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改革与发展 《财经研究》1997年笫1期 总笫182期

中国不同类型工业企业效率差异的比较分析

孙克任

一、引言

任何统计数值的大小、高低、快慢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也就是说，相对性赋予了统
计数值的生命，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在全国统计年鉴中，按不同的标准，对全国工业进行了详
细的划分，划分成不同类型的工业企业，对千不同类型的工业企业都有一 系列经济统计指标与
之相对应，对每一个孤立的指标进行比较，有其现实意义。但仅仅如此，还不能对不同类型的工
业企业之间的差异，有一个全面的、深刻的认识，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利用适当的经济数学模型

对这些统计指标做深化研究和分析。

能够反映不同类型工业企业之间差异的指标有很多，但毫无疑问，企业效率是其中最重要
的指标。企业效率的提高可以表现为两方面的进步，一是企业生产边界的外移，二是企业实际
产出与生产边界之间距离的缩短。企业生产边界代表着企业的最高技术水平，技术水平的高低
决定着企业最大产出与投入的比例的大小。企业的实际产出常常与最大产出之间有一定的差
距，若差距为零，即实际产出达到最大产出，则称企业为X效率；若差距不为零，即企业的实际
产出小千最大产出，则称企业为X低效率。显然，企业最高技术水平及X低效率的高低决定着
企业效率的高低；因此，对不同类型的工业企业的最高技术水平和X低效率进行比较，有重要
的意义。因为，企业效率这个指标并不能从统计年鉴中直接找到，需要利用一定的数学方法来
计算得到，而对企业效率的概念和测量方法的研究可以说是国内经济学研究方面的一个弱项。
为了计算的简单，以往国内有关中国企业效率的大部分研究都偏好千使用一些常规的单要素

生产率指标，它们所能够提供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后来出现的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和全要素
生产率指标使这种情况有所改观，但也不够。本文利用前沿面生产函数做工具来测算不同类型
的工业企业的最高技术水平和X低效率。

二、采用的经济数学模型

前沿面生产函数一般采用C—D生产函数或其变形形式，并同时假定生产函数属千希克
斯中性技术进步函数，即假定a+�=l。

据笔者了解，以往利用C-D生产函数及其变形形式测定技术进步率时，对于不同的分行
业都取不同的a、p，这种取法有利于自身的纵向比较，但对千分行业之间的横向比较，则缺乏

可比性，因不同的a、B 取值影响了比较结果的可信度。为了增加可比性，我们假定这些分行业
之间有相同的a、B，在同一标准下，来比较不同行业之间的最高技术水平和X低效率，则会令
各分行业更心服一些，以致郑重其事地对待测算结果。

前沿面生产函数形式为：Yl
= A,K: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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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i为第 i 种类型企业的最大产出，A为第 i 种类型企业的最高技术水平，K为第 i 种类型

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L， 为第i种类型企业的劳动者人数，a、P分别为K，和L,要素的产出弹
性。

我们要利用如下形式的优化模型将参数A,、a 和P估计出来。
将全国工业按一定的标准分成m种类型企业，每种类型里又有纵向样本n个，则模型的

一般形式如下：
m n 

min22(A,K;Lt-y.，） 
i一I j一1

A1K牡4-yll>0

A2K社4-y2J>0

约束为：中丛k::.ILi1一ym』�o

j=l,2, ····••n 

a+�=l 

a>O,�>O

A 1>0,……Am>O 

将其化为线性形式，此模型的等价形式为：
m n 

min22(InA，十alnK,＇哼In匕 －InyIJ)
i一I j一1

InA 1 +ainKli+�InLn-lnYu�O 

InA2 + alnK2; + �InL2; -Iny 2;�0 

lnAm+alnKm汁书InLmj -Inym泛0

j=l,2, …· ··n 

a+�=l 

a>O

�>O 
Al>0 

Am>O

注： yIJ为样本的实际产出。

三、测算结果之一：按经济类型分

将全国工业企业按经济类型可分为三类：国有经济企业、集体经济企业和其他经济企业。

其他经济企业包括：股份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及港澳台投资企业。 样本时间序列为 1993一

1994。 通过计算得三种类型企业的前沿面生产函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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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_= 1. 6SK�·755L严

Y2= 4. l6K�·755L�-245

Y3= 3. 6468K}·755区· 245

所得结果用表格形式列在下面：
企业种类

国有经济企业
集体经济企业
其他经济企业

最高技术水平
1.65 
4.16 
3.65 

1993年X低效率
99. 89% 
87. 71%
99. 21%

1994年X低效率
99. 69%
97. 31%
99. 87%

四、测算结果之二：按轻重工业分

按轻、重标准，可将全国工业企业分为重工业企业和轻工业企业，其前沿面生产函数分别
为：

Y1 = 2. 63K�·817L�· 183 

Y2=1. 74Ki 8“Li·183

所得结果用表格形式列在下面

企业种类
重工业企业
轻工业企业

最高技术水平
2.63 
1. 74

1993年X低效率
90. 16%
98. 54%

1994年X低效率
98. 90% 
99. 86%

五、测算结果之三：按行业分类

将全国工业按行业分，可分为：采掘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煤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其前沿面
生产函数分别为：

Y1
= l. l8K�·1L尸

Y2=3. 06Kg·1Lg·3 

Y3
= 1. 01Kg·7Lg·3

所得结果用表格形式列在下面：
企业种类
采掘业
制造业
电力煤气及水生产供应业

最高技术水平
1. 18
3.06
1. 01

1993年X低效率
83. 25%
92. 99%
91. 21%

1994年X低效率
99. 98%
99. 92%
99. 06%

六、测算结果之四：对采掘业分类

对采掘业进行分类研究，它可分为：煤炭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
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其他矿采选业、木材及竹林采运业七个行业，其前沿
面生产函数分别为：

Y1 = 1. OOK�-s3•L�· 16f

Y2=l. OlK�·mL�-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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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3=2. 15K}.834L1. 165

Y4=1. 34K1.8“Li·166

Y,=1. 85Kg·mL�·106

Y.=2. 08Ki·334L�·100

Y1=l. OOK�·mu.16,

所得结果用表格形式列在下面：
企业种类 最高技术水平 1993年X低效率 1994年X低效率

煤炭采选业 1.00 69. 65% 79. 31%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1.01 78. 38% 99. 03%
卜

炽色金属矿采选业 2. 15 75. 02% 71.63%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1. 34 83. 60% 99. 92%

非金属矿采选业 1. 85 82. 32% 99. 99%

其他矿采选业 2.08 99. 98% 95. 16%

木材及竹林采运业 1.00 75. 87% 92. 86%

七、对计算结果的分析

最高技术水平决定了企业生产边界的位置，X低效率表示实际产出与边界产出的距离，因
为最高技术水平只是相对最高技术水平，因此，X低效率的大小更多地是由随机因素引起决定
的。 而影响企业效率的众多因素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最高技术水平体现出来，因此，我们利用不
同类型工业企业的最高技术水平的测算结果来分析影响不同类型工业企业效率的因素，把企

业 X低效率测算结果作为研究者、决策者的参考。
我们首先对国有经济企业、集体经济企业、其他经济企业进行分析，三种类型企业的最高

技术水平比为：1- 65 : 4, 16 : 3, 65，也就是说，当三种类型企业的资本与劳动的投入相同时，国
有经济企业、集体经济企业、其他经济企业的产出比为：1- 65 : 4, 16 : 3. 65，从结果来看，集体
经济企业产出最大，效率最高；其他经济企业次之，并且与集体经济企业相差不大，约为集体经
济企业效率的88%；而国有经济企业产出最小，效率最低，其效率约为集体经济企业的40%。

集体经济企业与其他经济企业运行机制相差不大，从经验上来说，其他经济企业的效率应
略高千集体经济企业，现反而造成相反结果。其原因，我认为，是其他经济企业通过高价购进原
料，低价输出成品的手段将企业利润向海外转移的结果，转移的目的是为了避税。 君不见许多
外商投资企业及港澳台投资企业从会计报表上来看其利润很低或亏本，但其仍乐此不疲地将
企业开办下去，其实质就在千他们并没有亏本，而是赚了高额利润。

国有经济企业的效率为集体经济企业的40%，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首先在于国有经济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低，在国有经济企业中存在着严重的物质资源

与人力资源闲置的情况。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企业存在着“资源软约束“情况，各国有
经济企业对千自己不需要的资金和项目也拼命向上级部门要、向上级部门争，这样就必然存在
着资源不适当配置的情况。 在80年代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表现在增扯改革上，在资源的
增量配置上有一定改观，但在资源的存量上没有什么动作，因此，在国有经济企业中存在着物
质资源的闲置与浪费。在国有经济企业中同样也存在着人力资源的闲置与浪费，在大部分国有
经济企业中都有大量富余人员，这部分人员既没有工作让他们干，又不能解雇他们，虽然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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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在解决国有经济企业富余人员方面取得了 一定的经
验和成绩，但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的闲置与浪费必然造成国有经济企业

效率低。
2. 在于对国有经济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激励不足、监督不足。 因为国有经济企业所有者主

体虚置，所有者的权力由所有者代表行使，所有者代表自身的激励不足，造成了对国有经济企

业经营管理者激励不足、监督不足。 对国有经济企业经营管理者除了精神激励外，还要有物质
激励，物质激励主要集中在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分配上。国有经济企业获得的剩余在企业内部的
相对平均分配削弱了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有效激励程度，而集体经济企业在这方面解决得较
好，另 一方面国有经济企业所有者代表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监督不足与监督成本高，也造成了

企业经营管理者努力不足，因而造成了企业效率低。
3.在于对国有经济企业内部职工的激励不足、监督不足、激励成本高和监督成本高。企业

内部职工的积极性、能动性、创造性是决定企业效率高低的重要因素，因此需要对企业内部职
工进行激励。 激励的方式有两种： 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 精神激励的作用在下降，物质激励的
重要形式是奖金，由千对职工劳动监督成本高及合理评价成本高，造成了奖金在企业中平均分
配的趋向，失去了激励效应。

4.在于国有经济企业生存压力小。经济体制改革将国有经济企业推向市场，自负盈亏，优

胜劣汰，但实质上，集体经济企业生存压力远远大千国有经济企业生存压力。 集体经济企业搞
不好，企业要破产，工人要失业，生存压力很大，而国有经济企业不会轻易破产，工人也不会轻
易失业，生存压力小，因而集体经济企业中各行为主体的努力程度比国有经济企业高，企业效

率也就高。

从测算结果之二来看： 重工业与轻工业企业的效率水平之比为：2.63 : 1. 74，即重工业企
业的效率约为轻工业企业的1.5倍，这个结果也符合实际情况，因为从实际看，重工业企业的

技术水平高，设备先进。
第三种分类方式是把企业分成采掘业、制造业及电力、煤气、水生产供应业。 从结果来看，

三类企业的效率比为：1.18 : 3. 06 : 1. 01，制造业的效率最高，采掘业的效率约为制造业的
38%。 这一方面说明，制造业的技术水平高，另 一方面说明采掘业的产出资源定价不高。 而电
力、煤气及水生产供应业的效率约为制造业的 33%，这说明电力、煤气及水生产供应业技术水

平不高，同时也说明这些与百姓日常生活福利有关的企业产品和服务收费不高。
测算结果之四是对采掘业进行分类，分为七种，从结果来看，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效率最高

（为2.15)，其次为其他矿采选业，效率为2. 0 8，再次为非金属矿采选业，效率为1.85，其余的
四种企业效率差不多。 这个结果说明，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其他矿采选业及非金属矿采选业在

采掘业中技术水平和效率高，同时也暗示着，这三种企业的产品的定价较高。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系博士生，单位的邮编为20 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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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本公司经董事会研究决定，将注册资金由壹恓万元

人民币调整为壹拾万元人民币。

上海友学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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