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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率变动趋势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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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物质产品生产部门是非金融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具有重要
影响。近年来，美国非物质产品生产部门资本积累和产出在不断增长，但这种增长的背后却存在增长效率

下降的问题。分析表明，１９９０—２０１１年美国非物质产品生产部门资本利润率下降主要归因于其资本有机构
成的上升和剩余价值率的下降，同时也证明用资本价值构成变动代替资本有机构成变动的计算方法会导致

结论错误。美国应通过产品差异化策略、减税、提高固定资本的生产效率以及降低劳动力成本等手段，扭转

非物质产品生产部门利润率的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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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外学者围
绕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广泛探讨。其中，马

克思主义学者从整体角度对美国非金融部门

（ＮＦＣＢ）的资本利润率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较具代
表性的成果有艾克诺马卡斯（２０１０）、巴基尔等
（２０１１）和谢富胜等（２０１１）。但已有文献缺乏对于
非金融部门内的非物质产品生产部门①资本利润率

的研究，而从实际情况看，２０１１年非物质产品生产
部门增加值占美国ＧＤＰ的３４．８％、就业的６０．０％②，

其资本利润率的变化趋势对于美国经济具有重要

影响。

本文将从技术路径选择、投入品相对价格水平

及剩余价值率三个方面考察美国非物质产品生产

部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资本利润率及其变动，运用

实证分析的方法，构建资本利润率变动的一般模

型，测度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有机构成、资本价值构

成与利润率变动间关系的显著性，进而提出相关政

策建议。本文研究的时间序列范围为 １９９０—
２０１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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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本文所指的非物质产品生产部门是相对于物质产品生产部门（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建筑业和制造业）而言的，在北美产
业分类体系（ＮＡＩＣＳ）中指运输仓储业、信息产业、专业和商业服务业、教育医疗保健社会服务业、娱乐休闲住宿餐饮业以及其他
服务业（不含政府提供的服务）。

②依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ＢＥＡ）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二、研究假设

一般来说，利润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利润率＝
利润总额

总资本

对上式做恒等变形有：

利润率＝
利润

可变资本
×可变资本
总资本

公式中前者为剩余价值率，后者为可变资本在

全部资本中所占比重，即资本价值构成。为了对非

物质产品生产部门利润率的变动进行解释，依据上

式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１：非物质产品生产部门资本积累过程中
技术路径的选择是导致利润率变动的原因之一。

资本密集型或是劳动密集型的技术选择反映生产

过程中投入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实物数量的对

比关系。现有的关于物质产品生产部门技术路径

选择对于利润率影响的研究表明，资本密集型的技

术进步对于利润率的变化有负面影响，但这一结论

是否适合于非物质产品生产部门需要进行验证。

假设２：剩余价值率变动是导致利润率变动的
又一原因。当生产过程中需要投入的劳动力数量

和价格确定，即可变资本总额确定时，利润的数量

主要取决于剩余价值率。可变资本总额一定，总劳

动时间一定，随着剩余价值率的上升（下降），利润

率出现上升（下降）。

需要说明的是，在以上假定中，为了避免解释

变量间的共线性问题，没有同时加入以下要素作为

解释变量：（１）作为投入品的固定资本和劳动力的
价格水平，或者二者的相对价格水平。原因在于，

资本积累过程中新追加的固定资本实物量相对量

的变化实际上已经部分反映了这样的变化。（２）劳
动生产率因素。主要是因为劳动生产率变化往往

是技术选择变化的结果①。（３）产出价格水平。原
因是在需求外生的条件下，产出水平对于产出价格

水平会发生直接影响，产出水平由劳动生产率决

定；另外，资本技术构成和投入品的相对价格确定

时，产出成本也就确定下来了（陈仲常 等，２００５）。

三、计算方法与数据说明

以上两个关于美国非物质产品生产部门资本

利润率变动原因的假设，需要相应的经验数据进行

验证。美国经济分析局（ＢＥＡ）提供了北美产业分
类体系下的相关数据，为了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对

于本文中出现的所有以货币为计量单位指标的原

始数值都调整为以２００５年为基期的可比值。这里
对文中所涉及的变量及数据作以下说明。

非物质产品生产部门整体上同物质产品生产

部门一样归入生产（价值创造）部门，这是可以按照

物质产品生产部门资本利润率的研究方法来分析

非物质产品生产部门资本利润率的前提。马克思

在其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劳动的一般性分析

中指出，在判断是否构成生产部门时，该部门是否

直接生产物质产品或最终产品是否表现为物质形

态本身并不重要。物质产品本身仅仅是交换价值

的承担者，获取商品中所包含的交换价值才是资本

的真正目的。非物质产品提供者只不过是直接提

供了一个劳动，一个交换价值②。当然，非物质产品

生产部门中的通信服务业、博彩业、法律服务业以

及所有以自我雇佣或合伙方式经营的企业，在马克

思看来都不应纳入到资本主义生产部门范畴内进

行讨论。由于数据的不可获得性，本文中对这部分

企业和行业的数据未能做排除处理（但也不应认为

这会导致对资本利润率变化趋势判断的结果出现

错误③）。

１．利润率（ｒ）

利润率＝
净可支配剩余＋净税收

劳动力补偿＋固定资本存量
现有文献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在进行利润率

计算时对利润总额的统计口径有所差异。本文主

要目的在于说明非物质产品生产部门的利润创造

能力，对于利润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分配问题不做

考虑，因此，采用了较为宽泛的口径。其中，总资本

使用了劳动力补偿和固定资本之和求得；净可支配

剩余通过计算总可支配剩余与固定资本耗费的差

额得到，具体包括所有者收入、公司利润和净企业

转移支付；净税收为企业缴纳的生产和进口税与企

业获得补贴的差值。净可支配剩余与净税收之和

可以较好地反映企业自身新创造的价值总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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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６０页。
详细的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一册第１４２～３１８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
从可获得数据看，１９９０—２０１１年美国自我雇佣人数在非物质产品生产部门总就业人数中所占比重为８％～１３％，且呈逐

年下降趋势。



润率的具体公式如下：

ｒ＝
ｓ
Ｋ＋Ｖ

２．资本有机构成（ｑｉ）
资本有机构成为固定资本存量实物量指数

（ＱＩ）与劳动力人数指数（ＬＩ）之比。在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的框架内，属于实物量对比范畴的技术路径

选择对于属于价值范畴的资本利润率的影响是通

过资本有机构成指标来反映的。但在以往的研究

中，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往往被资本价值构成的变

化所替代，这样的替代很可能会导致研究结论的不

正确①。固定资本存量指数和劳动力数量指数均以

２００５年为基期计算得到，固定资本存量指数由净固
定资本存量数量指数和固定资本耗费数量指数经

算术平均后得到，净固定资本存量数量指数和固定

资本耗费数量指数由各行业指数算术平均后得到。

资本有机构具体公式如下：

ｑｉ＝
ＱＩ
ＬＩ

表１　１９９０—２０１１年美国非物质产品生产部门
资本有机构成（２００５年为基期）

年份 ｑｉ 年份 ｑｉ 年份 ｑｉ
１９９０ ０．７９７５ １９９８ ０．８２５０ ２００６ １．０１５２
１９９１ ０．８０８５ １９９９ ０．８４９５ ２００７ １．０３３９
１９９２ ０．８０５８ ２０００ ０．８７６８ ２００８ １．０６０８
１９９３ ０．８００２ ２００１ ０．９１７７ ２００９ １．１１５４
１９９４ ０．７９７３ ２００２ ０．９５０６ ２０１０ １．１２６８
１９９５ ０．７９４０ ２００３ ０．９７６３ ２０１１ １．１２２５
１９９６ ０．７９６２ ２００４ ０．９８８６
１９９７ ０．８００６ ２００５ １．００００

　数据来源：依据ＢＥＡ提供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３．剩余价值率（ｍ）

剩余价值率＝
净可支配剩余＋净税收

劳动力补偿

即：ｍ＝ｓ／Ｖ

四、假设检验结果与分析

基于本文提出的假定，我们对美国非物质产品

生产部门利润率变动的估计模型如下：

　　ｒ＝ｆ（ｑｉ，ｍ）＋μ
以此检验利润率变动 ｒ与资本有机构成 ｑｉ及

剩余价值率ｍ的相关性。为了防止伪回归的产生，
我们首先对所有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图１给出了
各变量的时间趋势过程。

图１　１９９０—２０１１年美国非物质产品生产部门利润率、
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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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的实证分析也说明了这样的替代在解释利润率变动趋势时的错误。



检验过程中发现 ｒ、ｍ变量时间序列值一阶差
分后平稳，而ｑｉ二阶差分后平稳。为了使数据具有
更好的可比性，使用ｌｎ（ｑｉ）的二阶差分和 ｍ的二阶
差分构成解释变量。使用 ＥＶＩＥＷＳ７．２普通最小二
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下：

ｒ１＝－０．０２３５８９ｌｎｑｉ＋０．５１７９０４ｍ－０．０００３３３
ｔ （－１．８３２２８２） （１７．０７６５０） （－１．９８０００９）
ｐ （０．０８２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６２４）
ＡｄＲ２＝０．９５３２６６　Ｆ＝２１５．１７８０　ＤＷ＝２．３３４２８８

对以上结果分析如下：

１．资本积累进程
１９９０—２０１１年，美国非物质产品生产部门以净

固定资本存量衡量的资本积累持续进行，年均增速

为２．７１％。在考察固定资本存量和固定资本耗费的
年度变化时发现，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非物质产品生产
部门可能经历了较大规模的技术进步，表现为在这

四年中设备存量的增长速度在８％～１０％之间，明显
高于１９９０—２０１１年设备更新的平均增速；同样，这
期间设备的损耗速度也在加快，损耗速度达到 ９％
以上。这与美国经济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发生的 ＩＴ
技术革命应是直接相关的。

２．利润率的变化趋势
美国非物质产品生产部门在资本积累和技术

进步的过程中，利润率呈下降趋势。１９９０—２０１１
年利润率均值为１１．５６％，年均变化率为－０．６％；其
中，１９９１年、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和 ２００９年利润率下降
最为明显，下降幅度大于 ３％，尤以 ２００９年为最
甚，下降８．９５％；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利润率年均变化率
为－０．４７％，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利润率年均变化率为
－０．８１％。

３．资本有机构成对利润率的影响
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美国非物质产品生产

部门固定资本存量实物量相对指数总体上升，年

均增速为１．５６％。资本积累过程中技术进步的特
征显示为资本密集型。同时，可以观察到 １９９０—
２０１１年固定资本价格相对于劳动力价格下降，年

均降幅为１．２５％，这使得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
比重下降，在剩余价值率一定、下降或者上升幅度

较小时，利润率下降。模型估计的结果也显示，资

本有机构成与利润率呈现逆相关，第一个假设得

到证明。

４．剩余价值率对利润率的影响
１９９０—２０１１年美国非物质产品生产部门剩余

价值率整体呈现下降趋势①，年均变化率为－０．

４９％。其中，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年均变化率为－０．

３５％，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为－０．６２％。当可变资本在总

资本中所占比重不变、下降或者上升幅度较小时，

剩余价值率下降，利润在总资本中的比重也必然

呈现出下降趋势。模型估计的结果显示，二者在

５％的显著水平上呈现正相关关系，这证明了本文

的第二项假设。

五、进一步的分析

在以上的模型估计中，解释变量资本有机构成

反映了由生产技术决定的投入要素实物量的相对

比例关系，但短期中，资本有机构成变化在一定程

度上也反映固定资本相对价格（用固定资本相对价

格指数ｐｉ表示）的变化。当固定资本相对价格上升

时，固定资本的相对数量可能会下降，反之，固定资

本的相对数量则上升。这种影响实际发生的条件

是“对资本说来，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

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机器才会被

使用。”②另外，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通过改变市场

供求关系也可能对固定资本相对价格的变化构成

影响。经验数据显示，１９９０—２０１１年美国非物质产

品生产部门资本有机构成与固定资本相对价格之

间存在着高度相关性。

鉴于资本有机构成与固定资本相对价格之间

的高度相关性以及二者共同决定可变资本比重变

化，本文引入固定资本相对价格指数作为利润率的

解释变量，运用经验数据进行模型估计，并与上述

模型进行对比，寻找最佳的利润率变动的解释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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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至于美国非物质产品生产部门剩余价值率下降的原因，在总劳动时间不变的假定下，可以观察到，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速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幅度。在１９９０—２０１１年，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速为０．４１％，而单位劳动力耗费同期则上升了
０．５８％。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４５１页。



型。模型使用如下函数形式：

ｒ＝ｆ（ｐｉ，ｍ）＋μ
ＢＥＡ没有给出美国非物质产品生产部门的 ｐｉ

值，但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近似得到：

ｐｉ＝ＰＫ／ＰＶ
其中，ＰＫ和 ＰＬ分别为固定资本存量价格指数

和劳动力价格指数，ＰＬ通过各年份劳动力补偿和劳
动力就业人数之商的指数化得到（以 ２００５年为基
期），ＰＫ则由固定资本存量价值量指数与固定资本
存量数量指数相除后得到（以２００５年为基期）。为
了使模型具有可比性，使用 ｌｎｐｉ作为解释变量，
ｌｎｐｉ为一阶差分平稳，因此使用一阶差分形式的
ｌｎｐｉ和一阶差分形式的 ｍ作为解释变量。模型估
计的结果如下：

ｒ２＝－０．０２０４７７ｌｎｐｉ＋０．５２７８４８ｍ－０．０００５８１
ｔ （－１．４１８７０２） （１７．６７２４５） （－２．１６１２９６）
ｐ （０．１７２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３６）
Ｒ２＝０．９５０２７６　　Ｆ＝２０１．６６６１　　ＤＷ＝２．２０５６６０

估计结果显示，模型中ｍ和常数项的各项检验
结果都较好，但ｐｉ系数的ｔ检验不能通过。

六、结论

１９９０—２０１１年，美国非物质产品生产部门的
资本积累过程在不断进行，技术水平出现进步，特

别是在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劳
动力就业数、劳动力补偿总量和固定资本存量都

呈现上升趋势；而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利润率却进

一步下降。１９９０—２０１１年利润率年均变化率为
－０．６％，其中，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利润率年均变化率为
－０．４７％，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 利 润 率 年 均 变 化 率
为－０．８１％。

依据我们对利润率变化趋势的影响因素进行

的分解和估计，资本有机构成上升和剩余价值率

下降是 １９９０—２０１１年美国非物质产品生产部门
利润率整体出现下降的原因。剩余价值率对于利

润率的影响最为显著，资本有机构成变化对于利

润率的影响偏弱，需要在更长的时间序列中验证

资本有机构成对于利润率的影响。这样的结论与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的

变化主导利润率变化趋势的分析存在冲突。产生

冲突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是衡量资本有机构成变

化的指标可能有问题；二是美国非物质产品生产

部门本身遇到的问题，该部门无法采取有效措施

提高剩余价值率，同时资本有机构成提升的空间

也十分有限。现实的情况比马克思当初设想的情

况更加悲观。此外，对于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研究中，以资本价值构成变动代替资本有机构

成变动的做法，本文的实证分析也表明这样的替

代会导致结论错误。

非物质产品生产部门利润率出现下降趋势，对

于该部门资本积累的速度也会产生影响。尽管

１９９０—２０１１年，美国的非居民净固定资本存量单向
增加，但分期间来看，１９９１—２００１年非居民净固定
资本存量年均增长率为 ３．６６％，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为
３．０８％，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为１．７３％，资本积累增速呈现
放缓趋势；同时，单位固定资本存量吸收劳动力就

业的能力（等于人均固定资本存量价值量的倒数）

也在持续下降，２０１１年较１９９０年下降２６．１３％。而
且，１９９０—２０１１年，美国非物质产品生产部门劳动
生产率增速不及单位劳动力耗费增速，这对于非物

质产品生产部门中那些活劳动要素占优势，进而剩

余价值率较高的部门是不利的，因为劳动力成本的

不断上升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困难会使得这些部门

有强烈的愿望由手工劳动转向机器劳动，进而进一

步推动非物质产品生产部门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

的下降。从美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扭转其非

物质产品生产部门利润率的下降趋势，应关注以下

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创新人力和智力密集型的产品和产

业部门提升利润率。现有部门资本有机构成提升

的缓慢，实际意味着该部门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实

现同质化产品成本优势的努力很难实现，只有通过

产品差异化策略来避免低成本竞争和被简单模仿。

二是对非物质产品生产部门减税。减税虽不

能提高现有资本创造剩余的能力，但可以增加生产

者在剩余中所占的份额，有利于维持生产者盈利

水平。

三是努力实现非物质产品生产部门所需的固

定资本的生产效率的明显提升和价格下降。固定

资本生产效率的提高会使得固定资本存量贬值，

使得新的投入品的价格下降，这会使得在新投资

中可变资本比重上升，进而带动整体可变资本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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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上升，在剩余价值率一定的情况下，会提高利

润率。

四是降低劳动力成本。如教育和医疗支出的

下降、美元升值带来进口的生活资料价格下降等，

都有助于劳动力成本增速的放缓或出现下降，进而

在总劳动时间不变和劳动生产率不变的前提下，推

动剩余价值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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