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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创新要素为切入点，构建资源配置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框架，通过计算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中国
第二产业Ａ股上市公司实物资本、劳动力和创新要素的配置水平与加总 ＴＦＰ，对两者间的作用关系进行了实
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第二产业要素市场存在明显错配，创新要素配置失衡水平显著高于实物资本和劳动

力，且创新要素对实物资本和劳动力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能够有效降低两者的扭曲程度。要素配置水平和

ＴＦＰ间存在倒Ｕ型关系，即产业发展初期能够通过对要素的偏向性配置提升ＴＦＰ水平，但长期持续的资源配
置扭曲则会抑制ＴＦＰ的增长。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第二产业三种要素的配置状况在行业、股权性质以及地
区层面上均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结果验证了上述结论的有效性。故中国应深入推

进创新驱动战略，通过深化供给侧改革和要素市场化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和市场结构，提升企业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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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阶段，发展效率与发展质量提升明显。但囿于前期对发展速度的追

求，中国经济呈现明显的要素高强度投入与粗放式发展的特征，进而引发了包括资源约束趋紧、环境

污染严重、产业链低端锁定、资源配置效率偏低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

展。为缓解上述问题，政府在着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同时，积极实施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要

素市场化改革。一方面，通过创新发展推动经济质的提升和量的增长；另一方面，通过深化改革，建立

更加高效的市场机制，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虽然上述战略和措施有效提升了中国企业创新活力

和资源配置效率，但现阶段中国仍面临着较为突出的资源错配挑战，以创新投入为代表的要素再优化

再配置空间仍具有较大提升潜力。２０２２年，中国政府提出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说明了资源配
置效率提升的重要性和深化市场改革的紧迫性。故对该议题的讨论，将对提升国内大循环的规模与

速度，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生产要素和组合方式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对要素的需求量通常取决于企

业使用要素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间的关系。但实际上两者往往存在差异，从而影响企业使用要素

的数量，造成要素配置扭曲。Ｍａｇｅｅ（１９７３）［１］认为，当两部门工资利率不同时，要素将向拥有更高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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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的部门流动，引发配置扭曲。由于生产活动通常涉及多种要素投入，故部门间的差异可整合为整

体资源配置的扭曲。Ｂａｎｅｒｊｅｅ和Ｄｕｆｌｏ（２００５）［２］进一步研究发现，严重的产品或要素市场扭曲将导致
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受损，当要素从配置过度的企业向配置不足的企业流动时，可以降低配置失衡的
消极影响，改善企业生产效率，提高ＴＦＰ水平。Ｈｓｉｅｈ和 Ｋｌｅｎｏｗ（２００９）［３］建立了资源错配与宏观经济
的一般均衡框架（ＨＫ模型），认为当资源的实际配置与有效配置间存在偏离时即存在错配，且这种状
况能够通过企业层面的叠加影响行业与产业的加总ＴＦＰ。众多研究均证实了资源错配状况的改善能
对ＴＦＰ产生积极作用（李展和崔雪，２０２１）［４］，王文和牛泽东（２０１９）［５］从行业和地区的角度研究了资
源配置与ＴＦＰ间的关系，明确了资源配置失衡的具体作用途径。

随着资源约束进一步趋紧，众多学者开始对多种资源配置进行拓展研究。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１９３４）［６］

强调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并认为企业创新活动将引致要素从低生产率向高生产率企业流动，

能够通过淘汰低效企业提高行业整体生产率水平（Ａｃｅｍｏｇｌｕ和 Ｃａｏ，２０１５）［７］。随着部门分工细化，
研发部门与生产制造部门逐渐趋于独立，企业愈加重视研发活动的开展，用于研发的创新投入已逐步

成为开展生产活动的重要要素之一。因此，创新要素的配置和利用能力也成为衡量企业竞争力的重

要指标。目前，中国创新要素市场配置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学术界对创新要素也尚未形成统一定

义，且多数研究聚焦于宏观层面（郭宇航和孔薇巍，２０２２）［８］，微观层面的讨论相对较少。梳理文献发
现，多数研究者均认为企业创新要素主要包括Ｒ＆Ｄ人员和Ｒ＆Ｄ资本两种，且创新要素与ＴＦＰ间具有
显著的积极作用（白俊红等，２００９；王钺和刘秉镰，２０１７）［９～１０］。王必好（２０１６）［１１］研究发现，创新活动
有助于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和创新效率，并可以直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以及对要素的需求。而潘青

（２０１９）［１２］则发现企业可以通过高素质人力资本替代劳动力，产生要素间的替代作用，尤其是在部分
高技术行业中，创新要素对其他要素的替代作用不断加剧（俞立平，２０１６）［１３］。何玉梅和罗巧
（２０１８）［１４］证实了工业企业科技创新能够显著提高 ＴＦＰ水平，从而进一步激励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扩
大生产。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ＴＦＰ时加入了对创新要素的考量。

伴随企业在创新活动投入方面的增加，创新要素配置也存在着较大差别。张伟和张东辉

（２０２１）［１５］通过测度发现，近年来中国创新要素配置水平差异显著，且配置水平滞后于经济高质量发
展系统（徐晔和赵金凤，２０２１）［１６］。王正和郭珩（２０２３）［１７］证实了创新要素配置的优化将显著驱动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张伯超（２０１９）［１８］从创新要素配置角度出发证实了中国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的提升，但也发现制造业各行业间研发要素错配程度较为严重，产业政策无法有效改善要素配置失衡

状况，最终影响了整体产业的ＴＦＰ水平。整体来看，中国企业研发活动水平仍相对较低，创新要素错
配多表现为投入不足。一方面与创新活动本身所需人力资源的供给具有滞后性有关；另一方面则与

创新活动存在累积效应，企业创新投入增加的直接作用效果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从而影响企业投

入积极性有关。因此，多方面因素导致创新要素存在扭曲。

现阶段，多数研究者聚焦于对要素配置状态的研究，对各类要素配置水平与ＴＦＰ间的作用机理鲜
少进行深入探讨。实际生产中，企业获取资源的能力受多方面影响，要素在企业间的流动将直接影响

企业生产和行业资源配置水平，进而影响整体行业的生产状况。具体来说，当要素向高效率企业流动

时，一方面降低了高效企业获取要素的难度，推动同类企业以及上下游相关产业的集聚，产生集聚效

应，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另一方面，要素同方向流动易造成过度集聚，产生拥挤效应（Ｍｃｆａｄｄｅｎ，
１９７８）［１９］，进而可能引发企业间的过度竞争，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影响行业发展质效（王西贝和王群
勇，２０２３）［２０］。故资源错配可能存在双向影响，初期适当的资源错配能够提升 ＴＦＰ水平，但扭曲程度
过高则将抑制ＴＦＰ的提升，即两者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这与众多研究者认为要素集聚具有双向作
用效果一致（马红和侯贵生，２０１８）［２１］。沈能等（２０１４）［２２］就生产要素配置的最优问题进行了探讨，认
为要素配置存在门槛效应。曹红军等（２０１６）［２３］则认为资源配置与ＴＦＰ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

综上所述，创新要素、资源配置与全要素生产率间可能存在以下复杂的作用关系：一是创新

要素可以直接参与企业生产，提高生产率水平。二是创新要素可以通过替代作用弥补企业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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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素的获取不足，优化企业要素配置，提升生产效率。三是资源配置水平和 ＴＦＰ间存在复杂
的非线性作用。

当前，中国已迈入后工业化阶段，第二产业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支柱，与第一、三产业间均存在

较强的天然联系，是创新活动的重要集聚地。故基于上述分析，从中国第二产业入手厘清创新要

素、资源错配与 ＴＦＰ之间的作用关系，以创新要素投入的增加助推资源配置效率和 ＴＦＰ水平的进
一步提高。

三、创新要素、资源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框架

（一）创新要素、资源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模型

根据上述分析，借鉴ＨＫ模型的思想，将创新投入作为要素加入企业生产函数中，讨论垄断竞争
下异质性企业创新要素、资源错配以及ＴＦＰ三者间的作用关系。假定企业通过投入劳动力、实物资本
以及创新要素进行生产，并面临不同程度的劳动力与实物资本的扭曲。设定代表性厂商通过使用 Ｍ
个行业的产品生产单一最终产品，且该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则：

Ｙ＝∏
Ｍ

ｍ＝１
Ｙｍθｍ，∑θｍ ＝１ （１）

其中，θｍ为第ｍ个行业投入的产出弹性。假定Ｐ和Ｐｍ分别为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价格，则由企业成
本最小化可得：

ｍｉｎ
Ｙｍ
∑
Ｍ

ｍ＝１
ＰｍＹｍ　　ｓｔ　Ｙ＝∏

Ｍ

ｍ＝１
Ｙｍθｍ （２）

若行业产出Ｙｍ是ｍｎ个不同产品的ＣＥＳ加总中间产品，σ为不同企业产出的替代弹性，加总企业
产出可得到第ｍ个行业的产出水平：

Ｙｍ ＝ ∑
ｍｎ

ｉ＝１
Ｙｍｉ

σ－１( )σ
σ
σ－１ （３）

最大化第ｍ个行业的利润可得：

ｍａｘπ＝ＰｍＹｍ －∑
ｍｎ

ｉ＝１
ＰｍｉＹｍｉ （４）

设定企业遵循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且企业生产规模报酬不变，构建包含创新要素的增长模
型。将企业分为生产制造部门和研发部门，生产制造部门通过投入实物资本、研发部门的产出以及劳

动力进行生产活动。研发部门的投入包括Ｒ＆Ｄ人员和Ｒ＆Ｄ资本，企业在Ｒ＆Ｄ方面的投入可通过研发
支出合计衡量，因此可将研发支出合计视为研发部门唯一投入要素。合并化简得到总生产函数式（７），
其中包含实物资本（Ｋ）、劳动力（Ｌ）与创新要素（ＲＤ）。

Ｆｍｉ＝ｍＲＤγｍｍｉ （５）
Ｙｍｉ＝ΛｍｉＫαｍｍｉＬβｍｍｉＦκｍｍｉ （６）
Ｙｍｉ＝ＡｍｉＫαｍｍｉＬβｍｍｉＲＤφｍｍｉ，０＜αｍ、βｍ、φｍ ＜１ （７）

其中，φｍ ＝γｍκｍ，Ａｍｉ＝Λｍｉκｍｍ 为ｍ个行业中企业ｉ的ＴＦＰ水平，αｍ、βｍ、φｍ分别为Ｋ、Ｌ和ＲＤ的弹性
系数。假定ｍ个行业内部的各要素产出弹性相同，行业间弹性不同，为简化模型，假定ＲＤ与Ｋ的价格
均为ｒ，Ｌ的价格为ｗ，则异质性企业ｉ的利润最大化可表示为：

πｍｉ＝ＰｍｉＹｍｉ－（１＋τ
Ｋ
ｍｉ）λＲＤｍｉｒＫｍｉ－（１＋τ

Ｌ
ｍｉ）λＲＤｍｉｗＬｍｉ－（１＋τ

ＲＤ
ｍｉ）ｒＲＤｍｉ （８）

（１＋τＫｍｉ）、（１＋τ
Ｌ
ｍｉ）和（１＋τ

ＲＤ
ｍｉ）分别表示因资源错配导致的企业实物资本、劳动力和创新要素使

用成本的提高幅度；λＲＤｍｉ用于测度企业通过创新要素的替代作用缓解实物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的水平。
当存在要素扭曲时，企业最终使用Ｋ、Ｌ和ＲＤ的成本分别为（１＋τＫｍｉ）λ

ＲＤ
ｍｉｒＫｍｉ、（１＋τ

Ｌ
ｍｉ）λ

ＲＤ
ｍｉｗＬｓｉ和（１＋

τＲＤｍｉ）ｒＫｍｉ。通过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得到ｉ企业的实物资本和劳动力数量，加总得到ｍ个行业的实物
资本和劳动力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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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存在资源错配时，ｍ个行业加总的ＴＦＰ为：

Ａｍ ＝ ∑
ｍｎ

ｉ＝１

Ａｍ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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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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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ｎ

ｉ＝１

（１＋τＲＤｍｉ）
（１＋τＫｍｉ）λ

ＲＤ
ｍｉ

ＲＤｍｉ
ＲＤｍ
，

１
１＋τＬｍＲＤｍ

＝
ｍｎ

ｉ＝１

（１＋τＲＤｍｉ）
（１＋τＬｍｉ）λ

ＲＤ
ｍｉ

ＲＤｍｉ
ＲＤｍ

。

结合Ｐ＝∏
Ｍ

ｍ＝１
（ｐｍ／θｍ）θｍ得到最终产品市场的实际ＴＦＰ水平：

Ａ＝∏
Ｍ

ｍ＝１
θｍＡｍηｍΩ∑

Ｍ

ｍ＝１
Πｍ

（１＋τＫＲＤ）
α（１＋τＬＲＤ）

β

（１＋τＫｍＲＤｍ）
αｍ（１＋τＬｍＲＤｍ）

β( )ｍ
θｍ

（１１）

其中：ηｍ ＝
αｍ( )α

αｍ βｍ( )β
βｍ １－α－β
１－αｍ －β

( )
ｍ

αｍ＋βｍ－１ α
１－α－( )β

αｍ－β βｒ
ｗ（１－α－β[ ]）

βｍ－β

Ω ＝∑
Ｍ

ｍ＝１

（１－α－β）
（１－αｍ －βｍ）

ＲＤｍ
ＲＤ，　Πｍ ＝

（１－α－β）
（１－αｍ －βｍ）

ＲＤｍ
ＲＤ

∑
Ｍ

ｍ＝１

（１－α－β）
（１－αｍ －βｍ）

ＲＤｍ









ＲＤ

１
１＋τＫＲＤ

＝∑
Ｍ

ｍ＝１

αｍ
α
１－α－β
１－αｍ －βｍ

１
１＋τＫｍＲＤｍ

ＲＤｍ
ＲＤ，

１
１＋τＬＲＤ

＝∑
Ｍ

ｍ＝１

βｍ
β
１－α－β
１－αｍ －βｍ

１
１＋τＬｍＲＤｍ

ＲＤｍ
ＲＤ

当要素均不存在错配时，得到ｍ个行业资源最优配置时的有效全要素生产率Ａｍｅ与最终产品市场
的有效全要素生产率Ａｅ，如公式（１２）。

Ａｍｅ ＝ ∑
ｍｎ

ｉ＝１
Ａｍｉ

σ－１
σ
ＲＤｍｉ
ＲＤ( )

ｍ

σ
σ－１
，Ａｅ ＝∏

Ｍ

ｍ＝１
（θｍＡｍηｍΩ）θｍ （１２）

Ｙｍｒｅａｌ
Ｙｍｅｆｆ

＝
Ａｍ
Ａｍ
＝ ∑

ｍｎ

ｉ＝１

Ａｍｉ
Ａｍ
×
Ｚｍ
Ｚ( )
ｍｉ

σ－１
σ
ＲＤｍｉ
ＲＤ[ ]

ｍ

σ
σ－１

，
Ｙｒｅａｌ
Ｙｅｆｆ
＝ Ａ
Ａ
＝∏

Ｍ

ｍ＝１

Ａｍｉ
Ａｍ
∑
Ｍ

ｍ＝１
Πｍ
Ｚ
Ｚ( )[ ]
ｍ

θｍ （１３）

其中：Ｚｍｉ＝
（１＋τＫｍｉ）λ

ＲＤ
ｍｉ

１＋τＲＤ[ ]
ｍｉ

αｍ （１＋τＬｍｉ）λ
ＲＤ
ｍｉ

１＋τＲＤ[ ]
ｍｉ

βｍ

Ｚｍ ＝（１＋τＫｍＲＤｍ）
αｍ（１＋τＬｍＲＤｍ）

βｍ，Ｚ＝（１＋τＫＲＤ）
α（１＋τＬＲＤ）

β

公式（１３）反映了ｍ个行业的实际产出Ｙｍｒｅａｌ与有效产出Ｙｍｅｆｆ间的关系，以及整体产业的实际产出
Ｙｒｅａｌ与有效产出Ｙｅｆｆ间的关系。进一步可以将总体 ＴＦＰ的损失分解为行业内部差异以及行业间差异。

∑
Ｍ

ｍ＝１
Πｍ

（１＋τＫＲＤ）
α（１＋τＬＲＤ）

β

（１＋τＫｍＲＤｍ）
αｍ（１＋τＬｍＲＤｍ）

β[ ]ｍ 为不同行业间要素扭曲导致的ＴＦＰ损失，而
Ａｍｉ
Ａｍ
表示产业内部

企业ＴＦＰ与有效ＴＦＰ间存在的差异所造成的损失。
为厘清创新要素的作用途径，进一步讨论以下几种情形：

情形１：当企业存在创新要素扭曲，且不考虑创新要素对Ｋ和Ｌ扭曲的改善作用时，计算ｍ个行业
和最终产品的全要素生产率Ａｒｄｍ、Ａ

ｒｄ。

情形２：当创新要素不存在错配时，且企业能够通过研发投入降低Ｋ和Ｌ的扭曲时，计算ｍ个行业
和最终产品的全要素生产率Ａｒｄｎｍ、Ａ

ｒｄｎ。

通过比较上述测算结果与实际ＴＦＰ的差距，可以分离出创新要素扭曲对ＴＦＰ的作用效果，以及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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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要素的替代作用对ＴＦＰ的贡献①。

（二）具体指标测算方法

现有数据库仅提供企业的名义增加值，故沿用ＨＫ模型中的计算方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
和收入生产率（ＴＦＰＲ），如公式（１４）。利用幂次逼近方法对 ＴＦＰＲ进行处理，如公式（１５），使用处理后
的ＴＦＰＲ代替ＴＦＰ（Ｈｓｉｅｈ和Ｋｌｅｎｏｗ，２００９）［３］。

ＴＦＰｍｉ＝Ａｍｉ＝
Ｙｍｉ

ＫαｍｍｉＬβｍｍｉＲＤ
１－αｍ－βｍ
ｍｉ

，ＴＦＰＲｍｉ＝ＰｍｉＡｍｉ＝
ＰｍｉＹｍｉ

ＫαｍｍｉＬβｍｍｉＲＤ
１－αｍ－βｍ
ｍｉ

（１４）

Ａｍｉ＝κｍ
（ＰｍｉＹｍｉ）

σ
σ－１

ＫαｍｍｉＬβｍｍｉＲＤφｍｍｉ
＝

Ｙｍｉ
ＫαｍｍｉＬβｍｍｉＲＤφｍｍｉ

（１５）

其中，κｍ ＝
（ＰｍＹｍ）

－１／（σ－１）

Ｐｍ
。设定κｍ为１，即对任意ｍ个行业，相对生产率不受影响。公式（１６）描

述了ｍ个行业内部ｉ企业的Ｋ、Ｌ和ＲＤ的边际产出以及要素扭曲程度。

ＭＲＰＫｍｉ＝
σ－１
σ
αｍＰｍｉＹｍｉ
Ｋｍｉ

＝ｒ（１＋τＫｍｉ），１＋τ
Ｋ
ｍｉ＝

σ－１
σ
αｍＰｍｉＹｍｉ
ｒＫｍｉ

ＭＲＰＬｍｉ＝
σ－１
σ
βｍＰｍｉＹｍｉ
Ｌｍｉ

＝ｗｍｉ（１＋τ
Ｌ
ｍｉ），１＋τ

Ｌ
ｍｉ＝

σ－１
σ
βｍＰｍｉＹｍｉ
ｗｍｉＬｍｉ

ＭＲＰＲＤｍｉ＝
σ－１
σ
（１－αｍ －βｍ）ＰｍｉＹｍｉ

ＲＤｍｉ
＝ｒ（１＋τＲＤｍｉ），１＋τ

ＲＤ
ｍｉ ＝

σ－１
σ
（１－αｍ －βｍ）ＰｍｉＹｍｉ

ＲＤｍｉ×ｒ

（１６）

创新要素对实物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扭曲的缓解程度为λＲＤｍｉ，分子为行业整体创新投入占行业总收
入的比例，分母为企业ｉ的创新投入占其总收入的比例。

λＲＤｍｉ ＝
ＲＤｍ／ＰＹｍ
ＲＤｍｉ／ＰＹｍｉ

（１７）

四、企业创新、资源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演变特征分析

（一）样本选取及处理

本文选取Ｗｉｎｄ数据库中的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一方面，上市公司数据存在较强的时效
性和较高的准确性。另一方面，上市公司的上市与退市具有严格的要求，能够弱化企业因进入与退出

导致的样本选择问题。结合数据披露情况与所属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状况，共筛选出第二产业 Ａ股上
市公司３３６７家，并对缺失值和异常值进行处理：一是删除不符合一般会计准则的企业（增加值和中间
投入为负的企业）和连续多年缺乏关键指标的企业；二是根据实际控制人的性质将８类公司重新分为
中央国有、地方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四类；三是对数据进行共１％的缩尾处理。

首先通过估计生产函数得到产出弹性α、β、φ，并假定替代弹性σ为３。参考覃家琦（２０１０）［２４］使
用企业名义产出衡量企业增加值（ＰＹ），以２００４年为基期通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劳动力投入数量（Ｌ）使用员工人数衡量，公司支付的劳动者报酬（ＷＬ）利用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测度（白成太和陈光，２０１６）［２５］，通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减至２００４年，并与劳动力人数相
除得到平均薪酬ｗ。实物资本存量（Ｋ）选择固定资产合计加折旧进行衡量（杨震宇，２０１５）［２６］，并通过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至２００４年。根据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中国人民币中长期贷款利率均值，设定实
物资本使用成本为６％。借鉴 Ｃｏｅ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１９９５）［２７］的做法通过永续盘存法计算创新要素存量
（ＲＤ），使用上市公司研发支出合计衡量其创新要素投入水平，计算方法如公式（１８）。

ＲＤｉｔ＝（１－δ）ＲＤｉｔ－１＋Ｉ
ＲＤ
ｉｔ，ＲＤｉ０ ＝Ｉ

ＲＤ
ｉ０／（ｇ＋δ） （１８）

其中，ＲＤｉｔ为ｉ公司ｔ年的研发投入存量，Ｉ
ＲＤ
ｉｔ为研发投资，δ为折旧，ｇ为实际研发经费支出的几何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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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述四种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仅需在初始推导结果中设定对应指标为零即可，因篇幅有限，不再详述。



增长率。设定折旧率为１５％，研发平均增长率为１０％（Ｋｌｅｔｔｅ和 Ｇｒｉｌｉｃｈｅｓ，２０００）［２８］。借鉴王国顺等
（２０１０）［２９］的方法，使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平均值进行平减处理。

上市公司资源配置状况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为详细讨论变化趋势，加入企业年龄、企业规模

以及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兼任三个变量控制企业自身影响。企业年龄＝当年年份－企业成立年份＋
１，使用平减后的资产总额衡量企业规模，两变量均进行对数化处理。雷海民等（２０１２）［３０］通过研究发
现企业高管与企业控股股东的兼任对企业发展存在较大影响，故设定当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时，变量取

值为１，反之为０。由于企业对要素的配置能力受多方面影响（余明桂等，２０１９；张劲帆等２０１７）［３１～３２］，
为详细分析各要素配置状况，从行业类型、公司股权性质及地区分类三个维度展开讨论。

（二）要素配置状况及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分析

１要素配置状况分析
表１为第二产业实物资本、劳动力和创新要素的配置变化过程。第二产业整体实物资本错配水

平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间呈持续降低趋势，下降幅度达６９２％，而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则出现先升后降的态
势，这可能与政府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存在较大关系。劳动力错配程度逐步上升，１１年间扭曲程度上涨
７４％，而创新要素扭曲水平则呈现出波动变化过程。

表１　实物资本、劳动力及创新要素错配程度计算结果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Ｋ ５８７０ ３７８３ ２５５８ ２４４２ ２４７９ １８１０ ４６８６ ５６８４ ４９３６ ４１５４ ３８０３

Ｌ １１２３ ０９８７ １０２６ １０８０ １０９３ １２４７ １７３５ １７０９ １６９０ １７８２ １９５７

ＲＤ ４９５４ ３０９５ ２２７２ ２７１０ ２６１３ ２３０５ ２６５０ ２３０７ ２３２５ ３３２８ ２８６７

由于第二产业行业间对各类要素的需求存在较大差异，故细分行业对要素配置状况进行分析。

因篇幅限制，表２仅反映了各行业部分年份的要素扭曲计算结果。

表２　细分行业实物资本、劳动力及创新要素扭曲程度计算结果

行业
实物资本 劳动力 创新要素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采矿业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２８２ ０５７ ０６７ ０８３ ０７５ １０３ ２２８５３ ４０３３ １４１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４８６ ０９３ １０７ ５７７ １６５ ２２４ ３０３８ ３３１６ １９０４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２４０ ０５９ ２４２ ２４２ ０５６ ３０７ ２２７１ ２７６７ ３４３６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０１９ ０５４ ０９１ １６６ １１２ １８５ ４７７８ ３０９７ １６８５

非金属矿采选业 ４４９ ０５０ １２０ ２７７ ２２９ ３５０ ３０９２ ２８３７ ３２８５

其他采矿业 ５７０ ０８６ １７１ １０６ １０２ ０９５ ５９４６ １３６３ ８９４

制造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２０３ １０２ ２５５ ０７４ １１２ ２３５ ２７２６ ２８４１ ７１４９

食品制造业 ２２５ １１７ ２５５ ０７９ １２８ １９５ １２５２０ ４３２３ ２５２９

酒、饮料和

精制茶制造业
５０１ １６５ ３００ １３６ １６３ ２５０ １９４６２ ６６８０ ８６６３

纺织业 ２４６ １１０ ２０６ ０７５ １０４ １７３ ３０６８ １０４ １７３

纺织服装、服饰业 ８８０ ２６１ ３８８ １１９ １０９ １０１ １８２２ １７２９ １２７２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

制品和制鞋业
５５７ １９６ ３６７ １１７ ０９４ １１１ １１４２ １０７６ １３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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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行业
实物资本 劳动力 创新要素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制造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

藤、棕、草制品业
２３２ ０９１ １７４ １０１ １２０ １２１ ６０４ ６３０ ９４６

家具制造业 ５８６ １８２ ２８５ ０６０ １０６ １４５ ４９４ ８１８ １１２５

造纸和纸制品业 １７０ ０６８ １２０ ０９９ １３７ ２３３ ５９５１ １１８６ ２２１５

印刷和记录

媒介复制业
２０９ １０９ １２６ １０９ １５０ １２６ １６６１ １１１２ ７３７

文教、工美、体育和

娱乐用品制造业
５３２ ２１１ ２７０ ０６９ １１１ １４４ ４９７ ４２９ ９５６

石油、煤炭及

其他燃料加工业
１６１ ０７０ １２８ １２３ １６９ ２２４ ２５９２ ３４２７ ３０６０

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
３６３ １０３ ２１９ １４６ １４３ ２４２ ３５６１ １５１３ １４０４

医药制造业 ４１１ ０８２ ２４４ １１２ ０７５ １６７ １５２９ ６０９ ８７６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０７１ ０３０ ０１８ ０３７ ０６９ ０６８ ５４９０ ３２３３ ４３３６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１３８ ０２７ ０９１ ０６３ ０５６ １３５ ３１７０ ２７２ ５９４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１１３ ０３１ ０８６ １４３ １２４ １６４ ３０４３ ６８５ ７２４

黑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
１０６ ０３３ １４１ １０１ ０７４ ３８０ １１７１１ １１８０ １１００

有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
２８７ １２０ １７２ １２８ １４９ １９０ ５１６７ ４０８ ７８１

金属制品业 ３００ １１３ ３０５ ０９４ １１９ ２５１ １４０３ ７６２ １４２４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４３９ １３８ ２５０ １００ １１１ １６７ ８５７ ５６１ ６８６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８１４ ２８０ ５７９ １０５ １１０ １６０ １７７０ ９６９ ７３３

汽车制造业 ３６９ １１３ ２０９ ０９９ １１２ １６３ ８５０ ５５３ ６７５

铁路、船舶、航空

航天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

３７１ １３７ ３６６ ０７６ １１３ １６３ ３６３８ ６８４ ７２８

电气机械和

器材制造业
７０５ ２０２ ４８８ １０１ １２３ ２１１ １０８６ ５５９ ８８７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
８５８ ２８６ ６３８ ０９２ １０５ １７６ ８０１ ４８５ ６９４

仪器仪表制造业 ９８９ ３５４ ５５８ ０９７ １１５ １５２ ４８０ ４５１ ６３８

其他制造业 ７８８ ２５１ ３２６ ４５６ １１１ １６４ ９４９８ ２３５８ １７９７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３３２ ０７２ ３５４ ０６２ １４９ ３９８ ４５８ ３９０ ４６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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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行业
实物资本 劳动力 创新要素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电力、

热力、

燃气及

水生产

和供应业

电力、热力

生产和供应业
１１５ ０７１ ０６５ １５１ ２５６ ２９０ ２４１５８ ５０５５７ １８２８３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０９９ ０６５ ０７２ ０９３ １４４ ２３５ ６６７４ ２０９７４ ２００５７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０８４ ０７５ １１１ １２４ １５５ １７５ ８７６６ １３４４２ ６３４６６

建筑业
房屋建筑业 ５７５ ４４９ １５４１ ０７８ １２５ ０７７ ７３１９ ８５５０ ７７３４

土木工程建筑业 １０４０ ４０２ ８６１ ０９３ １４４ １７７ ８７２７９ ２０５７ ３８８２

从表２看，第二产业整体实物资本扭曲程度确实出现了再次提高，但分行业结果表明大部分行业
实物资本扭曲程度并未出现大幅度增长，且部分行业存在明显下降态势。劳动力要素在行业间的错

配情况差异显著，采矿业的扭曲程度先降后升，制造业则基本呈逐年递增态势，上述情况与中国劳动

力成本的上升趋势一致。就创新要素来说，采矿业扭曲水平呈递减趋势，制造业中各行业创新要素扭

曲程度存在较大差异，重工业创新要素错配程度低于轻工业。

２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分析
为全面讨论资源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根据推导结果计算存在资源错配和创新要素

替代作用时的实际加总ＴＦＰ，并与无扭曲时的有效ＴＦＰ进行比较，得到ＴＦＰ的提升潜能Ｙｓｅ。同时，计
算以下两种ＴＦＰ变化情况：一是测算创新要素替代作用对ＴＦＰ的相对影响Ｙｓｄ，衡量创新要素通过替
代作用缓解实物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扭曲，从而提高ＴＦＰ的作用效果；二是计算存在创新要素替代作
用时，创新要素不同扭曲情况下的ＴＦＰ的比值Ｙｓｌａ，从而测度创新要素扭曲对ＴＦＰ提升的影响。结合
目前中国要素市场配置状态，默认实物资本和劳动力均存在资源错配，不再单独讨论。

表３　三种ＴＦＰ比值的计算结果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Ｙｓｅ ０７８４ ０７８９ ０６９１ ０７５２ ０８４４ ０６１９ ０１３４ ０７９５ ０８０１ ０８０８ ０８１５

Ｙｓｄ １１８８ １１０９ ０８９４ ０９４３ １０５５ ０７４１ ０１７３ １０４７ １００８ ０９９９ ０９８４

Ｙｓｌａ ２９０３ ３０４１ ２７０６ ２８９０ ３０７１ ２４８３ １７７７ ２８４４ ３５２１ ３２７０ ３２７０

表３为２０１０年以来第二产业上市公司三种 ＴＦＰ比值的计算结果。Ｙｓｅ结果表明，自２０１０年以
来，第二产业实际ＴＦＰ与有效ＴＦＰ间的差距不断缩小。Ｙｓｄ大于１表明创新要素能够通过替代作用降
低Ｋ和Ｌ的扭曲，并提升ＴＦＰ水平。在１１年间，有一半时间Ｙｓｄ均大于１，说明企业应持续进行创新
活动，增加创新要素投入水平。Ｙｓｌａ大于１意味着相比无扭曲时的 ＴＦＰ，一定程度上的创新要素扭曲
反而会提高行业ＴＦＰ水平。测算结果表明，Ｙｓｌａ整体结果均大于１，企业创新要素一定程度上的错配
将对产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第二产业企业间创新能力差异较大，创新要素投

入仍然不足。

中国各类资源分布状况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和行业差异，从所有制和地区两个层面测度中国第

二产业的实际ＴＦＰ、有效ＴＦＰ，以及三种情况下 ＴＦＰ的提升潜能，以便更清晰地讨论 ＴＦＰ的外在影响
因素。由于２０１５年中国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对产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故以供给侧改革
推行时间为节点，分为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两个阶段进行研究，表４反映了按照公司实际
控股人性质划分的行业ＴＦＰ提升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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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分股权性质三种ＴＦＰ比值的计算结果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中央国有企业

Ｙｓｅ ０８４９ ０６９５ ０７７６ ００６５ ０８２４ ０８８５

Ｙｓｄ １０８０ ０７９７ ０８５９ ０８３０ １１６２ １０９９

Ｙｓｌａ ３８０３ ３６８２ ３５０２ ０４４７ ３１４６ ３８４０

地方国有企业

Ｙｓｅ ０６７８ ０６５４ ０４３９ ０４１６ ０８１５ ０７９７

Ｙｓｄ １０２６ ０９１６ ０５２４ ０５５８ １０６１ １０１７

Ｙｓｌａ ２２１９ ２４１６ １７６０ ２０５７ ２５９０ ２５３５

民营企业

Ｙｓｅ ０８０４ ０８２４ ０７６２ ０７９１ ０７９３ ０７８８

Ｙｓｄ １０１６ ０９７２ ０８６１ ０９２９ ０８９６ ０８８６

Ｙｓｌａ ２９０９ ２７１３ ２５３１ ３２５９ ３６９８ ３２６７

外资企业

Ｙｓｅ ０８４３ ０８３３ ０８８４ ０６７６ ０７０８ ０７２８

Ｙｓｄ １０７５ １０３８ １０１８ ０８４５ ０８５４ ０８４５

Ｙｓｌａ ２１３０ ２８４２ ２６４８ ３５００ ４５９９ ４５４９

表４所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除外资企业，其他三种企业的 ＴＦＰ提升潜能都在一定程度
上呈现明显下降趋势，而供给侧改革有效提升了三种企业的 ＴＦＰ提升潜能。考虑创新要素的替
代作用后发现，２０１６年前创新要素投入对四种企业的实物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扭曲的缓解作用较
为明显，但作用效果出现明显降低。２０１５年后，国有性质企业创新要素的增加有效缓解了劳动
力与实物资本的需求不足，进一步提升了 ＴＦＰ。而民营和外资企业在 ２０１５年之后均小于 １，说
明上述两种企业中创新要素的配置相较国有企业更为适宜，其对资源错配的缓解效应可能已经

消失。Ｙｓｌａ结果显示，供给侧改革前后创新要素扭曲对整体产业 ＴＦＰ的提升均起到显著作用。
上述结果验证了创新要素的偏向性配置可能对企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初期创新要素适度扭曲

将有助于部分企业快速发展。

　　注：ＴＦＰ、ＴＦＰ＿ｅ、ＴＦＰ＿ｄ、ＴＦＰ＿ｌａ分别表示实际ＴＦＰ、有效ＴＦＰ、存在创新要素扭曲但对Ｋ和Ｌ无错配改善作用的ＴＦＰ、存在

缓解作用但无创新要素扭曲的ＴＦＰ。

图１　分地区ＴＦＰ变动趋势图

图１刻画了中国分地区第二产业ＴＦＰ的变动趋势。东部地区实际ＴＦＰ与有效ＴＦＰ间的差距一直
保持较为稳定的状态，２０１５年后创新要素对实物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扭曲的缓解作用缩小，与东部地区
创新要素投入远高于中西部相符合。中部地区第二产业ＴＦＰ在２０１６年呈现剧烈波动，这与中国的工
业分布格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出台存在较大关系，实际 ＴＦＰ与有效 ＴＦＰ间的差距在扩大后逐步
缩小，２０１７年后趋于稳定。西部地区实际ＴＦＰ与有效 ＴＦＰ间的差距呈现出波动性，２０１６年之前两者
间差距逐渐降低，之后则呈现出先增加后降低再稳定的波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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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企业创新、资源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分析

通过理论分析以及上一部分对资源配置状态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将深入讨论创新要素

对实物资本和劳动力要素配置的作用方式，并进一步研究要素配置状况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

定量关系。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根据分析，构造面板模型实证分析创新要素、资源错配与 ＴＦＰ三者间的定量关系。企业发展初
期，要素一定程度的集聚将有助于推动企业快速发展，但过度的集聚则会产生拥挤效应，降低整体产

业或行业的配置效率，故加入三种要素的二次项，模型设定如公式（１９）。
ｑｎｉｔ＝αｉｔ＋βｌｎｙｆｉｔ＋γｃｏｎｔＸｉｔ＋μｔ＋τｊ＋ζｓ＋ｍ＋εｉｔ，ｎ＝Ｋ，Ｌ

ＴＦＰｉｔ＝αｉｔ＋φｑｎｉｔ＋γｃｏｎｔＸｉｔ＋μｔ＋τｊ＋ζｓ＋ｍ＋εｉｔ，ｎ＝Ｋ，Ｌ，ＲＤ

ＴＦＰｉｔ＝αｉｔ＋φ１ｑｎｉｔ＋φ２ｑｎｉｔ
２＋γｃｏｎｔＸｉｔ＋μｔ＋τｊ＋ζｓ＋ｍ＋εｉｔ，ｎ＝Ｋ，Ｌ，ＲＤ

（１９）

其中，ｎ分别表示实物资本Ｋ，劳动力Ｌ和创新投入 ＲＤ三种要素，ｑｎｉｔ为 ｉ企业 ｔ年不同要素的错配程
度，ｌｎｙｆｉｔ为ｉ企业ｔ年在创新方面的投入水平，ＴＦＰｉｔ表示ｉ企业ｔ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控制变量集合用
ｃｏｎｔＸｉｔ表示，μｔ、τｊ、ζｓ、ｍ分别表示固定时间、行业、地区和股权性质。在模型中加入以下变量。
１核心变量
错配程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包括企业实物资本、劳动力和创新要素的扭曲水平 ｑｋ、ｑｌ和 ｑｒｄ，

以及三种要素扭曲的二次方ｑｋ２、ｑｌ２和ｑｒｄ２。企业ＴＦＰ的具体测度方法前文已述，不再赘述。企业创
新投入ｌｎｙｆ使用平减后的企业研发支出合计衡量，并进行对数化处理。
２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ｓｉｚｅ）：使用前文计算结果。规模的扩大意味着企业拥有更多的资源，能够通过规

模优势压低生产成本，有助于提升企业研发意愿（池仁勇等，２０２０）［３３］。政府补贴力度（ｇｏｖ）：使
用政府补贴与企业资本总价的比值测度。政府可以通过产业政策对企业的发展方向和资源配置

状况产生间接引导作用，并可以利用优惠补贴政策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计划与投入，提升 ＴＦＰ
水平（李政等，２０１９）［３４］。资本集中度（ｚｂｊｚｄ）：测度企业资本的累积和深化，使用平减后的实物
资本存量与劳动力人数之比进行测度，资本存量的增加将推动企业在创新方面投入更多。企业

负债率（ｆｚｌ）、资产收益率（ｒｏａ）和运营收益率（ｒｏｓ）能够测度企业在盈利、资金配置和管理运营等
方面的综合能力。ｆｚｌ通过企业负债与资产总价之比衡量，ｒｏａ通过公司净利润与资产总价之比
衡量，反映企业对资产的利用水平。ｒｏｓ使用净利润与营业收入之比计算，衡量企业的实际经营
能力。融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企业年龄对融资能力存在明显影响，投资者对初创企业缺乏了

解，易使企业陷入融资难的困境，提高了实物资本要素使用成本（Ｂｅｒｇｅｒ和 Ｕｄｅｌｌ，１９９８）［３５］，而
劳动者也更倾向于选择成熟的企业，故加入企业年龄（ａｇｅ），并使用上一部分计算结果测度。两
职合一（ｊｒ）：使用上一部分计算结果。为减小变量异常值对回归的影响，在上述数据处理的前提
下对所有变量再进行共１％的缩尾处理，对缺失值进行插值补齐。表 ５为相关数据的描述性统
计结果。

表５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ｙｆ ９４６４ １４０７ ５８６９ １３６０８

ｓｉｚｅ １１５２８ １４３３ ８６１３ １５８４６

ｇｏｖ ０６２１ ０６９０ ０００９ ４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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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续）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ｚｂｊｚｄ ３０４３ ０９６４ ０４０１ ５６５６

ｆｚｌ ０４１３ ０１９３ ００５６ ０８６８

ｒｏａ ００６０ ００６３ －０１５５ ０２６９

ｒｏｓ ００９４ ０１０９ －０３６１ ０４２６

ａｇｅ ２７８４ ０３９５ １３８６ ３５５５

ｊｒ ０３０８ ０４６２ ０ １

（二）实证分析

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表明应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表６为基准回归结果。

表６　创新要素、资源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基准回归估计结果

ｑｋ（１） ｑｌ（２） ＴＦＰ（３） ＴＦＰ（４） ＴＦＰ（５）

ｌｎｙｆ
－０３７６

（－８００３）
－００１５

（－１６７３）

ｑｋ
００２２

（９６５７０）

ｑｌ
０１２８

（１２０９００）

ｑｒｄ
００００３

（３１７１０）

ｑｋ２
－８３ｅ－０５

（－４６３２０）

ｑｌ２
－０００２

（－５９９２０）

ｑｒｄ２
－１４ｅ－０８

（－２４１９０）

时间、地区、

股权性质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ｃｏｎｓ
４２６５

（７８２２）
０７４３

（７２４１）
０１２２

（２２３９０）
００４１

（７９４３）
０１５５

（２３３４０）

Ｒ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６ ０４１１ ０４９９ ０１１９

　　注：、、分别表示１％、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ｔ值。

表６中（１）～（２）列结果显示，企业创新将直接降低实物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错配程度。结
合（３）～（５）列结果可知，资源错配二次项均显著为负，一次项显著为正，表明初期要素错配程
度的提高将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随着要素扭曲水平的进一步上升，资源配置失衡将抑制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该结果印证了前述的推论，证实了要素扭曲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非线

性的倒 Ｕ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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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创新要素、资源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回归估计结果

ｑｋ（１） ｑｌ（２） ＴＦＰ（３） ＴＦＰ（４） ＴＦＰ（５） ＴＦＰ（６）

ｌｎｙｆ
－０２０３

（－３３２９）
－００６３

（－５１３４）

ｑｋ
００２５

（１１７６００）
００１６

（８７３３０）

ｑｌ
０１２５

（１２６７００）
００８４

（９５４９０）

ｑｒｄ
００００３

（３６８２０）
００００２

（４５１１０）

ｑｋ２
－９８ｅ－０５

（－６３６８０）
－６０ｅ－０５

（－４８１６０）

ｑｌ２
－０００２

（－６４５９０）
－０００１

（－５１１９０）

ｑｒｄ２
－１４ｅ－０８

（－２８６８０）
－９３ｅ－０９

（－３２４００）

ｚｂｊｚｄ
－３８９９

（－５８１４０）
０３９３

（２９３１０）
０１００

（８１１５０）
－００２１

（－１９３７０）
００１９

（１３４１０）
００４２

（３９１４０）

ａｇｅ
－２５３４

（－１５９９０）
－０４７６

（－１５００２）
－０００９

（－３５８７）
－０００５

（－２１６０）
－００５４

（－１６１３０）
０００７

（３４７３）

ｓｉｚｅ
０４９３

（６８２１）
００４５

（３１００）
－００６４

（－７６６５０）
－００５７

（－７０６８０）
－００６１

（－５５６００）
－００６１

（－９３５６０）

ｇｏｖ
－０１８５

（－３１５１）
－００７０

（－６０９０）
－００１１

（－１１０６０）
－０００７

（－７５９３）
－００１３

（－１０４１０）
－０００６

（－８５０１）

ｒｏａ
１９８２０

（１８５７０）
６６７１

（３１２５０）
０４４１

（２４８６０）
０１６５

（９３９０）
０８６４

（３８１２０）
００６８

（４７９６）

ｒｏｓ
－１０４９

（－２３３５）
－００５３

（－５９００）
００１９

（２５７５）
００３５

（５００６）
００００２

（０２２２）
００４８

（８４６３）

ｆｚｌ
１１２８

（３４９８）
０１８６

（２８８３）
－０００３
（－０５１９）

０００４
（０７２６）

００２２

（３２０３）
－００１６

（－３７５８）

ｊｒ
０７６６

（５８８２）
０１４０

（５３７４）
０００７

（３４１９）
０００９

（４１６９）
００１９

（６９３３）
０００４

（２５２０）

时间、地区、

股权性质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ｃｏｎｓ
１２９２０

（１８１００）
０１６５
（１１５７）

０６０２

（５０４７０）
０８１８

（７２４５０）
０９２６

（６０６９０）
０６５２

（７０６３０）

Ｒ２ ０２４０ ０１４３ ０６２７ ０６５３ ０３６４ ０７７７

　　注：、分别表示１％、５％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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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中（１）～（２）列结果显示，资本深化、政府补贴水平和企业年龄能够缓解实物资本扭曲状况，
企业规模则增加了资本要素的错配程度，上述结果与陈波和陈癑（２０２２）［３６］的论证相同，也符合大企
业更易融资的事实。但随着企业对要素需求量的不断提高，也更易造成扭曲水平再次上升。企业年

龄与管理经验成正比，成立时间较长的企业越能通过提升配置效率降低资本扭曲。就劳动力要素来

说，创新要素对劳动力扭曲的缓解能力明显，而资本集中度、企业规模和负债率的提升将进一步加剧

劳动力错配程度，但政府补贴力度和企业年龄则能够有效降低劳动力扭曲水平。（１）～（２）列估计结
果均显示出两职合一不利于资源配置的优化。（３）～（５）列反映了资源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
关系。实物资本、劳动力和创新要素的扭曲二次项均显著为负，验证了资源配置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

的非线性倒Ｕ型关系，即初期资源错配的提高能够促进企业发展，但当要素扭曲水平跨过拐点后，错
配程度的持续上升会拉高整体成本，不利于要素间形成最优要素投入组合。

（三）异质性分析

１行业异质性
大企业因融资渠道多、劳动力搜寻成本低，较小型企业更易获得各类要素（Ｗｈｉｔｅｄ和 Ｗｕ，

２００６）［３７］，因而更有意愿进行创新，提升核心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尤其对于创新要素，存在明显的此
多彼少现象，加之不同行业本身对创新要素需求存在差异，导致行业间资源错配明显。故从行业角度

进一步探讨创新要素、资源错配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表８和表９为分行业估计结果。

表８　分行业创新要素与资源扭曲的回归估计结果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

水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ｑｋ ｑｌ ｑｋ ｑｌ ｑｋ ｑｌ ｑｋ ｑｌ

ｌｎｙｆ
０３３９

（４５４３）
００２０
（１２７１）

－０１０３

（－３２８０）
－００９７

（－１２７２）
０２１５

（２７７２）
００５１
（１５３２）

－００１２０

（－１９４８）
－０２１９

（－３２７１）

控制变量 Ｙｓｅ Ｙｓｅ Ｙｓｅ Ｙｓｅ Ｙｓｅ Ｙｓｅ Ｙｓｅ Ｙｓｅ

时间、股权

性质、地区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ｃｏｎｓ
６４０８

（４２６０）
－２６５９

（－８２３８）
６５５６

（１７１９）
－０２３８

（－２５７８）
２５４５
（１５７９）

０２０３
（０２９５）

０１９６

（１７６９）
１２５６
（１０４６）

Ｒ２ ０５９４ ０６０７ ０４４５ ０３１５ ０４９５ ０５０４ ０４１７ ０２３４

　　注：、分别表示 １％、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ｔ值。

表８结果显示，创新要素的增加仅在制造业和建筑业中能够显著降低实物资本和劳动力的扭曲
水平，而在其他产业中则加剧了各类要素的扭曲情况。上述现象与行业特性有关，制造业和建筑业可

以通过使用新技术或新机器代替实物资本和劳动力要素，从而降低企业对传统要素的需求水平，缓和

了要素错配状况。

表９　分行业资源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回归估计结果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ｑｋ
００１４

（１０２５０）
００３４

（８６１４０）
００９

（２６６３）
１８５０

（１３５２０）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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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续）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ｑｌ
００１１
（１３６７）

００５２

（３２０８０）
－０００６

（－２３０７）
０１４５

（１０３１０）

ｑｒｄ
００００３

（７０４５）
０００２

（４２３７０）
４２ｅ－０５

（５２８３）
０００４

（９２９４）

ｑｋ２
５１ｅ－０５
（０７７９）

－０００１

（－５２１５０）
－０００１

（－１１９００）
－０５０１

（－６５３１）

ｑｌ２
０００２
（０８９４）

－００００４

（－２０６５）
０００１

（２２９３）
－０００７

（－６５１９）

ｑｒｄ２
－３９ｅ－０７

（－４２６９）
－４９ｅ－０６

（－１８０３０）
－９５ｅ－０９

（－３９１６）
－２７ｅ－０６

（－４１０１）

控制变量 Ｙｓｅ Ｙｓｅ Ｙｓｅ Ｙｓｅ

时间、股权性质、地区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ｃｏｎｓ
０２９４

（１４６８０）
０５１４

（７４４６０）
０１６１

（１２９００）
０７９９

（５１５６）

Ｒ２ ０９１７ ０８６９ ０９２９ ０８４０

　　注：、分别表示 １％、５％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ｔ值。

表９估计结果表明，要素扭曲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Ｕ型关系。其中，创新要素对具体细分
行业均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效果，实物资本要素对除采矿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均具有倒Ｕ型关系，
而劳动力要素扭曲则仅作用于制造业和建筑业。

２股权异质性分析
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建设高标准市

场体系。国有企业因其股权性质更易以较低的成本获取资源，从而可能不利于资源有效配置。方军

雄（２００７）［３８］通过国有和“三资”工业企业数据验证了国有企业的实物资本配置效率显著低于非国有
企业。故从股权性质角度对资源配置进行讨论，表１０为不同股权性质下创新要素对实物资本和劳动
力扭曲的作用结果。

表１０　分股权性质回归估计结果

中央国有企业 地方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ｑｋ ｑｌ ｑｋ ｑｌ ｑｋ ｑｌ ｑｋ ｑｌ

ｌｎｙｆ
０１７０

（２８８８）

－００２６

（－２３３５）

００５０

（１０６７）
－００４３

（－３１７４）

－０１５４

（－３２７１）

－０１１９

（－１０２１０）

０１２４

（０３７５）
－０１１８

（－３０４０）

控制变量 Ｙｓｅ Ｙｓｅ Ｙｓｅ Ｙｓｅ Ｙｓｅ Ｙｓｅ Ｙｓｅ Ｙｓｅ

时间、地区、行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ｃｏｎｓ
５５４２

（５５２０）

００２１

（０１１０）

０１０５

（０１２３）
０４８７

（１９８８）

６１８１

（１２８１）

－０１８４

（－１５４８）

００８５

（００１５）

０２１０

（０３１９）

Ｒ２ ０４７１ ０５０８ ０３４５ ０２６０ ０４３８ ０２８２ ０４５１ ０２６９

　　注：、分别表示１％、５％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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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创新要素的增加有利于直接降低实物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扭曲，且作用强度明显强于

国有性质企业。实际生产中，要素更易流向国有企业，故民营企业通过增加创新投入降低资源错配的

激励更强。就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来说，两种企业的实物资本错配水平会因创新要素投入的增加而

进一步恶化，不利于整体产业的发展，故需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促进要素向高效企业转移。

表１１　分股权性质资源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回归估计结果

中央国有企业 地方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ＴＦＰ ＴＦＰ ＴＦＰ ＴＦＰ

ｑｋ
００２８

（２５９２０）

００３０

（４５７７０）

００３３

（６８９２０）

００１１

（１６０９０）

ｑｌ
００４７

（８４９１）

００６４

（２３７７０）

００５３

（２８２５０）

００９０

（１１５９０）

ｑｒｄ
０００１

（１６５２０）

００００１

（２２１９０）

０００３

（３２６１０）

０００１

（１３８２０）

ｑｋ２
－０００１

（－１５８１０）

－００００４

（－３０９１０）

－０００１

（－４２５６）

－４９ｅ－０５

（－１１６５０）

ｑｌ２
－０００２

（－１６６２）

－０００２

（－８１９３）

００００２

（１０７１）
－０００６

（－６４８４）

ｑｒｄ２
－５７ｅ－０７

（－８６８４）

－５６ｅ－０９

（－１５４３０）

－４９ｅ－０６

（－８４０６）

－３０ｅ－０７

（－３５６０）

控制变量 Ｙｓｅ Ｙｓｅ Ｙｓｅ Ｙｓｅ

时间、地区、行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ｃｏｎｓ
０３６３

（２１８１０）

０４１３

（２５０７０）

０５５４

（６１６７０）

０９９７

（１９２１０）

Ｒ２ ０８１８ ０７９６ ０８６７ ０８３５

　　注：、分别表示 １％、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ｔ值。

表１１结果表明，四类企业中创新要素、实物资本的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均存在倒Ｕ型关系。
期初资源向部分企业倾斜可以推动其发展，并可以通过知识共享和“干中学”带动行业或产业整体发

展。但随着企业的持续壮大，要素扭曲水平的持续提高则会阻碍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此时需要更重视

资源配置的均衡和公平。计算拐点位置发现，创新要素拐点表现为民营 ＜中央国有 ＜外资 ＜地方国
有的顺序，侧面反映了部分地方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水平较低，需要继续深化地方国有企业改革，激

发企业创新活力。

３地区异质性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提升了要素流动速度，且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促使各类要素东流，制造业大

量集聚于东部地区，并推动该地区率先发展。加之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进一步推动东部地区从传统

制造业迈向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使得地区经济呈现明显分化发展态势，区域间差距逐步拉

大。因此，地区间要素配置的明显不同可能产生差异性作用效果，需进行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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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分地区企业创新要素与资源扭曲的回归估计结果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ｑｋ ｑｌ ｑｋ ｑｌ ｑｋ ｑｌ

ｌｎｙｆ
－０１２７

（－２８２３）

－００９３

（－１００７０）

－００１０

（－０２３５）
－００１０

（－６０１７）

－００８１

（－１６２６）
－００５５

（－３０９９）

控制变量 Ｙｓｅ Ｙｓｅ Ｙｓｅ Ｙｓｅ Ｙｓｅ Ｙｓｅ

时间、行业、股权性质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ｃｏｎｓ
６９０４

（１１２００）

－０１８７

（－１４８０）
６７７１

（１０７３０）

１１４０

（４９０４）

２０８４

（２４１６）

－１６６２

（－５４２０）

Ｒ２ ０４２７ ０２８７ ０４９８ ０３６３ ０４６１ ０３９８

　　注：表示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ｔ值。

表１２为分地区企业创新要素与资源扭曲的回归结果。东部地区创新要素对实物资本扭曲的缓
解强度明显高于对劳动力要素扭曲的缓解，中西部地区创新要素的增加仅对劳动力的作用更为明显，

对实物资本错配的作用效果为负但不显著，这与劳动力向东部流动有关。

表１３　分地区资源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回归估计结果

东部 中部 西部

ＴＦＰ ＴＦＰ ＴＦＰ

ｑｋ
００２８

（７２６４０）

００４８

（３９７４０）

００５７

（３６４８０）

ｑｌ
００４５

（２４６１）

００５０

（１４８９）

００５７

（１１１９０）

ｑｒｄ
０００２４

（４６３９０）

０００１

（１７５６０）

０００１

（１１０９０）

ｑｋ２
－００００４

（－４３２１０）

－０００１

（－２０６４０）

－０００１

（－２２１４０）

ｑｌ２
０００１

（３９３５）

－０００１

（－３４１０）

－０００２

（－３０１０）

ｑｒｄ２
－４２ｅ－０６

（－２２５９０）

－１０ｅ－０６

（－１０７５０）

－１６ｅ－０７

（－４７９３）

控制变量 Ｙｓｅ Ｙｓｅ Ｙｓｅ

时间、行业、股权性质 固定 固定 固定

＿ｃｏｎｓ
０５３４

（５４３７０）

０４４７

（２８４５０）

０５４６

（２３７５０）

Ｒ２ ０８５５ ０８９１ ０８６９

　　注：表示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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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为东、中、西部地区资源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估计结果。中、西部地区三种要素的配
置扭曲均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先促进后抑制的倒 Ｕ型作用，而东部地区仅实物资本和创新要素具
有倒Ｕ型作用效果。三个地区创新要素拐点顺序为东部 ＜中部 ＜西部，这与中国目前区域发展事实
相符，东部地区整体的创新要素存量和发展规模远超中、西部地区，更易达到拐点。但整体来看，中国

各地区的创新投入仍明显偏低，在创新方面的持续投入能够有效推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四）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参考白俊红和刘宇英（２０１８）［３９］的做法重新构建相对扭曲指标描述
企业资源配置状态，ｔｋ、ｔｌ为实物资本和劳动力的扭曲程度，计算如下：

ｔｋｉｔ＝（Ｋｉｔ／Ｋｔ）／（Ｙｉｔ／Ｙｔ）　Ｋｔ＝∑ｍｎ

ｉ
Ｋｉｔ

ｔｌｉｔ＝（Ｌｉｔ／Ｌｔ）／（Ｙｉｔ／Ｙｔ）　Ｌｔ＝∑ｍｎ

ｉ
Ｌｉｔ

（２０）

通常企业资本获取能力越大，在创新方面的投入可能越大，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也就越高，加之无

法避免的遗漏变量问题，均会导致内生性问题，故需进行内生性检验。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证实了模型
存在内生性问题，对三种要素的扭曲进行滞后２阶处理，重新估计模型。

表１４　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结果

稳健性检验 内生性检验

ｔｋ ｔｌ ＴＦＰ ｑｋ ｑｌ ｑｒｄ

ｌｎｙｆ
－０．１８４

（－２１．６９０）

－０．２４５

（－１８．０３０）
ｑ

０．０３２

（９４．９８０）

０．１２８

（６３．９７０）

０．００２

（３８．０７０）

控制变量 Ｙｓｅ Ｙｓｅ

时间、地区、

股权性质
固定 固定

ｑ２
－００００３

（－６１５９０）

－０００５

（－２１１８０）

－１８ｅ－０６

（－２５６３０）

＿ｃｏｎｓ
０．２２４

（１．９７０）

７．７４９

（４２．４６）

控制变量 Ｙｓｅ Ｙｓｅ Ｙｓｅ

时间、地区、

股权性质
固定 固定 固定

Ｒ２ ０４２８ ０３７０ Ｒ２ ０５４８ ０４７８ ０３１７

　　注：、分别表示 １％、５％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ｔ值。

表１４为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结果。结果显示，创新要素的增加确实能够缓解实物资本和劳
动力要素的扭曲，显著降低配置失衡水平。资源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 Ｕ
型关系，上述结论稳健有效。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企业创新要素入手，通过对ＨＫ框架进行扩展，构建了资源配置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框
架。以中国Ａ股上市公司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企业特征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对实物资本、劳动力和创新投
入三种要素的配置状况进行了刻画和分析，并计算了行业和产业的加总ＴＦＰ。同时，还讨论了企业各
要素扭曲状况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并对企业创新要素、资源错配和全要素生产率三者间的关

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首先，中国第二产业的要素市场存在明显错配现象。１１年间，实物资本整体错配程度下降，劳动
力要素扭曲水平上升，创新要素扭曲水平则表现出波动变化态势，且失衡程度明显高于实物资本和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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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三种要素的配置状况在细分行业、股权性质以及地区间均存在明显的差异性错配。

其次，企业创新要素的增加能够降低实物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扭曲程度，三种要素的错配程度和

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倒Ｕ型关系。发展初期，要素一定程度的扭曲配置能够提升全要素
生产率水平，但扭曲水平的持续提升则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

最后，分行业、股权性质以及地区的回归结果均证明了结论的稳健性。制造业和建筑业对创新要

素更为敏感，创新投入增加能够降低实物资本和劳动力的错配水平，且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实物资本和

劳动力扭曲均具有改善作用，但受地区差异影响，改善作用强度存在较大不同。就股权性质来说，创

新投入的增加主要降低了各类企业劳动力的扭曲状况，但加重了国有企业实物资本要素失衡情况。

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结果验证了企业创新要素投入的增加能够有效降低实物资本和劳动力要素

失衡状况，资源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具有倒Ｕ型作用关系。
目前，中国正处于深化改革的攻关期，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得到以下启示。一是应健全微观主体

创新体制机制，结合行业实际发展状况，鼓励创新要素向高效企业流动，进一步优化创新要素配置水

平。同时还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民营经济，提升市场活力。二是要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改

革，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要素市场体系，实现要素流动畅通，配置高效公平，要素价格由市场

决定。三是应对产业合理布局，完善相关产业创新优惠政策，强化中西部地区做好对东部地区的要素

对接和产业承接能力，助推第二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阶梯式发展，推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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