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斯拉法框架下的全劳动生产率增速测算

冯志轩　 刘凤义∗

　 　 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构建一个基于政治经济学理论衡量经济效率的方法。
本文引入全劳动生产率的概念，并利用罗默定理及其推论，在马克思 － 斯拉法框

架内构建了衡量全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方法。 在此基础上，本文使用由欧盟委员会

资助建立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数据，计算了世界 ４０ 个经济体 １９９６－２００９ 年的

全劳动生产率增速。 研究发现，在样本期内，中国全劳动生产率增速处于 ４０ 个经

济体中的最高水平。 由此可以推论，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是高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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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几十年快速发展，经济增长源泉是来自效率提升

还是投入增加，关乎其发展质量及可持续性。 因此，如何测度中国经济增长效率受到

学者们的关注。 在测量经济效率的方法中，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方法已发展出包括索

洛余值、随机前沿分析、数据包络分析等在内的一系列计算手段，并在许多研究领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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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应用（田友春等，２０１７）。 但利用全要素生产率考察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的文献并没

有得出一致性结论，一些文献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更多是来自投入增加，ＴＦＰ 增长速度

缓慢（张军，２００２；郭庆旺和贾俊雪，２００５；徐瑛等，２００６）；而另一些研究得出了相反的

结论，认为中国 ＴＦＰ 增长速度很快（涂正革和肖耿，２００７；李宾和曾志雄，２００９）。
在同样路径下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何以产生相反的结论？ 如果我们跳出新古典经

济学的框架，站在更一般的角度去审视这个问题，就会发现 ＴＦＰ 测算方法有其局限

性。 从技术层面看，ＴＦＰ 的计算方法中不同方法乃至同一方法都存在不同的可选择的

假设，这些不同的技术处理难免会带来不同结果。 更何况这些方法可能会依赖包括资

本存量、人力资本等投入量的测量，而这些测量又会有多种方法和结果（段文斌和尹向

飞，２００９）。 实际上，这些技术问题的产生有其理论根源。 ＴＦＰ 建立在新古典生产理论基

础上，其核心工具生产函数很难回避剑桥资本争论，尤其是资本加总悖论（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１９５３；Ｈａｒｃｏｕｒｔ，１９６９、１９７２；柳欣，２０１２）。 只要生产函数中用到任何形式的异质资本

品，就需利用产量和价格将这些存量进行加总，而技术变动带来的产量和相对价格变

化也会反映在资本存量的测算上，这些资本存量和由此得到的生产函数却是相对价格

的基础。 从理论上这会带来新古典生产理论循环论证的问题；从经验研究上，测量

ＴＦＰ 是为了计算技术效率，但实际计算结果却包含技术效率变化、相对价格变化和相

对产量变化，从而使 ＴＦＰ 难以真正计算生产效率的变动。
本文试图寻找一种更为合适的方法，克服新古典框架下生产效率度量的问题，从

而相对有效和稳定度量中国生产效率变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效率有直

接和准确的定义，即劳动生产率（马克思，２００４，中译本）。 劳动生产率在政治经济学

框架内被定义为单位时间内生产使用价值（产品）的数量，也即单位产品价值量的倒

数，价值量本身是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这一劳动时间既包含生产商品

所必需的直接劳动投入量，也包含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量，生产资料并不作为物来计量，
而被分解为历史上的劳动，也就是将商品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总劳动时间作为计量效率

的标尺。 定义效率的方法是通过将所有异质投入还原为同质劳动投入，避免了资本加总

悖论，而且其内涵将效率和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相联系，利用总劳动量与使用价值量间的

关系来度量生产效率，从最一般的意义上度量人类改造自然和创造财富的能力。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政治经济学理论意义上的劳动生产率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劳

动生产率并不相同。 因为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的劳动生产率在多数情况下表达为人

均增加值或每小时劳动增加值，产出用货币量度量，本质上是一个价值量比另一个价

值量，而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生产率是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是使用价值

·４·　期３第年０２０２　∗济经界世

　 　 马克思－斯拉法框架下的全劳动生产率增速测算




量比价值量或时间量；另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劳动生产率只考虑直接生产过程中

的劳动，忽略生产资料中包含的劳动。 因此，政治经济学文献一般将自身逻辑框架下

的劳动生产率称为全劳动生产率（Ｔｏｔ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ＬＰ），以此与新古典框架下

的劳动生产率相区别（置盐信雄，１９７７；荣兆梓，１９９２）。
全劳动生产率计算方法的研究者基本沿着置盐（Ｏｋｉｓｈｉｏ，１９５９）、森岛（Ｍｏｒｉｓｈｉｍａ，

１９７７）的思路，用投入产出法在马克思 － 斯拉法线性生产框架下测量不同部门的价

值，并以此度量全劳动生产率。 这些研究很大程度上为我们理解和测度效率提供了新

路径（李洁和泉弘志，１９９８；Ｎａｋａｊｉｍａ，２００８；戴艳娟和泉弘志，２０１４），但也存在一些难

以回避的问题。 其主要问题在于这一思路是测度不同部门的价值量和劳动生产率，理论

上不同部门劳动生产率对应的使用价值量不同，因而量纲不同不能直接加总。 这会导致

该方法衡量经济总体效率提升以及某一技术变化对经济总体效率影响存在加总问题。
为克服全劳动生产率测量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本文依据 Ｈａｈｎｅｌ（２０１７ａ、ｂ）的研

究，引入线性生产体系下有关技术进步的罗默定理，并根据这一定理的推论，利用一类

特殊的一般利润率度量经济中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本文基于这一理论构想构

建了现实可能的测量方法，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数据，计算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

界 ４０ 个经济体 １９９６－２００９ 年的全劳动生产率增速。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为：第二部分讨论马克思 －斯拉法框架下全劳动生产率测量的

理论基础，说明罗默定理的含义及在此基础上全劳动生产率测算方法的可能路径；第
三部分给出测算全劳动生产率的具体方法；第四部分展示和解读测算结果；第五部分

为简要结论。

二　 理论基础

（一）全劳动生产率的传统测算方法

目前比较常用的测算全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速方法是在线性生产框架下测度商品

的价值（Ｏｋｉｓｈｉｏ，１９５９；Ｍｏｒｉｓｈｉｍａ，１９７７；李洁和泉弘志，１９９８；Ｎａｋａｊｉｍａ，２００８；戴艳娟和

泉弘志，２０１４）。 其基本逻辑是，给定经济中有 ｎ 个部门，每个部门都有一个现实技

术，第 ｉ 个部门的技术可以表达为｛Ａｉ，ｌｉ｝→１。 Ａｉ 是一个 ｎ 维的中间投入行向量，其
中第 ｊ 个元素 ａｉｊ是生产 １ 单位 ｉ 部门产品所需的 ｊ 部门产品数量。 ｌｉ 是生产 １ 单位 ｉ 部
门产品所需的直接劳动投入。 将所有 ｎ 个部门的技术合并，可以表达为｛Ａ，ｌ｝→１，Ａ、ｌ
和 １ 分别为 ｎ × ｎ 维的中间投入矩阵、ｎ ×１ 维的直接劳动投入向量、ｎ ×１ 维的全 １ 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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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技术，设存在价值列向量 λ，其第 ｉ 个元素 λ ｉ 是第 ｉ 部门 １ 单位产品的

价值，即生产 １ 单位产品所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因此有下式：
Ａλ ＋ ｌ ＝ λ （１）

　 　 即生产 １ 单位产品所需生产资料的价值，加上生产 １ 单位产品所需的直接劳动投

入，等于 １ 单位产品的价值或总劳动量。 若 Ａ 和 ｌ 已知，则可以解得价值列向量：λ ＝
（Ｉ － Ａ） － １ ｌ。

每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即价值的倒数 １ ／ λｉ。 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即两期价值量倒数

的比值：ｇｉ ＝
１ ／ λｔ ＋１

ｉ

１ ／ λｔ
ｉ
，其中 λｔ

ｉ 和 λｔ ＋１
ｉ 分别为第 ｔ 期和第 ｔ ＋１ 期 ｉ 部门 １ 单位产品的价值量。

在实际使用投入产出表计算时，我们无法获得真实的技术系数 ａｉｊ和 ｌｉ，投入产出表

中直接投入系数是利用以货币量衡量的中间投入总量除以该部门的总产出，即 ａｉｊ
ｍｊｘｉ
ｍｉｘｉ

＝

ａｉｊ
ｍ ｊ

ｍｉ
，其中 ｍｉ 是第 ｉ 部门产品的市场价格，ｘｉ 是 ｉ 部门生产产品的数量。 也就是说投

入产出表中的直接投入系数是被市场价格扭曲的中间投入系数。 而对于劳动投入方

面，我们也仅能获得一个部门总劳动小时数，用这一总量数据除以总产量，有
ｌｉｘｉ

ｍｉｘｉ
＝

ｌｉ
ｍｉ

。 因此，我们无法根据实际数据测得价值量 λｉ。 但根据我们获得的系数 ａｉｊ
ｍ ｊ

ｍｉ
和

ｌｉ
ｍｉ

，可

以将 Ａλ ＋ ｌ ＝ λ中第 ｉ 行关系式 Σ ｊａｉｊλ ｊ ＋ ｌｉ ＝ λ ｉ 改写为：Σ ｊａｉｊ
ｍ ｊ

ｍｉ

λ ｊ

ｍ ｊ
＋
ｌｉ
ｍｉ

＝
λ ｉ

ｍｉ
。

我们可以根据现实数据无偏差测量
λ ｉ

ｍｉ
，由此计算一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根据 ｇｉ ＝
λ ｔ

ｉ

ｍｔ
ｉ

λ ｔ ＋ １
ｉ

ｍｔ ＋ １
ｉ

×
ｍｔ ＋ １

ｉ

ｍｔ
ｉ

æ

è
ç

ö

ø
÷ ＝

１ ／ λ ｔ ＋ １
ｉ

１ ／ λ ｔ
ｉ
，可以通过将 ｔ 期的

λ ｔ
ｉ

ｍｔ
ｉ
和 ｔ ＋ １ 期的

λ ｔ ＋ １
ｉ

ｍｔ ＋ １
ｉ

之比除以

该行业的产品价格指数
ｍｔ ＋ １

ｉ

ｍｔ
ｉ
获得。

上述全劳动生产率测算方法虽然简单有效，但其在应用过程中仍然存在几个问

题。 首先，不同部门测算的价值量和劳动生产率的绝对量无法相互比较。 表面上该方

法主要测算作为劳动时间的价值量，价值量同质，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该方法中的 λ ｉ

是 １ 单位产品包含的总劳动时间，因此其单位并非是简单的时间单位，而是时间单位

比产品单位。 这在其倒数劳动生产率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劳动生产率作为价值的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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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单位时间内生产使用价值的数量，必然包含使用价值的单位，如每小时生产 １０ 吨钢

铁或每小时生产 １０ 米棉布。 显然使用价值是异质的，不能直接进行比较，正如我们无

法说明每小时生产 １０ 吨钢铁效率高还是生产 １０ 米棉布效率高。 因此，通过这种方式

测算的劳动生产率不能直接比较，也就不能将其加总。 尽管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消除了

自身单位可以进行部门间比较，但是仍然无法直接加总，因为我们无法将每个部门的

增长率直接视为等同。
在很多情况下，加总的困难并不影响这种方法的应用，尤其是我们仅关心每个部

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但如果我们关心整个经济体效率，将不同部门视为互相联系

的整体时，其不可加总性所带来的短板就显现出来。 不同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不能直接

加总，不仅意味着无法直接得到一个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而且难以衡量一个

部门技术变化对整个经济生产效率的影响。 由于一个部门的产品也可能是其他部门

的中间投入或固定资本，因此一个部门的技术变化提高整个经济劳动生产率水平不仅

体现在本部门单位产品价值量的下降，也可以通过减少其他部门物化劳动的形式降低

其单位产品价值量来体现。 而要衡量不同部门劳动生产率变化的总效应，也需加总不

同部门的价值量或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率。
一些文献试图解决这类问题，戴艳娟和泉弘志（２０１４）的方法是将每个部门的总

价值量占全社会总价值量的比重作为权重赋予各部门，由此得到一个经济的总劳动生

产率增长率。 用数学形式表达即：ｇＧ ＝ １ ／ Σ ｉ
１
ｇｉ
τｔ
ｉ

æ

è
ç

ö

ø
÷ ＝ １ ／ Σ ｉ

λ ｔ ＋ １
ｉ

λ ｔ
ｉ

λ ｔ
ｉｘｔ

ｉ

Σ ｉλ ｔ
ｉｘｔ

ｉ

æ

è
ç

ö

ø
÷ ＝

Σ ｉλ ｔ
ｉｘｔ

ｉ

Σ ｉλ ｔ ＋ １
ｉ ｘｔ

ｉ
。 其

中，ｇＧ 是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ｇｉ 是 ｉ 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即
λ ｔ

ｉ

λ ｔ ＋ １
ｉ

。

而 τｔ
ｉ 是 ｉ 部门 ｔ 期生产的价值量占总价值量的比重，即

λ ｔ
ｉｘｔ

ｉ

Σ ｉλ ｔ
ｉｘｔ

ｉ
。 该式所表达的全社会

劳动生产率增速实际上就是
Σ ｉλ ｔ

ｉｘｔ
ｉ

Σ ｉλ ｔ ＋ １
ｉ ｘｔ

ｉ
，即给定第 ｔ 期各部门生产的总产量（ｘｔｉ），按第 ｔ 期

的技术生产 ｘｔｉ 所需的总劳动时间与按 ｔ ＋１ 期的技术生产 ｘｔｉ 所需的总劳动时间之比。
这个加总方法名义上依赖总价值量，但实际上依赖的是不同部门的总产量。 加总

方式就其意义看较为合理，给定某一年的产量比较不同技术条件下生产这一产量的总

劳动量变化，可以直观衡量劳动生产率变动。 但这种方式依赖产量的绝对量，不同部

门产量的绝对量和相对比例都会随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 如果我们使用每年不同的

权重，那么这种加总方式测算的不同年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时间间隔越远，就越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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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比较。 而如果使用固定权重，则随着时间推移，全劳动生产率增速测度本身就会

由于产量权重不符合实际而变得没有意义。 尽管使用产量绝对量进行加总是“直观”
的，但因为这些产量不包含分配结构、需求结构等更具经济学意义的信息，所以也较难

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价值型投入产出数据并不会为我们提供有关产量的信息。 这种加权方法的权重

不能直接获得，而是通过使用总价值量占比作为权重变相得到。 在目前的投入产出体

系下，我们只能看到总价值量的变化，而无法将这种变化分解为具体的单位产品价值

量和总产量的变化。 因此，我们无从知晓权重是如何变化的。 这就意味着，除非在所

有估计中统一使用一个固定不变的总价值量权重，从而剔除所有权重变化的影响，否
则只要使用变化的权重，我们就无法分析权重变化对 ＴＬＰ 增长所带来的真实影响。
这严重限制了该方法的分析范围。

本文试图根据罗默（Ｒｏｅｍｅｒ，１９８１）和 Ｈａｈｎｅｌ（２０１７ａ、ｂ）提供的框架，在常用的

ＴＬＰ 测算框架之外寻找一种新的 ＴＬＰ 增长率测算方法。 这种新方法能够避免目前方

法存在的加总问题，更好地在整个经济体层面上测量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衡量

一个部门技术进步的影响。 新方法将更多有经济意义的信息引入全劳动生产率增速

的测算，从而丰富对测算结果的分析。
（二）罗默定理的阐述

由于我们的新框架主要建立在罗默（Ｒｏｅｍｅｒ，１９８１）关于技术选择的理论基础之

上，因此在详细分析新理论框架之前，我们简要介绍罗默定理。
罗默定理的原意是试图说明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追求利润率和效率的技术选择二

者本质上是不相等的，提高利润率的行为并不一定带来效率的提升。 为说明这一点，
罗默在线性生产下给出了简单的定义：

首先，在不考虑固定资本的情况下，如果经济中有 ｎ 个部门，假定经济中现存的技

术是｛Ａ，ｌ｝→１，我们可以将均衡定义为：
（Ａｐ ＋ ｗｌ）（１ ＋ ｒ） ＝ ｐ （２）

　 　 其中，Ａ 为中间投入系数的 ｎ 阶方阵，ｌ 为 ｎ 维劳动投入系数的列向量，二者元素

的意义与前文相同。 ｐ 是生产价格列向量，ｒ 是标量的一般利润率。 ｗ 是标量的工资

率，即每小时劳动获得的货币工资量，可以进一步表示为 ｗ ＝ ｃ′ｐ，其中 ｃ′是实际工资

行向量，其元素 ｃｊ 表示工人付出 １ 单位劳动所消耗或购买第 ｊ 部门消费品的数量。 根

据（２）式我们可以唯一地确定一组相对价格和均衡利润率。 为方便起见，由于（２）式
仅确定了生产价格 ｐ 的相对比例而没有确定绝对值，我们可以选取适当的 ｐ 将ｗ ＝ ｃ′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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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为 １，从而（２）式可以简化为：
（Ａｐ ＋ ｌ）（１ ＋ ｒ） ＝ ｐ （３）

　 　 用上标∗表示相对于原有技术的新技术，对于任意的技术变化，也即存在新技术

｛Ａ∗，ｌ∗｝→１ 替代｛Ａ，ｌ｝→１，我们将这种技术变化定义为两种技术中投入系数的差

别，用行向量 δ′ｉ ＝ （ｌ∗ｉ － ｌｉ，ａ∗
ｉ１ － ａｉ１，…，ａ∗

ｉｎ － ａｉｎ）来表示第 ｉ 部门的技术变化。 同时，为了

方便起见，我们定义增广的生产价格列向量 ｐ^ ＝ （１，ｐ１，…，ｐｎ）′和增广的价值列向量 λ^ ＝
（１，λ１，…，λｎ）′。 根据上述定义，可以将一个特定的技术变化按照三种标准进行分类：

首先，罗默将 δ′ｉ ｐ^ ＜ ０ 的技术称为可行的技术。 因为这类技术降低了资本家的成

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了资本家的利润率，所以会被资本家采用；而与此相

对，将 δ′ｉ ｐ^≥０ 的技术称为不可行的技术，因为这类技术不会提高资本家的利润率，从
而不会被资本家采用。

其次，罗默将 δ′ｉλ ＜ ０ 的技术称为进步的技术。 因为这种技术减少了生产使用价

值所需的总劳动量，从而提高了全劳动生产率。 与此相对，将 δ′ｉλ ＞ ０ 的技术称为退

步的技术。
最后，根据中间投入和直接劳动投入的变化方向，可以分出四类不同的技术变化。

我们将 ａ∗
ｉｊ － ａｉｊ ＜ ０，ｌ∗ｉ － ｌｉ ＞ ０，∀ｊ 的技术称为 ＣＳ⁃ＬＵ 技术变化，即资本节约劳动使用

型技术变化；将 ａ∗
ｉｊ － ａｉｊ ＞ ０，ｌ∗ｉ － ｌｉ ＜ ０，∀ｊ 的技术称为 ＣＵ⁃ＬＳ 技术变化，即资本使用劳

动节约型技术变化；称 ａ∗
ｉｊ － ａｉｊ≤０，ｌ∗ｉ － ｌｉ≤０，∀ｊ 的技术变化为 ＣＳ⁃ＬＳ 技术变化，即资

本和劳动都节约的技术变化；而称 ａ∗
ｉｊ － ａｉｊ≥０，ｌ∗ｉ － ｌｉ≥０，∀ｊ 的技术变化为 ＣＵ⁃ＬＵ 技

术变化，即资本和劳动都增加使用的技术变化。 显然，ＣＵ⁃ＬＵ 技术既不能提高劳动生

产率也不会提高利润率，因而不会被采用；而 ＣＳ⁃ＬＳ 技术既能提高利润率也能提高劳

动生产率。 ＣＵ⁃ＬＳ 和 ＣＳ⁃ＬＵ 两种技术变化涉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替代，其对劳

动生产率和利润率的影响不直观，因此需引入罗默定理：
（１）所有可行的 ＣＵ⁃ＬＳ 技术都是进步的，也存在虽进步但不可行的 ＣＵ⁃ＬＳ 技术。
（２）所有进步的 ＣＳ⁃ＬＵ 技术都是可行的，也存在虽可行但退步的 ＣＳ⁃ＬＵ 技术。
（３）对任意进步的 ＣＵ⁃ＬＳ 技术，都存在足够大的实际工资行向量（ｃ′）使其可行。
（４）对任意的 ＣＳ⁃ＬＵ 技术，都存在足够小的实际工资行向量（ｃ′）使其可行。
罗默定理的前两个命题说明基于利润率的技术变化原则和基于劳动生产率的技

术变化原则的偏离，而后两个命题说明这种偏离的影响因素。 对 ＣＵ⁃ＬＳ 而言，基于利

润率最大化原则的所有可行技术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也存在一些其他能提高劳动

生产率的 ＣＵ⁃ＬＳ 技术由于无法提高利润率而不会被资本家采用。 进步的 ＣＵ⁃ＬＳ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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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不被采用取决于实际工资向量的大小。 随着实际工资向量变大，会有更多进步

的 ＣＵ⁃ＬＳ 技术变为可行。 对 ＣＳ⁃ＬＵ 技术而言，所有进步的技术都会提高利润率从而

被资本家采用，但也存在一些提高利润率的技术实际上会降低劳动生产率，随着实际

工资向量的变大，这种可行但退步的技术会越来越少。
（三）罗默定理的推论与全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测量

罗默定理的本意是说明技术选择的利润率原则与效率原则的偏离。 但是定理除

了其理论含义外还有更多推论。 Ｈａｈｎｅｌ（２０１７ａ、ｂ）推论，当实际工资行向量（ｃ′）足够

大，大到恰好使经济体中的一般利润率等于 ０ 时，此时如果假设剩余价值率统一，那么

部门间的相对生产价格和相对价值量相等。 进步的技术变化和可行的技术变化就是

重合的，此时衡量劳动生产率的价值量和利润平均化带来的生产价格量相等。 所有可

行的技术变化都是进步的，所有进步的技术变化也都是可行的。 一般利润率的提高都

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一个技术变化带来一般利润率的增加就是这个技术带来

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有效衡量①。
用更为形式化的方式来说明，对于任意一组现存的技术｛Ａ，ｌ｝→１ 和与之相对应

可能的新技术｛Ａ∗，ｌ∗｝→１，可以用如下方法找到全劳动生产率变化：
首先，在现有技术｛Ａ，ｌ｝→１ 的情况下，根据（２）式，令 ｗ ＝ ｃ′ｐ 我们有生产价格和

一般利润率的决定式：
（Ａ ＋ ｌｃ′）ｐ（１ ＋ ｒ） ＝ ｐ （４）

　 　 其中，内生变量生产价格列向量 ｐ 和作为标量的一般利润率 ｒ，取决于外生变量

Ａ、ｃ′和 ｌ。 我们可以找到一组特殊的实际工资行向量 ｃ′使（２）和（３）式中的一般利润

率等于 ０，即：
（Ａ ＋ ｌｃ′）ｐ ＝ ｐ （５）

　 　 其次，利用这个特殊的实际工资行向量 ｃ′和新技术｛Ａ∗，ｌ∗｝→１ 共同求解出新的

一组生产价格列向量 ｐ∗和新的一般利润率 ｒ∗：

（Ａ∗ ＋ ｌ∗ｃ′）ｐ∗（１ ＋ ｒ∗） ＝ ｐ∗ （６）

　 　 此时 ｒ∗就是新技术所带来的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合适度量。 若 ｒ∗ ＞ ０ 则说明

新技术带来了全劳动生产率的进步，若 ｒ∗ ＜ ０ 则意味着新技术降低了经济体的全劳动

生产率。 显然，与传统基于价值的全劳动生产率测量相比，这一方法有几个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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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Ｈａｈｎｅｌ（２０１７ａ、ｂ）的推论考虑了 ＣＵ⁃ＬＳ 和 ＣＳ⁃ＬＵ 两种有机构成变化的技术进步，而 ＣＳ⁃ＬＳ 和 ＣＵ⁃ＬＵ 两

种技术变化的利润率和全劳动生产率变化一致，也可以直接应用这一思路。



首先，这一方法使用一种特殊的一般利润率作为全劳动生产率增速的度量。 由于

利润率作为一个比率是没有单位的，在任何部门之间都可以比较，从而避免了传统方

法中由于不同部门全劳动生产率带有单位而产生的问题。
其次，由于这一方法也使用一般利润率，所以直接包含一种技术变化对经济整体

的影响。 一个行业的技术变化不仅可能影响本行业的劳动生产率，还可能通过改变其

他行业的中间投入品价值来改变其他行业的劳动生产率。 而这一方法不仅反映了本

部门劳动生产率变化带来的利润率变化，也反映了其他部门的利润率变化。 因为这一

方法最终将所有部门利润率的变化综合为均衡的一般利润率，所以反映了所有部门总

的利润率变化和劳动生产率变化。
最后，这一方法解决了传统 ＴＬＰ 依赖一种特殊权重且这种权重不仅无法改变还

无法观测的弊端。 基于罗默定理的方法，没有直接将各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通

过某种方式进行加权，因此严格意义上并没有一种权重。 不过这种方法对增长率的计

算，依赖于旧技术体系下使均衡利润率为 ０ 的特殊工资行向量 ｃ′。 通过这个向量可以

将不同部门的生产价格加总为统一的工资率 ｗ ＝ ｃ′ｐ，而且这个变量是测算方法中唯

一不是由技术因素决定的外生变量。 根据不同的 ｃ′，我们可以得到不同的 ＴＬＰ 增长

率，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一种权重。 相对传统方法，这一权重仅仅需要给定

一个相对量，即劳动者消费不同部门产品的比例，而其绝对值是根据一般利润率等于

０ 的条件解出的。 不再使用绝对的产量作为权重，而代之以消费比例不变假设的优势

在于：第一，避免了使用绝对量，绝对量会随经济发展不断发生变化；而比例在更多情

况下变化更缓慢，从而减轻了不同年份间权重剧烈变化带来的不可比问题。 第二，相
对产量绝对值，给定劳动者的消费比例更有经济意义。 给定消费比例不变计算 ＴＬＰ
增速，实际上就是给定旧技术体系下劳动者的消费比例，在新技术体系满足劳动者消

费比例的基础上，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程度。 而给定产量绝对值是给定旧技术体系本身

的产量，新技术体系重新生产这些产品在时间上的节省。 由于所有生产体系的目的都

是满足一定的消费，因此前者显然说明满足消费能力的增加，而后者并没有这层含义。
第三，从消费比例可以观测到实际数据，而且可以外生变量的形式进入模型。 这意味

着我们可以观察到 ｃ′权重变化对增长率的影响，而且可以通过设定具有不同经济意义

的 ｃ′得到不同意义的结论，这是传统方法做不到的。
（四）全劳动生产率增速测算方法的理论含义

马克思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中讨论了劳动生产率进步对剩余价值率的影响。
劳动生产率的进步可以在不改变工人实际工资的情况下提高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和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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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产品的数量，提高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 这种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增加体

现了劳动生产率进步的结果。 而将这个逻辑扩展到整个经济体中，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

提下，平均利润率表征了某一特定技术下生产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能力，在马克思⁃斯
拉法体系下，平均利润率同时也是技术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经济能达到的最大增长率。

但劳动生产率进步与利润率增加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马克思曾经在关

于机器使用界限的论述中指出，机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条件是凝结在机器中的物化劳

动少于其所替代的活劳动量。 但是对于追求利润的资本家而言，机器使用的条件是机

器中所包含的物化劳动要少于其所替代的劳动力的价值量，从而意味着一部分提高劳

动生产率的资本替代劳动型的技术不会被采用①。 这也是罗默定理中关于 ＣＵ⁃ＬＳ 技

术结论的主要含义，罗默定理还将这种情况对称推广到 ＣＳ⁃ＬＵ 技术。 两种技术结论

共同决定了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利润率变化都合理的表示劳动生产率进步。
我们采用的方法是试图依据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中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之间

的关系，利用平均利润率表征整个经济体剩余生产能力方面的可能性，同时避免利润

率和劳动生产率变化在一些情况下的偏离。 所以我们选择一个消费向量，将利润率降

为 ０。 从直观上，利用一个特殊的消费向量将整个经济的剩余全部消费，从而根据罗

默定理的推论保证了进一步的利润率和劳动生产率变化不存在偏离，固定这个向量，
新技术下的平均利润率就可准确衡量新技术带来的整个经济劳动生产率和剩余生产

能力的增加。 一言以蔽之，我们利用古典经济学的剩余概念和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生

产的思想构建度量整个经济体生产效率进步的方法。

三　 全劳动生产率增速的计算方法

根据罗默（Ｒｏｅｍｅｒ，１９８１）和 Ｈａｈｎｅｌ（２０１７ａ、ｂ）的思路，我们可以得到一种改进

ＴＬＰ 增速的计算方法。 该方法避免了不同部门的价值和劳动生产率加总难题，可以更

直接地计算一个经济体劳动生产率的进步程度。 但是 Ｒｏｅｍｅｒ 和 Ｈａｈｎｅｌ 的工作仅仅

给出了在理论上使用罗默定理计算全劳动生产率的可行性，与这种方法的应用还有一

定距离。 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计算得到 ｃ′。 Ｈａｈｎｅｌ 的推论是建立在找到使

利润率为 ０ 的 ｃ′基础上的，但在线性生产体系下找到向量 ｃ′的方法并非显而易见。 二

是理论模型与现实可用的投入产出数据有一定差距。 与传统 ＴＬＰ 计算遇到的问题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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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理论模型使用的都是实物型的投入产出关系，我们在多数情况下仅能获取价值型

投入产出表。 如何利用现实的价值型投入产出数据进行有效计算，同时避免可能存在

的偏误是本文重要的创新。 下面我们分别讨论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并给出计算 ＴＬＰ
增长率可行的方法。

（一）实际工资行向量 ｃ′的确定

根据罗默定理计算 ＴＬＰ 增速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 ｃ′如何确定。 理论上，给定一

组技术｛Ａ，ｌ｝→１，使利润率等于 ０ 的实际工资向量有无穷多组，而且根据两组不同的

实际工资向量 ｃ′代入新技术｛Ａ∗，ｌ∗｝→１ 得到的新均衡利润率即 ＴＬＰ 增长率有可能

不同。 因此，理论上并不存在一种唯一计算 ＴＬＰ 增速的方法。
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在整个线性生产理论体系下考察会发现：线性生产是对经济某

一时间段技术和经济关系的考察，在这段时间内技术｛Ａ，ｌ｝→１ 是唯一确定的。 理论

上此时的工资率标量 ｗ 和真实的实际工资行向量 ｃ′是确定的。 因为 ｃ′反映的是工人

实际消费量，理论上可以看成是一种外生的实物关系，所以也是在这个时间段内唯一

确定的。 而有了 Ａ、ｌ 和 ｃ′，可解出均衡的生产价格和利润率，从而工资率 ｗ ＝ ｃ′ｐ 也就

唯一确定了。 这里的 ｃ′一般而言和我们需要的 ｃ′必不相等。 因为一个正常经济体，在
ｃ′条件下利润率应为正，而 ｃ′是依据利润率等于 ０ 的条件内生解得的理论值。 这个理

论值如果没有其他特殊的目的，应更多反映经济现实情况，包含现实的工人消费信息。
因此，即便无法反应 ｃ′的绝对量，也应与其所反映的消费比例关系一致，也就是说，ｃ′
应当是在不改变工人现实消费比例的情况下，通过改变消费绝对量来求得。 这样，我
们实际上就保持了外生的实物关系在测量中不变，由此可将 ｃ′表达为 ｃ′ ＝ βｂ′，即将 ｃ′
分为两个部分：外生的消费比例行向量 ｂ′和需要内生解出的实际工资绝对水平标量

β。 我们将一般利润率的表达（４）式重新表达为：
（Ａ ＋ βｌｂ′）ｐ（１ ＋ ｒ） ＝ ｐ （７）

　 　 因此，计算全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方法也转变为找到唯一使利润率为 ０ 的实际工资

绝对水平标量 β，并由此得到 ｃ′。
首先，根据 Ｐｅｒｒｏｎ⁃Ｆｒｏｂｅｎｉｕｓ 特征值定理的推论，对于两个非负不可分解矩阵 Ｚ 和

Ｚ∗以及它们最大正特征值 ｖ 和 ｖ∗，若 Ｚ∗≥Ｚ，则必有 ｖ∗ ＞ ｖ。 同样由 Ｐｅｒｒｏｎ⁃Ｆｒｏｂｅｎｉｕｓ

特征值定理，唯一有经济意义的利润率在
１

１ ＋ ｒ是矩阵 Ａ ＋ βｌｂ′的最大正特征值时存在，

因此在 β≥０ 时必有 β 和 ｒ 存在连续的单调递减关系。
其次，根据马克思基本定理（Ｏｋｉｓｈｉｏ，１９５９），无酬劳动是利润为正的充分必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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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必然存在一个 β 使无酬劳动等于 ０，从而平均利润率为 ０。 β ＝ ０ 时只要中间投入

矩阵 Ａ 满足霍金斯 －西蒙条件，则必有 ｒ ＞ ０，可知有且仅有一个大于 ０ 的 β 使经济均

衡利润率等于 ０，β 与均衡利润率之间是单调递减的关系。 所以在算法上 β 从 ０ 开始

不断增大，最终可以找到一个使利润率等于 ０ 的值。
（二）价值型投入产出表的计算

我们讨论马克思 － 斯拉法框架下计算 ＴＬＰ 增速可能遇到的第二个问题：价值型

投入产出表产生的偏误。 上述所有模型包括中间投入系数矩阵、劳动投入系数向量乃

至消费比例向量里的元素都是实物之间的比例，反映经济中的实物关系。 但现实中反

映部门间投入产出关系的数据只有投入产出表一类，而主要的投入产出数据几乎都是

价值型投入产出表，而非实物型投入产出表。 价值型投入产出表反映投入产出之间的

货币关系而非实物关系，因此利用价值型投入产出表计算实物关系会带来明显偏误。
中间投入系数和直接劳动投入系数与第二部分讨论的情况一致，工人的消费比例

向量也类似，理论上行向量 ｂ′的元素 ｂ ｊ 应是一个实物量，但现实中我们只有消费量的

货币表示，因此消费比例实际上表示为
ｂ ｊｍ ｊ

Σ ｊｂ ｊｍ ｊ
。

我们模型主要考虑均衡利润率的计算，而价值型投入产出表带来的偏误对利润率

的计算影响不大，因为通过简单的变换我们就可以得到均衡利润率的正确计算。我们

将（７）式未被价格扭曲的实物关系中的第 ｉ 行表达为：
Σ ｊ（ａｉｊ ＋ βｌｉｂ ｊ）ｐ ｊ（１ ＋ ｒ） ＝ ｐｉ （８）

　 　 显然，将 ａｉｊ替换为 ａｉｊ
ｍ ｊ

ｍｉ
，ｌｉ 替换为

ｌｉ
ｍｉ

，ｂ ｊ 替换为
ｂ ｊｍ ｊ

Σ ｊｂ ｊｍ ｊ
，则（８）式两端并不相等。 但

我们进一步将 ｐ ｊ 替换为
ｐ ｊ

ｍ ｊ
，并设 θ ＝ βΣ ｊｂ ｊｍ ｊ，代入（８）式有：

Σ ｊ ａｉｊ
ｍ ｊ

ｍｉ
＋ θ

ｂ ｊｍ ｊ

Σ ｊｂ ｊｍ ｊ

ｌｉ
ｍｉ

æ
è
ç

ö
ø
÷

ｐ ｊ

ｍ ｊ
（１ ＋ ｒ） ＝

ｐｉ

ｍｉ
（９）

　 　 可以看到，对（９）式进行化简即得到（８）式。 因此，将生产价格替换为生产价格与

市场价格的比值，并将原来的实际工资向量绝对水平 β 替换为 β 与 Σ ｊｂ ｊｍ ｊ 的乘积，即
可获得与实物关系下相等的均衡利润率估计值。 这意味着，通过 θ 从 ０ 逐步变大，求

得 ０ 利润的 θ ＝ θ，由此可得到估计的实际工资向量 ｃ^′ ＝ θ
ｂ ｊｍ ｊ

Σ ｊｂ ｊｍ ｊ
[ ]。

根据 Ｈａｈｎｅｌ（２０１７ａ、ｂ）的设想，我们需将 ｃ^′代入下一期的技术求出均衡利润率，
从而求得 ＴＬＰ 增长率。 同样在新一期，我们也从价值型投入产出表中获得系数，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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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系数以星号∗表示，代入 ｃ^′可以得到：

Σ ｊ ａ∗
ｉｊ
ｍ∗

ｊ

ｍ∗
ｉ

＋ θ
ｂ ｊｍ ｊ

Σ ｊｂ ｊｍ ｊ

ｌ∗ｉ
ｍ∗

ｉ

æ

è
ç

ö

ø
÷

ｐ∗
ｊ

ｍ∗
ｊ
（１ ＋ ｒ∗） ＝

ｐ∗
ｉ

ｍ∗
ｉ

（１０）

　 　 化简后可得：

Σ ｊ ａ∗
ｉｊ ＋ βｂ ｊ

ｍ ｊ

ｍ∗
ｊ
ｌ∗ｉ

æ

è
ç

ö

ø
÷ｐ∗

ｊ （１ ＋ ｒ∗） ＝ ｐ∗
ｉ （１１）

　 　 显然，我们将估计的实际工资向量 ｃ^′代入后，由于 ｃ^′含有上一期的价格信息，在两

期价格不同的情况下（１０）式无法直接约简成（８）式，因此直接将 ｃ^′代入新一期估计会

带来两期价格不一致所引起的偏误。 当然，对于任意一个部门的产品而言，
ｍ ｊ

ｍ∗
ｊ
就是其

产品价格指数的倒数，这个值可以直接从统计数据中获得。 在实际计算中，我们根据

上一期数据计算出 ｃ^′后，需进一步根据每个部门的价格指数进行调整，将调整后的向

量代入新一期的技术，求得的均衡利润率（ ｒ∗）为这一期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四　 数据来源与计算结果

本部分根据上述方法计算出包括中国在内的 ４０ 个经济体 １９９６－２００９ 年的 ＴＬＰ 增

长率，通过国际横向比较，考察中国高速增长背后的效率基础。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由欧盟委员会资助建立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ＷＩＯＤ）２０１３ 版进行计

算。 该数据库是目前应用较多、数据质量相对较高的国际投入产出数据库，不仅给出

４０ 个经济体 １９９５－２００９ 年 ３５ 个行业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ＭＲＩＯ），也给出这些经济

体在对应年份单独的投入产出表，并附有每个经济体每个行业的劳动投入总量，后两

者满足了我们的计算方法对数据的基本要求。 更重要的是，该数据库提供的投入产出

表在年份上是连续的。 因此，相比多数间隔时间较长的投入产出表，在计算 ＴＬＰ 增长

率方面更具优势（Ｔｉｍｍｅｒ 等，２０１５）。
在具体参数的计算上，中间投入系数和劳动投入系数均按第三部分给出的方法进

行计算。 消费比例则根据各经济体投入产出表中不同行业居民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

来计算。 在具体计算方法上需要指出的是：
第一，在实际计算中需考察固定资本折旧的因素。 在传统文献和我们的理论模型

中，为讨论方便，均没有考虑固定资本折旧，但实际计算并不能舍象这一因素。 因为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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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资本折旧是产品价值中物化劳动的一部分，价值应表达为：
（Ａ ＋ Ｄ）λ ＋ ｌ ＝ λ （１２）

　 　 其中，Ｄ 是固定资本折旧矩阵，其元素 ｄｉｊ表示 ｉ 部门生产 １ 单位产品所需 ｊ 部门生

产的固定资本折旧量。 如果我们在计算生产价格和均衡利润率时不考虑固定资本折

旧，则在均衡利润率为 ０ 时相对生产价格不会等于相对价值，Ｈａｈｎｅｌ（２０１７ａ、ｂ）对罗默

定理的推论就不成立。 不过加入固定资本折旧并不会带来复杂性，因为它与中间投入

系数类似，我们只要计算出中间投入系数，再加上固定资本折旧系数矩阵即可。 投入

产出表一般不提供固定资本折旧系数矩阵，仅有固定资本折旧总量，因此我们根据投

资比例将每个部门的固定资本折旧进行分解，从而获得每个部门生产过程中所需其他

部门生产的固定资本折旧量的货币表示。 再将货币表示的折旧量除以部门总产量，得
到近似的固定资本折旧系数矩阵。

第二，ＷＩＯＤ 数据库中的一些经济体投入产出表存在投入和产出均为 ０ 的行业，
我们将这些行业的中间投入系数、固定资本折旧系数和直接劳动投入系数均设为 ０，
从而这些部门的价值和生产价格为 ０，对经济体的全劳动生产率没有影响。

第三，ＷＩＯＤ 数据库给出的每个经济体单独的投入产出表是非竞争型的，因而包

含进口的中间投入数据。 我们假设这些进口商品与本地区相对应部门生产的商品相

同，将进口的中间投入系数矩阵与本地区中间投入系数矩阵对应相加，从而将开放的

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转化为封闭的竞争型投入产出表。
（二）计算结果

表 １ 给出了我们根据 ＷＩＯＤ 数据库数据计算的 １９９６－２００９ 年 ４０ 个经济体的 ＴＬＰ
增长率数据。 为更清楚看到各经济体 ＴＬＰ 增长情况，我们计算了每个经济体在样本

期间的 ＴＬＰ 平均增长率，见图 １。
从表 １ 和图 １ 可以看到，中国是样本期间内 ＴＬＰ 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平均

ＴＬＰ 增长率达到 ２ ６９％ ，多数年份的增长率都保持在 ２％ 以上，而且所有年份的 ＴＬＰ
增长率均为正数，未出现生产率倒退的情况。 在全部样本中除中国以外仅有 ３ 个经济

体都为正数。 观察各经济体的全劳动生产率增速会发现，２００８ 和 ２００９ 年许多经济体

全劳动生产率增长都为负，这意味着全球性金融危机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 中国

ＴＬＰ 保持了 ２％以上的增长速度，技术进步表现出较高的稳定性。
对中国生产效率高增长的一个可能疑问是，中国作为发展中经济体，其技术较为

落后，距离技术前沿较远，所以更容易获取提高效率的技术以改进生产，从而拥有更高

的 ＴＬＰ 增长率。 但是与样本中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增长速度进行对比可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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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４０ 个经济体全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率：１９９６－２００９ 年

很多发展中经济体或发展程度稍低的发达经济体的 ＴＬＰ 增长率表现并不好。 因此，
中国 ＴＬＰ 的增长速度反映了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和独特性。

图 ２　 １８ 个主要经济体全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率：１９９６－２００９ 年

如果考虑到投入产出表的编制本身工作量很大，对于一个经济体的国民经济统计

体系要求很高，那么较大经济体数据可能更为准确。 从图 ２ 可以发现，中国全劳动生

产率增长率相对其他经济体的优势更加明显。 同时在 １８ 个主要经济体中包含了 ７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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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经济体，墨西哥和巴西两国排名靠后，印度尼西亚处在中间位置，而中国、土耳

其、俄罗斯和印度排名靠前。 这说明发展中经济体在全劳动生产率增速上可能拥有一

定优势，但这种可能的优势成为现实是或然的，即便在发展中经济体中，中国的增长速

度也是最快的。
另外，从中国 ＴＬＰ 增长率的变化可以发现，１９９６－２００１ 年 ＴＬＰ 增长率缓慢下降，而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年 ＴＬＰ 增长率迅速上升，在 ２００７ 年以后则再次下降。 这说明中国 ＴＬＰ 增

长率的阶段性变化与经济增长的阶段性趋势一致，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种测度方法的

合理性。
表 １ 和图 １ 给出的结果包含了 ＷＩＯＤ 投入产出数据中的所有产业，但并不是经济

中所有部门都生产使用价值，劳动生产率是生产使用价值的效率，所以真正的全劳动

生产率增速应包含全体生产使用价值的部门，而剔除那些不生产使用价值的非生产性

部门。 包含全部部门的 ＴＬＰ 增速是经济整体的效率增长速度，体现了非生产性部门

与生产性部门的关系。 而仅包含生产使用价值部门的 ＴＬＰ 增速，度量了一个经济体

真正意义上“生产能力”的增长速度。 本文也计算了仅包含生产使用价值部门的 ＴＬＰ
增长率，计算过程中剔除批发、零售、金融中介、房地产、租赁和政府管理与防卫 ６ 个非

生产性部门，结果见表 ２ 和图 ３。 图 ４ 展示了 １８ 个主要经济体生产性部门的 ＴＬＰ 增

长率。

图 ３　 ４０ 个经济体生产性部门全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率：１９９６－２００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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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看到：首先，ＴＬＰ 增速的排序整体没有太多变化，结果是稳定的，这在 １８
个主要经济体的结果中尤其明显。 其次，整体上每个经济体的生产性行业 ＴＬＰ 增速

都比全部行业 ＴＬＰ 增速快。 这符合直觉，因为非生产性行业是辅助生产性行业完成

生产过程，并不生产产品，而仅是通过占有生产性部门生产的剩余价值来获取收入。
一般而言，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非生产性部门会逐渐扩大，非生产性部门的增长速

度会超过生产性部门，也就是说辅助生产性部门的效率会随时间推移逐渐降低。 因

此，剔除非生产性部门后，ＴＬＰ 增长速度更快。
我们发现中国仍是生产性部门 ＴＬＰ 增速最快的几个经济体之一，说明中国快速

经济增长中效率迅速提升。 就 ４０ 个经济体 ＴＬＰ 增速排序而言，中国由第 １ 降为第 ４，
中国在生产性行业 ＴＬＰ 增速没有达到其在全部行业中 ＴＬＰ 增速的位置。 其实如果聚

焦于经济体量最大的 １８ 个经济体，那么中国的排名仍然最高，在 ４０ 个经济体中排名

的下降主要源于中国的两种 ＴＬＰ 增速非常接近，这是生产性行业 ＴＬＰ 增速靠前的经

济体所不具有的。 而这二者的接近说明中国的非生产性部门对实体经济“拖累”更

少，非生产性部门扩张更快，生产性部门 ＴＬＰ 会比全部门 ＴＬＰ 增速更快。 这意味着非

生产性部门占有了经济中更多资源，也意味着其执行自身功能的效率下降，因为其用

更大体量完成了再生产社会关系和辅助资本流通的功能。 两种 ＴＬＰ 增速接近，恰恰

说明中国的非生产性部门没有过度扩张，与实体经济保持了较为健康和稳定的关系。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

图 ４　 １８ 个主要经济体生产性部门全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率：１９９６－２００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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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

本文主要的目的在于构建一个衡量经济增长过程中效率进步的合理指标。 传统

的全要素生产率面临一些操作上的困境和结论上的冲突，这根源于其理论基础新古典

经济学生产理论的不自洽。 因此，我们转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全劳动生产率概念来

测度经济效率。 而传统的全劳动生产率测度方法在为我们提供许多重要的思路和手

段的同时，也会面临部门之间加总的困扰，使该方法在测算经济整体效率和一个部门

的变化对经济整体效率影响时存在困难。 因此，本文在马克思 －斯拉法框架下构造均

衡利润率的变化率来度量经济整体的全劳动生产率增长。 本文主要的贡献在于将这

种可能变为现实：在固定工人消费比例的前提下计算唯一的 ＴＬＰ 增速方法，在价值型

投入产出表中得到没有偏误的 ＴＬＰ 增速估计。
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 ＷＩＯＤ 数据库数据计算了世界 ４０ 个主要经济体 １９９６－２００９

年的全部门和生产性部门 ＴＬＰ 增长速度。 我们发现，中国全部门 ＴＬＰ 的平均增长速度

在 ４０ 个经济体中最快，且较少受负面冲击的影响。 生产性部门的 ＴＬＰ 增长速度排名第

４。 综合两个结果可以说明，中国经济增长伴随效率的快速提高。 通过全部门和生产性部

门 ＴＬＰ 增速的对比发现，中国生产性部门与非生产性部门之间保持了较为健康的关系。
由于我们还无法在这个框架下测量 ＴＬＰ 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严格

意义上还不能确定中国的高速增长是否主要来自效率的快速提高。 但目前的结果至

少说明，在提升生产效率方面，在样本所涵盖的经济体中，中国经济效率高速增长且相

对稳定，不易受负面冲击的影响。 这表明，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不能简单地用“粗放

式”增长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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