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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下全要素生产率
提升的机理与路径

马 秀 贞
(中共青岛市委党校 科研部,山东 青岛 266071)

摘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从要素分类的角度看,新要素、创新

要素、制度要素等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最重要的要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下全要素生产

率提升,须降低对一般生产性要素的依赖,提高新要素、制度、改革和创新等管理要素的贡献率,
既要通过存量调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更要在科技创新、制度变革、管理水平提高等方面做文

章,依靠存量调整、增量支撑、要素升级、制度变革和科技创新等路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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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一、文献综述和问题的提出

2015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

组第十一次会议中首次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

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冶 [1],这是经济新

常态下我国经济治理和宏观调控思路的重大调整。
四年来理论界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大量研

究,形成了许多研究成果,如背景与逻辑起点、理论

渊源与指导思想、学理逻辑与战略框架、推进路径与

对策、需求侧及宏观经济政策关系等。 其中,在推进

路径与对策方面,许多学者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

角度进行了分析,肯定了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对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郁

鸿胜基于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提出全要素生产率

增长率是考量供给侧结构优化最合适的指标,具体

通过技术进步贡献率反映,要在全部生产要素的投

入(包括资本、劳动、土地在内)中,寻找有效需求,
以科技创新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方式

增加有效供给。[2]沈坤荣等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现实可行的最优选择路径是以提升全要素生产

率而非资本投入为重点,并从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及

配置效率三个方面针对性地总结了具体改革过程中

需要注意的问题和可能的解决路径,强调发挥市场

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是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重

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所在。[3] 刘金全等

基于改进的索洛模型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增

长效应进行了理论推演,并分别通过动态随机一般

均衡模型与面板平滑转移模型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认为全要素生产

率冲击可以提高产出增长率,并带来“外部经济冶,
全要素生产率冲击是经济稳态增长下的“帕累托最

优冶,全面加快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利

用率等可以带来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4] 这些研

究对思考如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具有启发意义。 然而,这些研究对全要素生产

率分析还略显笼统,基于不同要素在全要素生产率

提升中的作用机理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与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内在逻辑研究还需深化,本研究希望有所

推进。
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逻辑关系

(一)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机理

1. 要素、要素分类及效应分析

基于现代经济学构建的分析框架,本文从需求

侧和供给侧两端分析经济增长问题。 与需求有关的



经济活动为需求侧,包括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驾

马车冶;与供给有关的经济活动为供给侧,包括生产

供给和要素供给。 经济增长的逻辑起点首先来自供

给侧的要素投入,包括要素的有效供给和合理配置,
即经济增长的供给侧驱动,这既需要保证一定的要

素投入量,更需要提升要素质量和效率。 进一步分

析发现这些要素主要包括两类(具体如图 1 所示):
一类是生产要素,生产要素又分为传统要素和新要

素,传统要素指土地和自然资源、劳动、资本等,而随

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新科技革命的涌动,催生了技

术、信息、知识和数据等“四新冶要素;另一类是管理

要素,是转化、组合、提升生产要素(包括传统要素

和“四新冶要素)和新要素并带来效率提升的要素,
主要包括创新、制度、管理和政策优化等。 经济学理

论研究和科技革命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各类要素

推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效应不同,土地和劳动、
劳动和资本存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且主要决定经

济的规模性增长,在这一规律的影响下,如果没有技

术进步的条件,生产率将不断下降,产出增长速度也

将越来越慢,最后进入静止状态,会使经济陷入停

滞。 可见,传统要素不是形成新增长、新动能的主要

来源,而新要素和管理要素在科技革命和新经济加

快发展的进程中,会不断抵消传统要素的边际收益

递减效应,从而决定生产率的增长,因而是经济增长

新旧动能转换特别是新动能形成的重要要素。

淤 我国理论界多用劳动生产率概念,在统计上采用全员劳动生产率指标,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

论,在计算上理论界多用新古典增长模型提供的理论和方法。

图 1摇 要素分类及效应

摇 摇 2.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机理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

的质量、效率和动力的重要标志,现在中央提出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对之

前的劳动生产率更清晰、全面的表达。 其实这一概

念来自于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淤,一般来说,
生产率是指生产活动在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效率,而
全要素生产率是产出与全部生产要素投入之比,可
用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来反映,而通常使

用的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等只是部分生产率。
经济学理论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是指产出增长率来

自于超出要素投入带来增长的部分,计算方法是除

去传统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等)投入之后的“余
值冶。[5]从要素分类的角度看,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需

要降低对一般生产性要素的依赖,主要依靠“四新冶
要素和制度、改革和创新等管理要素。

(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逻辑

2016 年 1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

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班

上的讲话,系统阐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与
西方供给学派的根本差异、必要性、意义、与需求侧

政策的关系等,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

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
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

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

素生产率冶。[6]吸收现代经济学精髓,综合中央供给

侧改革的精神和理论界最新研究成果,本文构建由

背景和逻辑起点、指导理念、目的和目标、任务和路

径、对策等组成的战略框架,如图 2 所示。

图 2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框架逻辑模型

1. 逻辑起点和问题导向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宏观背景和逻辑前提。 在我国新常态“三期

叠加冶的形势下,结构性、体制性和素质性矛盾和问

题突出,经济发展面临“四降一升冶,这些问题不是

总量性、周期性问题,主要是结构性问题,特别是供

需结构错配严重。 继续依赖要素投入已不能支撑我

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摆脱原有路径依赖,走全

要素生产率提升路径,这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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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点。[7]

2. 引领理念

以中央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

发展理念为引领,创新是首要发展理念,努力提高全

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加快形成以

创新为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3. 目的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从供给角

度包括供给品种增加、质量提升、适应消费升级与需

求结构的变化,从解决“需要冶与“生存冶的矛盾转向

“需要冶与“发展冶的矛盾。
4. 任务

包括近期任务和中长期任务。 “三去一降一

补冶的五大重点任务是近期任务,结构优化升级则

是中期任务,质量、效率和动力提升是长期性根本任

务。 近期任务每年不断推进不断调整,目的是为结

构优化升级和质量、效率、动力提升扫清障碍。

淤 三种增长:“斯密增长冶,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市场的深化和扩展,推动经济增长;“库兹

涅兹增长冶,指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人口、资源等要素投入的增加,经济结构从农业生产占主导地位向制造业和服务业

占主导地位转变;“熊彼特增长冶是指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它得名于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现代创

新理论的提出者———熊彼特。

5. 路径

根本路径是改革和创新。 一是要推进改革,改
革的目标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现代政府治理

体系,同步推进政府改革和市场化改革,为创新驱动

经济发展突破体制性、机制性障碍。 就要素供给的

角度而言,要推进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的要素市场

化改革,解决要素市场的体制性障碍,纠正要素价格

扭曲,以提高要素投入的生产效率。 针对结构性问

题,以改革破解结构性难题,改革要素配置效率低下

的体制机制,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实现

“看不见的手冶与“看得见的手冶的有效组合,在一般

竞争性领域主要发挥市场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在市

场失灵领域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市场不足、不完善

的领域还需政府完善市场,增进市场机能。 二是推

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机遇,大
力推进制度变革,推进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以创

新开启中国经济增长的“熊彼特增长阶段冶淤。 从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源头思考和切入,加快科技体制

改革,深入实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搞好知识产

权保护,保障创新者创新权益,以平台思维和生态思

维构建良好政策环境和生态系统,大力发展满足人

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民生科技,营造尊重创新、创造,
鼓励竞争、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8]

6. 对策

运用“加减乘除冶四则运算。 “加法冶是指补齐

短板,扩大要素供给,发展新兴产业,培育经济增长

新动力,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

效益,增加人口供给,提升全员素质,提升创新能力,
增加公共产品供给。 “减法冶是指政府简政放权、企
业清除过剩产能、社会为企业降低成本,给企业松

绑,给企业减负,激发微观经济活力。 “乘法冶是指培

育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以开放带动发展。 “除法冶是指消除发展

的体制障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8]

7. 目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在于调整不适应生产

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以激活社会创造力,提高全要素

生产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

力水平整体跃升。
供给侧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和市场

协调、配合,同时做好“加减乘除冶四则混合运算。
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为指

导,既要确保政策发挥效力,又要让要素市场改革同

步推进。 从上述战略框架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以此为抓手来引领和推

进改革,体现了理论逻辑与现实需要的统一。
(三)目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要素问题

从经济学研究和工业化发展的进程看,在工业

化的中后期,经济增长从投资驱动、要素驱动转向创

新驱动推进。 工业化早期阶段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

规模资本投入带来规模增长,进入中后期阶段以后,
要素投入的贡献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即所谓边际

收益递减效应,这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逐步提高。 美国和日本的发展也证实,在工业化

初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活劳动投入增加;在工业化

中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投入的贡献,全要素生

产率分别仅占 36% 和 11% ;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增

长转向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全要素生产

率分别上升到 70% 和 50% 以上。[9] 综合来看,我国

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而全要素生产率却很

低。 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在北京第七届中国经济前

瞻论坛上研判,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从 1995 年到

2009 年间的 3郾 9%下降到了 2011 年到 2015 年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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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郾 1% 。 根据预测,“十三五冶 时期,即 2016—2020
年,全要素生产率会下降到 2郾 7% 。 为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以提升全要素生

产率为目标和抓手,找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有效

路径。
进一步从分要素角度看,目前中国在新要素和

管理要素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见表 1。
表 1摇 分要素目前存在问题

要素 种类 问题

传统生产
要素

土 地 ( 自 然 资
源)、环境

资源利用率低、约束增强、压力
加大

劳动
劳动人口不足,人口红利消失,
体制内外差异

资本
价格信号扭曲,配置效率低下
与要素错配并存

“四新冶
要素

信息、 数 据、 技
术、知识

科技进步贡献率低,转化和支
撑新经济不足,新经济规模
尚小

管理要素

企业家
企业家精神不足、才能短缺,社
会尊崇、地位、公益心有待提高

创新、制度、政策
创新创业环境欠缺,创新存在
制度性障碍,政府过度干预资
源配置,造成资源错配、扭曲

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高速增长,目前,我国

的经济发展已经受到劳动人口不足、人口红利消失

和资源与环境的约束,粗放型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应
加快走集约化发展的道路,亟待以新要素代替旧要

素,提高要素利用效率。 而新要素和管理要素存在

的问题更深层次在于理念、制度和体制性原因,市场

经济运行不畅,市场之手不足与政府之手干预过度、
失当并存。 解决的办法根本在于推进市场化与政府

的双重改革: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首先把市场经

济的基本制度建立起来,诚信、法制、社会治理、产权

保护、公平竞争等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要素;
进一步明晰政府与市场的权力边界,通过顶层设计

和立法手段等制度安排界定二者运作空间,为政府

的运作提供恰当的边界和行动准则;深化政府行政

体制改革,政府逐步地从市场退出,发挥市场配置资

源的决定性作用,为企业提供更好的自我发展与自

主创新空间;明确政府的权力清单,探索“法无禁止

皆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冶的负面清单制度,通过政

府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职能转变,推进结构

性改革,尤其是全要素的结构性改革,促进要素升

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三、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路径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框架下

重构未来经济增长新动力最重要的一环,而创新

(特别是科技创新)、制度、管理等要素是影响全要

素生产率最重要的要素,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

心路径。 首先要解决存量问题,更要解决增量、效率

和质量问题,要把创新、推进新动能培育和新旧动能

转换作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支撑,着力

培育新主体(企业)、新产业、新动力,以形成新老交

替的崭新局面。 因此,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既需要精准施策也需要综合

考虑。
(一)存量调整路径

主要通过做“减法冶,淘汰化解过剩产能和落后

产能,妥善处置各类“僵尸企业冶,有效防范和化解

金融风险,清除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 “拦路虎冶。
(1)淘汰化解过剩和落后产能。 严格执行国家产业

政策,严禁违规建设钢铁、水泥、平板玻璃、船舶等行

业新增产能项目,对此类项目不办理土地供应、能
评、环评审批和新增授信支持等业务,在水泥等行业

积极探索产能置换指标交易,全面完成淘汰化解过

剩和落后产能任务。 (2)分类妥善处置工业“僵尸

企业冶。 严格认定和精准识别“僵尸企业冶,按照“企
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冶的原则,采
取资产重组、产权转让、关闭破产、清算注销等方式

进行分类处置。 (3)积极化解房地产库存。 全国

一、二、三线城市,房地产库存存在阶段性、区域性、
结构性等问题。 短期看,可以从保障房供应、基础设

施建设和城市改造拆迁、发展租赁市场等方面化解

库存压力;从中期看,积极引导房地产市场供需结构

调整,促进市场出清;从长远看,与城镇化发展、产城

融合相结合,建立房地产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二)增量增加和做大路径

增量的增加有赖于培育新市场主体,发展新产

业、新业态和新模式。 (1)发展新产业。 牢牢把握

全球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生产方式变化带来的新

机遇,以新生产要素为支撑,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

业模式为核心,促进智能产业、平台经济、品牌经济

发展,实现传统产业提质效、新兴产业提规模、跨界

融合提潜能、品牌高端提价值。[10](2)开发新区域。
支持自贸区、综合改革试验区、经贸示范区等先行先

试,支持有条件城市的新功能区、园区、创新中心等

建设。 (3)培育新品牌。 品牌培育塑造要注重区域

品牌、产业品牌、产品品牌、企业品牌和企业家品牌

的塑造,高端、大众与小众个性化品牌塑造。 (4)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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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新主体,做好“加法冶,通过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使
企业工商注册、变更、注销等手续便捷规范,优化营

商环境,培育新主体,培育及扶持创客群体成长,提
高主体的素质和能力,激发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5)促进科研院所和科技创新平台的创造活力。

(三)要素升级路径

(1)提高土地(自然资源)、资本、劳动等传统要

素的产出效率,通过新要素支撑带来新产业发展,通
过创新、创意带来效率提升,通过制度改革带来红利

释放,通过管理带来成本降低,通过教育、培训带来

劳动者素质提高和技能提升,通过规模报酬提升带

来成本摊低等。 (2)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优化土地

(自然资源)、资本、劳动等资源的配置。 (3)要在创

新、政策、制度等方面做文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尤
其要突出科技创新、人才引进与培育,还需要政府在

公共服务、城市功能提升等方面创造条件,促进要素

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11]

(四)制度变革和科技创新路径

从供给侧来说,关键是要做好 “减法冶 和 “除

法冶,采取减管制、减垄断、减税收等行动。 (1)在政

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推进降成本、减负担,清除旧的发

展理念、发展模式,以创新的视角、创业的思维对待

发展,激发微观经济活力。 政府通过简政放权,最大

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事务的管理,为经济松绑

减负;通过创造良好发展环境,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各种税费、融资成本、社会保障成本等,给企业松绑

减负。 (2)注重人才、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主导作

用,开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更强的全面创新,挖
掘经济发展新动力,优化创新创业环境。 (3)创新

科技投入方式,提升科技财政投入水平,采用“拨、
投、贷、补、奖、买冶等方式,撬动各类社会资本支持

创新创业。 (4)建立智库基金、科技成果转化基金、
创业孵化基金、天使投资基金与产业投资基金等各

类基金,设立科技信贷风险补偿准备金池,为科技型

中小企业创新提供融资支持。[12] 推广“人人创客冶
模式,推进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区有机

结合,不断降低创业孵化成本。
四、结论

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提升全要

素生产率,这既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

辑,也是现实逻辑。 全要素生产率代表了经济增长

的新动能。 对如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分析

视角在于通过要素分类及其功能解析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基于该视角的理论分析目前并不多见。 为此,
本文用逻辑推演的办法首先分析了提升全要素生产

率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关系,切入点是

要素、要素分类及效应,进而明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

提升机理以及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逻辑,并深入分析了目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

分要素存在的问题以及更深层次原因,认为解决问

题的根本在于推进市场化与政府的双重改革,最后

围绕制度创新、变革等提出存量调整、增量增加和做

大、要素升级、制度变革和科技创新等四大路径。 存

量调整路径主要通过做“减法冶,淘汰化解过剩产能

和落后产能,妥善处置各类“僵尸企业冶,有效防范

和化解金融风险,清除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拦路

虎冶;增量增加和做大路径有赖于培育新市场主体,
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要素升级路径既要提

高传统要素的产出效率,又要优化要素配置,更要在

制度创新方面做好文章;制度变革和科技创新路径,
主要是在供给侧做好“减法冶和“除法冶,采取减管

制、减垄断、减税收等行动。 未来的深入研究将以某

一区域为研究对象,克服数据获取难题,用成熟的方

法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计算和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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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chanism and Path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鄄side Structural Reform

MA Xiuzhen

(Research Department, Party Schoolof Qingdao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Qingdao, Shandong 266071, China)

Abstract:Enhanc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s the goal of supply鄄side structural re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ctor classification,
new elements, innovative elements and institutional element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improvement of total factor pro鄄
ductivity. To enhanc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鄄side structural reform, it is necessary to reduce the
dependence on general productive factors and increase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new factors, systems, reforms and innovations. We
should not only solve the problems left over from the past through stock adjustment, but also make efforts to promote scientific and tech鄄
nological innova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mprovement of management level, mainly relying on stock adjustment, incremental
support, factor upgrad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Key words: supply鄄side structural reform;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s;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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