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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利用全要素生产函数分解了我国30年来人 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 

果表明，劳动力数量贡献占9％，劳动力质量贡献占10．4％，人口因素贡献占19．4％。当把 

劳动力进一步分解为人12红利和总人 口增加的影响后发现，人 口红利解释了劳动力增长的 

33．6％，即每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3％。为了充分发挥人口红利，应实行提高人力资本 

水平和劳动参与率水平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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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research decomposes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to China’S 

economic growth us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function．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pulation factor 

contributes to 19．4％ of the economic growt h． in which labor quantity 9％ and labor quality 

1 0．4％ ．When the labor component is further decomposed into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total 

population increase，33．6％ of the labor increase is explained by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that is，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contributes 3％ annually to economic growth． We discuss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regarding improvement of human capital and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the results． 

Keywords：demographic dividend；population transition；economic growth；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function 

中国的 “人口奇迹”和 “经济奇迹”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中国仅仅在一代人时间里完成了 

发达国家上百年的人口转变过程。同时在过去30年里，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发展的趋势。有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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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要归因于以市场化为核心的制度环境，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时期 

也恰好与此相契合，因而得以较好地利用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所指的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 1：3年 

龄结构，即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这种 

人口红利与人口转变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在很多国家不同程度地出现，但 

是最明显的是东亚国家。东亚国家经历了迅速的人 口转变，同时生育率和死亡率下降存在一定的时 

滞，造就出一种 “两头小，中间大”的人口年龄结构。 

西方学者对东亚人口转变过程的研究表明，在有利于人力资源能力提升、创造就业、自由贸易和 

资本形成等政策的推动下，人口红利对东亚经济奇迹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学者对人 口红利的研 

究也表明了其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大贡献 。 。然而，以往的研究因使用不同的方法，得出的人 

口红利的大小、期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途径和程度等结论，存在大量分歧。本研究把劳动年龄人口 

的规模和比重纳入以经典的总生产函数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型，推导出可以证实的假设 ，旨在求证按 

照全要素生产率计算的人口红利有多大，即在制度给定的条件下，人口红利和劳动力规模作为基础要 

素的一种，在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中所处 的地位和作用。并试 图说 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 

技术进步等都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各个要素之间由技术和组织管理制度连结，共同决定经 

济增长。 

一

、 全要素生产函数及其主要变量 

探究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通常有两个方面：一是探究有哪些因素影响经济增长，如何影响经济增 

长，这被称为经济增长理论；二是各个要素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各有多少，这方面的研究被称为经 

济增长核算。经济增长核算开始于全要素生产函数 (暗含着其中包括了影响产出水平的各个要素)。 

由于生产要素对产出量的作用与影响，主要是由一定的技术条件决定的，所以，全要素生产函数反映 

了生产过程中投入要素与产出量之间的技术关系，其具体形式如下。 

Y=AF(K，L，H，⋯，e) 

其中，／4代表全要素生产率，又被称为 TFP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其增长率 TFPG即为技术 

进步率；F代表组织方式； 代表资本；L代表劳动力；H代表人力资本水平；e代表随机和不可观 

测的因素。运用微分可以把经济增长分解为各个增长因素。因此，很多学者通过证明加入其他一些变 

量，如卢卡斯构造的著名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其具体形式为：Y=AK'~H卜 e“ 

其中，h为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即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水平。 

通过推导得出：(1nY—lnH) =lnA+Ot(InK—lnH) +fllnh+U 

由此就可以把相应的数据带入进行理论和实际的验证。 

布鲁姆 (Bloom)和芬利 (Finlay)对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的分析也是根据柯布 一道格拉斯生 

产函数进行的扩展 ，其具体形式为：Yi =AKi~,，J 1 

其中，Y是总收入；A是技术变革；K是资本投资；L是劳动力，近似为劳动年龄人 口。按劳动 

y ， 、 

力平均的人均收入 (以下简称劳均收入)为： =Af l L
,it 、Lif， 

而根据索罗经济增长模型，经济增长可以被描述为向稳态的劳均收入水平收敛的速度。因此，如 

果定义z=logf÷l，则按劳动力平均的人均GDP(以下简称劳均GDP)增长可以用如下公式表示。 
、 L ， 

g2 = A(z 一 ) 

其中，Z 是稳态水平的劳均收入的对数；z。是劳均收入对数的初始值 ；收敛速度以 入代表。影 

响稳态经济水平的因素由向量 代表，则 z = ，把随机误差项加入劳均收入的表达项中，则有公 

式：g =A( 口一Z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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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劳动人口比例又可以表示为： it= Yit Lit 

则 。g( )=·。g( )+ 。g( )；y= 十 。g(专)；z=y一-og( )； A[ 一 +·。g(专)。】+ 

即，人均收入的增长率 ：劳均收入增长率 +劳动人口增长率 一人口增长率，具体形式如下。 

g g：+gL— gp 

人均收入增长率和人口因素的关系表示如下。 
I r 、 

gy= +A1og(告)+g￡一ge 0 

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出，通过一系列的推导和转换，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对数形式Log( )与人 
口增长率可以同时纳入对经济增长的回归模型。正是根据这个模型，本研究对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经 

济增长因素进行了重新的分解和核算，并得出东亚奇迹中劳动年龄人 口比重解释了经济增长的26％ 

乃至50％以上的结论。 

二、物质资本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在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本投资是最直接决定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物质资本投资既包括一般意义 

上的固定资产投资，也包括存货和折旧。利用全要素生产函数可以看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决 

定经济增长，物质资本的投资是支撑我国经济30年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 

从工业革命以来，资本数量的增加成为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也是摆脱农业文明的 

重要推动力，对于旧社会具有摧毁性力量。工业革命的一个外在表现就是工业化和大量物质资本的投 

资。由于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投资恒等于储蓄，因此，高储蓄率往往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同 

时，资本也是多种多样的，高效先进的技术设备、厂房、机器和交通运输设备既是经济增长的外在表 

现，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途径和推动力。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投资和储蓄是制约经济增长发展的一种重要因素。资金短缺和设备落后曾 

经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瓶颈，虽然我国储蓄总量巨大，但从人均水平看，我国的资本存量还是 

很低，因此，仍然需要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促进资本流向更加稀缺的部门和中小企业。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也极为迅速，由 1980年的 911 

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172828亿元，增长了 171918亿元，年平均增长率达20．6％。 

三、劳动力及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劳动力是具有劳动能力且投人生产的人 口。劳动力一直是生产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资源 

充分、要素具有正的替代弹性的条件下，其投入越多，则总产出越多。在传统的经济学分析中， 

劳动力的作用始终受到重视，但是直到20世纪 60年代之前，经济学 中对劳动力的分析一直隐含 

劳动力 同质 性 的假设 ，即把不 同国家、不 同时期和不 同劳动者 的产 出水平 假设 为不变或 

等同的。 

2O世纪 6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力资本之父”西奥多 ·w．舒尔茨 (T．W．Schultz) 

对人力资本做了系统论述，舒尔茨首次明确地把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区分开来，认为人力资本就是体现 

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为强调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舒尔茨提出，从 20世纪初到 50年 

代 ，促使美国经济增长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已经不是土地、人口数量或资本存量的增加， 

而是人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J。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为分析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打开了一条 

新的路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卢卡斯 (R．Lucas)和罗默 (P．Romer)为代表创建的 “新 
．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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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和人力资本内生化，把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纳入增长模型。卢卡斯将经济 

增长的源泉归结为人力资本的增长 。 

由此可以看出，劳动力素 

质 (人力资本)的差异是导 

致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之 
一

。 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带来的 

生产效率是有很大差异的，因 

此，仅仅以劳动力计算人口的 

红利就忽略了人口所隐含的差 

异，这正是我国提出由人口大 

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人口 

发展战略的初衷。充分调动劳 

动年龄人口众多的优势，需要 

大力开展教育，提高国家的整 

体人力资本存量。 

从劳动力数量看，我国劳 

动年龄人口近似代表我国劳动 

力的数量，因此，可以考察我 

国劳 动年 龄人 口在 1950～ 

2050年的变动情况。从总量 

上说，2016年前我 国劳动年 

龄人口呈不断增长趋势，直到 

表 1 我国 1950～2050年劳动力数量和比重的转变 

资料来源：1995年之前 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据来 自联合国，United Nations．World 

2016年 达到顶峰 的 9．97亿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04 Revision，2005；1995～2008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人，随后在 2020 2025年间 oo 》， 009年之后的数据来自于美国人口普查局的预测数据。 

出现小幅波动，然后逐渐下降，但是与庞大的劳动力总量相比，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得并不显 

著。在 2010—2016年，我国每年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基本都是正数，从2017年开始出现下降，以后 

保持在每年减少 500万人左右的水平，直到 2050年，我国仍将有 8．6亿劳动年龄人口 (见表 1)。 

从劳动力素质方面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结束了长年动乱的局面，各项事业飞速发展，中国 

人口受教育程度也有了质的飞跃。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口识字率显著提升。《中国人 El统 

计年鉴2009))中的数据显示 ，我国 1982年、1990年和 2000年 15岁及 以上人 口中识字率依次为 

77．19％、84．12％和93．28％。根据笔者的估算，我国 15岁以上平均受教育年限在 1978～2008年的 

30年问增长了 3．73年。 

四、技术进步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生产率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产出量与其相应的生产要素投入量之间的比率。一切生产都 

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过程。经济增长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粗放式经营，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 

投人增加带来经济增长；第二种是集约式经营，主要依靠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带来经济增长。而提 

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外在表现就是技术进步。经济学上讲的技术进步是类似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概 

念，包括科学技术进步、组织管理和企业家精神等，本文用全要素生产率来代表技术进步。技术进步 

不会产生边际报酬递减的现象，同时知识储存量可以由人类创造出来，这就决定了技术不存在存 

量限制。 

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就业的作用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总体上可以分解为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和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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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效应。替代效应是指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技术和资本取代劳动，从而减少劳动力的需求量。补偿 

效应是指技术进步所创造的对劳动的新需求，抵消了劳动减少的效应。一般来说，相对于非农产业， 

技术、资本对农业劳动力的替代效果更大。因此，技术进步将加快农业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速度，从 

而较快地提升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生产率。 

衡量一国技术进步的水平和速度一般较难，因为技术进步会通过多重效果作用于生产效率， 

无法直接衡量。因此，有人用对集中代表技术进步的研发投入作为技术进步的替代性衡量指标，假设 

研发投入的产出效率类似，则研发投入越多，一国未来的技术进步潜力就越大。《中国人13统计年鉴 

2009))中的数据显示，在2004～2008年的短短五年时间里，我国研发投入的总量就增长了 1．3倍， 

从2004年 1966亿 元到 2008年 的 4616亿元，可 以看 出近年来 我 国对科研和技术进 步的大 

力支持。 

五、我国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全要素分析 

假设人口劳动参与率、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制度等均不发生大的变动，首先根据经 

典的索洛模型进行推导，得出物质资本投资、劳动力和技术进步 (用全要素生产率代替)各 自对我 

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然后引入人力资本变量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量，考察人口因素尤其是人口红 

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劳动力数量模型 

首先，我们运用资本和劳动力两个基本要素，推导全要素生产率，看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增加 

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贡献率，模型如下。 

Y=F(K，L)=A e“ 

其中：y为社会总产品产量或国内生产总值；K为社会资本量；L为社会总劳动量；A为技术进步因 

子。 

对上式求导， ： 警为资本的产出弹性，即当资本每增长1％时，产出增长 ％； ： 等 
为劳动的产出弹性，即当劳动力每增长 1％时，产出增长 ％。 

本文运用我国1978 2008年的宏观数据进行分析。经济增长仍然用 GDP来衡量。物质资本投资 

我们用资本形成总额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存货增加)来衡量，数据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2009))。 

为保证经济增长和投资的可比性，我们要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运用 GDP缩减指数对现值 GDP进行 

缩减，运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资本形成总额 (capita1)进行缩减，数据来 自 《中国统计年鉴 

2009}。劳动力数量 (Labor)用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衡量，数据来源同表1。 

LnGDP=A+aLn(capita1)+／3Ln(1abor) 其中，Ot+ =1 

运用计量经济学软件 Eviews 6．0回归计算得到下列结果。 

LnGDP=一13．918+0．649Ln(Capita1) +1．59Ln(Labor) 

(一5．936) (16．009) (6．683) 

R ：0．996 D．W．=1．440756 S．E．=0．036605 

而标准化后的系数值为：Od=0．709和 =0．296，因此，我国仅包含劳动力数量的柯布 一道格拉 

斯生产函数为 Y=AK~’∞L ％ 

把数据带人上述模型中，测算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各自的贡献份额 (见表 2)。 

根据 1978～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 GDP(已经经过平减指数处理，单位为亿元，以 1978年为基 

期)、资本投资形成总额 (已经经过固定资产投资平减指数处理，单位为亿元，以1978年为基期)、 

劳动力数量 (单位为万人，以 15—64岁适龄人VI表示)，我们得到 gr、kr、lr，即产出增长率、资本 

投人增长率和劳动投入增长率，而 EK、EL和ET分别表示物质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技术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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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贡献率。各要素贡献率利用表中的 gr、kr 

和 lr的值与回归预测中估计的 、 值计算得 

出，具体公式如下。 

EK = ．E ： ，E = 1 一EK —E 

gr gr 

由表2可以看出，假设我国经济增长来自 

物质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技术进步三个方 

面时，物质资本投入的持续增长是我国经济增 

长的主要源泉，改革开放 30年来平均对经济 

增长贡献 达到 73．9％，而劳动力 的贡献为 

6．3％，技术进 步也 贡献 了经 济增 长 中 的 

19．9％。这和武剑的研究结论比较类似，该研 

究认为劳动力增长贡献了 1978～1983年经济 

增长中的6．62％，贡献了 1984～1988年经济 

增长 中的 5．93％，1989～1993年 为 5．54， 

1994～1998年 为 5．02，1999～2010年 为 

4．8％，2010～2020年为 1．8％。平均来看， 

武剑的研究证明劳动力因素解释了我国 1978 
～ 2010年经济增长的5．58％ 。 

但是这种计算方式仅把所有劳动力假设为 

表 2 1978～2008年我国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的 

贡献率比较 

年份熟瑟 鬻 

数据来源：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2009}整理得出。 

无差异的单个劳动力的累积，这与现实中劳动力的普遍异质性很不相符，尤其是当简单劳动日益为复 

杂劳动所替代时，简单累加劳动力必然会造成对劳动力贡献份额的低估。因此，我们还需要把劳动力 

因素分解为劳动力数量、劳动力比重 (劳动年龄人 口比重)和人力资本投入 (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 

三个部分，重新考察劳动力因素在我国长期经济增长中所贡献的份额。 

2．劳动力数量、比重和人力资本分解模型 

我们把受教育年限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引入方程，由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 Y=A ，J卜。hoe ，结 

合布鲁姆 (Bloom)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的模型，推导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lnY=lnA+otlnK+(1一Ot)lnL+／31nh+U 

lnY=(1n4+lnH)+O／(1nK—lnL)+／31nh+ 

假设 为普通人力资本，即劳动力存量，不同劳动力之间无差异，受教育年限都为一单位，且劳 

动时间都为一单位，则 就是劳动力数量，由本年度的劳动年龄人口代表，L=P×was，即某年度劳 

动年龄人口为该年度总人 口与劳动年龄人 口比重之乘积，因此，我们又可以把 lnL分解为 lnP+ 

lnwas。因此： lnY—lnL=lnA + [1nK—In(P·was)] + lnh+tl 

lngdp=lnA +Ol(1ncapital—lnP—lnwas) + lnh+U 

其中，gap为人均 gap，capital为固定资产投资，P为总人口，was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h为我 

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根据我国的相关数据，我们运用 Eviews 6．0计算得出标准化后的生产函数： 

I n ap=5．1129十0．573Ln (capita1) +0．427Ln(1abor) 十0．435Ln (h) 

(0．3595) (0．0330) (0．1473) 

R =0．997 D．W．=0．529 S．E．：0．036762 

因此，劳动力数量、比重和人力资本分解的柯布 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Y=aK~· LO．427h 

类似于上一节的处理，我们得到表3中的产出增长率、资本投人增长率和劳动投入增长率，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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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要素贡献率。其中，各要素贡献率是利用表中的gr、kr、lr、hr的值和回归预测中估计的Ot、(1一 

)和卢值，计算得出，具体公式如下。 

EK = ，E = 二 兰 
，

Eh=尽 
，
E = 1一EK —层 —Eh 

g也r gr gT 

表 3 1978～2008年我国资本、劳动和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比较 

数据来源：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2009))整理得出。 

由表3可以看出，在考虑了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的质量 (人力资本)之后，我们发现，人口因 

素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有明显提升。1978～2008年总的来看，劳动力人数增加贡献了经济增 

长的9％，我国人口的平均教育年限提高解释了经济增长的 10．4％，和劳动力数量的贡献基本一致， 

人口因素贡献了19．4％。而物质资本投资的增加仍然是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解释了我国长期经济 

增长的59．7％，技术进步也解释了其中的20．8％。为进一步考察在不同时期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我们把 1978—2008年分为 1978～1990年、1991～2000年、2001—2008年三个时期。三个时 

期呈现出的显著特征是固定资产投资在经济增长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从第一个时期的46．2％增加 

到2000年之后的平均91．1％。而人口因素所贡献的份额则逐渐减小。这是由于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本 

投资加速积累导致的。 

为进一步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贡献，我们对劳动年龄人 口进行了进一步的分解， 

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以此来把劳动年龄人口带来的经济增长进一步分解为劳 

动年龄人口比重增加 (纯粹的人口红利)带来的经济增长和总人 口增长带来的经济增长。结果发现， 

总的来说，我国总人口增加解释了劳动力效应的66．4％，因此，对经济增长每年平均贡献占6％；劳 

动年龄人口比重增加解释了33．6％，因此，对经济增长每年平均贡献占3％ (见表4)。 

· 22· 

万方数据



表4 1978～2008年我国总人 口和人 12'红利的贡献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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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2009))整理得出。 

六、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运用全要素生产函数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份额进行了分解和测算。主要考虑了物质资本投 

资、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在把人口因素作为各个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 

进行考虑时，对劳动力数量采用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一种仅把劳动力看做同质的单个劳动力的叠 

加，另外一种把劳动力分解为劳动力数量、比重和人力资本的差异。两个模型的运算结果有明显的差 

异。如果仅考虑劳动力因素，则对经济增长贡献6．3％，而考虑人力资本与劳动力数量和结构，则劳 

动力数量贡献占9％，劳动力质量 (人力资本)贡献 占10．4％，人口因素贡献占19．4％。技术进步 

的贡献占20．8％，和人口因素基本扮演了接近的角色。当把劳动力进一步分解为人口红利 (劳动年 

龄人口比重)和总人口增加的影响后发现，劳动年龄人 口比重增加解释了劳动力增长的33．6％，因 

此，每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3％。 

劳动年龄人口仅仅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基础要素，并非首要要素。投资在我国过去的经济增长 

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而技术创新也有重要作用，并将在未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本研究的结果 

表明，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要明显小于以往的研究结果。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进一步 

转变，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将可能形成微弱的制约。人口红利的充分发挥，需要人力资本具有较高的 

水平，劳动年龄人口的整体劳动参与率要稳定在较高水平。未来的政策措施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 

随着我国长期的低生育水平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我国人口红利也将逐步消失。进一步的研究可 

以对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程度，以及采取哪些措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弥补其消失的影响，进行相应的 

(下转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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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在具体操作上，对一般退休人员，从养老金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险费用；对于 

部分经济困难的退休人员，应当主要由政府财政给予适当水平的补贴。根据 “老人老办法，新人新 

办法”的原则，凡新规则实行之 日前退休的人员继续执行现行政策，新规则确立后退休的人员则需 

要继续承担缴纳医疗保险费的义务。政府要逐步建立起针对职工医保的财政补贴机制，还应逐步建立 

公共筹资机制，多渠道筹集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险资金，包括财政注资、国有资产收益、社会慈善捐款 

等。目前，广东省东莞市已经按照 “多方筹集，财政补贴”的原则，建立起单位、个人和市镇 (街) 

财政三方筹资机制，以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建立全市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明确了财政 

在基本医疗保险中的筹资责任，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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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和分析。可以通过引入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CGE模型)，对人 口红利效应降低带来的负面影响 

进行全面评估并找出可能的抵消其负面作用的对策和措施。通过对劳动参与率、出生率、死亡率，及 

劳动力简单复杂等一系列指标的假设，设定人口指标进入 CGE模型中人口发挥作用的关键约束方程， 

最终预测劳动参与率、城市化和计划生育政策等关键参数改变对整体经济的影响 J。可以对中国人 

口模型和经济模型的结合进行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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