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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

吴传清
!

董
!

旭

摘
!

要"长江经济带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有很多可能因素#而工业化水平&科技&教育&产权

结构效率和政策等因素对工业
I@8

起促进作用#环境因素则具有制约作用#同时#这些因

素也是导致工业
I@8

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从区域协调出发#通过创新驱动&政策协调

等措施#进而提高长江经济带工业发展质量$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异系数%影响因素

一&引
!

言

沿长江通道是中国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中的重要轴线$

714;

年
0

月#李克强总理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谋划区域发展新棋局#明确提出+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

带,$经济地理意义上的长江经济带涉及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

江苏&浙江&上海等
44

省市$长江经济带要发展成为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支撑带#

必须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工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因此#研究长江经济带工业全要

素生产率'

I@8

(#既具理论价值#也具现实指导意义$

纵观国内关于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文献#一是研究维度涉及工业整体

'陈诗一#

7141

"

74(0;

(

&工业分行业
'李小平等#

711C

"

C4(<7

(

和工业企业
'涂正革等#

711C

"

;(4C

(

全要

素生产率的测算&行业和地区差异分析%二是研究尺度包括国家尺度
'董敏杰等#

7147

"

0(71

(

&

地带尺度
'李春米等#

7147

"

45(77

#

75

(

和省域尺度
'聂国卿等#

7141

"

<4(<<

(

%三是研究手段采取参

数和非参数两类测度方法$参数方法包括索洛残差法&

M(9

生产函数回归法和随机前沿

生产函数法'

+@%

(等#非参数方法主要包括代数指数法和数据包括分析法'

9W%

($其中#

M(9

生产函数回归法&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和数据包括分析法的采用频率最高#另有少量

文献采取多种分析方法综合研究
'鲁晓东等#

7147

"

C;4(CC5

(

$目前#学术界关于长江经济带

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专题研究成果尚处于空白$

二&长江经济带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

'一(测度方法&指标与数据来源说明

4N

测度方法

本文采取非参数的数据包络分析法#结合学术界普遍使用的
/"'F

_

A>-:

指数法测度长

江经济带工业全要素生产率$

9W%

方法的基本思想是通过线性规划估算产出距离函数#无

需假定生产函数形式#从而避免了新古典模式下对生产函数极强的理论约束$基于
9W%

理

论的
/"'F

_

A>-:

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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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

A 表示产出距离函数#下标代表不同的参照期#上标
A

代表研究区域内某个样本单位$如果将

公式'

4

(两边分别记为
;HC)5

&

;(H)5

和
;()5

#则样本单位
A

在单位时期内的全要素生产率可表示为"

;HC)5

O

;(H)5

P

;()5

'

7

(

!!

式中#

;HC)5

代表
-

到
-

N

4

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

;(H)5

代表
-

到
-

N

4

期的技术效率变化指

数#

;()5

代表
-

到
-

N

4

期的技术进步指数$若这三个指标大于
4

#则分别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

率和技术进步得到改善#反之表明三者恶化$

7N

测度指标

按照
9W%

理论#测度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所需要的指标包括产出和要素投入方面的指标$产出一

般用一定时期内的工业总产值衡量)

$要素投入主要包括劳动和资本投入$本文选取的指标如下"

'

4

(地区产出指标$选取长江经济带
44

省市相应年份的工业总产值#并根据当年价格进行换算$

'

7

(劳动投入指标$选取长江经济带
44

省市相应年份的工业从业人数作为衡量劳动投入的指标$

'

0

(资本投入指标$选取长江经济带
44

省市相应年份的工业固定资本存量作为衡量资本投入的指

标$由于中国没有资本存量的直接统计数据#本文根据戈德斯密斯'

.$'*-F>:S

#

42C4

(提出的永续盘存

法进行测算$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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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Q

$

#

-

表示研究区域内第
$

个样本单位在
-

期的工业固定资本存量#

Q

$

#

-

R

4

代表其前一期的固定资

本存量#

7

$

#

-

则表示
-

期的固定资产投资%

!

$

#

-

是相应时期的资本折旧率#取值为
2N<3

'张军#

711;

"

0C(;;

(

$

0N

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统计数据来源于长江经济带
44

省市相关年份的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和中经网数据库$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重庆自
422U

年起升格为直辖市#在此之前的统计数据包含在四

川省内#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完整性#本文将研究的时间维度界定为
422U67147

年$

'二(测度结果与分析

4N

长江经济带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结果

根据统计数据#计算长江经济带
44

省市
422U67147

年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结果如表
4

所示$

由表
4

可见#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年均增长
4N<3

$除个别年

份外#

I@8

均呈正增长'见图
4

(#这与全国工业
I@8

整体呈上升趋势相吻合#但增长率相对较低*

#表

明长江经济带工业发展质量仍有待提高$就变动趋势而言#

422U

!

7110

年
I@8

增幅逐年上升#随后呈

现明显波动性$经济形势是造成长江经济带工业
I@8

在
422U

&

4225

和
7115

年下降的主要原因#尤其

是
7115

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中国经济出现大幅下行#工业领域所受影响更为显著#由此导致区域工业

I@8

出现剧烈下降$

7N

长江经济带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异

表
4

同时显示了
422U

!

7147

年长江经济带省际和上中下游年均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就省际

层面而言#除安徽省外#其他
41

省市
I@8

值均大于
4

#但差异比较明显%从上中下游层面来看#工业

I@8

值均大于
4

#中游地区最低#与上下游差距较大$图
7

从增量的角度直观描述了长江经济带工业全

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异$

但图
7

无法反映这种地区差异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趋势$为了定量分析长江经济带工业全要素生产

率的地区差异及其变动规律#本文采取学术界广泛使用的变异系数作为衡量指标$用
7;HC

$-

表示长江

0

70

0

)

*

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陈仲常等'

7144

(指出#采用工业总产值衡量产出时需要考虑到中间投入品的影响#这部分投入的数据

难以获得#因此采取工业增加值作为衡量指标更为实际$

李小平'

711C

(&涂正革'

711C

(和汪玲玲'

7141

(对中国工业整体
I@8

增长率的测算结果分别为
7NC3

&

<N53

和
;N03

#均显著高于

本文测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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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长江经济带
&&

省市
&UU"2$%&$

年工业
TGL

指数

年份 上海 江苏 浙江 下游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中游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上游 均值

422U 4N1C1 1N244 4N1;U 4N110 1N24; 1N5<5 1N2<5 4N1U2 1N2CU 1N5<4 1NU<< 1N27C 1N2C2 1N5U5 1N20<

4225 4N1<7 1N27; 1N2U4 1N25< 1N55< 1N525 1N55C 4N140 1N274 4N10< 1N24U 1N2<0 4N107 1N25U 1N2<4

4222 4N474 1N224 4N1;1 4N1C4 1N22U 1N2;7 1N20; 4N1<C 1N25C 4N170 1N220 1N25< 1N25C 1N22U 4N11<

7111 4N711 1N224 1N220 4N1<4 1N2U5 1N2;0 1N27C 1N2<C 1N2C0 4N172 1N251 4N17; 4N177 4N14; 4N117

7114 4N1CC 1N2;2 4N14; 4N11< 4N10U 1N2;< 1N2<U 1N2UC 1N254 4N14U 4N172 4N44U 4N1<7 4N1C< 4N14;

7117 4N75U 1N254 4N177 4N12U 4N107 1N270 1N2U4 4N110 1N257 4N1U1 4N105 4N114 1N251 4N177 4N17;

7110 4N4U< 1N2U7 4N407 4N120 4N4C0 4N7C0 4N1<0 4N471 4N4;U 4N1<5 4N4CC 4N4C4 4N15C 4N44C 4N442

711; 4N150 1N2;1 1N25C 4N110 1N2U< 4N1C0 4N1C1 4N1;5 4N107 1N240 4N1U; 1N25U 1N225 1N220 4N115

711C 4N124 1N2U0 4N00U 4N40; 1N2<5 4N414 4N1;C 4N1;1 4N102 1N25< 4N10U 4N111 4N1C1 4N145 4N1C0

711< 1N2U5 4N145 4N171 4N11C 1N2C2 4N127 4N1U1 4N1<C 4N1;U 4N145 4N155 4N174 1N222 4N107 4N172

711U 4N1<5 1N2;1 4N141 4N11< 4N172 1N21U 4N47C 4N104 4N170 1N224 4N14U 4N101 1N2;5 1N22U 4N11U

7115 1N274 1N557 1N55; 1N52< 1N554 1N545 1N24; 1N5<7 1N5<2 1N55U 1N27C 1N20< 1N2U0 1N201 1N525

7112 4N4U< 4N127 4N11U 4N127 4N17C 4N151 4N1U5 4N1C7 4N1C2 4N44U 4N140 4N11< 4N17< 4N1;4 4N1<1

7141 4N1<; 4N714 4N1;< 4N41; 4N1U5 4N100 4N1U4 4N1;7 4N1C< 4N4<U 1N2;U 4N71; 4N1;4 4N121 4N1U2

7144 1N2<5 4N1C; 1N27< 1N250 1N24U 4N155 4N4C; 1N577 1N22C 4N177 4N17< 4N17; 4N4C5 4N1C5 4N141

7147 4N1<5 4N71; 1N521 4N1C; 4N1C7 4N42< 4N40C 1N2CU 4N15C 4N150 4N472 4N1;7 4N40C 4N12U 4N1UU

均值
4N157 1N22U 4N14< 4N10; 1N221 4N117 4N142 4N11< 4N11< 4N14C 4N11; 4N17; 4N17U 4N145 4N14<

!!

注"

4N

表中均值是相关数据的几何均值%

7N

数值大于
4

意味着工业
I@8

提高#小于
4

意味着工业
I@8

下降%

0N

本文中的长江上游包

括滇黔川渝四省市#中游包括鄂湘赣皖四省#下游包括苏浙沪三省市$

图
&

!

长江经济带
&UU"2$%&$

工业
I@8

增长率变动趋势

图
$

!

长江经济带
&UU"2$%&$

年均工业
I@8

增长率的地区差异

经济带第
$

个省'市(第
-

年的工业
I@8

#

7;HC

-

和
,

-

分别表示同期所有省市工业
I@8

的均值和标准

差#则变异系数
"

定义为"

"O

,

-

7;HC

-

'

;

(

0

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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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7;HC

-

O

4

*

&

$

O

4

7;HC

$-

#

,

-

O

&

*

$

O

4

'

7;HC

$-

R

7;HC

-

(

7

槡 *

$

根据公式'

;

(#分别计算长江经济带省际和上中下游工业
I@8

地区变异系数
"

值#并作简要处理#

图
0

显示了处理后的
"

值$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省际工业
I@8

变异系数值均高于
1N;

#表明省际差异

较大#但呈起伏不定的特征#拟合趋势不具线性关系#且呈扩大之势$相比而言#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工

业
I@8

"

值整体低于省际
"

值#平均值约
1N0

#且基本呈波动下降态势#表明上中下游工业
I@8

差异在

不断缩小$

图
4

!

长江经济带工业
I@8

地区差异变动趋势

三&长江经济带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主要从技术进步&制度变迁
'郑京海等#

711C

"

7<;(72<

(

&经济结构和经济周期&对外

贸易
'高凌云等#

7141

"

024(;4;

(

以及环境规制等方面#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作了较深入的研究$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影响长江经济带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可能因素大体包括经济&科教&环境&

制度和政策因素五个方面$

'一(模型构建

首先分析原始面板数据#发现自变量序列存在一阶差分#对其取对数继续进行检验$对模型影响形

式的
="A-F")

检验证明采取固定影响效应模式更为合适#

@

统计量检验表明模型方程应采取变系数形

式$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7H;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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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

#

4

')J

4

$-

N

#

7

')J

7

$-

N

#

0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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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

')J

;

$-

N

#

C

')J

C

$-

N

#

<

')J

<

$-

N

#

U

')J

U

$-

N

#

5

')J

5

$-

N$

$

'

C

(

!!

式中#

J

4

&

J

7 和
J

0 属于经济指标#分别代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工业增加值占
.98

比重和实际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反映规模经济程度&工业化水平和对外贸易状况%

J

; 和
J

C 属于科教指标#分别代

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Ee9

经费支出和万人在校大学生数#反映科技进步状况和教育水平%

J

< 是环境

指标#表示环境保护投入%

J

U 是制度指标#代表私营工业企业资产总额#反映产权结构效率%

J

5 是政策

指标#表示中央转移支付%

$

$

代表随机残差#假设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二(回归结果与分析

运用
Wf>&G-<N1

软件对方程'

C

(进行面板分析#考察
5

个指标因素对长江经济带省际和上中下游

工业
I@8

的影响$长江经济带工业
I@8

影响因素回归结果如表
7

和表
0

所示$从方程的拟合优度来

看#尽管不是太高#但总体可以接受$

就影响关系而言#

J

4 和
J

0 回归结果不显著#表明规模经济程度和对外贸易并不是影响长江经济带

工业
I@8

的必然因素$

J

7

&

J

;

&

J

C

&

J

U 和
J

5 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符合预期#表明工业化水平&科技教

育&产权结构效率和政策因素对长江经济带工业
I@8

起促进作用#且科技和教育因素的显著程度更高$

J

<

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环境因素是制约工业
I@8

的主要原因#环境状况的恶化必然拖累工业
I@8

增长$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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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长江经济带省际工业
TGL

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

地
!

区

变
!

量
!!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常数项
4N12 1N25 4N10 4N1C 1N2U 4N1; 4N15 4N1< 4N1< 4N10 4N1C

J

4

61N15 1N40 1N40 1N14 61N7U 61N40 1N17 61N70 61N02 61N1< 61N;1

J

7

1N52

#

1N<5

#

1N5;

#

1N7U

#

1N1C 1N05

#

1N;U

#

1N;0

#

1N4U

#

1N10 1N7<

#

J

0

61N;C 61NCC 1N1; 1N12 1N15 61N1C 1N45 1N14 1N17 1N14 1N1U

J

;

1N7U

##

1N74

#

1N4;

#

1N4U

#

1N10

#

1N44

#

1N7<

#

1N10

#

1N41

#

1N14

#

1N10

#

J

C

1NC7

##

1N0<

#

1N07

#

1N75

##

1N4;

#

1N1<

#

1N12

#

1N41

#

1N4U

#

1N14

#

1N1U

#

J

<

61N<7

#

61N7<

#

61N07

#

61N;U

#

61NCU

#

61N4<

##

61N07

#

61N77

#

61N0U

#

61N0;

#

61N70

#

J

U

1N<5

##

1N01

#

1N04

#

1N1C

#

1N40

#

1N0C

#

1N1;

#

1N1;

#

1N44

#

1N17

#

1N1;

#

J

5

1N0C

#

1N7;

#

1N4U

#

1N72

#

1N40

#

1N7;

#

1N44

#

1N1<

#

1N47

#

1NC5

#

1N4;

#

%*

T

A-:&*E

7

1N<;

@(+:":>-:>Y 4;N05

="A-F")

值
2N;0

模型 固定效应

!!

注"囿于篇幅限制#本文没有列示各回归系数的
-

检验值%

#

&

##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413

和
C3

水平下显著%表
;

同$

表
4

!

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工业
TGL

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

变量

地区
!

常数项
J

4

J

7

J

0

J

;

J

C

J

<

J

U

J

5

%*

T

A-:&*

E

7

@(+:":>-:>Y

="A-F")

值 模型

上游
4N1U

##

1N07 1N1<

#

1N10 1N0<

#

1N01

#

61N;7

#

1N15

#

1N4<

#

中游
4N1;

##

61N01

1N1;

#

61N1;

1NC4

##

1N0<

#

61N4C

#

1N4<

#

1N4U

#

下游
4N15

##

61N7; 1N1U

#

1N4; 1NU4

##

1N<7

##

61N4C

#

1N;C

#

1N77

#

1NC; 7N72 45N2U

固定
效应

就地区差异而言#

J

7

&

J

;

&

J

C和
J

U系数值较高的省市和地带#其工业
I@8

水平普遍较高#而系数值

较低的省市和地带#工业
I@8

则相对较低#表明工业化水平&科技&教育和产权结构效率会导致省际和

上中下游工业
I@8

明显差异$工业化水平代表着工业发展程度#其水平越高表明工业发展越成熟#发

展质量通常更高%科技和教育作为影响工业生产能力的重要因素#是创新发展的源泉#地区之间科技教

育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其工业发展质量的差距%私有产权通常具备更强的发展活力#也更易刺激工

业企业创新#因此#地区产权结构效率的高低是形成工业
I@8

地区差异的重要原因$

J

5 系数值的高的

地区实际工业
I@8

水平相对较低#表明政策因素在工业
I@8

地区差异中主要起一种调节作用#这和近

年来国家区域政策目标一致$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综合上述分析#可得出如下基本结论"'

4

(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工业
I@8

年均增长
4N<3

#总体呈

上升趋势#但这种上升状态并不稳定%与全国相比#长江经济带工业
I@8

水平相对较低#工业发展质量

有待提高$'

7

(长江经济带工业
I@8

存在地区差异#且省际差异相比上中下游差异更加明显%这种地区

差异在研究期内呈波动起伏特点#上中下游差异总体呈缩小趋势#而省际差异则呈扩大之势$'

0

(工业

化水平&科技&教育&产权结构效率和政策因素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和上中下游工业
I@8

均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是各地工业
I@8

的主要源泉#且科技和教育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环境因素则主要起着负面的

制约作用$'

;

(工业化水平&科技&教育和产权结构效率同时是造成长江经济带工业
I@8

地区差异的主

要原因#而政策因素对这种差异具有+熨平,作用$

实证研究结论蕴含以下政策启示"'

4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必须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提高科

技进步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突出科技和教育对工业发展的贡献率#提高工业发展质量$'

7

(坚持走新

型工业化道路#通过制度和技术创新减弱环境对工业发展的制约作用$'

0

(进一步加强省际和上中下游

协同发展#通过优化产权结构#推动产业和技术梯度转移#以下游发展带动中上游腹地发展#不断缩小长

0

C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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