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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利用生产函数法计算了 1978-2002 年间广东省三次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我们发现，

在 1992 年前，广东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都远远低于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经

济的增长主要是依靠要素的投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是很大，属于粗放型的增长。1992 年

以后，第二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有了显著的提高，但第三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却出现负增长。“十一五”期

间，广东有必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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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广东的经济总量一直保持全国第一
1
，但过去的经济高

增长主要还是依靠投资来拉动的。今后广东的经济是否能够持续增长，继续领跑于全国经

济？经济的增长方式又将如何转变？这些都是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 

从国际经验来看，要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把经济增长模式从依靠要素投入转

移到依靠技术进步上来。衡量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全要素生产率（TFP）。国内关

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主要是在以下两个层面展开的：第一，从国家层面上展开研究，如

舒元（1993）
［1］

，王小鲁（2000）
［2］

，张军等（2003）
［3］

和郭庆旺等（2005）
［4］

，他们

都分别估算了我国不同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及其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第二，从省区

层面上展开研究，如王志刚等（2006）
［5］

分析了我国东中西部TFP增长率的各组成部分的贡

献率；邓利方等（2006）
［6］

通过对广东省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分析，估算了 1980 年至

2004 年广东省 21 个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率。 

这些研究都把国家或省区作为一个分析单位，难免会掩盖了不同产业之间全要素生产率

的变化情况。本文拟从三次产业的角度测算广东省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变动态势。实际上，我

们这么做是可行的，国外已有学者以产业为单位研究全要素生产率，如Bernard and Jones

（1996）
［7］分析了 14 个OECD国家 1970-1987 年间制造业和服务业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全

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情况；Fujikawa等（2005）
［8］测算了中国 1987-1992 和 1992-1997 两个

时期的 19 个产业部门TFP增长率的变动。把增长的核算落实到产业上，从而揭示产业经济增

长的源泉，这能够为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时提供重要理论依据。本文的研究目的也在于此，通

过测算广东省三次产业的TFP及其增长率的变动，为广东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建

议，同时也起到弥补这块研究的空白的作用。 

以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核算方法与数据说明，第三部分是核算结果与分

析，第四部分是结论。 

2   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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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用传统的Solow分解方法
［9］来计算来广东省三次产业的全要素增长率。假设生产

函数为Cobb-Douglas形式， 

                      
1 it it

it it it itY A K Lα α−=                                    （1） 

其中，Y 表示实际 GDP，K 代表实际物质资本存量， L 代表劳动力， A就是全要素生产率

TFP，α 代表劳动力产出弹性， 1, 2,3i = ，分别表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 1978,1979,...2002t =

对（1）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即得 

                    ln ln (1 ) ln lnit it it it it itY A K Lα α= + − +                      （2） 

方程两边分别对时间 t求导，得到， 

                (1 )Y Y A A K K L Lα α= + − +&& & &                          （3） 

记 Yg Y Y= & ， Ag A= & A ， Kg K K= & ， Lg L= & L

L

，则可改写方程（3）为 

                (1 )A Y Kg g g gα α= − − −                                （4） 

这里 就是 TFP 的增长率。在考察技术进步时，我们不仅要计算技术进步的增长效应，

还要考察其水平效应。由（1）式得到全要素生产率的表达式为： 
Ag

                   
1 it it

it it it itA Y K Lα α−=                                     （5） 

2．2   数据来源 

广东省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需要以下数据：产业的实际 GDP，实际物质资本存

量，劳动力以及劳动力产出弹性。数据的来源及估算说明如下： 

(1) 关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itY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
［10］

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

资料：1996-2002》
［11］

（以下简称《核算资料》）提供广东省 1978 年到 2002 年分三次产业

的名义GDP以及相应的GDP发展速度等数据，这样我们就可以计算基于 1978 年不变价格的产

业实际GDP。 

(2) 关于实际物质资本存量  itK

我们采用永续盘存法按不变价格测算广东省三次产业的物质资本存量
［12～13］，

2
即 

                                                     （6） 1it it it itK K I D−= + −

采用式（2）估计广东省三次产业的物质资本存量，需要以下数据：1978 年的固定资本存量

，当年的实际固定资本投资,1978iK itI ，当年的固定资本折旧 以及固定资本投资的价格指

数。 
itD

1）固定资本投资 itI 的确定。《核算资料》提供广东省全省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但缺

乏 1978-1992 年间三次产业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根据地理和经济发展环境、水平较为接近

的原则，我们采用福建、江西 1978-2002 年间和广东 1978-2002 年间的第一、三产业固定资

本形成总额做OLS回归，得到第一、三产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1978-1992 年间的拟和值，然

后全省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减去第一、三产业的，就得到第二产业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3

2）固定资本折旧 的确定。我们发现，《核算资料》在按照收入法核算国内生产总值

时，提供折旧数据，即 
i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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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生产总值＝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 

因此本文直接采用 1978-2002 年间广东省三次产业固定资产折旧的数据序列。 

3）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的确定。《核算资料》提供广东省 1978-2002 年间不变价格计

算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但并没有提供分产业的不变价格计算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

数。因此，我们利用两本《核算资料》上提供的数据，分以下几步估计： 

第一步计算广东省及其三次产业 1978-2002 年间的 GDP 缩减指数（1978＝1） 

                it it itP GDP Y=  或 t tP GDP Y= t                        （7） 

其中， 、 和 分别是 GDP 缩减指数、名义 GDP 和实际 GDP。 P GDP Y

第二步计算广东省 1978-2002 年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缩减指数（1978＝1） 

                      t t tIP I RI=                                      （8） 

其中， I 和 RI 分别是名义投资和实际投资。由于《核算资料》提供广东省 1978-2002

年间不变价格计算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我们能够计算广东省 1978-2002 年间的实际固

定资本形成总额。 

第三步估计广东省 1978-2002 年间分产业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缩减指数（1978＝1） 

                   it it t tIP P IP P= ×                                    （9） 

通过以上三步工作，我们就可以求出广东省 1978-2002 年间三次产业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缩

减指数。 

4）基年的固定资本存量 的确定。我们采用 Hall and Jones（1999）方法估计基

年的固定资本存量，即 
,1978iK

                   1978 1978 (0.03 )i iK I g= iy+                             （10） 

其中， 是广东省 i产业增加值在 1978-2002 年间的增长速度。之所以选择增加值而

不是投资的增长速度，是因为计算各产业投资增长速度需要用到我们估计的投资缩减指数，

而各产业的经济增长速度则可以直接从两本《核算资料》中获得。宋海岩等（2003）

iyg

［14］
认

为，中国官方使用的折旧率为 3.6%，我们取 3%。 

(3) 关于劳动力产出弹性 itα  

劳动力产出弹性的确定通常有三种方法：经验估值法，
4
比值法和回归法。回归法理论

上是最理想的方法，但通常会出现由于数据无法满足计量模型的假定，而使得到的产出弹性

不符合经济涵义的情况。比如如果把就业人员作为劳动投入量时，当出现就业人员负增长或

增长缓慢时，所计算的劳动力产出弹性就可能为负数。在此我们采用比值法计算广东省三次

产业劳动力的产出弹性，其公式计算如下： 

α ＝劳动者报酬/（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 

以上数据在两本《核算资料》里都有提供，因此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广东省不同时期不同

产业的劳动力产出弹性α 。这样做的好处除了能够避免过去我们只依赖专家估值，或者是

通过回归方程得到α 而产生的误差，还能使得我们计算出来的α 更能正确反映不同产业的

劳动力产出弹性随着时间变化的趋势。 

(4) 关于劳动力  i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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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 55 年统计汇编 1949-2004》
［15］提供广东省 1952-2004 年间分三次产业的就业

人员，我们截取其中 1978-2002 年间的数据序列。 

3   核算结果及分析 

3．1   广东省三次产业 TFP 核算结果 

我们把计算广东省三次产业 TFP 所需要的数据，包括产业的实际 GDP，实际资本存量，

就业人员以及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的变化趋势绘制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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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次产业的实际 GDP（亿元）         图 2 三次产业的实际资本存量（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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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三次产业的就业人员（万人）           图 4 三次产业的劳动力产出弹性 

从产业的实际产出来看，第二产业的 GDP 增长最快，从 1978 年的 86.7 亿元到 2002 年

的 2967 亿元，平均增长率达到 15.9%；第三产业增长次之，平均增长率为 13.5%；而第一产

业的 GDP 增长最为缓慢，平均增长率只有 5.7%。 

从资本的投入量来来看，第二和第三产业都有上升的趋势，并且第三产业资本存量的上

升速度要大于第二产业，从 1997 年开始，投入第三产业的资本大于第二产业，而且差距有

拉大的趋势。投入第一产业的资本出现负增长，从 1978 年的 59.5 亿元下降到 2002 年的 38

亿元。 

从劳动的投入量来看，大量的新增劳动力都投入到第二和第三产业中，因此二三产业的

劳动力增长很快，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5.8%和 6.7%，而一产的劳动力出现负增长，为-0.3%。 

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来看，一产的弹性维持在 0.8 以上；二产的劳动力产出弹性除了在

1994-1997 年间有所下降，其余年份基本维持在 0.6 左右；三产的劳动力产出弹性最小，从

1978 年的 0.6 下降到 2002 年的 0.45，说明资本对三产的贡献逐渐大于劳动力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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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有关的数据分别代入（4）式和（5）式后，我们得到广东省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

测算结果。从图 5 来看，总的来说广东省 1978-2002 年间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 TFP 是上升

的；对第三产业来说，虽然 2002 年 TFP 有轻微的上升趋势，但总体来看 TFP 是下降的。 

从三次产业的增长率来看（见图 6），第一产业在整个 1978-2002 年间TFP的增长率都相

对较高，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产业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要素都出现负增长。考虑到第一产业的

产出比较小，只占三次产业总产出的 5%，
5
因此这里我们主要分析第二、三产业TFP增长的

波动。从 1992 年开始，第二产业基本维持一个较高的TFP增长率，而第三产业TFP则出现连

续的负增长，一直到 2001 年才开始又出现正增长。按照这样一种特征，我们将 1978-2002

分为 2 个子时期进行具体分析，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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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三次产业 TFP 的对数值                      图 6 三次产业 TFP 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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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次产业TFP增长率及其对产出的贡献 
1
（%） 

  广东省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78-2002:     

TFP 平均增长率 6.82 6.19 7.80  1.97 

产出平均增长率 13.10 5.71 15.92  13.49 

资本平均增长率 12.97 -1.85 11.65  16.73 

劳动力平均增长率 2.52 -0.27 5.77  6.71 

平均劳动力产出弹性 0.64 0.87 0.60  0.52 

TFP 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 52.05 108.33 48.98  14.61 

资本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 35.64 -4.21 29.27  59.53 

劳动力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 12.31 -4.11 21.75  25.87 

1978-1992:     

TFP 平均增长率 7.05 7.41 4.09  5.01 

产出平均增长率 13.28 7.09 15.77  14.93 

资本平均增长率 13.23 -0.05 16.19  13.29 

劳动力平均增长率 2.84 -0.36 8.84  7.11 

平均劳动力产出弹性 0.67 0.86 0.61  0.54 

TFP 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 53.13 104.47 25.96  33.56 

资本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 32.47 -0.09 39.61  40.50 

劳动力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 14.40 -4.38 34.43  25.94 

1992-2002:         

TFP 平均增长率 6.51 4.43 12.85  -2.60 

产出平均增长率 12.85 3.80 16.12  11.50 

资本平均增长率 12.61 -4.31 5.60  21.73 

劳动力平均增长率 2.07 -0.14 1.61  6.15 

平均劳动力产出弹性 0.59 0.88 0.58  0.49 

TFP 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 50.67 116.63 79.70  -22.62 

资本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 39.73 -13.50 14.44  96.41 

劳动力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 9.60 -3.13 5.85  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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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的结果来看： 

（1）在 1978-1992 年间，无论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其 TFP 的增长分别远远低于和

低于资本和劳动的增长；TFP 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分别只有 26%和 34%。由于这个时期，

广东省还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主要依靠投资来实现产业规模扩张，还是属于粗放型的增

长，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是很大。对于第三产业，也是类似的情况。 

（2）在 1992-2002 年间，第二产业的技术进步与第三产业的技术进步表现很大的不同。

该时期第二产业TFP的平均增长率高达 12.85%,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为 79.7%，是相当可观的。

广东已经开始进入以产业技术进步为特征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第三产业的情况则刚好相

反，这一时期第三产业资本的增长速度（21.7%）远远高于第二产业资本的增长速度（5.6%），

并且资本增长速度接近产出增长速度的两倍。这一方面是由于第三产业的“昂贵”
6
 特性

［16］

，另一方面也和政府优先发展工业，侧重工业内部优化升级有关，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调整

相对缓慢。 

3．2   与全国的比较分析 

从国内已经发表的文献来看，我们没有发现核算全国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章；国

外的文献中，Fujikawa等（2005）等测算了中国 1987-1992 和 1992-1997 年间的产业全要素

生产率的变动，但其产业的划分为更细的部门。为了比较广东省与全国产业技术水平的差异，

我们把Fujikawa（2005）研究的 19 个部门归为一产（1 部门）、二产（15 部门）和三产（3

部门）三类，并对每一部门的TFP增长率给予一个权重
7
，从而得到全国三次产业的TFP增长

率。然后我们截取广东省相应期间三次产业的TFP的平均增长率，与全国的结果做一对比。

见表 2。 

表 2  广东省三次产业 TFP 增长率（%）与全国的比较 

 1987-1992 1992-1997 

 广东 全国 广东 全国 

第一产业 6.39 3.1 5.59 2.55 

第二产业 8.02 -1.26 15.14 1.69 

第三产业 5.50 -4.04 -4.45 1.55 

 

 

 

 

 

 

 

与全国对比分析的结果表明： 

（1）无论是 1987-1992 还是 1992-1997 年间，广东省第一产业 TFP 的增长率都要高于

全国，并且基本上是全国的两倍。 

（2）广东省第二产业TFP的增长率远远高于全国。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利用政

策上以及地理上的优势，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特别是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

后，广东发展的步伐迈得更大，外商直接投资有了真正大的进展，而这些外商投资的重点是

工业，也因此引进很多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到不断的提高，所以

从TFP的增长率来看，广东第二产业技术进步的增长远远高于全国的增长。相比国内其它省

区，广东更早地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产业技术对产出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经显现。同时，

由于第二产业在整个广东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大约为 72.6%
8
，技术进步带动产业

的发展也就使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广东的经济始终领跑于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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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92 年以前广东省第三产业TFP的增长率高于全国，但 1992 年以后却落后于全国

水平，并且出现负增长。这可能是由于过去广东的产业政策侧重于第二产业，对第三产业的

科技投入略显不足，使得第三产业总体技术含量不高，出现了在 1992-1997 年间TFP的增长

率为-4.45%，低于全国同一时期的增长率水平，1.55%。只得一提的是，这里的 1.55% 并非

同期全国所有第三产业TFP的平均增长率，正如前面介绍的，我们只是选取Fujikawa（2005）
［8］研究的 19 个部门中的交通运输、贸易和餐饮以及服务业这 3 个属于第三产业的部门来计

算全国的TFP增长率，因此这一结果本身就虚高。如果说这一结果不具有可比性的话，那么

就广东本身两个时期的对比而言，第三产业TFP的平均增长率也是降低的，原因在 3.1 小节

已做分析。其实杨向阳（2006）
［17］

也可以部分印证我们的结论。他们在文章里采用非参数

Malmquist指数方法，分析了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中在东部地区里，服务业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慢的是广东，平均增长率只有 2.3%，主要原因是技术效率下降幅度比

较大，在东部地区仅小于海南，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技术进步的效果。总的来说，在“十一

五”期间，广东有必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利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提高效率，促进第三

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4   结论 

经济增长模式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道路上的重要抉择。从国际经验来看，要

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把经济增长模式从依靠要素投入转移到依靠技术进步上来。

技术进步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由于经济的增长最终也是落实到产业

上，因此本文从三次产业的角度计算广东省 1978-2002 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这

可以有助于我们解答广东经济是否可以可持续发展，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也对政策的制

定提供依据。 

（1）1978-2002 年间广东省第一产业 TFP 的增长率都相对较高，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产

业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要素都出现负增长。考虑到第一产业的产出份额比较小，我们不作重

点分析。 

（2）1978-1992 年间，广东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 TFP 增长率都远远低于资本和劳

动的增长率；TFP 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分别只有 26%和 34%。这一时期，广东省经济的增

长主要是依靠要素的投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是很大，粗放型的增长。 

（3）1992-2002 年间，广东省第二产业的技术进步水平大大提高，TFP 的平均增长率高

达 12.85%,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为 79.7%。第二产业的增长方式已经从依靠资本和劳动力为主

转变到以产业技术进步为主，进入到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但第三产业的情况则刚好相反，

TFP 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出现负增长。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第三产业资本投入增长

过快，资本增长速度接近产出增长速度的两倍。资本投入的过多造成低效率，从而也就导致

采用“Solow 余值法”计算的 TFP 低于潜在的水平。 

（4）与全国相比，广东省在 1987-1992 年间三次产业 TFP 的增长率均高于全国的平均

增长率，但在 1992-1997 年间，第三产业 TFP 增长率就明显低于全国，出现负增长。从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广东省更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而外商投资的重点大都是在工业，

给工业带来先进的技术水平和设备，使得其全要素生产率得到不断的提高，并且其增长也远

远高于全国的平均增长。由于第二产业在整个广东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大较大，高增

长的技术进步带动的产业的发展也就使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广东的经济始终领跑于全国。

这种优势地位要在今后的发展中还要进一步巩固。相对来说，第三产业的总体技术含量不高，

近年来 TFP 增长放缓，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这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肯定是不利的，因此，

“十一五”期间，广东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这对于广东经济是

否能够继续走在全国前列，更好地发挥排头兵作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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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Colle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Using the traditional method of Solow Residual, this paper estimate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and its growth rate in Guangdong by three industries for the period from 1978 to 2002. We found 

that the TFP growth rate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growth in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industries 

was much lower than that of capital and labor before 1992. The economy behaved strong character of 

input-driven. After 1992, there was a great improvement of TFP in the second industry, while a negative 

TFP growth rate in the third industry was observed. Comparing to the whole country, the TFP growth rate 

in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industries was much higher whereas TFP growth rate in the third industry 

decreased and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untry’s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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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根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提供各地区总产出进行排名而得。 
j j j j j

it it it it itK K I Kδ2 在文献中，永续盘存法的通常表达式为 − −= + −
，其中δ 是重置率，在一定条件下等于折

旧率。对此，乔根森（2001）做了详细讨论，黄勇峰等（2002）也做了阐述。 
1 1 1ln( ) 1.366 0.295ln( ) 0.299ln( )i i i= + +g3 广东省第一、三产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回归结果分别为

an min

3 3ln( ) 0.873 1.121ln( )i i= + min
和

，样本区间是 1993-2002，其中gan（赣）和min（闽）表示江西和福建。 
α 定义为 0.3 或 0.4。 4 也就是专家估值，根据以往研究的文献资料，一般把

5 根据 2002 年广东三次产业的实际产出计算而得。 
6 刘培林等（2006）分析认为服务业是一个“昂贵”的产业，装备一个劳动力所需的资产量更多，资金投入

服务业的机会成本要大于投入制造业的机会成本。 
7 第二产业中的 15 个工业部门取一个简单的加权平均，第三产业的 3 个部门则取对应时期各个部门产出

的平均份额作为权重。 
8 根据 2002 年广东三次产业的实际产出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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