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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供给侧动力结构及其演进特征

林秀梅，张廷廷，孙海波

(吉林大学 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 基于供给侧视角，运用结构分解( SDA) 技术，从生产效率和要素投入结构两方面考察 1992 － 2015
年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及其演进特征，研究结果表明: 从总体层面看，劳动生产率提高始终是经济增长的

核心动力，劳动力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是增长的第二动力，初始投入、中间投入与总投入结构仍需动态优化;
新常态下生产效率提高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进一步弱化，中国经济已经迈入集约型发展

的初级阶段。从产业层面看，增长动力主体逐渐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服务化趋势

明显，服务业劳动力吸纳能力很强，已经成为拉动增长的主导产业。未来仍需提高生产效率，优化供给结构，
顺应经济服务化趋势，实现劳动力动态最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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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历经改革开放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目

前已由“结构性加速”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
［1 － 3］，

2016 － 2018 年经济合意增长率为 6% －7%［4］，结构性

减速在东部地区尤为明显
［5］，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

组
［6］

认为这种减速是资本积累速度下降、人口红利消

失和“干中学”技术进步效应递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

陆明涛等
［7］

认为结构性减速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

下降、资本产出比和消费率变化引发的资本增长率下

降和资本产出弹性下降共同决定的。面对经济下行压

力，提升要素效率，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体制改革，

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成为重构增长动力机

制的重要手段
［8］，而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将以原创

性技术进步的增长效应为主体
［9］。以往研究集中强

调了最终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给出了过去某

一段时期内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拉动增长

情况。刘瑞翔等
［10］

运用结构分解(SDA) 技术考察了

1987 － 2007 年间中国经济增长需求侧动力来源及结

构变化，认为投资与出口需求增加是增长的主要动力。
沈利生

［11］
也认为消费的作用远低于投资和出口，实现

经济增长要扩大最终需求，保持最终需求协调。有学

者对以扩大需求为主导的增长模式提出了质疑，余泳

泽
［12］

认为虽然投资主导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增

长，但是这种粗放式的增长模式直接导致全要素生产

率(TFP)断崖式下降，影响增长的可持续性。需求结

构不合理与产能过剩的叠加也可能导致我国陷入“中

等收入陷阱”［13］。此外，长期忽视供给因素作用导致

的经济结构失衡将加速经济放缓，徐朝阳
［14］

认为我国

的供给抑制政策造成的投资结构和供给结构的双重失

衡是近年来经济增速放缓的根本原因。勒涛等
［15］

研

究表明，除了最终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双重失衡外，

我国人口结构和城乡收入结构失衡也造成了经济增长

率下降。
以上研究表明，单方面增加最终需求或调整需求

结构已无法从根本上阻止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可持续

增长对供给结构调整提出了现实要求。以往学者对现

有供给侧动力结构的研究较少，高帆
［16］

将经济增长分

解为纯生产率效应、纯劳动投入效应、纯劳动结构效应

及三者交互项，发现纯生产率效应差距是决定我国区

域经济差距的主要因素。沈利生
［17］

强调最终需求结

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联动关系，认为我国最终需求结

构不合理变动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性障碍，而干春

晖等
［18］

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能有效抑制经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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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除了推进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合理调节劳

动力的产业分布外，供给结构的调整，特别是由政策因

素决定的初始分配和再分配(投入产出表中体现为各

项初始投入) 等结构的调整，以及由产业关联决定的

中间投入结构和总投入结构的调整，也将对促进供需

平衡和拉动增长产生重要影响。为分析现阶段我国经

济增长供给侧动力特征，通过定义劳动生产率为单位

劳动生产的最终产品，将劳动要素引入结构分解模型;

将增加值率变换为初始投入结构、总增加值率和总投

入结构三者乘积，运用 SDA 技术得到经济增长 6 大动

力，从生产效率和要素投入结构两方面考察各产业增

长动力构成。

一、理论模型与数据来源

( 一) 非竞争性投入产出模型

经济中存在转口贸易高估了国内最终需求，被高

估的这部分最终需求拉动中间产品进口来源国的经济

增长，而非我国经济增长。为使分解结果更加可靠，基

于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分析经济增长动力构成。
表 1 是标准的包含转口贸易的非竞争性投入产出

表，其中 X 为总产出列向量(或总投入行向量)，M 表

示进口产品列向量，Ｒ 表示增加值行向量，xd
表示国内

产品中间消耗矩阵，xm
表示进口产品中间消耗矩阵，

Ad
为国内产品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m

为进口产品直

接消耗系数矩阵，xd = AdX，xm = AmX。Cd
为最终消费

的国内产品列向量，INd
为资本形成中的国内产品列

向量，EXd
为由国内生产出口到国外的产品列向量，Fd

为国内产品最终使用列向量，Fd = Cd + INd + EXd。Cm

为最终消费的进口产品列向量，INm
为资本形成中的

进口产品列向量，EXm
为从国外进口再出口到国外的

产品列向量( 转口贸易向量)，Fm
为进口产品最终使

用列向量，Fm = Cm + INm + EXm。根据投入产出表的

平衡关系，有:

xd + Cd + INd + EXd = xd + Fd = AdX + Fd = X (1)

因此，总产出与国内最终需求的关系表示为:

X = ( I － Ad) － 1Fd = ( I － Ad) － 1Cd + ( I － Ad) － 1 INd +
( I － Ad) － 1EXd (2)

设 Ｒvi = Ｒi /Xi，为 i 产业的增加值率，Ｒv 为增加值

率对角矩阵，B = ( I － Ad) － 1，则增加值列向量表示为:

Ｒn × 1 = ＲvX = ＲvBF
d (3)

( 二) 经济增长结构分解模型

投入产出表和投入产出模型不包含劳动力投入信

息，为了从供给角度全面刻画投入情况，将劳动力投入

表 1 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

投入 中间使用
最终使用

消费 投资 出口 合计

总产出

/进口

国内产品

中间投入
xd Cd INd EXd Fd X

进口产品

中间投入
xm Cm INm EXm Fm M

增加值 Ｒ －

总投入 X

因素引入结构分解模型。具体地，定义 i 产业劳动生

产率 li = Fd
i /Li，其中 Li 表示 i 产业劳动力投入量，Fd

i

表示 i 产业国内最终需求。设 l 表示劳动生产率对角

矩阵，L 表示劳动力投入列向量，则有:

Fd = lL =

l1 0 L 0

0 l2 L 0

M M O M
0 0 L l













n

L1

L2

M
L













n

(4)

根据式(3) 和式(4)，有 Ｒ = ＲvBF
d = ＲvBlL。而 i

产业的增加值率 Ｒvi可表示为:

Ｒvi =
Ｒi

Xi
=
Ｒi

μＲ
·μＲ
μX
·μX

Xi
= SＲ

i·Z· 1
SX i

(5)

其中，μ = (1，1，…，1)，SＲ
i 表示 i 产业增加值占总

增加值的比重，从投入产出角度刻画的是初始投入结

构。Z 表示总增加值率，考察 1 单位总投入能产生多

少单位增加值，总增加值率提高意味着产生同样数量

增加值所需的总投入更少，所以这一变量反映了经济

增长过程中的总体效率问题。SX
i 表示 i 产业总投入占

比，刻画的是总投入结构。所以，i 产业的增加值率与

该产业初始投入占比、总增加值率和总投入占比这三

个因素有关。设 SＲ
为初始投入结构对角矩阵，SX

为

总投入结构对角矩阵，则增加值率对角矩阵 Ｒv 和增加

值列向量 Ｒ 可分别表示如下:

Ｒv = SＲZ(SX) － 1

Ｒ = ＲVBF
d = ＲvBlL = SＲZ(SX) － 1BlL (6)

1． 增加值率差的分解

设 Ｒvp表示基期增加值率对角矩阵，Ｒvq 表示报告

期增加值率对角矩阵，SＲ、Z、SX、Ｒ、B、l 和 L 的下标表

示同理，则增加值率差可以表示为:

Ｒvq － Ｒvp = SＲ
q Zq(S

X
q ) － 1 － SＲ

p Zp(S
X
p ) － 1 (7)

若以报告期为基础分解，增加值率差可表示为:

Ｒvq － Ｒvp = (SＲ
q － SＲ

p )Zp(S
X
p ) － 1 + SＲ

q (Zq － Zp)(SX
p ) － 1 +

SＲ
q Zq［(SX

q ) － 1 － (SX
p ) －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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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基期为基础分解，增加值率差可表示为:

Ｒvq － Ｒvp = (SＲ
q － SＲ

p )Zq(S
X
q ) － 1 + SＲ

p (Zq － Zp)(SX
q ) － 1 +

SＲ
p Zp［(SX

q ) － 1 － (SX
p ) － 1］ (9)

2． 经济增长的分解

GDP 有支出法与收入法两种核算方式，这两种核

算方式在投入产出表中分别对应最终使用与增加值数

据，因此经济增长可表示为μ·(Ｒq － Ｒp)。根据上述

增加值率差的分解方式和分解结果，对 Ｒq － Ｒp 进行分

解。已知 Ｒq － Ｒp = Ｒvq BqlqLq － Ｒvp BplpLp，若以报告期

为基础进行分解，则有:

Ｒq － Ｒp = (SＲ
q － SＲ

p )Zp(S
X
p ) － 1BplpLp + SＲ

q (Zq － Zp)

(SX
p ) － 1BplpLp + SＲ

q Zq［(Sx
q)

－ 1 － (Sx
p)

－ 1］

BplpLp + Ｒvq(Bq － Bp) lpLp + ＲvqBq( lq － lp)
Lp + ＲvqBqlq(Lq － Lp) (10)

若以基期为基础进行分解，则有:

Ｒq － Ｒp = (SＲ
q － SＲ

p )Zq(S
X
q ) － 1BqlqLq + SＲ

p (Zq － Zp)

(SX
p ) － 1BqlqLq + SＲ

p Zp［(Sx
q)

－ 1 － (Sx
p)

－ 1］

BqlqLq + Ｒvp(Bq － Bp) lqLq + ＲvpBp( lq － lp)
Lq + ＲvpBplp(Lq － Lp) (11)

为使结果更合理，取两者平均:

Ｒq － Ｒp =
1
2 (SＲ

q － SＲ
p)［Zq(S

X
q ) － 1BqlqLq + Zp(S

X
p ) － 1

BplpLp］+ 1
2［SＲ

q (Zq － Zp)(SX
p ) － 1BplpLp + SＲ

p

(Zq － Zp)(SX
q ) －1BqlqLq］+ 1

2 SＲ
q Zq［(SX

q ) －1 －

(SX
p ) －1］BplpLp +

1
2 SＲ

p Zp［(SX
q ) －1 － (SX

p ) －1］

BqlqLq +
1
2［ＲvqBq(lq － lq)Lp +ＲvpBp(lq － lp)

Lq］+ 1
2［ＲvqBqlq +ＲvpBplp］(Lq － Lp) + 1

2［Ｒvq

(Bq －Bp)lpLp +Ｒvp(Bq －Bp)lqLq］ (12)

根据式(12)中分解得到的 7 个部分，经济增长供

给侧 6 大动力即为:总投入结构变动(对应式中第 3 和

第 4 部分)、初始投入结构变动(对应式中第 1 部分)、
中间投入结构变动(对应式中第 7 部分)、劳动力投入

变动(对应式中第 6 部分)、劳动生产率变动( 对应式

中第 5 部分) 和总增加值率变动 ( 对应式中第 2 部

分)。前三个因素考察资本要素配置的增长效应，第

四个因素考察劳动要素配置的增长效应，剩余两个因

素考察生产效率变动的增长效应。中间投入结构和劳

动生产率对技术进步的反应更为敏感，所以技术进步

效应体现为中间投入结构优化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叠

加效果。要素投入结构体现了生产要素在三次产业间

的配置，受经济中错综复杂因素的影响，所有要素并非

一定遵循由生产率低流向生产率高的产业这一路径，

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也并非一次性完成，所以要素流

动对经济增长总体的作用方向存在不确定性，总的要

素投入结构变动效应可能为负。根据生产函数的递增

性质，对于某个产业，要素流入通常促进增长，要素流

出则对增长不利。要素投入结构变动对三次产业增长

影响的叠加效果体现为促进时，才认为要素投入结构

得到优化，所以要素投入结构优化不意味着促进每个

产业增长，但一定促进整体经济增长。
( 三) 数据来源与处理

原始数据来源于 1992、1997、2002、2007 和 2012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为排除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

响，将所有投入产出表统一调整为以 1992 年价格为基

础。由于所有表均为竞争性的，参照沈利生
［11］

的办

法，将所有表拆分为非竞争性的，两种表的对应关系式

为:xd
ij + xm

ij = xij，EX
d
i + EXm

i = EXi，F
d
i + Fm

i = Fi。对竞

争性表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拆分比例为:xd
ij / x

m
ij =

Fd
i /F

m
i = (Xi － EXd

i ) /Mi。将转口贸易总额按照各个产

业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例分配，得到 i 产业的转口

贸易额 EXm
i ，已知 EXi，可求得 EXd

i ，将拆分比例公式中

对应的所有实际值代入，即可根据实际拆分比例得到

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转口贸易数据来源于对应年份

《中国海关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和海

关信息网定期公布的数据。

二、经济高速增长期供给侧动力结构演进

改革开放为我国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1992 －
2012 年间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增速，而这一时期供给

侧的增长动力机制形成与演进方向对于后续经济发展

至关重要，因此这部分根据已有的五张投入产出表对

这一时期三次产业增长进行分解，结果分为 4 个阶段。
( 一) 供给侧动力总体特征

根据前文介绍的 SDA 技术，得到各个阶段经济增

长分解结果，分阶段计算各因素的贡献率。由表 2 可

见，从 1992 － 2012 年:中国经济持续稳步增长，实际增

长了 591． 77%。劳动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最大，达到 75． 61%，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

于斌斌
［19］

针对我国 285 个城市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结

论;劳动力投入总量增加和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达到 26． 02% ;中间投入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仅为 5． 17% ;初始投入由劳动者报酬、固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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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折旧、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构成，初始投入和总投

入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极小，说明我国经济

高速增长过程中，生产要素配置仍存在很大优化空间;

总增加值率变动效应为负，粗放型发展模式对经济增

长不利。
从各个阶段看:1992 － 1997 年，劳动生产率提高

和劳动力投入变动主导了经济增长方向，中间投入结

构恶化和增加值率下降对经济增长不利;1997 － 2002
年，阶段增长率有所下降，增长动力主体仍然是劳动生

产率提高，中间投入结构变动效应仍然为负，总投入结

构和总增加值率变动效应均出现逆转，二者对增长的

作用力度大体相抵。2002 － 2007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

织红利得到释放，经济实现跨越式增长，增长的动力主

体逐渐由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劳动力投入变动向中间投

入和总投入结构优化过渡，这一阶段总增加值率变动

效应为负，且绝对值较大，经济总体效率损失严重，粗

放型发展模式明显;2007 － 2012 年，经济增长动力向

优化均衡发展，这一阶段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增长贡献

不再一家独大，中间投入与初始投入结构优化和总增

加值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提高，说明我国经

济粗放型发展模式开始弱化，增长的动力空间维度正

在增大。
( 二) 供给侧动力三次产业特征

1992 － 2012 年中国经济增长三次产业各阶段分

解结果见表 3。20 年间经济增长主要由第二产业与第

三产业平行拉动。深入到三次产业各个阶段分析增长

动力结构发现:第一产业增长主要动力为劳动生产率

提高、劳动力投入变动和总投入结构优化，该产业分阶

表 2 1992 － 2012 年中国经济增长结构分解的分阶段总体结果

年份
中间投入

结构 /%
初始投入

结构 /%
总投入

结构 /%
劳动力

投入 /%
劳动生

产率 /%
总增加

值率 /%
增长绝对

量 /亿元

阶段增

长率 /%

1992 － 1997 － 14． 86 0． 00 5． 38 28． 94 85． 74 － 5． 19 18870 70． 82
1997 － 2002 － 8． 62 0． 02 － 6． 61 4． 05 104． 52 6． 64 22183 48． 49
2002 － 2007 13． 17 － 0． 02 14． 55 33． 73 72． 80 － 34． 23 50069 73． 60
2007 － 2012 9． 43 0． 04 － 8． 42 26． 71 65． 23 7． 02 66552 56． 38
1992 － 2012 5． 17 0． 01 0． 78 26． 02 75． 61 － 7． 60 157674 591． 77
合计(亿元) 8151 20 1234 41022 119223 － 11976 157674 －

数据来源:根据 1992、1997、2002、2007 和 2012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到。
表 3 1992 － 2012 年中国经济增长结构分解的三次产业分阶段结果

产

业
年份

中间投入

结构 /%
初始投入

结构 /%
总投入

结构 /%
劳动力

投入 /%
劳动生

产率 /%
总增加

值率 /%
增长绝对

量 /亿元

阶段增

长率 /%

第

一

产

业

1992 － 1997 11． 72 － 29． 54 17． 89 0． 54 106． 14 － 6． 76 3054 11． 46

1997 － 2002 － 8． 82 － 183． 39 52． 60 47． 45 124． 96 67． 21 375 0． 82

2002 － 2007 － 23． 08 － 79． 59 147． 00 14． 37 106． 33 － 65． 04 3350 4． 92

2007 － 2012 － 0． 89 － 29． 20 19． 67 5． 21 95． 98 9． 22 5252 4． 45

1992 － 2012 － 13． 46 － 69． 93 77． 51 7． 89 111． 69 － 13． 71 12030 45． 15

第

二

产

业

1992 － 1997 － 9． 57 20． 67 － 10． 53 23． 37 80． 08 － 4． 03 11667 43． 79

1997 － 2002 － 37． 37 － 59． 63 36． 11 － 10． 87 161． 01 10． 75 6767 14． 79

2002 － 2007 33． 64 16． 86 － 24． 09 34． 36 66． 65 － 27． 41 29328 43． 11

2007 － 2012 － 8． 34 － 31． 98 17． 98 39． 60 73． 30 9． 44 23969 20． 30

1992 － 2012 5． 89 － 6． 06 － 2． 15 30． 06 79． 96 － 7． 69 71730 269． 21

第

三

产

业

1992 － 1997 － 49． 32 － 36． 41 40． 92 65． 47 86． 63 － 7． 29 4149 15． 57

1997 － 2002 11． 79 48． 86 － 44． 74 9． 68 71． 13 3． 28 15041 32． 88

2002 － 2007 － 14． 36 － 13． 14 54． 21 36． 39 76． 71 － 39． 80 17392 25． 57

2007 － 2012 22． 28 24． 71 － 29． 32 21． 46 55． 71 5． 15 37331 31． 62

1992 － 2012 7． 50 17． 29 － 8． 86 25． 05 65． 53 － 6． 50 73913 277． 41

合计(亿元) 8151 20 1234 41022 119223 － 11976 157674 591． 77

数据来源:根据 1992、1997、2002、2007 和 2012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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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增长动力构成与其总体动力构成基本一致，总增加

值率变动效应时正时负;第二产业增长主要动力为劳

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力投入变动及中间投入结构优化，

该产业分阶段增长动力构成出现分化，只有劳动生产

率提高持续拉动增长，其余因素变动效应方向不稳定;

除总投入结构和总增加值率变动外，其余因素变动均

促进第三产业增长，初始投入与中间投入结构变动对

该产业增长的作用方向与总投入结构变动效应相反，

反映出要素配置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复杂性。此外，总

增加值率变动对各产业增长的作用具有同步性。劳动

生产率提高是各产业增长的主要动力，1992 年第二产

业劳动生产率是第一产业的 7． 8 倍，是第三产业的1． 8
倍，20 年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 1． 7 倍，而第二

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分别提高 4． 4 倍和 3． 7
倍。劳动力大幅度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各产业劳动生产

率提高幅度不同，是决定三次产业增长动力结构存在

差异的主要原因。经济高速增长期供给侧动力综合特

征体现为:经济增长由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平行拉动;

生产效率方面，劳动生产率提高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

力，总增加值率变动对增长的作用方向不稳定，我国经

济增长过程中总体效率并非稳步提高，粗放型发展模

式开始弱化，但并未消失;生产投入结构方面，劳动力

投入变动是经济增长第二动力，初始投入、中间投入和

总投入结构变动效应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均呈现

“你上我下”“你正我负”的局面，充分体现了生产要素

流动引发的资源重新配置给产业增长带来的不确定

性。因此，提高生产效率，优化供给结构仍然是未来经

济发展的主要方向。

三、新常态下经济增长供给侧动力构成

经历了高速增长期后，中国经济现已进入新常

态
［20］，了解这一时期经济增长供给侧动力构成，对即

将进行的一系列供给改革至关重要。这部分是对新

常态下中 国 经 济 增 长 的 结 构 分 解，属 于 短 期 分 析。
最新的投入产出表更新到 2012 年，由于企业生产的

中间投入结构对技术进步的反应存在惰性和时滞，

短期内中间投入结构具有稳定性，因而假定各年份

中间投入结构与 2012 年相同，即中间投入结构变动

效应均为 0。2013 － 2015 年最终需求拆分比例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关总署及海关信息网提供的数据计算，依据拆

分比例得到国内最终需求向量，根据前述经济增长

结构分解模型计 算 剩 余 5 大 因 素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率。
( 一) 新常态下供给侧动力总体特征

表 4 给出了 2012 － 2015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

分解结果。整个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了 23． 24%，新

常态下经济增长率逐年下滑，中国经济处于中等增长

水平。比较 5 大因素对增长的贡献率发现:劳动生产

率提高作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动力，主体地位仍然不可

动摇;由于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投入变动效应逐年

减小;总增加值率变动效应 2013 年为负，2014 年出现

逆转，2015 年总增加值率提高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动

力，经济总体效率显著提升标志着中国经济已经迈入

集约型发展的初级阶段;各阶段初始投入与总投入结

构变动效应为负，体现了短期内资本要素投入结构调

整的局限性。
( 二) 新常态下供给侧动力三次产业特征

表 5 给出了 2012 － 2015 年经济增长三次产业分

阶段结构分解结果。与经济高速增长期相比，新常态

下第三产业已经超越第二产业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产

业，经济服务化趋势明显，且这种趋势有助于经济向稳

步增长阶段过渡
［20］。与分阶段总体特征相呼应，不同

产业总增加值率变动效应在方向上同步，且 2015 年总

增加值率提升显著拉动各产业增长;与分阶段总体特

征相区别，各产业增长动力构成出现分化。
表 4 2012 － 2015 年中国经济增长结构分解的分阶段总体结果

年份 初始投入结构 /% 总投入结构 /% 劳动力投入 /% 劳动生产率 /% 总增加值率 /% 增长绝对量 /亿元 阶段增长率 /%

2012 － 2013 － 0． 47 － 16． 78 37． 56 81． 32 － 1． 63 13834 7． 50

2013 － 2014 － 0． 79 － 2． 29 23． 78 75． 99 3． 32 14323 7． 21

2014 － 2015 － 3． 42 － 15． 88 6． 35 77． 84 35． 11 14726 6． 91

2012 － 2015 － 1． 59 － 11． 63 22． 24 78． 34 12． 64 42883 23． 24

合计(亿元) － 682 － 4988 9537 33596 5420 42883 －

数据来源:根据 2012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的增加值和总产值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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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2 － 2015 年中国经济增长结构分解的分阶段三次产业结果

产业 年份
初始投入

结构 /%
总投入

结构 /%
劳动力

投入 /%
劳动生

产率 /%
总增加

值率 /%
增长绝对

量 /亿元

阶段增

长率 /%

第一产业

2012 － 2013 － 58． 47 24． 59 － 22． 59 158． 40 － 1． 92 1141 0． 62
2013 － 2014 － 51． 42 0． 93 － 35． 68 181． 41 4． 77 949 0． 48
2014 － 2015 － 36． 90 16． 53 － 22． 66 107． 56 35． 46 1402 0． 66
2012 － 2015 － 47． 90 14． 92 － 26． 18 144． 25 14． 90 3492 1． 89

第二产业

2012 － 2013 － 82． 36 4． 34 24． 07 156． 38 － 2． 44 4159 2． 25
2013 － 2014 － 41． 18 0． 89 6． 07 129． 78 4． 44 4733 2． 38
2014 － 2015 － 53． 87 32． 60 － 12． 88 98． 43 35． 71 6459 3． 03
2012 － 2015 － 57． 68 15． 17 2． 98 123． 80 15． 73 15352 8． 32

第三产业

2012 － 2013 47． 20 － 32． 61 52． 19 34． 43 － 1． 20 8533 4． 63
2013 － 2014 26． 90 － 4． 39 40． 00 34． 94 2． 55 8641 4． 35
2014 － 2015 50． 89 － 68． 11 30． 36 52． 39 34． 47 6865 3． 22
2012 － 2015 40． 95 － 32． 61 41． 57 39． 74 10． 33 24039 13． 03

合计(亿元) － 682 － 4988 9537 33596 5420 42883 23． 24

数据来源:根据 2012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的增加值和总产值等数据计算得到。

深入分析各产业增长动力构成发现:第一产业增

长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依赖性极强，从 2012 － 2015 年

我国第一产业年末从业人员从 25 773 万人减少为

21 919万人，农业劳动力外移趋势明显;第二产业增长

同样高度依赖劳动生产率提高，易受技术进步影响，也

存在劳动力转移;第三产业增长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

依赖最弱，技术进步对该产业劳动生产率提升作用有

限，初始投入结构变动、劳动力投入变动和劳动生产率

提高共同构成拉动该产业增长的“三巨头”，新常态下

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向服务业转移为该产业增长注入强

大动力，并使中国资本回报率整体上升，促进了经济增

长。而劳动力就业“极化”、资本要素倾斜和技术进步

速度差别，均造成三次产业增长动力构成的动态分化。
经济增长新常态供给侧动力综合特征体现为:第

三产业超越第二产业，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产业;生产

效率方面，生产效率提高主导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劳

动生产率提高仍然是拉动增长的首要动力，2015 年总

增加值率提高显著拉动增长标志着中国经济迈入集约

型发展的初级阶段;要素投入结构方面，生产要素向第

三产业倾斜为该产业增长注入强大动力，劳动力的产

业配置仍存在优化空间，初始投入与总投入结构变动

尚未全面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中国经济无论从生产

效率还是要素投入结构方面，仍存在较大优化空间。

四、结论及建议

一方面，通过重新定义劳动生产率将劳动力因素

引入结构分解模型，考察劳动力投入和劳动生产率变

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另一方面，将传统的增加值率细

化为初始投入结构、总增加值率和总投入结构三者乘

积。基于 SDA 技术得到 1992 － 2015 年经济增长供给

侧动力结构，从生产效率和要素投入结构两方面考察

三次产业增长动力构成。由经济高速增长期到新常态

时期，中国经济增长供给侧动力结构演进特征如下:

1． 生产效率提高主导经济增长，新常态时期集约

型发展模式显现。劳动生产率提高始终是经济增长的

核心动力，各产业增长高度依赖劳动生产率提高。经

济高速增长期总增加值率变动效应波动不稳，粗放型

发展模式明显，而 2015 年总增加值率提高显著拉动增

长标志中国经济迈入集约型发展的初级阶段。提高生

产效率对经济增长意义重大。
2． 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是拉动增长第二动力，资本

要素投入结构变动对增长贡献不稳定，生产要素配置仍

存在很大优化空间。初始投入、中间投入和总投入结构

变动效应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均呈现逆向变动趋势，

生产要素流动引发的资源重新配置给产业增长带来诸

多不确定性。新常态时期对资本要素配置要求更高。
3． 经济增长主导产业由非农产业走向服务业。经济

高速增长期内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平行拉动增长，而新

常态时期生产要素向第三产业倾斜为该产业增长注入强

大动力，使其超越第二产业，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产业。
因此，新常态下为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政府除

继续依靠创新和技术进步来提高生产效率，还需注重

生产要素配置的动态优化。面对农业现代化、制造业

升级和服务业转型对新型劳动力的需求，应加快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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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适应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实现劳动力产业配置的

动态最优，使劳动力从投入总量和结构调整方面对经

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可持续。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收入

分配、投资和价格等一系列政策的调整，优化资本要素

投入结构，改变目前由结构失衡造成的产能过剩、效率

低下状况，从而进一步发展集约型经济，使中国经济在

相对均衡的拉动力下，沿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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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upply － Side Driving Force Structure of China Economic Growth and Its Evolution Features
LIN Xiumei，ZHANG Tingting，SUN Haibo

(Quantitative Economy Ｒesearch Center，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pply － side perspective，this paper inspects the driving force structure and its evolution char-
acteristic of China economic growth from 1992 to 2015 by using the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SDA) from the
aspects of productivity and the input structure of the fact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overall perspective，the exaltation
of labor productivity is the core power for China economic growth． Ｒeconfiguration of labor force in the industry is the
second driving force． Structure of the initial input，the intermediate input and the total input in economy needs to be op-
timized dynamically． In the " new normal" economy，higher productivity contributes to economic growth significantly，

and the extensive development mode in economy is further weakened． China's economy is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inten-
sive development． From the industry perspective，the main growth momentum transfers from the second industry to the
service industry gradually． The trend of service economy is obvious in the " new normal" for China ． The labor absorption
capacity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is pretty good． It is the dominant industry for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It is still nec-
essary to improve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supply，conform to the trend of the service economy
and realize the dynamic optimal configuration of labor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China economy; economic growth; supply － side; driving force structure;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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