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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对我国 1953年到2004年的资本、劳动、产业结构变动等数据进行处理的基础上, 计量分析了各

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得到许多重要结论: ( 1)在我国, 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整体上是最高的,

也相对稳定。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且波动较大,特别是随时间的推移,劳动投入的贡献率仍有下降

趋势。同时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之和超过了 50% , 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仍为外延型的;从长期来看,

两者的贡献率之和有下降趋势。( 2)产业结构的转变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从 1991 年开始,产业

结构变动贡献率已经超过劳动投入贡献率。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有上升趋势: 且二者之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逐

渐上升,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逐渐由外延型向内涵型转变。最后本文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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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学所研究的重要内容之

一。经济增长理论从重商主义开始,先后经历了古

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 新

增长理论, 结构主义增长理论到制度经济学等经济

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但不论哪种经济增长理论, 它

们所研究的都是要素投入的数量和质量, 及其所带

来的经济发展。其中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

中,索洛( Robert M. Solow, 1957)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

长核算模型,在该模型中他将经济增长看作是资本、

劳动、技术三者增长的结果。但此理论认为技术进

步是外生的,没有对技术进步做出合理的解释。而

结构主义增长理论则认为一国居民需求结构的变

化,会引起各种资源在不同部门间的重新再配置, 随

之导致该国产品供给结构的变化,继之引起该国产

业结构的变化, 最后结果是对本国经济增长起到一

定的促进或制约作用。

我国从建国后,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发展, 尤

其是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 使我国经济实力得到

了极大提高。GDP( 1990 年的不变价)从 1953 年的

1609. 2亿元增加到 2004年的 67903. 62亿元, 增长

41. 2倍; 同时资本存量 ( 1990年的不变价) 从 1953

年的 5611. 3亿元增加到 2004年的 303954亿元, 增

长 53. 17倍; 就业人口从 1953年的 21364 万人增加

到 2004年的 75200万人, 增长 2. 52倍; 第一产业比

重从 1953年的 45. 9%下降到 2004年的 15. 2%, 后

者为前者的 33. 12%; 第二产业比重从 1953 年的

23. 4%增加到 2004年的 52. 9% ,增长 1. 26倍;第三

产业比重从 1953 年的 30. 8% 增加到 2004 年的

33. 0%。

那么劳动、资本及产业结构变动在我国经济增

长的作用如何。本文的创新点是在索洛经济增长模

型的基础上加入产业结构变动因素,对我国从 1953

年到 2004年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相关因素进行实证

分析。研究劳动、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相对地位和

贡献发生了哪些变化, 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动对经济

增长有何影响,以期得出相关结论。

二、数据的处理、说明与模型的建立

(一)数据的处理、说明。

1.关于 GDP 数据的说明。本文样本期为 1953

年到 2004年, 其中 Yt 为按 1990年不变价格所计算

的 GDP 量,具体是: 1953年到 1977年的数据来源于

何枫
[ 1]

( 2003)对我国按 1990年不变价格所统计的

GDP 量。从 1978 年到 2004年的相关数据来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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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统计年鉴! ( 2005) , 并按下面公式调整到以

1990年的不变价所计算的 GDP 量。

令A = 按可比价计算的年 GDP 指数 ∀ GDP

( 1990年) , B= 按可比价计算的 1990年 GDP 指数,

则 t 年GDP ( 1990年的不变价) = A B。

2. 关于资本投入量的计算。对于资本存量的计

算,贺菊煌( 1992) ,何枫( 2003)等人都对此进行了估

算,本文采取了#永续盘存法∃进行计算,此法首先由

D W 乔根森
[2]
使用,公式为:

K t= ( 1- t ) K t - 1+ I t ( 1)

其中 K t 同上所述, K t- 1为第 t- 1 年的资本投

入量, t 为第 t 年的资本折旧率, I t 为 t 年的投资。

用上式计算总的资本存量时, 本文按 1990年可比价

格计算每年度的投资, 在本文中资本折旧率没有考

虑。原因是我国目前大多数学者对折旧率到底取何

种数值很不统一,如孟连
[ 3]

( 2000)取折旧率为 5% ;

而宋海岩
[ 4]

( 2003)采取了全国折旧率加上每个省的

GDP 增长率, 来计算各省的折旧额。朱运法
[ 5]

( 1997)取工业固定资产折旧率作为整个经济的折旧

率。其中本文1953年到 2001年的资本存量取自何

枫( 2003) , 为了取得按 1990年可比价计算的 I t , 本

文假定从 2002年到 2004年 I t 的缩减指数等于国内

生产总值的缩减指数, 即 t 年GDP 缩减指数= 按当

年价计算的 GDP 按 1990年计算的 GDP。

则 t 年I t ( 1990年价) = I t (当年价) t 年GDP 缩

减指数 ( 2)

由( 1)、( 2)式, 可计算出从 2002年到 2004年的

资本存量K t。

同时, 本文按照每年的平均资本投入量作为当

年的资本投入量, 其公式为:

t 年的K= ( t 年初的K+ t 年末的K ) 2

3.关于产业结构变动的说明。从 中国统计年

鉴!中可以发现,从 1953 年到 2004年间, 我国第一

产业产值和第二产业产值在 GDP 中的比重变化最

大,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变化不大。为了计算方便,本

文应用第一产业产值在 GDP 中所占的比重作为产

业结构变动的因素S。

部分相关数据如表 1所示。

表 1 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

时间 GDP K L S 时间 GDP K L S

1953 1609. 2 5611. 3 21364 45. 9 1980 7637. 8 37944. 2 42361 30. 1

1957 2173. 5 7423. 7 23771 40. 3 1985 12701. 1 54774. 5 49873 28. 4

1960 2858 10270. 1 25880 23. 4 1990 18547. 9 84452 64749 27. 1

1965 2990. 7 13080. 9 28670 37. 9 1995 32690. 9 130268. 1 68065 20. 5

1970 4180. 8 17863. 1 34432 35. 2 2000 48644. 6 206037. 0 72085 16. 4

1975 5569. 3 26313. 4 38168 32. 4 2004 67903. 62 303954. 0 75200 15. 2

资料来源: GDP , K , S 来源均在上面的数据处理部分已经说明, L 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各期。

注: GDP , K 均按 1990 年价计算,单位为(亿元) ; L 单位为(万人) ; S 单位为( % )。

(二)模型的构建。

1. 理论模型。本文所用模型是在 Cobb -

Douglas 生产函数基础上加入产业结构变动因素,且

假定技术进步为希克斯中性的,则有下式:

Yt = A tF ( K t , L t , S t ) = A 0 e
t
K
 
tL

!
tS

∀
t

上式两边取对数,可得:

ln Yt = lnA 0+ t+  lnK t + !lnL t+ ∀lnS t ( 3)

其中: Yt , K t , L t , St 分别代表某时期国内生产总

值,资本投入量以及劳动投入量, 产业结构变动, A 0

表示初始的技术进步, t 表示时期, 表示技术进步

率,  , !, ∀分别为资本、劳动、产业结构变动对产出

的弹性。

对( 3)式两边求导得:

dYt Yt= +  dK t K t+ !dL t L t + ∀dS t S t ( 4)

其中: dYt Yt 表示 t 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 同

上所述,  dK t K t 表示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dL t L t 表示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dS t S t 表

示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2. 计量模型。应用 eviews3. 1, 采用 1953- 2004

年的各相关数据, 对( 3)式进行回归分析, 可以得到

以下回归方程。

ln Y= 0. 0050t+ 0. 57lnK+ 0. 49lnL - 0. 69lnS

( 0. 54) 2. 82 ( 2. 36) ( - 5. 28)

R
2
= 0. 99, Ajusted R

2
= 0. 99, D - W = 0. 23,

F= 1735. 8

上式括号内为 t 检验, 可以发现时间 t 的系数

不显著; D- W= 0. 23,表示存在序列自相关;同时考

虑到 K , L 两者之间有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 可以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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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 != 1。则( 3)式变为下式:

ln( Yt L t ) = lnA 0+ t+  ln( K t L t ) + ∀lnS t ( 5)

继续应用各相关数据对( 5)式进行回归可得:

ln( Y L ) = 0. 00986+ 0. 57ln( K L ) - 0. 532lnS

( 1. 12) ( 2. 78) ( - 7. 02)

R
2
= 0. 98, AjustedR

2
= 0. 98, D - W = 0. 216,

F= 1078. 56

上式括号内为 t 检验, 可以发现各变量的系数

都较显著, 但 D- W= 0. 216, 表示存在序列相关,为

解决此问题,本文应用了广义差分法, 首先假设自相

关类型为一阶自回归形式,对各相关变量进行回归,

得:

ln( Y L )= 0. 026t+ 0. 27ln( K L ) - 0. 679lnS+ [ AR ( 1) = 0. 856]

( 3. 63) ( 1. 71) ( - 10. 96) ( 15. 18)

R2 = 0. 996, AjustedR2= 0. 996, D- W= 0. 989, F= 3903. 5

上式括号内为 t 检验, 可以发现各变量的系数

都较显著, 虽 D - W 值比前式有所增大, 但仍存在

序列相关, 因此考虑高阶自相关形式, 继续应用广义

差分法对( 5)进行回归,得:
ln( Y L) = 0. 0203t+ 0.371ln(K L) - 0. 623lnS+ [AR (1) = 1. 37, AR (2) = - 0. 55]

( 3.25) ( 2.67) ( - 11. 71) (11.11) ( - 4.69)

R2= 0. 997,Ajusted R2= 0. 997,D- W= 1. 73,F= 4068. 7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ln( K L )在 98. 9%下显

著,其它变量都在99%的水平下显著; F 统计量非常

高,说明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显

著;从 R
2
统计量可以发现, 回归方程拟合很好;

D- W= 1. 73,表明已经不存在序列相关。

由于  + != 1,且  = 0. 371,故 != 0. 629

故回归方程最终可变为:

ln Y= 0. 0203t+ 0. 371lnK+ 0. 629lnL - 0. 623lnS

+ [ AR ( 1) = 1. 37, AR ( 2) = - 0. 55] ( 6)

三、劳动、资本及产业结构变动在我国经济增长

中的贡献

在本文中, 令 GDP 增长率为GY, 资本增长率为

GK ,劳动投入量增长率为 GL , 产业结构变动率为

GS。

若基期的 GDP 设为 Y0 , t 期的GDP 设为 Yt , 则

由 Yt = Y0 ( 1+ GY )
t

,可以求得: GY= ( Yt Y0 )
1 t

- 1。

按同样方法可以求得 GK , GL , GS。

由( 4)式可以发现: GY= +  GK+ !GL + ∀GS

由( 6) 式可知:  = 0. 371, != 0. 629, ∀=

- 0. 623。则: 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

为: 0. 371GK GY; 劳动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

献率为: 0. 629GL GY; 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

年均贡献率为: - 0. 623GS GY; 则技术进步对经济

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

1- ( 0. 371GK+ 0. 629GL - 0. 623GS ) GY

本文按照国家各五年经济计划分时段计算各因

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值如表 2所示。

表 2 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 )

时期(阶段)

GDP

年均

增长率

资本投

入年均

贡献率

劳动投

入年均

贡献率

产业结构

变动年均

贡献率

技术进

步年均

贡献率

1954- 1957( 01) 7. 8 34. 45 21. 80 25. 55 18. 20

1958- 1962( 02) - 2. 04 % % % % % % % % % % % %

1963- 1965( 03) 15. 1 10. 93 14. 29 5. 30 69. 48

1966- 1970( 04) 6. 93 34. 43 33. 86 13. 19 18. 52

1971- 1975( 05) 5. 90 50. 62 22. 18 17. 35 9. 84

1976- 1980( 06) 6. 52 43. 22 20. 32 13. 97 22. 50

1981- 1985( 07) 10. 71 26. 40 19. 50 6. 73 47. 38

1986- 1990( 08) 7. 87 42. 65 42. 85 7. 39 7. 11

1991- 1995( 09) 12. 0 27. 99 5. 26 28. 18 38. 57

1996- 2000( 10) 8. 27 43. 06 8. 78 32. 87 15. 30

2001- 2004( 11) 8. 70 43. 55 7. 690 13. 48 35. 28

根据表2可以做出图 1:

(说明: A- GDP 年均增长率, B- 资本投入年均贡献率,

E- 劳动投入年均贡献率, F - 产业结构变动年均贡献

率, G- 技术进步年均贡献率)

图 1 GDP 年均增长率及各因素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变动图

从表 2和图 1可以看出:

1. 1954- 1980年间。其中 1958- 1962年, 由于

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致使所制定的经济计

划严重脱离了中国当时的国情, 导致 GDP 增长速度

为负值。除此阶段, 其它阶段经济增长相对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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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应该看到, 除 1963- 1965 年外, 我国的经济

增长主要是依靠要素的投入来维持高速增长的, 要

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超过了 55% ,表明此

阶段明显是外延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2. 1981- 2004年间, GDP 保持了快速平稳的增

长。其中在 1986- 1990年,要素投入贡献率竟超过

了85%, 是历个阶段二者贡献率最高的,而全要素生

产率贡献率不到 15% , 表明此阶段也为外延型的经

济增长方式。同时, 也应该看到, 在 1981- 1985年

间,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超过了 54%。而其它阶段

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均不到50% ,但随时间的推移,

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有缓慢上升的趋势。表明我国

经济增长方式逐渐由外延型向内涵型转变。

3. 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相对来说

一直较高, 也相对稳定, 即使最低的 1963- 1965年

间也达到了 10. 93% , 而最高的 1971- 1975年间其

贡献率竟然达到了 50. 62%。同时, 从其走势看, 从

1966- 1970年后, 资本的贡献率保持相对稳定,其值

均在 25%以上; 尤其是 1996年后,资本年均贡献率

都超过了 43%。

4. 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 且劳动

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动较大;最高的 1986-

1990年间其年均贡献率达到 42. 85%, 而最低的

1991- 1995年间其贡献率仅有 5. 26%,从其趋势看,

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下降的趋势, 从

1991年开始,其年均贡献率均不到 9%。

5. 产业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明

显,最低的 1963- 1965年间其年均贡献率虽只有

5. 30% ,而最高的 1996- 2000年间其贡献率却达到

了32. 87%。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自

1991年开始已经超过劳动投入的贡献率。从 1991

年开始,其年均贡献率均在 13%以上。

6.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相对明显, 即

使最低的 1986- 1990 年间, 也达到了 7. 11%, 而最

高的 1963- 1965年间竟然达到了 69. 48%, 从 1991

年开始,技术进步贡献率加大, 除 1996- 2000年间

技术年均贡献率在 15. 3%以外, 其它的两个五年计

划期间,技术进步贡献率均在 35%以上,这表现了技

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将会日趋重要。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我国自从新中国成立后, 除个别年份外, 资本投

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整体上是最高的; 且其贡

献率保持相对稳定。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较低,且其贡献率波动幅度较大。在绝大多数阶段,

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之和超过了 50%,

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仍为外延型的,但随着时间

的推移,两者的贡献率之和有下降的趋势。

再者,产业结构的转换,即第一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下降,即第二、三产业在 GDP 中占比的增加,

会导致对 GDP 增长贡献率的明显提高。这也是与

我国的国情相适应的,由于在我国目前,随着第一产

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第一产业所吸纳的劳动力必

然降低,从而导致劳动力和其它生产要素从第一产

业转移到第二, 第三产业中,从而产生了资源配置效

应,最终结果是导致我国的产业结构得到优化, 促进

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十几年来,产业结构变动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劳动投入的贡献率。可以

预计,随着我国产业结构优化速度的加快,产业结构

变动的贡献会越来越重要。

最后,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整体上仍是外延

型的,仅依靠劳动、资本的大量投入来维持高速的经

济增长已经不太可能。但同时应该看到, 随时间的

推移,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正由外延型逐渐向内涵

型转变,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逐渐上升。表明了技

术进步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明显, 这对

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

义。

(二)政策建议。

近年来,我国外延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阻碍

了经济的快速平稳运行。因为为了保持经济的较快

发展,必然要进行大量的投资,其结果是经济发展主

要是靠资本投入来推动。此种做法的结果是极易导

致#经济过热∃, 此时国家不得不压缩投资额度, 这又

会造成经济增长速度的降低;而为了解决经济发展

缓慢问题, 国家必然会加大投资力度, 这又极易造成

#经济过热∃,而最终结果就是陷入到了#经济过热 %
国家压缩投资 % 经济增长速度降低 % 加大投资 % 经

济过热∃的恶性循环中,此种现象在我国已经反复出

现多次。究其原因, 关键是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为

外延型的。为解决此问题,必须要改变经济增长方

式,即从外延型转到内涵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上来。

1. 提高资本、劳动的利用效率,改变我国目前主

要依赖要素投入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局面, 达到从

外延型增长方式为主转到以内涵型增长方式为主上

来。

2.我国在搞好第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同

时,应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促使劳动等生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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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附加值较低的第一产业向生产附加值较高第

二、第三产业的转变,尽快达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

目的。

3. 技术创新步伐, 可以采取: ( 1)由以往政府为

技术创新主体转到以企业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上来,

企业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指导下,根据市场需要和自

身能力,独立自主地进行技术的研发。( 2)加强产、

学、研结合力度,改变我国目前相当多的技术成果不

能转化为现实产品的局面。使科技成果适合企业的

需要,满足市场的需求。( 3)加大研发资金( R&D)投

入力度,由于一国的技术创新与 R&D资金具有很强

的正相关性,因此政府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资力

度,企业主要加大应用研究的资金投入,同时引导风

险投资基金支持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 其结果必将

促进技术创新成果的大量涌现。

4. 加快制度创新步伐, 可以采取: ( 1)适当的竞

争能够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步伐,因此政府必须建

立公正、有序的市场竞争体系, 以便于技术的研发和

成果的成交。( 2)技术创新能够带来交易费用的降

低,从而给个人和社会带来利益,但技术成果具有一

定的公共品特征, 其他企业很容易模仿, 因此, 为了

调动主体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必须对其创新成

果进行产权保护,促使其收益内部化。( 3)加快公司

组织创新, 治理结构的创新,以及建立适当的对研发

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 从而调动他们开展研发的热

情。

5. 我国虽然劳动力丰富,但人力资本存量较低,

因此有必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 增加教育投入,

加快全体国民的素质教育,从而变劳动力的数量优

势为质量优势, 达到为经济长期发展提供充足人力

资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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