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 第
#

期
$%&'

年
(

月
)*+,!",-*,#

!

./

0

$%&',%"S

!

%P!

""""""""""""""""""""""""""""""""""""""""""""""""

一个关于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一般理论
!

+++基于微观产品质量的解释

程
!

虹
!

李丹丹

摘
!

要!现有的经济增长质量理论主要是结构调整的宏观思路"其在理论上的局限性是

忽视了支撑经济增长质量的微观基础#宏观经济增长质量是经济中具体的微观产品&一

二三产业中具体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加总"因此必须以微观产品质量为基础构建经济增长

质量的一般理论#以微观产品质量为基础的经济增长质量一般理论"在定义$动力机制以

及政策含义上与现有理论有显著差异#微观产品质量促进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假

设"可以在区域层面得到初步的检验#政策建议是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必须以微观

的产品质量为核心#

关键词!产品质量%经济增长质量%微观基础%一般理论

我国一直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但至今一直没有实现较高质量的增长"要素投入在经

济增长的动力中仍占主导#现有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在测度与评价上取得了较大的发

展"但对于有效的经济发展质量政策仍缺乏支撑#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增

长质量作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之一"还没有建立起坚实的微观基础#本文将系统地

回答宏观的经济增长质量如何建立起微观基础"以及为什么微观产品质量是实现宏观的

经济增长质量的基础#

一$经济增长质量新的解释

要理解什么是(经济增长质量)"就要理解(经济增长)和(质量)这两个概念#首先"经

济增长的目标主要地聚焦于经济中产品和服务的增长#新古典增长理论主要代表索洛研

究的对象就是一国的产出增长问题#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其,经济增长理论-中也提出

经济增长的核心就是人均产出的增长"并认为产出的定义必须与具体的产品和服务相连

&刘易斯"

5<23

!

5

'

#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指标就是国内生产总值

&

6=J

'的增长"即(一国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和)#经

济增长理论中的核心指标是一国所生产的具体的产品和服务市场价值的加总数量"经济

增长质量也不应离开经济学对于对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定性#其次"(质量)的定义是(一组

固有特性满足需要的程度)

&

OSX

"

0111

'

#任何一个具体领域的质量定义也应以此为基础进

行延展#根据此定义"(经济增长质量)就是(经济增长)所具有的(固有特性)满足需要的

程度"而(经济增长)主要是指(一国的产品和服务的增长)"因此其(固有特性)就是构成经

济增长的具体的产品和服务品质的加总%其(满足需要)的方面是指经济增长的宏观加总

结果要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综合起来看"可以初步给出(经济增长质量)的定义"就是构

成国民经济的产品和服务品质的总和能够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的能力#国民经济是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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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产业的具体产品和服务加总而来"只有具体的产品和服务的加总"才能构成国民经济的整体#数量

上"国民经济的总量来自于产品和服务数量的加总%质量上"经济增长的质量也只能来自具体产品和服

务质量的加总"没有离开具体产品和服务质量的经济增长质量#具体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加总要能满足

整个社会的需要"这一满足需要的程度越高"则经济增长质量越好#一个社会的总体经济增长更能满足

其需要"其基础是来自于总量的持续增长"经济总量越大"增长越是稳定"则社会的满意程度越高%社会

对经济增长的需要"还来自于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一个社会总是追求投入更低"而产出更高%社会对经

济增长的需要"取决于消费需求的不断提升"只有社会的消费需求才是决定资本$土地$自然资源和人力

资本等要素投入的根本"一个社会总是希望产品和服务的标准越高越好"更高的标准往往能够直观地表

现出一个社会的竞争优势%经济增长对一个社会的最大意义在于"能够增进社会的福利水平"提高一个

社会的幸福指数#因而"经济总量的可持续增长"投入产出效率的提升"经济结构的优化"实现更高标准

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这五个方面就是衡量一个社会需要的主要内容#

本文给出的(经济增长质量)的定义是!一国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品质的总和在增长的可持续性$结

构的优化$投入产出效率$达到更高标准$社会福利提升等方面满足社会需求的程度#从该定义可以看

出"经济增长质量作为一种宏观的经济现象&因而本文使用宏观经济增长质量这一概念'"其基础是微观

的产品和服务质量#一国的产品和服务主要地表现为产品形态"并且在经济学的一般分析中也习惯地

将一国的总产出简称为产品"本文将经济中一二三产业所生产的所有产品和服务统称为(产品)"由于它

是构成经济的微观基础"因此本文将产品质量称为微观产品质量#

基于经济增长质量的这一定义"笔者提出的理论假设是!微观产品质量是实现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

基础#

二$基于微观产品质量的经济增长质量理论

&一'微观产品质量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质量

根据第二部分的定义"经济增长质量的考察维度包括!经济增长$经济结构$投入产出效率$社会福

利和产品标准能力五个方面#据此"可以得出经济增长质量的函数可以表示为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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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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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6CU

代表经济增长质量%

.

代表经济总量可持续增长"

F

代表投入产出效率"

7

代表经济结构状

态"

;

代表产品标准能力"

$

代表社会福利%

!

为随机项代表不能被这五个变量解释的部分#

要研究微观的产品质量
U

如何影响宏观的经济增长质量
6CU

的关系"必须具体分析产品质量
U

与经济增长
.

$投入产出效率
F

$经济结构状态
7

$福利水平
$

和产品标准能力
;

之间的关系#

推理
5

!在投入总量相同的条件下"微观产品质量水平决定经济的最终产出数量

市场中的生产$交换$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持续运行的前提"都是产品质量的可靠#产品质量水平

持续下降"会带来市场的萎缩甚至消失
&

B$)#&"T

"

5<Q1

!

A22I411

'

"因为质量是隐含于产品之中的一种特性"

只有产品质量符合需求"消费者才会购买"企业才能实现效益并投入新的生产和投资
&蒋春华"

0153

!

0RI

33

'

#好的产品质量"可以提高居民的消费支出%不好的产品质量"会抑制居民的消费支出#要素投入量

相同的情况下"质量功能的提升"可以显著增强消费者的满意度"促使消费者淘汰已在使用的产品"购买

质量水平更高的同类产品"从而直接导致产出规模的差异
&张继宏"

0153

!

QA

%程虹"

0153

!

33IAR

'

#我国经济

发展的投资$内需$外贸(三驾马车)"都可以靠产品质量来激发新活力#在不增加物质资本投入的情况

下"通过产品质量的投入"就可以在现有资源约束下达到更高的产出水平"从而实现
6=J

依靠内生动力

的更高质量的增长#

据此"可以得出产品质量
U

与经济增长
.

关系可以表示如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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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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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产品质量是最具普遍性的效率提升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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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质量在结果上另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要以尽可能低的资源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

说到底"技术$人才和管理等创新要素的最终表现"都是具体的微观产品质量#即使是技术这一要素"如

果不能有效地提高产品的质量水平"也不一定能转化成生产力#相较于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

的创新而言"质量的创新是每一个企业$组织和个人都能做到的事情#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先进的技术或

科技人才"依然可以通过生产质量更高的产品获得市场的高回报"产品质量创新相对于技术创新而言更

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它是一国强大的普遍性要素
&程虹等"

0153

!

5I54

'

#因此"高质量的产品能够在不增

加要素投入的前提下"基于价格的自由竞争进行调节"带动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流向优质产品的生产者"

从而减少资源浪费$提高要素的产出率#

据此"可以得出产品质量
U

与投入产出效率
F

的关系可以表示如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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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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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产品质量有利于形成以国内消费为导向的经济结构

结构优化是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内容之一
&殷德生等"

0153

!

54I0R

'

#经济结构的优化最为重要的方面

就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比例要均衡#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有助于经济完

成积累快速地增长#而到了一定阶段以后"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将递减"因而一国经济要获得持续

稳定的增长应更多地将经济增长的动力转移到最终消费需求的扩大上来"尤其是国内最终消费需求的

扩大#质量的提升可以显著地改善消费者的满意度"不断地形成消费热点"促进需求的不断扩大#尤其

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产品的同质化越来越明显"在同质化的产品中"质量是最重要的稀缺资源#产

品质量是决定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最为重要的因素
&王志刚等"

0153

!

553I503

'

#高质量的产品永远是稀缺

的"高质量的产品能够创造出新需求"将潜在的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在此基础上形成稳定的消费环境"

从而支撑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产品质量是提升需求特别是提升国内需求最为重要的动力"是

驱动宏观经济增长转移到消费上来的重要要素#

据此"可以得出产品质量
U

与经济结构状态
7

的关系可以表示如公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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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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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微观产品质量所形成的标准水平"可以显著提高宏观经济增长的竞争力

产品质量的表现就是其生产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标准的高低"如果一件产品的生产能够在更大程度

上满足各类标准&对我国而言"较为通用的衡量是各类国际标准'"就能够使得产品在安全性$环保性$劳

工福利$社会责任等方面都更加符合社会需要"从而体现更高质量#微观产品质量"所依靠的标准水平"

是宏观竞争力的技术基础"一个经济体所使用的国际标准越多"所创新的国际标准越多"则该经济体在

宏观上的竞争能力越强#

据此"可以得出产品质量
U

与标准能力
;

的关系可以表示如公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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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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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
4

!微观产品质量有利于提高劳动者报酬"是实现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的基础性要素

经济增长质量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的福利水平"就是要让经济发展的成果尽可能公平地为社

会成员所享有
&宋斌"

0153

!

R3IQ0

'

"劳动者有获得更高报酬的机会与能力#一个重视微观产品质量生产的

经济"对于提高劳动者报酬是至关重要的#在现代经济中"人们对于质量的需求变得日益个性化和多元

化"在保证产品质量安全性的前提下"产品要更加地个性化才能实现更高的附加值"因此质量的生产过

程需要更加密集的劳动投入"当然这并不是简单劳动的投入"而是技术工人的劳动投入
&程虹等"

0153

!

5I

54

'

#企业如果将质量放在重要的位置"就会产生大量的技术工人的需求"其在产品的附加值生产中起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能够获得较高的报酬#熟练技术工人的不断成长"是一个社会人力资本整体水

平不断上升的过程"当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提升以后"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就能够不断提升"促进社会

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更加公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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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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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可以得出微观产品质量
U

与福利水平
$

的关系可以表示如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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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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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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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公式&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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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公式&

5

'$&

0

'$&

3

'$&

A

'和&

4

'"结合模型&

'

'"可以得到产品质量
U

与经济增长质量
6CU

的关

系模型"如模型&

C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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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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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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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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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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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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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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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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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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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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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7 模型&

C

'

其中"

6CU

代表宏观经济增长质量"

U

代表微观产品质量%

.

代表经济增长"

F

代表投入产出效率"

7

代

表经济结构状态"

$

代表福利水平"

G

代表产品标准能力%

!

$

"

为随机项#

依据模型&

C

'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增长质量是关于微观产品质量的函数#同时由于%

&

6CU

'

%

&

U

'

&

1

"

可见微观产品质量水平越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水平也越高#根据理论推导"微观产品质量通过价格$交

换形成的自由竞争市场机制"引导资源$要素不断向高质量产品的生产用途上流动"从而驱动
6=J

$投

入产出效率$消费结构$福利分配和产品标准能力持续提升"实现宏观经济有质量的增长#

&二'与其他理论解释的比较

国内外已有的经济增长质量的共同特征就是结构调整的宏观思路"不管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还

是社会幸福感的提升"其理论假设就是要通过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整来实现这些目标#

基于微观产品质量的经济增长质量理论与现有的其他理论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微观基础的寻找上"

可以从基本概念$动力机制以及政策含义等三个方面作出比较"如表
5

所示#

表
&

!

宏观经济增长质量一般理论!两种不同思路的比较

现有的理论 基于微观产品质量的理论

基本概念
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结构的不断优化$居民
幸福感提高的经济增长结果

一国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品质的总和在增长的可持续
性$结构的优化$投入产出效率$达到更高标准$社会福
利提升等方面满足社会需求的程度

动力机制 外在的政府的宏观调控与结构调整行为 内在于市场中的微观主体的质量改进行为

政策建议
以需求管理为主"如加强政府对于经济结构
失衡$收入分配不平等$生态环境恶化等问
题的政策干预

以供给管理为主"如实施有利于微观产品质量创新的政
策改革"建立激发企业承担质量主体责任的市场机制"

培育企业建立以产品质量为中心的发展战略

从表
5

中可以看到"本文所提出的基于微观产品质量的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理论与现有的其他理论

在定义$动力机制以及政策取向上都存在着区别"而其最为关键的区别在于"已有的经济增长质量一般

理论强调的是政府对于经济增长质量实现的主导作用"是一条(自上而下)的宏观思路%本文提出的理论

强调的是通过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让微观的产品质量成为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核心动力"是

(自下而上)的微观思路#

三$实证检验

本部分将利用实证数据"来验证第三部分提出的模型&

C

'#如果产品质量与经济增长$投入产出效

率$经济结构$福利水平正相关"则产品质量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影响机制就可以得到初步验证#

&一'数据说明

为进行定量分析"模型&

C

'中的经济增长
.

$投入产出效率
F

$经济结构状态
7

$福利水平
$

和产品

标准能力的观测变量分别为!人均
6=J

$区域创新能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劳动者报酬占
6=J

的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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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以及制定标准的数量"如表
0

所示#

表
$

!

区域产品质量与经济增长质量数据&

$%&$

年'

区域产品质量指标 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指标

地区 产品质量等
品率&

P

'

人均
6=J

&元'

区域创新
能力

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亿元'

制定的标准
数量

劳动者报酬占
6=J

比率&

P

'

北京市
23MQ 2QAQ4 ARM55 QQ10M2 <4A 45

天津市
RQM0 <35Q3 3AM1< 3<05MA Q55 3<

河北省
3QM0 3R42A 0RMRQ <04AM1 2A3 45

山西省
0RM3 33R02 01MR2 A41RM2 0Q4 AA

内蒙古自治区
4QM< R322R 0RM52 A4Q0M4 0RQ AA

吉林省
A3M3 A3A54 01MQR AQQ0M< RRA 32

黑龙江省
52MQ 34Q55 0AMR5 4A<5M1 R35 A1

上海市
2QM1 243Q3 A0M02 QA50M3 A3A A0

江苏省
41M2 R23AQ 43M2A 52335M3 05A5 A0

浙江省
A2M0 R33QA 32MA2 53422M3 244 A0

安徽省
AAMR 02Q<0 31M12 4Q3RMR Q02 A<

福建省
R2M1 40QR3 0RMA2 Q04RM4 RRA 45

江西省
4QM< 02211 0AM30 A10QM0 A20 A3

山东省
4<MR 45QR2 3RMQ5 5<R45M< 5231 32

河南省
AQM1 35A<< 04M0R 51<54MR 454 41

湖北省
40M1 324Q0 02M34 <4R0M4 Q45 A<

湖南省
4QMA 33A21 02MA4 Q<05M< 4R3 41

广东省
ARM1 4A1<4 A<M32 00RQQM5 <04 A2

广西壮族自治区
ARM1 0Q<40 00MRQ A45RMR 23< 44

海南省
2AMQ 303QQ 03M3 2Q1M2 45

重庆市
50M1 32<5A 02M12 A133MQ 34A 41

四川省
45MR 0<R12 02M34 <0R2MR 50A4 AA

贵州省
25M< 5<Q51 01MQQ 010QMR 3Q3 43

云南省
0RMR 005<4 5<M3Q 3455MR 50<< 45

陕西省
<M1 324RA 0QM2A A323M2 34Q 3<

甘肃省
0AM3 05<Q2 5<MQ1 5<1RM4 AQ

青海省
00M1 33525 5QMR0 AQRM1 QQ1 A3

宁夏回族自治区
3<MA 3R3<A 5RM2 4A2M2 422 A<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4QM4 33Q<R 01M30 5242MR 504Q 43

!!

数据来源!产品质量等品率$人均
6=J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劳动者报酬占
6=J

比率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区域创新能力指标来自

于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
0150

-"科学出版社
0153

年版#标准数量来自于各省发布的标准工作报告#劳

动者报酬比率的计算方法是由各地区收入法统计的
6=J

中"劳动者报酬除以地区生产总值#由于辽宁省$海南省$甘肃省和西藏自治区

存在数据缺省"因而以上数据不包括这四个地区#

本部分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产品质量优等品率)"来观测一个地区产品质量总体状况#产品质

量等级品率"是指一个地区的生产企业根据不同质量标准水平划分的加权产品产值之和与同期工业总

产值的比率"属于全国工业产品质量指标体系中的一个指标#该指标值可大体反映一个地区生产的产

品质量的总体水平#(人均
6=J

)"是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该指标越高"说明该区域的经济实力

越强#因此"可以用用该指标来观测某个区域的经济增长水平#(区域创新能力)是指某个区域内技术

能力为基础的$实施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的能力#该指标越高"说明该区域企业的创新能力越强$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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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资源要素的投入产出比也越高#(社会消费者品零售总额)反映的一个地区一定时期内社会商品

购买力的实现程度"以及零售市场的规模状况#由于社会消费者品零售总额由社会商品供给和支付能

力所决定"反映了社会的生产能力和居民购买力的变化趋势"因而它本身可以观测出经济结构中重要方

面+++消费结构#(劳动力报酬占比)是一个地区劳动力报酬总额与地区
6=J

的比值"反映了一个地区

劳动者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状况
&白重恩等"

011<

!

<<I55R

'

"因而能够作为一个地区收入分配公平的代理变

量#在满足标准的能力方面"采用了每个地方在
0150

年度制定的(地方标准数)"地方标准的制定一般

来说参照本行业领域较为先进的标准"标准数量的加总就能够大致体现一个地区标准创新上的能力#

&二'检验结果

分别对代表地区产品质量状况的(产品质量优等品率)和地区的人均
6=J

$区域创新指数$地区消

费品零售总额$标准的数量以及劳动者报酬比率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微观的产品质量对于经济增长质

量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系数"图
5

+

图
4

分别是变量之间的散点图以及线性拟合曲线#

图
&

!

地区人均
6=J

与优等品率散点图 图
$

!

区域创新指数与优等品率散点图

图
#

!

地区消费品零售总额与优等品率散点图 图
'

!

地区优等品率与标准数量散点图

图
(

!

地区劳动者报酬比率与优等品率散点图

!!

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一个地区的微观产品质

量状况与表征经济增长质量的五个指标均存在正相

关关系#其中"地区人均
6=J

与区域优等品率的相

关系数为
1MA4

"区域创新指数与优等品率的相关系

数为
1M35A

"地区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地区优等品率的

相关系数为
1M554

"地方标准的数量与地区优等品率

的相关系数为
1M51R

"劳动者报酬比率与优等品率之

间的相关性系数为
1M5<4

#因而初步地验证了在第

三部分中提出来的微观产品质量影响经济增长质量

的一般理论#当然"这种相关系数的统计显著性"还

需要更加全面的数据和深入的统计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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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一'政策建议

微观产品质量是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基础"因此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政策设计应以激励企业进行

产品质量创新为核心#政府要加快转变职能"加大对于企业的质量公共服务投入"不断地提高质量公共

服务水平
&罗英"

0153

!

4<IR2

'

%强化市场在质量治理中的决定性作用
&罗连发"

015A

!

55RI55Q

'

"减少政府对企业

内部质量管理行为的干预"构建市场$政府和社会共同治理质量的新模式
&课题组"

0153

!

5I30

%程虹"

015A

!

05

%邓悦"

015A

!

41I45

%邹劲松"

015A

"

4<IR1

'

%加快标准化体制的改革"充分发挥标准对于质量提升的积极作用

&程虹等"

0153

!

<0I51Q

'

#在宏观经济发展质量考核中引入微观产品质量的考核"把产品质量的总体状况纳

入到区域经济发展的考核指标"建立微观产品质量促进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引导机制#重视职业技术

教育"大力培育高水平的熟练工人队伍"建立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人力资源基础#

&二'研究展望

笔者提出的是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一般性理论框架"在这一框架内仍有以下关键性问题需要进一

步加以研究#一是微观产品质量在区域层面加总与评价方法#研究微观产品质量与宏观经济增长质量

的一个前提就是微观产品质量要能够在区域层面进行加总"目前微观质量的区域加总在技术方法与数

据获取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地构建%二是促进微观产品质量的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政策环境会影响微观主

体的经济决策"同时也是影响企业进行质量创新行为的重要变量之一"如何通过有效的政策设计来达到

促进企业不断地进行质量创新是未来需要研究的另一个关键问题%三是微观产品质量促进宏观经济增

长质量
4

个方面内容的内在机制"本文的实证分析仅是做了初步的相关性检验"对于微观产品质量如何

实现经济总量可持续增长$经济结构优化$投入产出效率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提高以及产品满足标准的

能力"还需要更加细致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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