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
!

第
"

期

#$%&

年
%%

月

湖
!

南
!

大
!

学
!

学
!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0+123*415

6

!

7(81,-7813+834

"

9(-:!!

#

;(:"

;(2:#$%&

中国城市
DG4

增长与潜在增长率"

张
!

自
!

然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

%$$<!"

"

!!

"摘
!

要#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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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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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投入和产出数据!本文通过非参数
_N>

V,-G

c

)145

生产率指数法分析了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项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

率等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探讨了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采用
/O

滤波法研究了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趋势%投入要素增长趋势及其波动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得出结论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

(

优化投入要素和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技术研发%人力资本%制度变革等多种方面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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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各地区固定资本存量的有效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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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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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高速增长#近十年来潜

在增长率开始出现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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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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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长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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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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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预计在

":Ŷ

左右#今后几年中国潜在增长率继续下降是必

然趋势)张自然,

%

-探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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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地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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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上城市
QLO

增长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

#$%%

年已经出现经济增长乏力的迹象#由于当时经

济还处在上升期#从增长趋势图上看不出明显的拐

点)经过近七年的发展#中国城市经济结构性减速

的趋势已经形成#我们有必要继续探讨中国城市#尤

其是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济增长趋势#即潜在增长

率的问题)

有关中国全国+省域或者城市的潜在增长率和

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文献较为丰富#主要有以下学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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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学者认

为中国经济增长较少存在技术创新#而主要依赖要

素投入的积累#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认为中国经济

的高速增长缺乏技术进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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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更多的国内外学者研究认为中国的

经济增长主要是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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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

个方面%一是对具体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

步增长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第

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技术进

步)二是对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

步的研究)三是对中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研

究#研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

化+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等)四是对中

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主要有张自然基于

%&&$

0

#$%%

年
QLO

增长对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

影响研究,

%

-

)本文在此基础上#将数据从
#$%%

年延

展到
#$%<

年#即用中国
#"Y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

0

#$%<

年的数据#分别从固定资本存量+劳动

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几个方面来分析中国地级及以

上城市的潜在增长率#并探讨生产要素和
QLO

增长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
QLO

增长与潜在增长率的

相关性)

#$%<

年中国大陆
#"Y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覆盖 的 常 住 人 口 占 全 国 总 人 口
%!&@!<

万 的

<&:!"̂

#其国内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

&$

0

&@̂

之间)因此无论从常住人口数还是国内生

产总值来看#本文选取的
#"Y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都

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二
!

研究方法!数据及变量

%一&研究方法

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有增长核算法和前沿分析法

两种研究方法#后者考虑了技术非效率#包括非参数

_N> V,-G

c

)145

指数法和随机前沿分析法)由于

_N> 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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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法在中国省域+市域或分行业

面板数据中应用较为普遍#本文采用
L,*3

,

#@

-构建的

基于
_N>

的
V,-G

c

)145

指数法来分析中国
#"Y

个

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潜在增长

率#同时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法来分析资本和劳动的

产出弹性#进而分析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份额)

V,-G

c

)145

指数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在规模

报酬不变!

Ib7

"的情况下可以分解为反映资源使用

效率变化的技术进步指数和反映资源配置效率变化

的技术效率指数)而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况下可以

进一步将技术效率指数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指数和规

模效率指数)本文采用规模报酬可变的
V,-G

c

)145

指数法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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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和变量

本文采用的是
%&&$

0

#$%<

年间的
#"Y

个地级及

以上城市全市的投入和产出数据#数据来源于以下几

类%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历年中国各省市统计年

鉴+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历年各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历

年各个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最近一

若未公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城市则按

近三年加权增速进行递推)用
V,-G

c

)145

指数法测

算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要素#需要确定产出和投

入#现将有关变量详细说明如下)

%:

产出

产出为
#"Y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实际国内生产

总值#使用
%&&$

0

#$%<

年各城市全市名义上的地区

生产总值和以
%&&$

年为基期的各年份国内生产总

值指数调整得到)

#:

投入

投入包括固定资本存量和劳动)

固定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

OFV

"来进行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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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B

&%

是第
&

个城市第
%

年的固定资本存量#

!

是折旧率#

F

&%

是第个
&

城市第
5

年的当年实际新增

固定资产投资#使用各城市
%&&$

0

#$%<

年的名义新

增固定资产投资和以
%&&$

年为基年的固定资产投

资价格指数调整得到)具体计算方法可以参考张自

然等文献,

%#

-

)

劳动有三种指标表示%就业人数+总劳动时间+

劳动者报酬#本文采用
%&&$

0

#$%<

年中国
#"Y

个地

级及以上城市全市的年末就业数据)

三
!

各地区城市
QLO

增长

及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

利用以上
%&&$

0

#$%<

年中国
#"Y

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的投入和产出数据#采用
I(3--1

的
_N>O

软

件对中国
#"Y

个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因素

进行测算#得到
%&&%

0

#$%<

年中国
#"Y

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的
V,-G

c

)145

生产率指数#见表
%

)

%一&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变动

%&&%

0

#$%<

年间中国
#"Y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的
QLO

增长为
Y:!̂

!见图
%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

#其中技术进步年

均增长为
#:&̂

!见图
#

"#而技术效率变化为
$:@̂

#

技术进步对
QLO

增长起着主要作用#见表
%

)

!!

注%

QLO

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单位为
^

图
%

!

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图

中国
#"Y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的技术效率变

化波动较大#而
#$$&

年后技术效率变化则基本处于

恶化状态#见图
!

)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

部地区城市的平均技术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直到

#$%#

年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平

均技术效率则呈下降趋势#见图
Y

)

!!

注%

QOI

表示技术进步变化#单位为
^

图
#

!

中国城市平均技术进步情况

!!

注%

QNI

表示技术效率变化#单位为
^

图
!

!

中国城市分区平均技术效率变化

!!

注%

QN

表示技术效率#单位为
^

图
Y

!

中国城市分区平均技术效率

#$$&

年前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

区城市的纯技术效率变化基本处于改善状态)而

#$%$

年后
#"Y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全国+东部+中

部和西部的平均纯技术效率变化则呈下降趋势#

#$%!

年后平均纯技术效率变化则基本呈恶化趋势#

见图
@

)

%&&@

0

#$$#

年间的规模效率变化有一个比较

大的增幅#规模效率变化方面#东部地区和全国在

%&&&

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规模效率变化在

%&&@

年达到最大值)除
#$%Y

年略有回升外#

#$$&

年后
#"Y

个城市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

区规模效率变化呈恶化趋势#见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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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ONI

表示平均纯技术效率变化#单位为
^

图
@

!

中国城市分区平均纯技术效率变化

注%

VNI

表示平均规模效率变化#单位为
^

图
"

!

中国城市分区平均规模效率变化

表
P

!

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M%+,

J

)#&0

生产率指数的分解%

PQQ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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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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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

率!

^

"

%&&$X%&&% %:$Y! %:$%# %:$#% %:$## %:$@" @":@%

%&&%X%&&# %:$## %:$?< %:$! $:&&# %:%$# ?%:??

%&&#X%&&! $:&&" %:%$# %:$$@ $:&& %:$&? ?!:?Y

%&&!X%&&Y $:&<@ %:%$" %:$$% $:&<Y %:$<& ?$:<"

%&&YX%&&@ %:$@! %:$$@ %:$%" %:$!" %:$@< @<:&Y

%&&@X%&&" %:$#% %:$"! %:$$# %:$%& %:$<@ "":"@

%&&"X%&&? %:$#Y %:$Y $:&&@ %:$#& %:$"@ @<:#"

%&&?X%&&< %:$@ %:$$Y %:$## %:$#< %:$@@ @?:@$

%&&<X%&&& %:$"! %:$$% %:$%@ %:$Y< %:$"Y <$:@&

%&&&X#$$$ %:$#& %:$Y $:&&& %:$! %:$? <!:#"

#$$$X#$$% %:$!! %:$## %:$$% %:$!% %:$@@ @?:<@

#$$%X#$$# %:$%& %:$!< %:$#" $:&&! %:$@< @#:<<

#$$#X#$$! %:$$! %:$@? %:$$& $:&&Y %:$"% Y&:@%

#$$!X#$$Y %:$#Y %:$@! %:$## %:$$# %:$?? @!:"%

#$$YX#$$@ $:&<" %:$?" $:&&Y $:&&# %:$" Y!:$$

#$$@X#$$" %:$$! %:$Y& %:$%% $:&&# %:$@! !?:!%

#$$"X#$$? %:$%# %:$!& %:$%< $:&&Y %:$@% !!:@<

#$$?X#$$< %:$%? %:$%Y %:$$" %:$%% %:$!% #!:#@

#$$<X#$$& %:$"@ $:&Y %:$!" %:$#< %:$$% $:??

#$$&X#$%$ %:$%< %:$$Y %:$$Y %:$%Y %:$## %@:%Y

#$%$X#$%% %:$%" $:&&Y %:$$@ %:$%% %:$% ?:@<

#$%%X#$%# %:$%% $:&<< %:$% %:$$% $:&&& X$:<@

#$%#X#$%! $:&<! %:$$# $:&&@ $:&<< $:&<@ X%Y:""

#$%!X#$%Y $:&&" %:$$! $:&<! %:$%Y $:&&& X%:%&

#$%YX#$%@ %:$$Y $:&&? %:$$% %:$$! %:$$% %:!#

#$%@X#$%" $:&"< %:$! $:&"? %:$$% $:&&? XY:#<

#$%"X#$%? $:&@? %:$Y? $:&"% $:&&@ %:$$% %:Y%

#$%?X#$%< $:&?& %:$!& $:&?& % %:$%? #Y:%%

平均
%:$%! %:$#& %:$$@ %:$$& %:$Y! !<:"#

!!

注%

QLOF

为
QLO

指数#

QOF

为技术进步指数#

QNF

为技术效率指数#

OQNF

为纯技术效率指数#

7NF

为规模效率指数#

QLO=

为
QLO

增长)

%二&分地区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

%&&%

0

#$%<

年间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别为
Y:@"̂

+

Y:@"̂

+

Y:@Ŷ

+

Y:@?̂

#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
Y$:&!̂

+

!<:&%̂

+

Y#:?"̂

+

Y%:"@̂

)从
%&&%

0

#$%<

年平均

来看#各地区城市间的差距并不大#见表
#

)

%&&%

0

#$%<

年间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

技术进步分别为
!:$?̂

+

#:#@̂

+

!:@̂

+

!:"&̂

#对

经济 增 长 的 贡 献 分 别 为
#?:@&̂

+

%&:#!̂

+

!#:&!̂

+

!!:"!̂

)技术进步为西部地区大于中部

地区#中部地区大于东部地区)

%&&%

0

#$%<

年间全

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技术效率变化分别为

%:"#̂

+

#:@̂

+

%:%!̂

+

$:&&̂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分别为
%Y:@%̂

+

#%:!!̂

+

%$:@&̂

+

<:&<̂

)

%&&%

0

#$%<

年间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

纯技术效率变化分别为
$:"<̂

+

$:?<̂

+

$:"@̂

+

$:@<̂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
":%@̂

+

":"?̂

+

":%@̂

+

@:!#̂

)

%&&%

0

#$%<

年间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

规模效率变化分别为
%̂

+

%:?&̂

+

$:@̂

+

$:@!̂

#

对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分 别 为
&:$%̂

+

%@:#&̂

+

Y:?Ŷ

+

Y:<#̂

)规模效率变化低于技术效率变化#

全国和东部地区规模效率变化高于纯技术效率变

化#而中部和西部地区规模效率变化则低于纯技术

效率变化#且东部地区略快于西部+中部地区#西部

地区略快于中部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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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Y

个城市平均技术效率从
%&&$

年的
!?:!^

提高到
#$%<

年的
Y&:<^

#期间改善了
%#:@

个百分

点#平均每年改善
$:Y@

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平均

技术效率从
%&&$

年的
!$:? ^

提高到
#$%<

年的

@$:$^

#期间改善了
%&:!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改善

$:"&

个百分点#改善相对较大#而中部地区和西部

地区平均技术效率改善则相对较小)

%&&%

0

#$%<

年间
#"Y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

QLO

平均增长最高的地级市是黑河市!

#增长

%%:<̂

&

QLO

增长最小的地级市是宿州市#增长为

X":!̂

)其中技术效率变化最大的地级市是茂名

市#为
":<̂

&技术效率变化最小的地级市是莆田

市#为
X#:<̂

&纯技术效率变化最大的地级市是七

台河市#为
Y:&̂

&纯技术效率变化最小的地级市是

宿州市#为
X!:@̂

&规模效率变化最大的地级市是

徐州市#为
Y:"̂

&规模效率变化最小的地级市是宜

昌市#为
X$:?̂

#见表
!

)

表
R

!

分地区
DG4

增长和各分项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PQQP

!

R>PS

&

地区
QLO=

QLO=

贡献率
QO

QO

贡献率
QNI

QNI

贡献率
ONI

ONI

贡献率
7NI

7NI

贡献率

全国
Y:" Y$:& !:% #?:" %:" %Y:@ $:? ":# %:$ &:$

东部
Y:" !<:& #:! %&:# #:@ #%:! $:< ":? %:< %@:!

中部
Y:@ Y#:< !:@ !#:& %:% %$:" $:? ":# $:@ Y:?

西部
Y:" Y%:" !:? !!:" %:$ &:$ $:" @:! $:@ Y:<

!!

注%

QLO=

为
QLO

增长率#

QO

为技术进步率#

QNI

为技术效率变化#

ONI

为纯技术效率变化#

7NI

为规模效率变化)下同)

表
T

!

中国城市
DG4

相关项增长最高

和最低的城市%

PQQP

!

R>PS

年&

地区
QNI

!

^

"

QO

!

^

"

OQNI

!

^

"

7NI

!

^

"

QLO=

!

^

"

最高城市 茂名市 宣城市 七台河市 徐州市 黑河市

最高值
":<$ <:#$ Y:&$ Y:"$ %%:<$

最低城市 莆田市 宿州市 宿州市 宜昌市 宿州市

最低值
X#:<$ X!:?$ X!:@$ X$:?$ X":!$

%三&资本!劳动和
QLO

增长对
=_O

的贡献率

通过随机前沿分析法分析得出资本和劳动的产

出弹性#先由上面的
V,-G

c

)145

指数法得到
QLO

增

长和
QLO

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再将
QLO

增

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之外的部分由资本和劳动的产

出弹性及其增长率求得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

%#

-

#见图
?

)

#$$Y

年前中国
#"Y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QLO

平

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约在
@$̂

以上#其后

QLO

增长对
=_O

的贡献率则持续下降#直到
#$%"

年
QLO

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开始有所反弹)

而固定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稳定上升#

#$$@

年后固定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QLO

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此后固定资本存量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高于
@$̂

#也高于
QLO

增

长的贡献率#并在
#$%!

年达到最高值#其贡献率为

?Y:"^

#

#$%!

年后固定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开始逐年下降)劳动对
=_O

的贡献率呈不规

则
7

形状#从
%&&$

年的
%<:?̂

持续下降#并在
#$$Y

年到达最低点
?:&^

#此后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有所回升#并在
#$%!

年达到最高值#其贡献率为

!#:%^

#之后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下降#

直到
#$%<

年的
%!:&^

)

注%

9d

贡献率和
9̀

贡献率是
QLO

增长对
=_O

贡献的剩余

部分按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和增长率得到的份额进行分配)

图
?

!

中国
#"Y

城市平均
QLO

增长%

资本和劳动对
=_O

的贡献率

四
!

分区域城市
DG4

增长

与潜在增长率的相关性分析

!!

%一&

DG4

增长!投入要素增长与
OH4

增长率的

U4

滤波与分解

将
#"Y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
=_O

增长率按全

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进行
/O

滤

<!

!

造成
%&&$

0

#$%<

年间黑河市的
QLO

平均增长过高的原因主要是劳动增长率下降过快引起的%一是
%&&$

0

#$%<

年间
=_O

平均增长率为

<:@#̂

#固定资本存量平均增长率为
Y:#̂

#而就业平均增长率平均为
XŶ

&二是其中
#$%$

0

#$%!

年四年间劳动增长率平均下降幅度达

%&:!̂

#也造成对应年份
QLO

增长率虚高)今后的研究应该考虑相关城市年份数据#比如劳动增长率下降幅度的合理性问题)



第
"

期 张自然%中国城市
QLO

增长与潜在增长率

波#得到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滤

去经济波动的
=_O

增长的趋势值#即
=_O

的潜在

增长率)而
=_O

实际增长率为
=_O

增长率的趋势

值加
=_O

增长率的波动值)由于
/O

滤波采用的

是年度数据#故取
1

值为
%$$

)按照同样的方法#将

分区域的
QLO

增长率+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增长率分

别进行
/O

滤波#得到分区域的
QLO

增长率+资本

增长率和劳动增长率的趋势值和波动值)

%&&$

0

%&&?

年间东部地区
=_O

潜在增长率的

走势不同于中部和西部#东部地区由高到低#至

%&&<

年到最低#值为
%%:&^

#此时中部和西部地区

=_O

潜在增长率呈缓慢上升态势#

%&&<

年后#东

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走势开始变得一致#东部+中部

和西部潜在增长率分别在
#$$"

年+

#$$?

年和
#$$<

年达到最大值
%!:@^

+

%#:&^

和
%!:"^

#此后重

处下降通道)到目前为止#各地区潜在增长率下降

的趋势仍然未能得到有效遏制#见图
<

)

!!

注%其中
=_OF

是
=_O

增长率

图
<

!

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城市
=_O

增长率趋势图

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城市固定

资本存量增长率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东部+

中部和西部城市固定资本存量增长率分别于
#$$&

年+

#$%%

年和
#$%$

年达到
%@:@̂

+

%?:&̂

和
%<:Ŷ

的

高值)西部地区固定资本存量增长率基本一直高于

全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中部地区固定资本存量

增速在
#$$@

年和
#$$"

年分别超过东部地区和全国

平均#现在基本已经和西部地区城市持平#见图
&

)

%&&$

0

#$%<

年间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

部地区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劳动增长率趋势值的曲线

成
7

型#先降后升再降#劳动增长率从
%&&$

年的

#:"̂

左 右 下 降 到
#$$$

年 的
X$:!̂

+

$:Ŷ

+

X$:&̂

和
X$:@̂

#此时只有东部地区劳动增长率

为正值#并在
#$$$

年后逐步回升到
#$%$X#$%#

年

的
#:<

0

!:?̂

#此后持续下降到
#$%<

年的
$:#̂

+

X$:@̂

+

$:"̂

和
$:&̂

#只有东部地区的劳动增长

率为负值)

#$$<

年前东部地区劳动增长率高于西

部+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劳动增长率则一直高于中

部地区#并在
#$$<

年后超过东部地区的劳动增长

率#见图
%$

)

图
&

!

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城市

固定资本存量增长率趋势图

图
%$

!

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

城市劳动增长率趋势图

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地级及以

上城市的
QLO

增长基本呈下降趋势#其中东部地区

的平均
QLO

增长则持续下降#而中部地区+西部地

区的
QLO

增长从
%&&$

年到
%&&?

年+

%&&<

年有一

个上升过程#此后和东部地区一样#基本持续下降#

东部地区
QLO

增长下降较为平缓#见图
%%

)

图
%%

!

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城市
QLO

增长趋势图

%二&

OH4

增长!

DG4

增长与要素之间趋势相

关性

从
%&&$

0

#$%<

年整个阶段来看#就东部地区

=_O

增长率与
QLO

增长呈现稍强的正相关#而全

国+中部和西部地区
=_O

增长趋势值与
QLO

增长

趋势值成较弱的正相关)

#$$$

年后的分区域的

=_O

增长趋势值与
QLO

增长趋势值相关性略强于

%&&$

0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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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按中国的工业化+国际化和城市化进程将

%&&$

0

#$%<

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

0

%&&&

年"&第二个阶段!

#$$$

0

#$$?

年"&第三个阶

段!

#$$<

0

#$%<

年")第一阶段!

%&&$

0

%&&&

年"东

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
=_O

增长趋势与
QLO

增长趋

势显著相关#相关度分别为
$:&&

和
$:&?

#全国和西

部地区呈较强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

和
$:<!

&

第二阶段!

#$$$

0

#$$?

年"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

地区
=_O

增长趋势和
QLO

增长趋势高度负相关#

相关系数分别为
X$:&@

+

X$:&$

+

X$:&<

和
X$:&@

)

第三阶段!

#$$<

0

#$%<

年"#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

区和西部地区
=_O

增长趋势分别与
QLO

增长趋势

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

+

$:&#

+

$:&%

和

$:&%

#见表
Y

)

表
V

!

OH4

增长趋势与
DG4

增长

趋势相关系数%

PQQ>

!

R>PS

&

时间段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平均
$:YY $:?# $:#< $:$@

#$$$

年后
$:"@ $:?& $:@@ $:Y&

%&&$

0

%&&& $:?" $:&& $:&? $:<!

#$$$

0

#$$? X$:&@ X$:&$ X$:&< X$:&@

#$$<

0

#$%< $:&% $:&# $:&% $:&%

从
%&&$

0

#$%<

年来看#全国+中部地区+西部地

区
=_O

增长率与固定资本存量增长率正相关#但相

关性较弱#而东部地区
=_O

增长率与固定资本存量

相关性极弱#为负相关)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

和西部地区城市的
=_O

增长率趋势值和固定资本

存量增长率趋势值相关系数分别为
$:%#

+

X$:%<

+

$:#Y

+

$:"$

)

#$$$

年后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

和西部地区城市
=_O

增长率的趋势值和固定资本

存量增长率的趋势值正相关#但相关性较弱#其相关

系数分别为
$:!@

+

$:"Y

+

$:%@

+

$:@!

#见表
@

)

本文分三阶段考察固定资本存量的增长趋势与

=_O

的增长趋势之间的相关情况)第一个阶段

!

%&&$

0

%&&&

年"全国+东部地区城市的固定资本存

量的增长趋势与
=_O

的增长趋势之间高度负相关#

西部地区则呈很强的正相关#而中部地区城市则呈

较强的正相关)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

区固定资本存量增长趋势与
=_O

增长趋势的相关

系数分别为%

X$:&@

+

X$:&<

+

$:?%

+

$:&$

&第二个

阶段!

#$$$

0

#$$?

年"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

西部地区城市
=_O

增长趋势与固定资本存量的增

长趋势呈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均大于或等于
$:&<

#

分别为
$:&&

+

$:&<

+

$:&&

+

%:$$

&第三个阶段!

#$$<

0

#$%<

年"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城市
=_O

增

长趋势与固定资本存量的增长趋势呈高度的正相

关#相关系数均大于或等于
$:&$

#相关系数分别为

$:&@

+

$:&<

+

$:&$

+

$:&@

)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

段
=_O

增长趋势与固定资本存量增长趋势分别呈

高度正相关#说明这两个阶段的中国城市分区域

=_O

增长仍然主要是靠投资带动的)同时#

#$$$

年后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
=_O

增长率与固定资本存量增长率之间呈弱正相关性#

而
#$$$

年后分成
#$$$

0

#$$?

年和
#$$<

0

#$%<

年

的两个阶段的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的
=_O

增长率与固定资本存量增长率之间分别呈

高正相关性#说明适当的划分阶段有利于分析
=_O

增长趋势和固定资本存量增长趋势之间的相关

关系)

表
W

!

OH4

的增长趋势与固定资本存量的

增长趋势的相关系数%

PQQ>

!

R>PS

&

时间段 全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平均
$:%# X$:%< $:#Y $:"$

#$$$

年后
$:!@ $:"Y $:%@ $:@!

%&&$

0

%&&& X$:&@ X$:&< $:?% $:&$

#$$$

0

#$$? $:&& $:&< $:&& %:$$

#$$<

0

#$%< $:&@ $:&< $:&$ $:&@

从
%&&$

0

#$%<

年平均看来#全国+东部地区+中

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城市
=_O

的增长率趋势值与

劳动的增长率趋势值间呈较弱的正相关#其相关系

数分别为
$:#?

+

$:@<

+

$:%#

+

$:!$

)

#$$$

年后的

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
=_O

的增

长率趋势值与劳动的增长率趋势值也呈较弱的正相

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

+

$:"#

+

$:%Y

+

$:#@

#见

表
"

)

分阶段来看#第一阶段!

%&&$

0

%&&&

年"全国+

东部地区的
=_O

的增长趋势与劳动的增长趋势呈

高度正相关#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城市则呈较强

的负相关性#其相关系数分别为
$:&@

+

%:$$

+

X$:??

+

X$:<&

&第二阶段!

#$$$

0

#$$?

年"#全国+

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
=_O

增长趋势均和劳动

增长趋势高度相关#相关系数均高于
$:&@

#分别为

$:&"

+

$:&@

+

$:&?

+

$:&"

&第三阶段!

#$$<

0

#$%<

年"#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
=_O

增长趋

势和劳动增长趋势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均超过

$:<%

#相关系数为
$:&%

+

$:&?

+

$:<@

+

$:<%

)

综合
#"Y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_O

的增长趋势+

固定资本存量的增长趋势和劳动的增长趋势来看#

#$$"

年以来#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城市

的潜在增长率呈下降趋势)其中第二阶段!

#$$$

0

#$$?

年"

=_O

增长趋势与固定资本存量增长趋势

和劳动的增长趋势呈高度正相关#与
QLO

增长趋势

$Y



第
"

期 张自然%中国城市
QLO

增长与潜在增长率

呈相关性高度负相关#第三阶段!

#$$<

0

#$%<

年"

=_O

的增长趋势与
QLO

的增长趋势+固定资本存

量的增长趋势和劳动的增长趋势相关性逐渐趋同#

都高度正相关)

表
X

!

OH4

的增长趋势与劳动的

增长趋势相关系数%

PQQ>

!

R>PS

&

时间段 全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平均
$:#? $:@< $:%# $:!$

#$$$

年后
$:#< $:"# $:%Y $:#@

%&&$

0

%&&& $:&@ %:$$ X$:?? X$:<&

#$$$

0

#$$? $:&" $:&@ $:&? $:&"

#$$<

0

#$%< $:&% $:&? $:<@ $:<%

%三&

OH4

与
DG4

和投入要素增长波动相关性

%&&$

0

#$%<

年间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

西部地区城市的
=_O

的增长率波动与
QLO

的增长

率波动存在着较弱的正相关性#其相关系数分别为

$:"Y

+

$:?&

+

$:"$

和
$:Y<

)东部地区的
=_O

的增长

率波动与
QLO

的增长波动相关性大于全国平均和

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相关性)

分阶段来看#第一阶段!

%&&$

0

%&&&

年"#全国+

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城市
=_O

的增长波

动与
QLO

的增长波动间呈较高的正相关性#其相关

系数分别为
$:<"

+

$:<&

+

$:<"

和
$:?&

&第二阶段

!

#$$$

0

#$$?

年"#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

地区城市
=_O

的增长波动与
QLO

的增长波动则呈

现一定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为
$:??

+

$:&"

+

$:@@

和
$:!Y

#其中东部的相关系数达到
$:&"

&第三阶段

!

#$$<

0

#$%<

年"全国+东部地区城市
=_O

的增长

波动与
QLO

的增长波动则呈非常弱的正相关性#其

相关系数分别为
$:%?

+

$:#$

+

$:#$

和
$:%!

#见

表
?

)

表
=

!

OH4

的增长波动与
DG4

的

增长波动的相关系数%

PQQ>

!

R>PS

&

时间段 全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平均
$:"Y $:?& $:"$ $:Y<

#$$$

年后
$:Y# $:"& $:#" $:#%

%&&$

0

%&&& $:<" $:<& $:<" $:?&

#$$$

0

#$$? $:?? $:&" $:@@ $:!Y

#$$<

0

#$%< $:%? $:#$ $:#$ $:%!

=_O

增长率波动与固定资本存量增长率波动

呈现非常弱的负相关性)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

=_O

增长率波动与固定资本存量增长率波动相关

系数分别为
X$:#%

+

X$:#Y

+

X$:$<

和
X$:%%

#见

表
<

)

表
S

!

OH4

的增长波动与固定资本存量的

增长波动的相关系数%

PQQ>

!

R>PS

&

时间段 全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平均
X$:#% X$:#Y X$:$< X$:%%

#$$$

年后
X$:$@ X$:$? $:$# $:%!

%&&$

0

%&&& X$:@# X$:YY X$:!? X$:?$

#$$$

0

#$$? X$:!% $:$Y X$:#< X$:"?

#$$<

0

#$%< $:$& X$:%% $:%% $:Y@

=_O

的增长波动与固定资本存量增长波动的

相关性来看#第一阶段!

%&&$

0

%&&&

年"#全国+东部

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城市均呈现非常弱的负

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X$:@#

+

X$:YY

+

X$:!?

和

X$:?$

&第二阶段!

#$$$

0

#$$?

年"#全国+东部地

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城市呈很弱的相关性#相关

系数分别为
X$:!%

+

$:$Y

+

X$:#<

和
X$:"?

&第三

阶段!

#$$<

0

#$%<

年"#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

西部地区城市呈极弱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

$:$&

+

X$:%%

+

$:%%

和
$:Y@

)

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_O

的

增长率波动与就业的增长率波动呈较弱的正相关

性#其相关系数分别为
$:@$

+

$:Y?

+

$:Y&

和
$:!&

#

见表
&

)

=_O

的增长波动与劳动的增长波动相关性来

看#第一阶段!

%&&$

0

%&&&

年"#全国+东部+中部和

西部地区城市均呈一定的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

+

$:Y$

+

$:@Y

和
$:!<

&第二阶段!

#$$$

0

#$$?

年"#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呈较强的正相

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
$:<$

+

$:?#

+

$:<@

和
$:@#

&

第三阶段!

#$$<

0

#$%<

年"#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

地区城市呈一定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
$:@%

+

$:@&

+

$:Y#

和
$:Y"

)

表
Q

!

OH4

增长波动与劳动的增长波动相关系数%

PQQ>

!

R>PS

&

时间段 全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平均
$:@$ $:Y? $:Y& $:!&

#$$$

年后
$:@Y $:@! $:@! $:Y@

%&&$

0

%&&& $:@% $:Y$ $:@Y $:!<

#$$$

0

#$$? $:<$ $:?# $:<@ $:@#

#$$<

0

#$%< $:@% $:@& $:Y# $:Y"

五
!

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城市的潜

在增长率分别在
#$$"

年+

#$$?

年和
#$$<

年达到最

大值
%!:@^

+

%#:&^

和
%!:"^

#此后重拾下降通

道)到目前为止#各地区城市的潜在增长率下降的

趋势仍然未能得到有效遏制)

%Y



湖
!

南
!

大
!

学
!

学
!

报!社 会 科 学 版 "

#$%&

年

其二#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城

市的平均
QLO

增长均呈下降趋势)其中东部地区

的
QLO

增长则持续下降#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

QLO

增长从
%&&$

年到
%&&?

年+

%&&<

年有一个上升

过程#此后和东部地区一样#基本持续下降#东部地

区
QLO

增长下降较为平缓)

#$$Y

年前中国
#"Y

个

地级及以上城市
QLO

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

约在
@$̂

以上#

#$$Y

年后
QLO

增长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则持续下降#直到
#$%"

年开始
QLO

增长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才有所反弹)

其三#固定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

上升#

#$$@

年后固定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超过
QLO

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此后固定资本

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高于
@$̂

#且高于

QLO

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于
#$%!

年达到

最高值#其贡献率为
?Y:"^

#而后固定资本存量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步下降)

其四#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不规则的
7

形#从
%&&$

年的
%<:?̂

持续下降#并在
#$$Y

年降

到最低为
?:&^

#之后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

所回升#并在
#$%!

年达到最高#其贡献率为
!#:%̂

#

此后劳动的贡献率再次下降)

其五#第三阶段!

#$$<

0

#$%<

年"的
=_O

的增

长趋势与
QLO

的增长趋势+固定资本存量的增长趋

势和劳动的增长趋势分别都呈高度正相关)

其六#

%&&$

0

#$%<

年间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

区和西部地区城市平均
=_O

的增长率波动与
QLO

的增长率波动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

为
$:"Y

+

$:?&

+

$:"$

和
$:Y<

)三个阶段
=_O

的增

长波动与
QLO

的增长波动从比较高的相关性逐步

减弱)

结合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全

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
=_O

潜在增

长率处于下降通道#需要优化投入要素和资源的合

理配置#通过技术研发+人力资本+制度变革等多种

方式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二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
=_O

增长趋势与固定资本存量的增长趋势间具有正相关

性#表明通过提高固定资本存量及其有效使用率来

提高
=_O

潜在增长率具有可行性)三是从全国总

体来看#

=_O

的增长率趋势值与劳动的增长趋势值

间呈高度正相关#可以提高劳动参与水平和有效的

劳动参与率来提高
=_O

的潜在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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