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期 !总第 "#$ 期"

!$!$ 年 ! 月

商%业%经%济%与%管%理

!"#$%&'"()#*+%,**,-"%".+-*

&'(! !)*+*,-.&'("#$"

/*0(!$!$

收稿日期! !$12 3$2 3!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基于大数据的跨境电子商务统计监测'评估与监管体系研究$ !1Eh<5$:""%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经济群组评价技术及其应用研究$!14&<6d!1178"

作者简介! 申晓军&男&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经济统计研究%苏为华&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

事综合评价'管理统计与经济统计研究(

要素价格变动#技术创新效率偏向与劳动收入份额

申晓军
1!!

!苏为华
1

"1(浙江工商大学 统计与数学学院!浙江 杭州 "1$$19#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 "1$$19$

摘%要! 基于诱发创新理论检验了要素价格变动对技术创新效率偏向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要素相对价格变动产生了技术创新效率偏向$在生产要素互补条件下!技

术创新效率偏向资本要素时!劳动收入份额趋于下降)技术创新效率偏向劳动要素时!劳动收入

份额趋于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12493!$14年总体技术效率处于劳动增进型演化路径!但

12493!$$#年期间存在技术创新偏向资本效率阶段!这解释了劳动收入份额转折的现象!同时也

验证了要素价格诱发创新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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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劳动收入份额在国民经济中保持基本稳定的状态&这是卡尔多!12E1"

.1/

对世界经济长期观察得出的



经济增长特征化的一个著名论述(然而&经济发展的现实远比#卡尔多假说$复杂(国际劳工组织!>a="数

据显示&美国劳动收入份额在12E$3!$$$年在:2(:j Ê"(!j之间波动&持续保持了较稳定状态&!$$$年后

呈缓慢下降趋势%日本'韩国'德国等跨越中等收入门槛后劳动收入份额一直保持相当稳定%墨西哥'菲律

宾等却在发展过程中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劳动收入份额明显下滑(如图1所示&中国经济的劳动份额特

征与#卡尔多假说$尤其不符&+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核算$数据表明&劳动收入份额自改革开放起逐

渐上升&1222年达到最高点!:2(E4j"%随后持续下降&!$$9年金融危机后降至#4(22j&略微上升后&!$11

年又降至#4($"j%!$1!年起重新步入上升通道&!$14年该比值升至:!(4#j(劳动份额作为经济现实成就

的核心指标&其水平高低和波动影响着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平(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收入份

额相对较低&而且波动幅度也明显较大(因此&研究如何提升劳动份额&并保持稳定的波动&使其满足经济

发展的现实需求就非常必要(

图1%劳动收入占 )<_比重比较$12E$3!$14%

针对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因素&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大量研究(国外文献可概述为四个

截然不同的理论方向)投资或资本存量的增加!X.'P&12:9"

.!/

'商业贸易的增长! X-OT*.Q'+&12E:"

."/

'规模

经济效应!8'Q*,TR&1291"

.#/

'知识存量的增长!c'O*,&122$"

.:/

&并在上述四个理论基础上展开诸多实证

研究(实际上&劳动份额的变动并非由外生给定&而是由技术独特的特性内生确定!c'O*,&122$%c*0*.'&

1221"

.:3E/

(内生技术变化的压力&存在着要素替代和诱发创新效应&价格作为现实经济中稀缺和创新的信

号&引致新技术向技术前沿移动(HCABQ!12"!"

.4/

提出的诱发创新理论最先概述了上述要素价格与技术创

新的演进关系&经 X-OT*.Q'+!12E:"

."/

'5A*O'I.T!!$$!"

.9/

'hT.*J-和 7'T+I!!$1E"

.2/

等进一步阐述和完善

逐渐被学界所接受&该理论认为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将诱发技术偏向节约价格相对较高要素的创新(

诱发性创新偏向理论容易解释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长期而言诱发创新也将显著影响生产要素间的收入

分配(X'.'P!12:9"

.!/

和 7'T+I!!$1$"

.1$/

研究认为诱发创新理论解释了美国资本份额的长期波动&L.TOR

等!!$$9"

.11/

研究发现欧元区劳动份额的变动也可由要素技术效率的平衡演化路径进行体现(

国内文献主要从偏向技术进步与资本深化 !黄先海和徐圣& !$$2%雷钦礼& !$1!%陈宇峰等&

!$1""

.1!31#/

'产业结构变迁!罗长远和张军&!$$2%白重恩和钱震杰&!$1$"

.1:31E/

'市场效应!章上峰和陆雪

琴&!$1E%陈登科和陈诗一&!$19 "

.14319/

等视角解释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罗长远和张军

!!$$2"

.1:/

从产业结构的理论视角分析认为我国劳动份额呈现#K$型特征&不过尚未对!$$9年以后中国劳

动份额出现的新变化开展实证研究(产业结构相对稳定的部分发达国家&近年来劳动份额再次下降的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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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统计年鉴中+资金流量表-数据自122!年开始发布&124931221年劳动收入份额按各省市劳动收入份额加权平均

取值(



实&对中国劳动份额#K$特征的演化趋势提供着现实参考(对!$$9年后中国劳动份额上升现象的研究文献

相对较少&相关实证研究主要围绕偏向技术进步!龚敏和辛明辉&!$14%袁鹏和朱进金&!$12"

.123!$/

'就业结

构!蓝嘉俊等&!$12"

.!1/

等角度展开(这些国内文献对内生技术变动的传导机理和实际影响效应的理论研

究关注较少&应用要素相对价格变动的诱发创新假说来解释中国的劳动份额变动的实证研究更是较为

鲜见(

值得一提的是&国外已有一些学者基于不同生产函数的比较开展实证研究发现&要素技术因素的改变

可能是影响劳动份额明显转折的关键因素 !8,'P+ 和 d-+C& 12E"%5A*O'I.T& !$$"% hT.*J-和 7'T+I&

!$1""

.!!3!#/

&而针对这一转折变动的研究在中国尚未深入展开(如黄先海和徐圣 !!$$2"

.1!/

'陈宇峰等

!!$1""

.1#/

研究认为投资策略的#资本偏向$使得技术变迁未能呈现劳动偏向性&即#逆资源禀赋$的选择

倾向导致了劳动份额的下降%而袁鹏和朱进金!!$12"

.!$/

研究表明经济呈现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并且资

本效率下降而劳动效率上升的要素特征反映着要素市场的不断推进(内生技术改变理论!c'O*,&122$%

5INC'+ 和 H'PCJJ&122!%5A*O'I.T&!$$""

.:&!"&!:/

认为长期而言技术进步呈劳动增进型&所以长期的要素收入

份额取决于技术创新可能性前沿&7'T+I和 hT.*J-!!$1""

.2/

基于有偏技术进步的研究显示美国资本要素

效率小于劳动要素效率促使该国的劳动份额基本稳定(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技术模仿等后发优势的

弱化&如何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是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此&研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技

术要素驱动的路径演化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良好的

基础(不过仍存有不足&主要表现在其一&对劳动份额持续上升或下降转折点背后要素价格与要素效率转

折的研究几乎未有涉及%其二&对影响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要素效率偏向的实证研究较少(本文拟结合生

产函数&从要素价格变动与技术创新效率的理论角度探寻劳动份额明显转折的原因&并实证考察技术创新

背后要素价格变动因素对劳动份额的影响(

本文在测度偏向技术进步的广义 dbX 生产函数框架内&研究要素价格变动对技术创新效率及偏向的

影响(考察技术创新效率偏向的演化路径&并着重分析技术创新偏向背后的要素价格变动对劳动份额的影

响&对劳动份额持续上升与下降的转折原因给出了新的解释&拓展了已有劳动份额研究的相关文献(同时&

将广义 dbX 生产函数与文献中常用的 d'00D<'TI.-Q函数进行比较&从模型角度分析后者可能存在的偏

误&并通过实证研究进行经验验证(最后&实证检验要素价格相对变动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转折的解释力

度&进而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视角(

二# 要素价格变动与中国技术创新效率偏向演变

$一% 诱发创新机理与度量技术进步效率偏向的模型构建

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影响技术进步的类型&由 HCABQ!12"!"

.4/

提出并经多位学者完善形成了价

格诱发创新理论(实际上&技术类型的选择由企业决定&生产企业一般通过改善企业的生产技术来提高劳

动和资本的生产效率(诱发创新理论假定企业的创新需求通常受利润机会和成本约束所激励&因此&技术

改变的强度和方向取决于企业面临的宏观技术环境'公司运营和企业自身应对变化的反应能力&在创新可

能性前沿每一点上&劳动增进型的效率越高&资本增进型的效率将越低(从这一角度出发&技术创新模型的

设定中应包括中性和非中性技术进步(

基于诱发创新理论分析&为测定技术创新类型和偏向&本文考虑引入含劳动!F"'资本!b"两生产要素

的新古典生产函数(由于受技术进步的影响&劳动! F"'资本!b"在生产中可能并非完全替代&建立度量技

术进步的广义 dbX 生产函数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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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为替代弹性参数&

-

为规模报酬参数&

"

为要素分配参数且
"!

.$&1/&T

6

为希克斯中性生产

率&@

]

'@

1

分别为净资本增进型'净劳动增进型生产率(由于 d'00D<'TI.-Q函数严格限定要素替代弹性等于

1&而且劳动!资本"收入份额为常数&采用该函数则存在误设的可能(广义 dbX 函数的优点在于更强健&更

清楚的解释力&与 G,-+Q.'I函数相比采用了常替代弹性&允许估计并分解每个要素相对于其他要素的技术

偏向(此外&借助该模型还能测试诱发性创新偏向及创新路径的演化&表现为由企业间水平的差别和要素

价格相对变动的差别所诱发的不同模式的技术变化是连续的(

若技术进步为希克斯中性技术&式!1"可表示为T

0

C!b&F"%若技术进步为哈罗德中性&式!1"可表示

为 C!b&@

1

F"&这时劳动效率的增加等同于雇佣了更多劳动%若技术进步是索罗中性&式 !1"可表示为

C!@

]

b&F"(这里采用了更广义的技术进步来设定函数(经过重新设定&式!1"可修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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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相对希克斯中性生产率%&@Y

@

]

@

1

&表示相对资本增进型生产率(

假定市场结构类似于熊彼特!1211"

.!E/

所提出的竞争框架&即市场上有众多的微观企业&同行企业存

在着激烈的竞争&创新性企业比例虽然较小&不过其创新产生的高利润&也引起了其他众多生产企业的模

仿&技术创新使得利润从目光短浅的企业转移至创新性企业&这个利润转移过程推动着技术向创新性前沿

移动&5INC'+ 和 H'PCJJ!122!"

.!:/

利用模型刻画了这一#创造性破坏$过程(相较于要素的供给市场&企业的

技术创新意愿显然比较小&因此&企业在竞争过程中更多处于价格接受者的地位(借助广义 dbX 生产函

数&本文对相对价格变动引起的技术偏性简要展开分析(

一般而言&生产函数的变动受替代弹性的影响&c'0C+Q'+!12"""

.!4/

提供了包含要素相对价格的替代

弹性公式)

,

Y3

+.'I!bYF"

+.'I!-Yc"

!""

其中&c'-分别代表劳动要素的价格!劳动工资"和资本要素的价格!利率"(式!""显示随着要素价格

的相对变动&资本与劳动比率调整幅度为要素间的替代弹性(

假定要素市场充分竞争&企业盈利最大化时要素的边际产品等于边际价格&根据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

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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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式!E"表明企业对要素价格变动的反应取决于要素增进的技术变化!@"&但不取决于希克斯中性技

术变化!T"(如果生产中要素互补!

,

[1"&当相对资本增进型生产率 @Z1&即技术进步效率偏向资本要

素&企业的反应是增加资本投入&并相对减少劳动投入&在要素价格一定条件下&劳动份额趋于下降%当相

对资本增进型生产率 @[1&即技术进步效率偏性劳动要素&企业将相对增加劳动投入&在要素价格一定条

件下&劳动份额趋于提高(如果生产中要素可替代!

,

Z1"&情况则相反(当
,

Y1&偏向技术变化效应消失&

-

c

变成了投入要素的比率(

当要素市场充分竞争和利润最大化时&由一阶条件同时可得资本与劳动收入份额比率)

-b

cF

Y

"

1 3

"

@

b( )
F

,

3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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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4"可知&当生产中要素互补!

,

[1"&给定资本劳动要素比率&相对资本增进型生产率!@"决定

了劳动份额的大小(可见&借助 dbX 生产函数和盈利最大化一阶条件&诱发创新理论将要素相对价格变

动'要素份额和技术偏向进行了联合&我们将对此进一步验证(

$二% 变要素份额 -,*模型与常要素份额 -3DD1N3;9</?模型的比较

d'00D<'TI.-Q模型中劳动份额表现为常数&而 dbX 模型中要素的收入份额并不固定&两个设定模型在

研究中使用的频率都较高&假定 dbX 生产函数是合适的生产函数&且存在有偏技术变动&那么文献中常用

的 d'00D<'TI.-Q生产函数在限定的单位弹性和希克斯中性生产率约束条件下&其所估计的规模报酬和希

克斯中性生产率会偏误到何种程度呢*本文对此进行比较研究(

首先&暂不考虑生产率偏向指数 !@"&我们侧重检验规模报酬可能存在的偏误(根据 LO*+J-

!12E4"

.!9/

近似估计方法&对式!1"二阶泰勒展开可得)

1&[Y1&T;

-"

1&b;

-

!1 3

"

"1&F ;

1

!

-

,

31

,

"

!1 3

"

"!1&b31&F"

!

!9"

由等式!9"可知&dbX 函数的近似值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 d'00D<'TI.-Q函数展开式&另一部分为

要素非完全替代的非线性组合式!

,+

1"(设 d'00D<'TI.-Q函数中 1&b'1&F 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

s

]

'

%

s

1

&考虑

其忽略变量
1

!

-

,

31

,

"

!1 3

"

"!1&b31&F"

!

&运用 GN*C.!12:4"

.!2/

结果&两个变量的估计量可表示为

b!

%

s

]

" Y

-"

1 ;

1

!

,

31

,

!1 3

"

"

.

s[ ]] !2"

b!

%

s

1

" Y

-

!1 3

"

"

1 ;

1

!

,

31

,

".

s[ ]1 !1$"

其中
.

s

]

'

.

s

1

分别代表忽略变量!1&b31&F"

!

的待估系数&因此 d'00D<'TI.-Q函数的规模报酬可表示为)

b!

%

s

]

;

%

s

1

" Y

-

1 ;

1

!

,

31

,

"

!1 3

"

"!

.

s

]

;

.

s

1[ ]" !11"

表1%基于 d'00D<'TI.-Q模型的规模报酬偏误

替代弹性
.

s

]

;

.

s

1

[$

.

s

]

;

.

s

1

Y$

.

s

]

;

.

s

1

Z$

,

[1 高估 无偏 低估

,

Y1 无偏 无偏 无偏

,

Z1 低估 无偏 高估

假定
-

为真实的规模报酬&基于 d'00D<'TI.-Q

模型估计规模报酬的偏误在于忽略了非线性部分)

该函数将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严格限定为 1&

!1&bN1&F"

!

的系数变为零(等式 !11"表明估算偏误

取决于三个要素)替代弹性
,

'分配参数
"

和
.

s

]

;

.

s

1

(由于经济理论约束了分配参数的取值范围&即
"

!

$&[ ]1 &因此&偏误的方向仅仅依赖于替代弹性
,

和
.

s

]

;

.

s

1

的符号(表1给出了潜在的估计偏误方向(

其次&同时考虑生产率指数 T'@&比较 d'00D<'TI.-Q模型与 dbX 模型的生产率估计差别(本文未对生

产率指数设定特定的参数形式&我们认为 T'@随时间等多维因素的变动而变动&这样更能体现实际的经

济冲击(将生产率偏向指数 @纳入模型&对!1"式的 LO*+J-!12E4"

.!9/

近似如下)

1&T

9#/

;

-"

1&@

9#/

Y1&[3

-"

1&b3

-

!1 3

"

"1&F 3

1

!

-

,

31

,

"

!1 3

"

"

1&@

9#/

b( )
F

!

!1!"

其中&1& T

9#/

'1& @

9#/

分别代表 dbX 生产函数的生产率指数 T'@的对数&1& T

9\

'1& @

9\

分别表示 d'00D

<'TI.-Q函数的生产率指数对数(考虑到真实的参数值&基于 d'00D<'TI.-Q模型的希克斯中性生产率的测

度为)

1&T

9\

;

-"

1&@

9\

Y1&[3

-"

1&b3

-

!1 3

"

"1&F Y1&T

9#/

;

-"

1&@

9#/

;

1

!

-

,

31

,

"

!1 3

"

"

1&@

9#/

b( )
F

!

!1""

该方程表明1& T

9\

;

-"

1& @

9\

与1& T

9#/

;

-"

1& @

9#/

的差别在于两个要素的线性组合)

1& @

9#/

b( )
F

!

&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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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

!

-

,

31

,

"

!1 3

"

"(

假定 1& T

9#/

;

-"

1& @

9#/

是真实的生产率指数&那么 1& T

9\

;

-"

1& @

9\

的估计偏误缘于以下两个原因)第

一&设定的 d'00D<'TI.-Q模型通过强设定替代弹性
,

Y1&即要素间完全替代%第二&该模型也忽略了要素

的非线性组合 1& @

9#/

b( )
F

!

(因此&本文在技术创新分析中倾向于采用 dbX 模型(

$三% 包含 &#)两类生产效率的 -,*模型估计和方法说明

假定现有数据反映了技术进步的变动&企业行为的持续优化暗示数据的生成过程能被解释为模型的

演化组合&即包括了生产函数和一阶条件联合估计(对式!!"两边取对数&加上误差项的实证模型如下)

1&[

6

Y

-

1&F

6

;

-,

,

31

1&

" @

6

b

6

F

( )
6

,

31

,

;!1 3

"[ ]" ;1&T

6

;

*

6

!1#"

无向量的扰动项
*

6

是一个事后冲击&它无法事先预料到(这样&

*

6

没有影响到劳动需求和资本 3劳动

要素比率的优化选择(然而&F

6

和
b

6

F

6

却与未观察到的生产率指数T

6

'@

6

相关(

由于式!1#"是一个非线性函数形式&存在两个未观察变量T

6

'@

6

&估计比较困难&而且未观察变量

@

6

不独立于回归变量(>O0*+Q和 &*P*U!!$$2"

."$/

在非参数估计的框架下研究了这种类型的模型&他们

通过结构方程针对各种可能情况给出了不同结果(不过&对于式 !1# "中两个技术参数
-

'

,

却并未提

及(因此&需要借助其他条件进行调整(由前述可知&假定要素市场充分竞争和盈利最大化&偏向技术进

步指数@

6

可表示为)

1&@

6

Y

,

,

31

1&

-

6

b

6

c

6

F

6

31&

"

1 3

( )
"

31&

b

6

F

6

!1:"

对式!1:"变形&并乘以!1 3

"

"&两边取对数得)

1&!1 3

"

" ;1&/

6

Y1&

" @

6

b

6

F

( )
6

,

31

,

;!1 3

"[ ]" !1E"

这样未观察变量 @

6

及其组合可用已有观察变量代替&其中可观察变量 /

6

Y

-

6

b

6

c

6

F

6

;1&将式!1E"替换式

!1#"非线性组合&两边取对数&式!1#"可重写为)

7

6

Y$;

-

1

6

;

/

)

6

;*

6

;

*

6

!14"

其中待估参数 $Y

-,

,

31

1&!1 3

"

"&

/

Y

-,

,

31

(对数线性回归模型式!14"嵌入了生产函数式!1#"和一阶

条件式!1:"&消去了要素偏向生产率M

6

!@

6

的对数值"(不过&模型中未观察生产率冲击*

6

与变量1

6

和)

6

之间

却存在着内生性问题&从而引起参数估计的不一致(处理内生性问题最常用的方法是工具变量法!>f"和

控制函数法!A'+J,'.FT+AJC'+Q"(前者类似小样本理论中的高斯 马尔科夫定理&利用外生替代变量构建最

渐近有效线性组合(后者根据大数定理&依据样本信息集估计生存门槛概率&借助马尔科夫过程多次逼近

法求得待估参数%估计方法包括 =..*U和 _-B*Q法!简称 =_法"'a*VC+Q'N+ 和 _*,J,C+ 法!简称 a_法"'或

5d/法等半参数方法(实际上两种方法紧密相关&工具变量法是控制函数法的线性特例(由于样本量限

制&我们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

在工具变量法中&替代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关键(已有的变量设定方法如 T

6

Y.

0

6

或 T

6

Y.

0

6;

1

6

!

可能并不

具有普遍性&本文参考控制函数中 =_法使用投资作为生产率的代理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假定投资关

于希克斯中性生产率'偏向生产率和资本存量的函数&即 X

6

Y:! *

6

&M

6

&]

6

"&且关于*

6

严格递增(由于设定

:!3"含有两个未观察变量*

6

'M

6

&而M

6

为1

6

&]

6

&

-

6

c

6

的函数&因此投资函数可表示为 X

6

Y:

*

6

&1

6

&]

6

&

-

6

c

( )
6

&进而通

过估计其反函数 *

6

Y:

31

X

6

&1

6

&]

6

&

-

6

c

( )
6

&可以解决模型式!1:"的内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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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数据来源与估计结果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12493!$14年时间序列进行估计&数据来源包括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新中国六十年统

计资料汇编-!12#23!$$9"+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2:!3122:%122E3!$$!%12:!3!$$#"'历年

+中国金融年鉴-等(其中&劳动者工资由 >a=!国际劳工组织"劳动者报酬推算&利率依据贷款利率按月份

加权平均取值&相关数据均采用 )<_平减指数进行折算(

表!%基于 =aX 和 >f法 dD<模型与 dbX 模型估计结果比较

估计参数

=aX

d'00D<'TI.-Q dbX

>f

d'00D<'TI.-Q dbX

-

c

"

$"#2:

""

$"#"!

""

"$"$:4$ "$"$E"$

-

1

$"91!

"

"$"112$

1

1"!"9

""

"$"$$:$

/

1"!2E

"

"$"$:E$

3$"4!E

""

"$"11!$

,

1

$(E:1

""

"$($"1$

1

$("E2

""

"$($!#$

$(4"$

"

"$($E:$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误#

"""

/

""

/

"分别表示在1j/:j/1$j显

著水平下显著(

首先&利用 =aX 和 >f法对变要素份

额 dbX 模型与常要素份额 d'00D<'TI.-Q

模型进行估计&并对 >f法进行诊断和测

试&替代弹性和规模报酬等参数结果见表!(

dbX 模型工具变量法估算表明资本与劳动

间的替代弹性为$("E2&在:j的水平上显

著&说明中国的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在生

产中相互补充&而非互相替代(该替代弹性

结果低于 d'00D<'TI.-Q模型要素间可完全

替代的设定!

,

Y1"&表明内生性问题使后

者的设定存在高估(dbX 模型 >f法测算结

果也表明中国的经济规模在12493!$14年

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

-

Y1"!"9"&且在

:j水平上显著(这一数值说明中国的改革

开放产生了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为生产企业提供了大量机会&使得样本期间内的规模报酬大于1&不过随

着中国市场结构的不断完善&规模报酬递增的结果能否持续还需进一步检验%而 d'00D<'TI.-Q模型假定各

国的规模报酬为1&与 9#/ 模型的测算结果并不一致&表明经济的内生性使该模型低估了中国的实际规模

报酬水平(借助所估算的偏向进步生产率!

%

"&估计模型!#"显示替代弹性为$"4"$&结果在:j水平上并不

显著&这说明工具变量法 dbX 模型所估算的替代弹性可能更符合中国的实际(

其次&本文也计算了样本期间希克斯中性生产率和偏向要素生产率的演进路径&具体见图!(在均衡的

路径上&上图显示两模型的希克斯中性生产率都趋于上升&但 d'00D<'TI.-Q模型明显低估了希克斯中性效

率&内生性问题产生的规模报酬和替代弹性的偏差很可能是导致低估的原因(下图中技术创新效率整体偏

向劳动要素&前半阶段技术创新效率偏向资本要素&其中&相对技术效率偏向转折点发生在!$$#年!1&@Y

$&即@

]

Y@

1

"(下图表明12493!$$#年为技术偏向资本效率!1&@Z$&即@

]

Z@

1

"阶段&该阶段资本效率保持

稳定并略有提升&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后&技术设备及厂房等固定资产的严重缺乏&使得生产企业侧重

于加大资本投入&统计数据表明该阶段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4(!j%企业设备更新换代速度也较快&包

含基本折旧和大修理折旧的折旧率从1249年的"(4j&上升到1222年2(4j&后略有下降&!$$#年为9(E4j%

而对劳动素质提升的投入及技术培训的投入则较低(该阶段明显的特征为设备的需求大于供给&而劳动力

的需求小于供给%大量技术设备的引进促使生产率偏向资本效率&资本效率的提升反过来使得生产企业更

愿意加大设备投入&并相对减少劳动投入(图!下图同时显示&在!$$:3!$14年技术创新偏向劳动效率!1&@

[$&即@

]

[@

1

"&原因在于随着资本的大量投入&资本收益递减规律开始发挥作用&而劳动效率逐步提升&

使得企业开始重视技术专家'研究人员&资本更多转向人力资本的投入&从而研发投入逐年加大&统计数据

显示该阶段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下降至1!(4j&而每千人中研发人员的数量从1221年$(4!增加到!$14

年的!(!#&ce<经费投入强度!ce<经费与 )<_的比值"从1224年的$(E#j提升到!$14年的!(1"j(技术

创新效率偏向的转折及演化过程也证实了 KW-P-!12E1"

."1/

和 8-,,'和 X-.-DCD\-,JC+!122:"

."!/

研究得出的

长期稳态经济趋于净劳动技术增进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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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性效率指数$T%#偏向效率指数$@%与要素价格比演进路径$12493!$14%

%%

基于要素效率偏向的转折分析&本文认为考察劳动份额变动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1"在

12493!$11年间&劳动份额趋于下降&这可从技术效率偏向和资本?劳动比率加以解释(当技术偏向资本效

率!1&@Z$"时&企业倾向于增加高效率的资本&而相对减少劳动投入&劳动份额趋于下降&这解释了中国

12493!$$#劳动份额的下降%而随着!$$:年以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尤其是!$$9年金融危机后以对资

本投资的加大&提高了资本?劳动比率&这一因素超过了技术效率偏向的转折(

$

!!"!$1!3!$14年劳动份额

的上升&可以从技术效率偏向本身得到解释(当技术偏向劳动效率!1&@[$"时&企业倾向于大量增加专业

技术人才&而相对减少资本投入%城市化的稳步推进也有助于在现代部门工作中获得新的技能&促使经济

系统中的每个人都经历着技能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干中学$ #用中学$表现为专利数'研究论文及国内

技术交易市场等持续提升&这些推动了劳动价格的提升&劳动份额因此趋于上升(!""本文也发现&要素效

率偏向的演进路径与资本?劳动价格的变动基本一致&计算表明两者的相关系数 9%5

1&

-

c

&( )1&@

Y$(9$:&

在1j显著水平下显著&也验证了价格诱发创新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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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年起技术创新偏向劳动要素&不过!$$:3!$11年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使得该阶段资本份额并未下降(



三# 要素价格变动及其对中国劳动份额的影响

$一% 要素价格变动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波动机理分析

要素价格变动影响着技术创新的效率偏向&进而影响了劳动份额(为了进一步探讨诱发创新理论对劳

动份额的作用机理&并实证研究要素价格变动对中国劳动份额的影响效应&设资本收入份额为
+

&劳动收

入份额可表示为)

1 3

+

Y

cF

cF ;-b

Y

1

1 ;

-b

cF

!19"

将等式!4"变形&两边乘以
-

c

&可得)

-

c

3

b

F

Y

"

1 3

( )
"

,

@

,

31

-( )
c

1 3

,

!12"

把式!12"代入式!19"&式!19"可重新写为)

1 3

'

Y

1

1 ;

"

1 3

( )
"

,

@

,

31

-( )
c

1 3

,

!!$"

因此&资本 劳动收入份额可由要素的价格变动
-( )
c

和偏向技术进步!@"表示为)

'

1 3

'

Y

"

1 3

( )
"

,

@

,

31

-( )
c

1 3

,

!!1"

两边取对数&可得)

1&

'

1 3

'

Y

,

1&

"

1 3

"

;

,( )31 1&@3

,( )31 1&

-

c

!!!"

由式!!!"也可看出替代弹性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要素增进型技术变化和资本 劳动的价格比率影响劳

动收入份额的大小(

/T+B!!$$!"

.""/

研究认为&生产企业所使用的技术可划分为已有技术和创新技术&前者企业较容易进

入&而后者是较难进入的新技术(假定当期的技术状态已定&由于价格诱发技术创新需要时间来改变&现有

的技术状态是前期价格变动的结果&

,

1&

"

1 3

"

;

,( )31 1&@可表述为滞后要素价格的函数&而目前的要素

相对价格不能改变当期偏向技术状态(由此设定)

,

1&

"

6

1 3

"

6

;!

,

31"1&@

6

Y

+

;

*

(Y1

,

(

1&

-

63(

c

63

( )
(

;

*

6

!!""

式中
+

'

%

为待估参数&

*

为有偏技术效应等遗漏的残差项(将式!!""代入式!!!"&可得)

1&

'

1 `

'

^

+

_

*

(̂ 1

,

(

1&

-

6̀(

c

( )
6̀(

`!

,

1̀"1&

-

6

c

6

_

*

6

!!#"

如果价格诱发创新理论在中国适用&那么要素分配份额的变动可通过相对要素增进率@

6

&或者要素的

分配参数
"

来传导&等式!!#"中
,

(

的符号则能预测(假定要素的滞后价格比
-

63(

c

63(

很高&生产企业将节约相

对昂贵的要素 b&在替代弹性给定条件下&为减少资本和劳动比率
b( )
F

&生产企业将朝着增加 @

6

@

]

@

( )
1

的方

向努力!即通过相对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企业或通过技术创新减少要素 b&从而增加
"

1 3

"

&两种情况下

都将使
%

(

[$(由于当期要素价格比率的系数为
-

31 [$&可知当期价格与滞后价格的符号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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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计量模型结果分析

表"%模型$!#%二阶滞后#三阶滞后估计结果比较

估计参数
二阶滞后模型 三阶滞后模型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1&

-

c

$"#41

""

$"141

$"#"4

"

$"1:1

1&

-

c

" 31( )$ 31"#9!

""

$""2$

3$"22$

"

$"14#

1&

-

c

" 3!( )$ 3$"#14

"

$"$:4

3$":$E

"

$"$#!

1&

-

c

" 3"( )$ 3$"#19

"

$"$E9

+ 2"EE!

""

$""#1

2"2$4

""

$"!E"

S

!

$"94! $"929

%%注,

""

/

"分别表示在:d/1$d显著水平下显著(

%%基于上一节的数据集&本文对模型!!#"

进行了估计&1&

-

c

的滞后阶数由 5>d和 X>d

准则进行判断&由于样本所限&按照最小 X>d

准则模型估计三阶滞后&并与二阶滞后模型

估计结果进行对比&结果见右表"(表"中 1&

-

c

滞后项的符号皆为负&与价格诱发创新理

论的预测值相吻合&说明该理论在中国是适

用的%结果也显示二阶滞后系数较三阶滞后

估计系数显著&其中二阶滞后模型 1&

-

c

当期

系数为正&在:j水平下显著%三阶滞后模型

1&

-

c

系数也为正&在1$j水平下显著&该实证

结果与价格诱发创新理论的分析一致(由三阶滞后模型 1&

-

c

当期系数的点估计值可推断出资本'劳动要

素的替代弹性取值区间为.$""9&$":#/&与前述 dbX 模型 >f法估计结果基本一致(由于
-

c

当期系数符号

大于$&结合!!""式可知&偏向技术进步 @的系数为负值(表"两个滞后模型估计结果也表明常数项
+

Z$&

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偏向型技术进步 @将趋于下降&经济将呈净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状态&这一结果与

5A*O'I.T!!$$""

.!"/

研究得出的长期要素增进型技术进步是净劳动增进结论也相符(

模型的分析结果支持了价格诱发创新理论&长期视角下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将趋于增加&偏向技术进

步趋于净劳动增进的经济状态已经出现&由市场主导的资本'劳动作为主要生产要素&其价格的波动将通

过技术偏向最终传导至收入份额&这恰恰是市场机制良好运行的结果(其中&利率作为资本要素价格&经过

多年市场化持续改革&生产企业的贷款利率上'下限已经放开&贷款基准利率也由央行!$12年9月推出的

a_c!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所代替&促进了贷款利率#两轨合一轨$&进一步提高了利率传导效率%而劳动力

市场的改革也是效率提升的关键)劳动力从初期生产率极低的农业退出进入城镇就业&人口流动开始突破

地域界限%到上世纪2$年代国有企业改革打破了城市职工的大锅饭&城市的下岗劳动者必须通过劳动力市

场再就业%同时&新成长的劳动力即刚毕业的学生&也不再能靠政府分配工作&全部需到市场上寻职等&这

使得工资更多体现为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和价值创造能力&这些都促使劳动力价格机制不断优化&促进劳动

生产率迅速提高(如统计数据显示&城镇非私营单位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自上世纪2$

年代逐步高于全国平均工资&且差距逐渐拉大(国家统计局!$1#年起发布的分岗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调查

表明&除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外&专业技术人员工资显著高于其他岗位平均工资&这表明社会对专业人员

的需求较高&见下图"(与此同时&=bd<统计数据表明&随着中国研究人员数量的提高&三方同族专利$等

创新指标也逐年提高&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也不断缩小&见下图#(利率'工资等市场价格机制

的建立和运行虽有待完善&如利率市场中银行利率与民间利率仍共存等现象&表现为本文实证结果的显著

性略低!1$j水平下显著"&总体而言要素市场机制的良好运行促使企业更加关注市场&更注重企业技术

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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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创建用以度量创新与技术进步的重要指标(



图"%分行业#分岗位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比较

图#%每千人研究人员数#三方同族专利指标的国际比较

%%随着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使得企业的技术偏向劳动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劳动者技术水平的提

升进一步促进劳动者的工资提高&在这样的良性互动中提升了劳动的收入份额(库兹涅茨!1241"

."#/

认为&

技术知识和社会知识的存量利用是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源泉&不过&这些知识本身并不直接形成生产力&

仅当它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需要的一系列诸如劳动力培训'对适用知识的判断以及企业家克服困难的能

力等因素时&技术知识等才会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在#干中学$ #用中学$持续提高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

过程中&使得劳动者拥有专有技术和工艺&才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科技创新能带来新的

市场&因此生产企业要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迈向技术链中高端&这需要企业和社会强化人才培养&让

普通员工转型升级&同时在企业中培养具有世界水准的技术专家(中国劳动份额从!$1!年重新步入上升通

道&对于占劳动份额较大的第二产业和服务业&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数据统计表明服务业平

均劳动工资自!$1!年起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相较于资本密集的第二产业&服务业资本投入需求相对较少&

现阶段自动化对部分低技术人员的替代&推动了各产业生产率提升和收入增长&不过第二产业中劳动者生

产力的提升幅度可能小于第三产业&使得前者的平均劳动工资小于后者(事实上&与自动化系统协同能力

的提升&产生了更多高技能'高工资的工作岗位&这些劳动要素相对价格的提高将进一步促使劳动份额提

升(本文的研究结论亦与国内产业研究学者的结论相契合)譬如黄先海和徐圣!!$$2"

.1!/

发现资本偏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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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是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龚敏和辛明辉!!$14"

.12/

认为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是中

国服务业劳动收入提高的重要原因(当本文集中研究要素价格变动'偏向技术创新是否为劳动份额波动的

决定因素时&其他如劳动市场的就业结构等因素也可能改变生产要素的分配!蓝嘉俊等&!$12"

.!1/

&本文主

要检验要素价格的变动模型结果是否支持创新假设&上述解释的一致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 结G论

本文基于诱发创新理论研究了要素价格变动'技术创新效率偏向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内在机理&

并从数理和实证角度比较了广义 dbX 模型与文献中常用的 d'00D<'TI.-Q函数估算要素效率时存在的差

异(理论研究表明&要素价格相对变动引导着技术创新效率偏向&在生产要素互补条件下&技术创新效率偏

向资本要素时&劳动份额趋于下降%技术创新效率偏向劳动要素时&劳动份额趋于提高(而生产要素可替代

条件下&变动方向相反%与本文采用的广义 dbX 模型相比&d'00D<'TI.-Q函数低估了要素效率(实证研究显

示&12493!$14年中国的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互补%样本期内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动使得技术效率偏向总体

呈净劳动增进型特征&但12493!$$#年经济初期存在净资本效率偏向&这一结果较好地解释了中国劳动收

入份额先下降后上升的阶段特征&同时也验证了价格诱发创新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

对于如何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并保持稳态波动&从而实现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结合本文的理

论和实证研究结果&本文建议)!1"进一步完善要素市场机制&完善要素市场价格信号的引导作用(通过健

全要素市场一体化发展机制&进一步提高利率'工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让这些关键要素价格信号引导企

业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迈向技术链中高端&增强核心竞争力(!!"利用#干中学$ #用中学$&持续提高

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强化人才培养机制&采用一系列劳动力培训使普通员工转型升级%同时在企业中培

育具有世界水准的技术专家&并促使技术专家将技术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将使劳动者拥有更好的技

巧&从而提升其劳动报酬(!""完善科技成果市场化激励机制&提升创新资源市场水平(科技创新能带来新

的市场&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市场化激励相结合的方式&促进更多科技资源转化为现实的产业发展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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