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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中部地区 6 省制造业 2003 ) 2007 年的行业增加值及劳动投入数据进行研究, 通过计算

Hoover 指数和 Krugman 指数发现各省发生了明显的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差异程度增强。然后使用偏

离- 份额分析法测算结构转变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 证实/ 结构红利0的影响存在,但不明显。最后根

据中部地区各省制造业呈现的特点,提出劳动力资源应向内部增长型和动态转移增长型部门转移等政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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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制造业是我国的支柱产业, 2009年中国制造业

在全球制造业总值中所占比例已达 151 6% ,成为全

球第二大工业制造国。国外实践证明, 一个国家要

具有国际竞争力,国家内区域间必须产业分工明确、

层次清晰。过去我国的制造业中心在沿海发达地

区,随着中部崛起和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沿海发达

地区以其人才、信息、技术方面的优势将逐步进行产

业结构升级,以第三产业为核心,制造业将由中部地

区承接。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规模报酬递增和运输

成本会推进地区间市场一体化, 地区的专业化水平

和单个产业的聚集度会提高, 具体表现为公司和劳

动力的聚集。范剑勇
[ 1]
将地区市场一体化过程划分

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体化从低级向中级水平

提高阶段,此时产业集聚发生, 一地区变为农业外

围,另一地区变为制造中心,从而也使得地区专业化

水平提高;第二阶段是一体化进程推向高级阶段, 此

时制造业将发生有序的扩散, 各地区制造业结构性

差异因制造业的扩散而增强;第三个阶段是地区间

一体化处于很高的水平, 地区专业化程度和单个产

业集中率都非常高。

产业分工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的转移,包括行业

间转移和地区间转移两种方式。/结构红利假说0认

为劳动力资源从效率低的部门向效率高的部门转移

会提高整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过去对劳动生产率

的研究一方面集中在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对生产率的

影响上,这一部分研究证实了/结构红利假说0的存

在,并提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建议。另一方面, 对各

国制造业的实证研究也很多, Salter
[ 2]
对英国

1924 ) 1950 年的研究认为灵活的产业结构能促进

生产率的增长; Fagerberg
[ 3]
对 39 个国家 1973 )

1990年制造业的数据研究表明电子信息革命使发

展高新技术制造业的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长比低技术

水平国家快, 吕铁[ 4]对我国 1980 ) 1997年制造业的

实证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结论。Denison[ 5]认为结构

转变是生产率增长的一个动因, Baumol[ 6 ]认为部门

内劳动率增长与结构变化的共同作用会影响总的劳

动生产率。总的来说, 对劳动生产率的研究要么只

达到三次产业这种大的层面,没有细化到更深的层

次,要么只对国家整体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进行研

究,没有对区域内的制造业进行分析,对中部地区制

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研究还是一片空白。现阶段中部

地区制造业的发展有没有特殊性, 会不会呈现新的

特点,这是本文研究的目的所在。

2  模型及数据说明

21 1  地区专业化指数

本文采用 Hoover 专业化指数和 Krugman 专

55



业化指数来衡量各省相对专业化水平和省间产业结

构差异情况。

Hoover 专业化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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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1)和式( 2)中, H i 表示 i 省的 Hoover 指数;

Kij 表示 i 省和 j 省的 Krugman 指数; Sk
i 表示 i 省

中k 行业的从业人数。

Hoover 指数测算某省的产业结构与中部地区

总的产业结构的不同,它的取值范围为 0~ 1。具体

来说,如果该省的产业结构与中部平均产业结构完

全相同的话, 则 H i = 0, 如果完全不同则 H i = 1。

Krugman指数测算的是两个省产业结构的差异度,

它的范围是 0~ 2, 如果两个省的产业结构相近, 则

Kij 趋近于 0,如果差异大的话,则 Kij 接近 2。

Hoover 指数和 Krugman指数从两个角度衡量

产业结构差异情况, 其作用是相互补充的。

21 2  偏离2份额分析模型

偏离2份额分析法由 Fabricant
[ 7]
提出, 被许多

经济学家用来分析总的变化与其组成成分变化之间

的关系,对不同的研究对象有不同的版本。

定义 P 为劳动生产率, Q为行业增加值, N 为

投入的劳动力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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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第 i 个行业占整个制造业的比重。P 0 为

基期的劳动生产率, P t 为考察期的劳动生产率。劳

动生产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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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3) 右边第一项称为静态转移效应 ( static

shift effect ) ,如果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

率高的部门转移, 则会促进总的生产率的增长, 反之

会降低总的生产率, 它表现了一个地区资源向效率

高的部门转移的能力。

第二项称为动态转移效应 ( dynamic shift

effect ) ,它由部门生产率的变化和劳动力转移共同

引起的,对于生产率快速增长的部门增加其劳动力,

会提高总的劳动生产率, 反之, 会降低总的生产率,

它反映了一个地区将资源分配给生产率快速增长的

部门的能力。

静态转移效应和动态转移效应之和即为结构转

变对总的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第三项 称为内部增长效应 ( within2growth

effect ),它是由各部门内生产率的变化引起的总生产

率的改变。技术进步、组织分工、管理水平提高、人力

资本深化等因素都能促进部门内部生产率增长。

21 3  数据说明

2002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5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6将制造业划分为 29个行业, 2003年之前与之后

制造业的统计标准并不一致,因此只对 2003 ) 2007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由于部分行业的统计口径不同,

因此为保证结果准确, 本文选取了其中 20个行业。

行业从业人数来自5中国劳动统计年鉴6, 劳动生产

率用行业当年工业增加值来自5中国工业经济统计

年鉴6, 除以从业人数得出,这里统计的是国有及规

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并且全部换算为 2003年的

价格基准,价格指数来自5中国统计年鉴6。

3  实证结果及数据分析

表 1列出了中部各省 Hoover指数测算结果。

表 1  2003、2007 年中部 6 省的 Hoover 指数

年份
H oover 指数

湖北 湖南 河南 安徽 山西 江西

2003 01 146028 01 111367 01 109165 01 075569 01 229831 01140825

2007 01 162203 01 106405 01 118952 01 132378 01 288336 01160153

变化 01 016175 - 01 004961 01 009787 01 056809 01 058505 01019328

  从表 1中可以看出, 中部各省的制造业专业化

程度仍处于较低的水平( 01 1~ 01 2)。山西的专业化

指数为 01 288,高于其他 5 省。各省 5年内的产业

结构发生了明显的调整,用 $H 表示地区专业化调

整程度,从大到小依次是山西、安徽、江西、湖北、河

南、湖南, 只有湖南省的 Hoover 指数呈现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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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over 指数增长有两种可能,一是该省的产业结构

与其他各省的差异程度提高, 另外一种是所有的制

造业都集中到了某几个省, 而其余的省则没有制造

业。为研究是哪种情况造成的, 我们测算了各省的

Krugman 指数,如表 2所示。

表 2 2003、2007 年中部六省的 Krugman指数

2003K ij 湖北 湖南 河南 安徽 山西 江西 平均值 2007Ki j 湖北 湖南 河南 安徽 山西 江西 平均值

湖北 0 01 47 01 44 01 38 01 67 01 36 01 464

湖南 0147 0 01 36 01 31 01 39 01 40 01 386

河南 0144 01 36 0 01 30 01 52 01 42 01 408

安徽 0138 01 31 01 30 0 01 52 01 32 01 366

山西 0167 01 39 01 52 01 52 0 01 59 01 538

江西 0136 01 40 01 42 01 32 01 59 0 01 418

湖北 0 01 51 01 51 026 01 77 0144 01 498

湖南 01 51 0 01 31 01 42 01 54 0140 01 436

河南 01 51 01 31 0 01 41 01 66 0136 045

安徽 01 26 01 42 041 0 01 73 0138 01 44

山西 01 77 01 54 01 66 01 73 0 0177 01 694

江西 01 44 01 40 01 36 01 38 01 77 0 01 470

  从表 2可看出, 各省的平均值增加明显。除了

湖北与安徽、河南与湖南、河南与江西省的 Krug2

man 系数下降之外,其余各省间的 Krugman指数都

有增长。说明各省专业化水平提高源于产业结构的

改变,劳动力的流动使各部门的比重发生了变化, 省

间的产业结构差异程度增强。

根据/结构红利假说0,在一个制造行业内,资源

从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向劳动生产率高的部门或从

增速低的部门向增速高的部门转移,都会增加总的

行业劳动生产率,它对劳动生产率起到额外提高的

作用。一般来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资本/劳动比

率低,其劳动生产率低, 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资本/

劳动比率高,其劳动生产率高,劳动密集型部门可以

通过资本的深化增加劳动生产率。当劳动力资源从

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时,结构红

利假说就会发生。

结构红利理论对劳动生产率是否影响显著,存

在着很大的争论。许多对国家三次产业间劳动力流

动的研究表明结构调整的影响是显著的, 并提出产

业结构高级化的建议
[ 8- 9]

;另一部分研究表明结构

红利现象是不显著的[ 3- 4, 10]。因而本文用偏离- 份

额分析法对中部六省 2003年到 2007年的数据进行

分析,验证结构红利假说影响是否显著。使用偏离

- 份额分析法要满足两个前提假设: 1)部门间的劳

动生产率水平存在差异; 2)存在部门间劳动力资源

的流动。上面的研究结果表明中部六省的情况满足

这两个假设条件。

表 3  2003 ) 2007 年六省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率变化和行业比重变化情况

行业 湖北 湖南 河南 安徽 山西 江西

劳动生产

率(万/人)

劳动率

变化

行业比重

变化

劳动率

变化

行业比重

变化

劳动率

变化

行业比重

变化

劳动率

变化

行业比重

变化

劳动率

变化

行业比重

变化

劳动率

变化

行业比重

变化

农副品加工 351 13 - 01 02% 431 99 01 24% 291 35 1151% 371 59 11 32% 151 89 - 01 63% 28166 11 11%

食品制造 61 90 - 01 51% - 11 06 21 05% 121 13 0174% 51 44 11 28% 131 71 - 01 07% - 14187 21 82%

饮料制造 111 77 01 89% 131 74 01 15% 221 07 - 01 20% 71 48 - 01 88% 61 30 01 14% 91 67 - 01 87%

烟草制品 291 75 - 01 41% 151 14 01 21% 81 14 - 01 27% 171 93 - 01 23% 181 09 - 01 06% - 0116 01 07%

纺织业 51 28 - 61 64% 51 50 - 11 14% 101 62 - 21 11% 51 59 - 31 02% - 11 77 - 21 23% 81 02 01 14%

造纸及纸制品业 41 80 - 01 38% 41 32 01 20% 291 30 0149% 121 2 - 01 52% - 51 55 - 01 29% 16110 - 01 84%

石油加工 - 121 77 01 10% 101 49 - 01 42% - 141 42 - 01 05% 641 64 - 11 31% - 161 06 61 25% - 13195 - 01 58%

化学原料制品制造 121 16 - 01 06% 101 15 01 99% 201 06 - 11 72% 171 33 - 11 88% 61 00 - 01 88% 31198 - 21 09%

医药制造 91 62 01 76% 71 55 - 01 16% 121 69 - 01 11% 101 12 - 01 57% 11 91 - 01 29% - 0195 01 95%

化纤制造 101 74 - 01 11% 51 48 - 01 27% 71 97 - 01 12% - 01 64 01 09% 171 74 01 02% 91 87 - 01 49%

非金属制品 101 17 - 21 29% 101 40 01 68% 231 14 0128% 121 36 - 31 09% 11 45 - 11 08% 11101 11 01%

黑色金属加工业 61 90 11 65% 191 34 - 01 43% 321 98 0192% 201 58 01 99% 231 77 - 01 95% 61 77 01 01%

有色金属加工业 251 84 11 12% 321 03 - 01 72% 531 39 0194% 241 60 01 23% 01 45 - 01 53% 91168 11 98%

金属制造 91 59 01 88% 231 55 01 47% 111 17 0115% 251 20 11 14% - 61 15 - 11 07% 21177 01 06%

通用设备制造业 41 06 11 75% 111 02 - 01 75% 161 86 - 11 06% 131 61 - 01 01% 11 15 01 10% 51 94 - 01 62%

专用设备制造业 121 68 01 09% 81 66 - 01 34% 101 67 - 01 98% 101 15 - 01 80% - 01 56 31 82% 71 11 - 01 46%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111 79 21 84% 61 06 - 01 43% 181 01 1129% 61 42 31 21% 51 40 - 01 83% 10125 - 41 27%

电机制造业 141 43 01 69% 111 81 - 01 08% 221 02 - 01 10% 271 02 31 20% 51 50 - 01 67% 52138 11 17%

通信电子设备制造 41 06 01 71% 11 75 - 01 21% 11 57 0107% 31 14 11 06% 371 59 - 01 51% - 0154 21 36%

仪器仪表机械制造 - 01 45 - 11 02% 151 15 - 01 03% 131 72 0132% 201 97 - 01 21% 51 36 - 01 27% 61 90 - 11 44%

平均劳动率变化 101 43 121 47 201 17 151 30 51 62 1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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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列出 2003 ) 2007年六省制造业各部门的

劳动率变化和行业比重变化情况。用式( 3)对表 3

结果进行处理,得到总的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分解结

果,如表 4所示。

表 4  各省劳动生产率变化及分解结果

偏离份额分解结果 静态转移效应( % ) 内部增长效应( % ) 动态转移效应( % ) 总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万/人) 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 % )

湖北 11 72 941 34 3194 101 43 51167

湖南 11 19 1001 22 - 1140 121 47 33150

河南 21 35 931 25 4139 201 17 48145

安徽 51 59 931 51 0191 151 30 39164

山西 411 23 871 22 - 281 45 51 62 14186

江西 71 61 861 89 5150 171 78 46104

中部六省 21 86 941 62 2152 141 31 40156

  从分解结果可看出:

1)总体来看, 2003 ) 2007 年中部六省制造业劳

动生产率增长了 141 31万/人,增长高于地区平均值

的有河南、江西和安徽, 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

401 56%, 湖北省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最快达到

511 67%。内部增长效应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最大,

平均达到了 941 62%, 远高于结构转变的贡献, 部门

内生产率增长的推动作用明显;静态转移效应的贡

献接近 21 86%,说明中部地区劳动力向生产率高的

部门转移的效果是存在的,但不明显;动态转移效应

贡献为 21 52%,说明尽管劳动力流动的方向与生产

率变化方向是一致的,但作用很小,资源流动的能力

如果与生产率变化的方向和速度适应, 动态转移效

应比重会加大。

2)山西省的组成波动最大, 静态效应贡献明显

高出其他 5省, 山西省的石油加工行业劳动生产率

最高,劳动力比重增加了 6%, 动态转移效应的贡献

为- 281 45%,其劳动率增长快的部门(电子通讯、烟

草)行业比重减少, 而石油加工、专用设备等行业劳

动力涌入的速度高于其生产率增长的速度,显得/过

度0涌入了。湖南省的 Hoover 指数呈现负增长, 其

结构转移的影响也为负, 表明湖南省的专业化水平

在下降,与整个中部地区产业结构有趋同的趋势。

江西省的结构转移贡献是最明显的,达到 131 11% ,

这与江西省近年在有色金属和电气机械等高技术高

增长部门的劳动力比重加大是分不开的。

3)进一步研究各省各部门的劳动率增长情况,

将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速及比重变化,与平均劳动生

产率增速比较, 可将这些部门划分为 3类:第一类称

为静态转移增长型部门, 其特点为劳动生产率增速

低于平均水平, 劳动力水平低的行业比重减少,劳动

率水平高的比重增加;第二类是内部增长型部门, 其

劳动生产率增速明显高于平均水平,劳动力比重变

化不确定;第三类是动态转移增长型部门,其劳动生

产率增长处于平均水平, 增速高于平均水平的比重

增加,增速低于平均水平的比重减少。需说明的是

大部分行业的劳动生产率都是正增长的, 内部生产

率的贡献远远高于其他两种因素, 这里根据增速与

平均水平比较以及劳动力比重的变化来区分部门特

性,各部门分类情况列于表 5。

从表 5中可以发现,近 5年各省的农副食品加

工、有色金属冶炼、黑色金属冶炼、电气机械制造行

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快速,这些多是资本密集型部

门;纺织业、造纸业、饮料制造业、化纤制造业这些传

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劳动率增速低于平均水平,动

态转移增长型部门介于两者之间。黑色金属冶炼在

湖南、河南、山西属于内部增长型部门、在湖北属于

静态转移增长型部门、在安徽又属于动态转移增长

型部门,造纸及纸制品业在湖北、山西属于静态转移

增长型,在安徽、江西属于动态转移增长型部门, 说

明各省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具有特殊性。

4)采用偏离- 份额分析法可能低估结构转移对

总的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首先因为偏离- 份额分析

法计算总劳动生产率增长时假设各部门平均劳动生

产率是不变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与投入的劳动力

要素是无关的,但实际上部门内的边际劳动生产率

是降低的,劳动力流出部门的生产率会增大,流进部

门劳动生产率会减小。快速增长部门由于新增产能

容纳了部分劳动力, 这种影响在技术水平低的部门

更加明显,这种由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部分被归入

了内部增长效应。其次劳动力质量不同, 偏离分析

法是将劳动力看作同质的,实际上高技术行业劳动

力的质量较高,所以当劳动力从低技术水平行业转

移进来后,随着学习深入, 人力资本将提高,也会增

加劳动生产率, 这实际也是由结构转变引起的。再

次是产品和知识的外部性,高技术行业的快速发展

会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其产品作为下游行业的

输入原料,其质量提高会促使下游行业生产率的提

高,高技术行业 R& D 部门的公共知识外溢也会提

高其他行业的生产率。最后是制造业的资源优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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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产出,产出增长使更多先进的设备和技术被采

用,于是提高了部门生产率,这在发展中国家更加明

显, Caldor和 Verdoorn 研究发现产出增长与劳动

生产率的增长存在正的线性关系,这就是卡尔多-

凡登定律(Caldor2Verdoorn law)。偏离- 份额分析

法从要素供给侧解释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而产

出增长拉动劳动生产率增长则从需求侧角度解释了

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使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解释更

加完整。

表 5  中部六省部门分类情况

增长方式 静态转移增长型 内部增长型 动态转移增长型

特点

劳动生产率增速低于平均水平;

劳动力水平低的行业比重减少;

劳动率水平高的比重增加。

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平均水平;

行业比重变化不确定。

劳动生产率增长处于平均水平;

增速高于平均水平的比重增加;

增速低于平均水平的比重减少。

湖北

纺织业、造业及纸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

制造业。

农副食品加工、烟草制品业、有色金属冶

炼及压延加工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非金

属矿物制品业、饮料制造业。

湖南

纺织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交

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农副食品加工、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

制品业。

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石油加工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河南

纺织业、烟草制品业、石油加工业、化学纤

维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

业。

农副食品加工、造纸及纸制品业、黑色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

安徽
纺织业、饮料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专用设

备制造业。

农副食品加工、石油加工业、有色金属冶

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电气机械

及器材制造业。

造业及纸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专用设备制

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

山西

纺织业、造业及纸制品业、医药制造业、有

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金属制品业。

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制造业、烟草制品

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

延加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

饮料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

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

公用机械制造业。

江西

饮料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

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交

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

用机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农副食品加工、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

造、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气机

械及器材制造业。

造业及纸制品业、金属制品业。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对中部地区六省 2003 ) 2007 年的制造业

部门结构调整进行了实证分析, 研究结构转变对制

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得到以下几点结论并提出

建议:

第一,目前中部六省的专业分工水平较低,地区

一体化程度还处于第二阶段。不过近几年各省产业

结构调整明显, 各省制造业差异化程度在增强。各

省结构调整的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山西、安徽、江

西、湖北、河南、湖南。

第二,中部地区近年来的结构调整对整个制造

业的劳动率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 平均贡献达到

51 38%,并可能低估结构转变的影响, 证明/结构红

利假说0的存在,但影响并不显著,主要还是部门内

的劳动率增长推动。各省通过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

逐渐形成了各自的优势产业, 这些产业既有相同的

(如农副食品加工、有色金属) ,也有不同:如湖北的

烟草制造业、湖南的黑色金属和金属制品业、河南的

造纸和非金属、江西的化学制造、山西的黑色金属冶

炼、电子通讯、安徽的石油加工、电气机械制造近年

增长快速。

第三,各省应结合实际情况发展优势产业, 加快

中部地区的产业集聚和各省的专业分工。根据部门

增长分类情况,劳动力资源应向内部增长型部门、动

态转移增长型部门以及静态增长型中高生产率部门

转移,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应加快技术创新、提高组

织管理水平、深化人力资本,从劳动密集型行业向资

本密集型行业转变,形成中部地区的制造业优势。

最后,偏离2份额分析法本身忽略了部分因素对

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一些研究考虑产出增长与劳动

生产率的相关性, 对其进行了改进[ 10- 11] , 但只包括

了部分因素, 并不完全。下一步研究将对方法进行

改进,使分析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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