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我们所谈及的生产率，指的是全要素生产率（TFP），即
“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可以表示为总产量与全部要
素投入量之比。目前，有关生产率的研究涉及到宏观经济学、产
业组织、国际贸易、劳动经济学等诸多领域。近年来，随着微观
企业数据可得性提高，关于生产率的研究逐渐从宏观层面对总
体生产率水平的研究转向微观层面对异质性企业生产率水平
的研究。

一、生产率的内涵
简单而言，生产率就是在生产中的效率即从既定的投入中

可获得多少产出。这样生产率就可以用产出 - 投入比来表示。
在实践中许多学者经常用它来测算在一个市场中生产相似产
品的企业生产率的差异水平。当生产过程是单要素投入时，生
产率的测算很简单。单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可以表示为每单位的
单要素投入可生产出多少单位产出。其中，劳动生产率是人们
测量的一种最为常见的单要素生产率，其计算公式为 LPit=（yit/
lit），yit 代表企业 i 在 t 时间的产出；lit 代表企业 i 在 t 时间的劳
动投入；LPit 表示企业 i 在 t 时间每单位劳动投入可获得的产
出，即为劳动生产率。毋庸质疑，当生产过程中有多种要素投入
时，单一要素的生产率水平必定会受到其他要素投入量的影
响。比如，两个生产企业即使他们有相同的生产技术，如果一个
企业使用更多的资本，这两个生产企业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劳动
生产率水平，导致这两个生产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可能是因为他
们面临不同的要素价格，自然他们要素投入量也不相同。由于
这个原因，研究者为了更加准确地测算投入要素生产率差异的
水平，通常不使用单一要素生产率，而使用生产率的概念，即在
保持生产中所用要素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进行测算，这种测算
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对于 TFP 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Solow

（1957），所以，全要素生产率又称为“索洛余值”。近些年来，由
于企业微观数据的可得性增强，关于企业 TFP 测算的理论和经
验研究掀起了一阵热潮。

二、关于生产率的测算问题
生产率从概念上看是相对直接的，可以用产出———投入比

来表示。但要从实际的生产数据中测算生产率则会出现不少测
算方面的问题。

第一，关于产出的测算问题。很多企业不仅仅只生产一种产
品，而是生产多种产品。显然，在实际中测算企业的总产出时不
能对企业生产的一种产品的产出简单地加总，因为这些产品面
临的市场需求和生产技术可能不相同。因此，由于数据的限制，
常用收益来测量产出。但生产企业的微观数据中，没有特别包
含对产品质量的测量。如果产品质量的差异完全反映在价格
上，那么在存在垄断势力的市场下，生产者价格的改变就不完
全体现在质量上了。因而，最终所测量的生产企业的生产率水
平可能不能完全反映他们的生产效率。所以假设单一产品的生
产企业和用收益来测量产出，会影响关于产出测算的结果，从
而导致对 TFP 的有偏估计。

第二，关于投入的测算问题。在对投入的测算时，通常会构
建如下一个 C-D 生产函数：

Yit=AitK
βk

it L
βl

it M
βm

it （1）

其中，Yit 代表在 t 时间生产企业 i 的产出，Kit，Lit 和 Mit 分别
代表在 t 时间生产企业 i 在生产中投入的资本，劳动和材料，Ait

为生产企业 i 在 t 时期的希克斯中性效率水平。在这种情况下，
投入由每种要素的产出弹性来表示。那么，按照这种形式，在实
际投入的测算中同样会遇到一些问题。第一，我们是根据劳动
力的数量、劳动时间，还是工资来测算投入的劳动要素呢？第
二，若用可观察到的投资和永久性的存货盘存（报表）来测算资
本的投入，那么折旧率应该假设为多少呢？第三，若用投入材料
的支出来测算投入的材料，那便会产生类似于收益与产出关系
的问题，即无法用投入材料的价格完全反映投入材料的质量。
第四，如何设定要素的产出弹性 βj，j∈{k，l，m}。如果假设完全
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那么弹性等于每种投入所获得的收益份
额，这可以使得构建 βj 简单化。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估计生产
函数来估计弹性 βj。

第三，关于 TFP的测算问题。通常对 TFP 的估计是对（1）
式进行对数化，并转变为下式：

yit=β0+βkkit+βlkit+βmmit+ωit （2）

因而，TFP 的估计可以表示为β赞 0+ω赞 it，在这里第一项对于样
本生产企业是相同的，第二项是异质性生产企业不同的。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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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用传统 OLS 最小二乘法对生产率的估计，会遇到很多计量
经济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样本选择性
偏差问题。传统上，TFP 的估计是通过构建一个平衡的面板数
据来获得，如在样本中删除了所有进入或退出的生产企业。但
是一些理论模型（如 Jovanovic，1982；Hopenhayn，1992）预期生
产企业的增加和退出很大程度上是由生产企业生产率水平的
差异决定的。但是，如果用一个非平衡的样本，即使在分析中考
虑到了进入和退出的生产企业，也未能明晰企业退出的决定，
这将导致一种选择性偏差。Olley 和 Pakes（1996）比较明确地考
虑了选择性偏差问题。二是，同时性偏差问题。尽管生产率可以
用 OLS 来估计，这种方法要求生产函数中的投入是外生变量。
Marschak 与 Andrews（1944）最早指出投入的选择与生产企业的
生产率可能相关，认为更有效率的企业可能投入更多，而效率
低的企业有较低的生产率，且效率低的企业更可能退出市场。
这样就会产生“投入的内生性”或同时性偏差问题，即选择的
投入水平与不可观察的生产率的冲击相关。传统的方法处理
投入的内 生 性 问 题 包 括 固 定 效 应 和 工 具 变 量（Griliches 和
Mariresse，1995）。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了新的方法包括 Olley
和 Pakes（1996），Blundell 和 Bond（1999）和 Levinsohn 和 Petrin

（2003）。此外，除了用计量方法估计企业生产率外，还有不少学
者用确定性方法如数据包络分析（DEA）法来测算企业的生产
率水平。

三、关于行业内企业生产率差异的思考
关于企业生产率的研究，主要在于研究行业内异质性企业

的生产率。除了对异质性企业生产率的测算外，我们还必须明
确，在一个存在众多异质性生产企业的市场中，生产企业生产
率的差异水平可以维持在怎样的一个范围内。下面我们来看一
个行业内生产率差异的模型，此模型是依据 Syverson（2011），显
示了生产率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假设生产企业 i 获得的利润
为：πi=R（Ai，Li，S）－WLi－F，R（·）为一般的收益函数，Ai 是生产
企业的生产率水平，Li 是劳动投入。为了分析的简便，假设劳动
是企业的唯一投入。R（·）的具体形式取决于产品的市场结构，
生产函数和生产企业所在行业所处的状态 S。S 包括整个行业
的需求冲击，行业生产企业数量和生产率水平。工资率 w 和固
定成本 F，对所有的生产者都是给定的。假设 R（·）是二阶可导。
坠R/坠L>0，坠2R/坠L2<0，坠R/坠A>0，坠2R/坠A坠L>0。对 R（·）形状的假设
意味着，给定行业的状态 S，每个生产企业有一个最优的 Li

*，它
随生产率水平的增加而增加。直觉上看，生产企业 Li 的最优规
模是在 MR=MC 情况下确定的，定义生产企业的利润在其最优
规模时为：

π（Ai，Li
*，S）=R（Ai，Li

*，S）-WLi
*-F

这意味着存在一个生产率水平A ，A 一般取决于 W，F 和行

业状态 S。如果 Ai<A ，则利润就为负，那么生产企业就有可能退

出该行业。生产企业决定是否进入一个行业时，首先要考虑为
了得到在区间[Al，Au]概率密度函数为 g（A）的生产率水平，是否
能够支付进入的沉没成本 SC。只有具有较高生产率的潜在进
入者将会获取非负的经营利润。因此，支付 SC 的期望值是利润
π（Ai，Li

*，S）在 g（A）及 Ai>A 的条件下的期望值，显然这一期望

值受到A 的影响。A 必须满足下面的等式：
Au

A乙 π（A，L*，S）g（A）dA= SC

这个表达式说明了行业的均衡，此时所有的生产企业获得
非负的经营利润。行业均衡时，企业生产率的分布可以定义为
f（A）：

f（A）=

g（A）
1-G（A）

，如果 A叟A

0，其

叟
叟
叟叟
叟
叟
叟
叟
叟 它

这个分布有两个显著的特征，第一，它不是减函数，这个模
型在一般的条件下支持生产率的异质性。第二，行业的平均生
产率水平将会随着外生参数的改变而改变。不同生产企业的生
产率提高将会提高行业的平均生产率水平。

当然，在实际中关于生产率的很多特征都没有包含在这个
模型中。这个模型刻画了长期的行业均衡。此外，这个模型假设
行业最初是均衡的，每个生产企业都遭受到一个持久的、独立
的生产率冲击。那些受到良好冲击的生产企业将会增加他们的
最优规模，然而那些遭受到负面冲击的企业将会缩小规模，而
新的生产企业将会以高于退出生产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进入行
业。这个模型的最大的局限性是生产商的生产率是外生的。尽
管模型有较大的局限，但可以让我们对行业内异质性企业生产
率的分布有一个直观的印象。从这个模型中，我们可以知道生
产率对于企业在行业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为此，生产企业
经常采取措施以提高他们的生产率水平。那么，有哪些要素会
影响到生产企业的生产率呢？我们可以从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内
部和外部因素来分析，很多学者对此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一）影响企业生产率差异的内部因素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有一部分因素是可以控制的，我们通常

把这些企业可控的因素称为决定企业生产率差异的内部因素。
现将这些因素归纳如下：

1.管理水平。管理在大多数生产函数中是不可观察的投入，
因此管理体现在生产率的测算中。企业的生产过程通常是由企
业的管理人员指导的，在生产实践中他们协调劳动、资本和材
料的投入使用。可以说，管理者的才能与实践对于企业的生产
经营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对于一个好的管理人员，他可以合
理分配时间、任务并激励员工生产，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相对
于劳动、资本和材料等要素的投入，管理投入就变得非常抽象
了。正因如此，对其管理水平进行研究就富有意义。Bloom 和
Reenen（2007）在管理实践对生产率的影响方面进行了比较全
面的研究。

2.产品创新。产品质量的创新可能没有提高每单位投入产
出的数量，但是产品质量创新可以提高产品的价格及每单位投
入企业获得的收益水平，那么这样看来产品创新可以提高生产
率水平。R&D 和高质量的员工能刺激创新。关于 R&D 和生产
率关系的文献也有很多。Doraszelski 与 Jaumandreu（2009）探讨
了生产率增长对 R&D 的影响。Bernard（2010）表明企业的 TFP
与生产的产品数量正相关，生产率增长伴随着企业产品范围的
扩张。

3.技术和人力资本。如果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存在质量差
异，那势必会对企业的生产率产生影响。劳动力的质量包括教
育、培训与经验等，有些学者研究了关于人力资本对生产率的
影响。如 Ilmakunnas，Maliranta 和 Vainiomaki（2004）论述了生产
率会随着工人的教育年限的增加而增加。对于资本投入的质
量，最重要还在于研究信息技术（IT）对生产率产生的影响。关
于 IT 资本对生产率产生的广泛影响，尤其是 IT 能使增长复苏
如 Jorgenson 等（2008），很多证据表明 IT 能导致企业生产率的
差异。

（二）影响企业生产率差异的外部因素
除了企业内部因素会对企业生产率差异造成影响外，企业

所处的外部环境也会对企业的生产率差异产生影响。我们可以
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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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管制。为了激励企业生产，政府通常会进行一些政策
改革（如贸易政策、市场管制），促使企业采取措施提高生产率。
但是，不好的市场管制措施还将导致对生产企业的负面影响，
以使生产企业的生产率减少。Benjamin Shi Qi 和 Schmitz（2009）
证明管制是怎样改变几十年来美国糖市场受挫的现状来提高
生产率。近期的研究还扩展到产品市场的规制对企业生产率水
平影响方面的研究。Greenstone List 和 Syverson（2011）证明了环
境规制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水平。

2.市场竞争。在一个行业内企业生产率水平的差异具有显
著性和持久性。在市场上通过优胜劣汰的选择机制，让更有效
率的生产企业占有更多的市场空间。除了行业内企业间的竞争
外，还有来自国外进口产品的竞争。近年来，很多学者热衷于贸
易竞争对异质性企业生产率影响的研究，特别是 Melitz（2003），
Amiti、Konings（2007）从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在一
个行业的企业的平均生产率水平与行业的贸易出口有强的相
关性，但是缺乏一定的证据来证明当这些企业开始出口时，对
这些国内企业的生产率有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出口企业必然
比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高，但是很多研究发现这种相关性很大
程度上反映了选择效应而非出口对生产率的随机影响。出口企
业在进入出口市场后生产率的优势会增加，就能提高他们的积
极性去参与创新活动。Biesebroeck（2005），Loecker（2007）发现
企业出口后可以获得更高的生产率增长，有趣的是企业出口产
品到高收入的区域可以获得高的生产率的增长。显然，出口市
场选择对于企业来说也很重要。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企业所处的内外环境是复杂
的、多变的，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且这
些因素会对企业的生产率产生较大的影响。

四、结语和展望
随着微观企业数据可得性提高，从企业层面研究生产率的

文献增多。很多国内外学者从理论和经验上，对企业生产率的
测算及导致异质性企业生产率差异的因素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虽然目前关于企业生产率的研究已取得不少丰硕的成果，但是
许多学者并不满足于此，而是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对企业
生产率的研究领域中。作者认为针对当前研究的现状，在今后
关于企业生产率的研究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

第一，企业生产率的测算。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在测
算企业的生产率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虽然已有很多学者对
此进行了研究，但如何更好地克服这些问题，以便更加准确地
对企业地生产率进行测算，这仍然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当
然对企业生产率的测算，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数据的获得，高
质量的数据能帮助我们更加准确的测算企业的生产率，所以今
后在对企业投入、产出相关数据的挖掘上还有很大的空间。

第二，企业生产率差异的原因探索。在市场上存在大量的
具有生产率差异的异质性企业，导致这些生产率差异的原因是
什么呢？虽然已有很多文献对此进行了研究，但是这些因素对
生产率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还不明确，若能量化这些影响企业
生产率变化因素，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解释生产率差异的原因。

第三，结合市场结构研究企业的生产率。不同的市场结构
对企业的影响不同，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中企业的相互作用行为
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完全竞争性市场，企业相互之间的行为不
会产生影响，而在具有垄断势力的市场，企业相互之间的策略
行为会彼此产生影响，并影响到产品的价格和需求，进而影响

到企业的生产率。因此，对于市场结构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
企业的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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