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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估计(

!QQQ

.

"##V

鲁晓东
"

连玉君!

摘
"

要
"

当前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正逐步由宏观层面转向
微观企业层面#两者具有完全不同的理论机理%针对企业

YRO

估计
中出现的同时性偏差和样本选择性偏差#一系列的最新修正方案被
提出#并形成了很多前沿的估计方法%本文对这些新方法的逻辑进
行了梳理#旨在廓清当前实际应用中存在的一些误区%利用

!QQQ

.

"##V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本文进一步应用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
方法$

]O

法和
[O

法等参数和半参数方法核算了我国主要工业企业
的

YRO

#在横向对比之后#发现半参数方法能够较好地解决传统计
量方法中的内生性和样本选择问题%

关键词
"

全要素生产率#异质企业#半参数#生产函数#

NTT

一!引
""

言
对生产率的测算是很多实证研究的基础#它通常被解释为总产出中不能

由要素投入所解释的,剩余-%这个剩余一般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

YRO

"#

它反映了生产率作为一个经济概念的本质!

T(::&,+!"#$B

#

"##U

"%首先
YRO

反映了生产过程中各种投入要素的单位平均产出水平#也就是投入转化
为最终产出的总体效率%虽然

YRO

在很多研究中被用来表示技术水平#但是
这并非是一个准确的描述#

YRO

除了与技术进步有关之外#还反映了物质生
产的知识水平$管理技能$制度环境以及计算误差等因素#因此将其统称为
生产率水平更为恰切%

经典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是从估计生产函数开始的%基于生产函数
估计方法的差异#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也存在多种方法%

T(::&,+!"#$B

!

"##U

"提出了几个划分
YRO

的维度#通过这些方法#我们可以得到
YRO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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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值或者增长率%各种计量方法可以笼统地划分为前沿和非前沿方法#如
表

!

所示%

表
!

"

全要素生产率估计方法分类

确定性方法 计量方法
参数法 半参数法

前沿分析 <)L

!数据包络分析"

R<Z

!方法"

随机前沿分析
!宏观微观"

.

非前沿分析 增长核算法
!宏观"

增长率回归法
!宏观"

代理变量法
!微观"

""

资料来源(

T(::&,+!"#$B

#

"##U

#

R&

C

./1!

%

表
!

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区分维度是宏观方法和微观方法#前者关注总量
!国家)地区)产业"生产率#而后者则是针对企业的考量%同生产要素不同#

宏观的生产率水平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微观生产率的线性加总%

!因此#在审
视这些方法的时候#必须注意到哪些方法是适用于宏观研究的#哪些是适用于
微观研究的#或者两者兼具%虽然有些方法同时适用于宏观和微观研究#但是
一个需要强调的问题是#两种方法背后的经济理念是迥异的%早期对全要素生
产率的测度主要是针对国家或者产业等宏观层面展开的#可以统称为总量方法#

总量方法主要关注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其重要目的在于揭示当
前经济表现的国别差异#此类研究肇始于索洛的增长理论%微观估计方法更多
的是从企业的生产决策本身入手#与宏观问题不同的是#企业的技术水平在某
种程度上是可以事前认知的#企业根据已知的技术水平再选择合适的要素投入
水平%这就使得很多适用于宏观生产率研究的方法#如增长核算法$参数回归
等方法并不适用于微观企业生产率研究%因此#在估计中国的工业企业生产率
之前#对研究方法进行梳理是必要的#以防止在估计过程中发生误用%

"

! 对于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而言#宏观数据其实是微观数据的加总#例如#一国的劳动力总量是地区或
者行业的汇总#而地区或行业的劳动力又是属于该地区或行业的企业从业人员的加总%

" 在现有的估计中国
YRO

的文献中#就存在这些方法的误用%例如#刘舜佳和王耀中!

"#!#

"就将半参数
方法...

[19&':+%'HO10/&'

法!后文有详述"用于估计中国的
GJ

个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水平%其实#因为
部门生产率并非企业生产率的水平加总#在行业层面上不存在生产决策问题#因此这种旨在解决模型内
生性的半参数方法并不适用于总量数据%

从行业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工业增长尤为显著#从
!QQ"

年到
"##V

年#中国的工业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
!"5JW

%因此#中国工业的增长在
多大程度上由劳动力的增长和高投资率所推动#多大程度上由各种生产要素
的生产率所推动已成为研究中国工业绩效的一个核心问题!谢千里等#

"##U

"%目前对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主要是围绕宏观层面展开的%第
一类是从经济增长角度出发#研究中国的总体

YRO

状况及其变迁!舒元#

!QQG

+王小鲁#

"###

+张军#

"##"

+郭庆旺和贾俊雪#

"##K

+等等"+另外#

考虑到能源$环境问题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渐突出#胡鞍钢等!

"##U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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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和颜鹏飞!

"##V

"将环境因素引入
<)L

模型#对已有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进行了修正%第二类总量研究是针对特定的区域#如彭国华!

"##V

"研究了
人力资本构成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李培!

"##V

"利用
<)L

对中国城
市的效率与差异进行研究%第三类总量研究主要在产业层面展开#利用产业
数据测算中国各个产业的

YRO

变化情况%如涂正革和肖耿!

"##K

"运用增长
核算法研究了中国

!QQK

.

"##"

年
GV

个两位数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
长趋势%

M12&']c

3

./0

!

"##Q

"利用修正的
$+EEH<+.

C

2(:

模型和加总的年度数
据对

!QK"

.

"##K

年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率表现进行了估算%

相对而言#针对企业
YRO

的文献较少%谢千里等!

"##U

"利用
!QQU

.

"##K

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利用参数方法计算了中国的企业层
YRO

%张杰等!

"##U

"利用江苏省本土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利用生产函数
法对企业

YRO

进行了测算%张杰等!

"##Q

"使用
!QQQ

.

"##G

年间的全部国
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工业统计数据#运用非参数

]O

法估计了企业
YRO

水平值#另外#

f.

!

"#!#

"也使用类似的数据和方法进行了估计#但是
由于二者研究的主题在于企业生产率与出口的关系#因此并未报告相关的
YRO

测算结果%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随着企业统计数据可获得性的增强#中
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总体趋势正在由宏观走向微观%但是目前没有系统的
使用半参数以及矩方法的研究#更缺少运用多种估计方法的横向比较研究%

基于此#本文针对传统生产函数法在估计企业层
YRO

上的种种缺陷#提出多
种修正方案#并利用中国

!QQQ

.

"##V

年的全部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
工业企业统计数据估算了其全要素生产率%

在此引言之后#本文首先针对企业层全要素生产率的传统估计方法存在
的弊端#从多个角度提出修正的思路#由此形成了基于固定效应$半参数和
广义矩等方法的

YRO

估计方法+第三部分对本文使用的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
据进行描述性分析#然后利用本文所提出的方法分别估计了

YRO

水平值#并
对估计结果做横向比较+接下来分别在产业层面和地区层面对

YRO

进行加总
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二!企业层全要素生产率估计方法
对于全要素生产率估计通常是从拟合生产函数开始的#因为在总量层面

上#总产出总是无法全部被要素投入解释#即存在生产函数的,剩余-%因
此#在传统意义上#全要素生产率被理解为扣除要素贡献后的,剩余-生产
率水平#或者是由于技术进步以及制度改良等非生产性投入对于产出增长的
贡献%尽管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微观的企业概念#但是早期囿于数据的局限#

全要素生产率通常基于宏观数据进行估计#例如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就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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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等宏观要素投入等%近年来#由于企业层统计数据的出现使得在微观层面
估计全要素生产率成为可能%

在估计全要素生产率之前#通常要对生产函数的形式进行设定%在实际
应用中#

$+EEH<+.

C

2(:

生产函数!

$H<

生产函数"成为最为常用的函数形式#

还有部分文献采用更为灵活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

Y/(':H2+

C

"#相对于
$H<

生
产函数#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放松了常替代弹性的假设#并且在形式上更具灵
活性#往往能更好地避免由函数形式误设所带来的估计偏差!王争等#

"##J

"%

尽管后者在理论上具有诸多优点#但是在实际估计过程中却不能提供比
$H<

生
产函数更多的信息#而

$H<

生产函数由于其结构简约易用#而且对于规模经济
的测度直观且符合常理而更受青睐%

$H<

生产函数通常采用以下形式(

T

'"

,

G

'"

8

-

'"

R

"

'"

# !

!

"

T

'"

表示产出#

8

'"

和
R

'"

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的投入%

G

'"

即是通常所说的全要
素生产率!

YRO

"#它能够同时提高各种要素的边际产出水平%通过对!

!

"

式取对数可以将其转化为如下线性形式(

E'"

,-

$

'"

-

"

U

'"

-

;

'"

# !

"

"

其中
E'"

$

$

'"

和
U

'"

分别表示
T

'"

$

8

'"

和
R

'"

的对数形式%!

"

"式的残差项包含了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G

'"

"对数形式的信息%通常可以对!

"

"式进行估计从而
获得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值%

G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的弹性系数将会被高估#而资本投入的弹性系数则是低估的#因为相对于资本投
入#厂商更容易在短期内根据对生产率的判断来调整劳动力投入#所以它们与生产率的相关性更高%

但是#当把以上简单线性估计方法用于企业
YRO

估计时#将会产生不可
避免的计量技术问题#即同时性偏差!

:&,.20('1&0

3

E&(:

"和样本选择性偏差
!

:121*0&9&0

3

('F(00/&0&+'E&(:

"%其中最为突出就是生产决策的同时性!

:&,.2H

0('1&0

3

"问题%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企业的效率有一部分在当期是可以被观
测到的#依据最大化生产原则#企业决策者根据这些信息即时调整生产要素
的投入组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误差项代表

YRO

的话#那么其中一部分
!被观测部分"会影响到要素投入的选择#即残差项和回归项是相关的#这就
会使得

][M

的估计结果产生偏误%

G这一长期困扰经典生产函数的问题早在
!Q??

年就已经被
T(/:*%(I('FL'F/1A:

!

!Q??

"提出来%为了解决这一问
题#可以将!

"

"式的残差项做以下形式的分拆(

E'"

,-

$

'"

-

"

U

'"

-

'"

-

!

'"

# !

G

"

其中
'"

是残差项的一部分#可以被企业观测到并影响当期要素选择%

!

'"

是真
正的残差项#包含不可观测的技术冲击和测量误差%以上问题可以通过多种
方法进行克服#从而也就产生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多种估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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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估计生产函数过程中容易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样本选择性偏差%它主
要是由于生产率冲击和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存在相关关系造成的%一般来说#

如果一个企业的资本存量较大#那么在面对低效率冲击时#其留在该市场的
概率要远远高于那些具有较低资本存量的企业#因为这种规模较大的企业往
往对未来的收益抱有更高的预期#从而不会轻易退出目前的市场%这就使得
在面对低效率冲击时退出市场的概率和企业资本存量存在负相关关系#从而
使得资本项的估计系数容易出现低估偏误%针对以上可能出现的问题#研究
者提出了不同的改进方法%

!一"针对同时性偏差的修正方法

!%

固定效应估计技术
如果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影响企业决策的那部分可观测的

YRO

是因企业而
异的#而且是跨时不变的#那么在面板数据条件下#一个相对简单的方法是
使用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方法估计%该方法是在!

"

"式的基础上引入企业个体
虚拟变量#从而解决由于

'"

存在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进而获得对生产函数
的一致无偏估计%

但是以上方法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缺点(首先#对样本数据类型有要
求#只有面板型数据才能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方法进行最小二乘估计+其次#

数据中大量的信息将会被弃之不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只考虑跨个体
的变化#在估计值中无法体现出时间变化所带来的信息#等于抹去了

'"

的下
标
"

#这就使得被估参数难以得到最大限度的识别+最后#对
'"

跨时不变的
假定太过苛刻#难以在企业实际操作层面找到令人信服的论据支持%

"%]221

3

HO(I1:

法!简称
]O

法"

鉴于固定效应方法存在以上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

]221

3

('FO(I1:

!

!QQJ

"发展了基于一致半参数估计值方法!

*+':&:01'0:1,&H

@

(/(,10/&*1:0&H

,(0+/

"%该方法假定企业根据当前企业生产率状况#据此做出投资决策#因
此用企业的当期投资作为不可观测生产率冲击的代理变量#从而解决了同时
性偏差问题%该方法主要由两个步骤构成(

首先需要建立企业当前资本存量和投资额之间的关系#

]221

3

('FO(I1:

构建了下式(

R

'"

-

!

,

!

!

/)

"

R

'"

-

9

'"

# !

?

"

? 如果使用永续盘存法!

@

1/

@

10.(2&'91'0+/&1:,10%+F

#

OST

"#用企业的投资额来构建当前资本存量%后
者包含了投资额的历史数据#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满足正交性前提%

其中
R

是企业的资本存量#

9

代表当期投资%该式表明企业的当前资本价值
与投资是正交的%

?另外#该过程假定#如果对于 的未来抱有较高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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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企业倾向于提高当期的投资#也就是说#当期 越高#那么当期的投资
额也会越高%基于此#构建一个最优投资函数如下(

'

'"

,

'

"

! #

U

'"

"

%

!

K

"

""

求该最优投资函数的反函数#假定
>

!"

P'

`!

!"# 可以写作
'"

,

>

"

!

'

'"

#

U

'"

"

%

!

J

"

""

因此#将!

J

"式代入生产函数估计方程#得
E'"

,

"

4

$

'"

-(

4

U

'"

-

>

"

!

'

'"

#

U

'"

"

-

!

'"

%

!

V

"

""

!

V

"式右边前一项代表劳动的贡献#后一项表示资本的贡献%将后一项
定义为

7

'"

,(

4

U

'"

-

>

"

!

'

'"

#

U

'"

"

%

!

U

"

7

'"

可以由一个包含投资额和资本存量对数值的多项式来表示#定义其估计值
为.

7

'"

%因此#通过第一步可以估计以下方程(

E'"

,

"

4

$

'"

-7

"

-

!

'"

%

!

Q

"

""

通过对!

Q

"式的估计#可以获得劳动项的一致无偏估计系数%接下来#

使用已估计的系数来拟合由投资额和资本存量构成的多项式.

7

'"

的值%

在获得了劳动项的估计系数之后#第二步的重点在于估计资本项的系数%

首先定义̂
'"

P

E'"

`

V

"

4

$

'"

#然后估计以下方程(

^

'"

,(

4

U

'"

-

@

!

7

"

/

!

/(

U

'"

/

!

"

-

%

'"

-

!

'"

# !

!#

"

其中
@

!4"是一个包含
7

和资本存量滞后期的函数%与第一步的思路相同#该
函数可以由

7

"`!

和
U

"`!

的高阶多项式估计%但是在实际的估计过程中#第二
步估计要比第一步复杂得多#因为该式中同时含有资本存量

U

的当期和滞后
期#如果忽视这一点将会获得无效的估计量%也就是说#要想获得有效估计
值#必须保证资本存量的被估系数始终保持一致#无论是其当期还是滞后期#

这就需要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来完成%

一旦!

!#

"式被估计完成#那么生产函数中所有系数都会被成功估计%

利用这一结果#我们可以拟合方程!

!

"来获得残差的对数值#这也就是全要
素生产率的对数值%

G%[19&':+%'HO10/&'

方法!简称
[O

法"

在满足一系列假定的条件下#

]221

3

HO(I1:

方法可以提供对企业层生产函
数的一致估计值%其中一个假定是要求代理变量!投资"与总产出始终保持
单调关系%这就意味着那些投资额为零的样本并不能被估计%事实上#由于
并非每一个企业每一年都有正的投资#从而使得很多企业样本在估计过程中
被丢弃掉了%

[19&':+%'('FO10/&'

!

"##G

"针对这一问题发展了一种新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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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生产率估计方法%该方法并不是使用投资额作为代理变量#而是代之以
中间品投入指标#从数据的角度出发#中间品投入更易获得%除此之外#

[19&':+%'('FO10/&'

!

"##G

"还提供了几种检验代理变量合意度的方法#通
过这些方法可以大大扩展代理变量的遴选范围%

K

[O

方法使得研究者可以根据
可获得数据的特点灵活选择代理变量J

%

K

[19&':+%'HO10/&'

方法比
]221

3

HO(I1:

方法在操作上要复杂得多#但是在
M0(0(

环境下#借助扩展命令
219

@

10

#可以大大提高估计的效率#关于该命令的使用方法可以参见
[19&':+%'('FO10/&'

!

"##G

"%

J 关于代理变量的选择原则请参见
[19&':+%'('FO10/&'

!

"##G

"%

?%NTT

法
[19&':+%'HO10/&'

方法与
]221

3

HO(I1:

方法都属于半参数的估计方法#除
此之外还存在一些其他方法可以为生产函数提供一致估计#例如由

=2.'F122

('F=+'F

!

!QQU

"提出的一种广义矩方法%该方法旨在解决模型存在的内生
性问题%上文提到的同时性偏差问题可以通过

=2.'F122('F=+'F

!

!QQU

"方
法克服%该方法的基本理念是通过加入工具变量来解决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

对于生产函数的估计而言#一个自然的工具变量就是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值%

因为它在
"̀ !

期确定的#因此不会与当期的技术冲击有关%

但是#该方法也存在两个显而易见的缺点%首先# 可能包括的冲击不
仅与当期因素有关#而且也包括一些长期因素#例如#存在以下固定效应(

'"

,

'

-

I

'"

%

!

!!

"

""

处理固定效应最简单直接的方法之一就是对上式采取一阶差分#得
#

E'"

,-

8

#

$

'"

--

T

#

3

'"

--

R

#

U

'"

-#

I

'"

%

!

!"

"

""

在此假定下#两期滞后项将是合适的工具变量%但是#固定效应
"

并不
是造成

"

期的技术冲击与
" !̀

的要素投入相关的唯一原因#

I

'"

的序列相关也有
可能引起这种后果%比如说一个企业所遭受的短期技术冲击影响超过一期(

I

'"

P

2

I

'"`!

_

$

'"

%因此有
E'"

/

!

/

"

$

'"

/

!

/(

U

'"

/

!

/

'

,

I

'"

/

!

%

!

!G

"

""

生产函数可以写作
E'"

,

"

!

!

/

2

"

-

2

E'"

/

!

-

"

$

'"

-(

U

'"

/

2"

$

'"

/

!

/

2

(

U

'"

/

!

-

$

'"

%

!

!?

"

""

接下来#通过差分消除模型中的固定效应#得
#

E'"

,

2

#

E'"

/

!

/

"

#

$

'"

-(

U

'"

/

2"

#

$

'"

/

!

-

2

(#

U

'"

/

!

-#

$

'"

%

!

!K

"

""

为了识别
2

可以使用
E'"̀ "

作为工具变量%

其次#

NTT

估计需要样本具有足够长的时间跨度#因此
NTT

方法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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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样本进行大量的差分和滞后值处理#以创建合意的工具变量%从而使得
该方法的应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二"针对样本选择偏差的修正方法
在实际的估计样本中#经常会碰到在某些年份$某些样本值缺失的情况#

如果该值的缺失是由于非随机!

'+'H/('F+,

"因素!例如企业由于经济不善
而退出市场"造成的#那么对这个样本的估计就是有偏的%针对这一问题#

可以考虑使用平衡样本来估计#但是这又会造成新的问题(由于企业规模大#

资本存量高的企业往往具有更高的危机应对能力#因此在面对生产效率的冲
击时更容易留在市场#而退出市场的更有可能是那些资本存量相对小的企业#

这就使得模型的残差项和资本项出现负相关关系#造成估计结果的有偏性%

其实#在
]221

3

('FO(I1:

!

!QQJ

"中已经考虑到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
相应的解决方案%在通过构造一个包含投资额和资本存量对数值的多项式

7

'"

来获得劳动投入的一致无偏估计之后#使用一个生存概率!

:./9&9(2

@

/+E(E&2H

&0

3

"来估计企业的进入和退出#从而控制样本选择的偏误%一个企业的最优
化决策可以通过下面的

=122,('

方程来刻画(

^

'"

!

R

'"

#

#

'"

#

1

'"

"

,

T(D

8

#

M.

@

9

'"

&

#

3

'"

!

R

'"

#

#

'"

#

1

'"

&

"

/

)

!

9

'"

"

-

2

6 ^

'

#

"

-

!

!

R

'

#

"

-

!

#

#

'

#

"

-

!

#

1

'

#

"

-

!

"

Q

J

# $'

'"

#!

!J

"

其中#

!

'"

!4"表示企业的利润函数#

)

!4"表示当前的投资成本#

2

是折现因
子#

6

24

7

J

'"

3表示
"

时期的信息集合
J

'"

对未来的预期因子%

=122,('

方程表
明当企业的清算价值

8

超过其预期的折现回报时#企业将退出市场%因此存
在着以下的退出函数(

0

'"

,

!

# 如果
1

'"

&

1

/

'"

!

R

'"

##

'"

"

#

#

=

(

)

其他 %

!

!V

"

""

这里#

0

表示生存状态#当它为
!

时表示继续经营#为
#

时表示退出市
场%企业的退出决策依赖于一个技术临界值

1

`

#如果实际生产率高于这个临
界值#则企业继续经营#否则将会退出该行业#因此我们可以使用下面的
O/+E&0

模型来刻画上述决策机制(

O/

!

0

'"

,

!

Q

J

'

#

"

/

!

"

,

O/

!

0

'

#

"

,

!

Q1

'"

/

!

#

V

1

'

#

"

!

U

'

#

"

-

!

""

,

+

!

'

'

#

"

/

!

#

U

'

#

"

/

!

"

%

!

!U

"

""

在第二步回归中#可以将上述的
O/+E&0

拟合值代入方程!

!#

"#得(

^

'"

,(

4

U

'"

-

@

!

7

"

/

!

/(

U

'"

/

!

#

V

7

"

/

!

"

-

%

'"

-

!

'"

%

!

!Q

"

""

在这个扩展方程中#

@

!"可以通过一个包括
7

"`!

$

U

"`!

$

V

7

"`!

的高阶多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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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因此#即使在存在样本选择偏差的情况下#这种处理方式仍然可以获
得对资本项的一致估计值%

三!数据描述与
YRO

估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是针对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数据来源于

!QQQ

.

"##V

年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库%该数据库由国家统计局每年对销售额在
K##

万
元以上的大中型制造型企业进行统计整理而得%截至

"##V

年年底#该数据库
共收录了中国

G!

万多家企业#占中国工业总产值的
QKW

左右%为了结果的可
靠#我们选取了其中的制造业企业#并对数据做了如下筛选(一是去除了遗
漏变量的样本#例如删除了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从业人员
等数值为

#

的样本+二是去除了企业规模较小的样本%

对于企业层面的固定资本存量的核算#本文采用,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
据库-所提供的固定资产合计指标作为基础#因为按照会计记账原则#该指
标包括了固定资产原值$工程物资$在建工程$固定资产清理$待处理固定
资产净损失等项目#因而相对较为准确地刻画了企业的资本状况+由于,中
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库-中没有固定资产投资这一指标#本文参照了宏观的
资本存量的核算方法#根据!

?

"式的变形
9

"

PR

"

`R

"`!

_N

"

进行估算#其中
R

表示固定资产总值#

N

为固定资产折旧%

另外#为了客观反映资本和劳动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样本中的所有名
义变量都是以

!QQQ

年为基期的实际值#其中工业增加值使用企业所在地区工
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平减#实际资本!固定资本存量"使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
指数平减#平减指数均取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经过以上处理#本文所使
用的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如表

"

所示%

表
"

"

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
变量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总产出
2'T VGQ"! !"BK" !B"V "BGJ !QB#!

增加值
2'T

1

(FF VG""J !!B!U !BG# "B"V !VB"Q

中间投入
2'& VGQ"! !"B"" !BG# #B#G !UBQG

资本
2'R VGQ"! !#BKJ !B#G GBUQ !UB#K

劳动力
2'8 VGQ"! VBV" !B!U #BKQ !"B!K

投资
2'9 G"K?V QB#Q "BG" #B!Q !JBU?

企业年龄
(

C

1 VGQ"! !UB"! !GBUJ !B## KQ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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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估计方法及其说明
我们利用上述固定效应法$

]O

法和
[O

法具体估算我国工业企业
!QQQ

.

"##V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作为以上估计方法的参照#我们同时用最小
二乘法对模型做出了估计%

在
][M

和固定效应估计中#本文使用的基本模型如下(

2'T

'"

,

"

#

-

"

U

2'R

'"

-

"

$

2'8

'"

-

#

3

)

3

3

1(/

3

-

#

?

,

?

/1

C

?

-

#

U

9

U

&'F

U

-#

'"

# !

"#

"

其中#

T

'"

表示企业
'

在
"

年的工业增加值#

R

和
8

分别为企业固定资产和从
业人员规模#

3

1(/

$

/1

C

和
&'F

分别是代表企业年份$地区和行业的虚拟变量%

#

表示在生产函数中无法体现的随机干扰以及测量误差等因素%按照
YRO

的
定义可知(

2'YRO

'"

P

"

#

_

#

'"

#由此可以得到
YRO

的绝对水平值(

YRO

'"

,

2'T

'"

/

"

U

2'R

'"

/

"

$

2'8

'"

%

!

"!

"

""

有两点值得说明的是( !

!

"在实际的
YRO

估计过程中#我们控制了行
业$年份以及地区因素%!

"

"

T

'"

代表工业增加值而非总产出#之所以这样做
主要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增加值并不包含中间投入#主要反映了企业
的最终生产能力#因此在概念上更为贴合+其次#中国企业的总产值与中间
投入之间高度相关#在本文的研究样本中#二者的相关系数高达

#5UJVK

#而
在一组本文未报告的估计中#中间投入的产出弹性达到了

#5U!"

#大大压缩了
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弹性值%

按照
]221

3

('FO(I1:

!

!QQJ

"的基本思路#同时借鉴
[+1*I1/

!

"##V

"将
企业出口行为决策引入到

]O

框架的具体做法#我们估计了以下模型(

2'T

'"

,

"

#

-

"

U

2'R

'"

-

"

$

2'8

'"

-

"

#

(

C

1

'"

-

"

4

:0(01

'"

-

"

!

)d

'"

-

#

3

)

3

3

1(/

3

-

#

?

,

?

/1

C

?

-

#

U

9

U

&'F

U

-#

'"

# !

""

"

其中#

'

代表企业#

(

代表行业#

(

C

1

表示企业的年龄#

:0(01

表示企业是否为
国有企业#

)d

是表示企业是否参与出口活动的虚拟变量#其他变量的含义同
上%为了解决最小二乘估计过程中存在的同时性偏差和样本选择偏差#我们
采用

]221

3

HO(I1:

的半参数三步估计法%其中#状态变量!

:0(01

"为
2'R

和
(

C

1

+控制变量!

*9(/:

"为
:0(01

和
)d

+代理变量!

@

/+D

3

"为企业的投资
!

2'9

"+其他变量如
3

1(/

$

/1

C

以及
&'F

均为自由变量!

;/11

"+而退出变量
!

1D&0

"为
1D&0

#该变量根据企业的生存经营情况生成%

根据表
"

#本文所选用的样本中仅有
??W

的企业有对应的投资数据#从
而造成了大量样本的丢弃#因此#我们按照

[O

法的设计#将中间投入代替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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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作为可观测生产率的代理变量使用#另外在估计过程中融入广义矩方法#

用资本当期值和代理变量的一阶滞后值作为工具变量%

四!估计结果%比较与说明

!一"投入要素贡献率分析
在估计全要素生产率之前#我们先对生产函数的估计结果进行初步分析#

从而确定各种投入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为了考察所有权特征对于
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进一步将样本区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进行考察%

由于我们使用工业增加值而非工业总产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因此回归项中并
未包含中间投入%另外#在实际估算过程中#我们控制了产业$地区和时间
等因素%四种方法的估计结果如表

G

所示%

表
G

"

基于四种企业
YRO

估算方法的资本和劳动估计系数比较
最小二乘法

R)

方法
全部 国有 非国有 全部 国有 非国有

2'R

LBMNO

!!!

#B?!!

!!!

#B"?Q

!!!

LBMPQ

!!!

#B?!G

!!!

#BG#?

!!!

!

NRBSQ

" !

K!B#!

" !

V"B#?

" !

TMBTS

" !

G?B#K

" !

K"BG?

"

2'8

LBTSM

!!!

#BKKK

!!!

#BK"V

!!!

LBTSL

!!!

#BK#?

!!!

#B?V!

!!!

!

NPBOR

" !

GVBV!

" !

U"BQQ

" !

NRBMM

" !

G?B""

" !

V"BGK

"

1 ROUMS !UU?Q KK#V" RMUMT !UU?Q K?#VQ

]O

法
[O

法
全部 国有 非国有 全部 国有 非国有

2'R

LBOTL

!!!

#BGU?

!!!

#BG??

!!!

LBOOM

!!!

#B"UQ

!!!

#BG"?

!!!

!

SSBLM

" !

VB?J

" !

QBQJ

" !

TLBLL

" !

VBKK

" !

!KBUK

"

2'8

LBQLL

!!!

#B?KK

!!!

#B?#!

!!!

LBSSP

!!!

#B!!"

!!!

#B!?!

!!!

!

POBMR

" !

"?BKQ

" !

?#BQ!

" !

MRBUN

" !

JBV"

" !

"?B"K

"

1 OMLSP !!"JG "#VKG ROUMS !UU?Q KK#V"

""

注(括号内为
"

值#

!!!表示
!W

的显著水平%

与传统的最小二乘法相比#采用固定效应方法估算的资本和劳动投入弹
性系数差异不大#说明该方法并未很好地克服传统

$H<

生产函数估计中存在
的问题%而采用半参数

]O

法估算的
$H<

生产函数中投资投入的系数#要高
于传统

$H<

生产函数方法以及采用固定效用方法所估算的资本投入要素的系
数#而

]O

方法估算的
$H<

生产函数中劳动力投入要素的系数#要低于传统
$H<

生产函数方法以及固定效用方法所估算的劳动力投入要素的系数%这个
结果与

]221

3

('FO(I1:

!

!QQJ

"$

=&1:1E/+1*I

!

"##K

"以及
[+1*I1/

!

"##K

"

等的估计结果相一致#这表明使用
]O

方法可以较好地处理样本数据相互决
定偏差!

:&,.20('1&0

3

E&(:

"所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和样本选择偏差所引起的偏
差问题!

:121*0&+'E&(:

"%而基于
[O

方法的资本投入弹性略小于基于
]O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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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估计值#但劳动投入弹性却显著地降低了#这会扩大全要素生产率的绝对
值%因此#以中间投入作为工具变量的

[O

方法并不显著地优于以投资额作为
代理变量的

]O

法%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差异#所有
的四种方法都显示国有企业的资本弹性值大都高于非国有企业#这说明资本
投入在国有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相对更大的作用#而劳动投入的弹性值则
差异不大%两者相加说明国有企业发展更多地依赖要素投入的增长#尤其是
较高的投资率%由于本文并未区分企业从业人员的技术类别#因此从总体而
言#尽管国有企业员工的平均报酬率要大大高于非国有企业#但是他们对企业
发展的贡献并不显著地高于非国有企业%另外#考虑到全要素生产率是扣除要
素投入后的,剩余-#从表

"

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利用
]O

方法估算出的企业全
要素生产率要小于利用传统

$H<

生产函数方法所估算出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V 由于
NTT

方法要用到变量的滞后值#以及进行差分操作#因此对样本的时间跨度有一定要求!

*+,

@

1H

0&0&+'

的那篇文章"#尽管本文在实际试验中按照
NTT

法获得了估计结果#但是由于所使用的样本仅包
括

V

年的数据#因此估计结果并没有很好的说服力#如读者需要估计程序和结果#可来函索要%

!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总样本
接下来#我们使用前文介绍的五种方法中的四种V

#对中国的工业企业的
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计%由于使用的是大样本#各种方法所获得的有效估
计点均在

G

万以上#为了全面展示估计值的分布特征和动态变化#本文画出了
各种方法的

YRO

水平值的核密度函数图#并叠加到一幅图中进行比较分析!见
图

!

"%

图
!

"

YRO

估计值的核密度函数图(多种方法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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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偏度.峰度检验U

#四种方法估计出来的
YRO

水平值均在极高的置信
水平上拒绝了正态性假设+

YRO

的均值以
[O

方法估计的为最大#达到了
J5KJ

#其他依次为固定效应法$

]O

法和最小二乘法#如果以
][M

方法为分
析基准#那么剩余的其他的方法均对

YRO

的绝对值有放大效应%虽然四种方
法估计的

YRO

性状相似#但是通过统计量对比#仍然可以发现一些差异(首
先#四者的偏度均小于

#

#即分布呈负偏态#其中以
]O

方法估计的
YRO

偏
度绝对值最大#达到了

#5GG#Q

#所以该方法下有更多的值落在众数的左侧+

其次#峰度最高的是基于最小二乘法的
YRO

估计值#峰度值为
K5"#J!

#说明
该分布更为陡峭%

U 由于本文使用的样本足够大#因此通过计算偏度和峰度来进行比较分析是可靠的%一般说来#当观测
数据数目

1

'

"##

时#反映偏态系数的偏度统计量才较可靠%当
1

'

!###

时#计算出的峰度统计量才较
可靠%

四种方法计算的
YRO

的相关系数矩阵如表
?

所示#为了考察它们与劳动
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关系#我们在该矩阵中加入这两个值%参数方法和非
参数方法之间的相关性极高#而

YRO

与单要素生产率的相关性比较低#这说
明我国工业企业中非劳动和资本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表
?

"

各种方法下
YRO

估计值的相关性!加入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

YRO

1

][M YRO

1

R) YRO

1

]O YRO

1

[O

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
YRO

1

][M !

YRO

1

R) #BQQ"K !

YRO

1

]O #BQQUU #BQQ?? !

YRO

1

[O #BQ?!Q #BQG!U #BQK? !

劳动生产率
#B?G!Q #B?KGG #B?G#! #BGK## !

资本生产率
#B""Q? #B"#J" #B""!J #B!QK# #BGU#U !

!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跨行业比较分析
在分析了中国工业企业的整体表现之后#我们进一步从产业层面进行考

察%根据以上对几种方法估计结果的对比#半参数方法获得了相对良好的估
计结果#因此在下文中我们主要以

[O

方法获得的
YRO

估计结果作为分析的
基础#分别在行业层面和地区层面进行加总%另外值得强调的一点是#本文
的

YRO

测算是针对企业的微观的#因此即使进行各种加总所获得的
YRO

反映
的是该行业!地区"所有企业的生产率平均表现水平#而非宏观意义上的行
业!地区"的技术进步水平#二者在内涵上也存在根本差别%

另外#对于中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而言#生产效率的动态变化具
有更为重大的意义#下文的研究重点关注

YRO

增长率%我们首先计算了每个
企业从

!QQQ

.

"##V

年的
YRO

增长率#然后以每个企业的工业增加值为权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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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了
!?

个行业的加权
YRO

增长率#然后对获得的
U

个行业的
YRO

增长率进
行几何平均#获得了

Q

年内行业的平均
YRO

增长率#计算结果如图
"

所示%

Q

Q 为了便于比较各个行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地位#我们在图
"

中加入各个行业的工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
总值的份额%由于该份额是使用本文处理后的样本计算的#因此可能与统计年鉴中公布的数据有一定
差异%

!# 根据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布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和办法'#我国
的高新技术产业主要包括微电子科学和电子信息技术材料科学和新材料技术$光电子科学和光机电一体
化技术等

!!

大类%

图
"

"

!QQQ

.

"##V

年中国工业企业
YRO

增长率(分行业加总

!QQQ

.

"##V

年
!?

个行业中生产率增长最快的是金属冶炼$电子通信$

仪器仪表#它们的
YRO

增加值分别为
?5VW

$

G5QJW

和
G5JVW

%三个行业均
属于高新技术产业!#

%这一方面说明高新技术产业是生产率提高最为快速集中
的产业#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国的产业扶植政策在近几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其中金属冶炼在整个行业增加值中的比重达到
!JW

#这对于整个工业企业整
体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行业的平均生产率增长较慢的大都属于一些
传统行业#如食品饮料烟草$服装$纺织业等%这说明传统行业的技术革新
是具有一定难度的#另外#由于这些行业大都具有劳动密集的特点#劳动力
投入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具有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尽管该类产业
的技术水平发展较慢#但是由于吸纳了大量低技术劳动力的就业#因此对工
业经济的整体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高技术行业生产率快速增长和低技术行业生产率增长缓慢的情况下#

我国的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存在一个非收敛的趋势%虽然这种趋势在某种程度
上符合行业发展的周期性规律#但是也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因
此#如何加强传统行业的现代化改造#提高其技术进步水平是未来工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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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的重点之一%

!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跨地区比较分析
对所有的工业企业的

YRO

在产业层面进行汇总平均之后#我们继续从地区
层面上进行研究%中国经济具有典型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特征#各个地区的企业
的技术水平及其技术进步表现存在何种差异#是本部分着力回答的问题%对于
数万家企业的处理方法与上文类似#为了进一步比较#我们同时计算了

G#

个省
区的

YRO

平均值$

!QQQ

.

"##V

年
YRO

平均增长率$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
的水平值与增长率$各省区企业增加值占总样本的比重%计算结果如表

?

所示%

表
?

"

!QQQ

.

"##V

年中国工业企业
YRO

水平值与增长率!

W

"分地区加总

省区
YRO

!

[O

方法估计" 资本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
水平值 增长率

!

W

"

水平值 增长率
!

W

"

水平值 增长率
!

W

"

份额!

W

"

安徽
?BGV GBV? !B#" UBGG !J!B!J "#BJ" "BJ#

北京
?B?U "B!! !BUV VB## "KGBK! VB?V GB"#

福建
?BKG "B?U !BVQ !#BJJ !J!BG" !#B"J ?B##

甘肃
GBVK !BQG #BKG !#BQG JGBUG !!BJV #BJ"

广东
?BK! "B?? "B#J !JB!? !QUB!K QBVV !QB##

广西
?B## GBQ" #BVK JBU# QKBVG "#BV# #BV!

贵州
GBQJ !BVG #BJK VB?K VUBVG !"B?J #BJ"

海南
?BKJ GB?K "B!G G!BGU "JKBVJ "#BKG #B""

河北
?B!" GBGK #BUJ JB#U !"GB?K !VBQU GB"#

河南
?B#V ?B"V #BU" !JB!" UVBG# "GBKQ "BU#

黑龙江
GBKU GB!# #B?J QBQU V!B#U !!B?! #BV"

湖北
?B"U "BQJ !BJV "#BG? !"QBKG "#BQ" "BQ#

湖南
?B#K KB!Q #BV# !QB!J QQBV! "KB!" !B?#

吉林
?B"G "BJK #BVQ KB#Q !V!BKK !KBGG "B##

江苏
?BJG "B!" !BGQ !!B!? "#?B"K !GBG# !KB##

江西
?B!G "B!V #BVG JBGV !#KBKQ !"BG? !B"#

辽宁
?B!? GBKG !B#U "!B## !JQB?G !UBU# "BQ#

内蒙古
?BG" KB#K !B"K !JB!? !?!BV? GKBQJ !B?#

宁夏
?B"# !B?# #BU# JBV" !#GB!V !?BUG #B"G

青海
GBQV ?BGV #B?? !GB"G !#GBU! !?B"U #B!U

山东
?B?! GB#" !B"J !GBU" !K!B#V "KB!U !#B##

山西
GBVU ?BGG #BK! VBJU KQBJQ "KB!Q !B##

陕西
GBQU "BUQ #BJJ KBK# Q!B"V UBUK !BG#

上海
?BJU "BK! "B"! !JBUV "Q#B"V !?BG? !#B##

四川
?BGV GBQ? !B"K !JBK# !GGBG! "#B?K GB!#

天津
?B?? GB?# !B?! "GBUK "!"B?J "#B!J GB##

新疆
GBKJ !B#! #B?! !#B?? JQBQU !!BJK #B"K

云南
?B"? !B?J #BVJ KBUV !Q#BGJ JB#G !BU#

浙江
?BGU !BUQ !B!V QBG" !"QBKK !!B"U VBQ#

重庆
?B?! GBJQ !B!Q !#BQQ !?!B#! !#B?K !BJ#

""

通过表
?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具有相对
较高的

YRO

水平#而中东部地区的企业的
YRO

水平相对较低%例如#

YRO

水平值最高的五个省区!福建$广东$海南$江苏和上海"全部集中在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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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而
YRO

水平值最低的五个省区!新疆$山西$黑龙江$贵州和甘肃"

则属于西部地区#其中黑龙江属于东北老工业基地#是中国传统工业企业较
为集中的地区#这类企业整体上依靠资源投入#因此要素的生产率普遍不高%

山西属于中部地区#煤炭企业和化工企业是其工业结构的主体#因此
YRO

整
体水平较低%第二#内陆企业具有相对较高的

YRO

增长率#说明中国的工业
企业在总体上存在收敛趋势#这与谢千里等!

"##U

"使用参数方法获得的结
果一致%有些省区表现出明显的追赶现象#如山西$青海和湖南#但是#对
于这种追赶的可持续性有待于进一步检验#因为虽然国有企业改制$相关财
政政策扶持已经后发优势促成了生产率暂时的高增长#但这并不必然能使西
部地区的落后现象得到实质性的改善#这一点我们在分析资本和劳动生产率
增长情况时会进一步说明%另外#西部省区的生产率表现也不尽一致#有些
西部省区#如贵州和新疆#同时具有较低的

YRO

水平值和增长率#追赶乏
力#有被长期锁定在生产率低端的趋势%第三#通过表

?

的资本生产率和劳
动生产率的对比可以发现#这两者具有与

YRO

相似的地区分布规律(东部沿
海地区具有相对较高的资本和劳动生产率#而东北部和中西部的表现稍弱#

地区企业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再度得到了验证%第四#虽然
YRO

的估计显示了
中部地区和沿海地区的收敛#但是采用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估计的结果
却出现了不同的结果%结果显示#中西部地区并不具有较高的资本或者劳动
生产率的增长率#这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和劳动力资源整体由西向东迁移造
成的#结果使得中西部地区存在资本和劳动力的双重稀缺%

!!

!! 由于本文研究的对象是工业企业#因此使用的劳动力是各个企业的从业人员数#而非整个社会的劳动
力总数#因此西部地区的闲散劳动力并未考虑在内%因为很多中西部劳动力并未在当地就业#如果将这
些劳动力强行算做西部地区企业的就业#势必提高其资本生产率#而降低其劳动生产率%

五!结
""

论
随着经济理论模型的分析对象逐渐由宏观向微观企业拓展#以及企业统

计数据的可获得性日渐增强#针对微观企业生产率的经验研究成为最近文献
增长较为迅速的一个领域%本文着眼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方法中存在
的同时性偏差和样本选择偏差等问题#对当前各种前沿的修正方法进行了梳
理#并重点强调

YRO

估计的宏观方法和微观方法的机理差异#试图廓清当前
对于企业层

YRO

测算存在的一些误区%然后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
法$

]O

法$

[O

法等参数和半参数方法对
!QQQ

.

"##V

年中国的工业企业的全
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计#得到以下基本结论(

首先#从估计方法上讲#固定效应方法并不能有效解决最小二乘估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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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V

""

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而
]O

方法可以较好地处理变量相互决定偏差所引起的内
生性问题和样本选择偏差所引起的问题%而作为

]O

法改良方案之一的
[O

方
法尽管较好地解决了数据丢失的问题#但是从估计结果上来看#以中间投入
品作为工具变量的

[O

方法并不显著地优于以投资额作为代理变量的
]O

法%

其次#按照
T(::&,+!"#$B

!

"##U

"的解释#

YRO

反映的并非只是技术
水平#它刻画的是要素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总体效率#因此还包含了生产中的
知识水平$管理技能$公司治理策略$资源配置能力等诸多因素#本文的研
究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与资本和劳动生产率的相关性较低#说明我国的工
业企业成长发展过程中#非投入要素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外#基于行业的
YRO

研究表明#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的全要素生
产率表现出较高的水平值和增长率#大大优于食品饮料烟草$服装$纺织业
等传统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点也符合产业的技术特征%

从地区层面的比较来看#

!QQQ

.

"##V

年#生产率的地区差异始终存在%

尽管已经发现了部分追赶的迹象#尤其是中部地区对东部地区的追赶#但是
收敛性分析表明各个省区的表现差异很大#有些省区的

YRO

水平值和增长率
均较低#有被长期锁定在生产率低端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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