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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 蚌埠

摘 要 利 用 生 产率指数 方 法
,

对我 国 个省 的 制造业在 一 年 间 的 全要素生产率

的 变化进行 了测 算
,

把 的增长构成分解为技术进步和 生产效率变化 两个成分
,

并对其 区城差异

进行 了分析
,

最后对省际制造业 进行 了趋 同分析
。

结 果显 示 我 国制造业 的 增长主要是 由技术

进步推动 的
,

当技术进步促进 提升时
,

总会受到生产效率下 降对 增长的抑制影响 区城 间技术进

步及技术效率存在较大差异
,

省级制造业 存在条件 尹收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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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出现 以来
,

国内外许多

学者试图从理论应用人手
,

研究世界各国及地 区间

经济增长的状况及其变动规律和趋势
,

寻求影响经

济增长及经济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

一个国家或地

区整体经济竞争力的强弱
,

是 由其主要产业竞争力

的强弱决定的
,

而主要产业竞争力的强弱则 主要取

决于其生产率水平的高低
。

生产率作为衡量一个行

业或地区经济运行状况
,

反映技术进步
、

技术效率等

方面水平的综合指标备受人们的关注
。

随着世界经

济一体化和工业制成品贸易 自由化的发展
,

我 国工

业的主体部分 —制造业 的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正面

临着 日益开放的国际大市场所带来 的机遇与挑战
。

“

十一五 ”
规划把转变粗放增长方式为集约增长方

式
、

建设一个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社会的 目标提

到了中心地位
,

其主线就是实现增长方式 的转变
。

而制造业是资源消耗的主要产业
,

其能否顺利实现

增长方式的转变将极大影响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战略
。

在此背景下
,

对 中国省级制造业生产率的度

量不仅可从总体上反映制造业渐进式的改革效果和

经济运行质量
,

而且对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及节约型社会等经济政策的制定也具有借鉴意义
。

全要素生产率
,

作为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 工具
,

对其进行的相

关测算及研究引起 了政府
、

实业界和学者们的广泛

关注和讨论
,

目前已取得 了一些颇有影响的研究成

果
一 。

但是
,

这些研究成果还存在 以下不足 ①国

内已有的
、

针对具体部门的 研究主要是对全国

少数几个行业或特定所有制性质的 国有企业进行

的
,

而对制造业 的 的动态研究较少 ②在研究

方法上
,

目前仍以传统的索洛余值法居多
,

应用随机

前沿生产函数的研究还处 于发展阶段
,

主要集中于

对企业
、

行业或地区的经济效率分析
,

成果大多是初

步性的 ③由于将 进一步分解为相对技术效率

的变化 和技术进步的变化 的乘积 的

研究较少
,

其能够延伸的经济学含义和政策含义也

比较有限 ④多数文献基本只是 阐述 了工业增长效

率的时序变化特征
,

很少涉及区域特点
,

这为后续研

究留下 了一定的空间
。

制造业隶属于我国国民经济产业划分中的第二

产业中的工业
,

它在国民经济各产业 中占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
。

本文运用面板数据对我国 个省市 自

治区 因海南
、

西藏二省资料不全
,

因此未包括在内

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进行了实证分析
,

试图对现有文献做 四点扩展 一是采用 方法

计算曼奎斯特 指数
,

并将其分解为相

对技术效率 指数和技术进步 指数的

乘积 二 是针 对不 同 的 区 域
,

分析各 区 域制造 业

的变化 三是运用 面板数据对 个省级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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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
,

并对各区域制造业 的

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 四是从收敛性理论 的角度

出发
,

研究我国省际间 变化的趋同情况
。

, ,

乙
、

非参数方法介绍

基 于 产 出 的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指 数 可 以 用

生产率指数来表示 〔,
,
’。〕

风 台 什 , , 夕叶 ,
么

‘ , 少‘ 。

其中
,

毛了
,

丫 是距离 函数
,

这个指数测度了在

期的技术条件下
,

从 期到 期的全要素生产率

的变化
。

同样的
,

我们可 以定义在 期的技术条

件下
,

测度从 期到 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的 生产率指数

城
卜 一 犷

‘ 汁‘ , 夕什‘
犷

‘ ‘ , 夕‘ 。

用两个 生产率指数的几何平均值来计算

生产率的变化
,

生产率指数可 以被分解

为相对技术效率的变化 和技术进步的变化

之乘积
‘十 ‘ , 夕‘ ‘ ‘ , 少‘

今岩群门「等兴去升
立
」

’

侧 , ‘ 、 丫 了 ‘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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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丫
一

少 上人、气 ,
一

少 ,

场 、
一

, ’夕 场
一

、 一
,

一

少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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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夕

即
‘ ’ , 少‘ ‘ ‘ , 少‘ ‘ ’ , 夕‘ ‘ ‘ , 夕‘

‘ ‘ , 夕‘ , ‘ , 夕‘ 。

假设一种投人生产一种产出
,

技术的规模报酬不变
。

在图 中
,

观测值
,

了 和 喇
, 叶‘ 属 于相对

应的生产技术
,

即 刀 和 川
。

期的产出在 十 期

是可行的
,

但是 用
, 叶 ,

却不属于 厂
。

用图 的产 出量表示 指数的话
,

那

么式 为

从
‘十 ‘ ,

少
’ 了

,

丫
, 、 ’ , 、 , 。 、 ’

竺上二二 二二今车共 井弓子井 于二气名华名共 共 、

气 气 八
式 中的第一项度量 了 期到 期的技术

效率变化 第二个带有平方根 的项度量生产

技术边界的推移程度
,

是全要素生产率变化 中技术

变化 部分
。

在式 中
,

生产率指数的构造要求

计算 四 个 混 合 距 离 函 数 凤 了
,

了
、

台 田
,

犷
, 、

犷
, ‘ , 夕‘ 、

犷
, ‘ , , 夕汁‘ 。

第 个决策单

元的 二了
,

了
,

的倒数可 以 由线性规划式

求出
,

其他几个混合距离 函数可 以同理构造得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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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与分析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基本数据主要来源 于《中国统计年

鉴 一 。。 年 及历年各省的统计年鉴 横断

面研究覆盖全国 个省
、

自治区和直辖市 由于西

藏省
、

海南省的数据不全
,

台湾省数据难 以获得
,

故

不进人分析范围
。

样本数据选取制造业中的 个

主要子行业的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

业的主要经济效益指标
,

并剔除过 长年限所包含 的

经济波动可能对本文计算造成的影响
。

指标的选取

产 出指标的选择 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
,

与

的指标功 能高度 吻合 的产 出指 标 应 为
“
总 产

出
” 。

本文用总产值代替总产出计算全要素生产率
。

投入指标的选择 在实际研究 中
,

由于实际

投人要素种类很多
,

且无法进行横向比较
,

所 以全要

素生产率在实际应用 中一般 只考虑劳动力
、

资本投

入两类具有决定性
、

综合性和共性的
、

可 以加总的主

要投人要素 劳动投人指标
,

本文选取全部从业人

员年均人数作为度量劳动投入的数量指标 对资

本投人
,

本文选用 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和流动资

产年均余额作为资本投人及其 占用的数量指标
。

制造业生产率的测度

全 国各省份制造业全要素的变化情况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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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全国 个省份 一 年期间制造业投人产 生产率变化指数 见表
,

及对其分解所

出的数据
,

利用数据包络分析软件 计算 得的技术进步变化指数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 见表
。

了 一 年 期 间 我 国 个 省 份 制 造 业

表 加 生产率变化指数表

年份份份 — 生产率变化指数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地地区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平均均

北北京京

天天津津

河河北北
。

山山西西
。

内内蒙蒙
。

辽辽宁宁
。 。

吉吉林林
。 。 。

黑黑龙江江

上上海海
。 。

江江苏苏
, 。

浙浙江江
。 。

安安徽徽

福福建建
。 。

江江西西
。 。

山山东东
。

河河南南
。 。

湖湖北北
, 。

湖湖南南
。 。

广广东东
。

广广西西
。

重重庆庆

四四川川
。 。 。

贵贵州州
、 。

云云南南
。

陕陕西西
。 。

甘甘肃肃
。

青青海海

宁宁夏夏
。

新新获获
。

年年平均均
。 。 , 。 。

表 技术进步变化指数与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表

笠笠笠 —技术进步变化指数数 —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数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平均均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平均均

北北京京
。 。

天天津津
。

河河北北
。 。

山山西西
。 。 。

内内蒙蒙
。 。

辽辽宁宁
。 。

吉吉林林
。 。 。

黑黑龙江江
。 。 。 。 。

上上海海
。 。 。 。

江江苏苏
。 。 。 。 。

浙浙江江
。 。 。

安安徽徽
。 。 。 。 。 。 。

福福建建
。 。 。 。 。 。

江江西西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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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徽徽 —技术进步变化指数数 —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数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平均均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平均均

山山东东
,

河河南南
。 。

续表

议议议 —技术进步变化指数数 —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数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平均均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平均均

湖湖北北
。

湖湖南南
。

广广东东
。 ,

广广西西

重重庆庆

四四川川
。

贵贵州州
。

云云南南

陕陕西西

甘甘肃肃

青青海海

宁宁夏夏
。

新新班班

年年平均均

由表 和表 可 知 各省级制造业在 一

年
、

一 年技术进步变化指数与技术效

率变化指数呈现明显 的反方 向变动
,

这说明我 国制

造业技术引进与技术消化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同步现

象
,

这也是当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原因之一

一 年期间全 国各地 区制造业技术进步率

提高迅速
,

全国所有 个省份总体制造业技术进步

率年平均达到
,

除内蒙古
、

广东
、

浙江
、

福建

四省制造业的技术效率增长率略有下降外
,

其他省

份制造业的技术效率增长率均处 于提高状态
,

全 国

各地区制造业技术效率增长率年平均为
。

表 区域制造业平均 幻 生产率及其分解

划划分分 区域域

平平平平均值值 平均值值 平均值值

东东
、

中
、

西部部 东部部

三三大区域域 中部部

西西西部部
。

按按常规分类区域域 华北北

东东东北北

华华华东东

中中中南南

西西西南南

大大大西北北

热热点区域域 长江三角洲洲

环环环渤海地区区
。

泛泛泛珠三角角
。

总总总体平均均

因此
,

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成分均实现了提高

其中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做出贡献的主要是技术

进步率
,

技术进步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达到

“
,

技术效率的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

贡献度为
。

这说 明
,

从 总体来 讲
,

一

年期间我 国各省份制造业 的技术进步 以及技

术效率均有所提高
,

技术进步改进尤其显著
。

不 同区域制造业全要素的变化情况 为 了

比较不 同地 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差异
,

以

便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 长率的构成有更 多 了

解
,

本文在 已有分析结果 的基础上
,

将中国按不同区

域进一步划分分析
。

为了节省篇幅
,

仅列 出 一

年期间各地区生产率的平均值
。

东
、

中
、

西部三大区域制造业全要素的变化情

况
。

从 一 年期 间我 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

率的内部构成来看
,

三大地带表现出不 同的特征
,

且

造成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原因也不相 同
。

在技术效

率方面
,

中部地 区生 产效率 的变 化率最 大
,

西部次

之
,

东部最小 在技术进步率方面
,

东部地 区 的技术

进步率最大
,

西部次之
,

中部最小
。

具体而言
,

东部

地区制造业技术进步率保持着年均 的增 长

速度
,

高于中
、

西部地 区
,

但是 中
、

西部地 区与东部地

区 的技术进步率相差不大
。

按常规分类 的 区域制造业全要 素 的变化情

况
。

按常规分类
,

我 国 个省市可 以分为华北
、

东

北
、

华东
、

中南
、

西南
、

大西北六个区域
。

东北地 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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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要远远高于其他五个区

域
,

一 年期间
,

东北地 区制造业 全要素生

产率增长率达到
,

东北 地 区 的技术效率
、

技

术进步率增长率在全 国六大区域中都是增幅最高

的 其次
,

大西北地区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也达

到
,

高于全国总体平均的
,

可 以看到
,

技术进步率仍然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中起主要推

动作 用
,

大 西 北 地 区 的 技 术 进 步 率 年 均 提 高
,

稍低于东北 地 区 的
,

列六大常规 区

域的第三位
。

热点区域制造业全要素的变化情况
。

目前我

国热点区域包括长江三角洲
、

环渤海地 区 以及泛珠

三角地区
。

由表 可知
,

环渤海地 区制造业全要素

生产率增长率在三个热点 区域 中最高
,

为
,

技 术 进 步 率 对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增 长 率 的 贡 献 为
。

不仅如此
,

相对其他两个区域而言
,

环渤

海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 —技术进步和技术效

率的提高幅度都是最快的
。

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性分析

本文进一步考察我国省级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增长在 一 年间是否存在趋 同
,

对我 国

个省份是否存在条件 月收敛进行研究
。

基于本文对

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其分解 的分析可知
,

改

进技术效率应该成为提供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的努力方向
。

由 月 尸 ‘,

卜 ,

下 产 , , , ,

⋯
, , , ,

⋯
, ,

利用

进行参数估计
,

则可得如下模型

刀护日叽 一
, ‘一 ,

从

一

一

在 一 年间
,

我 国 个省市全要 素生

产率增长率的条件 夕收敛模型 中 尸 ‘ 卜 ,

的系

数 夕为一 “
,

小于零
,

检验在 置信水平

下显著
,

方程拟合程度较好 这表 明在 一

年期间
,

我国 个省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存在

条件 月收敛
。

将技术效率增长率作为控制变量引人

模型
,

旦二 的 系数 为
,

且 统 计 检 验 在

水平上显著 这说明技术效率的改进对制造业

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

这与经济理论相符合
。

结论

一 年期间
,

中国省级制造业全要素

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为
,

其中技术进步的增

长率为
,

技术效率增长率为 这表明我

国制造业增长对技术进步的依赖度较大
。

一 年期间
,

各地区制造业总体

增长构成变动存在着另一个显著的特征 当技术进

步促进 上 升 时
,

总会受 到生 产效率下 降对

增长的不利影 响
,

而很少见 到 同时增长的情

况
。

一 年期间各地 区制造业全要 素生产

率及其分解指数总体的变化情况
,

体现 了各地 区制

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及其结构变动
,

见图
。

自
“

十五 ”以来
,

东
、

西部地区比中部地区的技

术进步增长要快得多
。

尽管总体上我国制造业技术

效率基本有所提高
,

但东部地 区技术效率相对中西

部地 区是偏低的
,

且由于东部地区技术效率偏低
,

导

致了东部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低于全 国

总体平均的全要素增长率
。

因此
,

虽然技术进步能

够带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导致制造业增

长地区差异加剧的最重要 因素
,

但是近年来技术效

率的改进也应该成为我国提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的努力方向
。

泥 技术效率增长率
即印叨加

确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图 , , , 一 年各地区制造业各指橄的

总体变化趋势

东北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远远

要高于其他五个区域
,

这说明 自从我 国实行振兴东

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 以来
,

我 国东北地 区近几年制

造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

相对而言
,

提高幅度最慢

的是华东地区的制造业
,

其原 因可能是 因为华东地

区发展基数大
,

故增长率提高相对不显著
。

长三角地区的技术效率有 的下降
。

上海

市
、

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所构成的江浙沿海地区
,

即

长江三角洲地区
,

长期以来一直是我 国经济最发达

的地区
,

其经济基数大
,

因此
,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在这几个热点区域中的增长速度不快也是合理的
。

对于长三角地区
,

技术进步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

献度是最高的
,

相对的
,

在技术效率的利用上
,

就不



杨桂元等 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
、

技术效率及区域差异

是很理想了
。

在 一 年期间
,

把技术效率的增长率

作为控制变量加人后
,

我国 个省市全要素生产率

增长指数存在条件 月收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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