下的净

效率改进的结果之和%最后#中国经济增长在改革前主要是要素投入驱动的#
是大家都能接受的观点%如果按照传统的分解方法#改革后仍然是要素投入

驱动的#那么改革后与改革前的增长模式岂不没有本质的差别.本文的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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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虽然发现改革后的增长因素主要是效率改进#是否能够证实改革前是要

素投入驱动的呢$为此本文用同样的方法对改革前的增长因素也进行了估计#
结果表明改革前效率提高非常慢#特别是扣除人力资本积累与二元结构转换

的贡献后#净效率是快速下降的#与改革后截然相反%
本文后面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讨论分解方法’第三节是改革 以 来 中

国经济效率提高的经验结果’第四节分析中国经济效率快速提高的主要来源’
第五节对中国经济效率提高进行进一步分解’第六节将改革前与改革后的增

长因素对照’第七节为结果的稳健性分析’第八节为结束语%

二!分 解 方 法

假定如 !""式的生产函数#&

!!""#$!""!/%!""&!""0"’!( !""

其中! 表示产出#$ 表示资本#&表示原始劳动力#% 是劳动增进型的生产

率水平%使 用 :32(,;)(<=,<0’>/2?@%3)02 !"AAB"#Y)33)(<I,(2R !"AAA"
和=,-20!#$$""使用的方法#将劳均形式的生产函数表示为资本产出比的

函数#如 !#"式&

)!""#!!""1&!""#%!""/$!""1!!""0!1!"’!"( !#"

!!定 义*!""#$!""1!!""表 示 资 本 产 出 比#代 入 !#"式 并 取 对 数#得

!O"式&

3()!""#3(%!""+/!1!"’!"03(*!""( !O"

!!:32(,;)(<=,<0’>/2?@%3)02!"AAB"(Y)33)(<I,(2R!"AAA"用 !M"式

对跨国的收入差距#李坤望(黄玖立 !#$$!"用该式对中国的省际收入差距

进行了分 解%O:32(,;)(<=,<0’>/2?@%3)02还 对 !O"式 两 边 求 差 分#将 一 国

的劳均产出增长分解为生产率提高与要素密度的变化#如 !M"式&

"3()!""#"3(%!""+/!1!"’!"0"3(*!""( !M"

# 在对增长因素进行第一步分解时#我们在生产函数中并没有包括人力资本%这是因为我们要反对的主

要是认为中国经济是物质投入驱动的观点#而且易纲(樊纲(李岩!#$$O"将人力资本积累作为中国效率改

进的一个原因#而我们的研究在某种角度上是对他们观点的一个具体支持%因此为了保持一致性#我 们

也将人力资本积累作为效率提高的一个因素#并在进一步分解中独立出来%退一步#即使在效率中 剔 除

人力资本#也不能根本性地改变本文的基本结论%
O 劳均生产函数的另一种常用形式是)Z%!"""[!,!""!#其中&,!""Z$!""1&!""%!#"式与该式相比具有

两个优点&第一#当经济处于平衡增长时#索洛模型预测资本产出比取决于储蓄率(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

率和人口增长率#即$1!Z-1!.\/\""#-是 储 蓄 率#/是 劳 动 力 增 长 率#"是 折 旧 率%因 此 跨 国 之 间

$1! 的差别对收入差别的贡献反映了索洛模型对跨国收入差别的解释能力%第二#当储蓄率不变时#劳

均资本因为生产率的外生提高而提高%如果将劳均产出表示为劳均资本的函数会将本质上是因为生 产

率提高的贡献归结为资本的贡献#而!#"式则不会!Y)33)(<I,(2R#"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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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3(%!""表示生产率的增长%因此"3(%1"3()表示生产率增长对劳均产

出增长的 贡 献% !M"式 对 产 出 增 长 的 分 解 方 法 与 传 统 的 索 洛 增 长 分 解 方 法

!Q,3,;#"ACB"相 比 具 有 两 个 优 点&第 一#根 据 索 洛 模 型 !Q,3,;#"AC!"#
当经 济 处 于 平 衡 增 长 时 资 本 产 出 比 不 变#"3(*!""Z$#因 此 根 据

/!1!"[!"0"3(*1"3()可以知 道 一 国 经 济 距 离 平 衡 增 长 路 径 有 多 远M’第 二#
如果生产率增长是外生的#"3(%!""正确地代表了生产率增长对产出增长率的

全部贡献#而索洛增长分解方程会将一部分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归结为资本积

累的贡献 !H)00,)(<Q)3)@’@])01’(##$$$#中文版OO!页"%

M 利用!M"式可以将产出的增长率差异分解为生产率提高速度的差异和/!1!"[!"0"3(*!""的 差 异%索

洛模型认为/!!"[!"0"3(*!""反映了一国经济距离平衡增长路径的远近%因此!M"式也可以用于分析索

洛模型对跨国增长率差异的解释能力%本文仅用于分析一国的增长因素变化%
C 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由于数据的可得性与准确性问题#使得这个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孙琳琳(任

若恩!#$$C"对中国资本存量测量的相关研究有一个比较详细的综述%
! 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统计年鉴在报告时#有三个时间序列数据#即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和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前两项自"ACO年至今历年数据都可得#而第三项从"AD$年才开 始 报 告%同 一 年 前

两项之和与第三项的比平均不到!$E#而且没有 明 显 的 规 律#因 此 也 无 法 从 中 推 测"AD$年 之 前 的 全 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

三!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效率提高的经验结果

利用 !M"式估计中国经济的效率提高需要总产出(劳动力与资本存量的

数据%本文所用的总产出和劳动力数据直接取自#$$"年到#$$C年的 )中 国

统计年鉴*%资本产出比的数据需要先估计资本存量数据%

!一"资本存量和资本产出比估计

资本存量的测量是任何宏观经济效率分析所必需的基础工作#但又是一

个难题%C本文不拟对资本存量测算的方法问题进行过多 的 探 讨#而 是 直 接 利

用文献中使用较多的方法#即先估计一个初始年的资本存量$$#然后根据永

续盘存法估计后续历年的物质本存量%如 !C"式&

$"#$"’"!"’""+0"# !C"

其中0" 是第"年的不变价投资数%利用 !C"式估计资本存量需要三个重要的

数据&一是不变价的投资0"#二是初始资本存量$$#三是折旧率"%

"N投资序列估计

为了获得不变价的投资数据#需要获得当年价的投资数据和投资价格指

数%中国资本存量测算的相关研究中使用的投资数据主要包括固定资本形成

数据(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积累数据和新增固定资产数据%其中积累数据只

有"AAO年以前的#全社会新增固定资产只有"AAC年以前的#全 社 会 的 固 定

资产投资从"AD$年之后才开始报告%!只有固定资本形成自"AC#年开始具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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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序列#因此本文使用固定资本形成数据作为投资数据%B具体数据来源是&

"ABD+#$$M年来自#$$C年 )中国统计年鉴*的表O@"M )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

结构*中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AC#+"ABD年的数据来自 )新中国五十年统

计资料汇编*的表J@! )全国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本文所用的投资价格指

数#"AC#+"AAC年("AA!+#$$#年分别取自 YR/2&)(<T’!"AAA"和国家统

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 !#$$M"所提供的隐含固定资本形成缩减指数##$$O和

#$$M年取自#$$C年 )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D#并

转换为"AA$年为"$$的指数序列%

B 这主要是因为&一#从"AC#年开始估计中国的资本存量#则"ABD年之后历年的资本存量受初始资本存

量估计偏差的影响较小#而本文的重点是关注改革后中国经济的效率变化’二#为了对照改革前后增长因

素的变化需要估计改革前 的 资 本 存 量 数 据’三#只 有 固 定 资 本 形 成 能 获 得 时 间 最 长 且 比 较 权 威 的 价 格

指数%
D )中国统计年鉴*"AA#年才开始发布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AA"+#$$#年该指数与本文 所 用 的 隐 含

的固定资本形成指数非常接近#因此#$$O年(#$$M年两年用它们代替%

#N初始资本存量

按"AC#年不变价#张军(章元 !#$$O"估计"AC#年的资本存量约为D$$
亿#邹至庄 !%&,;#"AAO"估 计 约 为"$O$亿#用 我 们 的 价 格 指 数 转 换 成

"AA$年不变价分别是"MA"亿和"A"A亿%我们假设"AC#年的资本存量处于他

们估计值的中间#按"AA$不变价取"B$C亿%

ON折旧率

折旧率是影响资本存量测量精度的另一个重要参数#有的学者直接估计

每年 的 折 旧 额 !李 治 国(唐 国 兴##$$O’%&,;#"AAO"#黄 勇 峰(任 若 恩 和

刘晓生 !#$$#"对固定资产中的 建 筑 和 设 备 假 定 了 不 同 的 折 旧 率#其 中 建 筑

折旧率是DE#设备折旧率为"BE%其他一些研究通常假定一个不变 的 折 旧

率#如王小鲁(樊纲 !#$$$"和 S)(>)(<P), !#$$O"都假定折旧率是CE%
任何折旧率的假定都不可能是现实的#本文采用与 Y)33)(<I,(2R!"AAA"相

同的假定#每年为!E%但后面的稳健性分析将证明折旧率在一定范围内的变

化对本文的核心结论没有影响%
利用获 得 的 投 资 数 据 和 对 初 始 资 本 存 量 及 折 旧 率 的 假 设#可 以 得 到

"AC#+#$$M年的资本存量估计值%由于资本形成是按支出法计算的 L̂W的一

部分#因此计算资本产出比时的产出! 也取支出法计算的 L̂W#并统一转换

为"AA$年不变价%估计的资本存量和资本产出比的结果及估计所用的固定资

本形成数 据(隐 含 的 固 定 资 本 形 成 价 格 指 数 报 告 在 附 表"%图"描 绘 了

"AC#+#$$M年中国资本产出比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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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C#+#$$M年中国的资本产出比 !$1!"

!!从图中可 以 看 出#资 本 产 出 比 在 改 革 前 上 升 很 快#由"AC#年 的"N"AA#
上升到"ABD年的#N##C#而改革后资本产出比变化相对比较平稳#"ABD年到

"AAM年在波动中略有下降#从#N##C下降到#N$#$#但"AAM年后再次持续上

升#到#$$M年的时候已经上升到#NCCM%

!二"资本产出弹性!

为了估 计 经 济 的 效 率 改 进#还 需 要 资 本 的 产 出 弹 性!#%&,;)(<T’
!#$$#"利用回归法估计约为$N!#DM#P,/(> !#$$O"用国民收入数据估计约

为$NM#我们与 S)(>)(<P), !#$$O"一样#假设为!Z$NC%

!三"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效率提高

根据前面估计的数据#利用!M"式#我们对中国"ABD+#$$M年中国经济的增

长因素与效率提高情况进行了估计#结果报告在表"%为了观察改革以来增长因

素与效率提高的 变 化 情 况#我 们 将 整 个 时 间 段 分 为 两 个 大 的 时 间 段#"ABD+

"AA$年和"AA$+#$$M年A#两个大的时间段又再分别分为两个小的时间段#以

反映经济 改 革 的 不 同 阶 段%其 中"ABD+"ADM年 主 要 改 革 发 生 在 农 业 与 农 村#

"ADC+"AA$年改革进入城市#"AA$+"AAB年是明确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

的初期#各种改革力度最大#"AAB年之后中国经济进入了首次持续通货紧缩%

A "AA#年可能是改革变化更加合理的分界点#但"AA$年 比 较 符 合 以 整 年 为 分 界 的 习 惯#不 过 这 种 分 界

上的细微差别影响并不大%

根据表"的数据#"ABD+#$$M年 L̂W年均增长ANMOE#反映效 率 水 平

的%每年提高!NODE#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达到!BNBME%而要素投入中#劳

动力年均增长#NMAE#资本产出比年均上升$NC!E#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劳

动力增长占#!NOBE#代表索洛模型的转移动态的资本产出比上升只占了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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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CNDAE%因此#中国经济在改革以来整体上一直处于索洛增长模型所指

的平衡增长路径附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来自于效率提高#而非要素投入%

表"!"ABD+#$$M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因素与效率提高!E"

"ABD+#$$M
其中

"ABD+"AA$"ABD+"ADM"ADM+"AA$"AA$+#$$M"AA$+"AAB"AAB+#$$M
L̂W增长率 !A6MO !A6$D !A6O$ !D6DC !A6BO ""6#$ !D6#C
&增长率) #6MA M6"O O6$A #6CD "6$B "6$D "6$B
$1! 增长率 $6C! [$6"C ["6$A $6BD "6"! [$6"" #6MO
%增长率 !6OD C6"$ B6O$ C6C$ B6MA "$6## M6BC

对产出的贡献 "$$6$$ "$$6$$ "$$6$$ "$$6$$ "$$6$$ "$$6$$ "$$6$$
&增长 #!6OB MC6CO OO6#C #A6"B ""6$C A6!B "#6A#
$1! 增长 C6DA ["6B" [""6BC D6DC ""6AB [$6AC #A6C"
%增长 !B6BM C!6"D BD6C$ !#6"A B!6AD A"6#D CB6CB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劳动力数据在"AA$年突然调整#比上年增长"BE%我们认为"AA$年的数据

是比较准确的#而"ABD年的数据因为处于改革的起点#因此也是比较准确的#但"ABD+"AA$年中间的数

据#由于改革使得统计可能不准确#但这种变化应该是渐进的%因此在计算"ABD+"AA$年的平均增长率

时#我们直接利用这两年的发布数据%但在计算"ADM+"AA$年的平均增长率时#我们用"ADA和"AA"两

年的平均增长率作为"AA$年的增长率%

如果分为"AA$年之前与之后两个阶段#资本产 出 比 在"AA$年 之 前 年 均

下降$N"CE#在"AA$年之 后 年 均 增 长"N"!E#对 产 出 增 长 率 的 贡 献#前 期

是["NB"E#后期是""NABE%因此#虽然两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都在稳

态路径附近#但"AA$年 之 前 比 之 后 距 离 更 近%但 是 两 段 时 期 的 均 衡 增 长 率

!用劳动增长率与% 的增长率近似表示"的构成差别较大#"AA$年之前#劳

动力的增 长 率 与% 的 增 长 率 接 近#劳 动 力 年 均 增 长MN"OE#% 年 均 增 长

CN"$E#"AA$年之后劳动力的增长率下降为"N$BE#而%的增长率则上升为

BNC"E%因此#"AA$年之前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除了改革带来的效率提高之

外#劳动力的迅速增长也是重要原因%这种劳动力的增长一方面是因为人口

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是因为参与率的迅速上升#经济活动人口与人口之比

"ABD年是M#E#"AA$年上升为CBE#而劳动参与率在"AA$年之后则基本稳

定在CBE+CAE之间%因此#与"AA$年 之 前 相 比#"AA$年 之 后 中 国 经 济 的

效率提高速度进一步加快%
但是如果将两个 大 的 时 间 段 再 分 别 分 解 为 两 个 小 的 时 间 段#可 以 发 现

"AA$年之前与之后两个时间段内部的经济增长因素变化很不相同%"AA$年之

前的两个时间段增长因素差别不大#经济增长都主要是因为劳动力增长与效

率提高%但是"AA$年之后的两个时间段的增长因素差别很大#"AAB年之前效

率提高速度相对于"AA$年之前大幅上升#%年均增长"$N##E#比"AA$年之

前的 平 均 水 平 提 高 了"倍#资 本 产 出 比 变 化 不 大#略 有 下 降#年 均 增 长

[$N""E%而"AAB年之后效率提高 速 度 迅 速 下 降#并 低 于"AA$年 前 的 平 均

水平#年均增长只有MNBCE#产出的增长率也出现了较大的下降#由"AAB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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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N#E下降为平均DN#CE%由此导致"AAB年 之 后 一 个 值 得 注 意 的 特

点是资本产出比快速上升"$#年均增长#NM$E#经 济 处 于 距 离 稳 态 路 径 较 远

的地方#索洛模型的转移动态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达到了非常重要的#ANC"E%

"$ 张军!#$$#"也发现中国资本产出比在"AAM年之前是波动下降#而"AAM年之后才出现了持续上升%但

这种持续上升并不能改变改革以来总体上升不大的结果%
"" 另外#我们认为在分析中国经济的效率改进时#区分效率水平的高低与效率提高速度的高低是很重要

的#易纲(樊纲(李岩!#$$O"的论文对此也没有明确区分%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经济#同时改革 前 存 在

效率的下降#因此效率水平很低是客观事实%但效率水平低与效率提高快是不矛盾的#甚至正是因 为 改

革起点的低效率才成为改革后可以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对此更详细的分析见我们的另一篇论文%
"# 一句常被传播的话,现在在美国要想不买 一 件 中 国 生 产 的 产 品 已 经 很 难-#形 象 地 说 明 了 中 国 的 出 口

之多%

四!中国经济效率快速提高的主要来源

前一节我们在 一 定 的 假 设 基 础 上 利 用 可 获 得 的 数 据#首 先 证 实 了 易 纲(
樊纲(李岩 !#$$O"的猜测#即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效率提升非常迅 速#并 且

我们的经验结果表明这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最主要的原因%这个结果与传统

的以索洛增长分解方程为基础进行估计的结果差别很大%由于中国经济的确

存在大量的低效率投资#因而初看起来可能使人们觉得本文的经验结果令人

难以接受#而更容 易 相 信 中 国 经 济 增 长 主 要 是 依 靠 投 入 驱 动 的 结 果%""为 此#
我们认为对中国经济效率快速提高的可能来源进行更加详细的描述#将有助

于对我们的 经 验 结 果 的 理 解%也 许 正 是 基 于 我 们 类 似 的 原 因#易 纲(樊 纲(
李岩 !#$$O"为中 国 经 济 存 在 快 速 效 率 提 高 的 论 点 提 供 了 四 个 方 面 的 证 据%
我们认为其中外汇储备持续上升与其他三个证据不同#外汇储备上升是效率

提高的结果#而其他三个证据是中国经济效率提高的原因%此外#我们认为

中国经济效率提高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来源&即由传统农业经济迅速向现代

非农经济转变的二元结构转换%因此#在易纲等的基础上#我们将中国经济

效率提高归结为四个主要来源&即快速的制度变迁(对外开放(人力资本积

累与二元结构转换%下面对这四点来源分别进行简要陈述%
第一是快速 的 制 度 变 迁%制 度 是 决 定 经 济 绩 效 的 根 本 因 素 !7,01&)(<

U&,-)R#"ABO’7,01&#"AA$"#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最大的变化是经济体制实

现了根本性变革#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的市场经济迅速转变%经过二十

多年的改革#中国已经在一个典型的计划经济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一个现代市

场经济体制 !陈宗胜(吴浙(谢思全##$$$"%虽然现有的市场体制仍然极不

完善#但这只能说明市场化改革还可以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源泉%
第二是迅速的对外开放%"ABD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由一个几乎完全封

闭的经济向一个全面开放的经济转变%"ABD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只占 L̂W的

ANDE#到#$$M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主要市场与出口国之一"##进出口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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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L̂W的比重已经达到!ANDE#其中出口总额达到MA"$ONO亿元人民币%由

于中国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很大#通过对外开放#中国充分发挥了后

发优势#通过港澳台和东南亚的华人资本及世界顶尖企业的直接投资#以及

对外开放过程中的人员交流#对外访问#派出留学生及直接购买国外技术等

多种途径#中国经济的生产技术的巨大变化是有目共睹的%虽然在对外开放

过程中#技术吸收对效率提高的具体贡献难以估计#但改革以前中国的产品

是几十年不变#如今世界上最先进的产品要不了多久就能在中国生产并销售%
这样的现实生活足以证明对外开放对技术进步的重要贡献%

第三是人力资本积累%,文化大革命-之后#影响中国社会无数人命运的

第一件事就是恢复高考制度%"ABD年的时候每万人中只有DNA个大学生#而

#$$M年达到了"$#N!人#是"ABD年的""NC倍%由于改革以来中国人的流动

性加强#学习条件改善#人们就业机会增加等所带来的干中学等所积累的人

力资本更加是改革前所无法想象的%虽然人力资本的准确估计比较困难#但

利用教育年限及教育回报率#还是可以给出一个近似的估计%
第四是快速的二元结构转换%易纲(樊纲(李岩 !#$$O"没 有 提 到 这 一

点#但它应该与改 革 开 放 同 样 深 远 地 影 响 了 中 国 的 经 济 与 社 会 的 重 大 变 化%

"ABD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 是B$NCE#到#$$M年 时 已 经 下

降到M!NAE%二十多年里#累计有几亿农民进入非农部门就业#使中国根本

性地由一个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工业社会%同时#农业产出并未 下 降#"ABD
年农业产出只有"$"DNM亿元##$$M年上升到#$B!DN"亿元#按"ABD年不变

价#上升了ON"A倍#并且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也上升了"NC!倍%
如果仔细地想一想#一个经济在以上四个方面同时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而每一个变化都是提高效率的重要来源%这样的经济出现快速的效率提高应

该是一个正常的结果%因此#应该有理由相信#本文前一节估计的经验结果

更加符合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

五!中国经济效率提高的进一步分解

在前一节提出的四个来源的基础上#下面对中国经济的效率提高作进一

步分解%

!一"分解方法

"O !!"式的推导见附录J#其中变量的具体含义也详见附录J%

!!借鉴%&)(<))(<L)3>))0<!#$$C"所采用的方法#我们将中国经济的效率提高

分解为二元结构转换(人力资本积累和剩余的净效率改进三个部分%如!!"式"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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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3!""0+"3(/1!""0+"3(/%/!""0# !!"

其中&</)3代表二元经济 的 发 展 水 平#其 增 长 率 表 示 二 元 结 构 转 换#1是 整

个经济的人均人力资本#%/ 是除二元结构以外影响 生 产 率 水 平 的 所 有 因 素#
主要由非农部门的生产率水平决定%根据前一节的分析#它的变化反映了经

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效率提高的贡献#同时它还包括了上面四

个因素之外所有其他因素对中国经济生产效率的影响%本文称%/ 为净效率#
它的变化也就是净效率的变化%

!二"变量估计

"N人力资本估计

我们用 ]’(+20方程 !]’(+20#"ABM"把受教育年限按照回报率转换为人

力资本#即人力资本1是受教育程度2 的函数#并假定1!23"#2_X/#!23"0%
我们按照Y)33)(<I,(2R!"AAA"的做法#假设#!23"为一个分段函数&

#!23"#
$"23# $$23$C#

C$"+$#!23’C"# C%23$""#

C$"+!$#+$O!23’"""# ""%23
&
’

( #
!B"

其中&C年之内表示初等教育#仅指小学教育#不包括学前教育’C+""年之

间表示中等教育#包括初中与高中教育’""年以上指高等教育#包括大学与

研究生教育%
教育的回报率我们按照WR)+&)0,X,/3,R21)36!#$$M"中给出的跨国可比

的教育回报率计算#见表#%

表#!"AAO年中国教育的回报率!E"

私人回报率 社会回报率 补贴指数

初等教育 "D6$ "M6M "6#C
中等教育 "O6M "#6A "6$M
高等教育 "C6" ""6O "6O"

!!资料来源&此表原为 Y,RR)’(#Q6‘6!"AAB#X6"""的表C%其中补贴指数为私人回报率与社会回报

率之比%

该数据库中中国的教育回报率出自 Y,RR)’(!"AAB"对 中 国"AAO年 样 本

的测算结果%我们取其中的社会回报率测算中国的人力资本%"M

"M 由于私人回报率中包括社会补贴部分的 收 益#对 整 个 社 会 来 讲 不 是 社 会 的 产 出#而 是 转 移 支 付#因 此

选择社会回报率作为测算人力资本的依据%

由于没有"AC#+#$$M全部历年的人口受教育情况#因此不直接计算历年

的人力资本%但"AMA年之后我国共进行过五次人口普查#其 中"ACO年 的 普

查没有人口的受教育情况数据%"A!M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有 ,全国人口文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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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数据%"AD#年的普查有 ,全国小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数-和 ,全国文盲(
半文盲-人口数#"AA$年和#$$$年人口普查都有受教育情况的数据%根据四

次普查的数据我们估计 了"A!M("AD#("AA$和#$$$年 的 人 均 人 力 资 本#结

果见附表#%"C

"C 另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还报告了"ADB年("AAC年及以 后 历 年 的!岁 以 上 人 口 的 受 教 育 情 况#但 是

与人口普查年的数据口径不完全相同#因此为了能与改革前的数据相比#我们只利用了四次人口普查 的

教育数据所反映的人力资本增长情况%

#N二元经济结构</)3的估计

二元经济结构</)3的估计比较简单#假设第一产业是农业部门#而第二

三产业是非农部门#从 )中国统计年鉴*可以获得两部门的产出与劳动力数

据#估计结果报告在附表O%

!三"分解结果

利用前面估计的数据#根据 !!"式将中国改革以来的效率提高进一步分

解为人力资本积累 !1的增长率"(二元经济结构转换 !</)3的增长率"与净

效率提高 !%/增长率"之和%由于人力资本只有"AD#年("AA$年和#$$$年

三年的数据#因此 我 们 只 将 时 间 段 分 解 为"ABD+"AA$年 和"AA$+#$$M年 两

个子时间段%分解结果报告在表O中%

表O!中国经济改革后效率提高进一步分解的结果!E"

"ABD+#$$M
其中

"ABD+"AA$ "AA$+#$$M
%增长率 !!6OD !C6"$ !B6MA
1增长率) "6OO "6"C "6MD
</)3增长率 "6!D #6MB "6$$
%/增长率 O6OB "6MD C6$"

对%增长率的贡献 "$$6$$ "$$6$$ "$$6$$
1增长 #$6DM ##6CC "A6B"
</)3增长 #!6O# MD6M! "O6OA
%/增长 C#6DM #D6AA !!6A$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人力资本1的 增 长 率&"ABD+"AA$年 是"AD#+"AA$年 的 平 均 增 长 率#"AA$+#$$M年 是"AA$+

#$$$年的平均增长率#"ABD+#$$M年是"AD#+#$$$年的平均增长率%

根据表O的数据#从中国经济改革以来的整体来看#"ABD+#$$M年效率

提高年均为!NODE#其中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年均是"NOOE#二元结构转换

的速度年均是"N!DE#%/表示的净效率提高年均为ONOBE%从对效率提高的

贡献 来 看#人 力 资 本 为#$NDME#二 元 结 构 转 换 为#!NO#E#二 者 之 和 占

MBN"!E#而净效率提高的贡献达到C#NDME%因此净效率提高是效率提高的

主要原因%根据前面的分析#净效率提高中包括制度变迁与对外开放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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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是"ABD年以来中国经济发生的最主要的变化#因此净效率提高起到主要

作用是在情理之中的%
但是如果将这段时期分为两个子时间段#我们可以发现"AA$年之前与之

后效率提高来源的重大差异%"AA$年之前#效率提高年均为CN"$E#其中人

力资本积累年均"N"CE#而二元结构转换年均为#NMBE#净效率提高只有年

均"NMDE%在 效 率 提 高 的 贡 献 因 素 中#最 主 要 的 是 二 元 结 构 转 换#达 到

MDNM!E#其次才是净效率提高#只占#AE%而在"AA$年之后#效率提高年

均达到了BNMAE#其 中 人 力 资 本 积 累 年 均 是"NMDE#二 元 结 构 转 换 年 均 是

"E#净效率提高年均达到了CN$"E%从贡献的因素来讲#最主要的是净效率

提高#达到!!NA$E#其次是人力资本#占"ANB"E#而二元结构转换则只占

到"ONOAE%通过对照"AA$年之前与之后效率提高的因素#我们似乎可以得

出这样的结论&中 国 经 济 真 正 的 体 制 改 革 与 对 外 开 放 主 要 发 生 在"AA$年 之

后#而"AA$年之前主要是实现了二元结构的快速转换%这与萨克斯和胡永泰

!Q)+&R)(<S,,#"AAM"对中国改革以来经济增长原因的看法比较接近%"!

"!"AA$年之前#效率提高一方面主要来自于农业改革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是乡镇企业的发

展使得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这更像一个二元经济发展过程#而不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

济的转型%

六!改革前与改革后的增长因素对照

即使根据直观感觉#一般也能得出中国经济在"ABD年之前与之后的增长

模式是根本不同的%传统增长核算方法虽然认为改革前是要素投入驱动的增

长#但认为改革后的增长仍然是要素投入驱动的#那么二者岂不没有根本的不

同$本文前面的分解结果认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效率提高非常迅速#但是否

能够证实改革前的增长是要素投入驱动的呢$为此#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对改革

前的增长因素进行了分解#并与改革后的增长因素进行对照#结果报告在表M%

表M!中国经济改革前与改革后的增长因素对照!E"

"AC#+"ABD "ABD+#$$M "AC#+#$$M
L̂W增长率 !!6!D !A6MO !D6$C
&增长率 #6!$ #6MA #6CM
$1! 增长率 #6DM $6C! "6B$
%增长率 "6#M !6OD O6D"
!!1增长率) !"6!C "6OO "6MA
!!</)3增长率9 $6D$ "6!O "6##
!!%/增长率 ["6## O6MO "6"$

对产出增长的贡献 "$$6$$ "$$6$$ "$$6$$
&增长 OD6AB #!6OB O"6!$
$1!增长 M#6C# C6DA #"6$A
%增长 "D6C" !B6BM MB6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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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C#+"ABD "ABD+#$$M "AC#+#$$M

!!对效率提高的贡献 "$$6$$ "$$6$$ "$$6$$

!!1增长 "OO6OA #$6DM OA6"$

!!</)3增长 !C6$D #C6C$ O"6AO
!!%/增长 [AD6MB CO6!C #D6AB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人力资本增长率#"AC#+"ABD年是"A!M+"AD#年的平均增长率#"ABD+#$$M年是"AD#+#$$$年

的平均增长率#"AC#+#$$M年是"A!M+#$$$年的平均增长率%

9&</)3值在改革前 出 现 过 剧 烈 波 动#因 此 算 术 平 均 数 不 合 理#因 此 表M中 用 指 数 增 长 率#使 得

"ABD+#$$M年的增长率与表O中同期的数据有一定的差异#但差别不大%

根据表M的数据#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人们的直观感觉 是 对 的%从 增 长

因素的分解来看#改革前与改革后经济增长的模式是根本不同的#改革前是

典型要素投入驱动的#而改革后是典型效率提高驱动的%在"ABD年之前#产

出平均每年增 长!N!DE#不 算 低#但 是 增 长 基 本 上 是 通 过 要 素 积 累 实 现 的#
其中劳动 力 年 均 增 长#N!E#资 本 产 出 比 年 均 上 升#NDME#二 者 合 计 达 到

CNMME#占产出增 长 率 的D"NMAE%改 革 前#效 率 提 高 年 均 只 有"N#ME#对

产出增长的贡献只有"DNC"E%如果对效率提高进一步分解#更加能够说明改

革前经济的重要特征%改革前人力资本的年均增长率还是比较高的#达到了

"N!CE#二元结构转换虽然在"ACD+"A!#年期间出现过剧烈波动#但"AC#+

"ABD年仍然实现了$NDE的年均转换速度#结果净效率在改革前出现 了 快 速

的下降#年均增长率是["N##E%这说明改革前中国经济虽然通过要 素 积 累

实现了较快的 增 长#但 是 在 计 划 经 济 体 制 下#要 素 的 利 用 效 率 在 不 断 下 降#
是典型的要素投入驱动型增长%

而"ABD年之后#在改革前最重要的因素#资本产出比上升#在改革后变

得最不重要#年均增长只有$NC!E#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只有CNDAE#而改革

前最不重要的效率提高#在改革后变得最重要#年均增长达到!NODE#对产

出增长的贡献达到!BNBME#劳动力的增长率比改革前略有下降#为#NMAE#
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下降为#!NOBE%如果将效率提高进一步分解#净效率的变

化更加突出#在改革前是年均["N##E的速度快速下降#而改革后则 是 以 年

均ONMOE的速度快速上升%
因此#本文分解方法的测算结果不仅表明改革后中国经济存在快速的效

率提高#而且表明改革前与改革后增长模式根本不同%而传统的分解方法却

认为即使在改 革 后#经 济 增 长 仍 然 是 要 素 驱 动 的#与 改 革 前 没 有 本 质 区 别#
与人们的直观感觉明显矛盾%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本文的估计结果可能更加

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
不过从"AC#+#$$M年 的 整 体 来 看#效 率 提 高 对 产 出 增 长 的 贡 献 虽 然 重

要#但只占到MBNO#E#劳动力增长与资本产出比上升仍是产出增长的主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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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特别是净效率#由于改革前迅速下降#改革后虽然迅速上升#结 果 总 的

增长率很低#年均只有"N"$E#对 总 效 率 提 高 的 贡 献 也 只 有#DNABE#在 总

效率提高的三个因素之中贡献最小%

七!结果的稳健性分析

本文前面通过经验分析#得出了中国经济在改革之后存在迅速的效率改

进这个基本结论%但是这样的经验结果受初始资本存量(折旧率及资本产出

弹性三个因素的影响%为了分析前面所得结果是否可靠#下面分析这些因素

的变化是否会改变本文前面的基本结论%

!一"初始资本存量的估计

本文资本存量的估计是以"AC#年为初始年%由于折旧#"AC#年资本存量

的估计偏差对"ABD年之后各年资本存量的估计误差影响已经很小#从而对改

革后中国经济效率改进的估计结果影响不大%但是对于改革前中国经济的增

长因素分解#"AC#年资本存量的估计就有较大的影响%通过剔除前面C年的

数据#即以 ,大跃进-开始前的"ACB年作为初始年计算改革前资本产出比的

增长率"B#可以稍微降低初始资本存量估计偏差的影响%计算结果是资本产出

比年均上升ONM$E#比表M中改革前的资本产出 比 年 均 增 长#NDME还 要 高%
因此不仅不能改变改革前中国经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的结论#反而使得

该结论更加强烈%

"B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以"A!#年为初始年#那改革前资本产出比就还有所下降了%这是因为这几年

即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也是非正常的#邹至庄!%&,;#"AAO"在估计中国的生产函数时#甚至因此将"ACD
["A!A年全部剔除#从图#也可以看出这些年与改革前的基本趋势是有所偏离的%

!二"折旧率的影响

本文前面的经验分析假设折旧率是每年!E#但实际的折旧率可能并不是

!E%因此会影响到资本积累的速度和历年资本存量的估计结果#从而也就会

影响到资本产出比的增长率#并影响到对中国经济增长率距离均衡路径远近

的判断%但这 种 影 响 究 竟 有 多 大 呢$我 们 分 别 取 两 个 替 代 的 折 旧 率ME和

DE#分别对改革前与改革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因素进行重新计算#结果报告在

表C%"AC#年的资本存量仍然假定是"B$C亿元%
表C的数据表明#当折旧率取不同值时对经验结果的确存在影 响#但 是

不改变表M中的基本结论%如果折旧率从ME上升到DE#改革前的效率提高

由$N!CE上升到"NBCE#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由ANB#E上升到#!N#ME%如果

扣除人力资 本 与 二 元 结 构 转 换 的 作 用#净 效 率 在 改 革 前 仍 然 是 下 降 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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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E变为[$NBE%即使折旧率取DE#资本产出比的上升对改革前经济增

长的贡献仍然达到OMNBAE#加上劳动力增长的贡献#共有BONB!E的增长是

因为要素投入的贡献%因此#折旧率取值的一定变化#也不能改变改革前中

国的经济是典型的要素投入驱动型增长的结论%

表C!折旧率取不同值时对经验结果的影响

时间段 "AC#+"ABD "ABD+#$$M "AC#+#$$M
折旧率取值 $6$M $6$D $6$M $6$D $6$M $6$D

L̂W增长率 !6!D !6!D A6MO A6MO D6$C D6$C
&增长率 #6!$ #6!$ #6MA #6MA #6CM #6CM
$1! 增长率 O6MO #6O# $6MB $6!O "6AC "6MD
%增长率 $6!C "6BC !6MB !6O$ O6C! M6$O

1增长率 !"6!C !"6!C "6OO "6OO "6MA "6MA
</)3增长率 $6D$ $6D$ "6!O "6!O "6## "6##
%/增长率 ["6D$ [$6B$ O6C" O6OC $6DC "6O#

!!对产出增长的贡献

&增长率 OD6AB OD6AB #!6OB #!6OB O"6!$ O"6!$
$1! 增长率 C"6O" OM6BA M6AA !6BO #M6#$ "D6OB
%增长率 A6B# #!6#M !D6!M !!6A$ MM6#$ C$6$O
!!对效率提高的贡献

1增长率 #CO6DD AM6"$ #$6CB #"6"" M"6D! O!6AD
</)3增长率 "#O6D! MC6A" #C6"B #C6DO OM6"D O$6"A
%/增长率 [#BB6BM [M$6$" CM6#! CO6$B #O6A! O#6D#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改革后#折旧率的变化只使效率提高由!NMBE下降为!NO$E#对产出增

长的贡献由!DN!ME下降为!!NA$E#变化甚微%因此不会改变本文的核心结

论&改革后中国的经济实现了快速的效率提高#并且这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三"资本产出弹性!的影响

本文前面经 验 分 析 时 假 定!Z$NC#但 如 果 资 本 产 出 弹 性 的 实 际 值 不 是

$NC时#经验结果将受到影响%为了观察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我们分别假定

!Z"1O和#1O#重新计算了改革前与改革后的增长因素#结果报告在表!%

表!!资本产出弹性取不同的值时对经验结果的影响

时间段

资本产出弹性取值

"AC#+"ABD "ABD+#$$M "AC#+#$$M
"1O #1O "1O #1O "1O #1O

L̂W增长率 !6!D A6MO D6$C
&增长率 #6!$ #6MA #6CM
$1!增长率 #6DM $6C! "6B$
/!1!"[!"0$1! "6M# !C6!D $6#D "6"" $6DC O6M$
%增长率 #6!! ["6!$ !6!! C6DO M6!! #6""

对产出增长的贡献

&增长 OD6AB OD6AB #!6OB #!6OB O"6!$ O"6!$
/!1!"[!"0$1! #"6#! DC6$! #6AM ""6BB "$6CC M#6"A
%增长 OA6D" [#O6AD B$6!C !"6D# CB6A$ #!6#!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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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数据表明#资本产出弹性的取值变化对改革前的影响比较大%当!
Z"1O时#改革前的 效 率 提 高 还 是 比 较 显 著 的#对 产 出 增 长 的 贡 献 也 比 较 重

要#达到了OAND"E#但要素投入仍是增长的主要原因%当!Z#1O时#效率

的下降就比前面的估计更 大%这 是 因 为 改 革 前 资 本 产 出 比 上 升 很 快#因 此!
的取值不同对结果影响较大%但是#对改革后中国经济的效率提高速度则影

响较小%当!由"1O上升到#1O#效率提高只从!N!!E下降到CNDOE#对产

出增长率的贡献也只从B$N!CE下降到!"ND#E#效率提高是改革后经济增长

最主要的原因的结论仍然成立%
通过对初始资本存量估计(折旧率与资本产出弹性的不同取值进行敏感

性分析#虽然有些参数的取值变化对某些结论有一定的影响#但是都不会改

变本文的核心结论&改革后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的效率提高#并且是经济增

长的主要原因%

八!结!束!语

"ABD年实行面向市场的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的

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否只是要素投入驱动的(是否存在快速的效率改进是

一个争论激烈的问题%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因素估

计的结果#多数 认 为 中 国 经 济 改 革 后 的 高 速 增 长 是 要 素 投 入 驱 动 的%易 纲(
樊纲(李岩 !#$$O"对传统 的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测 算 方 法 从 理 论 上 进 行 了 批 评#
并根据中国经济的四个事实认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存在显著的效率提高#从

而对这种流行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但是他们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实证结果%
本文赞成他们的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存在显著效率提高的基本观点#并对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效率提高进行了具体的估计#结果很好地支持了这样的

判断%但是我们所用的经验分析方法并不是他们指出的修正方法#而是 :32@
(,;)(<=,<0’>/2?@%3)02!"AAB"所发展的新的分解方法%我们利用这种方法

首先对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总的效率提高进行了估计#得出了改革以来中国经

济存在显著的效率提高并且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这一与传统观点差异

较大的结论%为了加深人们对这一结论与现实一致性的理解#我们在易纲等

的基础上#指出了中国经济效率快速改进的四个主要来源&即快速的制度变

迁(迅速的对外开放(快速的人力资本积累和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并进而将

总效率提高分解为人力资本积累(二元结构转换与净效率提高三者之和%人

们的直观感觉认为改革前与改革后的增长模式应该是根本不同的#但传统的

观点却认为即使在改革后经济增长仍然是要素驱动的%我们用同样的分解方

法对改革前后的经济增长因素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改革前的增长因素与改

革后截然相反#从而支持了人们的直观感觉%最后#我们从初始资本存量估

计(折旧率和资本产出弹性取值等角度#对本文结论的稳健性进行了深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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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证明这些取值的适当变化不会改变本文的核心结论%
本文的经验分析对于正确认识改革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机理具有重

要的意义#第一次在经验结果上具体地证实了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

的效率提高%从而支持了这样的判断&即存在快速的制度变迁(对外开放和

人力资本积累#同时又存在迅速的二元结构转换的经济不可能没有快速的效

率提高%这不仅有利于我们深入(正确地认识与评价"ABD年以来中国实行的

改革开放政策#而且也为中国经济下一步如何继续实现高速增长指明了方向#
即仍然应该加大力度发展尚有潜力的因素#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增加人力

资本积累#为二元结构转换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附录J!总效率提高的进一步分解方程 "!#式的推导

在分析总效率提高时我们假定的生产函数是&!!""Z$!""!/%!""&!""0"[!#&!""是 原

始劳动力#因此将除劳动力与资本之外提高产出的因素都归并到了效率提高%而实际上劳

动力所受教育不同#人力资本不同#生产率也不相同%因此这样的生产函数也就将人力资

本对生产的贡献归结 到 了 效 率 之 中%为 了 将 人 力 资 本 的 作 用 独 立 出 来#假 定 如 下 的 生 产

函数&

!!""#$!""!/%"!""4!""0"’!# !J""

其中4!""是经过人力资本调整过的劳动力#%"!""是不含人力资本的效率水平%如果每个

劳动力受23年教 育#根 据 Y)33)(<I,(2R !"AAA"的 假 设#经 过 人 力 资 本 调 整 的 劳 动 力

4!""与原始劳动力和受教育年限的关系如 !J#"式&

4!""#2_X/#!23"0&!""#! 其中&2_X/#!$"#$0#"# !J#"

用1!23"#2_X/#!23"0表示一个劳动力受过23年教育相对于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生产率

水平提高的倍数#即 通 常 所 指 的 人 均 人 力 资 本%#5!23"表 示 教 育 的 边 际 回 报 率#根 据

]’(+20!"ABM"的方程可以近似估计一个劳动力多受一年教育对生产率提高的影 响%当 所

有劳动力的教育年限都是$或者受教育年限对劳动力的 生 产 率 没 有 影 响 时#4!""Z&!""%

使用与正文中 !#"式相同的方法将 !J""式转换为如下形式&

)!""#!!""1&!""#%"!""1!""/$!""1!!""0!1!"’!"( !JO"

!!对于一个传统农业与现代非农业并存的二元经济#其发展的水平对整个经济的生产率

水平的影响非常重要%为了分析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对生产率提高的贡献#我们借鉴%&)(<)

)(<L)3>))0< !#$$C"所采用的方法#假定经济由两个部门组成#即农业部门与非农 部 门%

名义总产出!6!"是 农 业 部 门 的 名 义 产 出!67!7"和 非 农 部 门 的 名 义 产 出!6/7!/7"之 和#即

6!Z67!7\6/7!/7%因此总劳均产出如 !JM"式&

!
& !# )7

)/7%7+
"’% "7 6/7

6
!/7
&/7
# !JM"

其中&)7Z67!71&7#)/7Z6/7!/71&/7 分 别 表 示 农 业 部 门 与 非 农 部 门 的 名 义 劳 均 产 出#

)71)/7 就是二元对比系数’%7Z&71&表示农业部门的就业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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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非农部门具有与 !J""式 同 样 形 式 的 生 产 函 数#根 据 !JO"式 同 样 的 方 法#可

以得非农部门的劳均产出的函数 !JC"式&

!/71&/7 #%/71/7/$/71!/70!1!"’!"# !JC"

其中%/7表示非农部门的生 产 率 水 平#*/7#/$/71!/70表 示 非 农 部 门 的 资 本 产 出 比#1/7表

示非农部门的人均人力资本%设非农部门的人力资本和资本产出比与整个经济的人力资本

和资本产出比的关系是&*/7Z&*#1/7Z’1#代入 !JC"式得 !J!"式&

!/71&/7 #%/7’1!&*"!
1!"’!"# !J!"

将 !J!"式代入 !JM"式得 !JB"式&

!
& !# )7

)/7%7+
"’% "7 6/7

6
%/7’&!

1!"’!"1*!1!"’!"# !JB"

令</)3 !# )7
)/7%7

\"[% "7 #其中)71)/7是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名义劳动生产率之比#%7 是

农业部门的就业份额%当)7Z)/7#或者%7Z$时#</)3Z"#二元经济就转变为一元经济%

相反#如果两部门生产率差别越大#农业就业份额越高#</)3就越低#因此</)3的上升代

表了二元经济向一元经 济 的 转 变%对 照 !JB"式 和 !JO"式 可 知 二 元 经 济 条 件 下 不 包 括

人力资本的效率水平%"实际包括二元经济结构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如 !JD"式&

%" !# )7
)/7%7+

"’% "7 6/7
6
%/7’&!

1!"’!"#</)3(%/# !JD"

其中&%/#%/7!6/716"’&!
!"[!"是除二元结构以外影响生产率水平的所有因素#主 要 由 非 农

部门的生产率水平决定#在中国取决于非农部门的经济体制(对外开放等其他因素#本文

称之为净生产率%

通过对照正文中的生产函数 !#"式和前 面 的 !JO"式#可 知 总 效 率 水 平 包 括 人 力 资

本(二元经济结构与净效率水平三项#如 !JA"式&

%!""#1!""%"!""#1!""(</)3!""(%/!""# !JA"

对 !JA"式两边取对数并差分得总生产率增长的分解形式#如 !J"$"式&

"3(/%!""0#"3(/</)3!""0+"3(/1!""0+"3(/%/!""0# !J"$"

因此#在二元经济条件下中国经济的效率提高可以分解为二元结构转换(人力资本积累与

净效率提高之和%这就是正文中的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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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H!数据

附表"!"AC#+#$$M年中国资本存量(投资价格指数与资本产出比的估计结果

年份 $1! ! $
实际投资

=2)30

名义投资

0

投资价格

指数

"AC# "6"AA "M##6#" !"B$C6$# !"C$6OD !D$6B$ CO6!B

"ACO "6""C "!O#6DD "D#$6"! #"B6MM ""C6O$ CO6$#

"ACM "6"C" "B"D6#" "ABD6M" #!B6M! "M$6A$ C#6!D

"ACC "6"!C "DMO6DO #"MD6#A #DD6CA "MC6C$ C$6M#

"AC! "6"DO #$B!6OD #MC!6O" MO!6A# #"A6!$ C$6#!

"ACB "6#$C ##OD6$C #!AB6OC ODD6M# "DB6$$ MD6"M

"ACD "6#M$ #CAA6M# O##M6CB !DA6$! OOO6$$ MD6OO

"ACA "6OOD #DDB6#C OD!#6BA DO"6B$ MOC6B$ C#6OA

"A!$ "6CO! #ACM6"$ MCO!6BM A$C6B# MBO6$$ C#6##

"A!" #6"B" #"!D6DD MB$D6OM MMO6D$ ##B6!$ C"6#D

"A!# #6O!! #$$M6AA MBMM6$M O"D6#" "BC6"$ CC6$O

"A!O #6"OC ##!O6#! MDO#6!! OBO6#C #"C6O$ CB6!D

"A!M "6AAB #CO#6"A C$C!6!B C"O6AB #A$6O$ C!6MD

"A!C "6A$# #DO!6MM COAM6"A !M$6A# OC$6"$ CM6!#

"A!! "6D$# O#OC6O! CDO$6$O BCA6MA M$!6D$ CO6C!

"A!B #6$#! O$$#6C$ !$D#6C" !$#6#D O#O6B$ CO6BC

"A!D #6"#O #A!!6$O !#AC6BC CBD6"A O$$6#$ C"6A#

"A!A #6$$C OOC"6D$ !B"A6AC D$"6AC M$!6A$ C$6BM

"AB$ "6D$D M$A$6"M BOA#6A! "$B!6#" CMC6A$ C$6B#

"AB" "6DMC MM$M6!! D"#C6!D ""B!6O$ !$O6$$ C"6#!

"AB# "6AC! MC"D6M" DDO!6BA ""AD6!C !##6"$ C"6A$

"ABO "6ACO MA$D6BA ACDC6CM "#BD6A! !!M6C$ C"6A!

"ABM #6$BA C$#M6#B "$MMB6A! "MOB6CC BMD6"$ C#6$M

"ABC #6$AA CMB!6M# ""MA#6AC "!B"6DB DD$6O$ C#6!C

"AB! #6#CO CC#$6#" "#MOC6"# "!O"6BM D!C6"$ CO6$#

"ABB #6#AD CD#M6MD "OOD#6B! "!AO6BC A""6"$ CO6BA

"ABD #6##C !CM!6"O "MC!M6DB "ADC6$D "$BO6A$ CM6"$

"ABA #6#$D B"M#6CM "CBBO6O# #$D#6OM ""C"6#$ CC6#D

"AD$ #6##A B!DD6CA "B"M$6M" #O"O6MD "O"D6$$ C!6AB

"AD" #6#CM D$AO6#! "D#M#6B$ #"O$6B# "#CO6$$ CD6D"

"AD# #6"!# A$D"6#! "A!O$6MO #MD#6#A "MAO6#$ !$6"C

"ADO #6"OM AAM!6OD #"##C6O# #BB#6B# "B$A6$$ !"6!M

"ADM #6$D" """D$6CM #O#!C6#$ OO"O6M$ #"#C6!$ !M6"C

"ADC #6$!M "#MCB6MB #CB$A6C" ODM$6#O #!M"6$$ !D6BB

"AD! #6$!A "OB#C6OO #DOAD6DB M#O"6AO O$AD6$$ BO6#"

"ADB #6$BB "C"AO6"! O"CCO6"A MDCD6#C OBM#6$$ BB6$#

"ADD #6$!B "!A$B6#$ OMAC$6!M C#A$6!M M!#M6$$ DB6M$

"ADA #6"C" "BM$$6CO OBMO$6$$ MCB!6M$ MOOA6$$ AM6D"

"AA$ #6"BA "DO"A6C$ OAA"!6#$ MBO#6$$ MBO#6$$ "$$6$$

"AA" #6"C! "AAOD6"A M#AA!6"C CMBM6A# CAM$6$$ "$D6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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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1! ! $
实际投资

=2)30

名义投资

0

投资价格

指数

"AA# #6"$# ##MCB6AA MB"AA6D" !BDO6MO DO"B6$$ "##6!"

"AAO #6$#$ #!"C"6!D C#DOO6CC DM!C6B# "#AD$6$$ "CO6O#

"AAM #6$#$ #AC"B6MB CA!#B6!A AA!M6"C "!DC!6O$ "!A6"B

"AAC #6$!" O#!D#6A$ !BO!A6O" ""O"A6#D #$O$$6C$ "BA6OM

"AA! #6"$C O!$OC6BO BCDM!6#B "#C"A6"# #OOO!6"$ "D!6M$

"AAB #6"CA OA"B!6DM DMC!C6BB "O#B$6#B #C"CM6#$ "DA6CC

"AAD #6##D M#OMC6BB AMOCM6C# "MD!#6B$ #B!O$6D$ "DC6A"

"AAA #6O$" MCO#O6BO "$M#AA6$A "C!$C6DM #AMBC6C$ "DD6DB

#$$$ #6OBO MDC#"6AC ""C"#A6CM "B$DD6OA O#!#O6D$ "A$6A"

#$$" #6M$D C#A#"6M" "#BM#A6"# "A#$B6OC O!D"O6O$ "A"6!!

#$$# #6MM# CD$O!6BA "M"BOB6OD #"ACM6$$ M"A"D6O$ "A$6AM

#$$O #6MDO !M#OC6OC "CAC#M6#D #!#A"6"C C"O$O6A$ "AC6"M

#$$M #6CCM B$C!M6C! "D$#"$6A" O$#CD6$A !#OC"6M$ #$!6$B

!!数据来源&名义投资直接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其他数据作者计算%
注&名义投资是当年价的固定资本形成金额#投资价格指数"AC#+#$$#年是隐含的固定资本形成价

格指数##$$O(#$$M年是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统一转换为以"AA$年为"$$的指数%

附表#!"A!#+#$$$年四次人口普查的受教育数据与人力资本估计结果

上学时间

!年"
每人的

人力资本
"A!M "AD# "AA$ #$$$

!岁以上人口 MAD#"C#!# DMODO"M"$ AAM$DAA#A ""C!B$$#AO
不识字 $ "6$$ #OO#!BAMO #OBB#$BDB) #$MDCMD$M DA!#AMO!
扫盲班 " "6"C #MBDODM$ +! +! #$B!B#AC

小学 C #6$C + OCCOM!!AM M#$#$C#A# MM"!"OOC"
初小 M "6BD "#!O!##"A + + +

高小 ! #6OM !AM!##M$ +! +! +!
初中 D O6$O O#OM!BDD "BD"ABODD #!OODMD!O M##OD!!$B
高中 "" M6MC A""!DO" !!C#A#!# B#!$ODM! AA$BODMC
中专 "# M6AA + + "B#DO!D" OA#$A!"M

大专以上 "M !6#C #DBCM$" +! +! +!
大专 "O C6CD + "!$A#DD A!"DACA #DADCMD!
本科 "C B6$$ + MM#BAA" !"ODMDM "M"C$B#!

研究生 "D A6DO + + + DDOAOO
人均人力资本 "6!# #6"D #6OA #6BB

!!资料来源&表中人口数来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ADD##$$#"#受教育年限是作者根据中国教育制度

设定#扫盲班假定为上过"年学%每人 的 人 力 资 本 是 指 一 个 某 种 文 化 程 度 的 人 的 人 力 资 本#根 据!B"式

计算%

)&是"#及"#岁以上不识字的人数%+&表示没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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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O!中国"AC#+#$$M年二元经济结构</)3的估计结果!E"

时间 )71)/7 "[%7 </)3 时间 )71)/7 "[%7 </)3

"AC# #$6"$ "!6M! OO6#C "ABA "A6!$ O$6#$ MO6DD
"ACO "B6#B "!6AO O"6#D "AD$ "A6CB O"6#C MM6B$
"ACM "B6$# "!6D! O"6$" "AD" #"6DO O"6A$ M!6B!
"ACC "B6O$ "!6BO O"6"M "AD# #O6O# O"6DB MB6B!
"AC! "D6OM "A6MM OM6#" "ADO #M6#" O#6A# MA6"!
"ACB "C6CB "D6BB O"6M# "ADM #!6MO OC6AC C#6DD
"ACD OB6"M M"6BB !O6OA "ADC #O6DO OB6CD C#6MC
"ACA ##6"O OB6DO C"6CA "AD! #O6D" OA6$C CO6CB
"A!$ "C6A$ OM6#C MM6B$ "ADB #M6M$ M$6$" CM6!C
"A!" "!6B! ##6DO OC6B! "ADD #O6!M M$6!C CM6!D
"A!# "M6"D "B6DD #A6C# "ADA ##6"D OA6AC CO6#B
"A!O "M6OA "B6CC #A6M" "AA$ #M6!# OA6A$ CM6!A
"A!M "O6C# "B6BA #D6A" "AA" #"6D! M$6O$ CO6OC
"A!C "O6BD "D6M$ #A6!M "AA# "A6BC M"6C$ CO6$C
"A!! "O6!C "D6MD #A6!" "AAO "A6"B MO6!$ CM6M"
"A!B "C6"O "D6OO O$6!A "AAM #"6OM MC6B$ CB6#A
"A!D "!6O! "D6OM O"6B$ "AAC #O6!# MB6D$ !$6"O
"A!A "O6D$ "D6OD #A6!C "AA! #C6"" MA6C$ !#6"D
"AB$ "#6AM "A6#O #A6!D "AAB #O6!D C$6"$ !"6A#
"AB" "O6"M #$6#D O$6BC "AAD #O6$$ C$6#$ !"6!C
"AB# "O6"$ #"6"# O"6MC "AAA #"6O# MA6A$ !$6CD
"ABO "O6C# #"6#B O"6A" #$$$ "A6CC C$6$$ CA6BB
"ABM "M6#A #"6D" O#6AA #$$" "D6D# C$6$$ CA6M"
"ABC "M6"D ##6DO OO6B! #$$# "D6"$ C$6$$ CA6$C
"AB! "C6!$ #M6"D O!6$" #$$O "B6MB C$6A$ CA6MD
"ABB "M6#! #C6MA O!6"# #$$M #$6#C CO6"$ !#6!$
"ABD "!6OO #A6MB M$6AA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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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AAO#"$D!O"#D$A+DM#6

/B0 %&,;#̂ 02>,04#%6)(<:/’@S)’T’#,%&’())R*+,(,-’+ 0̂,;1&&FGHI+IJFJ-#2<=/=83<K9?9C;

=689/"7/LMBC"B:7CM17/.9##$$##C"!""##MB+#C!6

/D0 V23’X2#I2R/R#,U,1)3V)+1,0W0,</+1’b’14 0̂,;1&’(*)R1JR’)&J%0’1’+)3Q/0b24-#D=B:/7C=EK9;

?9C=689/"N"BL39-#"AAA#OC!M"#"+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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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Y)33#=,9201*6)(<%&)032RI,(2R#,S&4<,Q,-2%,/(10’2RW0,</+2R,]/+&],028/1X/1X20

S,0F201&)(81&20R$-AB7:"9:C)D=B:/7C=E2<=/=83<-#"AAA#""M!""#DO+""!6

/""0Y,RR)’(#Q&)’F&‘6#,])F’(>2</+)1’,(’(%&’()2d/’1)932)(<2GG’+’2(1-#S,03<H)(FW,3’+4=2@

R2)0+&S,0F’(>W)X20#7,6"D"M#"AA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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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2c(’b20R’14W02RR#"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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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Q,3,;#=,9201]6#,U2+&(’+)3%&)(>2)(<1&2J>>02>)12W0,</+1’,(V/(+1’,(-#>9?39@=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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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B"#;2&)b2<2+,-X,R2<%&’())R2+,(,-’+>0,;1&R’(+2"AC#)(<,91)’(2<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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