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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探讨资本深化和有偏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影响

机制，并利用１９９９－２０１６年中国制造业大中型企业分行业数据，采用增长核算和

计量回归两种方法对理论机制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资本深化程度、技术进

步偏向性及二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影响效应在制造业行业间具有明显的异

质性特征；与基期相比，中国制造业资本深化程度呈现上升趋势且技术进步偏向

资本，资本深化程度和技术进步偏向性相匹配，从而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有助于削弱资本深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不利影响，但是

未能完全抵消资本深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直接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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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数量增长

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Ｔｏ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以下简称 ＴＦＰ）提高，对于实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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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中性的，并且

在技术进步与要素投入相互独立的假设下，将 ＴＦＰ增长归因于技术进步，甚至将 ＴＦＰ

提高作为技术进步的替代变量。然而，技术进步并非ＴＦＰ变化的全部，要素投入结构

与技术进步的匹配是提高 ＴＦＰ的重要来源。要素投入与技术进步的耦合发展表明，

技术进步与要素投入之间的作用并不是单向的，两者呈现出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内

在共生特性（王林辉和董直庆，２０１２）。在要素投入与技术进步相耦合的情形下，偏向

性技术进步和要素投入结构具有较为复杂的变迁路径。以新机器设备等为载体的耦

合于要素投入的技术进步和通过研发投入等方式取得的未耦合于要素投入的技术进

步是中国技术进步的两个重要来源，两类技术进步共同改变了要素投入质量和生产率

水平，从而对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产生非对称影响，使中国技术进步表现出明显的

偏向性特征。产业间或企业间技术进步方向的异质性特征，会改变要素相对有效价

格，推动生产要素由低利润的产业或企业转移至高利润的产业或企业，进而改变产业

或企业的要素投入结构（孔宪丽等，２０１５；陆菁和刘毅群，２０１６）。某一产业或企业的

要素投入结构不仅取决于价格机制引导下的成本最小化决策，还受技术进步偏向性等

因素的影响。因此，选择资本深化程度并调整技术进步偏向性，进行适宜的技术选择，实

现要素投入结构与技术进步偏向性相匹配，能够提高ＴＦＰ，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伴随着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国经历了持续的快速资本深化过程。尤其是

２００８年之后，受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影响，以资本劳动比衡量的资本深化程度显著

上升。本文从资本深化程度大幅提高的特征事实出发，着重探讨以下问题：（１）资本

深化与有偏技术进步对ＴＦＰ增长具有怎样的交互影响机制？（２）大幅提高的资本深

化程度是否对ＴＦＰ产生不利影响？有偏技术进步能否缓解这种不利影响？（３）中国

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如何综合协调实现要素投入结构与技术进步偏向性相匹

配，以最大化发挥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的作用并提高ＴＦＰ？

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讨论影响机制，构

建计量回归模型，并提出理论假说；第四部分是参数估计、变量选取和数据处理方法；

第五部分对参数估计、指标测度以及计量回归的结果进行讨论；最后总结全文。

二　文献综述

学界对资本深化、技术进步与ＴＦＰ之间的关系有广泛讨论，Ｂａｓｕ和 Ｗｅｉｌ（１９９８）、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和Ｚｉｌｉｂｏｔｔｉ（２００１）、林毅夫和张鹏飞（２００６）等强调适宜性技术（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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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理论，Ａｎｔｏｎｅｌｌｉ（２０１６）、Ａｎｔｏｎｅｌｌｉ和Ｆｅｄｅｒ（２０１９）等强调技术一致性（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ｇｒｕｅｎｃｅ）理论，两种理论均强调要素投入结构（或要素禀赋结构）与技术进

步、特别是有偏技术进步的协调性，对提升技术效率和 ＴＦＰ有突出作用。张军等

（２００９）认为，要素投入可以通过资本积累的数量效应和结构调整的要素配置效应来

提高工业ＴＦＰ。孔宪丽等（２０１５）探讨了资本深化程度与技术进步偏向性的匹配对工

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认为某一生产部门选择的技术进步能否最有效地带动其部门生产

率的增长，取决于技术进步偏向是否与要素投入结构（资本深化程度）相匹配，而这种

匹配性会影响生产部门的技术创新投入效率，进而影响创新投入结构对产业结构变动

的引致效应。

关于技术进步偏向性及其对 ＴＦＰ的影响效应的测度，现有文献主要采用四类方

法：第一类是数据包络分析（ＤＥＡ）方法。ＤＥＡ方法从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等ＴＦＰ指

数中分离出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Ｆｒｅ等，１９９７；杨翔等，２０１９），以测度有偏技术进步

对ＴＦＰ的影响。该方法是一种非参数方法，不需要设定参数模型的具体形式，因而更

为稳健，但这种方法只能测度出有偏技术进步对ＴＦＰ的综合影响，不能直接反映技术

进步对某一种要素投入的具体偏向性（李静等，２０１８），不利于分析有偏技术进步对

ＴＦＰ的具体影响机制。

第二类是改进的索洛增长核算方法。该方法放松柯布道格拉斯（Ｃ－Ｄ）生产函数

中要素产出弹性为常数的假定，利用时变要素产出弹性来捕捉有偏技术进步，并进一

步测度有偏技术进步对 ＴＦＰ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效应（Ａｎｔｏｎｅｌｌｉ，２０１６；Ｆｅｄｅｒ，２０１８ａ、

２０１８ｂ；封永刚等，２０１７；Ａｎｔｏｎｅｌｌｉ和Ｆｅｄｅｒ，２０１９）。利用这种方法能够判断技术进步是

否为中性，判断有偏技术进步与要素配置或人力资本的使用等因素是否适宜。其缺陷

体现在以下４个方面：首先，这种方法不能直接反映技术进步对某一种要素投入的具

体偏向性；其次，由于要素产出弹性的影响因素不仅仅是有偏技术进步，用时变要素产

出弹性来反映有偏技术进步的合理性受到质疑（Ｚｕｌｅｔａ，２０１２）；再次，该方法只有在要

素替代弹性为１，且技术进步为中性时才有效（李小平和李小克，２０１８）；最后，该方法假

定要素投入与技术进步相互独立，割裂了有偏技术进步和要素投入对ＴＦＰ的影响。

第三类是随机前沿分析（ＳＦＡ）方法。这种方法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或超越对

数成本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测度多要素投入中任意两个要素之间的技术进步偏向性

以及ＴＦＰ增长率（王班班和齐绍洲，２０１４；杨振兵等，２０１６）。虽然超越对数生产函数

是具有一般性的可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具有易估计和包容性等优点，但是也存在待

估计参数过多导致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将要素产出弹性假定为要素投入对数值的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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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等问题。

第四类是基于 ＣＥＳ生产函数的增长核算方法。Ｋｌｕｍｐ等（２００７、２０１２）、Ｌｅóｎ

Ｌｅｄｅｓｍａ等（２０１０、２０１５）、Ｊｉａｎｇ和ＬｅóｎＬｅｄｅｓｍａ（２０１８）提出并逐渐完善了两要素 ＣＥＳ

生产函数三方程标准化供给面系统估计方法，为基于ＣＥＳ生产函数分析资本深化、有偏

技术进步与ＴＦＰ之间的作用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董直庆和陈锐（２０１４）、袁礼和欧阳

（２０１８）、李小平和李小克（２０１８）从对数线性化展开ＣＥＳ生产函数的角度出发，将ＴＦＰ

增长率分解成包含资本深化程度和技术进步偏向性的函数，并基于全国时间序列数据、

东中西部地区时间序列数据和工业部门面板数据进行了检验，在理论和经验上分析了资

本深化与有偏技术进步对ＴＦＰ增长率的交互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基于ＣＥＳ生产函数的增长核算方法为探讨资本深化、有偏

技术进步与ＴＦＰ三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较为成熟的理论和经验分析框架，但既有研

究在三者之间具体作用机制、资本深化与有偏技术进步对 ＴＦＰ交互影响程度的量化

测度方面还存在以下值得拓展的空间：（１）作用机制方面。既有研究倾向于将ＴＦＰ增

长率分解成包含资本深化程度和技术进步偏向性的函数，此时资本深化程度与技术进

步偏向性对ＴＦＰ增长率的影响，既取决于资本深化程度与技术进步偏向性的匹配性，

又取决于资本深化程度的调整速度与资本－劳动相对生产效率水平的匹配性，即这两

项是资本深化程度和要素生产效率的水平值及其增长率的组合，本质上反映了资本投

入与劳动投入、资本效率水平与劳动效率水平的相对变化。由分解 ＴＦＰ增长率转换

成分解ＴＦＰ水平值可以在不失上述本质内涵的同时，为结合增长核算方法和计量回

归模型进一步检验此作用机制创造条件。（２）克服增长核算方法局限性方面。在基

于ＣＥＳ生产函数的增长核算框架中，ＴＦＰ增长率是资本深化程度、技术进步偏向性指

数的函数，仅受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的影响。然而，ＴＦＰ还受技术溢出、行业规模、所

有制类型、盈利水平等其他因素影响（Ｓｙｖｅｒｓｏｎ，２０１１；孙早和许薛璐，２０１７）。以 ＣＥＳ

生产函数增长核算为基础的计量回归模型，可以在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一

步量化测度资本深化和有偏技术进步对 ＴＦＰ的直接影响效应，资本深化和有偏技术

进步对ＴＦＰ的交互影响效应，以及资本深化对ＴＦＰ的净影响效应，从而克服增长核算

方法未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局限性。（３）行业或地区异质性特征方面。要素替代弹

性乃至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与 ＴＦＰ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在行业和区域间的异质

性仍缺乏足够重视，既有研究较多采用地区或行业加总数据估计要素替代弹性，其中

暗含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要素替代弹性相同的假定（袁礼和欧阳，２０１８；李小平和

李小克，２０１８），以此为基础测度技术进步偏向性以及资本深化和有偏技术进步对ＴＦ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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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互影响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各指标在行业和区域间的异质性特征（陈登科

和陈诗一，２０１８），不利于准确刻画资本深化和有偏技术进步对ＴＦＰ的交互影响。

本文可能的贡献体现在以下４点：第一，基于标准化 ＣＥＳ生产函数增长核算方

法，在对数线性化展开标准化（或指数化）ＣＥＳ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将标准化 ＴＦＰ水

平的对数值分解成包含标准化资本深化程度和标准化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的函数，

阐述资本深化和有偏技术进步对 ＴＦＰ的交互影响机制。第二，建立以标准化 ＣＥＳ

生产函数增长核算框架为基础的计量回归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增长核算方法

未考虑 ＴＦＰ其他影响因素的局限性。第三，采用制造业分行业大中型企业数据，运

用三方程标准化供给面系统估计方法，测算各制造业行业的要素替代弹性以及以

１９９９年为基期的资本深化程度、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ＴＦＰ水平，并探讨上述指标

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和行业异质性特征。第四，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经验检验，在

考虑 ＴＦＰ其他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量化测度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 ＴＦＰ的直接

影响效应，资本深化与有偏技术进步对 ＴＦＰ的交互影响效应，以及资本深化对 ＴＦＰ

的净影响效应。

三　影响机制分析与理论假说的提出

（一）基于标准化ＣＥＳ生产函数的增长核算方法

１标准化ＣＥＳ生产函数与增长核算。为探究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与ＴＦＰ三者

之间的关系，本文在标准化（或指数化）要素增强型ＣＥＳ生产函数中分析资本深化和有

偏技术进步对ＴＦＰ的交互影响机制①。要素增强型ＣＥＳ生产函数的完整形式为：

Ｙｔ＝Ｃ［π（Γ
Ｋ
ｔＫｔ）

σ－１
σ ＋（１－π）（ΓＬｔＬｔ）

σ－１
σ］

σ
σ－１ （１）

　　其中，下标ｔ为时间，Ｙｔ为实际产出，Ｋｔ为资本投入，Ｌｔ为劳动力投入，Γ
Ｋ
ｔ和Γ

Ｌ
ｔ

分别是资本和劳动的生产效率水平，通常称为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和劳动增强型技术

进步；Ｃ为广义技术进步参数；π∈ （０，１）为资本分配参数，是资本产出弹性的一种

推广；σ∈［０，＋∞］为要素替代弹性，假定其在样本期内保持不变。本文以资本和劳

动相对投入关系及其变迁为出发点，将资本深化（浅化）界定为资本－劳动投入比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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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小平和李小克（２０１８）指出，基于非标准化ＣＥＳ生产函数的分解和测度结果会受到产出和要素投入的
衡量单位的影响，产生“指数基准问题”（ｉｎｄｅｘｎｕｍｂｅｒｐｒｏｂｌｅｍ），而在标准化 ＣＥＳ生产函数中进行分解和测算可
以缓解这一问题（ＬｅóｎＬｅｄｅｓｍａ等，２０１０；Ｆｅｄｅｒ，２０１８ａ）。



持续上升（下降）过程，以反映资本投入增长速度快于（慢于）劳动力投入增长速度的

趋势，并采用资本－劳动比（Ｋｔ／Ｌｔ）来衡量资本深化程度。

假定要素增强型技术进步呈指数增长形式，指数 ｇｉ（ｔ，ｔ０）为经 ＢｏｘＣｏｘ转换后的

可变形式，其具体形式在估计式（１）时代入以规避“ＤｉａｍｏｎｄＭｃＦａｄｄｅｎ不可能定理”。

要素增强型技术进步可以表示为如下形式：

Γｊｔ＝Γ
ｊ
０ｅ
ｇｊ（ｔ，ｔ０）；ｇｊ（ｔ，ｔ０）＝γｊλ

－１
ｊｔ０

ｔ
ｔ( )
０

λｊ
－[ ]１；ｊ＝Ｋ，Ｌ （２）

　　式（２）中，ｔ＝ｔ０是标准化的基期，下文用下标０简化表示；γＫ和γＬ分别为资本增

强型技术进步和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的增长速率；λＫ和λＬ分别为资本－技术曲率和

劳动－技术曲率，它们表征了 ΓＫｔ和 Γ
Ｌ
ｔ的增长趋势。由式（２）可知，ｇＫ（ｔ，ｔ０）＝

ｌｎ（ΓＫｔ／Γ
Ｋ
０），即ｇｋ（ｔ，ｔ０）是ｔ期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Γ

Ｋ
ｔ）相对于其基期水平（Γ

Ｋ
０）

的对数值，其经济含义是，ｇｋ（ｔ，ｔ０）＞０表明资本生产效率相对于基期水平上升，反之

反是。ｇｋ（ｔ，ｔ０）越大，资本生产效率水平较基期水平越高。

式（１）中要素增强型ＣＥＳ生产函数的完整形式可以写成如下标准化形式：

Ｙｔ＝Ｙ０ π
ΓＫｔＫｔ
ΓＫ０Ｋ

( )
０

σ－１
σ
＋（１－π）Γ

Ｌ
ｔＬｔ
ΓＬ０Ｌ

( )
０

σ－１

[ ]σ
σ
σ－１

（３）

　　式（３）中，资本分配参数 π的表达式未知，通过标准化基准点的合理选择可以建

立要素分配参数和要素收入份额之间的联系（ＬｅóｎＬｅｄｅｓｍａ等，２０１０），即在标准化基

准点满足资本分配参数π０等于资本收入份额α０，即π０＝α０＝ｒ０Ｋ０／（ｒ０Ｋ０＋ｗ０Ｌ０）。

为计算ＴＦＰ，并分析资本深化和有偏技术进步影响 ＴＦＰ的作用机制，本文将标准

化要素增强型ＣＥＳ生产函数取对数后，在σ＝１处做二阶泰勒级数展开，将ＴＦＰ的对

数值表示成如下超越对数形式：

ｔｆｐｔ＝ｙｔ－πｋｔ－
π（１－π）（σ－１）

２σ
ｋ２ｔ ＝

π（１－π）（σ－１）
σ

［ｇＫ（ｔ，ｔ０）－ｇＬ（ｔ，ｔ０）］ｋｔ

＋π（１－π）（σ－１）２σ
［ｇＫ（ｔ，ｔ０）－ｇＬ（ｔ，ｔ０）］

２＋πｇＫ（ｔ，ｔ０）＋（１－π）ｇＬ（ｔ，ｔ０）（４）

　　其中，ｔｆｐｔ＝ｌｎＴＦＰｔ，即ｔｆｐｔ是标准化ＴＦＰ水平的对数值；ｙｔ＝ｌｎ
Ｙｔ／Ｙ０
Ｌｔ／Ｌ

( )
０

；ｋｔ＝

ｌｎＫｔ／Ｋ０
Ｌｔ／Ｌ

( )
０

＝ｌｎＫｔ／Ｌｔ
Ｋ０／Ｌ

( )
０

，是资本劳动比相对于基期水平的对数值（下文简称标准化资

本深化程度），其经济含义是：ｋｔ＞０表明资本深化程度相较基期有所提高，ｋｔ值越大

资本深化程度越高。ｇＫ（ｔ，ｔ０）＝ｌｎΓＫｔ／Γ
Ｋ( )
０ ，ｇＬ（ｔ，ｔ０）＝ｌｎ（Γ

Ｌ
ｔ／Γ

Ｌ
０），ｇＫ（ｔ，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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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Ｌ（ｔ，ｔ０）＝ｌｎ
ΓＫｔ／Γ

Ｋ
０

ΓＬｔ／Γ
Ｌ( )
０

＝ｌｎΓ
Ｋ
ｔ／Γ

Ｌ
ｔ

ΓＫ０／Γ
Ｌ( )
０

，ｇＫ（ｔ，ｔ０）－ｇＬ（ｔ，ｔ０）是资本与劳动的增强型技

术进步水平之比（ΓＫｔ／Γ
Ｌ
ｔ）相对于基期水平（Γ

Ｋ
０／Γ

Ｌ
０）的对数值，其经济含义是：

ｇＫ（ｔ，ｔ０）－ｇＬ（ｔ，ｔ０）＞０表明资本与劳动的增强型技术进步水平之比相对于基期水平

上升，即资本－劳动相对生产效率水平相较基期水平上升；ｇＫ（ｔ，ｔ０）－ｇＬ（ｔ，ｔ０）值越大

（与基期相比的）资本－劳动相对生产效率水平就越高。

２资本深化和有偏技术进步对ＴＦＰ的交互影响机制。在式（１）中将实际产出分

别对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求偏导，整理可得资本－劳动边际技术替代率ＭＲＴＳＫＬｔ （即

资本－劳动相对边际产出），可以表示为如下形式：

ＭＲＴＳＫＬｔ ＝
Ｙｔ／Ｋｔ
Ｙｔ／Ｌｔ

＝ π
１－π

ΓＫｔ
Γ( )Ｌ
ｔ

σ－１
σ Ｋｔ
Ｌ( )
ｔ

－１
σ

（５）

　　由式（５）可知，影响资本－劳动边际技术替代率ＭＲＴＳＫＬｔ 方向和大小的因素有要素

替代弹性σ、资本－劳动相对效率水平（ΓＫｔ／Γ
Ｌ
ｔ）、资本深化程度（Ｋｔ／Ｌｔ）。根据 Ａｃｅ

ｍｏｇｌｕ（２００２）定性判断技术进步偏向性的方法，在资本深化程度（Ｋｔ／Ｌｔ）不变的情况

下，当要素替代弹性大于（小于）１时，若ΓＫｔ／Γ
Ｌ
ｔ上升，即资本－劳动相对生产效率水平

增加，则资本－劳动边际技术替代率 ＭＲＴＳＫＬｔ 提高（降低）。此时，资本（劳动）偏向型

技术进步使得资本－劳动边际技术替代率上升（下降），从而削弱（增强）了资本－劳动

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此外，资本－劳动相对生产效率水平（ΓＫｔ／Γ
Ｌ
ｔ）不变的情

况下，资本深化程度提高使得资本－劳动边际技术替代率下降。

技术进步偏向性的判断与要素替代弹性σ的数值大小以及要素生产效率水平的

相对变化有关，结合对式（５）的分析以及式（４）右端的第一项，本文用（６）式定义标准

化形式的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Ｂｉａｓｅ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ｄｅｘ，ＢＴＣＩ），用来定量测度

技术进步偏向性。

ＢＴＣＩｔ（ｔ０）＝
σ－１
σ
［ｇＫ（ｔ，ｔ０）－ｇＬ（ｔ，ｔ０）］＝

σ－１
σ
ｌｎΓ

Ｋ
ｔ／Γ

Ｌ
ｔ

ΓＫ０／Γ
Ｌ( )
０

（６）

　　式（６）所定义的标准化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从本质上反映了技术进步对资本－劳

动边际技术替代率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在资本深化程度（Ｋｔ／Ｌｔ）保持不变的情

况下，如果σ＞１且ｇＫ（ｔ，ｔ０）－ｇＬ（ｔ，ｔ０）＞０或者σ＜１且ｇＫ（ｔ，ｔ０）－ｇＬ（ｔ，ｔ０）＜０，即

标准化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ＢＴＣＩｔ（ｔ０）＞０时，技术进步使资本－劳动边际技术替代率

相较基期值增加。此时，与基期相比技术进步偏向资本，其经济含义是：若资本和劳动之

间是替代（互补）关系，资本－劳动相对生产效率相较基期水平上升即ΓＫｔ／Γ
Ｌ
ｔ ＞Γ

Ｋ
０／Γ

Ｌ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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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即ΓＫｔ／Γ
Ｌ
ｔ ＜Γ

Ｋ
０／Γ

Ｌ
０）提高了相对于劳动边际产出的资本边际产出，使资本－劳

动边际技术替代率ＭＲＴＳＫＬｔ 相较基期值增加。简言之，若标准化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

ＢＴＣＩｔ（ｔ０）＞０，则技术进步使资本－劳动边际技术替代率相较基期值增加，与基期相

比技术进步偏向资本；若ＢＴＣＩｔ（ｔ０）＜０，则技术进步使资本－劳动边际技术替代率相

较基期值减小，与基期相比技术进步偏向劳动。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资本－劳动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取决于资本深化与有偏

技术进步的交互影响。其中，资本深化和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对资本－劳动边际技术

替代率递减规律起到增强作用，而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对资本－劳动边际技术替代率

递减规律起到削弱作用。当资本深化程度在短时间内大幅提高时，资本偏向型技术进

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资本深化对资本－劳动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的增强效

应。若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对资本－劳动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的削弱效应弱于

（强于）资本深化对资本－劳动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的增强效应，则表现为资本－

劳动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递增）。

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资本边际产出、劳动边际产出和资本－劳动边际技术

替代率产生影响，因而资本深化和有偏技术进步也必然会对 ＴＦＰ产生影响（杨振兵

等，２０１６）。那么，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影响ＴＦＰ的机制，是否跟两者对资本－劳动

边际技术替代率的作用机制相类似？为进一步探究资本深化和有偏技术进步对 ＴＦＰ

的影响机制，本文将式（４）对ｋｔ求偏导，整理可得：

ｔｆｐｔ
ｋｔ

＝π（１－π）（σ－１）［ｇＫ（ｔ，ｔ０）－ｇＬ（ｔ，ｔ０）］／σ＝π（１－π）ＢＴＣＩｔ（ｔ０）（７）

　　由式（４）和（７）可知，ＴＦＰ增长不仅取决于资本生产效率、劳动生产效率以及资

本－劳动相对生产效率相较于基期水平的上升幅度，还受资本深化与有偏技术进步的

交互影响。资本深化和有偏技术进步对 ＴＦＰ交互影响效应的正负性，取决于资本深

化程度和技术进步偏向性的匹配程度。当资本深化程度持续提高时，若标准化技术进

步偏向性指数ＢＴＣＩｔ（ｔ０）大于０，即与基期相比技术进步偏向资本，则资本深化程度与

技术进步偏向性相匹配，资本深化和有偏技术进步对 ＴＦＰ的交互影响效应为正。此

时，资本深化程度越高且标准化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的值越大，交互影响效应越大。

当资本深化程度持续提高时，若与基期相比技术进步偏向劳动，则资本深化程度与技

术进步偏向性不匹配，资本深化和有偏技术进步对ＴＦＰ的交互影响效应为负。

为探讨资本深化程度、技术进步偏向性及二者对 ＴＦＰ的交互影响效应随时间的

变化趋势和行业异质性特征，本文提出待检验的理论假说１和假说２。其中，假说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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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重分析各指标的时间变化趋势，而假说２侧重分析各指标的行业异质性特征。

假说１：与基期相比，资本深化程度持续提高且技术进步偏向资本时，资本深化程

度和技术进步偏向性相匹配，资本深化和有偏技术进步对ＴＦＰ的交互影响效应为正。

假说２：资本深化程度、技术进步偏向性及二者对 ＴＦＰ的交互影响效应在行业间

具有异质性。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资本深化程度上升较快，技术进步偏向资本的程度较

高，资本深化和有偏技术进步对ＴＦＰ的交互影响效应较大。

（二）以增长核算为基础的计量回归模型

在上文基于标准化ＣＥＳ生产函数的增长核算框架中，ＴＦＰ是资本深化程度、技术

进步偏向性、资本－劳动相对生产效率的函数。为克服增长核算方法未考虑其他影响

因素的局限性，本文将增长核算框架与计量回归方法相结合，建立以标准化 ＣＥＳ生产

函数增长核算为基础的计量回归模型，探讨资本深化和有偏技术进步对 ＴＦＰ的交互

影响机制。基于此，本文从式（４）和（７）出发，建立如下计量回归模型：

ｔｆｐｉｔ＝β０＋β１ｋｉｔ＋β２ＢＴＣＩｉｔ＋β３ｋｉｔ×ＢＴＣＩｉｔ＋λ′Ｚｉｔ＋μｉｔ （８）

　　在上式中，ｔｆｐｉｔ为行业ｉ在ｔ年标准化ＴＦＰ的对数值，ｋｉｔ为标准化资本深化程度，

度量行业ｉ在ｔ年与基期相比的资本深化程度，ＢＴＣＩｉｔ为标准化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

度量行业ｉ在ｔ年与基期相比的技术进步偏向性，μｉｔ为随机误差项。Ｚｉｔ为一系列控制

变量，包括研发投入（ＲＤ）、国外先进技术溢出水平（ＦＤＩ）、行业规模（Ｓｉｚｅ）、国有企业

占比（Ｓｔａｔｅ）、盈利水平（Ｐｒｏｆｉｔ）。系数β１和系数β２分别度量资本深化和有偏技术进步

对ＴＦＰ的直接影响效应；系数β３是本文最关心的系数，衡量资本深化与有偏技术进步

对ＴＦＰ的交互影响效应。为度量资本深化对ＴＦＰ的净影响效应，可以基于式（８）计算

资本深化对ＴＦＰ的边际效应（或偏效应）：

ｔｆｐｉｔ／ｋｉｔ＝β１＋β３ＢＴＣＩｉｔ （９）

　　现有文献针对“资本深化是提高还是降低了 ＴＦＰ”“资本深化是促进还是抑制了

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增长”等问题存在争论。以吴敬琏（２００６）、陈勇和李小平

（２００６）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过早的资本深化除了会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的作用下引发要素驱动型经济增长趋缓，还会使投资收益率恶化，造成整体经济效率

下降，透支经济增长的潜力。以厉以宁（２００４）、黄茂兴和李军军（２００９）、毛丰付和潘

加顺（２０１２）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则认为，资本深化是工业化的必经阶段，资本深化可

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劳动生产率，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在资本深化程度和技术

进步偏向性对ＴＦＰ的影响方面，董直庆和陈锐（２０１４）、袁礼和欧阳（２０１８）、李小平

和李小克（２０１８）等基于ＣＥＳ生产函数增长核算的检验发现，资本深化程度与技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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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偏向匹配性的逐渐改善有利于提高ＴＦＰ增长率。基于资本深化程度大幅提高的典

型化特征事实和上述分析，本文预期式（８）中β１的符号显著为负，β２和β３的符号显著

为正，并提出待检验的理论假说３。

假说３：在控制ＴＦＰ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现阶段资本深化程度提高对 ＴＦＰ的

直接影响效应为负，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对ＴＦＰ的直接影响效应为正，资本深化与资

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对ＴＦＰ的交互影响效应为正，资本深化程度提高对 ＴＦＰ的净影响

效应为负。

四　参数估计方法、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一）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

本文借鉴Ｊｉａｎｇ和ＬｅóｎＬｅｄｅｓｍａ（２０１８）的方法，基于标准化要素增强型ＣＥＳ生产

函数式（３）建立如下三方程标准化供给面系统：

ｌｎ
Ｙｔ
Ｙ＝ｌｎξ＋

σ
σ－１
ｌｎ

π
Ｋｔ
Ｋｅｘｐ

γＫ
λＫ
ｔ( )ｔｔ

λＫ
－[ ] }{( )１

σ－１
σ

＋（１－π）
Ｌｔ
Ｌｅｘｐ

γＬ
λＬ
ｔ( )ｔｔ

λＬ
－[ ] }{( )１

σ－１















σ

（１０）

ｌｎＳＫｔ ＝ｌｎπ＋
σ－１
σ
ｌｎξ－σ－１σ

ｌｎＹｔ／Ｙ
Ｋｔ

[ ]／Ｋ＋
σ－１
σ

γＫ
λＫ
ｔ( )ｔｔ

λＫ
－[ ] }{ １ （１１）

ｌｎＳＬｔ ＝ｌｎ（１－π）＋
σ－１
σ
ｌｎξ－σ－１σ

ｌｎＹｔ／Ｙ
Ｌｔ

[ ]／Ｌ＋
σ－１
σ

γＬ
λＬ
ｔ( )ｔｔ

λＬ
－[ ] }{ １ （１２）

　　上式中，Ｙ、Ｋ和Ｌ为各变量的几何平均值，ｔ为时间ｔ的算术平均值，ξ为规模因

子，ＳＫｔ为资本收入份额，Ｓ
Ｌ
ｔ为劳动收入份额。将采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估计得

到的要素替代弹性σ和资本分配参数π，代入式（１３）可得各期的资本生产效率水平

ΓＫｔ和劳动生产效率水平Γ
Ｌ
ｔ，进一步代入式（５）可以得到标准化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

ΓＫｔ ＝
Ｙｔ
Ｋｔ

ｒｔＫｔ
π（ｒｔＫｔ＋ｗｔＬｔ

( )）
σ
σ－１
，ΓＬｔ ＝

Ｙｔ
Ｌｔ

ｗｔＬｔ
（１－π）（ｒｔＫｔ＋ｗｔＬｔ

( )）
σ
σ－１

（１３）

　　（二）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下文以１９９９年为基期，利用制造业分行业大中型企业数据对上述理论假说进行

检验。原始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２０１３年及以后

更名为《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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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活动统计年鉴》《中国投入产出表》、国家统计局网站、ＥＰＳ数据库、ＣＣＥＲ数据库

等。为保持数据统计口径的连续性，本文将２０１２年之前的橡胶制品业与塑料制品业

合并为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将２０１２年之后的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

运输设备制造业合并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并删除其他制造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

业以及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最终得到２７个二位码制造业行业，下面对主要

数据进行说明。

１工业增加值。由于数据缺失，需要用工业总产值、工业销售产值和工业增加值

率数据对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的名义工业增加值进行估算。首先，假定２０１２年之

后工业总产值与工业销售产值的增长率相同，用２０１１年的工业总产值和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的工业销售产值增长率估算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的工业总产值；其次，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除

２００４年）的工业增加值率变化较小，故采用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除２００４年）的平均工业增

加值率估算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的工业增加值率，并用２００３和２００５年的平均工业增加值率估

算２００４年的工业增加值率；最后，由工业总产值与工业增加值率的乘积补齐缺失年份的

名义工业增加值。名义工业增加值用分行业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１９９９年＝１００）

进行平减。

２劳动力投入和工资水平。劳动力投入以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表示，２０１２

年的数据缺失，用相邻两年的均值替代；用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城镇单位分行业平均劳动报

酬表示工资水平，２００９－２０１６年采用城镇单位分行业平均工资表示。

３资本投入。用经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１９９９年 ＝１００）平减后的固定资产净

值年平均余额来衡量各行业的资本投入水平。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

余额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由相邻

两年年末固定资产净值取平均值得到。

４劳动和资本收入份额。劳动力投入与工资水平的乘积为名义工资总额，名义

工资总额并未包含劳动力的非工资性补偿，会低估名义劳动者报酬。本文假设工资总

额与非工资性补偿之间存在固定比例，对各行业的名义工资总额按照比例进行调整以

估算名义劳动者报酬，使得调整后各行业２００７和２０１２年名义劳动者报酬占名义工业

增加值的平均比重与《中国投入产出表》中劳动者报酬占增加值的平均比重相同。名

义劳动者报酬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１９９９年＝１００）进行平减，实际资本收入为实际工

业增加值减去实际劳动者报酬，劳动收入份额和资本收入份额分别采用实际劳动者报

酬和实际资本收入占实际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计算得到。

５控制变量。研发投入（ＲＤ）用不变价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的对数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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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２０００年报告了技术开发经费内部支出总额，２００１和２００２

年报告了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利用２００３年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与Ｒ＆Ｄ经费支

出的比例关系，近似估算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的 Ｒ＆Ｄ经费支出，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的 Ｒ＆Ｄ经费

支出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的Ｒ＆Ｄ经费支出通过将《工业企业科技活动

统计年鉴》中分行业大型企业 Ｒ＆Ｄ经费支出与中型企业 Ｒ＆Ｄ经费支出合并得到。

根据朱平芳和徐伟民（２００３）的方法得到研发支出价格指数，利用研发支出价格指数

（１９９９年＝１００）对Ｒ＆Ｄ经费支出数据进行平减得到其实际值。对于国外先进技术溢

出水平（ＦＤＩ），用港澳台资本与外商资本之和的对数值表示（采用１９９９年 ＝１００的固

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行业规模（Ｓｉｚｅ）用资产总数与企业数的比值表示，国有企

业占比（Ｓｔａｔｅ）用国有资本与实收资本的比重表示，盈利水平（Ｐｒｏｆｉｔ）用营业利润与主

营业务收入之比表示。

五　计量结果分析

（一）参数估计和指标测度结果分析

１要素替代弹性的估计结果分析。本文采用可行广义非线性最小二乘法

（ＦＧＮＬＳ）对各制造业行业的标准化供给面系统进行估计，ＦＧＮＬＳ是一种非线性估计

方法，对初始值的选取较为敏感，本文在一个最小值为０２、最大值为６、公差为０１的

等差数列中从小到大依次取值作为要素替代弹性 σ这一关键参数的初始值，并借鉴

陈晓玲和连玉君（２０１３）、Ｊｉａｎｇ等（２０１９）的做法，选取残差－协方差矩阵行列式最小处

的估计结果作为全局最优估计结果，从而得到各制造业行业要素替代弹性 σ和资本

分配参数π的估计值。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度量了资本－劳动相对价格变化对要素使

用比例的影响，２７个二位码制造业行业要素替代弹性的估计结果按从大到小的顺序

呈现于表１中。

行业间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估计值介于０８３６－５３１１之间，

在２７个制造业行业中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于１的有１９个。其中，纺织业、橡胶和塑

料制品业、造纸和纸制品业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较高，分别为 ５３１１、３６３９和

３２２５。这些行业２０１２年以来名义工资水平显著提高，劳动力投入大幅下降但资本投

入却稳步上升，较高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说明这些行业的劳动者技能水平较低，面

对劳动价格相对资本价格上升的情况，容易采用资本来替代劳动。本文对资本－劳动

替代弹性的估计很好地捕捉到了这些行业的资本－劳动相对投入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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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７个二位码制造业行业要素替代弹性的估计结果

行业代码 要素替代弹性 行业代码 要素替代弹性 行业代码 要素替代弹性

１７ ５３１１ ２４ １６８５ １４ １００８

２９ ３６３９ ２０ １５８３ ４０ ０９８３

２２ ３２２５ １５ １５２５ ２８ ０９６８

３０ ２７８９ ２３ １４３２ ３４ ０９５７

３２ ２６１７ １６ １１７３ ３５ ０９５５

２５ ２４５３ １３ １０３８ ２６ ０９４８

３７ ２０７０ １９ １０３４ ３１ ０８７７

３９ １９４９ １８ １０３０ ３３ ０８３６

２７ １８２４ ２１ １０３０ ３８ ０８３６

　　说明：、和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１％、５％和１０％。行业代码所对应的行业名称如下：农
副食品加工业（１３）；食品制造业（１４）；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１５）；烟草制品业（１６）；纺织业
（１７）；纺织服装、服饰业（１８）；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１９）；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
制品业（２０）；家具制造业（２１）；造纸和纸制品业（２２）；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２３）；文教、工美、体
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２４）；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２５）；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２６）；
医药制造业（２７）；化学纤维制造业（２８）；橡胶和塑料制品业（２９）；非金属矿物制品业（３０）；黑色金
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３１）；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３２）；金属制品业（３３）；通用设备制造业
（３４）；专用设备制造业（３５）；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３７）；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３８）；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３９）；仪器仪表制造业（４０）。

图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制造业整体各指标的变化

２各指标的变化趋势。将要素替代弹性σ和资本分配参数 π代入式（１３），计算

各期的资本生产效率水平和劳动生产效率水平，并采用式（４）和（６）计算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年各制造业行业的标准化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标准化ＴＦＰ水平的对数值、资本深化

程度与技术进步偏向性的交互影响效应等指标。各年度标准化资本深化程度、标准化

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和标准化ＴＦＰ对数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分别用 ｍｅａｎ（ｋ）、ｍｅａｎ

（ＢＴＣＩ）和 ｍｅａｎ（ｔｆｐ）表示，以实际工业增

加值为权重的制造业整体标准化ＴＦＰ对数

值，用ｍｅａｎ（ｔｆｐ＿ｗｅｉｇｈｔｅｄ）表示，各指标的

变化趋势见图１。

从图１可知，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标准化资本

深化程度和标准化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均

大于０，说明与基期相比，资本深化程度提

高且技术进步偏向资本。从时间趋势看，资

本深化程度除个别年份略有下降之外，整体

·２６·　期８第年９１０２　济经界世

　　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特别是２００９年以来资本深化程度大幅提高，２７个制造业行业的平

均资本劳动比从１９９９年的９８６万元／人上升至２００８年的１３４３万元／人，并进一步迅速

增长至２０１６年的２５０２万元／人。与此同时，标准化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的行业均值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持续上升，２００８年之后呈下降趋势，表明２００８年以来制造业整体技术进步

偏向资本的程度有所降低。本文采用两种方式衡量分年度制造业整体ＴＦＰ水平，一种

是简单算术平均，另一种是以实际工业增加值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从图１可以看出，

与基期相比，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特别是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中国制造业整体ＴＦＰ持续快速增长，但

自２００９年以来制造业整体ＴＦＰ增长乏力。

图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交互影响效应及其贡献

与基期相比，资本深化程度整体呈现

上升趋势且技术进步偏向资本，即资本深

化程度和技术进步偏向性相匹配。那么，

资本深化和有偏技术进步对 ＴＦＰ的交互

影响效应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如何？交互

影响效应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制造业行

业ＴＦＰ增长？图２展现了资本深化和有

偏技术进步的交互影响效应、交互影响效

应占标准化 ＴＦＰ对数值的比重随时间变

化的趋势。从图２可以看出，对制造业行业整体而言，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资本深化和有偏

技术进步对ＴＦＰ的交互影响效应为正，且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资本深

化和有偏技术进步的交互影响效应对标准化 ＴＦＰ对数值的贡献介于３６６％－９６７％

之间，平均贡献为５２８％。其中，交互影响效应的贡献在２０１２年探底，此后逐年增加。

基于以上分析，理论假说１得到了验证，资本深化程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且技术

进步偏向资本，资本深化程度和技术进步偏向性相匹配，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资本深化和有

偏技术进步对制造业行业ＴＦＰ的交互影响效应为正，且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３各指标的行业异质性。１９９９－２０１６年２７个制造业行业的资本劳动比均值为

１５３５万元／人。其中，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２５）、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３１）、烟草制品业（１６）、化学纤维制造业（２８）、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３２）、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２６）、造纸和纸制品业（２２）、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３０）这８个行业资本劳动比的均值高于１５３５万元／人，本文将这８个行业划分为资

本密集型制造业行业，其他１９个行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行业，以探讨标准化资本深化

程度、标准化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和标准化ＴＦＰ对数值等指标在两类行业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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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列出了各制造业行业标准化资本深化程度、标准化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标
准化ＴＦＰ对数值、资本深化与有偏技术进步的交互影响效应、交互影响效应占标准化
ＴＦＰ对数值的比重、各行业增加值占比，以上指标均取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的均值。

表２ 各指标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均值的行业异质性

行业代码 ｍｅａｎ（ｋ） ｍｅａｎ（ＢＴＣＩ） ｍｅａｎ（ｔｆｐ）
交互影响

效应

交互影响

效应占比（％）
工业增加值

占比（％）
３９ ００１３ ０３９１ １０２９ ００００ ０２６ １７９８
３７ ０５４１ １０２０ １２７０ ０１３３ ９６３ １１７０
３１ ０７６０ １６１９ １１４６ ０３４４ ２５８６ ９０４
３８ ０１３１ ０３５２ １００６ ００１０ １１３ ６８９
２６ ０８０４ １０５９ １０１８ ０２１１ １８９３ ５９８
１６ ０２８３ －００６３ ０９８８ －０００３ ０３９ ４８７
３４ ０５４３ １２９４ １３０８ ０１８０ １２６４ ４２５
１７ ０４６２ ０４１３ ０９９５ ００４１ ４２１ ３９３
３０ ０６５２ ０７６０ １０２９ ０１１８ １１２８ ３７３
２７ ０５０５ ０４０５ ０９０１ ００４２ ４６４ ３４０
３５ ０６５６ １１８４ １２３０ ０２１４ １５０８ ２９３
１３ ０２２４ ０３９０ ０９９８ ０００６ ０９０ ２７９
３２ ０７５０ １４３９ １０１９ ０２９９ ２５３４ ２７８
１５ ０２３９ ０１４４ ０８７２ ０００５ ０７５ ２６２
２９ ０２６９ ０１４２ ０８８８ ０００４ １３０ ２２５
２５ ０５５３ －０７８５ ０３３３ －０１２９ －２３４１ ２２１
１４ ０２２３ ０３７０ １０２３ ００１１ １４０ １９５
３３ ０２５０ ０４７８ １０４１ ００２８ ２９７ １９３
１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８ ０７８７ －０００３ －０２６ １７７
２２ １０３７ ０４１７ ０７８０ ００９５ １８９５ １６１
４０ ０３１３ ０９０７ １２３９ ００６０ ４７６ １１４
１９ －０２４８ －００４５ ０８６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２ １１４
２８ ０２６８ ０４７１ ０８１８ ００３７ ３９４ ０８９
２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７ ０７４０ ０００９ １１８ ０６６
２３ ０１９６ ００４５ ０８５５ ０００２ ０８８ ０６３
２０ －０１１４ ０３４０ １１８０ －００１１ －０１３ ０４７
２１ －０２０８ ００１４ １０９４ －０００１ －０１３ ０４６

　　说明：本表按行业实际工业增加值占比从大到小排列，表中粗体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行业。

由表２可知，造纸和纸制品业（２２）、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２６）、黑色金属
冶炼和压延加工业（３１）等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标准化资本深化程度较高，表明与基期
相比，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资本深化程度上升较快。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１９）、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２０）、家具制造业（２１）的标准化资本深化程

·４６·　期８第年９１０２　济经界世

　　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度为负，说明这３个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资本深化程度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间相较基期有所

下降。从技术进步偏向性角度看，烟草制品业（１６）、纺织服装、服饰业（１８）、皮革、毛

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１９）、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２５）等４个行业的

标准化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的均值为负，即这些行业与基期相比技术

进步偏向劳动的年份较多。对于除烟草制品业（１６）以及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

工业（２５）之外的资本密集型行业，标准化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的均值

为正且数值较大，说明与基期相比技术进步偏向资本的程度较高。

平均而言，样本期内各行业ＴＦＰ相较基期均有所提高，但行业之间的 ＴＦＰ增长幅

度呈现明显的异质性特征。通用设备制造业（３４）、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３７）、仪器仪

表制造业（４０）、专用设备制造业（３５）的ＴＦＰ在样本期增长较快，这些行业均属于装备

制造业，除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３７）之外的３个行业属于高技术产业。这４个行业

的工业增加值在２７个制造业行业中所占的比重达到２００２％，对于制造业整体 ＴＦＰ

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就资本深化和有偏技术进步对制造业行业 ＴＦＰ的交互影响

效应而言，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２０）、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２５）等５个行业的交互影响效应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的均值为负，即资本深化程度与技

术进步偏向性不匹配，从而阻碍了行业ＴＦＰ的提高。对于烟草制品业（１６）、石油加工、

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２５）、化学纤维制造业（２８）之外的５个资本密集型行业，资本深化

和有偏技术进步的交互影响效应较大，并且交互影响效应对标准化ＴＦＰ对数值的平均

贡献在１０％以上，更好地发挥资本深化与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匹配作用，对于提高制

造业行业的ＴＦＰ水平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除烟草制品业（１６）、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２５）之

外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资本深化程度上升较快且相较基期技术进步偏

向资本的程度较高，资本深化和有偏技术进步对ＴＦＰ的交互影响效应较大，并且交互

影响效应对标准化ＴＦＰ对数值的平均贡献较大。因此，理论假说２得到验证。

（二）计量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进一步利用以标准化ＣＥＳ生产函数增长核算框架为基础的面板数据模型进

行经验检验。因为行业层面的ＴＦＰ并非企业 ＴＦＰ的水平加总，所以在行业层面上不

存在生产决策问题，即不需要考虑行业 ＴＦＰ对行业要素投入的影响（鲁晓东和连玉

君，２０１２）。因此，可以用普通最小二乘法（ＯＬＳ）和固定效应（ＦＥ）方法对计量回归模

型（８）式进行估计。为避免遗漏变量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

１期引入计量模型，并采用系统ＧＭＭ（ＳＹＳ－ＧＭＭ）方法进行估计。系统 ＧＭＭ估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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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识别检验和序列相关检验表明可以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上接受“所有工具变量都

有效”和“扰动项无自相关”的原假设，说明系统 ＧＭＭ估计是适用的。本文分别采用

普通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和系统ＧＭＭ三种方法对全样本（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子样本１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和子样本２（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３。在下面的分

析中主要采用表３第（３）（６）和（９）列的回归结果。

表３ 计量回归模型的全样本和子样本估计结果

解释

变量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ＯＬＳ ＦＥ ＳＹＳ－ＧＭＭ ＯＬＳ ＦＥ ＳＹＳ－ＧＭＭ ＯＬＳ ＦＥ ＳＹＳ－ＧＭＭ

Ｌｔｆｐ
０５２３ ０３７９ ０６３４

（００６７）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９）

ｋ
－００４７ －０１４０ －０２１８ －０３３４ －０１１０ －０２４４ －００７０ －０３３５ －０２４２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７） （００３５）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７）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３） （００６７） （００２７）

ＢＴＣＩ
０１３２ ０３７７ ０２１３ ０４６７ ０４９９ ０２９５ ０２１６ ０２４２ ０３３８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５６） （００４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６） （００５３） （００１３）

ｋ×ＢＴＣＩ
０１２２ －００７８ ０１１９ －００２８ －０３１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５ ０１２２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９９） （００８０） （００５６） （００４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０）

ＲＤ
０１９７ ０３１７ ０１５２ ００７８ ０２３７ ００９４ ０１５４ ０３７２ ０１２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８）

ＦＤＩ
－０１３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３ ００９５ ００４８ －０１６５ ００７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３） （００５１） （００２２）

Ｓｉｚｅ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Ｓｔａｔｅ
－１６５７ －０６６４ －０１６７ －１１５９ －０６６８ －０２８９ －０９１４ －０３８９ －００１２
（０１０７） （００８９） （０２０４） （０１２０） （０１２３） （００９６） （０２００） （０２００） （００８０）

Ｐｒｏｆｉｔ
３２６１ ２４６２ １２４６ ３２１３ ２９９７ ３３９４ ０５５８ ００５０ １００７

（０４５６） （０４１１） （０４３２） （０６６６） （０５６０） （０５９５） （０５４８） （０５８１） （０４４２）

常数项
－０７７３ －３１２７ －１３２５ －０１８０ －２５９６ －１１５２ ０２５６ －４１１３ －１１６６

（０１０４） （０１４１） （０１７８） （０１１０） （０２２９） （０１１８） （０２２２） （０４１１） （０２９９）

观测值 ４３１ ４３１ ４０５ ２４２ ２４２ ２１６ １８９ １８９ １６２

Ｒ２ ０７７１ ０９５４ ０７８６ ０９６４ ０６５０ ０９５４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２５３５３ ２０００９ ２４３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７３］ ［０１８５］

ＡＲ（２）
检验

－１７３６ ０２２５ １８２０
［００８３］ ［０８２２］ ［００６９］

　　说明：、、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１％、５％和１０％；小括号内的值为稳健标准误，中括号内为ｐ值。

标准化资本深化程度（ｋ）的回归系数在全样本和两个子样本中均显著为负，即资

本深化对制造业行业ＴＦＰ的直接影响效应为负，表明在不考虑有偏技术进步调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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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条件下，资本深化对 ＴＦＰ的提升具有明显的拖累作用。标准化技术进步偏向性

指数（ＢＴＣＩ）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即在不考虑资本深化调节作用的条件下，与基期相

比技术进步偏向资本显著促进了制造业行业ＴＦＰ的提高。对于标准化资本深化程度

与标准化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交互项（ｋ×ＢＴＣＩ）的回归系数，在全样本（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和子样本２（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中显著为正，说明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弱化了资本深

化对制造业行业ＴＦＰ的抑制作用，即资本深化对ＴＦＰ的作用受到有偏技术进步的调节，

但在子样本１（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中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不显著为负。

为度量资本深化对制造业行业ＴＦＰ的净影响效应，本文基于式（９）在标准化技术进

步偏向性指数的平均值处，计算资本深化对ＴＦＰ的边际效应。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标准化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的均值分别为０４７２、０４８５、０４５５，与基

期相比技术进步均偏向资本。在标准化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的均值处，标准化资本深

化程度（ｋ）对标准化 ＴＦＰ水平对数值（ｔｆｐ）的边际效应分别是 －０１６２（即 －０２１８＋

０１１９×０４７２）、－０２４４（即 －０２４４＋０×０４８５）、－０２２５（即 －０２４２＋００３７×

０４５５），与基期相比资本深化程度提高１％使制造业行业 ＴＦＰ降低０１６２％、０２４４％

和０２２５％。因此，理论假说３得到验证。

样本期内资本深化拖累制造业ＴＦＰ增长的原因可能是：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制造业整体

的资本深化程度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导致部分制造业行业可能出现较为严重的过度

投资，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引发制造业产出增长趋缓并使得投资收益

率恶化，从而拖累制造业 ＴＦＰ增长。虽然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削弱了

资本深化对制造业行业ＴＦＰ的不利影响，即资本深化程度与技术进步偏向性相匹配

有利于ＴＦＰ增长，但是综合来看资本深化程度的大幅提高对制造业行业 ＴＦＰ产生了

显著的不利影响。

从表３中还可以看出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前一期的制造业行业 ＴＦＰ（Ｌｔｆｐ）对

当期的制造业行业ＴＦＰ有显著促进作用，反映了制造业行业 ＴＦＰ增长具有一定的惯

性特征；研发投入（ＲＤ）会推动技术进步进而提高 ＴＦＰ。国外先进技术溢出水平

（ＦＤＩ）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对制造业行业ＴＦＰ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却表

现出不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在全样本中国外先进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业行业 ＴＦＰ提

高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原因可能是 ＦＤＩ对东道国企业创新或 ＴＦＰ的影响同时存在

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覃毅和张世贤，２０１１）。制造业的行业规模（Ｓｉｚｅ）越大、盈利水

平（Ｐｒｏｆｉｔ）越高，其增加研发投入和改进生产技术水平的能力越强。在全样本和两个

子样本中，行业盈利水平与制造业行业ＴＦＰ之间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２０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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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行业规模与制造业行业 ＴＦＰ之间的正向关系并不显著。原因可能是，部分规模

较大的行业存在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生产经营面临困难，从而未能发挥其行业规模

优势以提升ＴＦＰ。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国有企业占比（Ｓｔａｔｅ）越高的制造业行业，其ＴＦＰ水平

越低，但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和全样本中此负向影响并不显著。

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标准化ＣＥＳ生产函数的增长核算方法，将标准化 ＴＦＰ水平的对数值分

解成包含标准化资本深化程度和标准化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的函数，从理论上阐述了

资本深化和有偏技术进步对 ＴＦＰ增长的交互影响机制，并利用１９９９－２０１６年中国制

造业分行业大中型企业数据进行检验。研究发现：（１）ＴＦＰ增长受资本深化与有偏技

术进步的交互影响，资本深化和有偏技术进步对ＴＦＰ交互影响效应的正负性，取决于

资本深化程度和技术进步偏向性的匹配程度，与资本深化程度持续提高相匹配的是与

基期相比技术进步偏向资本。（２）基于标准化ＣＥＳ生产函数增长核算的测算表明，与

基期相比，制造业整体资本深化程度呈现上升趋势且技术进步偏向资本，此时资本深

化程度和技术进步偏向性相匹配，因此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资本深化和有偏技术进步对制造

业ＴＦＰ的交互影响效应为正，且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但资本深化程度、技术进步偏

向性及二者对ＴＦＰ的交互影响效应在行业间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资本密集型行

业的资本深化程度上升较快且相较基期技术进步偏向资本的程度较高，资本深化和有

偏技术进步对ＴＦＰ的交互影响效应较大。（３）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

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资本深化对制造业行业ＴＦＰ的直接影响效应为负，而资本偏

向型技术进步有助于削弱资本深化对制造业行业 ＴＦＰ的不利影响；从净影响的角度

看，资本深化程度的大幅提高整体上拖累了制造业行业ＴＦＰ的增长。（４）增长核算方

法和计量回归模型的结果都表明，虽然资本深化程度与技术进步偏向性的交互影响效

应提高有利于制造业行业 ＴＦＰ增长，但是不能忽视经济刺激计划下大幅提高的资本

深化程度对ＴＦＰ增长的抑制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提高制造业ＴＦＰ，推动中国制造业乃至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１）要素投入与技术进步的耦合发展和相互影响意味着要素投

入结构和技术进步偏向性并非单独影响ＴＦＰ，而是会对ＴＦＰ产生交互影响。对于某一

产业部门或企业来说，由于其要素投入结构和技术进步偏向性均具有较大的调整空

间，需要综合协调实现要素投入结构与技术进步偏向性相匹配。（２）及时调整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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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相对投入关系。一方面，资本深化是工业化的必然阶段，适度的资本深化对于提

高ＴＦＰ提高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不差钱式”的投资冲动和“大水漫灌式”的盲目投

资容易引发资本对劳动的过度替代，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科技的迅猛发展也显著增加了

资本替代非技能劳动力的可能性，中国需要警惕资本深化程度的过早和过快提高，避

免“过早资本深化”恶化劳资关系，损害整体经济效率，透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潜

力。（３）适时调整有偏技术进步的方向和偏向程度。需要根据资本深化程度和资本－

劳动替代弹性的行业异质性，通过以新机器设备等为载体的耦合于要素投入的技术进

步和以研发投入等方式取得的未耦合于要素投入的技术进步，适时调整有偏技术进步

的方向和偏向程度，以最大化发挥资本深化和有偏技术进步对ＴＦＰ的交互影响作用。

具体而言，在资本深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对于资本与劳动具有替代关系的行业，

提高资本－劳动相对生产效率水平，即充分发挥与资本投入相耦合技术进步以及研发

投入的作用，提高资本投入质量和资本生产效率水平；对于资本与劳动具有互补关系

的行业，提高劳动－资本相对生产效率水平，即充分发挥与劳动投入相耦合技术进步

以及研发投入的作用，提高劳动投入质量和劳动生产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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