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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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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要素生产率简称 TFP（下同）。改革开放前，城乡劳动者出工不出力

现象普遍，经济产出投入大，浪费严重和消耗高，工农业生产质量水平低

和净产出少。1978 年以后，一是承认物质利益。个人和家庭有自己的利益，

破除了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重申按劳分配，激励多劳多得。二是发展市

场竞争主体。允许、培育和发展个体工、私营企业和工商户，引进外资企

业，改制中小型国有和集体企业，不同所有制经济体共同发展。三是产品

产销市场化。一些计划生产、统购统销、行政定价的产品，先是实行产销

和价格双轨制，逐步扩大市场调节和定价的比例。比如农村因其农产品市

场化而土地和劳动也也得到了市场化的地租和收入。四是要素配置市场化。

如农村劳动力可以流动到城市和工业中配置，还如城市中企业的劳动力可

以双向选择，约定工作，进市场化进退；资金由银行及民间借贷、资本市

场等供给和配置。要素的使用效率大幅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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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最乐观估计，这一时期中国广义技术进步 TFP 年均增长率 1%。

以亚洲生产率计算中国 TFP 增长数据减去估计的 1%广义技术进步 TFP 增

长得出要素市场改革获得的 TFP 增长。数据来源：亚洲生产率组织（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网站数据。 

因此，生产要素利用率提高获得的 TFP，主要来源于分配体制的改善、

国家与企业关系的理顺、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多元、经营体制机制的灵活、

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土地利用率的提高等方面，释放被扭曲体制禁锢的要素

生产力。  

（一） 联产承包：给自己所得提高的劳动生产率 

家庭劳动和土地使用权到户，劳动力与土地要素组合的利用效率提高

了。生产队集体劳动时，分配吃大锅饭，劳动者出工不出力；土地家庭联

产承包后，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劳动力和土地要素投入数量没

有或者增加相对较少的情况下，产出水平却大幅度提高。1977—1985 年，

粮食播种面积从  120400 万亩减少到  108845 万亩，粮食产量却从 

28272 万吨增加到 37911 万吨，即播种面积减少 9.60%，产量却增加 

34.09%。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和部分农产品由统购统销向市场化销售改革

后，农民利益导向自主选择扩大种植经济价值高的农产品的土地面积，但

是产出增长远超出种植面积的增长，如表 2 所示。说明一定土地面积上的

劳动效率也比改革前大幅度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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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计算，1978—1985 年，农业总产出增长 

124.29%；投入部分中，农业耕地和园地增长-1.44%，有效灌溉总面积增

长-1.14%，农业从业劳动力增长 5.21%，化肥施用量增长 63.47%，农业

机械总动力增长 56.31%。然而，剔除价格因素，农业从业劳动力人均收

入增长高达 904.42%。这样，土地投入负增长应该影响该要素投入的农业

增加值减少；农业劳动力每增长 1.00%，增加值增长 0.50%，劳动力投

入贡献的农业增加值增长也就 2.60%左右；由于农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资本增长的贡献率权重估计为 15%左右。除去这些增长因素，可以看出，

农业净产出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时期，相当大的比重来自农业 TFP 

的提高。当时农业装备、育种等方面的技术进步有限，农业技术进步 TFP 大

量地来自化肥施用；农业经济体制改革 TFP 的比率大于农业技术进步 

TFP 的比率，主要来自单位种植面积工作效率的提高。从农民净收入是改

革前 9 倍的数据看，除了部分农业技术进步所得外，农民主要获得的是劳

动和地租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收入。  

（二） 绩效分配·放权让利·国有和集体企业所有制改革 

尊重不同经济主体利益、放权让利、重回按劳分配、推进城乡国有企

业和集体企业体制机制改革，在广义技术进步不显著、要素投入数量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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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增长不多的情况下，要素利用效率却大幅度提高，对经济增长贡献也以

经济体制改革 TFP 的形式体现出来。从城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经及乡镇

集体企业职工分配体制看，改革开放前不讲劳动者利益，低工资、多就业、

平均分配，职工出工不出力，一个人的工作需要几个人做，使得劳动力和

资本要素投入不少，产出水平较低。这既不是技术进步不足的问题，也不

是要素投入不足的结果，而是由于干多 干少都一样的机制下，职工以最少

的劳动消耗取得固定收入的动机和行为造成的。1978 年开始，实施了从

强调工作无私奉献和吃大锅饭，向承认个人和企业利益观念的转变，从平

均分配到绩效工资奖金体制的改革，调动了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在劳动

力和资本数量既定甚至减少的情况下，分不同行业，产量增加从 

15%—40%。  

从企业经营体制机制看，企业是国家的车间，生产什么，生产多少，

如何生产，怎么分配，资金收支和产供销，都由国家管理。企业没有多生

产、技术进步和提高质量的活力和动力。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特别是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由于产权不清和机制不活，国有大企业机制不

活、债务很重、冗员过多、效益不佳；国有中小企业亏损面大，亏损额惊

人；曾经机制灵活的乡镇企业也出现了体制复归、机制僵化和产权纠纷等

问题。实践说明，各类企业改革无法一劳永逸，而是一个长期不断体制转

轨的过程。  

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和内容为：对于国有企业，不论大中小，普遍地



 

 - 7 - 

进行了放权让利和企业资产经营经济责任制改革，国有大中型企业更是如

此；理顺政企关系，撤销部委行业内企业直接管理体制，成立了国资委；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公司制改革，一些大型国有企业还进行了股份制

改造，有的上市成为公众股份公司；对于高负债的资本结构，进行了银行

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债务重组；对于企业办社会，进行了企业经济功能与社

会功能的剥离。从整体看，对国有经济结构进行了抓大放小、整合集中、

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改革的结果，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和进入 90 年代，国有中小企业负债越来越高、

亏损越来越严重、净资产部分不断缩水、效率日益低下；乡镇集体企业也

遇到体制机制回归老化和效率边际递减等问题。成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

期经济增长率放缓，特别是 TFP 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因此，对国有中

小企业又推行了资产经营承包经济责任制等多种形式改革，后来又深化了

城乡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股份制、拍卖和租赁等多种方式改

革。诸城市的实践证明，企业体制机制改革，可以大幅度地提高企业投入

的产出效率 。 

全国各地特别是江浙，与城镇国有中小型企业改革一样，对乡镇企业

也进一步明晰产权，推进更深入的股份合作、股份制和其他形式的改革 。

如 1994—1998 年，浙江省 61 264 家乡镇、村办集体企业，完成改制

的有 56 363 家，改制面达到 92%。2000 年，全省乡镇企业改制全部完

成。由此可见，浙江省的乡镇集体企业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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