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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论证#在经 济 转 型 期 间#我 国 国 有 经 济 存 在 产 量 与 利 润 的

双重目标#这背离了传统UVW份额增长核算法的微观基础%我们证明#此时传

统UVW份额核算法低估了国 有 经 济 的 真 实UVW增 长 率#也 低 估 了 整 体 经 济 的

UVW增长率’并且这种低估具有系统性#不 会 因 数 据 质 量 问 题 以 及 生 产 函 数 的

形式而改变%有鉴于此#我们推导了新的UVW核算公式%最后我们在一定假设

下进行了实际测算&新 方 法 测 算 的 UVW年 均 增 长 率 比 传 统 方 法 测 算 的 结 果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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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UVW !U,1)3V)+1,0W0,</+1’b’14#全要素生产率"是增 长 核 算 !̂0,;1&
J++,/(1’(>"中的核心概念#指各 要 素 !如 资 本 和 劳 动 等"投 入 之 外 的 所 有

其他对经济增长有所贡献的因素%
在经济 学 文 献 中 最 早 引 入 UVW概 念 的 是 U’(920>2( !"AM#"和Q1’>320

!"AMB"%J90)-,b’1?!"AC!"认为#UVW测度的是 ,我们的无知-#它包含技

术进步和产业组织革新#还包括测量误差(省略变量(加总偏倚和模型设定

错误的影响%"ACB年#Q,3,;第一次 明 确 给 出 了UVW的 定 量 分 析 方 法%Q,@
3,;使用了希克斯中性的新古典生产函数#此时在理论上#UVW等 同 于 希 克

斯效率参数#或希克斯技术进步指标%Q,3,;开创性的工作对于UVW核算是

一个巨大的贡献#但如果生产函数使用一般性的生产函数#按照Q,3,;公式

核算出的UVW#则对应着有形要素投入以外对增长贡献的剩余项 !Q,3,;=2@
R’</)3"%以此为基础#后人将Q,3,;的分析框架发展成为最常用的增长核算

法 !̂0,;1&J++,/(1’(>JXX0,)+&"%I,0>2(R,()(< 0̂’3’+&2R!"A!B"从理论

上分析#UVW就是各投入要素无法解释的部分#并指出随着研究方法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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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完善#UVW将逐渐减小%自此后人在核算细节上#不断提高数据质量和完

善总量生产函数的形式#但其思想基本没变#如L2(’R,( !"A!B"和:2(<0’+F
!"ABO#"ABB"等%除了增长核算法以外#UVW的量度还有其他的方法#如经

济计量学方 法 !*+,(,-210’+JXX0,)+&"(产 出+投 入 指 数 法 !8/1X/1@8b20@
‘(X/1‘(<2_JXX0,)+&" !见L’2;201)(<7)F)-/0)##$$!’Y/312(##$$$"#
但这些方法度量的UVW在含义上已经发生了改变%毋庸置疑#在种种量度方

法中#增长核算法是使用最多和影响最大的方法%因此#本文所有讨论均就
!!!!!!!!

增长核算法而言
!!!!!!!

#其他度量方法不是本文的重点#下文不再赘述%

" P,/(>的原文是,(,1<’R1’(>/’R&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探讨中国经济增长的源 泉 问 题

成为 国 内 外 研 究 的 热 点#中 国 的 UVW变 动 测 算 自 然 成 了 研 究 的 中 心 问 题 之

一%国外研究大都采用了增长核算法#很多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中国

的经济 增 长 主 要 是 由 要 素#尤 其 是 资 本 投 入 引 起 的%例 如#P,/(> !"AAM#

"AAC"在论证东亚无奇迹之后#又在其#$$$年的论文中指出#中国转型时期

UVW的增长并不显著%" 在更为典型的研究中#%,;>’3!#$$O"测度中国改革

后的 UVW为 负 增 长#每 年 下 降"NAE%在 国 内#孔 翔 等 !"AAA"也 发 现 在

"AA$+"AAM年中国工业几 大 行 业 中 的 国 有 经 济 UVW几 乎 没 有 增 长 或 为 负 增

长%张军等 !#$$O"首先回归出我国UVW的时间变动趋势为负#但随后又把

时间趋势删掉了%
针对对东亚增 长 模 式 的 批 评 和 中 国 UVW测 度 的 结 果#国 内 学 者 郑 玉 歆

!"AAA"讨论了UVW口径(生产函数形式(变量核算上的问题对UVW的影响’
易刚等 !#$$O"定性地提出了四 点 中 国 经 济 存 在 效 率 提 升 的 证 据#并 在 回 顾

UVW测算后指出#,中国和发达国家相比在全要素生产率上的巨大差别#在相

当程度上应当来源于测算方法的不足-#其文中体现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如何提

高数据的质量%类似的研究还可以参见支道隆 !"AAB"和叶裕民 !#$$#"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判断%一是利用现有核算方法测度 我 国 改

革以来的UVW#结果可能并不理想’二是在驳斥这一判断的论文中#其思想

仍是对核算方 法 进 行 微 调#并 没 有 脱 离 现 有 UVW核 算 的 基 本 框 架%笔 者 认

为#对核算方法进行微调是重要的#但并不是根本的解决方法%在重新考虑

传统UVW核算的微观基础之后#我们发现#中国经济存 在 着 更 大 的 特 殊 性#
即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并存#而两种经济类型存在着明显不同的经营目标#
这与传统UVW核算的微观基础发生了重要的背离%事实上#我们证明了#在

经济转型时期#利用传统份额法对我国进行增长核算#不但低估了国有经济

的UVW增长率#而且低估了总体经济的UVW增长率’并且这种低估是系统性

的#不会因数据质量问题以及生产函数的形式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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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将明确传统UVW核算方法的微观基础’第三部

分论证在转型时期我国国有经济具有利润与产量的双重经营目标’第四部分

证明在双重经营目标下#现有核算方法将系统地低估国有经济和总体经济的

真实UVW增长率#然后推导出新的UVW核算公式’第五部分量化新的核算公

式并进行新旧核算对比’最后是结论%

二!UVW核算基本原理

传统的UVW增长核算源于新古典学派的思想#生产要素之间可以相互替

代#要素的边际产出递减#各种生产要素增长率(技术进步率是外 生 的%从

一个标准的 新 古 典 生 产 函 数 开 始 分 析%假 定 只 有 两 种 生 产 要 素 为 实 际 资 本

!$"(劳动 !&"#生产函数定义为

!!""#%!""S/$!""#&!""0# !""

这里%!""代表希克斯技术进步#即UVW%上式两边取对数并对时间求导#变

形后得到

.% #.! ’%S$$
! .$ ’%S&&! .&# !#"

其中#.代表增长率%又由于%S$$1!#9$ 和%S&&1!#9& 分别是资本和劳

动的产出弹性#从而有

.% #.! ’9$.$ ’9&.&# !O"

由于.!#.$ 和.& 可以通过统计数据计算出来#因此UVW测算的核心就成为

如何估计9$ 与9&%在实际操作中#一般有两种方法&回归法和份额法%

!一"回归法

郭庆旺等 !#$$M"和张军等 !#$$O"使用了这种方法#其 关 键 是 应 用 计

量方法回归方程

3(! #9$3($+9&3(&+<+U02(<+(# !M"

其中<为常数#U02(<为趋势项#(为残差项%通过计量分析 !一般是8TQ回

归"得到9$ 与9& 的估计值#然后用这些估计值代替实际值#代入式 !O"#求

得技术进步率%#

# 也有学者假定规模报酬不变#此时#通过简单变换可以把式!M"转换为劳均变量间的回归%但如果这个

假定不成立#将会带来UVW偏倚!见 Y/312(##$$$"#因此这个假定并不必要%

回归分析法虽然能够直接给出产出弹性的估计#但它存在一些计量方法



#D!!! 经 济 学 !季 刊" 第!卷

上的问题&
!""模型设定问题%首先#回归法先验地假定在回归期间内9$#9&#<等

系数为常数%实际上#在一个较长样本期内#由于经济结构升级(外 来 影 响

冲击(技术革新等因素的影响#这些系数很可能会变化%更重要的是#U02(<
的函数形式直接影响着9$#9&#<的估计结果#而U02(<的形式的确定具有很

大的主观性%如果主观认定U02(<Z$#则回归结果一定显示U02(<为零#即

事后核算的UVW一定没有增长趋势’如果认定U02(<Z!"#回归结果也一定

显示U02(<为!"#UVW就一定有!"的趋势#这实际上是一个逻辑问题%
!#"多重共线形(平稳性和伪回归%很明显#3($ 和3(&是存在多重共线

性的#回归 结 果 不 一 定 可 信’另 外#3(!(3($ 和3(& 依 常 识 一 定 不 是 平 稳

的#那么除非存在协整关系#伪回归的问题将不可避免%
!O"扰动项的自相关%8TQ回归要求扰动项(为独立同分布过程#但这个

假定的合理性存在很大的疑问%根据公式 !M"#(度量的是$#&和U02(<以

外的所有剩余因素#而在新经济和转型经济中#由于新技术和新制度演变的

延续性#(在学理上一定是自相关的%
正是由于以上弱点#很多学者#如在 ,东亚无奇迹-论中起主导 作 用 的

P,/(> !"AAM#"AAC##$$$"放弃了 回 归 法#转 而 使 用 份 额 法 计 算UVW%O 国

内学者如叶裕民 !#$$#"等也使用了该种方法%

O 如果使用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则回归法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减弱#但也不能被完全克服%
M 一个替代假设是要素市场为完全竞争%但这个假设过强了#即在完全竞争的要素市场上#厂商一定 是

要素价格的接受者#反之则不一定#因为我们还要考虑要素供给的垄断性问题#见 Y/312(!#$$$"%

!二"份额法

份额法根据经济学原理计算要素产出弹性#主要依据两个假设&一 是 厂

商是要素价 格 的 接 受 者M’二 是 厂 商 追 求 利 润 最 大 化 目 标%这 两 个 假 设 意 味

着#单位要素投入等于其边际产出%证明如下&
对价格进行标准化#以实物来量度劳动和资本的价格#则厂商的 经 营 目

标为

-)_3%S!$#&"’@&’:$4#

其中@为劳动的实物价格#:为资本的实物租赁价格 !包含资本折旧"%生产

函数满足S$*$(S&*$(S$$%$(S&&%$%由一阶条件#有

%S$ #:! 和 !%S& #@( !C"

!!可见#要素按边际产出来支付%将式 !C"代入式 !#"#有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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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由于:$1!#-$ 和@&1!#-& 分别是资本和劳动在总收入中的份额#对比式

!O"#我们立即得到-$Z9$ 和-&Z9&%另外在希克斯技术进步情况下#.UVWZ
.%#于是

.UVW #.! ’-$.$ ’-&.&( !B"

!!式 !B"就是传统的份额法核算公式%份额法不使用计量回归#直接根据

经济含义和可获数据计算UVW#避免了平稳性(多重共线性和伪回归等问题%
但份额法要满 足 要 素 价 格 接 受 者 和 利 润 最 大 化 两 个 假 定 条 件%在 我 国#

微观层面上把企业作为要素价格的接受者是合理的#但在我国计划经济和经

济转型时期#企业是否是利润最大化的主体呢$

三!经济转型!产权安排与企业经营目标

!一"产权体制改革与国有经济经营目标

产权安排决定了当事人的利益#进而决定其经济活动目标%我国 国 有 企

业改革的根本目标是要建立面向市场的现代企业制度#即实行公司制%而典

型的公司制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这样#产权制度改革体现在企业

经营目标上#就是要转换为完全的利润目标%于是#问题就成为#在 经 济 转

型以前#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是什么$
学术界 对 此 的 论 述 很 少#刘 小 玄 等 !"AAD"专 门 讨 论 过 这 个 问 题#H)’

21)36!"AAB"讨论了如果企业经营目标中存在 产 量 目 标 时 的 配 置 扭 曲 问 题#
但他们没有讨论为什么企业会存在产量目标%刘小玄等认为&!""在传统计划

体制下企业经营目标必然要服从政府目标’!#"政府目标进而国有企业的目标

是企业收入最大化#其中企业收入定义为企业销售收入 减 去 原 材 料 成 本%C这

里企业收入最大化目标类似于利润最大化目标#是一个效益目标%!

C 刘小玄等还提到了政府税收最大化目标%计划经济年代#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课税#是以其收入为基 准

的%因此这里的政府税收最大化目标在模型推导中等同于收入最大化目标%
! 利润还要在收入中减去劳动力成本等#计划经济年代#工资由国家统筹%扣除这部分因素#这里的收入

目标基本等同于利润目标%

在传统计划体制下#国有经济实行物资和原材料的计划调拨分 配#政 府

实际上拥有企业的投资决策权和剩余产品支配权#因此企业经营必然要服从

政府的计划#笔者对此没有异议%但认为政府的目标就是收入最大化#笔者

不敢苟同%无论是在何种经济体制下#从宏观总体上来看#利润或收入始终

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基础#政府理当关注%但是#计划体制下特有的定价机

制使得政府不可能完全追求收入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同时#特有的产权安

排使得国有企业有着偏离利润目标的强烈激励%第一#在政府方面#虽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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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政府对某一个国有企业的课税是以其收入为基准的#但是在计划体制下#
产品价格完全 由 计 划 决 定#不 存 在 市 场 机 制#也 就 不 存 在 均 衡 的 市 场 价 格%
因此#政府实际上无法准确地评估企业最终产品和投入品的价格#进而无法

准确评估收入或利润#也就不可能把最终目标定位于单纯的收入或利润最大

化%查阅以前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可以发现#其中很多都是 ,生产gg吨钢

材-(,发gg度电-等数量指标%第二#在国有企业层面#国企管理者也有

追求数量性指标的强烈动机%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由政

府任命#并委以一定的行政级别%其利益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所谓 ,控制

权回报-#包括 ,职务消 费-和 人 员 调 动 等 行 政 权 力 等’二 是 行 政 级 别 的 晋

升%其中#,职务消费-的可支配费用和行政权力都与企业规模直接相关’另

外#行政级别更是由企业规模直接决定的%因此#企业经理要获得行政提升#
就必须要争取更多的财政拨款#扩大企业产值和增加职工人数%

出于上述论证#我们认为#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经济除 了 具 有 利 润 目

标以外#还具有其他非利润目标#并且很可能后者是主要目标%联系以上分

析#我们可以认为非利润目标主要是产量最大化%而随着价格自由化进程和

产权体制改革的推进#追求利润目标的条件应该逐渐成熟#追求产量目标的

激励应减弱%因此#在总体趋势上#利润目标在国有经济决策中的比重应当

逐渐上升#这恰恰可以从一个侧面刻画我国经济转型的轨迹%但是#任何改

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改革同时会伴随着更深层次矛盾的出现#因而出现暂

时倒退或停滞不前的现象也是在所难免的#因而虽然利润目标在企业目标中

的比重总的趋势是上升的#但也有可能出现暂时的下降%鉴于国有经济改革

远未完成#我们可以认为#在转型过程中#国有企业必然同时具有产量和利

润的双重目标%

!二"所有权结构与非国有经济的经营目标

按照 )中国统计年鉴*的所有制分类#非国有经济类型包括&集体经济(
外资经济(私营经济(联营和股份制经济等%首先#集体经济以外的 其 他 经

济形式#其所有权明确是属于所有者或股东的#因此其经营目标明显是利润

最大化%从产值比重上看#集体经济主要指乡镇经济%乡镇经济的所有权性

质到底 如 何#学 者 们 一 直 争 论 不 休%例 如#7)/>&1,( !"AAM"认 为 它 们 是

,地方政府所有的-’Q)+&R)(<S,, !"AAA"则认为是 ,非正式私有的-’722
!"AA!"认为它们实际上是地方政府与私有部门的联合体#等等%

不管其所有权结构如何#我们有理由认为乡镇企业的经营目标是利润最

大化%首先#乡镇 经 济 没 有 国 家 作 后 盾#其 生 存 问 题 只 能 通 过 利 润 来 解 决’
其次#与国有企业不同#乡镇企业经理基本不存在与企业规模相关的行政级

别晋升和人员调动问题#没有扩大产量的产权性激励’最后#即使地方政府

实际上拥有这些企业的部分财产所有权和剩余产品支配权#其收益和财政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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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也要通过企业利润得以体现%

四!经济转型中的UVW核算谬误与修正

B H)’21)36!"AAB"的目标设定为-)_3/%S!$#&"[@&[:$0\)%S!$#&"4#其中)为产量参数%可以

证明!备索"#就UVW核算而言#H)’21)36的目标设定与本文的目标设定没有不同%

!!国 有 企 业 存 在 双 重 经 营 目 标#这 就 与 传 统 UVW核 算 的 微 观 基 础 有 所 违

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重新考察UVW核算的微观基础%考虑作为要素

价格接受者的国企双重目标决策&B

-)_3*/%S!$#&"’@&’:$0+!"’*"%S!$#&"4#

其中#@#:由要素市场决定%$%*%"为利润决策参数#量度国有企业经营

决策中利润因素所占的比重#!"[*"为产量目标权重%随着产权体制改革的

深化#在总体趋势上#*应该逐渐增大%
这个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为

%S$ #*:! 和 !%S& #*@# !D"

比较式 !C"和式 !D"#由于*%"#可知国有企业存在着过度生产的问题#但

这不是本文的重点#不再展开%就UVW核算而言#这意味着以下命题为真%

命题B!在国有经济存在利润与产量双重经营目标且为要素价格接受者的

情况下#若生产函数为新古典的希克斯中性形式#则

!""国有经济UVW增长率的正确核算公式是&.UVWZ.![*-$.$[*-&.&#
其中所有变量均针对国有经济而言’

!#"传统的份额核算法低估了国有经济的真实UVW增长率%

证明! !""如果企业有着双重经营目标#则*%"’若企业是价格接受者

并且生产函数为希克斯中 性#则 式 !D"的 一 阶 条 件 存 在%将 式 !D"代 入 式

!#"#有

.% #.! ’*:$!.$ ’*
@&
!.&

#

利用:$1!#-$ 和@&1!#-&#另外在希克斯技术进步情况下#.UVWZ.%#我

们立即有

.UVW#.! ’*-$.$ ’*-&.&( !A"

!! !#"在式 !A"中#.UVW+*%"*.UVW+*Z"%注意到在*Z"时#式 !A"转换

为式 !B"#因此命题" !#"成立%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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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的经济学解释是#国有经济在存在利润与产量双重目标的情况下#
其均衡产量超出了单一利润目标时的均衡产量%此时#由于要素边际产出递

减和要素价格外生#为满足更大的产量要求#增加生产使得单位产品的要素

成本提高%表现在要素收入份额上#就是计算出了更高的事后收入份额%此

时#传统的份额法必然低估企业真实UVW%
命题"是针对国有经济而言的%对于非国有经济#由于它仍然具 有 单 一

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因此其UVW核算公式不变%对于整体经济#我们有以下

命题%

命题C!上标 ,"-和 ,#-分别代表国有与非国有经济#无上标代表整体

经济#在命题"的条件下#
!""整体经济UVW增长率的正确核算公式是&

.UVW#.! ’-$.$ ’-&.&+!"’* #".$"-$$"

$ +.&
"-&&

" $& ’ !"$"

!!!#"若.$"-$$
"

$\.&
"-&&

"

&*$
#传统 的 份 额 核 算 法 低 估 了 整 体 经 济 的 真

实UVW增长率%

证明! !""整 个 国 民 经 济 的 总 生 产 函 数 设 为!Z%S!$#&"#其 中#!Z
!"\!##$Z$"\$##&Z&"\&#%技术进步率仍为

.%#.! ’%S$$
!

5.$ ’%S&&!
5.&

#.! ’<
!!"+!#"
<!$"+$#"

$
!.$ ’

<!!"+!#"
<!&"+&#"

&
!
5.&( !"""

!!根据式 !D"#有<!"Z*:<$"’根据式 !C"#有<!#Z:<$##因此有

<!!"+!#"
<!$"+$#"

$
! #

<!*$"+$#"
<!$"+$# #" : $$! ## "’!"’*"<$

"

< $$ -$#

其中#:$!#-$
%类似地#我们有<!!

"\!#"
<!&"\&#"

$
! #Z "[!"[*"<&"< $& -&%把这两

个结果代入式 !"""#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再利用.UVWZ.%#即得到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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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

$ \.&
"-&&

"

&*$
#则.UVW+*%"*.UVW+*Z"%在*Z"时#式

!"$"转换为式 !B"#命题# !#"成立%证毕%

对比式 !"$"和式 !B"#我们发现整体经济UVW核算多了一个余项#它

表明了国有经济存在双重目标的影响%根据统计数据#我国国有经济就业人

数一直在增长’另外#现有关于资本估算的研究表明国有经济的资本也一直

在增长%此时#一定有.$"-$ $
"

$ \.&
"-&&

"

&*$
#根据命题# !#"#传统份额

法一定低估了整体经济UVW增长率%
命题"和#是假定生产函数为希克斯中性#那么如果有其他的 约 束#情

况会怎样呢$对此#我们有下面的命题%

命题D!命题"和#的结论#!""不会因为数据质量情况而改变’!#"不

会因为生产函数的形式而改变%

证明! !""命题"和#本身及其证明并没有涉及数据质量问题#因此无

论数据质量如何#其结论都不会改变%
!#"命题"和#使用的是希克斯中性技术的生产函数#下面考虑其他形式

的要素增进型技术 !G)+1,0@)0>/-2(1G,0-"&

!!""#S/7!""$!""#Y!""&!""0#

这里7!""和Y!""代表可能的技术进步因素%若7!""#"且Y!""#%!""#则技

术进步为劳动增进型或哈罗德中性’若7!""#%!""且Y!""#"#则技术进步为

资本增进型或索洛中性%
对生产函数两边取对数并对时间求导#变形后得到

.UVW#
7$S7,
! .7+Y&SY&! .Y #.! ’7$S7$! .$ ’Y&S&! .&#

国有经济的双重目标决策为&

-)_3*/S!7$#Y&"’@&’:$0+!"’*"S!7$#Y&"4#

一阶条件为7S7$Z*:和YSY&Z*@%把一阶条件和份额公式-$#:$1! 和-&#
@&1! 代入到上面的.UVW公式中#立即得到国有经济UVW增长率为&

.UVW#.! ’*-$.$ ’*-&.&#

可见#命题" !""的 结 论 仍 然 成 立%再 由 于*%"#容 易 证 明#命 题" !#"
成立%

对于命题#中的总体经济情况#证明可以仿效以上证明给出#限于篇幅#
这里不再赘述%

最后#注意到在以上所有证明中我们并没有规定S!5"的具体函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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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上所有命题的结论对于不同具体生产函数形式#如%@L形式(超越对

数形式(常替代弹性形式等#同样成立%证毕%

命题"和#表明#传统份额法低估了国有经济和整体经济的UVW’命题O
则进一步表明#这种低估不会因为数据质量和生产函数形式而改变%这种低

估源于转型时期国有经济的特殊行为#因而是系统性的%

五!经济转型时期我国UVW的实证估算

命题"和#指出了传统方法对UVW的低估并在理论上给出了新的UVW核

算公式#但新公式中存在一 个 制 度 变 量*%如 果 要 做 实 际 核 算#必 然 要 估 计

*%理论上#*可以通过某种调查来得到#但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是否存在一

个公式能够直接计算出*$我们发现#在特定的条件下#答案是肯定的#见命

题M%

命题E!若国 有 与 非 国 有 经 济 的 生 产 函 数 相 同 且 为%@L形 式#即!3Z
%!$3"!!&3"+#3Z"###则有

!""*Z!
"1!#
$"1$#

’

!#"国有经济UVW增长率核算公式为&

."% #."! ’
!"1!#
$"1$#

!-"$."$ +-"&."&"’ !"#"

!O"整体经济UVW增长率核算公式为&

.% #.! ’-$.$ ’-&.& #+ "’!
"1!#
$"1$ $## .$"-$$

"

$ +.&
"-&&

" $& (!"O"

!!证明! !""首先#若生产函数为%@L形式#则对于3Z"###总有

%S3$ #!%!$3"!’"!&3"+ #!%!$3"!!&3"+1$3#!!31$3# !"M"

根据式 !D"和 !C"#有%S"$Z*:和%S#$Z:%因此有*ZS"$1S#$%再利用式

!"M"#立即有*Z!
"1!#
$"1$#

%

!#"根据命题" !""(命题# !""和命题M !""#命题M !#"显然成立%
证毕%

利用命题M的计算公式#我们对我国"AD#+#$$O年的UVW增长率进行了

再估算#见图"中标记为 ,新-的曲线%另外为了更清晰地进行比较#我们

在图"中还给出了传统份额法 !图中标记为 ,传统-"(郭庆旺等 !#$$M"(张

军等 !#$$O"的测算结果%本文所有数据来自于 )中国统计年鉴*#资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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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张军等 !#$$O"的 方 法 估 算 得 出%为 了 得 到"AD$年 基 期 的 固 定 资 本 存

量#本研究使用U’--20!"AAA"的 递 增 资 本+++产 出 比 率 法 进 行%在 国 外#

U’--20的方法被广泛应用于估计发展中国家的基期资本存量%以上所有数据

均为"ABD年不变 价#其 中 在 资 本 核 算 中 以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价 格 指 数 作 为 通 胀

率#劳动数据以劳动力人数作为代表%

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由图"可见#新方法测得的UVW增 长 率 均 高 于 其 他 三 种 估 计%基 本 上#
新方 法 所 测 得 的 每 一 年 的 UVW增 长 率 均 明 显 高 于 其 他 方 法%新 方 法 测 得 的

UVW均值为每年增长MNOE#比传统方法 !均值#NCE"高"ND个百分点%本

文方法测算的UVW年均增长率也高于张军等 !均值ON#E"和郭庆旺等 !均

值["N#E"的结果#我们认为产生这种情况的有多种可能的原因&!""由于

转型经济的复杂性引起的生产函数加总问题%在我国同时存在国有和非国有

经济#并且前者具有明显的产量动机%此时#本来就存在于宏观经济学的生

产函数加总问 题 就 可 能 更 加 严 重% !#"这 可 能 与 命 题M的 假 定 条 件 有 关%
!O"回归法的缺 陷 也 有 可 能 是 产 生 这 种 状 况 的 原 因%另 外#我 们 发 现#"AA"
年以后新方法与传统方法测算的结果差距实际上是在拉大##$$"年以后略有

减小%可见#改革进 程 并 不 是 线 性 的#例 如 国 有 经 济 的 预 算 软 约 束 等 问 题

!林毅夫##$$M"会事后刺激国有经济的产量目标%
同时也应注意到#本文的重点是从理论上阐述UVW份额法核算中的系统

性低估#而非UVW实际测算%因此#上文对于UVW实际测算使用了较严格的

假设%更准确地说#本文实际测算结果应该主要具有佐证意义%

六!结!!语

本文发现#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国国有企业的行为方式背离 了 传 统

UVW份额核算法的微观基础%我们论证#在经济转型期间#我国国有经济存

在产量与利润的双重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严格证明了#传统UVW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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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法不但低估了国有经济的真实UVW增长率#而且低估了整体经济的UVW
增长率’并且这种低估具有系统性#不会因数据质量问题以及生产函数的形

式而改变%针对这一发现#我们推导出了新的适用于经济转型的UVW核算公

式%最后在一定 假 设 下#真 实 UVW对 比 测 算 表 明&本 文 新 方 法 测 算 的 我 国

UVW年均增长率比传统方法测算的结果高"ND个百分点%
对于科学评价我国国有经济的改革进程#正确分解我国经济增长的决定

因素#本文结论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需要指出#尽管本文只是讨论

了中国问题#但如果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企业也存在非利润目标D#本文的结论

也会适用%因此#本文的研究对 于 驳 斥 国 际 上 的 ,东 亚 无 奇 迹-论 也 具 有 参

考价值%本文体现的理念是#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我国微观经济主体

行为方式既包含市场经济的特征#也受到传统计划体制的影响#要比完全市

场经济的情况复杂得多%此时#我们必须考察并重新塑造转型时期宏观经济

的微观基础#否则很可能会带来宏观经济分析的失误%

D 例如#在东亚经济崛起阶段#企业的目标除了利润最大化#可能还会有市场占有率等目标%市场占有率

是一个数量目标%

但也应注意到#本文所要强调的是方法和理论上的改进#本文在 实 证 估

计*值时#使用了较为严格的假设#因此后文对UVW的实证测算主要具有佐

证的意义%如何在更一般条件下估计*#提高要素投入的度量精度#并在新方

法的框架下对UVW进行更精细的核算#是我们以后的研究方向%另外#本文

将整个经济分为国有和非国有经济#因此在进行实证分析时#必然要触及到

一直困扰宏观经济学的生产函数的 ,加总 !J>>02>)1’,("-问题 !见V’R+&20#

"ADO"%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

参 考 文 献

/"0 J90)-,b’1?#],R2R#,=2R,/0+2)(<8/1X/1U02(<R’(1&2c(’12<Q1)12RQ’(+2"DB$-#%89:3<7/2;

<=/=83<>9?39@#"AC!#M!!#"#C+#O6
/#0 H)’#%&,(>@2(#L)b’<L6T’)(<P’h’)(>S)(>#,*(120X0’R2W0,</+1’b’14)(<*GG’+’2(+4&S&2(‘R

cX=2)334L,;($-D=B:/7C=EM=867:7"3?92<=/=83<-#"AAB##M!O"##!C+#D$6
/O0 %,;>’33#W)/3J(<02;#,JW0,</+1’b’14)(<*GG’+’2(+4J()34R’R,GW,R1@=2G,0-%&’()-#W&6L6

L’RR201)1’,(#c(’b20R’14,G 2̂,>’)##$$"6
/M0 L2(’R,(#*<;)0<V6U1)Z:=@"1>7"9-K3EE9:&V=-";U7:2*69:39/<93/O3/9U9-"9:/M=B/":39-#

H0,,F’(>R‘(R1’1/1’,(#S)R&’(>1,(#L%6"A!B6
/C0 L’2;201*0;’()(<J3’+27)F)-/0)#,JQ/0b24,G*-X’0’+)3]21&,<R,GW0,</+1’b’14]2)R/02-2(1

)(<J()34R’R-#‘(Y2+F-)(#I)-2R)(<*<;)0<*6T2)-20!2<R6"#47/LY==,=E2<=/=89":3<-#

5,36!6*3R2b’20Q+’2(+2##$$!6
/!0 V’R+&20#V0)(F3’(]6#,8(1&2Q’-/31)(2,/R*_’R12(+2,GV/33)(<W)01’)3%)X’1)3J>>02>)12R-#

>9?39@=E2<=/=83<N"BL39-#"ADO#C$!""#"AB+#$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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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 郭庆旺(贾俊雪#,中国经济波动的解释&投资冲击与全要素生产率冲击-#)管理世界*##$$M年 第B
期#第##+#D页%

/D0 0̂,b2R#U&2,<,02#P,(>-’),Y,(>#I,&(]+]’33)()(<H)0047)/>&1,(#,J/1,(,-4)(<‘(+2(@

1’b2R’(%&’(2R2Q1)12*(120X0’R2R-#AB7:"9:C)D=B:/7C=E2<=/=83<-#"AAM#"$A!""#"DO+#$A6
/A0 Y/312(#%&)032R=6#,U,1)3V)+1,0W0,</+1’b’14&JQ&,01H’,>0)X&4-#7H*= S,0F’(>W)X20#

7,6BMB"##$$$6
/"$0I2GG20R,(#̂ )004#U&,-)R=);RF’)(<P/_’(K&2(>#,%&’(2R2‘(</R10’)3W0,</+1’b’14&U02(<R#

]2)R/02-2(1‘RR/2R)(< =2+2(1L2b23,X-2(1R-#D=B:/7C=E M=867:7"3?92<=/=83<-#"AA!#

#O!#"#"M!+"D$6
/""0I,0>2(R,(#L)32S6)(<Kb’̂ 0’3’+&2R#,U&2*_X3)()1’,(,GW0,</+1’b’14%&)(>2-#>9?39@=E2<=;

/=83<N"BL39-#"A!B#OM!B"#OMA+ODO6
/"#0:2(<0’+F#I,&(S6#V=-"@7:V:=LB<"3?3")T:9/L-3/"19X/3"9LN"7"9-(72; P,0F&%,3/-9’)

c(’b20R’14W02RR#"ABO6
/"O0:2(<0’+F#I,&(S6#X/L9:-"7/L3/.V:=LB<"3?3")&%/0/":=LB<"3=/"="19K)/783<-=EV:=LB<"3?;

3")M17/.9(H)31’-,02#])043)(<&I,&(RY,XF’(Rc(’b20R’14W02RR#"ABB6
/"M0孔翔(=,092016*6])0FR(万广华#,国有企 业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变 化 及 其 决 定 因 素&"AA$+"AAM-#)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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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林毅夫(刘明兴(章奇#,政策性负担与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M
年第D期#第D"+DA页%

/"!0刘小玄(刘芍佳#,双重目标的企业行为模型+++兼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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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7)/>&1,(#H)004#,%&’(2R2‘(R1’1/1’,()3‘((,b)1’,()(<W0’b)1’?)1’,(G0,-H23,;-#%89:3<7/2<=;

/=83<>9?39@#"AAM#DM!#"##!!+#B$6
/"D0722#5’+1,0#,U&2*-20>2(+2,G)])0F21Q,+’214&%&)(>’(>]2+&)(’R-R,GQ10)1’G’+)1’,(’(%&’@

()-#%89:3<7/D=B:/7C=EN=<3=C=.)#"AA!#"$"!M"#A$D+AMA6
/"A0Q)+&R#I2GG204)(<S’(>U&42S,,#,c(<20R1)(<’(>%&’())R*+,(,-’+W20G,0-)(+2-#D=B:/7C=E

V=C3<)>9E=:8-##$$$#M!""#"+C$6
/#$0舒元#)中国经济增长分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AAO年%

/#"0Q,3,;#=,9201#,U2+&(’+)3%&)(>2)(<1&2J>>02>)12W0,</+1’,(V/(+1’,(-#>9?39@=E2<=/=83<-

7/LN"7"3-"3<-#"ACB#OA!O"#O"#+O#$6
/##0Q1’>320#̂ 2,0>2I6#T:9/L-3/[B"6B"7/L286C=)89/"(72;P,0F&7)1’,()3H/02)/,G*+,(,-’+

=2R2)0+&#"AMB6
/#O0U’--20#])0+23#T19K)/783<-=E%-37/Q7/BE7<"B:3/.&%M=867:7"3?9V9:-69<"3?9#FG\]+

FGG]#*’(<&,b2(c(’b20R’14,GU2+&(,3,>4#W&L1&2R’R#"AAA6
/#M0U’(920>2(#I)(#,K/0U&2,0’2<203)(>G0’R1’>2(S’01R+&)G1R2(1;’+F3/(>-#S231;’01R+&)G13’+&2RJ0@

+&’b"AM##CC!""&C""+CMA’*(>3’R&10)(R3)1’,(!"ACA"#,8(1&2U&2,04,GU02(<],b2-2(1R-#

’(T2,Y6:3))RR2(#T22(<201]6:,4+F)(<Y2(<0’F/RI6S’112b22(!2<R6"#D7/T3/Y9:.9/#N9;

C9<"9LV769:-6J-R120<)-&7,01&@Y,33)(<#"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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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P,/(>#J3;4(#,T2RR,(RG0,-1&2*)R1JR’)(7‘%R&J%,(10)0’)(5’2;-#2B:=697/2<=/=83<

>9?39@#"AAM#OD!O1M"#A!M+AB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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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P,/(>J3;4(#,U&2U40)((4,G7/-920R&%,(G0,(1’(>1&2Q1)1’R1’+)302)3’1’2R,G1&2*)R1JR’)(

0̂,;1&*_X20’2(+2-#AB7:"9:C)D=B:/7C=E2<=/=83<-#"AAC#""$!O"#!M"+!D$6
/#A0P,/(>#J3;4(#,̂,3<’(1,H)R2]21)3R&W0,</+1’b’14 0̂,;1&’(1&2W2,X32R=2X/93’+,G%&’()</0@

’(>1&2=2G,0-W20’,<-#7H*=S,0F’(>W)X20BDC!##$$$6
/O$0张军(施少华#,中国 经 济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变 动&"AC#+"AAD-#)世 界 经 济 文 汇*##$$O年 第#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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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AF+&’"2,/)"AF(G&12,3&#/;HF?#")-
$I.=11/0)2,)9J,1’/;/0)-"2,/)

a‘ SJ7̂ PcJ7 QYc ĉ8S*‘%J‘
!̂1=/.-17/X/3?9:-3")"

=(#2’"12!‘(1&2X20’,<,G2+,(,-’+10)(R’1’,(#%&’())RR1)12@,;(2<2(120X0’R2R!Q8*R"

&)b29,1&X0,G’1)(<d/)(1’14,9h2+1’b2R</21,1&2’0RX2+’)3X0,X2014@0’>&1R)00)(>2-2(1R6

U&’R32)<R1,1&2b’,3)1’,(,G1&210)<’1’,()3UVW>0,;1&)++,/(1’(>0)1’,()326S’1&1&’R9)+F@

>0,/(<#;2X0,b21&)11&210)<’1’,()3UVW)++,/(1’(>;’33R4R12-)1’+)334/(<202R1’-)121&2

10/2UVW>0,;1&0)12R,G9,1&Q8*R)(<1&2;&,322+,(,-4672;)++,/(1’(>G,0-/3)R)02

1&2(<20’b2<9)R2<,(Q8*R))+1/)392&)b’,06c(<20R,-2)RR/-X1’,(R#,/02-X’0’+)3R1/<4
<2-,(R10)12R1&)11&2)((/)3UVW>0,;1&0)12’R&’>&201&)(1&)1;’1&1&210)<’1’,()3-21&,<

94"6DX20+2(1)>2X,’(1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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