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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采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方法对广东经济增长源泉进行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的

增长是由劳动和资本的高投入和制度改革驱动，而不是由通过提高效率实现的，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较低，结合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经验教训，本文认为这种增长将受到�收益递减�规律的限制，是

不可持续发展的。最后，本文提出政策建议：广东经济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走�科教兴粤�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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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改革开放形势下，广东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1978－2002
年，广东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递增 13.4%。2002年，广东 GDP达 11770亿元（约合
1418亿美元），占全国 GDP的十分之一强。另外，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进出口总额、财政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均列全国首位1。对于广东经济

取得如此瞩目成就，经济学界采取不同的方法，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其经济发展的原因。

关于广东经济增长的源泉分析，杨全发等（1999）根据贸易促进增长的基本原理，结合
广东地区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实际，以巴拉萨与费德公式为基本模型，对广东有关数据进

行时间序列样本回归分析，得出广东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起到较明显的促进作用。胡明加

（2004）从目前广东省产业结构和�标准模式�对比出发,根据统计数据认为劳动结构效应
对广东省经济增长的作用举足轻重，劳动结构效应仍然有很大的可供发挥的空间。黄敬宝

（2004）实证分析了科技对广东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得出如下结论：�三大产业经济增长的
科技贡献率依次上升，珠三角比非珠三角的科技贡献率高。�王兵（2004）采用计量的方法
论证了：资本投入对广东的经济增长贡献最大；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需求结构变动的局面，

技术进步和创新将成为今后广东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制度因素对广东经济增长的影响是

显著的。

以上资料分析的广东经济增长的各个因素，在亚洲�四小龙�的发展过程中也起到相当

的作用；广东经济增长的方式和路径，又与�四小龙�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理论和实践证

明，�四小龙�的经济增长在后来的表现并不乐观。1994 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
在《外交》杂志发表了 �亚洲经济增长的神话�，文章指出，东亚国家经济的成功，主要是

由劳动和资本投入的惊人增加所驱动，而不是通过提高效率来实现的，因为只靠投入增加的

增长受到�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其增长是有限的。他根据杨格(Young，1992)的数据，
认为新加坡的奇迹性增长与 50年代的苏联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即都是通过动员社会经济
资源，而不是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苏联在经历了短暂的高速增长后随即陷入了

增长停滞状态。他还认为，�四小龙�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和新加坡一样，也是没有

效率的改进。所以克鲁格曼得出结论：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是投入增长带来的短期效应。

亚洲�四小龙�的后来发展经验表明，大幅增加要素投入可以使经济维持一段时期的快

速增长，但却不能持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

1 2003年 10月 28日，�广东社会经济发展简介�，南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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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典型，其经济增长的特征和发展路径是否与亚洲�四小龙�存在相同点？其经济增长是否

类似克鲁格曼所说，是由投入增长带来的短期效应造成的？广东的经济增长究竟能够持续多

长时间？广东经济路在何方？

对于广东经济增长的源泉分析，存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相应的不同的结论，虽然有人采

用全要素生产率分析全国的经济增长，但对于广东经济增长的分析，采用这种方法的较少，

本文将采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模型，分析广东经济中各投入要素的贡献率，比较广东和亚洲

�四小龙�的发展模式，解决广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模型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 TFP）是衡量一个地区或行业经济运行
状况，反映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等方面水平的综合指标，是产出量与投入量的比例或所有要

素投入的某种加权平均，反应在经济增长贡献上，表现为不能由要素投入增长来解释的产出

增长部分。

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定量研究，继 19 世纪 20 年代柯布－道格拉斯研究投入与产出关
系及 40年代丁伯根对生产函数所做的研究之后，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第一次将技术
进步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2。索洛将人均产出增长扣除资本集约程度增长后的未被解释部

分归为技术进步的结果，称其为技术进步率，即�增长余值�或�索洛余值�，后来称为全

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在此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发展了�余值�的测算方法，他将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一步分解为资源配置的改善、规模效益、知识进展有

作用，并对这三项贡献作了定量测度，同时在对要素投入的度量时，将资本投入量和劳动投

入量分别进行分解。进入 80年代以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乔根森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
形式，在部门和总量两个层次上进行了生产率的度量。他系统阐明了以资本服务的租赁价格

为基础的新古典投资理论，通过包含在新增投资中的新技术，解释了生产率的变动。这种增

长核算学的理论基础是索洛-斯旺增长模型(1956)，之后由肯德里克、丹尼森及乔根森等发
展成了一套总量和部门测算的标准方法。索洛模型以其简单易操作性得到国外以及国内的广

泛应用。本文将采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来测算广东省的全要素生产率。

索洛增长模型，从资本积累、劳动力增长和技术进步三个方面说明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

该方法建立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AKαLβ基础之上，并且采用了丁伯根的做法，在
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引入时间因素，将产出表示为 Y(t)=A(t)Kα(t)Lβ(t)，其中 A(t)表示第 t时刻
的技术水平，它不是一个常量，而是随时间变化而变的变量。索洛将总量生产函数设为

Y=F(K，L，A（t）)，其中，A(t)是用来表达技术变化的因子。

为了方便起见，假设技术进步是非物化的希克斯中性的，即技术进步而各要素之间保持

不变的边际替换率，并以一个固定的指数比率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函数为：

Yt=A(t)f(K，L)＝A0eλtKt
αLt

βeµ。 （1）

其中，Yt、Kt和 Lt分别为 t时期的净产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A0是初始的技术水平，

λ是非物化的外生的技术进步比率，α是资本的产出弹性，β是劳动的产出弹性，eµ是误差

项。

对（1）式两边取对数，得到下列可以用于估计的线性方程：

2 罗伯特�索洛，�技术进步与总量生产函数�，《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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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Y=lnA0+λt+αlnK+βlnL+µ (2)

在这个式子中，λ确定技术进步的比率，产出弹性之和（α＋β）确定规模报酬的次数。

如果α＋β>1，表示规模报酬递增；如果α＋β＝1，表示规模报酬不变；如果α＋β<1，
表示规模报酬递减。根据前面对 TFP的定义，αL +αK必须等于 1，如果考虑规模报酬因素
的影响，则应对αL和αK进行正规化处理，即令：

α=αL /(αL +αK)

β=αK/(αL +αK)

这里，αL 、αK 分别表示正规化处理前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显然，这里，α＋β

＝1，将α、β代入索洛残差式（1）中，就可以得到 TFP的增长率。

在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算（2）式时，我们假设：一、误差项µ是正态分布的，均值
为零；二、µ的方差是常数，即对解释变量所有的观测值，µ的概率分布保持不变；三、相
邻的µ值是暂时独立的，即不存在自相关或序列相关；四、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多重
共线性；五、解释变量 K 和 L 的测量没有误差。而误差项的零均值和同方差假设是难于检
验的，但在同一地区的时间序列研究中问题并不严重；K和 L也不可能完全线性相关。这里
要注意的问题是误差的自相关和变量测量误差，这在考察时间序列时可能成为严重的问题
[3]。本文采用最常用的德宾－沃森（Durbin-Watson）方法来检验。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数学模型中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指扣除了资金投入和劳动投入

的贡献以外其他所有能实现经济增长的因素贡献的总和，这个总和包括了制度创新、技术进

步、产业结构调整、规模经济、资源配置、政策法律、管理决策、教育进步、随机因素等等。

对于索洛 TFP 方法，应注意以下三点：第一，关于总量产出的测度。索洛认为测量总
量产出最清楚的度量应该是实际的国民生产净值，但由于难以获得性，所以采用国民生产总

值来代替，这样带来的唯一差别是资本的贡献份额中必须包括折旧。这里，采用按可比价格

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作为产出增长指标。

第二，关于资本投入的测度。索洛认为最理想的指标应该是每年资本使用的流通量，但

由于条件的限制只能对现有的资本商品存量做出估计。这里采用戈德斯密的永续盘存法对实

际资本投入的存量进行修正。在间断的时间里，永续盘存法可以用以下的形式表达：Kt=It+(1-
δ)Kt-1其中，Kt是期末资本存量，It是同期发生的实际投资量，δ是折旧率，Kt-1是前期资

本存量。

第三，关于劳动投入的测度。劳动投入，如果严格按照理论的要求，应当是一定时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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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测量劳动者的人数会忽略质量方面的变化。经济学家丹尼森在测量劳动

投入时，计算了劳动的质量指数。乔根森对劳动投入的测算也加入了对劳动力质量影响因素

的考虑。但由于国内统计数据的限制，我们没有足够的统计资料来计算这个指标，这里仅采

用劳动力年末从业人数这一项指标作为劳动投入指标。

Èý¡¢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力的实证研究

根据上文说明，首先估计广东省的生产函数。在估算资本投入存量的时候，令折旧率δ

取 0.10，并试取 K77（1977年的资本存量）为 400亿元。将每年当年价计算的新增投资额
I，按以 1978年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为基期的物价指数折算成实际新增投资，以剔除价格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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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广东经济发展及要素指标

年份

实际

GDP(亿
元)

劳动投入

（万人）

实际新

增投资 It
（亿元）

资本投入

Kt（亿元）
年份

实际

GDP(亿
元)

劳动投入

（万人）

实际新增

投资 It（亿
元）

资本投入

Kt（亿元）

1978 185.85 2153.87 54.79 414.791991 923.37 3259.20 314.85 1619.27

1979 201.65 2304.95 53.73 427.041992 1127.43 3367.21 485.51 1942.85

1980 235.12 2367.78 62.54 446.881993 1378.85 3433.91 686.70 2435.27

1981 256.28 2423.79 86.83 489.021994 1640.21 3493.15 777.52 2969.26

1982 287.04 2521.38 102.34 542.461995 1886.89 3551.20 867.06 3539.40

1983 307.99 2569.70 103.68 591.891996 2088.79 3641.30 947.15 4132.61

1984 356.04 2637.49 131.49 664.191997 2310.21 3701.90 944.10 4663.45

1985 420.12 2731.11 189.75 787.521998 2545.69 3783.87 1077.55 5274.65

1986 473.48 2811.92 198.16 906.931999 2781.43 3796.32 1，180.20 5927.39

1987 566.28 2910.99 222.25 1038.492000 3082.51 3989.32 1，263.40 6598.05

1988 655.75 2994.72 249.22 1183.862001 3378.57 4058.63 1，421.09 7359.33

1989 702.96 3041.27 244.89 1310.362002 3773.87 4134.37 1，555.17 8178.57

1990 784.51 3118.10 270.03 1449.36

注：Kt=It+(1-δ)Kt-1，试取δ＝0.10，K77＝400亿元；新增投资 I与 GDP均为剔除价格影响后的数值；
劳动力数据为从业人员年末数据。

数据来源：根据 2003年《广东统计年鉴》P30、P34 、P40、P166整理计算而得。

如图 1，根据实际 GDP 的增长率分布图，将 1978-2002 年划分为四个增长阶段：
1979-1985年，1986-1990年，1991-1995年，与 1996-2002。原因是：1978年为改革的
起点，处于谷底，广东经济也正处于起步阶段；而 1985年为广东外资大举进入的分界点，
之后带来 GDP的快速增长；在 1990年后广东经济进入快速增长和结构调整时期，而 1995
年之后经济处于调整相对稳定期，所以作此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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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所划分的四个时期，分别运用柯布－道格拉斯(C—D)函数估算劳动、资本及全要
素对 GDP的贡献，结果见表 2。对 1978—2002年数据（见表 1）取对数，进行回归分析。
得到生产函数估计式为：

lnY = -24.494 - 0.068t + 3.200lnL + 0.864lnK

(-7.337) (-3.600) (8.082) (11.179)

R2=0.999 S.E.= 0.028 D.W.= 2.098

其中，t是时间趋势，t=1、2…25。回归的结果是理想的，D.W.= 2.098>du=1.55，我
们接受零假设，即认为不存在序列相关。广东在 1978-2002 年间的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
¦Á=3.200，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 ¦Â=0.864，α＋β>1。正规化处理得到α＝0.79，β＝0.21，
并以此来进行广东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根据计算公式：GA=GY－¦ÁGL－¦ÂGK；EA=（GA/GY）X100％；EK=（¦ÂGK/GY）X100
％；EL =（¦ÁGL/GY）X100％，及表 1中的数据，得到表 2。

表 2：广东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1979-1985年
平均值%

1986-1990年
平均值%

1991-1995年
平均值%

1996-2002年
平均值%

1979-2002年
平均值%

GY 12.36 13.30 19.19 10.41 13.37

GK 9.59 12.98 19.55 12.71 13.23

GL 3.45 2.69 2.64 2.20 2.75

GA 7.62 8.45 13.00 6.00 8.42

EK 16.29 20.49 21.39 25.64 20.78

EL 22.05 15.98 10.87 16.70 16.25

EA 61.66 63.53 67.74 57.66 62.97

注：对各分段时间的平均增长速度的计算使用�水平法�，即几何平均法，是以间隔期最后一年的水平同

基期水平对比来计算平均每年增长（或下降）速度。GY、GK、GL、GA 分别为国内生产总值、资本投入
量、劳动投入量和全要素生产率 （TFP）的年平均增长率，计算方法为�水平法�。¦Á、¦Â分别为劳动产出
弹性和资本产出弹性，其中 ¦Á=0.79，¦Â=0.21，EA、EK和 EL分别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资本投入增长、
劳动投入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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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2 所示，首先，在各个时期，国内生产总值、资本投入和全要素增长率均呈现先
急剧上升而后迅猛回落的走势，且转折点均出现在 1990年前后；而劳动力投入的增长率则
呈现单一的缓缓下降走势。从各要素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的走势来看，资本投入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呈单一的上升趋势，而劳动力投入呈现先降后升的态势，与劳动力投入的走势相对

应的是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呈现先升后降的走势，并且转折点恰好正处于 1990年左
右的位置；从各要素投入对增长的贡献大小来看，全要素的贡献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贡献比

例在 57.66％－67.74％，而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的贡献出现替换的态势，在 1979-1985
年贡献分别为 16.29％、22.05％，到了 1996－2002年相应变为 25.64％和 16.70％。其次，
从改革以来整个时期来看，国内生产总值与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相当，在 13％左右；劳动
力投入增速低缓，为 2.75％；全要素贡献率为 8.42％。从各要素对增长的贡献率来看，全
要素的贡献率最大，为 62.97％，其次是资本投入，为 20.78％，劳动力投入的贡献最小，
为 16.25％。

值得注意的是，首先，不能将表 2 中的全要素等同于技术进步来看待。我们在对模型
中全要素进行定义时，就已将全要素生产率 TFP 定义为扣除了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贡献
以外其他所有能实现经济增长的因素贡献的总和，这个总和包括了制度创新、技术进步、产

业结构调整、规模经济、资源配置、政策法律、管理决策、教育进步、随机因素等等，其范

围远远超出技术进步的概念。中国体制改革的作用是巨大的，它所带来的附带效应远远超出

了技术进步可能带来的经济增长，而广东在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等方面尤为突出。因此，对

广东全要素生产率 TFP 的贡献的理解，更主要的集中在体制改革方面，因为即使考虑技术
方面，在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技术创新远也不如技术应用的作用大，而技术应用方面

的作用也并不显著。

其次，关于劳动力投入的贡献率是否偏小的问题。这也要从我们对模型中 L 的定义和
选用的指标入手。按照前面的定义，劳动力投入应当是一定时期内要素提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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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测量

劳动者的人数会忽略质量方面的变化。而我们只用劳动者人数来替代劳动力投入的做法，无

疑缩小了劳动投入对增长的贡献率，反而扩大了全要素的贡献率，因为未记入的劳动力质量

方面的贡献率被列入了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之外的要素投入中。所以，劳动力投入贡献率

是偏小的。

最后，关于资本投入贡献率的误差问题。最佳的资本投入应该为每年资本使用的流量，

土地的使用在工业化国家往往被资本化，但在中国并没有被记入资本投入指标中，从这方面

来说，有偏小的可能；而且由于缺乏足够的相关数据，用存量法来替代流量法本身就不够准

确，而用永续盘存法来修正资本存量时，难免产生误差，因为资本的利用率与总资本存量及

就业数可能相关，这样的做法会导致估计的参数是有偏估计；此外对折旧率和基期的资本存

量的假设又增加了产生误差的可能性。所以，测量资本存量时存在的误差主要由采用的计量

方法和指标采用造成的。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方法对广东经济增长源泉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广东

经济的增长是由劳动和资本的高投入和制度改革驱动，而不是通过提高效率实现的，科技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结合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这种增长将受到�收益

递减�规律的限制，是不可持续发展的。广东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先导地区，肩负着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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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赶超亚洲�四小龙�的历史使命。实现这个跨世纪的宏伟目标，要求广东经济必须保持较

高的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目前，广东经济增长正面临着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

转变，这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以尽可能少的投入实

现尽可能多的产出，即提高投入产出效率，这将是广东未来发展的关键。

因此，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思路是：在节约总投入，增加产出，提高投入产出效率

的前提下，尽可能增加劳动力投入，减少资金投入，使经济增长尽量地节约资金和最大限度

利用劳动力。广东经济增长的�粗放�主要是由于资本投入效率低下，即资本投入的�粗放�

造成的，而不是由于劳动投入过多造成的。为此，要使广东经济更加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必须实行�科教兴粤�战略：

首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广东必须增创科技新优势。第一，要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把科研机构转制成为科技型企业，使科技与经济结合向深层次推进。加快高新技术的应

用和研究。加强科技试验应用平台和信息平台的建设，发展科技成果转让中介组织，促进科

技成果产业化。第二，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选择若干重点企业，在省的权限范围内以

最大的优惠政策予以扶持，迅速形成产业优势。制定政策加大力度扶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要集中力量开发技术水平高、经济效益好、带动性强、能推动全局、能占领国际市场、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项目。要依靠高新技术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第三，要进一步

加大科技投入，整合科技资源，加强科技研究，提升企业核心技术与装备水平。通过使用外

资带来的先进技术，发展其先进技术，同时加大自身技术创新，建立起拥有知识产权的高科

技产业，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其次，强化教育的基础地位，加大教育的投入力度，优化教育结构，加快高等教育改革

的步伐，发展职业教育。第一，大力发展社会急需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并鼓励社会力量依

法举办高等教育学校，参与和支持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第二，积极推动高校主要科技力

量面向经济建设，对不同类型的科技活动采用不同的管理办法和运行机制，做到以市场为导

向，以企业为主体，以效益为心，参加国内国际市场竞争。鼓励高校独立创办或以技术入股

形式联合社会力量创办科技产业。

最后，积极培养应用开发型人才。应用开发型人才是指将各种科学发明和工程设计进一

步转化为物质形态的产品或工程，直接为社会谋取利益和创造价值的人才，是实现教育、科

技和经济直接相结合的纽带。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应用开发型人才。

综上所述，广东经济比亚洲�四小龙�更近于要素投入型经济增长，而世界经济和亚

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大幅增加要素投入可以使经济维持一段时期的快速增长，

但却不能持久；除去经济增长周期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生产率的提高；亚洲�四小

龙�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广东经济持续增长的出路，根本在于提高技术应用和创新在经

济增长和发展中的地位，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积极推动高校主要科技力量面向经

济建设，培养应用开发型人才，贯彻�科教兴粤�策略，推动广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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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Economic Growth in Guangdong, Based On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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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analysis of Guangdong，we find that，since
1978 the economy growth of Guangdong depends on lots of capital and labor input，as well as institution
innovation. Sin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little business to the growth rate， the economy growth of
Guangdong will slow down ， unless Guangdong pay more attention o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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