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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国家实施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的区域发展战略以来$各地区的产

业结构"要素配置效率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 本文利用 .//=!*++@ 年各省区的面板数据$运用 4P7J$?#PE'"

模型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从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来$度量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

研究发现)近 .+ 年中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产业内技术效率的提高$但结构变迁对劳动生产率

提高的贡献也不可忽视%西部的产业结构调整是有效的$而东北三省的产业结构调整并不理想%各区域内部

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呈现分化的趋势# 研究表明劳动力要素配置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产业结构的调整仍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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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保持了持续 8+ 年

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5!未来能否保持

这一增长速度值得深入探讨" 在新古典经济学视

角下!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可以归结为两个方

面)一是要素投入的增加!二是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单纯依靠要素投入扩张的经济增长是一种粗放式

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大量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

价的!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只有提高要素生

产效率才能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既然提高

要素生产率是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所在!

那么如何促进生产率增长就自然成为我们关心的

问题" 目前的研究揭示!改革开放后生产率的大幅

提高主要得益于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转

换等 $李 富 强! *++@# 王 小 鲁! *++/# 王 丽 英!

*+.+%"

+.C8,

结构变动和生产率增长的关系反映在&结构红

利假说'中)由于各部门具有不同的生产率水平和

生产率增长率!因此当投入要素从低生产率水平或

者低生产率增长的部门向高生产率水平或高生产

率增长部门转移时!就会促进由各部门组成的经济

体的总体经济生产率增长$["<"6"'!*++8%"

+>,在部

门间生产率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要素结构的调

整和资源的再配置是解释经济增长的生产率增长

的重要因素之一" 郑玉歆$.//8%首次对中国制造

业 ./@+(.//+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结构变动的关

系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发现结构变动对制造业的全

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值为正!但值较小"

+,,其后!吕铁

$*++*%对中国各地区 ./@+(.//= 年的制造业结构

变动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结

构变动对各地区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也不大"

+9,

与郑玉歆以及吕铁的结论相反!王德文等$*++>%以

辽宁省 ,9+ 家工业企业 .///(*++. 年的调查数据

为样本!分析了中国工业结构调整对工业企业生产

率增长的影响!发现随着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部门

比重下降和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部门迅速增长!

结构变动促进了整个工业的生产率增长"

+=,刘伟*

张辉$*++@%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进行分解后发现!

劳动力在一*二*三产业之间的流动对中国经济增

长的作用正在减弱!而技术进步对增长的推动作用

正在扩大" *+ 世纪 @+ 年代!结构变迁效应的贡献

率一直大于 ,+5!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的贡献超过

了技术进步的贡献#*+ 世纪 /+ 年代初期和中期!产

业结构变迁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平!但

.//@ 年后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得越

来越不显著!逐步让位于技术进步"

+@,干春晖*郑若

谷$*++/%发现劳动力和资本的结构变动度在加快!

而产业结构的变化则较为平滑#生产率的增长主要

来自于产业内部!尤其是第二产业内部!劳动力要

素的产业间流动具有&结构红利'现象!资本的产业

间转移却并不满足结构红利假说!反而存在&结构

负利'"

+/,同样!张军*陈诗一$*++/%发现由工业结

构改革引致的行业间要素重置显然对改革开放期

间中国工业生产率的提高乃至工业增长起到了实

际的推动作用!即结构红利是显著存在的!而 *++.

年后要素配置效率的下降也成为同期全要素生产

率增长贡献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

+.+,姚战琪$*++/%

发现劳动要素的结构变化伴随着经济六部门的劳

动生产率增长!但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总配置效应为

负#工业部门和经济总体的资本生产率再配置效应

为负数"

+..,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要素结构变动对生产率

增长推动作用仍不可忽视!尤其是中国正在进行产

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而目前的研究

多是从宏观总体的角度研究结构效应!鲜见对各地

区的要素配置对生产率作用的研究" 自国家实施

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计

划的区域发展战略以来!各地区的要素配置是否是

有效率的呢- 本文通过各地区劳动生产率增长的

总体趋势!分析生产率增长结构效应的区域特征"

二#要素生产率分解模型及数据的处理

."要素生产率分解模型

本文使用 4P7J$?#PE'"方法!把结构变迁效应从

要素生产率增长中分解出来" 最近将这一方法应

用于转型经济的结构变迁效应研究的主要有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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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D表示要素生产率增长率!E表示要素生

产率水平!$为产出!; 为要素投入!下标 + 表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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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两边同除以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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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生产率增长可以分

解为三部分 $%EN"'R"'N! *+++#O7))"'和 4_7')E7!

*+++#["<"6"'! *++* %!则 4P7J$e#PE'"的理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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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8%右边的第一项为各行业的内部增长效应

$T7$P7<?N'&T$P "JJ"K$%!它衡量在不存在结构变动即

每个产业维持原来的要素份额的情况下!各产业要

素生产率增长对总体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效应" 它

是由于各个产业内部的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

等因素导致的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式$8%右边的第二项为行业结构的静态转移效

应$#$E$7K#P7J$"JJ"K$%!它反映了在各行业要素生产

率不变的条件下!要素从生产率水平低的产业部门

流向生产率水平高的产业部门时所引起的要素生

产率的增长效应" 即由于产业结构变动所带来的

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如果最初时期具有较高的要

素生产率水平的行业吸收了更多的要素!提高了要

素份额!则该项的符号为正!并被称之为结构红利

$$P"#$'(K$('E1R&<(#%"

式 $ 8 % 第三项表示要素的动态转移效应

$6F<E)7K#P7J$"JJ"K$%!度量的是要素从增长率较慢

的产业流向增长率较快的产业所引起的增长效应!

它是产业结构变化和生产率变化的综合作用" 如

果行业的要素生产率和要素份额同时增长!该项为

正#如果具有较高生产率增长的行业的劳动份额减

少!或者具有较低生产率增长的行业的劳动份额增

加!则该项为负"

*2数据的来源及处理

以各产业的增加值为产出指标!通过 ZA[平减

指数对名义产出缩减得到!调整为 .//= 年价" 本文

主要分析劳动力要素的再配置效应 !因此要素投入

以各产业年末从业人员数量来衡量" 数据来源于

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各省份相应年份的统计年

鉴和中经专网!数据处理用BQ7"T#,"

三#各地区产业结构变迁对要素生产率

增长的贡献

."三次产业结构变动

自 .//= 年以来!我国各区域的产业结构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 表 . 提供了我国各区域的 .//=(

*++@ 年的三次产业增加值的变动情况" 从表中可

以得出)全国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从 .//= 年的.@"/>\

>,"..\8,"/, 调整到 *++@ 年的 /"./\,8"@/\89"/*"

产业结构变迁体现了较强的工业化特征!即第一产

业的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第

三产业的比重也呈上升趋势" 从区域上看!

!东部

地区的三次产业结构比由 .//= 年的 .8"/8\>@",@\

8=">/ 调整为 *++@ 年的 9"*8\,,"@/\8="@/!第一产

业增加值比重大幅降低!*++@ 年仅为 9"*85!为各

区域最低!工业化趋势最为明显" 西部和中部产业

结构基本相同!经过十年的发展!这两个区域的第

一产业增加值比重均大幅降低!第二产业增加值比

重大幅上升!但在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中这两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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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大区域的第一产业的比重仍然是最大的!而第二产

业的比重仍然是四个区域中最低的!产业结构调整

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而东北的三次产业结构比

由 .//= 年的 /"=/\>@",8\8>",@ 调整为 *++@ 年的

/"=/\,9"98\88",@!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在所有的

区域中比重最大!但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最低!在

十一年中第三产业的比重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

了 * 个百分点!一方面说明东北第三产业的发展滞

后!另一方面也说明东北第三产业具有较大的发展

潜力"

表 .-.//=$*++@ 年各区域三次产业在国内-

生产总值中的构成变化%按 .//= 年价计算& !5

地区 时间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全国
.//= .@"/> >,".. 8,"/,

*++@ /"./ ,8"@/ 89"/*

东部
.//= .8"/8 >@",@ 8=">/

*++@ 9"*8 ,,"@/ 8="@/

东北
.//= .9"@/ >@",8 8>",@

*++@ /"=/ ,9"98 88",@

中部
.//= *9",/ 8/"/8 88">@

*++@ .8",= ,+"// 8,">>

西部
.//= *9"+/ 8@"@@ 8,"+8

*++@ .8",@ >/".+ 8="8*

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角度看!产业结构

的调整应增加生产率水平较高和生产率增长较快

的产业的比重!降低生产率水平较低的产业的比

重!从而提高产业结构变动产生的资源再配置效

应" 只有当产业结构的演进使得各产业的劳动生

产率都提高至较高的水平时!这样的产业结构演进

才有意义" 因此!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应

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比例关系的演进!二是劳

动生产率的提高"

从表 * 可以看出)无论是 .//= 年还是 *++@ 年

全国和各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均呈现出第一产业最

低!第二产业最高!第三产业次之的态势" 劳动生

产率增长最快的是第二产业!第一产业次之!第三

产业最慢" 结合图 . 可知!全国三次产业的从业人

员比由 .//= 年的 ,."/@\**"8*\*,"=+ 调整到 *++@

年的 8/",9\*="*>\**"8*!劳动力由低生产率的第

一产业流向生产率相对较高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是沿着提高生产率的方向演

进的" 从区域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劳动力均

从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的第一产业流出!流向生产

率相对较高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业结构的变

迁有利于提高经济总体的生产率" 值得注意的是

东北区域的劳动力是从生产率水平较高的第二产

业流向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的第三产业和第一产

业" 结合表 . 发现!东北的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在十年中是上升的!由 .//= 年的 8="9@5上升到

*++@ 年的 >+">.5!但创造出的增加值比重却由

.//= 年的 .9"@/5下降到 *++@ 年的 /"=/5!同时第

二产业的从业人员比重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

降!也就是说在东北的工业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

程中!第二产业不是吸收更多的劳动力!而是排斥

劳动力!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并不是都流向了第三产

业!而是有相当的部分流向了第一产业!产业结构

的调整不尽如人意"

表 *-.//=$*++@ 年各区域劳动生产率变化!万元!人

全国 东部 东北 中部 西部

第一产业

.//= 年 +">> +",@ +"=+ +">+ +"8.

*++@ 年 +"@. .".8 ."*. +"=* +",@

*++@ 年比 .//= 年增长!5 ./*"*8 .@8"=> **."., .@8"+8 .@,"9/

第二产业

.//= 年 *">* *"/@ *">. ."=* *"+.

*++@ 年 9"/8 ="@> .*",= >"== ,"=,

*++@ 年比 .//= 年增长!5 .@9"+9 .98 >*."*8 .=="98 .@9"89

第三产业

.//= 年 ."=@ *">+ ."=8 .".. ."./

*++@ 年 8"/+ ,"88 >",* *"=@ *",,

*++@ 年比 .//= 年增长!5 ../"8@ .*."=/ .9+"=@ .,."+9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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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各区域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

*"产业结构变迁的增长效应考察

根据式$8%计算出我国经济总体和各地区三次

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效应*静态结构效应和动态

结构变迁效应!为便于各地区之间比较!将其转化

为百分比形式$见表 8%"

对各区域劳动生产率增长进行分解后有几个

有价值的发现)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产业内技术

效率的提高" 从表 8 中可以看出)在 .//=(*++@ 年

间!从全国来看!产业内增长效应对生产率增长的贡

献为 =9"9,5!静态效应为 @"9/5!动态效应为 .>"

995" 增长效应大于结构效应之和!说明在这一期间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得益于产业内技术效率的提

高和进步!特别是第二产业的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率

提高的贡献最大!达 >>".,5" 但结构变迁对劳动生

产率增长的贡献也不可忽视!结构变迁对劳动生产率

增长的贡献为 *8"8,5!因劳动力不断地从第一产业

中迁移出来!劳动份额呈现负向变化!第一产业的结

构变迁是负值$静态为e*"8>5!动态为 e*",=5%#

第二*三产业结构效应为正值!说明在 .//=(*++@

年期间!劳动力资源由生产率较低的第一产业退

出!进入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实现了资源配置的优化#但第

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低于产业内增

长效应!说明第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更

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内技术效率的提高和技术进

步!而不是产业间劳动力要素的优化配置"

$*%西部省份的产业结构调整卓有成效!东北

的产业结构调整对生产率的提高起负向作用" 在

8. 个省份中有 *> 个省市区的劳动生产率的结构效

应为正!= 个省市区的结构效应为负" 以结构效应

的中位数$*8"+*5%划分后!起正作用较大$大于中

位数%的省份是西藏*云南*重庆*浙江*青海*四川*

贵州*福建*安徽*广西*宁夏*山东*江苏*江西!在

这 .> 个省区中!有 @ 个西部省份!> 个东部省份!*

个中部省份!没有一个是东北部省份" 结构效应为

负的省份有新疆*天津*内蒙古*吉林*北京*辽宁*

黑龙江!在这 = 个省份中 * 个是西部省份!* 个中部

省份!东北 8 个省份的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生产率

的影响均为负" 因此!总的来说西部大开发的十年

中!西部省份的产业结构调整是有效的!总结构效

应为 *=".@5" 值得注意的是东北三省的产业结构

调整不理想!无论是静态效应还是动态效应均为

负!结构的调整不仅没有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反而起负向作用!而且这种负向影响较大!平均为

e*8"*5" 东北地区出现要素反效率配置的原因十

分复杂!一方面由于第二产业的资本深化过快!在

新增的产出中每个单位的资本只能带动更少的劳

动!这直接导致第二产业所能带动的就业份额不断

下降!资本正在挤出劳动#另一方面在实际的产业

结构调整中!诸如协调三次产业的均衡程度*适应

消费需求的变化*解决就业目标等!也常成为影响

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

$8%东部的劳动力资源流向呈分化状态" 北

京*天津*上海的劳动力资源配置从第一*二产业流

向第三产业!劳动力资源配置效应为负!但这三个

地区的第三产业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均较大"

特别是北京!第三产业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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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产业结构已实现从&二三一'型结构转变

为 &三二一'型结构#江苏*浙江*福建*山东的结构

效应均在 *=5以上!劳动力资源得到了有效配置!

有力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海南的劳动生产

率提高更多得益于第一产业内部劳动生产率的提

高!海南第一产业内增长效应为 8>"8*5!第一产业

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为 *9"/>5!这两项指标

在所有省区中是最高的"

表 8-.//=$*++@ 年各区域劳动生产率增长分解表!5

增长率

产业内增长效应

第一

产业

第二

产业

第三

产业
小计

静态结构变迁效应

第一

产业

第二

产业

第三

产业
小计

动态结构变迁效应

第一

产业

第二

产业

第三

产业
小计

总结构

效应

全国 KTX"KX P"JT MM"KJ YN"TK WQ"QJ ZY"NP J"YN J"PM P"QT ZY"XJ T"WN Q"TP KM"QQ YN"NJ

东部 KPN"WM W"YP MN"XT YM"PJ WJ"YY ZY"QW Q"NP J"TP T"QP ZY"JW KX"NT W"YP KJ"KX YM"WP

北京 @,",/ .",@ @,"*= */"@/ ..9"=> e."/@ e.@"@8 *@"== ="/9 e+"=, e89">= .*",* e*>"=+ e.9"=>

天津 *@/"88 ."*+ =9">= *9"=. .+>"8@ e+".. e*"., *"8/ +".* e+"+= e@"/* >">/ e>",+ e>"8@

河北 ./>"/= /">* >,"@@ 8+",9 @,"@, e.">9 >"=> ."*, >",8 e.">+ @"9= *"8> /"9* .>".,

上海 ./.".= +"=. 9.", 89"+/ /@"8 e+">/ e8"@. 9"+* ."=* e+"8* e@"9= @"/= e+"+* ."=+

江苏 *.*"*9 .+"9+ 8/"9@ **"88 =*"9. e8"9> @"=> ,">8 .+",> e,"*@ .>">* ="=+ .9"@, *="8/

浙江 .,/".. .."@+ */"@+ *,".> 99"=8 e>"9> .="*. ,",. .@"+= e9"9+ .>"/= 9"@* .,"./ 88"*9

福建 .,9"89 ..".. 8>"*. *>", 9/"@. e>"9+ .."@/ ,"@= .8".9 e8"/@ .,"+8 ,"/@ .="+8 8+"./

山东 **+"@> /"+, >>"/8 .@",8 =*",* e*">= 9"*+ 9".9 /"@/ e*"=. .*"=/ =",. .=",/ *=">@

广东 .,*"@8 8"9* >="+8 *9"8* =9"/@ e*">, 9",+ ,"+/ /".> e."+@ /"@. ,"., .8"@@ *8"+*

海南 .8,"/. 8>"8* 8>"/= *8",/ /*"@@ e8"** e+"8= /"+@ ,">/ e>".9 e+"@= 9"9= ."9> =".8

东北 YYK"KJ J"QY TY"MM YJ"KM KYN"YX X"JJ ZQ"KW N"XQ ZY"JJ X"MK ZYJ"TP M"TN ZYX"QJ ZYN"YX

辽宁 *.9"98 ,">@ /8"@8 *."/8 .*."*8 +"*. e9".@ >"9. e."89 +"./ e*,"@. ,"=, e./"@= e*."*8

吉林 *@."@> @">+ =,",@ *@"+> ..*"+* +"+* e8"+. *"89 e+"98 +"+* e.9",9 ,".9 e.."8/ e.*"+*

黑龙江 ./."=+ >"+/.+,",/ *="/8 .8="9+ ."9. e/"89 ."9, e9".+ +"=8 e8,"*@ 8"+, e8.",+ e8="9+

中部 KPN"XN KK"MT NP"WJ YW"QN WW"PW ZY"PK Q"JT N"JM W"NK ZY"YY KK"WX J"NM KM"PY YY"KN

山西 *+@"*. ."9. 99",> 8.".. //"*9 e+"8, e."== 8"+> +"/* e+"+/ e,".8 ,"+> e+".@ +"=>

安徽 .=="89 .8"+= *>"9. 8*",. =+"./ e>">8 .*"89 8"9* ..",> e8"*= .,"*@ 9"*9 .@"*9 */"@+

江西 .@=">+ .9"+9 88"., *,".8 =>"88 e8"/+ /"@* *",, @">= e8"/9 .="@> 8"8. .="* *,"9=

河南 .=/"8@ .*"*8 >*"=* **"++ =9"/, e*"*8 @">@ ."/= @"** e."/9 .>".. *"9@ .>"@8 *8"+,

湖北 .@."*. .8"9/ >+"/+ *@"*/ @*"@@ e>"+, *"9, 9"/= ,",= e8"=> ,"*> .+"+> ..",> .="..

湖南 .@."@* .*"88 8@",. */"88 @+".@ e*"9* >"=* >".+ 9"*+ e."/9 /"+8 9",, .8"98 ./"@8

西部 KPJ"QT KY"NK NT"XK YK"JX WY"PY ZY"TY J"MJ W"TW KX"JX ZY"JQ KX"KJ T"XT KQ"QP YW"KP

内蒙古 89+".8 ,"=/ =."++ 8+"8, .+=".8 e+"*. e."=* ."=+ e+"** e+"., e.*"++ ,"*, e9"/. e=".8

广西 .=8",. .,">. *.">= 88",= =+">9 e*"/. .>",, ."9+ .8"*8 e*">, .9"+> *"=. .9"8. */",>

重庆 ./.">8 .."9* 8.".> *+"8@ 98".> e>"., .."8+ @"*@ .,">8 e>"+/ .9"/9 @",9 *.">> 89"@=

四川 ./8"*+ .,"9+ 8>"/9 .="== 9@"88 e8"@/ @"8* @",. .*"/> e>"8* .>">+ @"9> .@"=* 8."99

贵州 .89"9= .="/+ >."** .+"*, 9/"8= e9"=> 8",9 **"99 ./">@ e>"@@ ,",/ .+">, .."., 8+"98

云南 .*>"9. .8"/* 8."/. .9"8= 9*"*+ e*"/@ @"/> .9"+8 *."/@ e*"*> @"+. .+"+, .,"@* 8="@+

西藏 .98"8, .8">. .8"=. .@">8 >,",, e9"** .,"., ./"** *@".9 e8"9+ .,",8 .>"89 *9"*/ ,>">,

陕西 **,"9= @"++ ,+"=* *."89 @+"+/ e."9* ."/@ ="+@ =">8 e.",9 ,">> @"9+ .*">@ ./"/.

甘肃 .,8"8= /"+. 9+"9* */">/ //".* e.">+ e8"=@ 9">> ."*, e+"@. e@"*9 @"=+ e+"8= +"@@

青海 .=."/@ ="89 >8"@* .9"/9 9@".> e8"+/ ,"=* .."9+ .>"** e."/+ ..">+ @".8 .="9> 8."@9

宁夏 .=8"/> .+"++ 8@"9. **"*9 =+"@@ e*"9* =">. =".9 .."/, e*"*@ .*"9. 9"@> .=".= */".*

新疆 .89"== .8"/. ,=",9 */"@@ .+."8, e."@+ e,"8* @",/ .">@ e."*= e.."*/ /"=> e*"@* e."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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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来看各产业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

贡献!第一产业为 >".95!第二产业为 ,/"..5!

第三产业为 89"=85!第二产业的效率提升和结构

变化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最大!达到一半以上

$>>".,5 l,"*85 l/"=85%" 从东*中*西*东北

四个区域比较来看!东部的第一产业对劳动生产

率增长的贡献最低$*"+>5%!而第三产业对劳动

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较大$8@"..%!这主要是东部的

经济最为发达!工业化进程较快!第三产业的发展

已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因素#西部的第一

产业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在四个区域中最

大!达 9"@85!但第二产业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

献最小!为 ,>"9.5!西部仍有必要大力发展第二

产业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东北的第二产业对劳

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最大!但第三产业对劳动生

产率提高的贡献最低!仅有 88".85!东北仍有必

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优化产业结构"

四#结论

我国正处在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的进程中!在这样一个转型时期!经济增长不应再

过度地依赖资源的投入而更应该强调资源的有效

配置!通过提高要素生产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要

素的再配置效应理应对生产率的提高作出更大的

贡献" 本文利用 .//=(*++@ 年各省区的面板数据!

对生产率增长和劳动力要素的再配置效应进行了

比较分析!研究发现)近 .+ 年中我国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主要得益于产业内技术效率的提高!产业内增

长效应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为 =9"9,5!说明在这

一期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得益产业内技术效

率的提高和进步!特别是第二产业的技术进步对劳

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最大" 但结构变迁对劳动生

产率增长提高的贡献也不可忽视!结构变迁对劳动

生产率的贡献为 *8"8,5" 从各区域来看!近十年

西部的产业结构调整工作是有效的!结构效应对劳

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平均为 *=".@5" 特别值得注

意的是东北三省的产业结构调整不理想!无论是静

态效应还是动态效应均为负!结构的调整不仅没有

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而起负向作用" 我们认

为劳动要素配置扭曲的根源!一方面在于第二产业

的资本深化过快!资本正在挤出劳动#另一方面在

于!诸如协调三次产业的均衡程度*适应消费需求

的变化*解决就业目标等因素也对产业结构调整产

生影响" 东部的北京*天津*上海的第三产业对劳

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均较大#江苏*浙江*福建*山

东的结构效应均在 *=5以上!劳动力资源得到了有

效配置#海南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更多得益于第一

产业内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各区域内部劳动力

的配置效应也呈分化的趋势!表明劳动力要素配置

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产业结

构的调整仍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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