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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技术进步的含义出发!在2@c生产函数和索洛余值的基础上!利用回归分析得出江苏"上海和

浙江的资本弹性系数和劳动力弹性系数!进而分别计算和比较了三个地区建筑业经济增长中的年技术

进步贡献率和各年相对于+""#年的技术进步系数#主要结论$江苏省建筑业基本处于规模效益不变的

阶段!上海市建筑业处于规模效益递减的阶段!浙江省建筑业处于规模效益递增的阶段%以+""#@!))G
期间年均技术进步贡献率排序的话!为江苏&!’)"B]’"上海&)’E"E]’和浙江&)’BEG]’#研究结果表

明!苏沪浙建筑业的经济增长质量不容乐观#

关键词!创新型建筑业%技术进步%索洛余值%规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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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关 于 中 国 建 筑 业 的 经 济 增 长 历 来 存 在 两 种 看

法(+)!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建筑业的经济增长 主 要 依 赖

投入的增加$效率并未有明显提高’另一种观点认为中

国建筑业经济增长过程中效率有明显的提高%郭 伟$
任宏和张仕廉利用技术进步度量理论对国有建筑业企

业的产出增长率作了分解分析$得到了外延产出占支

配地位和科技进步贡献率很低以及存在明显规模经济

的结果(!)%许远明和郑晓云认为国有建筑企业应当对

技术进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引起足够的重视$并选

择适合自身发展战略的技术进步道路’政府应当采取

鼓励性和强制性的措施推动建筑业技术进步(G)%
建筑业技术进步与产出的关系是复 杂 的$一 个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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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就 是 推 动 技 术 进 步 的 因 素 是 多 种 多 样 的!因

此"在产出的增量中"只能扣除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

所做的贡献"剩余的部分则视为技术进步"即广义的技

术进步!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差异较大"通过区域比 较

分析可以较为客观反映建筑业经济增长的质量!苏沪

浙三地建筑业取得的成绩为世人瞩目"无论经济增长

速度还是质量在全国均位于前列!因而选择苏沪浙进

行比较和分析"可以得出更为有益的结论!

!!理论模型分析

!’+!技术进步的含义

$技术进步%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A’()+*狭义的

$技术进步%主要指生产领域和生活领域所取得的技术

进步!)!*广义的$技术进步%是从经济学角度提出的"
设备#原材料#能源动力#信息#土地#劳动力等多种投

入要素可归结为资本)T*和劳动力)F*两大要素"当从

产出增长中扣除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增加的作用后"所

有其他因素作用的总和被称为技术进步"也就是说"除
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增加使产出量增长之外"其他经济

增长的所有因素均为技术进步!国内基本上都是从广

义的角度研究各个行业或者城市地区的技术进步的"
本文所指的也是一种广义的技术进步!

!’!!采用的理论模型分析

常用的理论模型包括2@c生产函数法"索 洛 余

值法"前沿面生产函数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相关研究

已经 比 较 了 这 几 种 方 法 的 优 缺 点 及 各 自 的 适 用

范围&#’!
本文采用索洛余值法计算和比较江苏#上 海 和 浙

江建筑业的技术进步贡献率"采用这个理论模型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在检索到的B+篇相关文

献中"共有G"篇用的是2@c生产函数或者索洛余值

法"这种方法是国内外技术进步评价中最常用又是最

有影响的方法"而且其经济意义明确#直观!)!*已有

相关文献在数学上证明了2@c生产函数是唯一能够

使均方估计误差达到最小的生产函数"而其他生产函

数)如2WS生产函数和 超 越 对 数 生 产 函 数*都 不 具 有

这样的性质&B’!)G*虽然此测度方法存在一些缺陷"但
是用于比较苏沪浙建筑业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贡献率

是可行的"这种方法提供了一种一致和可行的框架!

!’G!理论模型介绍!*"

2@c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是(

]jEM$/% )+*
式中(] 表 示 产 出"M和/ 分 别 表 示 劳 动 和 资 本

投入量"E则表示平均生产技术水平"$和%分别是]
相对于M 和/ 的弹性!对式)+*取对数"得(

M%]jM%Ef$M%MfM%/ )!*
将统计数据代入)!*式即可确定参数E#$和%!
索洛余值法就是利用2@c生产函数测算技术进

步"对式)+*求导"经整理最后可以得到增长速度方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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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G*可以用增量形式表示为(

*]
] j

*E
E f$

*M
M f%

*/
/

)A*

式)G*和式)A*表明"产出的增长是由劳动#资本投

入的增加和技术水平的 提 高 带 来 的!由 此"在 估 算 出

)和)后"可以计算出相应的年技术进步贡献率!此模型

的前提假设有(经济发展处于完全竞争条件下,技术进

步为希克斯中性等等!虽然此模型存在一定的缺陷"但
是用于比较苏沪浙建筑业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

率是可行的!本文在这一框架下"估算和比较了苏沪浙

+""#年至!))G年建筑业经济增长中的年技术进步贡

献率!

G!苏沪浙基础数据的选取及计算与分析

G’+!苏沪浙建筑业投入产出基础数据选择

因为统计口径从+""B年开始产生了很大变化"同
时考虑到测算的实效性"本报告选取+""B@!))A年间

-中国统计年鉴.中江苏#上海和浙江的建筑业统计数

据!产出]取苏沪浙各地的建筑业总产值"劳动投入

M取各地的建筑业从业人数"资本/ 则取各地的固定

资产和自有设备净值的和"得到基础数据)见表+*!

表+!苏沪浙建筑业投入产出基础数据+""#@!))G

年份

江苏省 上海市 浙江省

产出 投入 产出 投入 产出 投入

]
亿元

M
万人

/
亿元

]
亿元

M
万人

/
亿元

]
亿元

M
万人

/
亿元

+""# #G*’!+A# ""’B! +!"’A!A* G"+’A+BB #E’A *"’"A"A G#G’BB+* BG’)+ "G’!+EA
+""B +)+A’)#"E !+)’"+ !!#’!E+! AA)’BE)+ #A’!" +)+’*#EA EGB’!*E +A!’GA !+)’))!
+""* +)*+’B)"A !)B’B# !B+’#!A" ##!’A+B+ #E’## +)E’E** E**’G#AB +G"’A# !#+’"!)B
+""E ++"B’!))* !+!’BE !"G’A#)+ #E#’")! A)’+A ++A’E)B+ "A!’#!"! +A*’B! !*+’)##
+""" +G!"’"E#G !+"’"* GG#’)G*A #BE’G)GB GE’#G +!)’+B!G ++!E’!E+ +#B’E# G)+’)*EE
!))) +#GE’EA+B !!*’AB GB*’B+* B!!’G#B# G#’+ +!)’"#EE +GEG’*B#E +*+’)# G!*’)*!#

##+第#期!!!!!!!!!!!吴伟巍!等"沪苏浙建筑业技术进步贡献率的计量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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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江苏省 上海市 浙江省

产出 投入 产出 投入 产出 投入

]
亿元

M
万人

/
亿元

]
亿元

M
万人

/
亿元

]
亿元

M
万人

/
亿元

!))+ +E!+’E)G" !!E’! A!#’#B# *!+’#E)E GA’" +G*’GEB* +*BE’AA" +EG’A G*#’"++#
!))! !+""’#+BA !AE’A! #**’)+)" E!!’!*G A+’"* !G#’G)*G !!E!’"")B +"E’EA A!!’*G*A
!))G !*"A’"G#A !*!’* B)A’#)*G ++"#’E)GA #)’#! !EE’"##* G+!*’!**" !A!’"A #+*’*A+"

注!M是年平均数"]及/ 按照当年价格计算#

!!总 体 来 看"苏 沪 浙 建 筑 业 的 总 产 值 在+""#年@
!))G年间呈上升趋势#"年间浙江省建筑业的总产值

增长最快"江苏省建筑业次之"上海建筑业总产值增长

最慢#江苏省和浙江省的劳动投入在这"年间总体上

是稳步上升的"而上海市的劳动投入则在平稳中略有

下降#江苏省和浙江省的资本投入增长比较快$上 海

市在+""#@!))+期间增 长 比 较 平 稳"而!))!年 资 本

投入比!))+年增长了*+’!*]"!))G年比!))!年 又

增长了!!’E]#

G’!!苏沪浙建筑业劳动产出弹性$和资本产出弹

性%的估算

G’!’+!江苏省建筑业劳动产出弹性$和资本产出弹

性%的估算!利 用 表+的 基 础 数 据"代 入 模 型%+&和

%!&"在SRSS++’)的环境下回归计算得到江苏省"年

的生产函数对数方程为!

M%] j+++EBf)++)*M%Mf)+"AAM%/ %#&
%)’B+G&%E’"E*&

即 ]jG’!*A)M)’+)*/)’"AA %B&
式%#&下括号内为参数估计的,检验值"拟合方程的检

验值见表!#

表!!拟合方程!#"的检验值!SRSS++’)"

检验项 .值 .! 值 .! 值调整值 标准差 L值

检验值 )’""G )’"EB )’"E+ )’)BBE+ !)B’EG*

!!M%M的系数的,检验值为)+B+G"在""O的置信水平下"$的估计值不能通过,检验"说明M%M对M%] 的影

响是不显著的#所以取$j)"重新计算"结果如下!

M%] j++A!EfM%/ %*&
%!++G)!&

即 ] jA++*/ %E&
表G!拟合方程!*"的检验值!SRSS++’)"

检验项 .值 .! 值 .! 值调整值 标准差 L值

检验值 )’""! )’"E# )’"EG )’)BG*B A#G’*B

!!拟合方程%*&很好地通过了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

验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通过以上计算"得到 江

苏省建筑业$j)和%j+"$f%j+"说明江苏省建筑业

基本属于规模效益不变的阶段#

G’!’!!上海市建筑业劳动产出弹性$和资本产出弹

性%的估算!利 用 表+的 基 础 数 据"代 入 模 型%+&和

%!&"重复上述计算过程"得到上海市"年的生产函数

方程为!

]j+G’E*GE/)’*** %"&
拟合方程%"&很好地通过了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

验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过程略&#得到上海市建

筑业$j)和%j)+***"$f%,+"说明上海市建筑业属

于规模效益递减的阶段#

G’!’G!浙江省建筑业劳动产出弹性$和资本产出弹

性%的估算!同理"通过以上计算过 程 可 以 得 到 浙 江

省"年的生产函数方程为!

]j)’""#E/ +’!#* %+)&
拟合方程%+)&很好地通过了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

验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过程略&#得到浙江省建

筑业$j)和%j++!#*"$f%%+"说明浙江省建筑业属

于规模效益递增的阶段#

G’G!苏沪浙建筑业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测算与比较

G’G’+!江苏省建筑业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测算!根据

表+的基础数据"经过整理和计算可以得到江苏省建

筑业投入@产 出 增 量 及 年 增 长 量%如 表A所 示&#同

时"在$和%已 经 估 算 出 结 果 的 基 础 上"可 以 根 据 式

%A&计 算 出 每 年 相 对 于 前 一 年 的 技 术 进 步 贡 献 率

%3E’E&%如表A所示&"即 在 相 对 于 第%,@+&年 的 基

B#+ 重 庆 建 筑 大 学 学 报 !!!!!!!!!!!!!!!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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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第,年的技术进步贡献率!例如在表A的计算结

果中"江苏省+""B年相对于+""#年 的 年 技 术 进 步 贡

献率为+A’B""]#!))!年 相 对 于!))+年 的 技 术 进 步

贡献率则为@+A’E#A]!
有关研究指出"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概念 应 该 是 一

个在评价年份 里 的 均 值 的 概 念$#"*%"则 通 过 表A的 计

算数据"可以得到从+""#年至!))G年期间"江苏省年

平均技术进步贡献率为!’)"]!但 如 果 以!’)"]的

均值概念去计算江苏省!))G年比+""#年的技术进步

贡献率"即&’+f!’)"](E@+)l+))]j+E’)#*]"则

会存在一定误 差"因 为 毕 竟!’)"]是 计 算 出 的 均 值"
并不是每年的实际值!

为了更加准确地得出各个省份!))G年在+""#年

基础上的技术进步贡献率"我们引入一个技术进步系

数E’,(的概 念"假 设E’+""#(j+"即 假 设+""#年 技

术进步系数为+"通过式’++(可以求出每年的E’,(*

E’,f+(jE’,(&+f3E+E’,() ’++(
进而"E’,(@+的值即为第,年相对于起始年’+""#

年(的技术进步贡献率!江苏省各年比+""#年的技术

进步贡献率如表A所示"如+""*年相对于+""#年的技

术进步贡献率则为!’*##]#!))G年相对于+""#年的技

术进步贡献率为+!’!A"]!由此可见"通过此种方法算

出的相对起始年份的技术进步贡献率要比用年技术进

步贡献率推算的值’+E’)#*](要准确!

G’G’!!上海市和浙江省建筑业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测

算!同理"可以得到上海’表#(和浙江’表B(建筑业投

入@产出增量及年增长量,年技术进步贡献率"以及各

年的技术进步系数!
表A!江苏省建筑业投入@产出增量及年增长量!+""#@!))G"

年

份

3]
亿元

3M
万人

3/
亿元

3]+]

O

3M+M

O

3/+/

O

3E+E

O
E’,(

+""# + + + + + + + +
+""B A*B’EA#G +++’!" "#’E#B# )’EE*B!B +’++*+A# )’*A)BG# )’+AB"" +’+AB""
+""* #*’#A"B @A’!B GB’!AG* )’)#B*#! @)’)!)! )’+B)EE! @)’+)A+G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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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G!苏沪浙建筑业年技术进步贡献率!技术进步系

数比较与分析

!+"苏沪浙建筑业年技术进步贡献率比较与分析

图+!沪苏浙年技术进步贡献率比较!+""#@!))G"

江苏省建筑业年技术进步贡献率出现负值的年份

有A个#出现正值的年份有A个#在+""*年和!))!年表

现不佳!分别达到@+)’A+]和@+A’E#]"$在+""B年和

!))G年表现显著!分别达到+A’*)]和!!’G+]"%江苏

省"年间的年均技术进步贡献率为!’)"]%
上海市建筑业年技术进步贡献率出现负值的年份

有G个#在!))!年表现非常不好!达到@A+’A!]"#主要

原因在于!))!年的上海建筑业的资金投入增长率达到

*+’!*]#而当年建筑业的总产值只增加了+G’"#]$出

现正值的年份有#个#在+""*年和!))G年表现显著!分
别达到+"’"!]和!*’*+]"%上海"年间的年均技术进

步贡 献 率 为)’E"]!如 果 不 考 虑!))!年 和!))G年#

+""#@!))+年 期 间 上 海 的 年 均 技 术 进 步 贡 献 率 达 到

A’+E]$江苏只有+’EB]#浙江则为@G’GA]"%
浙江省建筑业年技术进步贡献率出现负值的年份有

G个#在+""#年和+""B年表现不佳!分别达到@!+’)+]
和@!)’+E]"出现正值的年份有#个#在!)))年和!))!
年表现显著!分别达到++’*"]和+G’AA]"%浙江省"年

间的年均技术进步贡献率为)’BE]%
!!"苏沪浙建筑业技术进步系数的比较与分析

图!!沪苏浙历年技术进步系数比较!+""#@!))G"

以+""#年 为 比 较 基 年#上 海 市 建 筑 业 在+""*@
!))+年的技术进步系数一直位于首位#!))+年比+""#
年的技术进步贡献率为+"’*]$!))!年的年技术进步

贡献率糟糕的表现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年技

术进步系数#排在最后一位$!))G年有所回升%

和+""#年相比#江苏省建筑业在+""B年和!))G
年达 到 技 术 进 步 的 高 点#技 术 进 步 贡 献 率 达 到 了

+A’*)]和+!’!#]%+"""年和!))!年则表现不佳%
浙江省建筑业虽然产值增长速度很快!比+""#年

增长了E’EA倍"#排 在 比 较 对 象 的 首 位#但 是 和+""#
年相比#其各年的技术进步系数的情况却难以令人乐

观%浙江省技术进步系数在+""B@!))G年 间 都 低 于

+""#年的水平#但是在+"""年后#浙江省建筑业的技

术进步系数停止下滑#开始稳步上升%

A!结论

+"计算结果表明#江苏省建筑业基本属于规 模 效

益不变的阶段#上海市建筑业属于规模效益递减的阶

段#浙江省建筑业属于规模效益递增的阶段%

!"估算及 比 较 结 果 表 明#苏 沪 浙 建 筑 业!+""#年

@!))G年"年均 技 术 进 步 贡 献 率 水 平 总 体 较 低#若 以

年 均 技 术 进 步 贡 献 率 排 序 的 话#顺 序 为 江 苏

!!’)"B]"&上海!)’E"E]"和浙江!)’BEG]"%但如果

仅计算+""#年 至!))+年 的 年 均 技 术 进 步 贡 献 率 的

话#排序则 为 上 海!A’+E)]"&江 苏!+’EBA]"和 浙 江

!@G’GA+]"%

G"浙江建筑业经济增长最快#但年均技术进 步 贡

献率最低%

A"上海市在!))!年因为文中所分析的原因#导致

了其技术进步系数在!))!年表现非常不好#但是其在

+""*@!))+期间表现非常稳定#而且技术进步系数在

!))G年有明显上升#完全有理由相信其能够在以后的

年份里有好的表现%
研究的结果表明#苏沪浙建筑业的经 济 增 长 质 量

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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