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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运用 D E A
- M a

l
m

q
u i s t 指数 法测算 长江经 济带 流通业及 细分行业 全要素 生产率 、 技 术效率及技术进 步的 增 长情

况 , 通过 离 差指标对全要 素生产率 行业异 质性 及趋 势进行 考察 。 结 果表 明 : 2 0 0 4 
—

 2 0 1 3 年长 江经济带 流通业全要 素生

产率年均增长率为
一

2 . 5 % , 技术效 率为
一

 0
.
 8 % , 技术进步率 为

一
1 .

7% , 其发 展主要靠 要素驱 动 , 非 效率提升 ; 流 通业

细分行业 全要 素生产率 、 技 术效率 与技 术进 步 增 长 平均 差 异程 度分 别 为
一

0 . 0 1 8 7 、

一
0 . 0 2 0  1 、

一
0 . 0 0 8  4

, 行 业 异 质性

明 显 。

[ 关 键词 ] 长 江经济带 ; 流通业 ; 全要 素 生产率 ; D E A - M a l m
q

u i s t 指数法 ; 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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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水平 , 并对增 长 来源进行分解 , 考 察流通业增长
_

、 引 言质量 ; 二是从细分行业视角分析长江经济带流通业全

要素 生产率行业异质性及趋势 , 为促进长江经济带流

建设长江经济带是促进我 国 区域 经济 协调 发展通业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

的重大战 略 , 加快发展现代服 务业是长江经济带实现

创新驱动 , 促 进产业转型 升级 的 重要组成 1

。 流通业二 、研究方法

是现代服 务业体系 的核心组成部分 [
1

]

, 提 高 流通 业全

要素生产率对于 长 江经济带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和 经非参数方法无需设定具体生产 函数 和行 为假设 ,

济增 长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可避免 由 函 数 形式 不 同 而 导 致 的 检验结 果 偏 差 问

现有 文献对服 务业 全要素生产 率测算 和 分析较题 [ 4 ]

。 本文 采用 M a l m q u i s t 生产率测 算方法 , 对 长江

多 , 研究方法主要 为随机前沿模型 、 数据包络分析等 ,

经济带流通业分行业全要素 生产率进行测 算 。

而对流通业生产率关注较少 , 李晓慧 [
2

] 测 算 出 1 9 9 3
—全要 素生产率指数 可 以用 M a l m q u i s t 指数表示 :

2 0 0 8 年 中 国 流 通 业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平 均 增 长 率 为二
)

U
i

\ x  9 y  )

〇 .@ 指数测度 了在 / 时期技 术条件下从 < 时期 到 f0+ 1 时顧术效軸舰 。 随 , 可翻在出 时期
趋同 的 。 已有文献 对流通业全要 素 生产率的 分析主

技术 条 件 下 从 ( 时 期 到 i 时 期 技 术 效 率 的
要为 国家层面 , 对 流 通业全要 素 生产率分解 、 动态演M a l m c

j
u i s t

变 、作用机制及细 分行业 、 区域差异等研究不够深人 , ^ ^

 ,D
' U

C ^ '


, y + 1

)

对长江经济带流通业生产率的研究 尚 为空 。=
 D r

'

C x
-

, y >

本文对长江经济带服务 业全要素 生产 率 的 研究从 / 时期 到 f +  1 时期 的 M a
l
m q u i s t 生产率变化

主 要开展以下工作 :

一是测 算长江经济带流通业 T F P指数可表示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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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年资 本存量采用 K 〇 h i
i 方法估算 , 公式为 :

[
( :

D : ( ,
丨

, , )

) # ? , 1

' 丨 K
,
〇
=

/ ,

〇
/ ( y +  5 )

D
:

( a
,

, y )D
:

1

< x
,

, y
 ^其中 , K ,

。
为基年资 本存量 , J ,

。
为基年 固定资产投

其 中 , ( Y ,
:
/ ) 和 ( j :

" 1

, y
M

) 分别表 T i
w 时期 和 资额 , y 为分析期 内 固定资 产投 资年均增长率 , S 为折

1 时期 的投 人产 出 向量 , D ; 和 D
:

-

1 分别表本以 <时 期旧率 。 由 于 目前折旧率没有统一标 准 , 本文综合现有
和 / +  1 B寸期技术 为参照 的 ff 巨离 函数 。文献 , 参考原毅军等 [

6
] 的 做法 , 将流 通业各 行业 的 资

M a
l
m q u i s t 指 数 可 分 解 为 技 术 效 率 变 化 指 数本折旧率设为 4 % 。 采用固定资 产投资 价格指数对名

( E O 和技术进 步变化指 数 ( T P ) , 技术效率测 度 各 行义 固定资产投资 数据进行 折算 , 得到 以 2 0 0 4 年不变
业 的效 .率追赶程度 , 技术进步

■

反 映各行业技术前 '沿 面价格计算的分行业固定 资产投资额 。

的移 动 。 技术效率变 化指数可 进一步分解 为纯技 术

效率指数 ( p c 〉 和 规模 效率指数 C S O , 纯技术效 率可四 实 i E P 果 S 分析
1

衡量各行业纯技术无效率对技术 无效率的 贡 献程度 ,~ ~~ a

规模效率可衡 量 :
各行业 是否 处 于 最 1 尤生产规模 。 当利 用 D E A P 软件采用产 出导 向法 , 对长江经济带

各指数大于 1 时 ?

_
.

表不效率增 长 , 反 之 则表本效率 下
流通业及细分行业 的 T F P 指 数增 长情 况及其分解进

降 。 分解过程如 下 :行测算 ? 具体分析如下 。

m
, ( ^ '

 . y
"
 , x

'

, y ). (

一
) 长江 经济 带流通业 全要素 生 产 率 的 增 长

i J ,  C 
j r

^
 y  )

D ,

( j
.

, + ,

 y
+ ,

 }〇
,

( r
,

y )如 表 1 所示 ,
2 0 0 4 

—
2 0 1 3 年长江经济带流通业全

[
(

d —
'

(

J

,
’

, y
- -

'

)

) (

D
;

:
1

 (V , y )

)
]

' " =要 素生产率增 长率呈先上升再下降趋势 , 年均增 长率

E C  X  T P =  P C X S C  X T P为 一 2 .  5 % , 其 中 ,
2 0 0 7

—
2 0 1 1 年为正增长 , 最 高值 出

现在 2 0 0 9 年 , 增长率为 1 .  9 % 。

三 、指标选取 、数据处理及相 关说 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呈此消 彼长变化关系 , 技术

效率增长率总体呈先下降再上升变化趋势 , 技术进步

由于 2 0 0 3 年我 国行业分 类发 生 变 化 , 分行业增增长率则 呈先上升再下降变化趋势 。 具体 而言 , 技术

加值 、 固定 资产投资及从业人 员 数 的数据统计 口径差效率在 2 0 0 9
—

2 0 1 2 年 为正增 长且增 长率不 断提高 ,

別较大 , 故本文选取 2 0 0 4 
—

 2 0 1 3 年流通业 分行业产由 2 0 1 0 年 的 0 ?  4 % 上升到 2 0 1 2 年 的 5
.
3 % , 技术进步

出 、 劳动投入 和资 本投入的 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 原始则 由 2 0 1 0 年 的 0 ? 5 % 下降到 2 0 1 2 年 的 一 8 . 3 % ; 与此

数据 来 源于 2 0 0 5 
—

 2 0 1 4 年 中 国统计年 鉴 、 长江经济相反 , 技术进步在 2 0 0 6 

—
 2 0 0 9 年增长率由 0 . 7 % 上升

带各 省市统计年鉴及 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到 9
.
 4 % , 技 术效率则 由 一 2 .

 9 % 下降 到 一 6 .  9 % 。 这

流通业产 出 。 用增加值衡量 , 本 文 研究 的流通业种反 向变化关 系使 全要 素 生产率呈现 出 阶段性变化

主要包括
“

批发零售 业
”

、

“

住宿餐饮业
”

及
“

交通运输 、特征 , 即 2 0 0 9 年 以 前流通业全要 素生产 率增 长 主 要

仓储及邮 电通信业 ”
。 选取各省 市第 三产业增加 值指由 技术进步引 起 , 2 0 0 9 年 以后则 主要 以技术效率改进

数 , 以 2 0 0 4 年 为 基 期 对原 始数 据进行 缩减 , 得 到 以为主导 。

2 〇〇 4 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流通业分行业增 加值 。从技术效率分解指标看 , 纯技术效率在 2 0 0 6 和 2 0 1 2

劳动投入 。 由 于劳动投入 的质量数据无法获得 ,年为正增长 , 增长率分别 为 1 . 6 % 和 4 .
 8 % , 规模效率在

选取分行业
“年末 从业 人 员 数

”

反 映 劳 动投 入情 况 。 2 0 0 9
—

2 0 1 3 年保持正增长 , 表明技术效率的改进主要 由

由 于各 省 市统计 口 径不 同 , 本文参考 王恕立和 胡 宗规模效率主导 , 流通业发展呈现规模经济特征 。

彪 [ 5 ]

的做法 , 选取各 省 市
“

按 行业分城镇单 位就业人表 1 长江 经济带流通业 M a l m
q
u i s t 生产率指 数及分解

员数
”

对
?

流通业分行业从业人员 数进行估算 , 估算 公年份 技术效率 技术进步 纯技术效 率 规模效 率 T F P 指数

式为 : 流通业分行业 从业人数 = 流 通业 从业人数 X 2 0 0 5 / 2 0 0 4 0 .  9 7 7 0 .
 9 9 1 0 .  9 9 8 0 .  9 7 9 0 .  9 6 8

( 流通业分行业城镇单位就业 人数 / 流通业城镇单 位 2 0 0 6 / 2 0 0 5 0 . 9 8 0 0
.

9 8 6 1
. 0

1 6 0
.
 9 6 5 0 . 9 6 7

总、 京尤业人数 ) 。 2 0 0 7 / 2 0 0 6 0 .  9 7 1 1
. 0 0 7 0 . 9 8 7 0 . 9 8 4 0 . 9 7 9

资本投人 。 用 资本 存量衡量 , 采用永续盘存法估 2 0 0 8 / 2 0 0 7 0 . 9 6 6 1
. 0 3 7 0 . 9 7 9 0 . 9 8 6 L 

0 0 2

算 , 公式为 : 2 0 0 9 / 2 0 0 8° - 9 3 1L 
0 9 4° - 9 4 6° ~ 9 8 5 ^ 0 1 9

2 0
1 0 / 2 0 0 9 1 .

0 0 4 1
. 0 0 5 0 . 9 9 4 1 . 0 1 01 . 0 0 9

K
?
=  7

(

/+  ( 1
— 2 0 1 1 / 2 0 1 0 1

. 0 4 9 0 . 9 5 6 0 . 9 9 4 1
. 0 5 5 1

. 0 0 3

其 中 , K " 和K ? 丨 分别表 / 行业 i年 和 f 
—

 1年 2 0 1 2 / 2 0 1 1 1
. 0 5 3 0 . 9 1

7 1 . 0 4 8 1
. 0 0 4 0 . 9 6 5

资本存量 ,
S 为 资本折 旧率 , L 为 f 行业 ; 年固 定资产 2 0 1 3 / 2 0

1 2 0
. 9 9 9 0

. 8 7 0 0 . 9 6 9 1
. 0 3 2 0 . 8 6 9

投资额 。平均 0
. 9 9 2 0 . 9 8 3 0

.
9 9 2 1 . 0 0 0 0 . 9 7 5

@ 管理现代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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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要素投入相 比 , 生产率增长 对产 出增 长 的推动住宿餐饮业发展 。

贡献力较低 。 如表 2 所示 , 2 0 0 4 

—
 2 0 1 3 年流通业增 加为进一步考察流通业分行业各指数差异 , 表 4 反

值年均增 长 3
.
1 0 % , 从业人 员年均增 长 3 .  8 3 % , 固 定映 了各行业 M a l m q u i s t 指数及分解 的变化趋势 。

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1 5
.
 2 7 % , 可 以看 出 , 长江经济带流交通 运输 、仓储及邮 电通信业全要素 生产率增长

通 业增长仍主要来 源 于要 素投人 , 特 別是资 本要素 投在 2 0 0 4
—

2 0 0 9 年主要依靠技术进 步 , 技 术 效率 则 呈

人 , 流通业 发展 的粗 放 型 特征依 然 明 显 , 尚 未实现 由下降 趋势 , 表明随着 资 本投入的 增加 , 交通运输 、 仓储

粗放型 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 。及邮 电通信业 的技术进步得 到提升 , 但现有 资 源 和技

表 2 长江经济 带 流通业分行 业要素术潜力 尚 未充分 发挥 , 而 2 0 1 0
—

 2 0 1 2 年 全要素 生 产

投入及产 出增长率单位 率增 长主要依 靠技术效率 的改进 。 通 过对技 术效 率~ |

增加值年
|

从 .业人 员
|

固定资产投的分解可 以发现 , 2 0 0 4 

—
 2 0 1 3 年规模效率指数不 断提 ^均账 # 料] i f轉 料酬 K 率高 , 行业规模 效应不 断显现 , 并成 为推 动 全要 素生 产

交通运输 、
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0 . 4 2 2 .

 3 5 1 2 . 4 3率增 长 的 主要力童
批 发零售业 4 . 1 5 4 .  6 0 2 3 .

 5 3 '

 ^ ' °

—

住宿餐W


^


^
 餘雜H 要 ＊奸M議本純

n 〇 r i i 1 ^ 2 7

^下降 的倒 U 形趋势 , 并在 2 0 0 9 年达 到最大 值 , 增长率

注
: 增 长 率 以 2 0 0 4 年 不 变价格计算得到 ^为 4 . 9 % 。 比较各指数可 以发现 , 影响批发零售业 全

(
二 ) 长 江经济 带 流通业全要素生 产 率行业异质性要素 生产率变化的主要因 素是技术进 步 , 提高技术水

长江经济带 流 通业分行业 M a l m q u i s t 指 数 及 其 平能够有效推动批发零售业发展 。

分解 的测算结果如 表 3 所示 。住宿餐饮业全要素生产 率在 2 〇〇 5 、 2 〇〇 7 和 2 0 0 9

表 3 长江经济带流通业分行业 平均年 的增 长 率为 J E , 推 动 其增 长 的 主 要 因 素是技 术进

M a l
m

q
u i

s
丨 生产率指数及分解# 。 SM ￥  f f l

# 术 K 力
'

M ,


1

反 ,
2 0 0 4

—
2 0 0 9 年技术进 步增 长率 为 正 , 成为 推动 全

行业技术效率 技术进步
<

效率
规模效率 T F P 指数要 素 生产率增 长 的 主要 因 素 , 技术效率增 长 率 为 负 ,

0 . 9 8 5 0 . 9 9 6 0 . 9 7 6.
. 0 ! 0 0 . 9 8 !年技术效率则成为推动 全要素生产轉

聽幅 a 业 长的主要因素 ,
通过分解 可 以 发 现技术效率增长 主要

職财》业
_ _

i

^
o o o

_ _ —— —— —— 来源于规模效率 , 住宿餐饮业的规模效应逐渐显现 。

住宿和餐饮业 0 . 9 9 0 0 . 9 9 6 1
. 0 0 0 0

. 9 9 0 0 . 9 8 5

0 . 9 9 2 0 . 9 8 3 0 . 9 9 2!
■ 0 0 0 0 . 9 7 5 ( 三 ) 长 江 经济 带流通 业 全要 素 生 产 率行 业异 质

可 以看 出 , 各指数存在 行业异质性且推动各行业

全要 素生产率 变化的主导 力量不 同 。 交通运输 、仓储参考李小平 和朱钟棟 m
、 王恕立和 胡 宗彪 i 的做

及 邮 电 通信业 的 规模 效率增长 率为 正 , 表 明 交通 运法 , 选取差异程度衡量指标分析 长江经济 带流通业全

输 、仓储及 邮电 通 信业 已 形成一定 规模效应 , 但技 术要 素生产率的行业异质性趋势特征 。

效率增长率为 负 , 表 明现有 资源和技术潜 力 尚未充分记 ” 个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分 别 为 n , ~ ,

…
,

发挥 ; 批发零售 业技术进步 为 负增 长 , 表 明技术进 步 r
, , , 将全要素 生产率指数 从大 到小排列 , 记排序后 的 全

是制 约批发零售业全要 素 生产率增 长 的主要因 素 ; 住要 素生 产率指 数为 ^  ,
卩

2
,
…

,
卩

?
, 计算几何平均值 P 。

宿餐 饮业 尚未 形成规模效应 , 通过提 升 规模效率可 以定 义离差指标 为 :

表 4 长江经济带流通业分行业 M a
l
m

q
u

i
s t 指数及分解 变化趋势

1

丨卜
交 通运

,

、仓储 及邮
,

通信业批 发和零 售业住宿 和餐饮业

技术效率技术进 步 T F P 指数技 术 效率技 术进 步 T F P 指数技术效 率技 术进 步 T F P 指数

2 0 0 5 / 2 0 0 4 0 .  9 3 6 1 .
 0 1 1 0 .  9 4 6 1 .  0 0 1 0 .  9 5 10 .  9 5 2 0 .  9 9 5 1 .

 0 1 11
.  0 0 6

2 0 0 6 / 2 0 0 5 1 .  0 0 11 .  0 0 4 1
. 0 0 4 1

. 0 0 0 0 .  9 5 2 0 .  9 5 3 0 .  9 4 2 1 . 0 0 4 0 .  9 4 5

2 0 0 7
/ 2 0 0 6 0 .  9 2 4 1 .  0 2 5 0 .  9 4 6 1

.  0
1 2 0 .  9 7 40 .  9 7 6

~

 0 .  9 9 2 1 . 0 2 5 1
. 0 1 7

2 0 0 8 / 2 0 0 7 0 . 9 5 5 1
. 0 5 2 1

. 0 0 5 0 . 9 9 8 1
. 0 0 6 1

.
 0 0 8 0 .  9 4 4 1 . 0 5 2 0 . 9 9 3

2 0 0 9 / 2 0 0 8 0 .  8 6 9 1 . 1 1 8 0 .  9 7 11 .  0 0 0 1 . 0 4 9 L  0 4 9 0 .  9 3 0 1
. 1 1 8 1

.  0 4 0

2 0
1 0 / 2 0 0 9 1

. 0 5 0 1
.
 0 1 8 1 .  0 6 9 1 .

 0 1 5 0 .  9 7 8 0 .  9 8 10 .  9 6 4 1
.  0 1 8 0 .  9 8 1

2 0
1 1 / 2 0 1 0 1

.
1 1

7 0 .  9 5 8 1 . 0 7 1 0 .  9 8 5 0 .  9 5 30 .  9 6 2 1 .  0 3 3
~

 0 . 9 5 8 0 .  9 9 0

2 0
1 2 / 2 0

1 1 1 . 1 2 3 0 . 9 2 7 1 .
0 4

1 1 .
0 2 1 0 . 8 9 8 0

.  8 8 5 1 .
0 3 9 0 . 9 2 7 0 . 9 6 3

2 0 1 3 / 2 0 1 2 0
.

9 2 5 0
. 8 7 0 0 . 8 0 5 1 .

0 3 5 0 . 8 7 8 0
.  8 6 8 1

. 0 7 8 0 . 8 7 0 0 . 9 3 9

| 限 于篇 幅 , 只 列 出 了 分行业技 术效率 、技术进步 和 T F P 指教 , 如有 需要可 向 作 者索 取 。

2 技 术 效率和技术进 步指数 离 差 的 计算 方 法 与 此类 似 。

2 0 1 7 年 第 1 期



[

区域绞 y齐

I I I 丨 I I I川 丨川 丨

丨 丨 丨丨 丨

丨 I I I训

2 v S .  ^-率的行业异质性及趋势 。 得出如下结论 。

J

~

) = 
 y Z

?

( 广
—

T

~

)'第一 , 长江经济带流通业 全要 素 生产率呈先上升

D 的绝对值越 大表示行业差异 程度越大 , 反之 ,再下降趋势 , 年均增 长率为 一
 2

. 5 % , 其中 , 技术效率

如果行业的 全要素生产率都 一致 , 则 D =
0 。 根 据离年均增长率为 一  0 .  8 % , 技 术进步 率年均增长率 为 一

差计算公式得 到 2 0 0 4 

—
 2 0 1 3 年 流通业分行业全要 素 1

.  7 % 。 长江经济带流通业发 展依 然靠要 素 驱动而非

生产率指数 、技术效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差异程度效率 提升 , 尚 未实 现 由 粗放 型 向 集约 型 增长方式 的

变化趋势 , 如 图 1 所示 。转变 。

2 0 0 5 2 0 0 6 2 0 0 7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2 0 1

1 2 0 1 2 2 0 1 3第二 , 从细分行业 看 , 各 指数在行 业间 存在异质
°

|
11 1 

~
_性 , 且各行业全要 素生产率变化的 主导 因 素不 同 。 交

-
0 . 0 1

. . ^ ^通运输 、仓储及邮 电通信业 已 形成一 定规模效应 , 但

~
0 0 2

' \批发零售业全要素 生产率增长 的 主要 因素 ; 规模效率

-
0 . 0 3

-m提升可 以有效推动住宿和餐饮业发展 。

第三 , 长江经济 带流通业全 要素 生产率 、技 术效
~

0 0 4率 、 技 术 进 步 的 平 均 差 异 程 度 分 别 为 一 0
.  0 1 8  7 、

■
4
- 全要素 生产 率 《■■技术效率 + 技术进步 r  , w j . r ^ y v

. ?  ^ _—
0 .  0 2 0 1 、

一
0 .  0 0 8  4 , 行业间 全要素 生产率和 技术效

图 1
长 江经济带

^
通业 分打业全要 S率指数差异呈

“

发散
”

趋 势 , 技 术 进 步指 数差异 则呈
生产率异质程度 变化趋 ?“

收敛 , ’趋势 。

可 以发现 , 流通业行业 间全要素 生产率和 技术效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过 程 中要 明 确 流通业 的 先

率指数 的差异呈
“发散 ”趋势 , 技术进 步指数 的差异呈导性 、 支柱性 、 战略性的重要地位 , 加快实施 流通业创

“

收敛
”

趋势 。 具 体 而言 , 全要 素 生 产率指 数除 2 0 0 8新驱动发展战略 . 将互联 网 + 、 0 2 0 、 电 商平 台等现代

年 , 差 异 程 度逐 年扩大 , 差异 程度在 一
〇 .  0 0 2  8 ( 2 0 0 8理念和 技术工具与 流通产业发展相融合 , 加快流通技

年 ) 至 一 0 . 0 3 1 7 ( 2 0 1 3 年 ) 间
;
技 术 效 率差 异程 度 在术创新 , 增强技术进步水平 和技 术效 率 , 提 高 区域 流

—
0 .  0 1 2  0 ( 2 0 0 6 年 ) 至 一

0 .  0 3 1  4 ( 2 0 1 3 年 ) 间 , 特别 是通业全要素增长率 。

2 0 0 9 年以后 , 差异程度扩大趋 势越 发 明显 ; 技 术进 步同时 . 注重流通产业区域 间 、 行业间 协调 发展 , 打

差异 程 度 在 一
0 . 0 0 1  4  ( 2 0 1 1 年 ) 至 一

0 . 0 1 2  8  ( 2 0 0 9破地域封锁 , 促进区域 内要素 自 由 流动和 资 源有效配

年 ) 间 , 差异程度逐年缩小 , 2 0 0 9 年 以后差异程度表现置 。 优化流通 产业布局 , 构建现代 流通 体 系 , 实现流

出 明 显趋 同趋 势 。 2 0 0 4
—

2 0 1 3 年全要 素 生产率 、技术通 产业大发展 的 同时 , 有效推动长 江经济带产业优化

效率 、 技 术 进 步 平 均 差 异 程 度 分 别 为 一
0 . 0 1 8  7 、升级和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 □

一
 0

.
0 2 0  1 、

一
 0

.
0 0 8 4

, 技术效率的 行业差异最大 , 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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