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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福建正在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从对经济增长的数量扩张转为对经济增长

的质量追求。本文采用索洛增长方程式和 C−D生产函数，估算福建省的全要素生产

率（TFP），并分四个阶段分别测算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研究结果显示 1980−1989 年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大，此时

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劳动力；1990−1999 年资本投入的贡献率相对于劳动力投入增大；

2000−2009 年与 2010−2017 年两者的贡献率都不高，其投入已不足以推动经济增长，

以增加劳动力和资本数量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亟待转变。本文进一步分析TFP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在 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细分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引入第一

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与产业非国有化率两个变量，证实福建省经济结构

的变化和产权制度变迁对福建省经济增长质量产生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经济结构变化、产权制度变迁、经济增长质量 

 

Abstracts 
At present, Fujian is promoting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from the 

quantitative expansion to the pursuit of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is paper,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of Fujian Province is estimated by the Solow equation and Cobb-

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The contribution of capital input, labor input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o economic growth were calculated from 1980 to 2017.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tribution of labor input to economic growth is large from 1980 to 1989,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mainly depends on the labor force factors. From 1990 to 1999,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capital investment to economic growth increased, and that of labor decreased. In 2000-

2009 and 2010-2017, both input to economic growth were low, implied that labor and capital 

were no longer enough to drive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approaches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need to be changed. This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FP 

on economic growth and subdivides the TFP by introducing two variables. Economic 

structure change and property rights system reform are proved to effectively affect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in Fuji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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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从

对经济增长的数量扩张转为对经济增长的质量追求。高速增长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以

数量快速扩张为主，主要解决的是短缺问题，而高质量则强调的是质量和效益，是解

决增长质量的问题。 

 自1978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经济结构以及增长动力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福建

目前经济运行延续总体趋于平稳，并有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单从经济增长数量而

言，福建省经济增长总体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国内生产总值在2017年达到32,292亿元，

国内总产出上升为94,296亿元，人均GDP为82,960元，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6,227亿元，

当前福建正在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正向高质量发展，探讨改革开放后福建省各

种因素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将可作为今后福建推动高质量经济发展的新理念与

新方向。 

本文通过对1980−2017年福建省经济增长的各项指标进行研究，探讨福建省经济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变化和贡献，研究影响福建经济增

长的质量以及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如：资本的形成、劳动的增减、经济结构的

变化以及产权制度的变迁，来证实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以深入分析福建省经济

增长质量的本质；首先通过对福建省现阶段的经济增长质量研究进行文献综述，并论

述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质意义和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实证上则通过对GDP、总产

出、资本生产率、劳动力生产率等数据的分析估算，对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进行选

取和计算，并通过回归估算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对TFP进行估

算和测评，分析福建省TFP增长率存在的变化。本文亦引入第一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

总值的比例与产业非国有化率两个变量，来探究福建省经济结构的变化和产权制度

变迁对福建省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2. 经济增长质量 

经济增长质量是指资源利用的改进和要素生产率增加，即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

进步作用和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是经济增长的一部分，不仅是数量扩

张的过程，同时也是质量提高的过程，是数量增加和质量提高的统一。 

 

2.1  经济增长的定义 

在宏观经济学中，经济增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经济增长是指经济社会的实

际产量的长期增加（汤铎铎，2009）。因此，经济增长一般被定义为产量的增加。在

经济学中，经济增长有两层含义：第一层经济增长指经济体生产的物质产品以及劳务

在一定的时期内的持续增长，换句话说，是指经济总产量的增长；第二层经济增长是

按人口平均计算从而得出的实际产出的持续增长，就是指人均产量的增长。因此，经

济增长是充分反映出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指标。 

 

2.2  经济增长质量的涵义 

经济增长除了数量增长以外，还应包括质量增长。经济增长质量的涵义非常广

泛，在经济学中非常难以定义。肖红叶与李腊生（1998）在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

分析中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论述，认为决定经济增长质量高低的因素表现在经济增

长的稳定性、协调性、持续性以及经济增长是否具备潜能。钱津（1999）在关于国民

经济增长质量的系数分析中，将国民经济增长质量定义表现在国民经济增长是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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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新的、被市场接受的生产能力的增长范畴；判断经济增长是否具有质量，需要同

时具有两个条件：一是增长质量表现在生产能力是新形成的，不是原有生产能力创造

的国民生产总值；二是其生产能力被市场接受，而不是被市场排斥，由此才能创造国

民生产总值。赵英才等（2006）将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内涵划分成三个层次来界定：

一是经济增长质量内涵体现经济系统的投入产出效率；二是经济增长质量内涵体现

最终产品或服务的质量；三是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体现了环境和生存质量 。 

国内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一部分运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率

的测定方法，另一部分则集中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总体而言，国内对经济增长质

量理论的研究还缺乏整体性，且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分析也不够深入。 

关于构建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的相关研究中，国内多数学者普遍采用国内生

产总值作为产出指标，但余鹏与杨廷干（1997）采用总产出作为全要素产出指标，并

认为用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全要素生产率，仅反映物质生产活动的经济效率，采用总产

出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则反映全部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活动的经济效率。关于劳

动投入指标，文献显示劳动投入指标选取主要有四种指标：第一种是采取劳动者人

数；第二种是采取从业人员数；第三种是采用平均劳动时间乘以从业人员数；第四种

是采用劳动者报酬。就劳动投入指标而言，多数研究采取劳动者从业人员数作为劳动

投入量的指标。资本指标的选取上，贺菊煌（1994）采用迭代方法计算出1964年的资

本存量K，刘海英（2005）在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的基础下，

还分析了产业结构变动、所有制结构变动和贸易结构几方面，剖析了中国经济增长质

量的形成机理。 

 

2.3  经济增长质量与投入要素 

经济增长首先是由投入要素决定的，通常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三大要素是影

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这些要素从三个方面决定了经济增长：一是投入要素的数

量，二是投入要素的质量，三是投入要素间的组合质量和配置效率。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指全部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土地等）的投入量都

不变时，而生产量仍能增加的部份，因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只能用来衡量除去所有

有形生产要素以外的，纯技术进步的生产率的增长。 

目前对全要素测算的主要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由罗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1956）提出的索洛残差法（Solow Residuals），也叫生产函数法，是运用最为

广泛的一种方法，基本思路是估算出总量生产函数以后，通过产出增长率扣掉各投入

要素增长率后所得的剩余增长率，通过剩余增长率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郭庆

旺，1988）。第二种是由艾布拉姆威兹（Abramvitz）在1956年提出的代数指数法，基

本思路是把全要素生产率表示为产出数量指数与所有投入要素加权指数的比率（郭

庆旺与贾俊雪，2005）。 

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相关研究，蒋一琛与孙志洁（2019）采用索洛残差法对浙江省

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进行测算研究，郭庆旺等（2005）则利用非参数DEA−Malmquist

指数法，估算中国各省份1979~2003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

率。黄浩（2017）亦利用索洛残差法测算福建省TFP增长率，发现该增长率波动明显，

同时实证发现R&D投入、非国有经济占GDP比重等指标，都对TFP的提升有显著推动

作用，验证福建省TFP增长已经从政策推动转到由创新、管理等市场因素综合推动，

而TFP增长率走低的原因是科技投入滞后等。罗婧（2017）探究福建省新旧动能转换

中的主要亮点时，发现福建省经济运行延续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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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快速成长，新动能不断积聚，以此带来的提质增效成果初显；而三次产业结构优化

与服务业加快发展，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本文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了更细致的划分，即对经济增长质

量的因素作了部分分析，也对经济增长质量作出了具体分析和评价。 

 

3. 数据来源与处理 

3.1  总产出（Total Output） 

总产出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所有产品和劳务的价值，既包括

新增价值，也包括被消耗的以及转移的价值，它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活动的总规

模，是反映社会总产品价值量的指标。总产出增长率计算公式： 

 

总产出增长率 =
本期总产出量−上一期总产出量

上一期总产出量
× 100%   （1） 

 

3.2  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即一个季度

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是衡

量国家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它不仅可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还能反映一国的国

力与经济。在分析经济增长的因素中，国内学者普遍选择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

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产出指标，而西方许多学者在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时，则选取总产

出作为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产出指标。采用总产出作为产出指标，能够确切的反映全

部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活动的经济效率，与 GDP 不同的是总产出包含了中间产品

转移价值。因此，本文同时选取 GDP 和总产出两种产出指标分别来计算全要素生产

率，从而用两种指标分别衡量福建省经济水平，选取《福建省 2018 年统计年鉴》中

历年的总产出作为产出指标，GDP 增长率计算公式： 

 

GDP增长率 =
本期 GDP−上一期 GDP

上一期 GDP
× 100%    （2） 

 

3.3  资本存量的估计 

本文采用固定资本存量替代资本存量，取用福建统计局《福建2018统计年鉴》中

的固定资产投资作为资本投入要素。取样范围在1980年到2017年的固定资本，用K表

示资本。固定资本增长计算公式为： 

 

固定资本增长率 =
本期固定资本−上一期固定资本

上一期固定资本
× 100%   （3） 

 

3.4  劳动力的估算 

在全要素生产率分析中，对劳动力投入要素应是一定时期内的要素提供的“服务

流量”，它不仅仅取决于要素投入量，而且还与要素的利用效率、要素的质量等因素

有关。在国内外的研究中，劳动投入量的选取有四种指标：第一种是采取劳动者人数

为指标；第二种是采取从业人员数作为指标；第三种是采用平均劳动时间乘以从业人

员数作为指标；第四种是采用劳动者报酬作为指标。 

就劳动投入指标而言，多数研究采取劳动者从业人员数作为劳动投入量的指标，

其原因是中国收入分配体制不尽合理和市场调节机制不够完善，劳动者从业人员数

https://www.baidu.com/s?wd=GDP&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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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体现劳动力投入量的精确性，并且不存在价格调整等问题。因此，本文采用历年

的全社会从业人员数作为历年劳动投入量指标。全社会从业人员数是指十五周岁及

十五周岁以上的人口中，从事一定的社会劳动，并且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

数。为避免出现某一年因特殊原因，导致该年全社会从业人数出现特殊变动，因此采

用每两年全社会从业人数的平均人数作为劳动力，以减少误差，计算公式为： 

 

平均全社会从业人数 =
上一年全社会从业人数+本年全社会从业人数

2
   （4） 

 

劳动力 =
本期平均全社会从业人数−上一期平均全社会从业人数

上一期平均全社会从业人数
100%   （5） 

 

3.5  资本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 

资本生产率是指以“资本”作为投入量的条件下，单位资本的产出量，计算公式为： 

 

资本生产率 =
资本增速

劳动力增速
      （6） 

 

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劳动成果与其相适应的劳动消耗量

的比值。劳动生产率水平可以用同一劳动在单位时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数量来表示，

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也可以用生产单位产品所耗费

的劳动时间来表示，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少，劳动生产率就越高。本文

选取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代替劳动生产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综合性指标，

计算公式： 

 

劳动生产率 =
本期国内生产总值

本期全社会从业劳动人数
    （7） 

 

本文分四个阶段，以总产出（Y1）与国内生产总值（Y2），分别对劳动力生产率

和资本生产率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1与表 2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若以总产出（Y1）作为生产总值计算，1980年−1989年的资本投

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0.1106，而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1.4931，因此，

在1980年−1989年，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投入。1990年−1999年的资本投入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度为0.4484，而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0.0166，因此与上阶段

相比，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明显下降，而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有了

显著的提升。 

2000年−2009年的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0.3836，而劳动投入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度为0.0701，显示资本投入要素开始下滑，而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度仍然偏小。2010年−2017年的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0.4517，而劳动投

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0.0552，此时资本投入要素开始有小幅的提升，而劳动要素

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仍然偏小。 

表2显示，若以国内生产总值（Y2）作为生产总值计算，1980年−1989年福建省的

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0.0545，而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0.4977，

显示福建省在1980年−1989年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投入。1990年−1999年的资本

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0.4299，而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0.0553，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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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989年相比，福建省在1990年−1999年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出现

明显下降，而资本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显著提升。 

2000年−2009年的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0.2140，而劳动投入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度为0.2261，显示此时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开始下滑，而劳动要

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稍有提高。2010年−2017年的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度为0.4260，而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0.0026，此时资本投入要素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度开始提高，而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趋于式微。 

综上所述，在改革开放后不久（即1980年−1989年），劳动力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度较大，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劳动力要素；而在1990年−1999年、2000年−2009

年、2010年−2017年，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都偏低，而资本投入要素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度，总体上相比于1980年−1989年有显著的提高，然而劳动力要素投入和资

本要素投入仍不足以推动经济增长，以增加劳动力和资本数量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发

展方式亟待转变。 

 

表 1. 1980−2017年总产出（Y1）与 K、L的回归分析表 

 1980−1989 1990−1999 2000−2009 2010−2017 

Intercept 
1.5436 

(2.3029)** 

1.6790 
(4.1630)** 

1.4157 
(2.8009)* 

1.2317 
(1.3024) 

ln(K) 
-0.1106 
(-0.8295) 

0.4484 
(2.7622)** 

0.3836 
(1.1374) 

0.4518 
(1.3178) 

ln(L) 
1.4932 
(2.3824)* 

0.0166 
(0.0655) 

0.0701 

(0.1235) 

0.0552 
(0.3127) 

R2 0.4495 0.7155 0.6716 0.3530 

Adj R2 0.2922 0.6342 0.5778 0.0942 
**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 

 

表 2. 1980−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Y2）与 K、L的回归分析表 

 1980−1989 1990−1999 2000−2009 2010−2017 

Intercept 
2.1951 

(2.7046)** 

1.7273 
(4.3282)** 

1.7598 
(5.2646)** 

1.26281 
(1.3406) 

ln(K) 
0.0545 
(0.3377) 

0.4299 
(2.6765)** 

0.2141 
(0.9597) 

0.42610 
(1.2478) 

ln(L) 
0.4978 
(0.6262) 

-0.0553 
(-0.2205) 

0.2262 
(0.6026) 

0.00260 
(0.0148) 

R2 0.1124 0.6684 0.7553 0.2809 

Adj R2 -0.1412 0.5737 0.6854 -0.0067 
**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 

 

综上所述，以总产出或国内生产总值计算都得到了大致相同的结论，福建省劳动

力要素和资本要素不足以推动经济的增长，福建省以增加劳动力和资本的数量的方

式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有待转变，需要注入新的动能来推动经济发展。 

 

4. 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 

4.1  劳动力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是全社会的每个劳动者平均所创造的价值，是衡量劳动力投入要素

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反映的是国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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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总值 GDP 与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值，代表着全社会每个劳动者平均为社会创造

的财富，也是衡量劳动力要素质量的重要指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指标的高低会受到

科技水平、产业结构、规模效益、劳动者素质、政策体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劳

动生产率指标逐年提高，表明经济增长质量在逐年改善。  

 

4.2  资本生产率 

资本产出率反映了资本要素创造的产出价值，资本生产率越高，说明资本要素投

入的产出就越高。资本生产率的变化作为衡量资本要素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经

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资本生产率越高，则资本要素质量就越高，表明经济增长质

量在逐年得到改善。 

 

4.3  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TFP）最早是由美国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提出，是产出增长率

超过要素投入生产率的部分，也是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是衡量单位总投入

与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换言之，指的是总产量和全部要素投入量的比值。通常情况

下，全要素生产率被作为科技进步的指标。 

在宏观经济学中，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重要的概念，通过分析各种因素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来确定经济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也被政府作为可持续增长政策的依

据。在经济学中，产出的增长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经济增长数量，另一部分是经

济增长质量；前者来源于实际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后者则来源于全要素生产

率的变化。因此，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评价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最重要指标，能体现经

济增长的意义，而一切能够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各个因素，都会影响着经济增长的质

量。所以，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表明经济增长质量也在不断地提高。 

本文采用学术界广泛运用的索洛残差法来测算福建省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扣掉

各投入要素生产率后所得的剩余生产率，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在此基础上，通过细

分全要素生产率引入两个变量：一个是第一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另一个

非国有化率，从而研究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产权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5. 实证分析 

5.1  经济增长的新古典生产函数 

索洛残差法的总生产函数为:             

 

𝑌𝑡 = 𝐴𝑡𝐹(𝐿, 𝐾)      （8） 

 

生产函数是指特定的时期内，在技术不变的状态下，生产中所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

数量，与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的关系，其估算一般采用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

（即 C−D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是由数学家柯布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于 20世纪

30年代提出来的，是经济学中运用最广泛的一种生产函数形式；在 C−D生产函数的

原有形式上进行改动，引进技术资源要素，即可用于分析要素投入对产出的贡献率。

许多发达国家的权威机构仍采用 C−D生产函数测算 TFP 贡献率： 

 

𝑌𝑡 = 𝐴𝑡𝐾𝑡
𝛼𝐿𝑡

𝛽
        （9） 

 

其中 Yt为现实产出，At为 TFP，Kt为资本投入，Lt为劳动投入，α为资本产出弹性，

https://www.baidu.com/s?wd=%E9%81%93%E6%A0%BC%E6%8B%89%E6%96%AF&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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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为劳动力产出弹性。 

 

5.2  对福建省生产函数的估计 

对 C-D生产函数（9）取对数，得到生产函数公式： 

 

𝐿𝑛𝑌 = 𝐿𝑛𝐴 + 𝛼𝐿𝑛𝐾 + 𝛽𝐿𝑛𝐿     （10） 

 

假设规模报酬不变 α+β=1，将回归方程（10）两边同时减去 Ln(L)，则得到的回

归方程： 

 

𝐿𝑛(
𝑌

𝐿
) = 𝐿𝑛𝐴 + 𝛼𝐿𝑛(

𝐾

𝐿
)     （11） 

 

5.3  TFP的估算及其增长率 

根据表 3中的回归分析，若采用总产出 Y1作为产出指标，α1=0.3034，若采用 GDP

作为产出指标 α2=0.3448，因为 α＋β =1，所以 β =1- α，因此采用总产出作为指标，

β1 = 0.6966；采用 GDP 作为指标，β2 = 0.6552。 

 

表 3. 人均产出对人均资本的回归分析(1980-2017) 

 ln(Y1/L) ln(Y2/L) 

Intercept 1.2854 
(5.3044)** 

1.1614 
(4.6860)** 

ln(K/L) 
0.3034 

(2.6380)** 

0.3448 
(2.9315)** 

R2 0.1620 0.1927 

Adj R2 0.1387 0.1703 
**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 

 

将 TFP1表示以总产出作为产出指标计算全要素生产率，TFP2表示以 GDP 作为

产出指标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根据回归方程（10）的结果，将 GDP 的增长率按照要

素进行分解，并对其进行偏导后公式为： 

 
∆𝑌

𝑌
= 𝑇𝐹𝑃 + 𝛼

∆𝐾

𝐾
+ 𝛽

∆𝐿

𝐿
     （12） 

 

 

因此根据逆推，推出 TFP 计算公式： 

 

𝑇𝐹𝑃 =
∆𝑌

𝑌
− 𝛼

∆𝐾

𝐾
− 𝛽

∆𝐿

𝐿
     （13） 

 

从图 2 和图 3 显示，采用 TFP1和 TFP2显示的 TFP 结果基本趋于同步。图 2 显

示 1980 年−2012 年 TFP 增长波动起伏，没有特别大的波动，但在 2012 年−2013 年

TFP 出现较大的正增长，在 2013 年−2014 年 TFP 又出现了较大的负增长，在 2012

年−2016 年出现了两个峰波和两个低谷。图 3 显示 TFP 增长波动与图 2 相似，同样

在 1980 年−2012 年起伏，没有较大的波动，在 2012 年开始出现了大程度的正增长，

在 2013年−2014年 TFP 增长波动同样出现了负增长，在 2012年-2016 年出现了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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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波和两个低谷。 

通过对图 2 和图 3 对福建省 TFP 增速的分析，本文发现经济增长波动较大的情

况均出现 2012年−2016 年，在 2011年−2015 年期间，福建省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的

方式发生了转变，显示福建 TFP 的变化在 2012 年到 2016 年出现两次波峰，可能受

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 

 

 

 

 

 

 

 

 

 

 

 

图 3 ：福建省 1980-2016 年 TFP2增速状况 

 

 

图 2. 福建省 1980-2016 年 TFP1增速状况 

 

 

 

 

 

 

 

 

 

 

 

 

 

 

图 3. 福建省 1980-2016 年 TFP2增速状况 

 

5.4  经济结构、产权制度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结构红利假说”中认为，由于各部门生产率水平和增长率存在系统差别，当投入

要素从低生产率（或低生产率增长）部门向高生产率（或高生产率增长）部门流动时，

就会促进各部门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总生产率的增长率就会超过各部门生产率

增长率加权和的余额，产生结构变化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 

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中，经济结构和产权制度都被认为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

主要因素，国内不少学者都对经济结构和产权制度分别做过研究。刘小玄（1995）强

调产权制度的作用，认为非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安排决定了其具有比国有企业更高

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郭克莎（2000）则是针对中国农业和非农业以及二次产业结构

变化，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进行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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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是指经济系统中各个要素之间的空间关系，包括三个主要方面：企业结

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而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关系是最基本的经济结构。经济

结构的内涵是指企业在所在地区的生产力布局情况，不同的经济结构类型关系到企

业财务活动的发展程度、范围、投资方向、资金来源和盈利水平等，因此，资源环境

是关系企业发展的资源条件。 

经济结构是一个由许多系统构成的多层次、多因素的复合体，但是影响经济结构

形成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因素是社会对最终产品的需求，而科技进步对经济结构的

变化也有重要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是否合理，主要看它是否可以将经济结构建

立在合理的经济可能性之上，以充分发挥经济优势，有利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协调发

展。经济结构状况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因此不同经济体制与

不同经济发展趋向的国家和地区，经济结构状况差异甚大。 

就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说，最重要、最直接的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主要

是三大产业的结构变动，以及各个产业的结构升级，包括生产结构和要素使用结构，

以及生产率结构的变化。在现代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非常密

切的关系，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调整，能为优化和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创造有利条件，而经济

增长同时也为促进产业结构的演进提供了物质保障。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与制度有关。制度是通过提供一系列规

则，规范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的相互关系，从而达到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

减少交易费用、保护产权、促进生产性活动。其实经济运行的一切问题最终都可以归

结到制度问题，而产权制度长期以来，都一直建立在零交易费用、完全个人理性和外

生给定制度结构等严格假设之上的。古典理论认为产权制度是制度集合中最基本、最

重要的基本制度，市场经济其实就是一种产权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

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的过程。 

在所有制度中，产权制度是一种较为基础性的经济制度，它不仅对经济效率产生

重要影响，还构成了市场制度，产权制度还是其他许多制度安排的基础。德姆塞茨

（Demsetz）认为，产权制度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和促进经济效率而建立和发展的。

产权制度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经济成分的非国有化，而经济成分的非国有化改革却主

要体现在工业领域（黄新华，2003），因此本文采用非国有化率的方式来考察产权制

度变化对福建省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为了考察经济结构与产权制度对福建省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必须找出经济结

构和产权制度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本文对全要素生产率再进行细分研究，利

用上节所的数据继续考察福建省经济结构与产权制度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并用第一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X1）的变化来代表经济结构的变化，用非

国有化率（X2）来代表产权制度的变迁： 

 

𝑋1𝑡 =
第 t年第一产业产值

第 t年国民生产总值
        （14） 

 

𝑋2𝑡 =
第 t年非国有工业产值

第 t年工业总产值
        （15） 

 

由于将引入了新的变量来解释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新变量的系数即可看作所

代表的对应因素的截距项，所以在回归方程中省去了截距项，估计的模型结果如表 4

所示。从回归方程中可以看出，人均资本对产出的弹性 0.2523，经济结构和产权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8D%E5%90%88%E4%BD%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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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路径为：第一产业的比重的大小与全要素生产率大小呈正向变

化，经济中第一产业比重越大则经济增长的质量越高；非国有成分大小与全要素生

产率大小亦呈正向变化，工业中非国有成分越大则经济增长质量越高。 

 

表 4. 人均产出对经济结构(X1)和产权制度(X2)的回归分析(1980-2017) 

 ln(Y1/L) ln(Y2/L) 

ln(K/L) 
0.2523 
(2.2580)* 

0.2969 
(2.5860)** 

经济结构(X1) 
3.0681 

(4.6901)** 
2.9165 

(4.3400)** 

产权制度(X2) 
1.025 

(4.1870)** 
0.8941 

(3.5554)** 

R2 0.9350 0.9290 

Adj R2 0.9027 0.8964 
**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 

 

不少学者提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应该转变经济结构，将农业向工业进行转变。熊

万伟（2008）在辽宁省经济增长实证研究中认为农业生产率水平较低，对此提出经济

增长质量提高应当将农业转向工业转变。本研究分别用两个指标计算福建省的经济

结构中农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经计算福建农业对福建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均达

到 3.0681 与 2.9165，因此第三产业尚无法取代农业在福建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采

用转化农业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就目前而言在福建省还不能体现出来。通过表 5各

产业与生产总值的相关性分析，福建第一产业与生产总值的相关性为 0.8890，说明

农业仍与福建省经济总值相关，对福建省经济增长中占有重要贡献。 

 

表 5. 各产业与生产总值的相关性分析 

  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生产总值 1       

第一产业 0.8890 1     

第二产业 0.9439 0.8035 1   

第三产业 0.7500 0.5082 0.6548 1 

 

福建省的企业有四中类型：国有、集体所有、个人所有和其他企业。至 1978改

革开放以来，国有部门的重要性不断下降，非国有部门由于产权相对明晰，企业的效

率相对较高，其重要性日益突出；非国有部门企业的贡献从 1980年占工业总产值的

29%上升到 2000年的 90%，超过某些工业省份的非国有占比。 

中国经济在 1978 年从计划体系向市场经济转型，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和合资企

业在产出和就业方面，国民经济中所在的比重一直呈现显著上升，在加上各种利润激

励改革计划的引入，改变了企业的投资决策行为。无论是在企业长期和短期的生产计

划中，盈利能力和投资成本成为企业必须考虑的最重要因素。 

非国有企业由于对产权非常明晰，非国有企业具有独立核算，并采用以营利为目

标，加上没有多余工人的负担，不像在国有企业中，即便是多余人员，也不能随便下

岗；如果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够生存下去，必然比国有企业拥有更高的生产率。 

在经济学的理论来看，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如果没有外来权利的干预，市场经

济必定是服从于竞争机制的优胜劣汰的规则，表示效率高的企业将赢得越来越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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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份额，而效率低的企业，则会越来越处于劣势，而最终被淘汰出。按照这样的理

论假定，效率高低决定了企业的发展和消亡，因而国有企业的萎缩和非国有企业的兴

起扩大，是由于效率差异所引起的。经福建省经济中非国有企业所占比重的增加，必

然会提高经济总体的生产率，国有企业的相对重要性已经下降，国有部门的经济运行

情况对整个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如过往重要。 

在福建省经济中，随着 1978 年改革开放至 2005 年年底，福建省与工业大省辽

宁省相比，辽宁省在 2005年非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 87%，而福建省非国有

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经超过 95%，显示非国有企业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

增加。本文通过产权制度和结构经济的研究分析，发现第一产业对福建省经济增长质

量的影响非常显著，并且与全要素生产率呈正相关。福建省在 1980 年−2017 年，非

国有企业占工业总值的比重已经超过某些工业大省，反映出非国有企业的提升是福

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因此福建省经济增长质量也不断提高。 

 

6. 结论 

福建省产出增长率始终受资本成长的影响大，受劳动成长的影响平稳，受全要素

生产率 TFP 的影响最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经济结构的变

化与福建省非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变化的影响。 

在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方面，改革开放后的前期阶段，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处在较低水平，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较高；但在后期，劳动要素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开始下滑，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开始急速提升，福建经济质量

开始慢慢转向资本。 

本文通过计算福建省 TFP 及增长率，发现福建省 TFP 在改革开放前期没有存在

较大的波动，但在 2012 年−2016 年出现了较大的波动，并出现两个峰波。调查发现

在 2011 年−2015 年期间，福建省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发生了转变，TFP 可能受

其影响发生较大的变化。 

本文引入产权制度和经济结构，分析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因素，分四个时间

段测算了资本投入要素和劳动与投入要素，1980-1989年的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较大，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劳动力要素；1990-1999年的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增大，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减小，2000-2009 年、2010-2017 年，

劳动力和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不高，因此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不宜再以增加资

本投入和劳动投入，需要转型经济增长方式。本文认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因素

还是提高福建省全要素生产率，只有提高全要素增长率才能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本文细分了影响福建省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分析，并且与其他省份进行比较，得

出以下结论。 

 

6.1  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质量仍是不可或缺 

第一产业对福建省的经济增长质量的贡献度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虽然与第二产

业相比略低，但第一产业仍然和经济增长总值存在较大的相关性；换言之，第一产业

仍然是福建省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有不少研究建议将第一产业向转

化第三产业，但对于福建而言，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质量却是不可或缺的。 

 

6.2  提升第二产业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方向 

第二产业对福建省经济长质量的相关性最高，也是福建省经济主要的来源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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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提升第二产业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方向，也是提升福建省经济增长质量

的重要影响因素。 

 

6.3  第三产业提升空间很大 

第三产业对福建省经济增长质量的贡献，虽没有一、二产业对福建省的贡献度高，

目前影响也不是特别显著，但未来由于第三产业提升空间很大，也与经济增长质量呈

现正相关，因此福建省在增大第一、二产业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第三产业的重视，

提升第三产业对提升福建经济增长来说是很有必要。 

 

6.4  福建省与辽宁省三级产业的比较 

与工业大省辽宁省进行比较，辽宁省的第一产业和全要素生产率呈现负相关，第

二产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较高。而福建省第一产业与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正相

关，第二产业对福建省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处于较高水平。对于辽宁省来说，第一产

业应当向二、三产业进行转变，才能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但对于福建省来说，一、二

产业均与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正相关，因此福建省应保留第一产业，加大发展一、二产

业，是提升福建省经济增长质量的有效措施。 

辽宁省的第一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小，第三产业占比较高，因此相关学者

试图通过第一、三产业的转变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福建省第一、三产业对全要素

生产率均存在正相关，虽然其对福建省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如第二产业显著，但未来有

很大的提升空间。 

 

6.5  非国有企业对福建省经济质量的贡献程度 

福建省非国有企业与全要素生产率成正向变化，并且占工业总值的比重较大。第

二产业作为福建省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提升福建省非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是福建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所以福建省应当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重视，鼓励非国

有企业积极发展，从而提升福建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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