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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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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文章运用 201 5年广东制造业企业

一

员工匹配调查数据
,

综合运用 时间序列 D E A
、

随机前沿 ( SF A )和

LP 一致半参佑计等方法
,

对新常态以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及其变化状况进行了综合测算
。

在此基础上
,

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行业分布
、

地区分布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
。

关键词
:
时间序列 D E ;A 随机前沿 ; L P 一致半参佑计 ;主成分分析 ;全要素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
: r 2 2 4

.

9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 00 2一 64 8 7 ( 2 0 1 6 ) 1 1一 00 86
一
0 4

0 引言

作为宏观经济的重要微观基础
,

企业经济活动及其全

要素生产率的真实状况对于准确判断新常态下投人一产出

效率的整体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

然而
,

由于一手企业调查

数据的缺乏
,

现有文献对于上述选题的实证研究多运用

20 09 年以前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

难以对我国经济进

人新常态以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最新变化情况进行统

计分析
。

为解决上述问题
,

武汉大学联合香港科技大学
、

清华

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等其他三家学术机构
,

开展了 2 01 5 年

广东制造业企业一员工匹配调查
。

该调查首次从微观层面

完整搜集了企业 20 13一 20 14 年有关工业总产值
、

工业增

加值
、

工业中间投人
、

员工人数
、

固定资产净值等全面测算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财务数据
,

从而为分析新常态下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的真实变化提供了最新的研究样本
。

在此基础上
,

本文分别采用时间序列 D EA
、

随机前沿

模型 ( SF A )和 L
e v

i n
s o h n 一 P

e t r i n 一致半参数估计法等三种

主流测算方法
,

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综合测算
,

并

运用主成分分析 ( P C A )对上述测算模型所获得的企业全

要素生产率指标进行线性加总
,

并依此对新常态下企业全

要素生产率的行业状况
、

地区状况进行统计分析
。

测算方法

1
.

1 时间序列 D E A 模型

本文首先基于时间序列 D E A模型的 M al m qu ist 生产率

指数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
。

该模型是一种基

于非参数估计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

其基本思路是根据各

个观测单元的数据
,

利用线性规划技术将有效单元线性组

合起来
,

构造出一个前沿的生产面
。

从而在给定投人条件

下
,

各个单元的实际产出与该前沿生产面之间的距离就测

量了投人一产出效率
。

上述方法优点在于无需预先设定生

产函数
,

从而规避了因错误的函数形式所带来的问题
。

根

据现有文献做法
,

本文采用工业中间投人
、

年末员工人数

作为要素投人变量
,

以工业总产值作为产出变量来测算企

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

考虑到企业工业总产值在填报过程中容易存在统计

定义不清晰
、

计算 口径不一致的质量问题
,

我们运用
“

工业

总产值 = 主营业务收人+期末存货一期初存货
”

的会计准则

进行数据清理
,

主营业务收人
、

期末存货和期初存货指标

本次调查也进行了搜集
。

对于主营业务收人
、

期末存货存

在缺失的部分企业样本
,

工业总产值则采用销售收人与期

初存货的差额作为近似替代
。

1
.

2 随机前沿模型 ( s F A )

本文借鉴现有文献
,

采用基于超越对数形式形式的时

变生产函数作为前沿生产函数
,

将其作为衡量企业投人一产

出效率变化的基准
。

通过假定时变技术非效率指数服从非

负断尾正态分布
,

并假设其独立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统

计误差项
,

我们可通过极大似然估计在前沿生产函数条件

下估算出前沿技术进步率 (FT P )
、

相对前沿的技术变化率

( T E )
。

最终
,

全要素生产率 ( T F P )就是 FT P 和 T E的加总
。

在具体指标选择上
,

本文采用工业中间投人
、

年末员工

人数作为要素投人数据
,

以工业增加值作为产出变量来测

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

对于工业增加值数据的整理
,

本

文参考现有文献
,

对部分异常值采用
“

工业增加值 =工业总

产值一工业中间投人 +增值税
”

的会计准则进行数据清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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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行业分布 ( 2 0 1 3一 2 0 14 年 )

二二维行行 行业名称称 T F P一 D E AAA T FP一 S F AAA T F P一 L PPP T F P一 af c t o rrr

业业代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 (((((((2 0 13 ))) (20 14 ))) ( 20 13 ))) ( 2 0 14 ))) ( 20 13 ))) ( 20 14 ))) (2 0 13 ))) (2 0 14 )))

333 777 铁路
、

船舶
、

航空航天和其其 0名 65000 0 9 34 000 0刀 4 9444 0
.

7 5 7 777 0石 95444 0 9 22 333 1 88 8333 2 3 90 333

333 222 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业 0
.

6 62222 0石 98 888 0
.

67 1333 0
.

66 4333 0 2 85 555 0
.

3 60 666 0万 8 5888 0刀 52 111

lll 555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工 0
.

5 08000 0 4 84 000 0
.

7 57 000 0
.

7 4 3 111 0万 84777 0
.

5 37 555 09 12555 0刀料 444

333 666 业业 0
.

64 0444 0
.

6 53 555 0
.

65 2999 0
.

65 6333 0
.

47 5 222 0
.

3 90 333 0名 16666 0石 57 999

222 333 酒
、

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业 0
.

4 1 1888 0
.

4 7 9 333 0
.

62 5555 0
.

咬科 1111 0 3 15 555 0
.

7 13 333 一 0
.

13 3000 0
.

6 33444

lll 666 汽车制造业业 0
.

3 36000 0
.

4 54 555 0
.

66 2555 0
.

7 2 5777 0
.

3 55 555 0
.

5 29 777 一 0
.

12 5444 0
.

6 05 555

222 666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业 0
.

6 1 1333 0
.

6 12 555 0
.

68 6333 0
.

66 4555 0
.

3 63 555 0
.

3 7 6 666 0
.

334 777 0
.

3 89 333

333 lll 烟草制品业业 0
.

6 29000 0
.

54 4 000 0
.

65 9666 0
.

咬科 1666 0
.

6 24 555 0
.

3 87 888 0
.

7 14 222 0
.

3月斗 777

lll 888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造 0
.

4 15222 以料 6444 0
.

56 9000 0
.

62 5888 0
.

34 0444 0
.

4 43 666 一 0
.

14 2222 0
.

3 39 555

222 000 业业 0
.

44 2333 0 4 9 1333 0
.

69 0888 0
.

7 12666 0
.

2 05 333 0
.

2 99 999 0
.

0 17 111 0
.

3 35777

333 000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工 0
.

47 7 555 0
.

47 8 222 0
.

65 2444 0
.

63 7 555 0
.

3 89 888 0
.

3 64 555 0
.

24 8777 0
.

167 555

lll 777 业业 0
.

4 69555 0
.

47 0 888 0
.

62 1999 0
.

63 7 888 0
.

2 58 333 0
.

2 84 444 0
.

04 3666 0
.

155 111

222777 纺织服装
、

服饰业业 0
.

64 5333 0石 66777 0
.

57 5333 0
.

53 6999 0
.

2 56 888 0
.

2 55 555 0
.

18 6444 0
.

107 777

333 333 木材加工和木
、

竹
、

藤
、

棕
、、

0
.

44 7 000 0 4 5 1111 0
.

637 222 0
.

62 0666 0
.

3 14 888 0
.

3 56 777 一 0
.

0 19777 0
.

0 09 333

333 888 草制品业业 0
.

4 65222 0 4 85777 0
.

62 1999 0
.

62 3999 0
.

2 6 1222 0
.

2 8 1666 一 0
.

06 9999 一 0
.

00 2444

333 444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业 0
.

4 58777 0 4 8 1666 0
.

6 15000 0
.

62 4999 0
.

2 67 111 0
.

2 7 3 666 一 0
.

10 8444 一 0
.

0 10777

333 999 纺织业业 0
.

44 2999 0
.

4 57 222 0
.

604 333 0
.

6 14555 0
.

2 95 555 0
.

3 24 555 一 0
.

15 0555 一 0
.

02 2333

333 555 医药制造业业 0
.

4 9 1000 0
.

4 89 888 0
.

60 1666 0
.

60 3666 0
.

3 39 555 0
.

3 16 777 n n」 I nnn 一 0
.

05 0 888

222 lll 金属制品业业 0
.

4 39222 0
.

5 13 222 0
.

6 17 111 0
.

56 9444 0
.

2 36444 0
.

2 52 000000000000000 一 0
.

05 1999

444 000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业 0
.

4 58777 0
.

4 85 222 0
.

6 10777 0
.

62 5555 0
.

2 35 999 0
.

2 3 8666 一 0
.

124 888 n n层勺 `̀

222 999 通用设备制造业业 0
.

3 8 1777 0
.

4 0月斗斗 0
.

63 3888 0
.

63 7 999 0
.

2 87 777 0
.

2 7 0 999 一 0
.

16 899999999999999999

222444 计算机
、

通信和其他电子子 0
.

34 0 111 0
.

37 1111 0
.

63 2888 0
.

59 5 111 0
.

2 59 111 0
.

4 39 444 一 0
.

10 6888 一 U
.

U J二 UUU

lll 999 设备制造业业 0
.

3 54999 0
.

3 57 111 0
.

63 2222 0
.

65 5 111 0
.

2 30 999 0
.

2 7 5 222 一 0
.

33 2777 一 0
.

06 8444

444 lll 专用设备制造业业 0
.

2 13000 0
.

2 52 000 0
.

56 8444 0
.

6 13888 0
.

112777 0
.

137 333 一 0
.

36 6222 一 0
.

16 2000

lll 333 家具制造业业 0
.

5 24777 0
.

5 24 888 0
.

4 87 333 0
.

4 88999 0
.

0 96 555 0
.

106 444 一 0
.

90 7 777 一 0
.

24 6444

222 222 仪器仪表制造业业 0
.

47 4333 0
.

月斗 8 666 0
.

57 6555 0
.

50 3999 0
.

2 89 333 0
.

189 333 一 0
.

4 0 0999 一 0
.

40 7 222

lll 444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业 0
.

34 9000 0
.

3 56 000 0
.

5 17 555 0
.

50 9666 0
.

11 1111 0
.

10 1888 0
.

17 5000 一 0
.

40 8666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47 9 888 0
.

4 99 777 0
.

62 7 000 0
.

6 27 111 0
.

3 1月斗斗 0
.

34 9333 一 0
.

9 11222 一 0
.

4 19333

又又又教
、

工美
、

体育和娱乐用用用用用用用用 0
.

06 7 222 一 0
.

93 3444

品品品制造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 0
.

17 7 666

皮皮皮革
、

毛皮
、

羽毛及其制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

和和和制鞋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

其其其他制造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

农农农副食品加工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

造造造纸和纸制品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

食食食品制造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

合合合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

同时
,

由于国际市场需求低迷以及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存在
,

出 口导向

型产业也受到了较大冲击
。

随着居

民收人的提升
,

国内需求尤其是居

民的改善型需求得到了较大释放
,

内需主导型产业的投人 一产出效率

则普遍较高
。

表 4 则 按 降序 依 次 报 告 了

20 13一20 14 年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的变动情况
。

结果发现
,

基于本次

企业调查数据
,

20 14 年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平均增长 .5 09 %
,

这一数据测

算结果与现有文献认为中国企业全

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 3% 一5% 的经

验判断相一致
。

通过对行业全要素

生产率的变动进行统计可发现
:

印

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

烟草制品业
、

文教娱乐用品业等 19 个行业的全

要素生产率仍然处于增长状态
,

占

全部抽样企业的 70 37 %
。

这表明
,

新常态下大部分微观企业仍具有较

强的经济活力
,

中长期经济增速具

有
“

筑底企稳
”

的可能
。

通过对全要

素生产率增长和下降最快的行业类

型进行分析
,

我们发现
:

对于印刷和

记录媒介复制业
、

烟草制品业
、

文教

娱乐用品业等以 国内需求为主
、

需

求弹性不高的行业而言
,

其投人一产

出效率的增长最为强劲 ;而对于非金

属矿物制品
、

酒水饮料
、

汽车制造等

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而言
,

其全要素

述统计结果表明
,

随着我国经济自 201 3年进人新常态以

来
,

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已大幅下降
,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

人一产出效率不高且受到国际市场需求震荡的较大冲击
。

表 4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行业变化情况

生产率则面临较大的下行风险
。

2
.

3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地 区分布

表 5 给出了 20 13一 20 14 年受访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

不同地区的分布情况
,

为获得稳健的估计结果
,

我们分别

密密密二维行业业 行业名称称 T FP增速速 膏膏二维行业业 行业名称称 T F P增速速
勺勺勺 代码码码 (% ))) 勺勺 代码码码 (% )))

lllll 2 333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业 4 83 222 l 555 l 333 农副食品加工业业 3
.

5 222

22222 l 666 烟草制品业业 3 1 2 888 l 666 4 000 仪器仪表制造业业 3
.

1222

33333 2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24
.

2 444 l 777 3 444 通用设备制造业业 3
.

0 00044444 2 000 义烈
、 」一天

、

件胃刊联尔用品市U道业业 20
.

1 111 l 888 2 99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业 0
.

2 666

55555 4 lll 木材加工和木
、

竹
、

藤
、

棕
、

草制品业业 16
.

0 333 l 999 2 66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业 0
.

2 000

66666 l 888 其他制造业业 15
.

9 333 2 000 2777 医药制造业业 一 1 2 999

77777 3777 纺织服装
、

服饰业业 13
.

9 111 2 lll 3 555 专用设备制造业业 一 2
.

2 111

88888 3 222 铁路
、

船舶
、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备 10
.

2 666 2 222 l 444 食品制造业业 一 2
.

6 111

99999 l 999 制造业业 7
.

8222 2 333 3 00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业 一 2
.

8888

lll 000 2 lll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业 5
.

2333 2444 l 555 酒
、

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业 一 4
.

8888

lll lll 3 999 皮革
、

毛皮
、

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业 4
.

9222 2 555 3 666 汽车制造业业 一 5
.

1000

lll 222 l 777 家具制造业业 4
.

3222 2 666 2 222 造纸和纸制品业业 一 17
.

5 111

lll 333 3 888 计算机
、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业 4
.

1999 2777 3 lll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业 一 18
.

0555

lll 444 3 333 纺织业业 3
.

8 888 2 88888 合计计 5
.

0 999

电电电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业业业业业业

金金金金属制品业业业业业业业

报告了基于时间序列 D EA
、

SF A

和 LP 方法的测算指标
,

并报告

了基于主成分线性加总的因子

分数值
。

我们对于 20 13一2 0 14

年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子

分地区平均值按照降序进行了

排列
。

具体发现如下
:

第一
,

珠三角地区的全要

素生产率水平普遍较高
。

2 01 4

年全要素生产率因子分大于 0

的地 区 共 有 10 个
,

除揭 阳

( 0 59 9 9 )
、

阳江 (0 3 126 )外
,

其

余均为珠三角城市
。

这说明珠

三角地区的投人一产出效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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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分布 (2 01 3一 2 01 4年 )

地地区区 所属属 TF P一 D E AAA T FP一 S F AAA T F P一 L PPP T F P一 af c t o rrr

名名称称 地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 ((((((( 20 13 ))) (2 0 14 ))) ( 2 0 13 ))) (2 0 14 ))) (2 0 13 ))) ( 20 14 ))) (2 0 13 ))) ( 20 14 )))

揭揭阳阳 粤东东 0万 34 111 0万 2 6 111 0万 93777 0
.

6 07 000 0 4 85 333 0
.

5 42 222 04 5 3999 0万 9 9000

阳阳江江 粤西西 0
.

4 0 5777 04 24 888 0石 4 1000 0
.

6 58 999 0
.

4 33 555 0
.

5 42 222 0
.

02 0444 0 3 12666

中中山山 珠三角角 0
.

4 9 2666 0万 13666 0石 1 1888 0
.

6 39 555 0
.

2 92 222 0
.

2 96 555 0
.

15 7 555 以 264 777

佛佛山山 珠三角角 0
.

5 18000 0万 37 999 0
.

6 02555 0
.

6 20 111 0
.

3 06 555 0
.

3 60 000 0
.

0 17 000 0 2 3 9888

深深划 }lll珠三角角 0
.

4 18000 04 7 1333 0
.

6 13999 0
.

6 19 000 0
.

3 07 333 0
.

4 7 7 555 一 0
.

164 333 0 2 2 6 111

江江门门 珠三角角 0
.

4 7 1333 04 87 333 0
.

6 03444 0
.

6 34 888 0
.

2 43 666 0
.

3 02 222 一 0 04 1666 0
.

19 8222

惠惠州州 珠三角角 0
.

544 777 0万 64 444 0
.

6 15777 0
.

6 28 999 0
.

2 37 444 0
.

2 62 555 0
.

05 4555 0
.

17 9888

尸尸那 〔 甘令一一 卫卜一
丫幸幸 0

.

54 2999 0
.

56 0222 0
.

6 50 888 0
.

5 99 222 0
.

3 3 1999 0
.

3 26 444 0
.

3 14999 0
.

174777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54 8000 0
.

52 9777 0
.

6 23999 0
.

6 15 555 0
.

3 62 666 0 , Q飞连连 0
.

2 60 777 0刀 95000

三三卜尸火火
.

叨亏二二少侣侣 0
.

4 14 888 0
.

4 28 666 0
.

6 12 555 0
.

6 2 8222 0
.

32 05555555555555 一 0
.

138 222 0刀4 9999

珠珠海海 珠三角角 0
.

4 83999 0
.

47 2 111 0
.

6 36 111 0
.

6 20 222 0
.

28 9444 03 88 111 一 0
.

0 17 000 一 0
.

0 24 666

广广州州 珠三角角 0
.

37 8000 0
.

3 88 999 0
.

6 15 000 0
.

6 13 333 0
.

26 5 111 02 81000 一 0 24 9 555 一 0
.

24 5333

潮潮州州 粤东东 0
.

40 2 888 0
.

4 09 111 0
.

6 17 888 0
.

6 11222 0
.

18 1222 n 勺气 O勺勺 一 0
.

3 63 888 一 0
.

39 7 555

东东莞莞 珠三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

湛湛江江 粤西西西西西西西 0
.

17 93333333

合合计计计 0
.

47 3444 0 4 85777 0石 18 333 0石 22 888 03 12000 03 47 000 0
.

0 23 444 0
.

12 8666

最后
,

表 6给出了 2 01 3一2 01 4年各地区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的变动情况
,

其描述性统计结果也与上述三个经验判

断基本一致
。

3 结论

较之于经济欠发达的粤东
、

粤西地区更高
,

集群优势更加

明显
。

这或许与珠三角地区改革开放以来
“

得风气之先
” ,

制造业产业基础较为雄厚
,

产业配套较为完善等有较大关

系
。

第二
,

临近珠三角地区的
“

后发优势
”

较为显著
。

2 0 14

年全要素因子分数值最高的地区分别为粤东的揭 阳

( 0 59 9 0 )和粤西的阳江 ( 0 3 126 )
,

而其他粤东
、

粤西城市如

潮州 ( 一 .0 0 24 6 )
、

湛江 ( 一0
.

39 75 )则分列 201 4 年地区全要素

生产率水平的倒数第三
、

倒数第一位
。

引人经济地理分

析
,

可发现
:

揭阳
、

阳江两个地区的行政区划均与珠三角城

市圈紧密相连
,

而潮州
、

湛江则较为远离珠三角城市圈
。

这说明
,

在靠近珠三角的欠发达地区
,

其能较好地发挥劳

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
,

从而承接珠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
,

技术扩散和外溢效应明显
。

而对远离经济核心区的欠发

达地区
,

其
“

后发优势
”

并不显著
。

第三
,

传统制造业优势地区面临一定程度的
“

转型升

级
”

压力
。

本次调查数据表明
,

对于 以东莞为代表的传统

观制造业优势地区
,

其面临较为迫切的
“

转型升级
”

要求
。

20 14 年 东 莞 企业 全 要 素生 产 率 的 因 子 分数 值 仅

为一 .0 24 53
,

在全部 13 个接受调查的地级市中名列倒数第

二
,

也远低于广东省 0
.

12 86 的整体得分值
。

这说明
,

随着

经济进人新常态
,

原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已渐趋衰减
,

在

以东莞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较为发达的地区
,

企业

正面临较大的外迁
、

停产和转型压力
,

因此造成经济整体

投人一产出效率的下降
。

表 6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变化情况

运用 2 01 5 年广东制造业企业一员工匹配调查数据
,

本

文以广东省为案例对 2 01 3年经济进人新常态以来企业全

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指标测算
。

行

业分布的统计结果表明
,

新常态下技术密集型
、

内需主导

型产业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要明显高于劳动密集型
、

出 口主导型产业
,

我国产业结构需要朝技术密集型
、

内需

导向型产业的方向进一步优化调整
。

同时
,

对于内需主导

型
、

需求弹性不大的产业
,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更快
,

而对于产能过剩严重的产业
,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

下行压力较大
。

因此
, “

十三五
”

期间我国应加快淘汰落后

产能
,

切实提高要素投人的资源配置效率
。

地区分布的统

计结果表明
,

新常态下经济发达地区企业的产业集群优势

较为明显
,

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普遍较高
,

应通过改革进一

步释放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力
。

同时
,

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

为主导的传统制造业地区也面临较大的转型升级压力
。

为对冲经济下行风险
,

应大力开展供给侧改革
,

鼓励一部

分技术落后
、

创新意识不强企业退出市场
,

并积极引导部

分优质企业向紧邻经济核心区的欠发达地区转移
,

通过技

术外溢
、

技术扩散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

使经济增长稳

定在合理区间
。

已已公 口口 地区名称称 所属地区区 T FP增速速 密密地
区名称称 所属地区区 T F P增速速

(((((((((((((((% ))) 勺勺勺勺
(% )))

)))于 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

lllll 深划}lll 珠三角角 22 9 888 888 中山山 珠三角角 3
.

4 222

22222 江门门 珠三角角 10名 888 999 东莞莞 珠三角角 0
.

1888

33333 阳江江 粤西西 10名 555 l 000 湛江江 粤西西 一 0
.

1999

44444 广州州 珠三角角 9 刀000 l lll 肇庆庆 珠三角角 一 2
.

1333

55555 佛山山 珠三角角 8刀777 l 222 潮州州 粤东东 一 2
.

6 333

66666 惠州州 珠三角角 5
.

4666 l 333 珠海海 珠三角角 一 7
.

9 222

77777 揭阳阳 粤东东 4
.

1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合合合合合合合计计 4 名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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