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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研究中国经济相对于完全市场经济扭曲程度需要．笔者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和劳动者 

报酬在增加值 中的份额两种方法对劳动力的产 出弹性进行 了估计 ，井与国际上 的估计结果进行了比较， 

得到的结论是：劳动力的产 出弹性基本上介于国际上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估计值的上限和 

下限之闻，它说明了笔者的估计结果有较高的合理性与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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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产函数中的参数的估计，一直是经济学界的 

热点问题之一。世界上许多国家均根据各自的经济状 

况估计了自己的生产函数。一些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 

国家，分别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和劳动力报酬在增加值 

中的份额来估计劳动力的产出弹性，而市场化程度不 

高的国家则主要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用截面数据方 

法或时间序列方法)。笔者为了研究 中国经济(1995) 

相对于完全的市场经济扭曲程度所建立的可计算一般 

均衡模型的需要，分别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时序序列) 

和劳动者报酬在增加值中的份额这两种方法来估计劳 

动力的产出弹性。由于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主要采 

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估计的结果，并与国际上的估计值 

进行了相比较。 

由于 Cobb—Douglas生产函数在世界各国的广泛 

应用 ，且在 中国的应用也取得了 良好的结果，因此采用 

C—D函数作为生产函数的形式。在这个函数中需要 

估计的参数是劳动力的产出弹性 。，资本的产出弹性 

口以及规模参数A。假设生产函数是规模不变的，则 

。+口=1，从而估计出 。便得知资本的产出弹性口，反 

过来也是这样。 

l 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估计劳动力产出弹性 

这种方法不要求经济处于完全竞争条件。笔者用 

1980～ 1997年的数据来进行估计。根据应用的经 

验Ⅲ，台理的样 ≥30或 N≥3K．K 

为含常数项的解释变量数，因此，样本量满足要求。L 

用各部门从业人数表示，K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 

额加流动资产年平均值之和表示。 

对 C—D函数 

Y：AL K (下标省略) 

两端取对数 ，从而得到 

n( )一-nA n( ) 
因而可用最小二乘法(OLS)方法进行估计(用统 

计软件 Statatics for Windows计算)。 

1)农业部门 

对农业部门，其生产函数的参数用各省的截面数 

据进行估计而得： 

InY1： 一1 977 +0．5 9361nLl+0 4 1181nK】 

= 0 9 468 N = 29 

这里 y 表示农业部门的总产出(亿元)，L 表示农业 

部门的劳动力人数(万人)；K 则用农业机械的动力来 

表示，这主要是因为农业部门其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 

数据较难得到而农业机械的动力数据可得到。如果我 

们假设 K1是农业资本的固定比例，则lnL】和inK】前 

面的系数就是劳动力和资本的各自产出弹性。这因为 

对任意固定常数A而言，有资本产出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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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一

din(AK1)。 

除农业、建筑业用截面数据来估计外，其他部门则 

用 1980～1997年的时闯序列数据来估计。 

2)石油、天然气开采业 

In(y2 K2) 3+0 4)11n(Lz／K2) 

灵 ：0．773 125 4 N ： 18 

3)煤炭采掘业 

In(y， K 3) 一 28 0l 00 0~o91．(L， K ) 
瓦 =0．48l 2 N = l8 

4)其他采掘业 

In(y4 4)。二 一O㈨．3
Ⅲ

03 94 o
Ⅻ

03 4 9
) 
ln(L4 4) 

灵 =0 718 216 N ： 18 

5)食品制造业 

【n(y5／K5) 一 ¨ 0', 19 0 1n(L 5／K5) 
。= 0 318 468 N = l8 

6)纺织业、缝纫及皮革产品制造业 

in(Y6 K 6)。二lI ö44 7⋯694In(L6．／K6) 

瓦 =0．873 5 N =18 

7)其他制造业 

1n(Y7／K7)=0 956 4+0 175 42lln(L7／K7) 
— t 3N4 2) c 3 6O9) 

爱 =0 924 56 N = l8 

8)电力工业 

n(Ys 8) 一 57 14 0(
2{ )9In(L 8／K8) 

爱!=0 372 89 N = 18 

9)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In(YglK9) 一0 -．12
。

3
43

7
5)

24 O
『2

17
5

0
"

4
1
731n(L9／K9) 

席 ： 0 61l 355 N =18 

1O)医药及化学工业 

In(y10 K10) ~3 75 0_
¨

38 1 
j

7
)
671“(Llo／K10) 

局!：0．927 737 N = 18 

1I)建材工业 

n(yII K11)。二 o· 2
⋯

9 5
】
361n(LlllK11) 

兵 =0．621 282 N = 18 

12)金属产 品制造业 ： 

(y,zlKI2) 嚣) o．“35-623 22】14In(LI2 I2) 
瓦 =0 879 923 N ： 18 

l3)机械设备制造业 

n(yl 3 K1 )：0,
㈠

99
7

3
42

4
》3 0 a 1173ln(L13／K13) 

R ： 0 844 15 N = 18 

14)建筑业 

对建筑业，用 1997年中国各省的截面数据来进行 

估计，得到如下结果： 

【n(y14／K14)=O 
Ⅲ

633
)

9 0 
c

6
2 

53
㈨

161“(L14／K14) 

屈!=0．710 4 N =18 

15)运输及邮电业 

1n(Yt 51K1 5卜 0 ．51 3 1 0．
(2

2
⋯

10
)

4l“(Ll5／K15) 

爱0： 0．635 56 N = 18 

l6)商饮业： ’ 

In(yl6／KI6)=0
(．

一

5 58
》

9 0- 294
)

5tn(L161Kl~) 

瓦 0 746 N = 18 

这里 y 表示商品零售额。因此．这其中就隐含着 

商饮业的总产出是商品零售额的固定比例，这样处理 

并不会导致劳动力的弹性系数的值发生变化(理由同 

农业部门)。 

注：回归方程的系数下面括号的小数字表示其 丁 

统计量的值。瓦 表示其拟合优度。 

从上面的结果看，煤炭、石袖、其他采掘业、电力部 

门、食品制造业的统计结果不好 ，因为其参数检验不能 

通过，其他部门的统计检验结果较为满意。 

2 用劳动力在增加值中的份额来估计劳动力 

的产出弹性 

由于采用的生产函数形式为 Cobb—Douglas函 

数 ，且当处于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时，劳动力和资本 

的产出弹性分别是劳动者报酬、资本报酬在增加值中 

的份额。显然这种方法要求经济处于完全或近似完全 

市场经济条件下 这种方法的证明如下： 

因为c D生产函数为 

x =AL。K (下标省略) 

这里 x为产出，L、K分g9为劳动力和资本。 

劳动力的产出弹性 

一
dX／X AaL ～ -K 一 

L —dL—／L 瓦 。二 

在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由一阶优化条件可推出 

L=XA [aR／(1～ )w) 

K = XA [(1一 )W／口R] 

这表示各部门所需的劳动力人数 L 由该部门总 

产出x所决定。这是根据生产最优化的一阶优化条件 

推导出来的，推导过程如下：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所需劳动力人数的优化条件 

是其边际增加值等于其工资率、资本的边际增加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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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利润率： 

箍=w， 差：尺 
P 为部门的净价格，w为工资率，尺为利润率，因 

为在竞争条件下，w、尺对各部门而言均一样。 

由上面的一阶优化条件有： 

P -aL 一 K = Ⅳ 

P (1一n)AL ( ： R 

两式相除得： 

堕 一f =1 2 
上， 一 尺。 

又因为：X = AL。K ，从而解出 

L=A-1x[ r 
同理有 

K ：XA [(1一a)W／(aR)] 

因而劳动者报酬在增加值中的份额为 

生 一 
WL 尺 l

+ 

R K
一 旦 [(1一n)W／(aR)] 1一 

w L w [口R／((1一a)W)] 

从而 ：a，所以 = ，_ 。 

3 两种方法估计的结果 

根据上面的两种方法得到表 1的结果，把所得的 

这两种结果进行比较，并与 Zhuang(1992)L2·用计量经 

济方法估计值进行比较。从比较的情况来看 ，这两种 

方法所得的结果差别不是太大 由于中国经济不可能 

处于完全的市场经济，因此笔者主要采取计量经济学 

方法的结果，井适当参照 Zhuang(1992)_ 的结果来取 

定模型中参数的值。 

4 劳动力产出弹性估计的国际比较及结论 

笔者为了研究中国经济相对于完全市场经济扭曲 

程度而所建立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需要，用计量 

经济学方法和劳动者报酬在增加值中的份额两种方法 

对劳动力的产出弹性进行了估计，得到了从统计意义 

上较满意的结果。国际上许多国家对分部门的劳动力 

的产出弹性进行了估计(见表 2)．笔者对表 l和表 2 

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得到的劳动力的产出弹性踪 

农业外其他部门的结果基本上界于国际发展中国家的 

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估计值的上限和下限之间，这说明 

从总体看笔者的结果有较高的台理性和可靠性。 

衰 l 各部门生产函数的劳动力产出弹性的估计值 

贷料来源：0 来自Zhuang(1992) 用计量经济方法估计值；@作者自己的估计；③数据来源于文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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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生产函数参数的国际比较【劳动力产出弹性 

资料来源：①来自Zhuang(1996) ；⑦ nO表示无此估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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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tion of Output Elasticity of Labor of Production Function 

ZHOUZhuo—hua，ZHANG Zhon yi 

(College of Business Management，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lng 400044，China) 

Abstract：For the desire of Chinese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d，we estimate the output elasticity of labor 

by using the econometric method and the method that the output elasticity of labor equal to the share of labe r income 

in value added by the Sector，and compare our results with the output elasticity of labor of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output elasticity of labo r is between the upper limit and the lower limit of the output e[as 

ticity of labor of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So ，our results have higher tell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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