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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 度 量 并 比 较 了 各 种 不

同产业%不同地区%不同隶属关系和 不 同 所 有 制 企 业 的 效 率#发 现

企业效率在不同产业%地区和不同隶属企业 之 间#各 年 的 效 率 差 异

明显表现出缩小的趋势&在比较产业之间的 相 对 效 率 时 发 现#竞 争

的市场结构导致较高的企业效率#而垄断的市场则产 生 了 较 低 的 效

率&在考察地区间效率差异时发现#高效率并 非 完 全 与 高 市 场 化 地

区具有相一致的趋势#而是趋向于具有资源分配优先权的地区&
""关键词"企业效率#经济转轨#外生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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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效率是任何经济社会所关注的永恒命题#没有效率的社会是没有生命力

的#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效率就意味着竞争力#意味着创新&没 有 效 率

的社会或国家#在开放的世界中是没有地位的&同样#效率也意味着为社会

提供更多的可分配资源#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提升还是降低#意味着该社

会能够拿出多少 有 效 资 源 进 行 分 配&经 济 效 率 高 的 社 会 具 有 较 丰 富 的 资 源#
因而通常能够较好地解决扶贫济弱问题#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因而能

够为社会获得更大自由度的公平提供充分的空间&同时#在市场经济中#企

业间的效率差异 通 常 会 随 着 竞 争 而 趋 同 化#因 而 导 致 企 业 之 间 收 益 的 趋 同&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效率和公平是一致的&

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 于 其 最 基 本 细 胞$$$企 业 的

效率#这是我们研究效率的一个基本起点&当中国正面临着一个转轨时代时#
其提供了最充分的多元选择的机会#因而类似于一个很大的经济试验场&其

中#各种企业组织形式和相应的产权结构层出不穷#那么#它们之间的竞争

是否公平#以及可能产生怎样的竞争效果？这些都需要我们去仔细考察和追

踪研究#需要根据现实发展的最新数据不断进行研究的更新&
关于中国的效率问题的研究早在#$世纪%$年代就由B+26H4SS42K.*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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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其后吴延瑞$郑京海$刘芍佳$胡永泰等的研究都从不同角度 涉 及 对

中国的经济效率的测度和原因的探讨%近年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断涌现#
出现了一批 相 当 不 错 的 研 究 成 果#对 中 国 的 生 产 率 研 究 起 到 了 很 大 的 促 进

作用%

H4SS42K.*!"#$8 !#$$$"度量了OP%$&OPP>年这 段 时 期 内 不 同 所 有 制 企

业的生产率变化#发现集体企业保持了生产率的长期增长#而国有企业的生

产率在#$世纪%$年代适度增长#但在OPP#&OPP>年期间出现持续下降%H4S@
S42K.*!"#$8 !#$$""利 用##$$$家 中 国 的 大 中 型 工 业 企 业OPP&&OPPP年 的

数据#在各年度分别度量和比较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效率#发现国有制比重

与生产率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性#因而表明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多元化改革

是成功的’而且#即使是较低国有产权比重的国有企业#其效率也低于其他

任何所有权类型的企 业%涂 正 革 和 肖 耿 !#$$A"运 用 企 业 水 平 的 面 板 数 据#
采用随机前 沿 生 产 函 数 模 型#研 究 了 中 国 的"!个 工 业 产 业 的 大 中 型 企 业

OPPA&#$$#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发现在此期间QRM平均年增长率达到

>8%d#呈现出十分迅速的上升态势%郑京海等 !#$$#"运用企业水平的面板

数据 !OP%$&OPP&"#采用 c+5/j1)K3生产率指数进行度量#同时把其分解为

技术进步和效率#来分析%$$家国有企业调查样本的效率变化及其效率的决

定因素%刘小玄 !#$$$##$$&"运用全国普查数据度量了影响产业效率的因素#
发现产业中的不同所有制比重对于产业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吴延瑞

!̂1##$$$"运用OP%O&OPPA年省级水平的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

模型度量生产率及其变化#发现地区之间的QRM变化在#$世纪P$年代具有收

敛的趋势%王志刚等 !#$$>"运用OP!%&#$$"年的分省数据#采用随机前沿模

型对各地区之间的生产效率进行度量比较和分析#发现东部地区效率最高#其

次是中部和西部#各地区间效率差异在此期间基本保持不变%
上述研究分别从不同角度涉及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效

率的度量和比较%然而#对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比较#由于企业样本数据受

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往往不能反映最新的或全局的状况#企业效率和所有

制的关系也在随着不同发展阶段而变化#因此#我们的研究试图在覆盖全国

的制造业的总体基础上#跟踪观察其最新发展的动态#根据现实变化的数据

来更新这项研究%
对于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的效率比较#以前研究由于采用分省或分产业

加总数据#因此有很大局限性#往往只能以省或以产业为基础#度量较为宏

观的生产率#而无法直接度量各省或各产业自身的效率%现在我们的研究采

用了企业水平的数据#则能使得这种度量建立在更加准确的微观基础上#因

而可以直接度量不同产业和不同省份企业的效率及其差异%
市场经济的发展路径大都依赖于相对效率的比较#即那些效率较差的企

业会被竞争所淘汰#相对效率好的企业则能够胜出%因此#本文主要重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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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度量不同企业的相对效率#把各类企业放在具有最可靠可比性的参照系下#
进行度量和比较$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在经历了#$世纪P$年代的大规模的

企业改制之后#国有企业是否还需要通过改制来提升效率？各种不同所有制

类型!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的企业之间是否实现了竞争压力下的效率趋同化？

决定企业效率差异的因素主要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必然会涉及我

们是否能够科学度量企业的相对效率及其差异#并找出存在其后的原因#这

对于促进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合理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通过对于中国在#$$$%#$$&年期间全部制造业的企业水平的数据的分析

和研究#我们试图利用这个最全面的经验数据#更新以往的文献对中国企业

效率的研究#发现最新的企业相对效率变化及其决定因素的证据#为中国转

轨经济的重要发展过程和相应的结果提供比较完整的实证依据$

二!中国制造业的基本现状和数据描述

中国的企业改革最为集中的领域就是制造业#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和放

开#制造业已经逐步成为竞争性行业#成为中国发展最快和各种创新最活跃

的领域$因此#我们考察企业改革的效果和测定企业效率#也就自然地集中

在制造业领域$
我们选择的制造业#是工业部门中扣除了采掘业和电力煤气自来水部门

之后的所有轻重工业部门#合计约三十个产业 &产业代码从O"至&"’$数据

涵盖了这些产业内的全部国有和非国有的规模以上的企业#与中国统计年鉴

上的工业企业统计口径基本一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从#$$$年至#$$&
年共计A个年份 &见表O’$因此#这个数据库能够代表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基

本主导现状$我们就是以这个制造业的数据库为基础#来测定和比较企业的

效率水平#来分析和研究企业效率的决定因素$

表!!"###!"##$年制造业的基本现状描述

年份
全部工业

企业数&个’
全部制造业

企业数&个’
制造业销售收入占工业

销售收入比重&d’
制造业就业占工业

就业比重&d’
制造业资本占工业

资本比重&d’

#$$$ O>#%%" O&%#!! %AI#$ %#I%A >>IA%
#$$O O>P$"O OAA&O$ %AI!O %"I#! >&I!>
#$$# O%OAA! O>>%>% %AIP> %"I>" >&I#&
#$$" OP>### O%OO%> %>I>" %&IP> >"IO#
#$$& #!P$P# #AP&O# %>I#> %AIAA >#I>P

""注"这里的全部企业的统计口径是指全部国有和非国有的规模以上的企业#即与(中国统计年鉴)上

的相应口径一致$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最大的变化就是企业所有制和企业

隶属关系也需要相应地从传统的公有制向民营体制转化#从隶属各级政府行

政管理下的企业向无隶属的市场企业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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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可以看到##$$$年国有企业的数量占全部制造业的#Od#然而到

#$$&年这一比重 只 有A8>d#其 绝 对 数 从 近 两 万 八 千 家 降 至 一 万 三 千 多 家#
下降了A$d以上$集体企业数量占全部制造业企业的比例也从#Ad降至>d#
企业数目减少近两万家$股份合作制企业也有所下降#企业数目减少了两千

多家$股份有限公司略有上升#企业数增加了一千多家$港%澳%台 和 外 资

企业的数量都有大幅上升#分别增加了一万多家$上升最为迅速的是有限责

任股份公司和私营企业#前者从#$$$年的%d上升到#$$&年的O&d#增加了

两万四千多家新企业#而私营企业数量占全部制造业企业的比例则从OAd猛

增至&Ad#企业数净增八万多家$
从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的变化也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的转轨剧烈变化的

特征$计划经 济 的 特 点 就 是#任 何 企 业 都 有 其 行 政 隶 属 关 系#从 中 央 到 省%
市#再到地%县%乡%镇%村等#形成一个庞 大 的 无 所 不 包 的 网 络#每 个 企

业都处在这个 行 政 控 制 网 络 之 中$然 而#市 场 化 则 突 破 了 传 统 的 行 政 网 络#
建立起以市场横向联系#而非纵向隶属的关系网$因此#在#$$$&#$$&年这

个时期#我们能够看到#至#$$&年高达!>d的企业不再具有传统的行政隶属

关系#而在#$$$年这一比例只有OAd$除了大量新增企业不再具有传统隶属

关系#在原有具 有 隶 属 关 系 的 企 业 中#下 降 最 多 的 是 乡 村 企 业 和 县 属 企 业#
减少数量分别从一万多家至两万多家不等$其次是地市企业和镇属企业#分

别减少了五千多和四千多家$省属企业数量略有减少#只有几百家#中央隶

属企业则不减反增#增加了大约四百多家$

表!!!"""!!""#制造业的所有制和隶属关系分布

"
#$$$年

企业数 比重

#$$O年

企业数 比重

#$$#年

企业数 比重

#$$"年

企业数 比重

#$$&年

企业数 比重

注册类型

国有 #!P>$ $I#O ##">A $IOA O%%>% $IO# O&!"P $I$P O""A$ $I$A>
集体 ""%A> $I#A #!"#A $IOP #&$O> $IOA OP&>P $IOO O&"&$ $I$>$
股份合作 O$#A" $I$% O$#"! $I$! PA"% $I$> %!#O $I$A !"%! $I$"O
有限责任 O$>>& $I$% OA&P$ $IOO O%!&O $IO# ##&A" $IO" "&#O& $IO&&
股份有限 &&&! $I$" &%%% $I$" A#$! $I$" AAOA $I$" AP$$ $I$#A
私营 #$!&A $IOA ""%AA $I#" &A%O! $I"$ >"A#O $I"! O$P#A! $I&A%
港澳台 OA"%O $IOO O!#!% $IO# O%OOA $IO# #$#>$ $IO# #>#A" $IOO$
外资 OO$A$ $I$% O##A& $I$% O">>A $I$P O>&"P $IO$ #>>&$ $IOO#
其他 OAA" $I$O O"%# $I$O O#!& $I$O O#O! $I$O PP# $I$$&
合计 O"AP$P O$$d O&A$!& O$$d OAA#&O O$$d O!#""& O$$d #"%""" O$$d
隶属分类

中央 #P#% $I$# #AP> $I$# #!P" $I$# #AP! $I$O "">P $I$O
省 !A$O $I$A !"O# $I$A >%P> $I$& >&!" $I$& >P"P $I$"
地市 O!>!" $IO" O>#"& $IOO OA#PA $IO$ O&A#% $I$% O#O%P $I$A
县 "#&>O $I#& #>%A> $IO% #AO#$ $IO> #"O%O $IO" OA!#" $I$!
街道居委 "A#O $I$" &$"& $I$" &#OO $I$" &>$P $I$" ">O%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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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年

企业数 比重

#$$O年

企业数 比重

#$$#年

企业数 比重

#$$"年

企业数 比重

#$$&年

企业数 比重

镇 O#%PA $I$P O&!A& $IO$ OA#"$ $IO$ O!A!O $IO$ %%%P $I$&
乡 ###%" $IO> O&#A% $IO$ O#A$$ $I$% O$>"! $I$> #"$" $I$O
村 O!&>" $IO" O"A>! $I$P O"O$! $I$% O#&%O $I$! A">O $I$#
其他 #$$&A $IOA &>!>$ $I"# >O%#" $I"P %O>AP $I&! O!PP&# $I!>
合计 O">!!$ O$$d O&>"!O O$$d OA>P!A O$$d O!"!"> O$$d #"%""" O$$d
股权分类

E]O$$d #"$>! $IO! O%!$$ $IO" OAA#A $IO$ O#&O! $I$! OO"PA $I$A

]3O$$d ##"$! $IO> OPO%" $IO" O>>$O $IOO O#PP! $I$% O&$$# $I$>
S2O$$d O&"AA $IOO O>%%P $IO# OP!%> $IO" #A&%$ $IOA "&A&A $IO&

E2O$$d #"""P $IO! "A>OP $I#A &!A!% $I"O >#O&P $I"> O$O$PO $I&#

E.3O$$d >>!A $I$A !P!> $I$A %A&P $I$> O$!#" $I$> O>%"& $I$!
FKO$$d &"P& $I$" A&%& $I$& >>%P $I$& %"&" $I$A O"OA$ $I$>
混合股权 &O!!# $I"O &O##" $I#% &$AO" $I#> &$##A $I#" &!"O> $I#$
合计 O"AP$P O$$d O&A$!& O$$d OAA#&O O$$d O!#""& O$$d #"%""" O$$d

""注"股权分类中%E]O$$d为完全国有股企业%]3O$$d为完全集体股企业%S2O$$d为完全法人股企业%

E2O$$d为完全个人股企业%E.3O$$d为完全港澳台股企业%FKO$$d为完全外资股企业%除以上>种企业

外%其余均为混合股权的企业&由于一些企业数据中涉及的股权 信 息 不 完 整 或 遗 漏%故 这 部 分 企 业 作 为

统计缺失处理%所以企业总数略少&

从表#提供的隶属关系的变化中可以发现%在这段期间%大量的 乡 村 集

体企业和县属公有企业实行了民营化%因而脱离了原先的隶属关系%许多地

市属企业也是民营化的重要来源&省级企业数量的减少表明%较高等级地位

和较大规模的企 业 的 民 营 化 速 度 较 慢%而 中 央 企 业 数 量 略 增 的 情 形 则 表 明%
在中央控制的一百多家大企业集团中%通过集团的层层控制%实际上已发展

出一个庞大的具有两三千多家子孙公司的央企集团系统%而不少企业还正在

努力加入这个中 央 的 企 业 集 团 体 系%以 求 得 到 其 中 可 能 的 优 惠 关 联 或 保 护&
市场竞争似乎只对中下层级的企业产生压力%对于中央企业来说%可能具有

较强的行政垄断力量的支持%因而还远未形成足够的市场压力&
本文采用的数据 库 来 源 于 国 家 统 计 局%该 数 据 包 含 了 从#$$$年 至#$$&

年全部国有以及规模以上非国有的工业企业&这个数据库是中国最为权威的

数据来源%能够全面的代表所有的制造业企业%也不会存在抽样偏差或以偏

概全的问题&因此%在这样的数据来源的基础上%我们能够全面地描述和揭

示出中国企业在经济转轨的这一特定时期的基本变化特征&
在处理数据的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到了以下的问题%并进行了 相 应 的

考虑和处理&
#O$各年的统计口径不太一致%不仅指标变量每年有所不同%而且统计指

标也在变化%这 就 给 我 们 的 动 态 变 化 分 析 增 加 了 难 度&例 如%从#$$"年 开

始%产业划分 标 准 作 了 某 些 调 整%因 此%在 做 有 关 产 业 指 标 的 统 计 处 理 中%
必须考虑到某 些 产 业 代 码 指 标 的 变 化&又 如%规 模 指 标 也 进 行 了 调 整%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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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大$中$小企业的规模统计口径进行了较大调整#提高了大中企

业的规模标准%因此#我们的分析主要以各个年份的截面分析为主#通过比

较静态的方法#来获得近似的动态变化效果%
!#"除了#$$O年和#$$&年以外#各年都有增加值指标#因此#为了得到

该指标#我们依据统计规定的口径#分别通过计算得到 该 指 标%其 中##$$O
年的计算公式为&增加值e总产值f中间投入g增值税’由于#$$&年没有总

产值指标#其计算公式为&增加值e销售收入g期末存货f期初存货f中间

投入g增值税%
!""#$$$(#$$"年的统计数据是国家统计局按常规方式搜集的#是把各

地统计机构上报的统计数据进行汇总的结果##$$&年的数据则是以大规模的

全国普查数据为 基 础 得 到 的#这 是 动 员 了 更 多 人 力 物 力 的 调 查 汇 总 的 结 果%
因此##$$&年的企业数目大大超过上年#其中很难区分有多少是当年新增企

业数#有多少是以前未上报统计数据的企业%

三!分析方法和模型框架

效率度量有参数 方 法 和 非 参 数 方 法 两 种#非 参 数 方 法 如 数 据 包 络 分 析

!L,:"不需要已知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只要已知投入产出的数据即可通过

线性规划模型来度量效率%参数方法是通过设定具体的生产函数#通过经济

计量方法估计参数和效率值#以随机前沿分析 !?R:"为代表%
本文我们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来进行效率的估计%生产函数所估

计的效率是综合性的#比起单一的劳动生产率具有更全面的视角和综合效果%
前沿生产函数的理论意义在于#考察样本企业相对于其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关

系#从中可以计算出企业水平上的效率%前沿生产函数的方法论上的意义在

于#其能够排除服从正态分布的误差项#仅保留偏态分布的残差值#作为企

业技术效率的近似值代表%
此外#之所以采用随机前沿 !?3.-(+K3)-R2.*3)42"的估计方法#而非 确

定前沿 !L4342/)*)K3)-R2.*3)42"的估计方法#主要原因是考虑到庞大的数据

规模#其中可能存在的随机误差也会相应较多#采取确定前沿模型对于数据

的精确度要求较高#而随机前沿模型则可以有效解决这些随机误差问题#不

至于受到某些误差值或异常值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个十几万家企业的数据库

来讲#不可能逐一地去核实每个观察值的准确性#因而?R:模型较为适合%

OP!!年#c441K4*+*G<2.4-N !c<"$:)E*42#Y.X455+*G?-(/)G3!:Y?"
同时提出了?R:模型#模型中考虑了随机因素对于产出的影响#稍后<+334K4
+*G’.22+!<’"!OP!!"则写出了关于?R:的第三篇文章%他们的模型如下&

5;G!V’"")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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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2代表随机影响#2"?$$#’#2%#0/$代表着技术无效率&

c<假设0服从指数分布#<’假设0服从半正态分布#:Y?假设0服从

半正态分布或指数分布&由最大似然法估计出了"!’
#
2!’#0 后#可以计算出样

本的平均效率

&$@0%;&$2@0%;@ #0$’0#
$0服从半正态分布%和&$f0%e&$2f0%ef’0 $0服从指数分布%#

遗憾的是#以上模型不能计算每个观察点的效率&

OP%#年#H.*G2.F等把技术无效率项从残差中分离出来#利用条件 分 布

估计出每个观察点的技术效率#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此#随机前沿模型

能够把每个企业样本的残差进行分离#因而能够估计出每个企业的技术非效

率水平&这种方法上的突破#解决了随机前沿模型原先相对于确定前沿模型

的一个弱点#因而不仅能估计出全部样本的平均效率水平#也能如同确定前

沿模型那样#估计出每个观察值的点效率&因此#在最为微观层次的企业水

平上#而不是在加总水平上#获取效率估计值#以此为基础#就能为 我 们 进

行不同分类组合的效率测定和比较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随后 有 关?R:的 研 究 均 以 此 文 为 基 础#其 发 展 集 中 体 现 在 ‘1/D(+N+2

+*GY.X455$#$$$%所著的M"(’.#,"+’HE()"+!E=)#$5,+,一书中&

?R:的基本模型表示为

5+;G$!+’!%(4=;)2+*(4=;$@0+%#"+;O###+#8#

其中#5+ 为第+家企业的实际产出’!+ 是第+家企业的? 种生产要素的投入

向量’G是生产函数#若取’@L生产函数#则模型的一般公式是"

5*5+;"$B’
?

);O
")5*V)+B2+@0+#"+;O###+#8%

""对2+ 和0+ 做如下的假设"
$O%2+")8)8G?$$#’#2%’
$#%0+")8)8G?g$$#’#0%’
$"%2+ 与0+ 之间相互独立#且与解释变量不相关&

2+ 代表跨企业的随机性#例如测量误差!其他统计噪声和公司无法控制

的随机冲击等&0+ 涵盖了公司内部的无效率因素的影响#技术效率Q,+ 定义

为实际产出与可能实现的最大随机前沿产出之比"

Q,+ ;
5+

G$!+’!%(4=;)2+*
;4=;$@0+%#"+;O###+#8%

""我们根据这个模型进行分析时#可以看到其具有的稳健性如下"$O%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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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异常数据#则剔除了异常数据后的企业效率排序与带有异常数据的企业

效率排序没有什么差异$例如在某一产业#发现有P个企业的观察值 !增加

值%职工人数%固定资产净值"的排序出现为O的情况#计算的企业效率排

名与剔除了这P个异常数据后的企业效率排名的相关系数超过$8PP#对排序

没有影响$!#"对于0+ 服从的分布假设差异也是稳健的#当假设0+ 服从半正

态%指数%伽马分布时计算的企业效率排序没有什么差异$如对某个产业进

行了几种分布的效率测定#结果发现这三种分布计算的企业效率排序的相关

系数均超过$8P%%#说明模型对不同分布假设是稳健的$!""依据该模型编制

的不同软件的计算结果无差异$例如#我们对几个产业进行了不同软件的计

算测试#发现用YVcL,M软件和用RT_9QV,T软件的效率计算结果的相关

系数超过$8PP%#对其效率顺序无影响$

O 运用该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的部分估计结果参见附录中的附表O$

本文首先根据?R:模型#分别以各产业 !#位数代码产业"为基础#计

算出每个企业在其所在产业内的效率水平$对于效率估计具体 采 用 的 是’@L
生产函数#均假设0+ 服从半正态分布$O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有效地控制不同

产业的特定技术差异对企业效率的影响$然后根据这些企业效率估计值#按

照所有制%地区%行业和隶属关系进行分类度量#比较其间相对效率的差异

和考察其在各年度的变化$最后#则把全部的企业效率估计值进行汇总#以

企业效率估计值作为因变量#来进行多元回归#试图发现决定企业效率的外

生因素$
理论上的效率与实践中的效率经常是有差距的#前者是在各种外部条件

基本相同下#纯粹的反映企业投入产出之比的效率&后者则是在外生因素非

常不同的条件下#企业在受到这些不同因素控制下所产生的效率$因此#当

我们进行相对效率的比较 时#如 果 无 法 保 持 ’其 余 条 件 不 变(这 个 假 定#那

么就不能只考虑企业的内生决定因素#考虑到外生因素的影响则是至关重要

的$因为不同的外生因素会直接影响到企业行为#影响到其投入或产出的选

择#因而也会直接产生不同的效率结果$因此#本文将主要考察企业效率的

外生决定因素$
大体来说#以往 大 量 涉 及 企 业 效 率 的 研 究 文 献 主 要 可 分 为 以 下 两 大 类$

一是从增长的动态角度考察效率变化#采用面板数据#主要方法是全要素生

产率 !即QRM"的度量$可用_Y?方 法#还 可 以 对 于 生 产 率 主 要 采 用 c 指

数或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进行分解#将一般的综合生产率分解成技术进步和效

率变化#以及规 模 和 配 置 效 率 等#以 便 更 具 体 地 考 察 效 率 增 长 的 不 同 来 源$
二是从静态角度考察相对效率及其变化#采用截面数据#主要方法仍可采用

随机前沿 !?R:"和确定前沿 !L,:"#以及一般的_Y?方法$两种研究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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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截面数据的静态分析主要反映同一时期内不同经济实体之间的相对关

系#而对于生产率的考察往往能反映动态的增长效应#因而往往更受到重视$
不过#动态研究主要采取面板数据#对于数据指标的时间可比性 要 求 很

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数据调整工作#这些数据处理环节越多#可能会造成

的潜在误差也就越多$我们可能不知道这个结果的可靠性究竟多大#是否会

错在某个中间数据处理环节$例如#对于资本存量指标进行估计#通常只能

以产业为基础来进行#而一个通用的产业标准如何能够适用于该产业内众多

不同企业的资本存量？产出指标的平减也是如此#不要说一个产业内可存在

着多元化的许多种类产品#即使是一个企业也可能存在若干种不同产品#因

此仅采用一个产业的价格指数来对企业水平数据进行平减#可想而知会存在

不少误差$但是#我们也不可能对成千上万家企业数据分别逐个地进行重新

估计和调整$对于微观水平上的效率差异分析#很可能就会出现开始时差之

毫厘#而结果会谬之千里$
因此#为了分析的准确性#为了避免某些不准确的数据 调 整 结 果#我 们

采用了截面数据的分析#这样可以直接采用原始数据#因而可靠性较好#但

是缺陷在于无法进行动态增长分析$为此#我们准备采用比较静态分析#其

优越性在于#它不 仅 可 以 反 映 出 特 定 时 期 内 不 同 类 型 企 业 之 间 的 相 对 效 率#
也能够通过不同时期的比较#反映出其发展和变化$同时#当我们有了一个

比较可靠的来自原始数据的分析参照系时#就能够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加复杂

的动态分析$
因此#本文的研究基本以原始数据为基础#各种变量例 如 资 本!劳 动 和

产出#均采用不加处理的原始数据#资本指标采用固定资本净值#劳动指标

采用企业职工人数#产出指标则采用企业净产值或增加值$在此基础上用各

年的截面数据来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省份和不同产

业的各年的效率估计值进行度量和比较#并发现决定效率的可能原因$

四!效率的度量及其比较

%一&产业相对效率度量的结果

""由于考察重点是企业之间的相对效率差异#而非企业效率的变化#因而

我们没有对于价格变化因素进行平减#没有充分考虑市场波动的影响#但是#
从各行业的效率上升的不同幅度#仍然可以看到产业之间的相对效率差异是

明显的 %见表"&$总体来看#除了烟草!石油加工和医药产业的效率有所下

降#其他的绝大多数行业的效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这个产业效率差异直

接体现在垄断性行业与竞争性行业之间#表明垄断对于效率的消极作用$
相对来说#各年 产 业 效 率 均 处 于 较 低 水 平 的 主 要 有 食 品 加 工 和 制 造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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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料制造#专用设备#仪表仪器等$由此可见%较低效率的产业一方 面 集 中

在一些初级加工产业和相应小规模企业为主体的产业%这些大都是由产业的

技术特征决定的$另一方面%低效率产业还在一定程度上与烟草加工#专用

设备#仪器仪表产业相关%这很可能是与这些产业的垄断性质相关%因为专

用设备和仪器仪表通常较多地包含一些垄断性质的大宗订货%例如矿山#石

化等专用设备%以及导航仪表#汽车仪表#试验仪表#地质气象海洋 天 文 和

环境保护等政府公用事业所需要的仪器等$
各年的效率较高的产业包括服装加工#文体用品#皮革 毛 皮 制 品#电 子

及通信设备等$这 些 产 业 最 为 明 显 的 特 点 就 是 竞 争 性 很 强%没 有 进 入 壁 垒%
主要依靠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取胜%较少依赖国家控制的稀缺资源和行政性

订货%更多依赖市场评价和消费者的市场选择$

表!!不同产业的相对效率比较

#$$$年

行业 效率

#$$O年

行业 效率

#$$#年

行业 效率

#$$"年

行业 效率

#$$&年

行业 效率

服装制造 $I&!!"服装制造 $IA$#P 服装制造 $IA$## 服装制造 $IA&"A电子通信 $I>">P
橡胶制品 $I&&!#皮毛制品 $I&>>O 石油加工 $I&P"$ 文体用品 $I&P$&皮毛制品 $IAA"#
文体用品 $I&&$!文体用品 $I&>&O 文体用品 $I&%"# 其他制造 $I&%!!服装制造 $IA&$>
皮毛制品 $I&#>&其他制造 $I&A"> 其他制造 $I&%$> 纺织业 $I&!>$金属制品 $IAO!!
塑料制品 $I&#>#塑料制品 $I&A#P 皮毛制品 $I&AP& 电子及通信 $I&!"!其他制造 $IA$P>
纺织业 $I&##"石油加工 $I&&P> 造纸制品 $I&AA" 金属制品 $I&!"#木材加工 $IA$!O
非金属矿制品$I&#O>造纸制品 $I&&AA 纺织业 $I&&"& 皮毛制品 $I&>!"化纤 $IA$>P
化纤 $I&O>"非金属 $I&&$# 塑料制品 $I&&#> 石油加工 $I&AP%橡胶制品 $IA$&O
烟草加工 $I&OA>金属制品 $I&&$O 电子通信 $I&&O> 普通机械 $I&AP#纺织业 $I&PP"
造纸制品 $I&O"#橡胶制品 $I&"!O 非金属矿制 $I&"%O 橡胶制品 $I&A&>普通机械 $I&P&!
普通机械 $I&O#!有色金属 $I&""& 木材加工 $I&"!P 塑料制品 $I&A#!塑料制品 $I&P$"
金属制品 $I&$%!化纤 $I&#A" 普通机械 $I&">% 木材加工 $I&&P"造纸制品 $I&%%"
家具制造 $I&$"P电器机械 $I&#"& 化纤 $I&"A! 电器机械 $I&&>O文体用品 $I&%&%
有色金属 $I&$">家具制造 $I&O>% 电器机械 $I&"A& 造纸制品 $I&&#%黑色金属 $I&%O>
电器机械 $I"PP$黑色金属 $I&O$> 有色金属 $I&#"# 家具制造 $I&"PO电器机械 $I&%$A
石油加工 $I"P!P普通机械 $I&O$A 橡胶制品 $I&O>P 非金属矿制品$I&"AP家具制造 $I&!">
电子及通信 $I"%%%化工 $I"PPO 烟草加工 $I&O>P 化纤 $I&#!%交运设备 $I&>>!
木材加工 $I"%>&医药 $I"%!# 交运设备 $I&$AO 化工 $I&#>P非金属矿制 $I&>&%
化工 $I"!A%仪器仪表 $I"%>" 化工 $I&$"# 烟草加工 $I&#O!专用设备 $I&AA!
医药 $I"!O"纺织业 $I"%&& 家具制造 $I&$$A 有色金属 $I&OPO化工 $I&AO"
交通运设备 $I">A!交运设备 $I"%"A 印刷业 $I"P>" 医药 $I&OO>印刷业 $I&A$&
印刷业 $I">&&电子通信 $I"%#A 黑色金属 $I"%AA 仪器仪表 $I&OOA有色金属 $I&&>"
专用设备 $I"&!&印刷业 $I"!A& 医药 $I"%"" 交通运输设备$I&O$"仪器仪表 $I&#>$
仪器仪表 $I"&A"专用设备 $I">O! 仪器仪表 $I"!>$ 黑色金属 $I"P%$食品制造 $I&#&$
饮料制造 $I""&A烟草加工 $I"&P$ 专用设备 $I">&# 印刷业 $I"P>$石油加工 $I&#O"
黑色金属 $I#"%O饮料制造 $I""$O 饮料制造 $I"&&A 专用设备 $I"P$"食品加工 $I"P$A
食品加工 $IO%##食品制造 $I"#%# 食品制造 $I"&O" 食品制造 $I">$>医药 $I"%P!
其他制造 $IO!%A食品加工 $I"#OP 食品加工 $I""AA 食品加工 $I"AP>饮料制造 $I"%$%
食品制造 $IO#!O木材加工 $IO%&A 金属制品 $I#!!$ 饮料制造 $I"A&&烟草加工 $I"&P&
年平均值 $I"!$" $I&$O> $I&OA! $I&"A% $I&!OP
年变异系数 $I##!> $IOA#A $IO#"" $I$P!& $IO##"

""注&上述产业的效率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进行排列%以便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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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行业平均值来看#制造业的平均效率有所提高#但是由 于 这 里

的效率指标未考虑加权平均#所以通常并不直接作为动态的度量增长的总体

指标#但可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此外#由于经济周期或宏观波动对于

企业效率变化也会有一定影响#当市场景气时#企业的产出增加#但固定成

本则可能不会相应增加#因而会提高效率$所以考察企业效率动态变化需要

有一个较长的周期#才能得到较为准确的判断$但是不管如何#这并不影响

我们考察企业的相对效率的准确性$
从制造业内各产业之间的差异变化来看#变异系数指标在不断 降 低#也

就是说#产业之间的效率差异在考察的A年期间有所缩小#这种现象可能是

市场竞争必然导致的积极效果#竞争会促使各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流动#因

而会出现效率差异愈来愈小的趋势$从#$$$年至#$$"年这种效率差 异 明 显

缩小#但是从#$$&年来看#其差异似乎又有所扩大#这应该引起我们今后研

究的特别关注$

%二&地区相对效率的度量结果

我们把各地区度量的效率从高到低进行了排序 %见表&&#发现上海!江

苏!广东和山东经常处于最高效率水平的地位#只是到了#$$&年北京才跻身

加入了较高效率水平的行列$福建!浙江!湖北和河北则处于第二 梯 队#效

率最低的主要集中在西藏!贵州!甘肃!青海这几个边远省份$

表!!各地区相对效率比较

#$$$年

地区 效率

#$$O年

地区 效率

#$$#年

地区 效率

#$$"年

地区 效率

#$$&年

地区 效率

上海 $I&"O 上海 $I&>P 江苏 $I&&P 上海 $I&%P% 上海 $IA"P&
江苏 $I&O% 广东 $I&A$ 山东 $I&&% 江苏 $I&%OP 北京 $IA$PP
广东 $I&O> 江苏 $I&"P 上海 $I&&A 山东 $I&!AP 江苏 $IA$#$
山东 $I&$$ 山东 $I&"% 广东 $I&&" 广东 $I&>!& 广东 $I&PP%
浙江 $I"P& 福建 $I&#O 福建 $I&"% 福建 $I&A>O 福建 $I&P!%
河北 $I"%& 湖北 $I&#$ 湖北 $I&#! 湖北 $I&AO# 山东 $I&P$$
福建 $I"%$ 浙江 $I&O> 浙江 $I&O% 浙江 $I&&A! 河北 $I&%#$
湖北 $I"!P 河北 $I&O$ 北京 $I&$P 河南 $I&"P% 浙江 $I&!#P
北京 $I"!> 北京 $I&$& 河南 $I&$& 北京 $I&""P 天津 $I&>A#
河南 $I"!O 河南 $I"PP 内蒙 $I&$# 内蒙 $I&"O" 内蒙 $I&>A$
辽宁 $I"&$ 内蒙 $I"P! 河北 $I&$O 河北 $I&#!$ 四川 $I&>"!
天津 $I""A 天津 $I"!A 四川 $I"%& 天津 $I&OOP 河南 $I&>#!
内蒙 $I"#> 辽宁 $I">P 天津 $I"!> 辽宁 $I&$AP 辽宁 $I&>O"
重庆 $I"#A 重庆 $I">% 辽宁 $I"!# 四川 $I&$AA 安徽 $I&AP>
四川 $I"#A 四川 $I">A 湖南 $I">A 湖南 $I"P%$ 湖北 $I&AA$
安徽 $I"O# 宁夏 $I"A> 安徽 $I"># 吉林 $I"P!$ 新疆 $I&A#A
吉林 $I"OO 安徽 $I"&! 重庆 $I">O 重庆 $I"P#A 湖南 $I&&!#
宁夏 $I"$! 湖南 $I"&O 海南 $I"A# 安徽 $I"%!% 重庆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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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

地区 效率

#$$O年

地区 效率

#$$#年

地区 效率

#$$"年

地区 效率

#$$&年

地区 效率

湖南 $I#PP 吉林 $I""% 宁夏 $I"A# 宁夏 $I"!># 江西 $I&">$
黑龙江 $I#P$ 云南 $I"#A 吉林 $I"AO 江西 $I"!$$ 吉林 $I&""#
云南 $I#%& 新疆 $I"#& 黑龙江 $I"&$ 黑龙江 $I"AP$ 宁夏 $I&"#&
海南 $I#%& 山西 $I"#& 甘肃 $I""% 陕西 $I"A!> 陕西 $I&#!"
广西 $I#!% 广西 $I"#" 广西 $I""> 广西 $I"A#A 甘肃 $I&#"A
陕西 $I#!$ 海南 $I"#$ 山西 $I""" 山西 $I"A#A 云南 $I&OPA
山西 $I#>% 陕西 $I"OP 江西 $I""O 云南 $I"A$O 黑龙江 $I&O%P
江西 $I#>% 黑龙江 $I"O! 新疆 $I"#> 新疆 $I"&O! 广西 $I&OA>
贵州 $I#>A 江西 $I"$% 陕西 $I"#& 海南 $I""P> 海南 $I&$!"
新疆 $I#>$ 贵州 $I#P& 云南 $I"#O 青海 $I"#>$ 青海 $I&$A"
甘肃 $I#AO 青海 $I#%# 青海 $I#P$ 贵州 $I"O$! 山西 $I&$#>
青海 $I##$ 甘肃 $I#%# 贵州 $I#!" 甘肃 $I#%PO 西藏 $I"%A&
西藏 $I#O$ 西藏 $I#"O 西藏 $I#A! 西藏 $I#A"$ 贵州 $I">"$
平均效率 $I"## $I">$ $I">P $I"P" $I&&P!
变异系数 $IO%>& $IOA% $IO&$A $IO&%% $I$%!#

""注#上述地区的效率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进行排列$以便进行比较%

从全部地 区 的 年 平 均 效 率 来 看$总 的 发 展 趋 势 呈 逐 步 上 升 状 态$但 是

#$$&年的效率忽然有了大幅度提高$这很可能与市场波动和价格上涨因素有

关%从地区效率的差异变化来看$各地区之间的差异随着时间推进而逐步缩

小$这一差异的降低趋势也是明显的$并且与通货膨胀因素无关%

!三"不同隶属企业的相对效率

表!!不同隶属企业的相对效率比较

隶属关系
#$$$年

效率

#$$O年

效率

#$$#年

效率

#$$"年

效率

#$$&年

效率

中央 $I">$$ $I"%OO $I"%>" $I&$#$ $I&!"$
省 $I""A" $I"A%! $I">&# $I"%>% $I&!#"
地市 $I"#>% $I"A>O $I">"> $I&$#$ $I&AP"
县 $I"$$$ $I""!% $I"AA" $I"%&" $I&#OP
街道和居委 $I&&"# $I&A$& $I&&O# $I&>>! $I&%A!
镇 $I&O%> $I&&O> $I&"A$ $I&>$" $I&!!A
乡 $I&OOO $I&&$! $I&&"& $I&>$A $I&!O!
村 $I&#A& $I&AOP $I&"%# $I&>%" $I&%"A
其他 $I&$$P $I&"O& $I&"OO $I&A>! $I&%P$
年平均值 $I"%$# $I&$AA $I&$>A $I&"#$ $I&!$&
年变异系数 $IO""& $IOO&" $I$P"P $I$%A" $I$&"O

""表A列出了不同隶属关系企业的效率%从期初的#$$$年来看$所有企业

可以明显地分成两大板块$一块是县属&地市属&省属和中央企业这四种企

业$其效率在"$d’">d$而 在 街 道 企 业&乡 镇 村 和 其 他 企 业 这 几 种 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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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明显高于前者#均在&$d$&&d之间%这个结果是令人吃惊的#那些效

率明显较高的企业#不是中央企业或省属等地位高的企业#而竟然都是在行

政隶属的边缘地带的企业#或者是那些没有传统行政隶属关系的企业%
然而#从各 个 年 份 的 截 面 数 据 的 比 较 来 看#中 央 企 业 的 效 率 增 长 率 从

#$$$年至#$$&年增长了OO个百分点#省市地县属企业增长了约O#$O"个百

分点#乡镇村和街道企业的效率增长了&$>个百分点%很明显#较高隶属级

别的企业的增长率高于隶属级别低的企业%更具体地来看#这种增长的加速

是从#$$"年之后开始的#在此之前#各类企业的增长率速度大致差不多#而

#$$&年比#$$"年的增长率忽然有了很大差异%其中#中央企业和省属企业在

一年内就增加!$%个百分点#而乡镇村之类的企业仅增加O$#个百分点%
正因为各种企业的效率提高速度不同#原来低效率企业的效率提高速度

较快#因而两大隶属板块之间的差异也在不断缩小#除了县属和地市企业的

效率略低外#其余各类企业的效率似乎都在趋同化%在两大板块之间#虽然

仍存在着显著 性 差 异#只 不 过 这 些 差 异 的 程 度#从#$$$年 的%$O$个 百 分

点#下降至#$$&年的#$"个百分点#要比原先小得多%
为什么分属两大板块的企业效率在这A年内#尤其是在#$$"年之后#具

有如此明显的趋同化效果？原因可能是多样的#外部环境和市场变化都可能

是重要原因#但其中原因之一可能归于企业所有制的变化%由于原有的计划

体制下的较高等级的行政隶属企业大都是国企#当大量的低效率国企退出或

进行改制后#才使得这些行政隶属的企业效率大大提高%
因此#所有的各种效率差异和变化都与企业所有制密切相关#考 察 企 业

所有制的差异和变化对与效率的影响#则必然成为我们研究转轨时期企业效

率的重点%

&四’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相对效率比较

最为一般的所有制分类是依据企业注册类型%根据现有的官方注册类型#
我们把传统国有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联营公司合并为国有范畴#把传

统集体企业!集体联营合并为集体范畴#在私营企业范畴中则包括私营与合

伙企业#以及私营股份公司#港澳台与外资范畴则包含各种合作!合资以及

独资的三资企业%至于股份合作!有限责任和股份有限公司#我们直接依照

原有的注册进行分类#没有进行合并%按照这样的分类#我们得到用随机前

沿生产函数模型计算的各种所有制分组的平均效率%
由表>可见#国有企业的效率处于最低的水平#尽管其 在 缓 慢 上 升#但

与其他类型的企业比较而言#其要低大约十来个百分点%在所有企业中#外

资企业的效率最高#相对于中间水平大约高五个百分点%绝大多数企业#即

三种股份企业!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等#处于中间水平#其间并无显著的效

率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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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按注册分类的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相对平均效率

注册类型 #$$$年 #$$O年 #$$#年 #$$"年 #$$&年

国有 $I#&#P $I#!#> $I#%## $I#!>$ $I"!&!
集体 $I&$&# $I&#!% $I&##P $I&$"$ $I&!P&
股份合作 $I"%!$ $I&OA% $I&O$A $I"PO$ $I&>%!
有限责任 $I"!$" $I&$AA $I&$%" $I"PO! $I&!P%
股份有限 $I"PPA $I&"O& $I&"#% $I&O&P $I&%!!
私营 $I&$O$ $I&#A> $I&#A$ $I&O#" $I&!!P
港#澳#台 $I&O&% $I&&"P $I&&>P $I&"#! $IA$P&
外资 $I&&AO $I&!"& $I&>%O $I&A!& $IA"AO
其他 $I"!P$ $I&##& $I&##! $I&O$% $I&%$#
年效率平均值 $I"%#! $I&O"# $I&O"" $I"P%P $I&!!$
年变异系数 $IO&%# $IO"A% $IO#!O $IO#O" $I$PO$

可以发现$从比较静态来看$#$$&年国企的平均效率比#$$$年上升了约

O"个百分点$而私 营#集 体 和 股 份 合 作 企 业 仅 上 升 了 约!个 百 分 点$外 资#
港澳台#股份有限公司则上升了大约P个百分点%国企的效率增长速度最快%
具体的从各年的增长来看$从#$$"年之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国企在此阶

段忽然猛增O$个百分点$其余企业也分别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都小于国企

的增长幅度%
不过$以上的注册类型分类往往不太准确$一些企业改制后仍然 沿 袭 原

先的注册类型$而并未作相应变化$因此$较为准确的分类则需要依据企业

股权结构$根据股权的性质来进行所有制分类%以下我们将按照现有的>种

股权性质进行分类$股权比例为O$$d的各自代表其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其余

为混合股权企业%这样$可以得到完全国有#集体#法人#个人以及港#澳#
台和外资这>种 类 型 的 纯 粹 所 有 制 的 企 业$以 及 得 到 混 合 股 权 结 构 的 企 业$
共分!种类型%

由表!可见$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完全国有股企业的效率在所 有 企 业

中仍然是最低的$相对其他几种类型的企业$要低O$来个百分点%除了完全

国有股企业以 外$其 他 的 各 种 所 有 制 企 业 之 间$并 无 十 分 明 显 的 效 率 差 异$
不过$纯外资企业的相对效率仍然高于其他企业大约A个百分点%

按照以上 股 权 分 类 来 看$与#$$$年 相 比 较$完 全 国 家 股 企 业 在#$$&
年上升将 近O&个 百 分 点$完 全 个 人 股#法 人 股 和 集 体 股 企 业 上 升 了 大 约

%&P个百分点$完全港澳 台 和 外 资 企 业 则 上 升 了P&O$个 百 分 点%这 个 结

果与按注册分组的 度 量 结 果 有 些 相 类 似$仍 然 是 国 有 企 业 的 效 率 增 长 幅 度

最大%正因为这样的 不 同 增 速$才 可 能 使 得 各 个 分 组 之 间 的 原 有 的 效 率 差

异有所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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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按照股权性质分类的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相对平均效率

#$$$年 #$$O年 #$$#年 #$$"年 #$$&年

国家股O$$d $I#"OO $I#>&" $I#!AP $I#!#" $I"!$>
集体股O$$d $I"P%" $I&#"! $I&O"A $I"PA! $I&%&&
法人股O$$d $I"PO# $I&#$! $I&#OA $I&$!& $I&!P"
个人股O$$d $I"PO$ $I&OP" $I&O%> $I&$>! $I&!A%
港!澳!台股O$$d $I&$># $I&"!$ $I&&"# $I&#>& $IAOO#
外资股O$$d $I&&O& $I&>!> $I&>#$ $I&A#> $IA">$
混合股权企业 $I&$O& $I&"$# $I&"#& $I&OP$ $I&PP!
年变异系数 $IO!%! $IO>OO $IO&P> $IO&O% $IO$P"

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差异系数来看#其正在缓慢降低#但相对于 隶 属 企

业板块的明显的效率趋同化来看#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效率趋同化并不十

分强烈$其原因很显然#企业改制后其行政隶属关系往往未变#尤其是那些

引进了一部分外部股权但仍保持一定国有股的企业#则会保持原先的隶属性#
因此#改制对这些企业造成的效率提高必然带动了这些板块的整体效率的提

高$但是#在按股权性质分组的企业中#完全的国有股企业通常不太可能得

到这种改制因素的促进#而可能是来自其他方面因素的促进$所以#趋同化

的结果并不如其他分组的效果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混合股的企业#其不同于完全私人股或外资股的 企 业#也

不同于传统公有制企业#其中有相当多的企业都是改制后形成的资本多元化

的股份公司$这类企业表现出来的良好效率#标志着改制企业的效率提升是

明显的$

五!企业效率的外生决定因素

在分别度量和比较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隶属关系以及不 同 所 有

制企业的相对效率之后#我们需要将以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进行考察#看看

这些外生因素综合起来对于企业效率具有怎样的影响#它们各自具有怎样的

不同程度的决定作用$
为此#我们需要建立多元回归方程#方程有如下形式"

,RR+ ;#$BO_^,+B’Bc+BI\Z+B!L0+B%+# %O&

,RR+ ;#$BOY?+B’Bc+BI\Z+B!L0+B%+# %#&

其中#因变量,RR为通过?R:模型计算得到的企业效率估计值#_^,为所

有制变量#我们主要采用企业的股权 结 构!注 册 类 型 指 标 来 代 表#Bc 为 规

模变量#\Z为产业变量#L0为地区变量#Y?为隶属变量$由 于 隶 属 变 量

和所有制变量有较强的共线性#因此#我们将两者分别进行回归#故得到以

上两个不同的方程#分别为所有制方程和隶属关系方程$在这两个方程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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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变量中#除了股权结构采用的是连续变量以外#其余的变量基本上都是虚

拟变量#各自代表其特定的性质$
对于上述回归模型进行检验的主要结果#描述如下%
!O"将注册类型&股权结构&所 有 制 类 型 分 别 代 入 多 元 回 归 方 程 进 行 检

验#结果发现#在控制了行业&地区和规模变量的条件下#相对于其 他 类 型

企业来说#国有企业属性对于效率的影响是显著负面的#其消极作用是明显

的$关于这点#无论是从注册类型#所有制类型#还是股权 结 构 来 看#均 为

如此$这个检验结果与以上我们测定的各种不同所有权分组的相对效率结果

基本相同#因而从不同角度证实了国有制在决定企业效率中具有的显著的负

面的决定作用$

# 主要的回归结果分别包含各年的不同类型所有制变量与行业&省份和规模等变量的组合$由于篇幅限

制#本文仅在附录的表#&表"&表&和表A中列出#$$$年和#$$&年的估计结果#而未列出所有年份的计

算结果$如有感兴趣者#可与作者联系$

!#"在所有企业中#外资股权对于企业效率的积极影响作用显著最高#不

仅大大高于国有企业#也明显高于其余的各种所有制企业#虽然高于后者的

幅度并不太大 !大约几个百分点"#但也是很显著的$在其余各类企业#包括

港澳台资&私 营&股 份 和 集 体 企 业 之 间#并 无 显 著 的 效 率 决 定 因 素 的 差 异$
这个结果也与以上我们测定的分组相对效率的结果是一致的$这个结果表明#
相对于国企#各 类 非 国 有 股 权 均 有 积 极 的 促 进 企 业 效 率 的 决 定 作 用#其 中#
外资的决定作用尤其较高#这可能与外资企业不仅具有企业制度合理性#还

具有先进技术设备的优势密切相关$
!""从隶属关系来看#上述回归方程同样证实#对于企业效率的积极决定

作用最为显著的是街道和居委会下属的企业#其不仅大大高于县&地市&省

和中央企业的效率#也显著高于乡&镇&村属企业#虽然高于后者的 幅 度 不

太大$在县级以上的企业中#决定效率的作用高低大体上是按照等级排列的#
即中央最高#省级其次#再次是地市属企业#最低是县属企业#这里 表 现 出

了公有企业在计划经济中的等级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有范围内的企业

效率#表现为计划等级地位与企业效率的正相关$然而#在更大的市场范围

内#这个影响不再存在#企业效率则主要取决于企业的制度合理性和市场竞

争压力的综合结果#并且出现了等级地位高的企业效率反而较低#等级地位

低甚至无等级的企业效率反而较高的现象$这正是市场冲破了权力等级制度

对于效率的束缚#依靠竞争的优越性产生的结果$
!&"作为转轨时期的产物#大量的混合股权企业的出现#是企业改制的产

物$这类企业具有良好的效率#表明改制后形成的混合股权对于企业效率具

有积极的决定作用$
!A"在 产 业 效 率 的 决 定 因 素 的 比 较 中#较 引 人 注 意 的 是 烟 草 行 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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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该产业对于效率的积极作用处于最高档次上#而到#$$&年则跌至最低

档次的水平$烟草 行 业 的 效 率 大 幅 度 降 低 似 乎 与 宏 观 调 控 不 会 有 什 么 关 系#
该市场具有较稳定的需求#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波动$因此#其中原因很可

能与市场保护或垄断有关$只有在垄断的市场保护下#效率的急剧下降才可

能出现#否则必然导致企业退出市场$
电子通信产业对于效率的作用在#$$$年处于 较 低 水 平#而 到#$$&年 则

跃为最高档次的水平上#这与市场需求急剧上升是密切相关的$类似的还有

石油加工业#其在#$$#年处于最高水平上#但到#$$&年则落至最低档次上$
钢铁业也是如此##$$$年处于最低档次上#后来则逐步上升到较高水平$这

两个行业对于效率的不同影响作用明显受到价格变化和市场波动的影响$
与平均效率度量 %见表"&的 结 果 大 体 一 致 的 是#服 装!建 材!文 体 用

品!橡胶!皮毛等产业#基本上处于较高效率的某种稳定状态#不受 到 市 场

波动什么影响’而食品!饮料!医药!仪器仪表!专 用 设 备 等 行 业#则 处 于

较低效率的稳定状态$
总之#产业相对效率的决定主要来自该产业的所有制或股权结 构#来 自

垄断或竞争 的 性 质#某 些 产 业 还 在 较 大 程 度 上 受 到 宏 观 调 控 和 市 场 波 动 的

影响$
%>&在地区的效率决定作用的比较中#上海!江苏!山东总是处在最高的

档次上#稳定不变$效率决定作用变化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年北京地区

对于效率的 作 用 急 剧 上 升#甚 至 超 过 江 苏 山 东#仅 次 于 上 海 的 水 平$湖 北!
浙江!广东的相对作用则逐步下降#从原先的第一梯队落到了第二梯队$地

区对效率变化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受到该地区新增投资的产业方向和新

增企业性质的影响$北京!上海相对于广东!浙江的效率比较#似乎 反 映 了

某种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的比较$广东!浙江更多诉诸于分散化的民营企业

和市场化的资源配置#而上海!北京则较多政府的政策优势支持和行政化的

资源配置$在这样的相对效率变化中#似乎隐含着某种资源配置的控制力在

起作用#而这种控制力往往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政府$
总之#地区相对效率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该地区市场发育成熟的程

度!地区的所有制结构!地区的资源禀赋!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的 影 响#因

而地区相对效率不仅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是地区长期生产率积累的结果#也

是产业结构和资源分配的结果$

六!基本结论和总结

本文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度量了各种不同产业!不同地 区!不 同

隶属关系和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效率#在效率度量的基础上#比较这些分类企

业之间的效率差异#以及不同企业的效率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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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结论是#从各种分类企业的各年平均水平来看#企业的技 术 效 率

普遍都有所提高$
一般研究技术效 率 大 都 是 考 虑 企 业 内 生 因 素 对 于 效 率 的 影 响 决 定 作 用#

考虑企业是否以最小投入得到最大产出$然而#在中国#我们认为研究企业

效率必须要考虑外部因素的影响#因为它们起着非常重要的决定作用$通过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我们检验了现实中可能存在的决定中国制造业企业

效率的外生因素$
为什么外生因素能够决定企业效率？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市场的不完

善%竞争的不充分%生产要素的流动障碍较高等#因而才导致了产业%地区%
隶属和所有制这些外生因素对于企业效率及其差异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完善

的市场经济下#这些因素不会导致企业之间产生较大的效率差异$因此#我

们试图检验#在A年来的经济转轨时期中#企业效率是否具有趋同化的表现$
本文分析的结果表明#企业效率似乎的确具有趋同化的趋势#在 不 同 产

业%地区和不同隶属关系之间#随着时间的发展#效率的差异明显表现出缩

小的趋势$然而#相对来说#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这种效率的趋 同 化 并

不太强烈#仅表现出缓慢的缩小趋势$究其原因#则在于国有企业的效率虽

然有相当的改进#但相对其他企业来说其效率仍然偏低$尽管制造业国有企

业的资本比重从#$$$年的&#8Ad 降至#$$&年的O%8>>d#但是许多未退出

的国企仍然是处于效率低迷状态$一个社会的整体效率水平的提高#首先有

赖于最低边际上的效率的改进#因此#改变国企的低效率状态#对于提升整

个社会效率#仍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我们分析的数据与H4SS42K.*!"#$8 !#$$!"的最新论文采用的数据大

致相同#因此有 必 要 对 于 两 者 的 结 论 略 作 比 较$尽 管 采 用 的 分 析 方 法 不 同#
但在考察不同地区企业之间的效率趋同化方面#共同地都发现不同地区之间

的效率差异正在减少$不过在所有制差异方面#由于B+26等重点是考察加总

的面板数据的生产率增长的差异#并未区分各产业的特点&而我们则在各年

的截面上考察企业的相对效率差异#是以不同产业为基础来进行效率的估算#
故结论也必然会有所不同$

我们的检验还表明#效率不仅与所有制相关#还与市场 结 构 相 关$在 比

较产业之间的相对效率时发现#竞争的市场结构导致较高的企业效率#而垄

断的市场则产生了较低的效率$从不同性质的产业之间的效率差异就可以发

现这一点$
然而#在分析地区效率差异的变化时#我们发现#高效率 并 非 完 全 与 高

的市场化地区具有相一致的趋势#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趋向于具有资源分配优

先权的地区#因此#北京地区具有的先天资源配置优势可能会导致其效率上

升#而市场化程度最高的浙江%广东地区的效率相对北京来说#则效率有所

下降$因此#当某些稀缺资源成为发展瓶颈的时候#享有资源优先分配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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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则能优先提高效率#这可能也是许多民营企业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寻求权

力的庇护和支持的原因#
所以$仅考虑所有制一种因素对于效率的决定是不够的$尽管这 是 最 为

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市场对于效率的决定作用不仅表现在市场波动和市场

结构上$还表现在市场力量上$也就是说$具有控制市场资源的外生力量是

决定企业效率的重要因素#在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控制市场资源的力量通

常来自企业内在竞争力$实际是一种内生因素$而在中国$这是一种外生的

行政力量$是企业自身无法决定的#在这样的情形下$效率的决定就会偏离

了市场竞争的轨道#外生因素的影响越大$市场就越会产生不公平竞争$因

而可能产生的社会效率损失就会越大#
总之$本文对各年的外生决定因素进行检验的结果表 明$地 区!行 业 和

隶属之间的效率差异在#$$$%#$$&年期间有所缩小$这可能是市场化竞争带

来的进步#不过$这种进步似乎还可能会出现反复$市场力量还在一定程度

上受控于政府之手$这只手仍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上影响着企业效率#

附"表

附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部分估计结果!纺织"机械"钢铁产业#"###$"##$%

估计系数 估计系数 估计系数 估计系数 估计系数

纺织

变量 #$$$ #$$O #$$# #$$" #$$&
截距 &I%"$O AI$!!> &IP$>A &I%&A" &I%OAP
5*&-+;)3+5’ $I##$! $IO%PA $I#&OA $I###$ $I##A&
5*&5+D.2’ $IAO%! $IAA$> $I&%>! $IA"$P $IA"&&
方差参数

K)E/+@Kj1+24G OI&"$! OI!&&O OI"&&O OI#"&% OIO%"A
K)E/+&2’ $I>"#A $I>#>P $I>#P& $I>A## $I!$$O
K)E/+&0’ OI#%"# OI>#!A OIO%!> OI$&%A $IPA&"
Y+/DG+ #I$#%% #IAPA% OI%%>% OI>$!! OI">#P%
观测值数量 O$#&% OOAA$ O#>#& O&">" ##!##
机械

变量 #$$$ #$$O #$$# #$$" #$$&
截距 &I%!>P &I%A&A &I%$%O &I!$%P &IAPA&
5*&-+;)3+5’ $I#A#! $I#"P# $I#"A& $I#&OA $I#>A!
5*&5+D.2’ $I&AO$ $I&P!% $IA#"# $IAA&O $IA&"!
方差参数

K)E/+@Kj1+24G OI&!OO OI&%A& OI"%#> OI"$O$ OI#"#%
K)E/+&2’ $I>>"O $I>>>" $I>PO% $I>%!! $I!!!!
K)E/+&0’ OI"O"# OI"#!> OIOP!O OIO$&& $IPA>>
Y+/DG+ OIP%$# OIPP#& OI!"$" OI>$A% OI#"$O
观测值数量 %!AA PA%& O$#PO O#O"! O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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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估计系数 估计系数 估计系数 估计系数 估计系数

钢铁

变量 #$$$ #$$O #$$# #$$" #$$&
截距 AI$POP &I>OP" &I%"&O &I%A# &I&PAA
5*!-+;)3+5" $I#>A& $I#&>> $I#&>> $I#A>& $I#A#%
5*!5+D.2" $I>$O$ $IA%!" $IAP"O $I>O&& $I!$PA
方差参数

K)E/+@Kj1+24G OI%"#O OI&%>P OIAP%" OIA&#$ OI"&O!
K)E/+!2" $IO#P% $I!#"% $I>%$O $I!##! $IPO%#
K)E/+!0" OI%#!A OI#P%P OI&&>A OI">## $IP!%"
Y+/DG+ O&I$%A# OI!P&A #IO#>% OI%%&% OI$>AA
观测值数量 #!AO #P>> "O$P "P#! >>A>

""注#!O"由于篇幅限制$本表只列出了三个行业分别在#$$$年至#$$&年各年的效率估计结果$实际

共计算了"$个行业A个年份$共计OA$个截面的估计值%与上述这些估计值一起$我们也分别得到各年

各企业的效率水平$后者由于篇幅限制也未列出%
!#"所有变量的估计系数都非常显著$6&*X*%W’均在$I$$$$的水平%故在表中不再一一标明%

附表!!企业效率的外生决定因素!!!股权结构"产业"地区和规模#!"""年$

解释变量 估计系数 "检验值 M2%*"* 解释变量 估计系数 "检验值 M2%*"*

截距 $I#!%! >#I"" $$I$$$O 截距 $I#>&! A%IA& $$I$$$O

B/# f$IOOP& f"!I!% $$I$$$O E/# f$IOOO" f"AI$& $$I$$$O

B/" f$IO!"O fA>I$P $$I$$$O E/" f$IOAP! fAOI> $$I$$$O

H3 $IO">P %PI%% $$I$$$O O$$d集体股 $IO"%A %"I&> $$I$$$O

R2 $IO""# %#IO& $$I$$$O O$$d法人股 $IO#P! !$I" $$I$$$O

B2 $IO"%& %!I$! $$I$$$O O$$d个人股 $IO"A" !PI"# $$I$$$O

B.3 $IO""! A>I%# $$I$$$O O$$d港澳台 $IO#$> &>IP! $$I$$$O

K̂ $IO!A! !$I%# $$I$$$O O$$d外资股 $IOA%# A&IP> $$I$$$O
混合股权 $IO"$A %PI&P $$I$$$O

烟草 $I#&OA #AIO# $$I$$$O 烟草 $I#&>O #AI&! $$I$$$O
服装 $I#"#! %&I!> $$I$$$O 服装 $I#"!! %>I#% $$I$$$O
橡胶 $I#O&& &%I#> $$I$$$O 橡胶 $I#OA& &%I#" $$I$$$O
建材 $I#O" P&I$P $$I$$$O 建材 $I#O"" P"I!% $$I$$$O
文体 $IOP%& &AI#A $$I$$$O 文体 $I#$"P &>I"O $$I$$$O
印刷 $IOPAO A!I%" $$I$$$O 塑料 $IOP"> >%I$O $$I$$$O
机械 $IOP" !>I%A $$I$$$O 印刷 $IOP"& A!I$& $$I$$$O
塑料 $IOP$" >!IO& $$I$$$O 机械 $IOP#> !>I"O $$I$$$O
造纸 $IO%% >$I!A $$I$$$O 造纸 $IO%PO >$I% $$I$$$O
纺织 $IO%>% !>I%% $$I$$$O 皮毛 $IO%%P A#I>A $$I$$$O
皮毛 $IO%"" AOI"O $$I$$$O 纺织 $IO%!! !>IP $$I$$$O
有色金属 $IO%$! &>I&# $$I$$$O 有色金属 $IO%#" &>I> $$I$$$O
石油加工 $IO!P& "$IA# $$I$$$O 石油加工 $IO%O% "$I!! $$I$$$O
金属制品 $IO!># >!IAA $$I$$$O 金属制品 $IO!%! >%IO%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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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解释变量 估计系数 "检验值 M2%*"* 解释变量 估计系数 "检验值 M2%*"*

家具 $IO!"& "AIPO $$I$$$O 家具 $IO!!& ">IA! $$I$$$O
木材 $IO!$! &"IPA $$I$$$O 木材 $IO!#A &&I#O $$I$$$O
医药 $IO>!# &!I!& $$I$$$O 医药 $IO>&P &>I%A $$I$$$O
电气电器 $IO>#O >OI#" $$I$$$O 电气电器 $IO>&# >OI!# $$I$$$O
化纤 $IO>$% #AI>> $$I$$$O 化纤 $IO>OP #AI! $$I$$$O
化工 $IOAP& >>IAO $$I$$$O 化工 $IOAP >AIP> $$I$$$O
交运设备 $IOA"& AAI"P $$I$$$O 交运设备 $IOA"% AAI#> $$I$$$O
饮料 $IO&$! &$I$# $$I$$$O 电子通信 $IO"P! &"IO" $$I$$$O
专用设备 $IO"%P &PI>P $$I$$$O 专用设备 $IO"%& &PI#% $$I$$$O
电子通信 $IO"!& &#I>O $$I$$$O 饮料 $IO"%& "PIOA $$I$$$O
仪器仪表 $IO##> #!I&P $$I$$$O 仪器仪表 $IO#" #!I&& $$I$$$O
钢铁 $I$O%% AIOO $$I$$$O 钢铁 $I$#$! AI># $$I$$$O
其他制造 f$I$A&# fO>IOP $$I$$$O 其他制造 f$I$&P% fO&I!P $$I$$$O
食品制造 f$I$>!A f#OI&A $$I$$$O 食品制造 f$I$>!> f#OI"> $$I$$$O
湖北 $I$#O AI%" $$I$$$O 江苏 $I$O%# AIP& $$I$$$O
河北 $I$O%" AIOP $$I$$$O 上海 $I$O!> AI## $$I$$$O
山东 $I$O>P AI#A $$I$$$O 山东 $I$O>! AIO! $$I$$$O
江苏 $I$O>& AI"! $$I$$$O 湖北 $I$O>O &I&& $$I$$$O
上海 $I$O#% "I% $I$$$O 河北 $I$OA" &I"# $$I$$$O
河南 $I$$>> OIP> $I$&PA 广东 $I$O$O "I#% $I$$O
广东 $I$$>> #IO& $I$"#O 河南 $I$$&" OI#% $IOPPP
福建 $I$$O $I#% $I!!P% 福建 $I$$"& $IPO $I">"
浙江 f$I$O&> f&I>O $$I$$$O 浙江 f$I$O# f"I!P $I$$$#
内蒙 f$I$##> f"I! $I$$$# 内蒙 f$I$"$P fAI$# $$I$$$O
辽宁 f$I$"A# fPIAP $$I$$$O 辽宁 f$I$">> fPIP $$I$$$O
吉林 f$I$">! f!I># $$I$$$O 吉林 f$I$"PA f%IOA $$I$$$O
海南 f$I$"P> f&I"" $$I$$$O 海南 f$I$&#A f&I>" $$I$$$O
宁夏 f$I$"P! f"IP> $$I$$$O 天津 f$I$&&A fOOI!P $$I$$$O
天津 f$I$&"P fOOI>% $$I$$$O 宁夏 f$I$&P& f&I%P $$I$$$O
江西 f$I$&A fO$I#" $$I$$$O 四川 f$I$A$% fO#I!# $$I$$$O
广西 f$I$&># fO$I"O $$I$$$O 江西 f$I$AO> fOOI>P $$I$$$O
黑龙江 f$I$&!# fO$ $$I$$$O 湖南 f$I$A"O fO"IA# $$I$$$O
湖南 f$I$&P fO#IA" $$I$$$O 黑龙江 f$I$A& fOOI"P $$I$$$O
四川 f$I$&P fO#I"# $$I$$$O 广西 f$I$A&" fO#I$% $$I$$$O
新疆 f$I$A$O f%I"% $$I$$$O 新疆 f$I$A!% fPI>O $$I$$$O
安徽 f$I$A>& fO& $$I$$$O 重庆 f$I$AP> fOOI>% $$I$$$O
重庆 f$I$A%O fOOI&" $$I$$$O 安徽 f$I$>O fOAIO $$I$$$O
贵州 f$I$>$& fOOIAA $$I$$$O 贵州 f$I$>>& fO#I>A $$I$$$O
云南 f$I$>A> fO#I! $$I$$$O 陕西 f$I$!$% fO&IP% $$I$$$O
陕西 f$I$>>O fO&I$& $$I$$$O 云南 f$I$!#& fO"IP& $$I$$$O
山西 f$I$!$> fOAIO% $$I$$$O 山西 f$I$!!& fO>IA! $$I$$$O
青海 f$I$%$& f!IO $$I$$$O 青海 f$I$P$% f!IP!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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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解释变量 估计系数 "检验值 M2%*"* 解释变量 估计系数 "检验值 M2%*"*

甘肃 f$IO$#P f##I!% $$I$$$O 甘肃 f$IO$%! f#"IP> $$I$$$O
西藏 f$IO$AA f%I"# $$I$$$O 西藏 f$IOOAO fPI$& $$I$$$O

HX+514 PO!I!P $$I$$$O HX+514 %!"I%# $$I$$$O

:G]1@?j $I"$&% :G]1@?j $I#P!!
观察值数 O"AP$% 观察值数 O"AP$%

""注#!O"该回归方程的因变量为企业效率$E/O%E/#%E/"分别为大中小企业&划分标准为大企业总

资产在&亿元以上&中型企业总资产在&千万元至&亿元之间&总资产在&千万元以下 为 小 企 业$这 个

标准是以国家统计局制定的规模标准之一为依据的$
!#"H3为集体资本占总实收资本比重&S2为法人资本占实收资本比重&E2%E.3和FK分别为个人资本

及港%澳%台资本和外商资本各占总资本的比重$B]为 国 家 资 本 比 重&其 作 为 上 表 里 的 以 上 变 量 比 较 的

基准$
!""各种纯股权与混合股权分组的虚拟变量&比较的企业基准为O$$d国家股的企业$
!&"产业虚拟变量比较的基准变量是食品加工业&地区 比 较 的 基 准 变 量 是 北 京$为 了 比 较 的 方 便&

产业和地区的估计系数均按降序&从大到小进行排列$
!A"若把上表中的各种非国有资本比重或非国有股权企业作为比较中的基准参照系&那么国有资本

或国有股权变量的系数就表现为显著负相关$从以上已经列出的以国有虚拟变量为基准参照系的比 较

中&可以很容易的看出这个负相关的结果来$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没有把包含这些负相关的回归 结 果

都列出来$

附表!!企业效率的外生决定因素!!!注册"隶属和规模#"###年$

解释变量 估计系数 "检验值 M2%*"* 解释变量 估计系数 "检验值 M2%*"*

V*342-4;3 $I#PAA >>I> $$I$$$O V*342-4;3 $I"&%& >>I%& $$I$$$O

B/# f$IO#&A f"PI&P $$I$$$O E/# f$IO#OP f"!I! $$I$$$O

E/" f$IO!PA fA%I$! $$I$$$O E/" f$IO%"> fA!I>% $$I$$$O

.F4# $IO&AA O$OI&& $$I$$$O Y# f$I$$%P f#I"O $I$#$!

.F4" $IO#P" >"I"P $$I$$$O Y" f$I$O&P f&I#& $$I$$$O

.F4& $IOOO> A!I"> $$I$$$O Y& f$I$$>! fOIP& $I$A"

.F4A $IOO&P &#I#> $$I$$$O YA $IO$A> #"IP $$I$$$O

.F4> $IO&%& P$ $$I$$$O Y> $I$%$& #OI%A $$I$$$O

.F4! $IO"O" !$I"% $$I$$$O Y! $I$%O$ ##I%" $$I$$$O

.F4% $IO>"& %"I$P $$I$$$O Y% $I$%O! ##I>& $$I$$$O

.F4P $IO$P" #&IP $$I$$$O YP $I$>>$ O%IA% $$I$$$O

HX+514 POOIA& $$I$$$O HX+514 !POIP> $$I$$$O
:G]1@?j $I"O" :G]1@?j $I#%"A
观察值数 O"AP$% 观察值数 O"AP$%

""注#!O"本表由于篇幅限制&未列出地区和行业等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
!#".F4O为注册类型国有企业’.F4#为 注 册 集 体’.F4"为 注 册 股 份 合 作’.F4&为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F4A为股份有限公司’.F4>为私营企业及其公司’.F4!为港澳台资企业’.F4%为 外 资 企 业’.F4P为 其

他企业$

YO为隶属中央企业’Y#为省属企 业’Y"为 地 市 属 企 业’Y&为 县 属 企 业’YA为 街 道 居 委 会 企 业’Y>
为镇属企业’Y!为乡属企业’Y%为村属企业’YP为其他企业$

!""其余同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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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企业效率的外生决定因素!!!股权结构"产业"地区和规模#"##!年$

变量 估计系数 C检验值 M2%*"* 变量 估计系数 C检验值 M2%*"*
截距 $I&PA$ O>OIP> $$I$$$O 截距 $I&%"A OAAIOP $$I$$$O

E/# f$I$%P" f&"I>O $$I$$$O E/# f$I$%A% f&OI%P $$I$$$O

E/" f$IOA$$ f!AIA $$I$$$O B/" f$IO&A$ f!#IP> $$I$$$O
H3 $I$PO& AAI"& $$I$$$O O$$d集体股 $IO$$# A>I$A $$I$$$O
R2 $I$P>O >%IOA $$I$$$O O$$d法人股 $IO$O& >AIPA $$I$$$O
B2 $I$P$P >!IO $$I$$$O O$$d个人股 $I$P!$ >!I#> $$I$$$O

E.3 $I$%P! A"IO> $$I$$$O O$$d港澳台 $I$PO" A$I%> $$I$$$O
FK $IOO&$ >>I%> $$I$$$O O$$d外资股 $IOO&% >#I"& $$I$$$O

混合股权 $IO$&# >PI%A $$I$$$O
电子通信 $IOP%! PPI!% $$I$$$O 电子通信 $IOPP& O$$I$P $$I$$$O
皮毛 $IO"P! >"IAO $$I$$$O 皮毛 $IO&$> >"IP# $$I$$$O
服装 $IO#"P >%I## $$I$$$O 服装 $IO#&! >%I>% $$I$$$O
金属制品 $IO$#" A%I!A $$I$$$O 金属制品 $IO$#O A%I>& $$I$$$O
木材 $IO$$& &#I&A $$I$$$O 木材 $IO$$> &#IAO $$I$$$O
其他制造 $I$P%& &OI>> $$I$$$O 其他制造 $I$PP" &# $$I$$$O
橡胶 $I$%A& "$IOP $$I$$$O 橡胶 $I$%AO "$I$P $$I$$$O
纺织 $I$%#> A#IP& $$I$$$O 纺织 $I$%#> A#IP# $$I$$$O
机械 $I$%## AOI&& $$I$$$O 机械 $I$%O% AOIO% $$I$$$O
化纤 $I$!A! OPIA! $$I$$$O 造纸 $I$!A# ">I"> $$I$$$O
造纸 $I$!A> ">IA" $$I$$$O 化纤 $I$!AO OPI&O $$I$$$O
塑料 $I$!&! &OIA> $$I$$$O 塑料 $I$!&P &OI>A $$I$$$O
钢铁 $I$>>% "OI>" $$I$$$O 文体 $I$>!& #&I"A $$I$$$O
文体 $I$>>" #"IP& $$I$$$O 钢铁 $I$>>% "OI> $$I$$$O
电气电器 $I$>$! "AIP" $$I$$$O 电气电器 $I$>$& "AI!& $$I$$$O
家具 $I$A># OPI&O $$I$$$O 家具 $I$A!# OPI!A $$I$$$O
印刷 $I$A& ##I%O $$I$$$O 印刷 $I$A& ##I%O $$I$$$O
交运设备 $I$A"> #PI&A $$I$$$O 交运设备 $I$A"& #PI"" $$I$$$O
建材 $I$A"A ""IA! $$I$$$O 建材 $I$A#% ""IO# $$I$$$O
专用设备 $I$&$> #OI%& $$I$$$O 专用设备 $I$&$& #OI!" $$I$$$O
化工 $I$"># ##I"> $$I$$$O 化工 $I$"A& #OI%> $$I$$$O
有色金属 $I$"O> O"IA> $$I$$$O 有色金属 $I$"O O"I"# $$I$$$O
食品制造 $I$O$# &I"! $$I$$$O 食品制造 $I$O$O &I"# $$I$$$O
仪器仪表 $I$$!& #I%O $I$$&P 仪器仪表 $I$$>P #I>O $I$$P
石油加工 $I$$A" OIAO $IO#P% 石油加工 $I$$A! OI>& $IO$O!
饮料 f$I$"#& fOOIA> $$I$$$O 饮料 f$I$""& fOOIPO $$I$$$O
医药 f$I$"AA fO&I#! $$I$$$O 医药 f$I$">% fO&I% $$I$$$O
烟草 f$I$>&! f>I& $$I$$$O 烟草 f$I$APO fAI%& $$I$$$O
上海 $I$O&& >I!P $$I$$$O 上海 $I$O"% >IAA $$I$$$O
山东 f$I$OP" fPIA> $$I$$$O 江苏 f$I$OPO fPIP& $$I$$$O
江苏 f$I$OPA fO$IOA $$I$$$O 山东 f$I$OPO fPI&& $$I$$$O
福建 f$I$#"A fO$I&P $$I$$$O 福建 f$I$##! fO$IOO $$I$$$O
河北 f$I$#"! fPI%A $$I$$$O 河北 f$I$#&" fO$IO $$I$$$O
内蒙 f$I$#& f>IO# $$I$$$O 内蒙 f$I$#AA f>IAO $$I$$$O
河南 f$I$#%P fO#IA> $$I$$$O 河南 f$I$#P% fO#IP!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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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估计系数 C检验值 M2%*"* 变量 估计系数 C检验值 M2%*"*
新疆 f$I$"O& f>I&# $$I$$$O 广东 f$I$"# fO>I"" $$I$$$O
广东 f$I$""& fO!I$# $$I$$$O 新疆 f$I$"&P f!IO& $$I$$$O
四川 f$I$"&! fO"I>> $$I$$$O 四川 f$I$"A> fO"IPP $$I$$$O
辽宁 f$I$&O! fO!IP! $$I$$$O 辽宁 f$I$&#" fO%I#> $$I$$$O
湖北 f$I$&O% fOAI!P $$I$$$O 湖北 f$I$&"" fO>I"! $$I$$$O
湖南 f$I$&&# fO!I#% $$I$$$O 湖南 f$I$&AO fO!I>& $$I$$$O
安徽 f$I$&&A fOAI%O $$I$$$O 安徽 f$I$&>O fO>I&O $$I$$$O
天津 f$I$&!& fO%I"! $$I$$$O 天津 f$I$&!# fO%I#! $$I$$$O
吉林 f$I$&%! fO&I&O $$I$$$O 吉林 f$I$&P# fO&IA% $$I$$$O
西藏 f$I$&P& f#IPP $I$$#% 浙江 f$I$&P& f#AI>" $$I$$$O
浙江 f$I$&P> f#AI!O $$I$$$O 江西 f$I$A#P fO!IO# $$I$$$O
江西 f$I$A#P fO!IO# $$I$$$O 西藏 f$I$A& f"I#! $I$$OO
重庆 f$I$A>% fO>I"A $$I$$$O 重庆 f$I$A!P fO>I>> $$I$$$O
甘肃 f$I$A!A fO"I># $$I$$$O 甘肃 f$I$>$# fO&I#% $$I$$$O
陕西 f$I$>$! fO!I## $$I$$$O 陕西 f$I$>"A fO%I$& $$I$$$O
海南 f$I$>AA fPI$> $$I$$$O 海南 f$I$>&! f%IPA $$I$$$O
黑龙江 f$I$>AP fOPIA> $$I$$$O 黑龙江 f$I$>!P f#$IO> $$I$$$O
宁夏 f$I$>>> fO$I#P $$I$$$O 宁夏 f$I$>% fO$IAO $$I$$$O
广西 f$I$>% f#OIO# $$I$$$O 广西 f$I$>P! f#OI>% $$I$$$O
云南 f$I$!OO fO%IAA $$I$$$O 云南 f$I$!"! fOPI#A $$I$$$O
青海 f$I$!P fPI" $$I$$$O 青海 f$I$%"% fPI%> $$I$$$O
山西 f$I$P f#!IO# $$I$$$O 山西 f$I$P#O f#!I!A $$I$$$O
贵州 f$IO$%> f#!IA% $$I$$$O 贵州 f$IOOO# f#%I#A $$I$$$O
HX+514 !!#I$! $$I$$$O HX+514 !API# $$I$$$O
:G]1@?j $IO!"% :G]1@?j $IO!"A
观察值数 #"%""# 观察值数 #"%""#

""注#同附表#$

附表!!企业效率的外生决定因素!!!注册"隶属和规模#"##$年$

变量 估计系数 C检验值 M2%*"* 变量 估计系数 C检验值 M2%*"*
截距 $I&P$! O>$I%% $$I$$$O 截距 $IAA&# OA&IA $$I$$$O

E/# f$I$%P> f&"I>! $$I$$$O E/# f$I$%!P f&#I"& $$I$$$O

E/" f$IO&P> f!&I>A $$I$$$O E/" f$IOAOA f!AI$# $$I$$$O
.F4# $IO$"> >$I%! $$I$$$O O# $I$$"! OI#A $I#O
.F4" $I$P&> &>IOO $$I$$$O O" $I$$#$ $I!& $I&>$%
.F4& $IO$O# >PI%P $$I$$$O O& f$I$OO# f&IO $$I$$$O
.F4A $I$P"& &#I>P $$I$$$O OA $I$"%P OOI& $$I$$$O
.F4> $IO$O! !AI"& $$I$$$O O> $I$##! !I% $$I$$$O
.F4! $IO$$! >&I$" $$I$$$O O! $I$""! %I!% $$I$$$O
.F4% $IO#O& !PIO> $$I$$$O O% $I$#!% %I%" $$I$$$O
.F4P $I$PP$ #OI!" $$I$$$O OP $I$"&P O"I%" $$I$$$O

""注#!O"本表由于篇幅限制%未列出地区和行业等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
!#"其余同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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