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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产业结构调整和人I3结构变动两方面考虑了实际GDP的变化情况 ， 

研究 r导敛中国近几年来的实际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并通过建立的模型对未来五年做 

出趋势预测。首先建立了资本形成率与人口抚养比、城市化率以及第二产业比重的回归 

关系，分析了产业结构调整、人口结构转变因素的对资本形成率的联动影响。其次从标准 

生产函数核算框架出发，附加人力资本变量，考虑经济结构变动因素对潜在经济增速的影 

响，进行潜在增长情景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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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Bloom和Williamson通过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人 口变量 ，实证研究得出，人口的年 

龄分布而非人口增速是真正显著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1965--1990年间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均GDP 

增速可以由人口变量来解释 。人口红利指某个国家具有这样的劳动人 口结构，其人口中劳动年龄 

人口占比较大，该国劳动力供给充足 、人 口总抚养比低 ，进而储蓄率水平较高，具有较高水平的投资 

率和资本形成率 ，使得经济高速增长成为可能。自1978年起，中国经济长期保持着接近 10％甚至以 

上的年增长率水平 ，许多研究结果也证实了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的巨大贡献。然而，人 

口结构将随时发生变化。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在2010年达到高点74．5％后 ，已连续四年回落， 

2014年回落至73．4％；中国人口总抚养比自2011年起开始上升 ，15—64岁的中国劳动年龄人 口绝对 

数量 自2013年起开始下降。可见“十二五”期问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一时期我国的 

经济增速也由“十二五”前半期的10％左右的水平下滑至2014年的7．7％，以及2015年上半年的7％。 

由此可见，人口结构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水平影响重大。 

改革开放期初，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高，工业化水平低，农业劳动者占比在 30年间从70％下降 

到35％。劳动者进入劳动生产率水平较高的第二三产业，第二三产业发展迅速，全社会劳动生产率 

快速显著提高。由于发展期初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低，科学技术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极大 ， 

中国的“干中学”技术进步效应显著 ，追赶潜力巨大。中国进人世界贸易组织以来 ，较低的相对工资 

水平吸引了大量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工业的投资，从而使得中国工业迅速增长，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快 

速提升。如今经过二t十多年高速增长后，中国技术水平与国际前沿趋近，干中学效率下降，但自主创 

新机制尚未形成。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份额下降至10％，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在达到47．4％后逐年 

降低至42．6％，第 产业增加值占比从 1978年的22．3％逐年上升至48．2％，这说明中国的产业结构从 

第一产业迅速向第二、i产业扩张的阶段转变为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阶段。在产业结构调 

整进入第二阶段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从 10％的高速回落至7％左右的水平。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总结出中国经济增长六个结构特征：人口结构转型，生产率的产业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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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以及收入分配调整等 。袁富华引入“结构性减速”，通过对12个发达国家的人均GDP：~长因素 

进行三因素分解：劳动生产率、劳动参与率以及劳动年龄人1：1比重，并重点分析了经济增长最重要的 

影响因素——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问题，由总量分析转向结构分析，令各产业的增加值份额和各产业 

的就业份额随时问发生变化，将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加权得出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并得 

出结论认为随着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的推进，其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相对于经济 

高速增长时期，减速的幅度普遍偏大。本文参考了加权合成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计算方法，将 

产业结构变化涵盖在经济结构服务化的过程中，研究其对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的影响口 。 

陆呖和蔡防通过比较中国和 日本在相似发展阶段的人 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速变化的关系，认为 

中国当前正经历的人口结构变化和日本1970年代经历的人口结构变化相似，也将使中国未来的潜 

在经济增长率迅速降低，并建议中国应借鉴日本的教训，避免人为推高实际经济增长率，产生经济泡 

沫从而威胁经济的健康发展 。 

本文在实际GDP变化因素的情景下，主要研究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变化是如何导致中国近几年 

经济增速的下降，并通过建立的模型对未来五年做出趋势预测；其次我们从标准生产函数核算框架 

出发，附加人力资本变量，考虑资本存量、潜在就业量、TFP因素和人力资本变量对潜在经济增速的 

影响，进行潜在增长情景模拟。 

二、模型构建的理念与方法 

经济增长核算是将GDPt~长率分解为其他变量的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如果 GDP的增长率和分 

解成的解释变量的增长率在过去呈现一个的稳定的关系，并且这一稳定关系可以在未来持续下去 ， 

那么关于这些解释变量未来值的信息便可以用来预测未来GDP的增长率。 

(一)直接因素分解 

沿用袁富华的三因素分解法，我们基于中国统计年鉴的GDP实际数据进行增长因素分解，从中 

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数据出发研究经济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b 。经济活动人口为厶，劳动年龄 

人口为POPL，劳动参与率为 ，总人口为POP，则 GDP可以分解为： 

GDP=Y= 丽L 器 P (1) 
也就是将经济增长率分解为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劳动参与率增长率、劳动年龄人口占比 

增长率以及总人口增长率的求和形式。从这种分解意义上来讲，第一项揭示了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对 

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同时，后三项因紊『合好是人口结构的相关因素。 

对于分解的第一项：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沿用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的对全社会劳动生产率 

增长率的设定，我们采取产业加权合成方法，假设各产业增加值份额和产业就业份额均随时间变化， 

推导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计算公式 。令从t到t+l期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为叼 ，各产业劳动 

生产率增长率为77：+ ，各产业就业人口占全社会就业人VI份额的增长率为 ；其中 1，2，3表示第 

一

、二、三产业。 期各产业增加值占GDP份额为 ：，若记 = ， = ， i—m ， i一 ， 

i=1，2，3，其中em 为 期就业人 口(经济活动人口)，em；表示第 产业的就业人 口，g却：表示第 产业t 

期的增加值。也就是 是 的增长率， 是 ：的增长率。于是有 

。=  ：  丛  (2) 

em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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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一g： ：
一

g：+ ：+gl+。( ：+。一OL：)一g：0c 
一
(g：+ 一g：) ：+el+ ( ：+ 一 ) 

gdp 
em  

： =y ，+ ： = + + i+．+1))= i+．+ + 叼 
量 g印 em r+l 
em f 

于是 

+。=∑ X叼：+。+ + + + r7 i+。) (3) 

当交叉项较小时，有 

叼 。=∑ X叼 i+。+ ) (4) 

从上面的推导过程中可以看出，我们将各产业的就业份额的增长率附加到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增 

长率上，从而将j产业的就业结构变化纳入到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计算中，也就是说我们考虑了产 

业结构变化在经济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中对经济增长影响。袁富华定义了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变化 

的“结构效应”，以1950年各国各产业增加值比重为基准，运用1970--2008年的数据，研究了美、日、 

德、法等9个工业化先行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变动情况口 。结果表明，除了个别时期 ，各国各个 

时期的“结构效应”出现了较大的负值，说明与1950年代的经济结构相比较，1970年代以后的经济结 

构服务化过程对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负向冲击作用是巨大的。 

本文通过对中国1978--2014年的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测算，发现在过去的近四十年问， 

中国的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接近，甚至在一些时期超过。这 
一 看似与袁富华不同的结果可能与中国的特殊国情有关，袁富华将中国同发达国家在相应发展阶段 

的GDP三产业份额和就业份额相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与 日本情景相近，第二产业40％以上的增加值 

份额维持了经济的高速发展。然而，中国第三产业就业份额明显低于相应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说 

明第三产业发展十分滞后。另外 ，我们认为从 199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的房地产也是中国第三产业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保持高速的原因，然而过度饱和、即将进入总量过剩时代的房地产市场已无法 

再为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高速增长继续提供动力；同时类似于要素的边际产出递减效应，当第三产 

业劳动生产率达到较高水平，随着进入第i产业的就业人口的快速上升，其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势必 

无法一直保持较高水平。Hubbard和Nutter等将服务业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 。而由袁 

少峰等的实证研究可以说明，具有高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水平的生产性服务业，其吸收就业 

能力却远低于传统服务业 。于是随着大量第一、二产业就业人口向第三产业转移，如果不能合理 

控制经济结构服务化的速度、统筹好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分流以及就业人口的职业培训，便很可能 

使大量转移的就业人口进入低生产率的传统服务业，导致第三产业增加值份额增长率赶不上其就业 

份额的增长率，使得第 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下滑，进入前述发达国家所经历的结构性减速的路 

径。所以我们认为，尽管第一产业一直保持比第二、三产业更为显著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水平，但该 

产业较小的规模以及 自2010年以来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持续下滑的趋势导致了我国 

当前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下降，进而导致了现阶段经济增速的下滑。对于未来经济形势的预 

测，我们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结构服务化进程的演进，第三产业会以其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以及 

其规模扩张抵消掉第一、二产业相对高的增长速度，进而拉低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对于分解的第二项 ：劳动参与率的变化率，我们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分年龄段分性别的人口 

数据以及分年龄分性别的人口死亡率预测出201 l一2O25年的分年龄分性别劳动年龄人 口以及劳动 

年龄总人 口；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出的分年龄分性别劳动参与率乘以相应的分年龄分性别 

的人 口权数便可计算出201l一2025年的社会总劳动参与率。 

劳动年龄人 口占比的变化率，我们使用2010---2014年劳动年龄人 口占比的增长率求平均作为 

现阶段(2011—2015年)劳动年龄占比的变化率。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2010年达到高点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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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已连续四年回落，2014年回落至73．4％。2016--2020年的该指标的变化率使用中国经济增长前 

沿课题组的预测结果 ，认为是一0．40％ 。 

总人口的变化率，具有比较稳定的趋势，我们不做估计，使用已有文献的估计结果。 

(二)收入法经济增长核算 

GDP的收入法核算公式如下 ： 

国内生产总值=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净税额+营业盈余 

参考Holz的设定 ，其中劳动者报酬等于名义工资率乘以劳动者数量， 名义工资率，厶劳动者 

数量；生产净税额反映生产中所产生的税，被认为是增加价值的函数 ， 税率；固定资产折旧取决于 

还未完全折旧的固定资产的值的大小，它被认为是固定资本形成的函数， 名义固定资本形成，6 折 

旧率；营业盈余反映了整个经济的商业利润，可以假设为是固定资本形成 的函数， 盈余率 表示 

价格水平， 表示实际GDP， 表示实际税后GDP。写成数学表达式为 

Pf = +6 + JpfE+sX, (5) 

写成增长率的形式有： 

—

dT
— , ，，一 、 ／ 、 

i  一 。 J+。 + +e +(d -I-e ](鲁J (6) 

其中n T一鲁 。 
做如下两点假设：(1)税后实际GDP 是实际GDPL的良好代替；(2)未来的GDP增长率可以由 

未来实际工资增长率 、劳动数量增长率云和实际资本增长率 加权求和得到，即 

兰  兰 n I(吾]+ I+c d +e )( ]= I(吾]+ }+c 一口 )(丢] c7 
劳动者数量未来的增长率云的估计(未来2011—2O25经济活动人口的预测)利用预测出来的 

2011～2025年社会总劳动参与率和2011—2025年的劳动年龄人口便可计算出有效劳动供给数量， 

也就是2011—2025年的经济活动人口数量。 

实际工资未来的增长率为 。我们建立实际工资增长率与劳动者数量、劳动力质量(亦即受教 

育程度，分别为小学学历劳动者占比primary、中学学历劳动者占比middle、大学学历劳动者占比col— 

lege)和劳动者年龄分布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也就是用人口结构以及人力资本变量作为工资增长 

率的解释变量。 

实际资本形成额增长率为 。由于当年的资本形成是当年资本存量的增量 ，所以资本存量的 

增长率可以由资本形成率来刻画。陈昌兵考虑了中国31个省市资本形成率也就是投资率与城市化 

率的关系，注意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必然走向城市化，从城市规模化向城市市民化演进的过 

程是 自然的也是必然的，并通过城市化率这一指标将产业结构变动分析转化为城市化问题分析 。 

本文沿用了这一思想，同时将社会总抚养比对资本形成率的负向影响考虑进来，也就是将资本形成 

率对城市化率和社会总抚养比回归，将目前经济新常态下所面临的产业、人口结构变动对资本形成 

率的影响考虑进来，从而分析出产业、人口结构变动对潜在经济增长率更为深层的联动影响。 

通过对投资率与城市化率和人口抚养比回归以及对资本形成增长率与投资率回归，也就是使用 

产业结构变动因素和人口结构变动因素作为资本存量增长率的解释变量。沿用中国经济增长前沿 

课题组的设定n ，资本形成率cap为资本形成额占GDP的比重；城市化率city为城镇人15占总人口的 

比重；城市化率的平方记为citysq；人 口抚养比raise为非劳动年龄人口数在劳动年龄人口数中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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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第二产业占比inshare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当年GDP的比重。则投资率与城市化率和人口抚养 

比的计量方程如下： 

模型一：投资率与城市化率和人口抚养比的关系 

cap“： 。+ l*raise“+ 2*city + 3*citysq + (8) 

模型二：投资增长率与资本形成率(即投资率)的关系 

capgrowth ， 。 l*cap + (9) 

为了更清晰地说明问题，也将inshare作为解释变量，也就是估计模型三。 

模型三：投资率与城市化率、人口抚养比和第二产业占比的关系 

cap --80+8f*raise +02*cityi,+03 citysq + inshare + (1O) 

至此，我们运用收入法将GDP增长率分解成三个因素的增长率的加权和的形式，而这三个因素 

皆为产业结构调整和人口结构转变的相关因素。 

(三)潜在经济增长情景模拟 

潜在经济增长的情景模拟，本文采用Barro和Lee的建模方式n刚和CD生产函数：Y=AK~H “ 

其中A代表全要素生产率，K表示实物资本存量，H为人力资本存量。令H=h*L，其中h表示每个 

劳动者对应的人力资本量，L表示劳动者数量。 

于是有 

Y=AK~(hL) 

盖：A( 
记 表示附加人力资本变量后的平均劳动生产率， 表示附加人力资本变量后的资 

本劳动比。考虑时问因素，并写成增长率形式 

Ay,
= + 等 

由于PWT8．0中的中国的不变价GDP、实际资本存量和就业人口数量的数据并未有更新，故本文 

对 和TFP的增长率的估计沿用陆吻和蔡畴使用 1980--2010年数据得到的估计结果 。采用Gollin 

的观点，认为虽然一个国家的资本和劳动贡献因子可能随时间发生微弱变化，但从长期来看，可以认 

为资本和劳动的份额保持不变。故我们暂时不考虑产出的要素弹性参数逆转的问题，使用过去数据 

估计出资本贡献因子O／，并将之作为未来资本要素的贡献因子n 。基于上述理念，我们便可以从增长 

核算方程测算潜在增长率。 

(四)人 口结构相关因素的预测模型 

为了测算潜在GDP增长率，我们首先需要测算“充分就业”时的就业数量，亦即潜在就业人口 

L ；潜在就业人口取决于未来经济活动人口和未来的自然失业率。而预测未来经济活动人口则需要 

先估计201 1—2025年的劳动年龄人口以及201 1—2025年的全社会劳动参与率。本文预测数据使用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首先推算2011—2025年内劳动年龄人口(即15—64岁年龄人 

口)。依据易定红对劳动供给的预测思路 ，以第六次人口普查为依据对劳动年龄人 口进行预测m]。 

注意到201 1年 15—64岁的人口是由2010年 l4—63岁的人 口组成 ，依次类推，则2025年劳动适龄人 

口是由2010年0-_49岁的人口组成。于是2011—2025年的劳动年龄人口预测可以使用公式： 

L ：∑? ’ ! 。 l z 兀： ‘’ 。 。 一 (1——P，)l (11) 
其中y代表预测的年份，f 代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年龄为i的人口总量，P 代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 

年龄为j的人 口的死 率 ；从而 卜 为J岁的人口活到j+1岁的存活概率 ，这与易定红认为 卜 为j 

岁的人口活到j+1岁的存活概率不同。 

全社会劳动参与率的预测参考彭秀健的方法，有效的劳动力供给数量等于分年龄分性别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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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人 口数量与分年龄分性别的劳动参与率的乘积n 。我们采用Dugan和Robidoux的加权平均法 

计算社会总劳动参与率n 。 
J 

= ∑ ， 
‘= l 

其中腿 为第y年的总社会劳动参与率；为P凰 第y年的年龄组i的劳动参与率 ， 为第y年的年 

龄组i的人口占当年总劳动年龄人 口的比值。 

s”=li
,0l 

其中k为第y年年龄组i的人口数量； 为第y年的社会总劳动年龄人口数量。 

由于本文主要考虑人 口结构变化(亦即劳动年龄人口变化)对社会总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因此我 

们简化地假定未来 15年的分年龄段分性别的劳动参与率水平均保持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的 

分年龄段分性别的劳动参与率水平。 

由于自然失业率的估计不是本文研究的关键 ，本文采取陆呖和蔡畴介绍的方法，将2009年的自 

然失业率按分年龄分性别占比的比例分解，作为未来15年分年龄分性别的自然失业率水平，用来测 

算未来的潜在就业人口数量 。 

通过我们的预测，中国未来潜在就业增长率2016--2020年在一0．18％的水平，2021--2025年 

在一0．41％的水平 ，这与陆肠和蔡唠关于未来潜在就业增长率的预测相近 。 

三、实证研究过程与结果 

(一 )数据说明与 变量估计 

1．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三产业各自增加值份额，三产业各自 

就业份额，来自中国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其中各产业增加值按价格指数折算。 

2．人口结构相关变量的预测：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依照前面的模型进行劳动年龄人口的 

预测、劳动参与率的预测、未来经济活动人口的预测以及未来潜在就业人口的预测，我们的预测结果 

认为中国潜在就业人口的峰值出现在2016年，可以预见，中国即将面临一个缓慢萎缩的劳动力供给 

市场。彭秀健认为，尽管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会刺激节约劳动力技术的出现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劳动力的需求会出现大规模的下降；同时由于人口老龄化本身将会改变人口的 

消费结构 ，消费需求会更多地转向老年人需要的产品以及服务，而这些产品和服务，大多都是劳动密 

集型产品，这会进一步加剧劳动力短缺的局面n 。 

3．人力资本变量数据。中国1978--2010年的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各学历劳动者占比的数 

据以及相应的未来数据来自Holz的测算和预测结果 。 

4．中国的实际工资率水平。劳动者报酬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分地区按收入法核算数据加总而 

成，以基期价格指数进行折算。 

5．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由于制度改革不在于朝夕之间，我们假定TFP$~长率水平保持当前 

的水平，也就是2．37％的增长率水平。 

6．实际工资的增长率。具体操作上，我们选取年度数据1978--2010年，平均受教育年限、初中 

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占比、高中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占比、大学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占比以及劳动者数 

量。建立实际工资(记为wage)与上述变量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提取协整方程如下： 

LNwage=一1．630846 5Ⅲ)*LNmiddle+1．496103(0l579 ) LNcollege+8．96717 (12) 

其中LN表示各变量取其对数值 ，括号内为参数估计值的标准差。 

由此我们可以由Holz关于未来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变量的增长率的预测来计算工资的增长 

率 。 

7．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中国3 1个省市投资率与城市化率以及人口抚养比的回归关系研究使用 

1995—2013年中国31个省市投资率、人口抚养比及城市化率的数据，各指标的数据来 自中国各省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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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年鉴。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间的资本存量的增长率(HP滤波)为资 

本形成增长率(HP滤波)的10／1 1 ]。 

(二)回归结果与数据分析 

模型一的回归结果为 

cap =63．665 6 657)一0．794(0,103)*raise +1．069(0
．

136)*cityit-0．0117／0 00147)一citysq【f (13) 

括号内为参数估计值的标准差，拟合优度R方，组内0．3280。 

从回归结果我们有如下认识：城市化率的一次项系数为1．069，二次项系数为一0．0117，这刻画出 

了投资率与城市化率的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形式，也就是二者呈现出“倒u”型的函数关系。若使各省 

市的人口抚养比保持不变，则由上述回归方程模拟出来的投资率与城市化率具有以下关系：当城市 

化率小于45．7％时，投资率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而上升；当城市化率大于45．7％时，投资率随着城市 

化率的提高而下降。目前中国全国的城市化率指标为54％，已远远超过上述临界值。故通过上述回 

归模型，我们将当前投资率随城市化率下降的趋势涵盖了进来。 

注意到本文所模拟出来的城市化率的临界值比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低了近10个百分点， 

我们认为原因有三点：(1)由于模型一仅考虑了投资率与城市化率和人口抚养比的关系，未将第二产 

业比重加入解释变量中，导致临界值偏低。(2)考虑抚养比作为解释变量 ，使得城市化率对资本形成 

率的解释程度下降，进而临界值偏低。(3)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不同，导致数据质量不同。 

为更清晰地说明问题，引入了第二产业比重inshare作为解释变量 ，估计模型三： 

cap =一0．522(0 0963) raisel +0．525(0 136) city~t一0．0057~o00144) citysq．+ 

0．936【0o971)*insh are +20．300f76l9J (14) 

拟合优度R方，组内0．4602；城市化率的临界值为46％。 

由于本文考虑的解释变量更全面，既包含了产业结构变化的相关变量，又具有人 口结构转变的 

相关变量，所以我们认为本文所分离出的城市化率的临界值是更科学的。 

对于投资增长率(资本形成增长率)和投资率(资本形成率)的回归关系，本文沿用中国经济增长 

前沿课题组的模型设定形式 。采用中国31省市的数据，运用随机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得到 

capgrowth =-4．018(2．535)+0．284(。o448) cap (15) 

其拟合优度调整R方，组内O_3156，组间0．4498。 

结合模型二和模型三的两个回归方程，考虑如下预测：陆呖等预测人口总抚养比在2016--2030 

年将会逐步上升到47％。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认为第二产业占比会在2016--2030年间下降至 

30％ ，则资本形成增长率(即投资增长率)将由现阶段(2OLO至2014年)的10．6％下降到8．3％。由文 

献研究结果知道，资本存量增长率一般慢于资本形成增长率，资本形成增长率水平除以1．1便是资本 

存量增长率水平，那么南上面两个回归模型我们可以得到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将由现阶段的9．6％降 

低到7．5％。 

具体的以未来五年为一个估计周期，根据迟福林的预测 ，至2020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将达到 

36％，2030年将降至30％；刘霞辉指 ，至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7．67％，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 

将高至67．81％n 。关于人口抚养比的未来预测，我们采用周渭兵的预测结果的趋势 ，更新2014年 

的抚养比信息，从而得到至2020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将达到39．23％，2025年达到39．7％，2030年高 

至40．6％。基于上述预测结果，通过本文的模型我们可以给出资本存量增长率在2016--2020年问会 

由现阶段的10％下降至8％左右的水平。 

将各因素的预测值带人模型，我们可以得到实际GDP增长率的现阶段拟合值和未来五年的趋势 

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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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份额加权的第一产业劳动生产 

率增长率 

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 

就业份额加权的第二产业劳动生产 

率增长率 

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 

就业份额加权的第三产业劳动生产 

率增长率 

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加率 

劳动参与率的变化率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变化率 

总人口增长率 

实际增长率 

预测值为2013、2014年平均值 

预测值为2013、2014年平均值 

本文测算结果 

本文测算结果 

本文测算结果 

预测值为当前值与迟福林平均值 

本文测算结果 

预测值为当前值与迟福林平均值 

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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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为201 1—2014年平均值 

孟令国的预测结果 

表2 中国GDP收入法核算拟合及2015--2020年趋势预测 

表3 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情景分析 

其中TFP增长率沿用陆吻等的估计结果，人力资本变量增长率来自Holz的估计。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产业结构调整和人15结构变动两方面考虑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首先，在产业结构 

方面，通过对发达国家发展历程的研究可知：随着经济产业结构服务化的过程演进 ，第三产业的劳动 

生产率增长率普遍低于第一、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以及发展的必然 

过程，中国走向了产业结构快速转型，第一、二产业就业人15向第三产业转移的阶段 ，随着第三产业 

增加值份额的提高以及其就业份额的增长，中国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会呈现一个下降的趋 

势，进而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其次，在人口结构方面，人15结构变动通过劳动年龄人口的变 

动降低未来的社会总劳动参与率，从而影响有效劳动供给的数量。通过本文的预测，2016年中国经 

济活动人口数量达到峰值，之后呈现绝对值的下降。对于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的联动影响，本文建立 

们 4 加 斛加 0 C； 

加 卯 ㈣ 一 ㈣ 唧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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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率(资本形成率)与城市化率、第二产业比重以及人口抚养比的回归关系，认为在城市化率达到 

46％之前，投资率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而上升 ，当城市化率达到46％后 ，随着城市化的继续 ，投资率出 

现下行趋势；投资率与第二产业比重呈现正向线性关系；投资率随着人口抚养比的上升而下降。通 

过这个模型可以预测未来投资率的变动方向和大小，进而得到资本存量增长率的变化情况，从而可 

以预测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和速度。 

此外，本文还考虑了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将中国人均实际工资水平与人 

口结构因素和人r]受教育程度进行协整分析，发现中国人均实际工资水平能够被中学学历劳动者数 

量占比和大学以及j-学历劳动者数量占比所解释，这说明随着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的提 

升，人均实际 r资水平会提升，从而增大劳动者报酬，促进经济增长。在考虑了以上经济增长相关因 

素后 ，本文沿用陆呖和蔡唠建立的潜在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及参数估计结果，运用本文对资本存量增 

长率、潜在就业人口增长率的预测以及陆呖和蔡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的设定和Holz对人力资 

本变量的预测结果，得jU了未来十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可能区间。当经济结构日趋成熟时，就 

业从第一、二产业向第 产业服务业部门转移，是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一种趋势，高就业份额 、相对 

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第j产业的扩张会引致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下降。我们应当注意 

控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速度，当前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仍然较低，过快推进产业结构服务化，特别 

是非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负向冲击，使得经济增速放缓，进而会对我国国民 

生活水平、投资以及消费等产生影响。同时，我们应当加快推进各产业内部的产业技术升级，去掉落 

后产能，提高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保障各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空间。当前我国国出现“未富 

先老”现象，这就迫切要求尽可能推迟劳动力供给出现负增长的时间，保证稳定而充足的劳动力供 

给，以维持人口红利对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作用，所以我们应当尽早放宽计划生育政策，逐步提高生 

育率，以期减轻未来的人口老龄化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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