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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生产率、行业发展速度和行业收入增长
———基于 ＳＶＡＲ模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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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ＳＶＡＲ）模型，对中国 １９７８ 年至 ２００９ 年农业、制造业、金融业收入增长的内在
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农业收入对生产率和发展速度冲击的反应是发散式反馈效应，生产率与农业发展速度的

变化导致农业收入有一个较小且短期的收入增长，之后农业收入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制造业收入对生产率和发展

速度冲击的反应是一个收敛式反馈效应，制造业生产率与发展速度可以稳定地长期地提高制造业收入水平；金融

业生产率与行业发展速度引起行业收入长期大幅度的波动，金融衍生工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波动的负面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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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各行业生产要素的利用越来越充分。剔除物价上涨、货币购

买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各行业的人均收入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一些新兴行业、垄断性行业收入增

长较快。尤其是 ２０００ 年以来，我国行业收入分配大幅度地向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新兴产业
倾斜，传统垄断行业的收入也一直呈现偏高局面。一些基础性的、竞争充分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农

业）收入增长却始终相对比较迟缓，平均收入相对较低，形成了较大的行业收入差距。较大的行业收

入差距导致了行业发展的不平衡，最终影响了整体经济的发展速度与质量。

一、相关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方面研究了行业收入的变化规律，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可以分为

两类。一类是对行业收入差距测度方法及其应用的研究。对于行业收入差距的测度，学者们一般都

是将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方法扩展为测量行业收入差距方法，如现在通常使用的行业最高最低工资

极值差、极值比、变异系数等方法。这些方法基本上全部是由国外经济学家提出并最先运用于经济问

题研究，我国经济学家或者统计学家逐步将这些统计测量方法应用于中国的经济分析。另一类是对

提高行业收入、缩小行业差距途径的探寻。由于行业收入千差万别，学者们依据行业收入差距测量结

果找出最高收入行业与最低收入行业，重点研究如何提高最低收入行业收入与规范最高行业的收入。

在中国，农业一直是最低收入行业，垄断行业一直是高收入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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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致力于研究造成行业收入差距的外部原因，分析各因素对收入的影响程度，以找到缩小行

业收入差距的途径。国外学者认为行业垄断、人力资本、生产效率和社会制度等诸多因素影响行业收

入的增长。他们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各种实证检验，Ｋｒｕｅｇｅｒ 发现不同国家、不同时间和不同工种之
间存在收入不同［１］。Ｐｕｇｅｌ的研究表明行业垄断程度确实对行业工资影响较大［２］。Ｄｉｃｋｅｎｚ和 Ｋａｔｚ认
为人力资本、行业垄断程度对行业工资有很大影响［３］。这些观点基本上能从国外不同时期找出其现

实依据，因此这些结论在健全的市场经济中有一定的正确性。

我国学者一致认为中国典型的“二元经济”影响农业居民的收入，与二元经济相关的户籍制度、

教育制度等也影响着农村居民的收入。我国许多学者利用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分析了影响我国行业收

入增长的因素，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顾严、冯银虎借助非参数估计中的 Ｋｅｍｅｌ方法，对 １９７８ 年
至 ２００６ 年我国十几个大行业人均实际工资概率分布形态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的
趋势非常明显，已经显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４］。蔡窻、李实、金玉国、陈怡等人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各行

业收入增长的情况，认为影响行业收入差距的原因有所有制、企业盈利能力、技术水平、人力资本、体

制性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贸易开放程度［５ ８］。

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把影响收入的因素归为四大类：一是垄断因素和所有制因素。蔡窻、

姜付秀和余晖等人认为自然垄断或者国家垄断影响不同行业收入［５，９ １２］。二是人力资本（教育制度）

因素。任重和周云波等人认为人力资本影响行业收入，随着工业向服务业的变迁，知识经济获得发

展，拥有企业家才能的新型人才得到更多的收入［１３］。三是制度原因。张原和陈建奇的研究发现国有

控股程度和单位隶属行政层次越高的行业，其收入越高，国有企业个人收入更多地依赖外部市场环境

和行业因素，外资企业的个人收入相对更多地依赖个人因素［１４］。罗楚亮与李实认为人均资本投入和

经营绩效等因素显著地影响着中国行业收入［１５］。张原和陈建奇还发现中国工会的存在与否对职工

收入无任何影响，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会是提高职工收入的重要力量。他们初步认为是我国现行的

经济建设模式与管理体制不同程度地抑制着工会的功能［１６］。宫希魁认为地方政府公司化并潜在硬

化企业工会，把企业工会变成一个服务于地方政府的“打工仔”，热衷于发展地方经济的地方政府变

相地抑制了工会功能［１７］。四是行业自身内在特点。支持该观点的研究人员相对较少。周君使用

Ｇｅｗｅｋｅ 线性反馈模型的研究发现行业的自身劳动生产率差异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行业间的收入
差距［１８］。

通过回顾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影响行业收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绝大多数学者都是尽可能从行业

外部找出影响行业收入的因素（如人力资本、垄断、生产要素特点和制度因素等），并研究这些外部因

素如何影具体影响行业收入。笔者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决定因素，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

件，所以我国行业收入特点与发展模式也会影响行业收入增长情况。笔者观点与周君观点相同，但周

君只研究了制造业的收入增长情况，没有全面反映不同行业的收入增长情况。要从根本上解决行业

收入增长问题，必须厘清不同行业收入增长的内在机制。

本文认为一个行业的收入增长主要依赖于行业劳动生产率和行业发展速度。行业个人收入、劳

动生产率和行业发展速度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内在关系，如果某一行业个人收入增长快，则激发个人的

生产积极性，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吸引高效率高素质人士从事该行业，从而该行业发展速度迅速；如

果行业劳动生产效率高，按照中国目前效率优先原则必然带来个人收入高，会吸引其他行业精英人士

加入该行业，行业总体发展速度快；如果行业发展速度快，会形成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或者正外部效

应，行业的生产成本相对下降，相当于提高了生产率，个人的收入也会提高。从逻辑上看，行业的个人

收入、行业生产率、行业发展速度有着相互依赖的关系。行业生产率高、个人收入高、发展速度快会形

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行业生产率低、个人收入低、发展速度缓慢会形成相互制约的恶性循环。随

着时间推移，高、低收入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就会越来越大。本文拟采用计量经济学中 ＳＶＡＲ 模型研究
行业中个人收入、行业生产率、行业发展速度之间相互影响的定量关系，并从中找出各自的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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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探讨缩小行业收入差距的途径。

二、研究设计与结果分析

（一）研究方法：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

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 ＳＶＡＲ是对向量自回归模型 ＶＡＲ进行结构化的一种方法，它能很好地研究
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内在关系。在处理随机冲击项的同期相关问题时，ＶＡＲ模型可以由实证研究者
的主观判断决定变量的排序，因此，使用相同的数据的不同人可能得到不同的结论，另外 ＶＡＲ也无法
得到唯一的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函数。ＳＶＡＲ克服了 ＶＡＲ的不足，可以比较准确而稳定地得到变量
之间相互关系，又可以得到唯一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假设一个包含 ｋ 个变量 ｍ 阶滞后的 ＳＶＡＲ 模
型，表达式如下：

Ｂ０ｙｔ ＝ Γ０ ＋ Γ１ｙｔ－１ ＋ Γ２ｙｔ－２ ＋ … ＋ Γｐｙｔ－ｍ ＋ ｕｔ （１）
其中 Ｂ０为表示变量之间同期关系的（ｋ × ｋ）系数矩阵，ｙｔ是 ｔ时刻所有的 ｋ个变量组成的向量。Γ ｉ

表示不同的（ｋ × ｋ）系数矩阵，Ｂ（Ｌ）＝ Ｂ０ － Γ１Ｌ － Γ２Ｌ
２ － … － ΓｍＬ

ｍ－１ 是滞后算子 Ｌ的（ｋ × ｋ）矩阵
多项表达式，则（１）式可以写成

Ｂ（Ｌ）ｙｔ ＝ μｔ （２）
将（１）改成简化式
ｙｔ ＝ Ｂ

－１
０ Γ０ ＋ Ｂ

－１
０ Γ１ｙｔ－１ ＋ Ｂ

－１
０ Γ２ｙｔ－２ ＋ … ＋ Ｂ

－１
０ Γｐｙｔ－ｍ ＋ Ｂ

－１
０ μｔ

＝ Ａ０ ＋ Ａ１ｙｔ－１ ＋ Ａ２ｙｔ－２ ＋ … ＋ Ａｐｙｔ－ｐ ＋ εｔ
再写成滞后算子形式有

Ａ（Ｌ）ｙｔ ＝ εｔ （３）

Ｌ是滞后算子，由式（２）和式（３）结合正定矩阵∑ ＝ ＰＰ′与 ｃｈｏｌｅｓｋｙ分解可知道 εｔ 是简化式ＶＡＲ

模型的误差项，即简化式冲击 εｔ 是结构式冲击的线性组合，代表的是复合冲击。通过对矩阵 Ａ中的系数
做出约束并估计系数值，可以得到可识别的结构式冲击 Ｂμｔ ＝ Ａεｔ，运用 ＳＶＡＲ模型，不但可以发现变量
之间的当期相互影响关系，还可以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发现新信息冲击的时间路径。对于公式（１），为了让
模型达到可识别的目的，估计结果唯一且符合经济问题，因此要对模型 Ａ矩阵元素做出限制。

（二）数据选取与变量说明

为了研究行业内的生产率、发展速度、个人收入之间的定量关系，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可获取数

据时期较长的行业作为研究对象。因为我国行业名称、统计口径变化很大，本文选择 １９７８ 年以来行
业名称都没有变化的行业，并把其分成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行业。结合我现实情况，考虑行业的

代表性，本文选择了农业作为低收入行业的代表，制造业作为中等收入行业的代表，金融业作为高收

入行业的代表。本文所有数据来自中经网和各年统计年鉴。本文用行业个人的年平均工资 ｗａｇｅ 代
表行业个人收入，用人均年产业增加值 ｐｖｉｔｙ 代表生产率，用行业增加值增长率 ｓｐｅｅｄ 代表行业发展
速度，并采用消费价格指数和 ＧＤＰ 平减指数（都以 １９７８ 年为 １００）进行相关调整。数据时间跨度为
１９７８ 年至 ２００９ 年。本文运用 Ｅｖｉｅｗｓ６． ０ 软件对低、中、高收入行业内的行业生产率、行业发展速度和
个人收入之间关系进行计量分析［１９］。

（三）模型估计

１． 数据平稳性检验
为了避免存在单位根而造成模型估计结果不准确，本文首先考察各变量的平稳性。对农业年平

均工资、人均年产业增加值、增加值增长率依次用 ｗａｇｅ１、ｐｖｉｔｙ１、ｓｐｅｅｄ１ 表示，制造业年平均工资、人均
年产业增加值、增加值增长率依次用 ｗａｇｅ２、ｐｖｉｔｙ２、ｓｐｅｅｄ２ 表示，金融业年平均工资、人均年产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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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依次用 ｗａｇｅ３、ｐｖｉｔｙ３、ｓｐｅｅｄ３ 表示。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 １ 所示（采用 ＡＤＦ 方
法检验）。

表 １　 各变量 ＡＤＦ检验结果 ｄ（ｗａｇｅ１，２）

变量 ＡＤＦ检验值 检验类型（Ｃ，Ｔ，Ｋ） 临界值 是否平稳

ｄ（ｗａｇｅ１，２） － ３． ７９ （Ｃ，Ｔ，５） － ３． ６ 平稳
ｄ（ｗａｇｅ２，２） － ６． ６２ （Ｃ，Ｔ，１） － ４． ３２ 平稳
ｄ（ｗａｇｅ３，２） － ４． ５７ （０，０，７） － ３． ７７ 平稳
ｄ（ｐｖｉｔｙ１，２） － ３． ９９ （Ｃ，Ｔ，６） － ３． ６２ 平稳
ｄ（ｐｖｉｔｙ２，２） － ３． ６９ （Ｃ，０，６） － ２． ９９ 平稳
ｄ（ｐｖｉｔｙ３，２） － ４． ２５ （Ｃ，Ｔ，４） － ３． ６ 平稳
ｄ（ｓｐｅｅｄ１，２） － ７． ２１ （Ｃ，Ｔ，２） － ４． ３４ 平稳
ｄ（ｓｐｅｅｄ２，２） － ３． ６９ （Ｃ，０，６） － ２． ９９ 平稳
ｄ（ｓｐｅｅｄ３，２） － ４． ８ （Ｃ，０，５） － ３． ７９ 平稳

　 　 注：表示 ５％水平显著，表示 １％水平显著。

从表 １ 可以看出这 ９ 个变量的二
阶差分是平稳的，因此可以建立协方

差平稳的 ＶＡＲ模型。
２． 低收入行业（农业）的 ＳＶＡＲ

模型及相关响应函数

笔者以表 ２ 为准则建立了 ３ 变量
的 ＳＶＡＲ（５）模型。这 ３ 个变量为
ｄ（ｗａｇｅ１，２）、ｄ（ｐｖｉｔｙ１，２）、ｄ（ｓｐｅｅｄ１，２）。模
型表达式如下：

Ｂ０ｙｔ ＝ Γ０ ＋ Γ１ｙｔ－１ ＋ Γ２ｙｔ－２ ＋ Γ３ｙｔ－３ ＋ Γ４ｙｔ－４ ＋ Γ５ｙｔ－５ ＋ ｕｔ （４）

设 ｙｔ ＝

ｄ（ｐｖｉｔｙ１，２）

ｄ（ｓｐｅｅｄ１，２）

ｄ（ｗａｇｅ１，２









）

，Ｂ０ ＝

　 １　 － ｂ１２ 　 － ｂ１３
－ ｂ２１ 　 　 １　 － ｂ２３
－ ｂ３１ 　 － ｂ３２









　 　 １

，Γ ｉ ＝

γ（ｉ）１１ 　 γ
（ｉ）
１２ 　 γ

（ｉ）
１３

γ（ｉ）２１ 　 γ
（ｉ）
２２ 　 γ

（ｉ）
２３

γ（ｉ）３１ 　 γ
（ｉ）
３２ 　 γ

（ｉ）









３３

将（４）转化为简化式有
ｙｔ ＝ Ｂ

－１
０ Γ０ ＋ Ｂ

－１
０ Γ１ｙｔ－１ ＋ Ｂ

－１
０ Γ２ｙｔ－２ ＋ Ｂ

－１
０ Γ３ｙｔ－３ ＋ Ｂ

－１
０ Γ４ｙｔ－５ ＋ Ｂ

－１
０ Γ５ｙｔ－５ ＋ Ｂ

－１
０ μｔ （５）

　 ＝ Ａ０ ＋ Ａ１ｙｔ－１ ＋ Ａ２ｙｔ－２ ＋ Ａ３ｙｔ－３ ＋ Ａ４ｙｔ－５ ＋ Ａ５ｙｔ－５ ＋ εｔ （６）
表 ２　 低收入行业（农业）的 ＶＡＲ模型滞后结构判断

滞后期 ＦＰＥ检验 ＡＩＣ检验 ＳＣ检验 ＨＱ检验
０ ０． ０７７ ５． ９６１ ６． １０７ ６． ００１
１ ０． ０１６ ４． ４１０ ４． ９９５ ４． ５７２
２ ０． ００５ ３． ３２３ ４． ３４７ ３． ６０７
３ ０． ００６ ３． ３６０ ４． ８２３ ３． ７６６
４ ０． ００４ ２． ７０３ ４． ６０５ ３． ２３１
５ ０． ００２ １． ８９０ ４． ２３ ２． ５３９

　 　 注：表示 １０％水平显著。

模型中有 ３ 个内生变量，因此需
要施加 ３ 个约束①才能使得模型（４）
满足可识别条件。考虑到中国实际情

况，农业的当年工资 ｗａｇｅ１ 推迟一年
会发生逐年变化，现在的工资不受现

在生产率影响，也不受现在行业发展

速度影响，即有 ｂ１２ ＝ ０，ｂ１３ ＝ ０；当年
行业发展速度对生产率的影响是由量

变到质变，当年行业发展速度只引起量变，所以当年行业发展速度对当年生产率的影响为 ０，即 ｂ２３ ＝
０。在模型（４）满足可识别条件的情况下，本文使用完全信息极大似然方法估计得到 ＳＶＡＲ 模型的所
有未知参数，可得矩阵 Ｂ０ 及 μｔ 和 εｔ 的线性组合的估计结果如下：

　 　 １　 　 　 　０　 　 　０
－ ４． ０４　 　 　 １　 　 ０
－ １４５． ０５　 １０５．









５　 １

ε１ｔ
ε２ｔ
ε３










ｔ

＝
μ１ｔ
μ２ｔ
μ３










ｔ

本部分首先计算农业年收入增量的变化量 ｄ（ｗａｇｅ１，２）对行业生产率和行业发展速度的冲击响应
函数。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方差分解分析，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农业收入变化的贡献度，进一步

评价不同冲击的重要性。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对所有变量进行了二阶差分，因此各个结构冲击并

不是各变量水平上的冲击而是各变量二阶差分变化的冲击，为了便于表述，本文余下部分仍使用行业

生产率、行业发展速度、行业收入冲击的表述方式。农业收入变化量的增量对生产率，行业发展速度

的冲击响应如图 １ 和图 ２ 所示。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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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农业收入对生产率的冲击响应情况

如图 １ 所示，纵轴代表农业收入变动 ｄ（ｗａｇｅ１，２），横轴
代表农业生产率变动 ｄ（ｐｖｉｔｙ１，２），若农业生产率在 ０ 时刻有
１ 个单位增加，则农业的人均收入增量的变化量在 ０ 时刻由
很小的正数在 １． ５ 期之后变成 ０，在第 ２ 期之后很快变成一
个极小值，之后便在 ０ 附近波动，在第 ６ 期后出现大幅振
荡。可以看出在 ０ 期一个单位农业生产率的冲击，会导致
农业收入在第 ０ 期至第 １． ５ 期内有少量增加，之后快速下
降，在第 ２ 期末收入可能等于或低于生产率冲击前的收入
水平，这之后收入缓慢增长或者保持原来水平，在第 ６ 期后

图 ２　 农业收入对行业发展速度的冲击响应情况

农业行业的收入增量的变化量发生剧烈变动，农业收入在原

来水平上剧烈波动。从总体上分析，可以看出农业生产率

提高会引起农业收入短时间小幅度的增长，之后农业收入

会出现大幅度波动。农业收入的大幅度波动会给对农业生

产带来很大的损失。图 ２ 是农业收入增量的变化量对行业
速度的冲击响应情况。当行业发展速度发生 １ 个单位增加
时，在第 １ 期至第 ３ 期内农业收入量出现小量增加，之后出
现剧烈水平波动，这说明农业收入对农业发展速度响应敏

感，第 ４ 期便发生了剧烈波动，远早于对生产率冲击的响应。
图 １ 和图 ２ 反映了农业的基本内在规律与特点，也反映我国农业的基本情况。由于农业需求价格弹
性小，而且中国农业贴补制度和措施还不够科学、市场机制还不够健全，农业生产率提高和农业发展

速度提高时，农业收入增加幅度较小，持续时间较短，而且收入波动幅度较大，这会给农业带来损失，

进而引发经济不稳定。

３． 中等收入行业（制造业）的 ＳＶＡＲ模型与相关响应函数
同理，本文根据滞后准则建立制造业 ３ 变量的 ＳＶＡＲ（１）模型，形式如下：
Ｂ０ｙｔ ＝ Γ０ ＋ Γ１ｙｔ－１ ＋ ｕｔ （７）

设 ｙｔ ＝
ｄ（ｐｖｉｔｙ２，２）

ｄ（ｓｐｅｅｄ２，２）

ｄ（ｗａｇｅ２，２









）

，Ｂ０ ＝
　 １　 － ｂ１２ 　 － ｂ１３
－ ｂ２１ 　 　 １　 － ｂ２３
－ ｂ３１ 　 － ｂ３２









　 　 １

，Γ１ ＝
γ（１）１１ 　 γ

（１）
１２ 　 γ

（１）
１３

γ（１）２１ 　 γ
（１）
２２ 　 γ

（１）
２３

γ（１）３１ 　 γ
（１）
３２ 　 γ

（１）











３３

同理，根据同样的假设估计得到制造业矩阵 Ｂ０ 及 μｔ 和 εｔ 的线性组合的估计结果如下：

　 　 １　 　 　 　 ０　 　 　 ０
－ １． ７３　 　 　 １　 　 　 ０
１９９． ４　 － １２１９．









４　 　 １

ε１ｔ
ε２ｔ
ε３










ｔ

＝
μ１ｔ
μ２ｔ
μ３










ｔ

图 ３　 制造业收入对生产率的冲击响应情况

同理做出制造业收入增量的变化量对生产率和制造业发

展速度的冲击响应如图 ３ 和图 ４ 所示。图 ３ 显示制造业的年
个人收入增量的变化量对制造业生产率冲击的响应情况。第

０ 期个人收入增量是从 ７０％开始上升，在第 ２ 期后收入增量
的变化量达到极大值，在第 ２． ５ 期时为 ０，出现水平波动并趋
于平稳。在第 １ 期至第 ２． ５ 期内制造业收入都在增加，与农
业相比，制造业的收入增加的持续时间相对较长，且增加的幅

度比农业的幅度大，相对农业来说，制造业的生产率提高可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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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稳定大幅度地增加制造业的收入水平。由图 ４ 可以看出，制造业的发展速度可以稳定地促进收入
增长，这说明制造业生产率和制造业发展速度都可以长期大幅度稳定地提高制造业的收入水平。

图４　 制造业收入对行业发展速度的冲击响应情况

４． 高收入行业（金融业）的 ＳＶＡＲ模型与相关响应函数
同理，本文以滞后准则建立金融业 ３ 变量的 ＳＶＡＲ（４）

模型，形式如下：

Ｂ０ｙｔ ＝ Γ０ ＋ Γ１ｙｔ－１ ＋ Γ２ｙｔ－２ ＋ Γ３ｙｔ－３ ＋ Γ４ｙｔ－４ ＋ ｕｔ （８）

设 ｙｔ ＝
ｄ（ｐｖｉｔｙ３，２）

ｄ（ｓｐｅｅｄ３，２）

ｄ（ｗａｇｅ３，２









）

，Ｂ０ ＝
１　 － ｂ１２ 　 － ｂ１３
－ ｂ２１ 　 １　 － ｂ２３
－ ｂ３１ 　 － ｂ３２









　 １

，

Γ１ ＝
γ（１）１１ 　 γ

（１）
１２ 　 γ

（１）
１３

γ（１）２１ 　 γ
（１）
２２ 　 γ

（１）
２３

γ（１）３１ 　 γ
（１）
３２ 　 γ

（１）











３３

同理可得金融业矩阵 Ｂ０ 及 μｔ 和 εｔ 的线性组合的估计结果如下：

１　 　 　 　 　 ０　 　 　 　 ０
－ １． ７３　 　 　 １　 　 　 　 ０
１９９． ４　 － １２１９．









４　 　 １

ε１ｔ
ε２ｔ
ε３










ｔ

＝
μ１ｔ
μ２ｔ
μ３










ｔ

金融业收入增量的变化量对生产率、金融业发展速度冲击的响应如图 ５ 和图 ６ 所示。

图 ５　 金融业工资对生产率的冲击响应情况

由图 ５ 可知，金融业的年收入增量的变化量对金融业
生产率冲击响应由一个很小的负数立即变成一个正数并增

加，到第 ２ 期后收入增量的变化量达到极大值，之后开始减
小，在第 ２． ５ 期后变为 ０，在第 １ 期至第 ２． ５ 期内金融业的
年收入一直是增加的。在第 ３ 期后金融业的收入出现剧烈
的波动。与农业相比，行业生产率冲击对金融业的收入的

影响持续时间相对较长，增加的幅度较大。由于金融业人

员流动性较强，个人收入波动幅度大不会造成该行业的很

大损失。从图 ６ 可以看出，金融业的发展速度冲击也会导

图６　 金融业收入对行业发展速度的冲击响应情况

致金融业的收入增量的变化量发生变化，引起收入增加与

更大的收入波动。在现实中，金融行业不断增加的金融衍

生工具减小了金融行业收入波动幅度。

通过收入增量的变化量对三个代表性行业的生产率冲

击响应可以看出，低、中、高收入行业的内部各变量存在相

互影响关系。生产率对这三个行业收入都有影响，但影响

的程度与持续时间不一样。一单位生产率冲击，农业收入

增加的时间短，增加的幅度小，且这一冲击在后期又带来收

入的大幅度波动。农业受农作物自然生长规律约束，农产

品期货品种少，农业生产率提高缓慢，农业一直是低收入行业。一单位生产率冲击所引起的制造业和

金融业的收入增加时间长，增加幅度大。制造业和金融业为代表的中高收入行业很少受类似农作物

的自然生长规律约束，可以人为地快速提高生产率，提高的生产率冲击又可以长期大幅度地提高行业

收入。这样制造业便成为收入长期稳定增长的中等收入行业。金融业虽然收入波动幅度很大，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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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有众多的金融衍生产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收入大幅度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金融行业成为

一个实际高收入行业。

５． 方差分解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 ＳＶＡＲ模型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带来的影响，而方

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

表 ３　 农业收入增量变化量的方差分解结果

时期 生产率冲击 速度冲击 收入冲击
２ ０． ４７２ ６． ４８３ ９３． ０４５
４ ０． ３７３ ３４． ６５５ ６４． ９７２
６ ０． ３７１ ４２． ７０７ ５６． ９２２
８ １４． ００９ ３６． ６８ ４９． ３１１
１０ ２２． ８５１ ３４． ３１７ ４２． ８３３
１２ ２３． ５１ ３６． ４３３ ４０． ０５７
１４ ４６． ４６３ ２７． ２６８ ２６． ２６９
１６ ４４． ４１６ ３４． ５４９ ２１． ０３５
１８ ４５． ０９７ ３５． ５６７ １９． ３３６
２０ ６６． ３３９ ２２． ０７８ １１． ５８２

　 　 注：表中 ２—４ 列的数值分别代表 １ 个单位的外生冲击对
　 收入增量的贡献率（％）。

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因此，通过方差分解可以

给出在 ＳＶＡＲ模型中的每一个变量产生随机扰
动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表 ３、表 ４ 和表 ５ 给
出了三个行业收入增量变化量的方差分解

结果。

从表 ３ 中可知，农业的生产率对收入增量
的变化量的方差解释程度越来越大，解释程度

值跳跃幅度也大，行业发展速度对其收入增量

的变化量的方差解释程度越来越小，说明农业

生产率是影响农业收入波动最重要的原因。如

果不对农业进行相关政策扶持，则农业生产率提

表 ４　 制造业收入增量变化量的方差分解结果

时期 生产率冲击 速度冲击 收入冲击
２ １７． １６９ ６． ９２６ ７５． ９０５
４ ５１． ７３６ ５． ６８７ ４２． ５７７
６ ５０． ７７５ ７． ３５７ ４１． ８６８
８ ５０． ６０４ ７． ６７７ ４１． ７１９
１０ ５０． ７１６ ７． ８１５ ４１． ４６９
１２ ５０． ７４３ ７． ８６３ ４１． ３９４
１４ ５０． ７３２ ７． ８８８ ４１． ３８
１６ ５０． ７３３ ７． ８９５ ４１． ３７１
１８ ５０． ７３４ ７． ８９８ ４１． ３６８
２０ ５０． ７３４ ７． ８９９ ４１． ３６７

　 　 注：表中 ２—４ 列的数值分别代表 １ 个单位的外生冲击对
　 收入增量的贡献率（％）。

高仅依赖现有市场机制只能引起收入更大幅度

的波动，这样的收入波动会给农业生产带来不

可估量的损失，要依靠农业生产率使农业收入

稳定增长，必须有相应的补贴、健全农产品流通

等政策来疏通生产率提高收入的传导机制，使

得农业收入稳定增长，这也是提高农业收入的

最科学的长效方法。从表 ４ 可知，制造行业中
生产率、制造业发展速度对其行业收入增量的

变化量方差解释程度基本不变，说明制造业行

业发展稳定，收入也在合理范围之内。表 ５ 显
示金融业的个人收入变化对金融业收入的增量

表 ５　 金融业收入增量变化量的方差分解结果

时期 生产率冲击 速度冲击 收入冲击
２ １． ９５８ ０． ６２８ ９７． ４１４
４ ３． ８３７ １． ８０６ ９４． ３５７
６ ８． １７７ ２． ３０６ ８９． ５１８
８ ６． ５０９ ３． ６１６ ８９． ８７５
１０ ６． ５５７ ３． ６２２ ８９． ８２１
１２ ５． ０３０ ３． ４５６ ９１． ５１４
１４ ３． ８９５ ３． ３６１ ９２． ７４４
１６ ４． ０１３ ２． ９８８ ９２． ９９９
１８ ３． ０８０ ３． ２０３ ９３． ７１７
２０ ２． ８９６ ２． ８０３ ９４． ３０１

　 　 注：表中 ２—４ 列的数值分别代表 １ 个单位的外生冲击对
收入增量的贡献率（％）。

变化量的方差解释程度达 ９０％左右，生产率对
其方差解释程度远小于农业和制造业的方差解

释程度，表明以金融业为代表的垄断高收入行

业内员工收入差距也是相当大的。这样大的行

业内部收入差距并没有摧毁银行业发展，一方

面是因为金融业内的最低收入在社会上是中等

收入，另一方面是因为金融业员工流动性比较

强，因此内部收入差距并没有对行业发展造成

负面影响。

三、结论与建议

（一）基本结论

本文利用 ＳＶＡＲ模型和方差分解对行业生产率、行业发展速度、行业收入增长的内在关系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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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发现以农业、制造业、金融业分别代表的低、中、高收入行业的收入增长有着不同的内在机制。

１． 农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农业收入对生产率和发展速度冲击的反应是一个发散式反馈效应，
生产率与发展速度对农业收入的冲击，在导致农业收入一个较小且短期的增长之后，会引起农业收入

大幅度的波动。农业收入大幅度的波动伤害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这主要是因为农业的供

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

２． 制造业收入对生产率和发展速度冲击的反应是一个收敛式反馈效应，也就是说，提高制造业
生产率与制造业的发展速度可以稳定且长期地提高制造业收入水平。

３． 金融业是一个收入波动很大的行业。金融业生产率与行业发展速度的提高会引起行业收入
长期大幅度的波动。但这种波动并没有摧毁该行业的发展，金融业越来越多的金融衍生工具在一定

程度上减弱了行业收入大幅度波动的负面影响。

（二）政策建议

通过上面的分析，本文认为可以针对不同行业的不同收入增长机制采取差别化的政策措施，大幅

度提高低收入行业收入，保证中等收入行业收入的持续较快增长，稳定高收入行业收入的增长速度，

从而缩小行业收入差距。

１． 对农业等低收入行业，首先要建立符合其行业特点的“产—运—销”市场体系，然后再提高其
生产率和行业发展速度，以实现低收入行业收入的大幅度增长。政府需要通过健全农产品的运输与

销售渠道、完善农产品补贴制度、推动农产品期货市场发展等措施稳定农产品价格。在稳定农产品价

格的基础上，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业发展速度促进农业收入增加。只有在农产品市场体系完善

和价格稳定基础上，提高农业的生产率和行业发展速度才能提高农业收入，才能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有利于国家经济的稳定增长。

２． 放松对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中等收入行业的管制，通过行业规制与行业协会等方式使其实现行
业的自我约束。鼓励这些企业采用先进技术来提高行业的生产率，加快行业发展速度，最终长期稳定

提高行业的收入水平。

３． 大力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鼓励金融衍生工具创新。笔者反对抑制高收入行业的收入补贴低
收入行业的做法。金融业一部分高收入来自于个别高管利用金融监管漏洞获取的非法收入，因此规

范这部分金融业高收入的最好办法是加强金融监管。同时金融业又是一个风险极强的行业，根据风

险理论，高风险必然对应高收入，而利用金融衍生工具来规避或者转嫁风险，可以取得相对稳定的高

收入，所以应该鼓励金融衍生工具创新，以促进金融业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１］Ｋｒｕｅｇｅｒ Ａ Ｂ，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Ｈ．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ｗａ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Ｒ］．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１９８６：１ ５１．

［２］Ｐｕｇｅｌ Ｔ Ａ． 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ａｇｅｓ［Ｊ］．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１９８０，２：２４８ ２５３．

［３］Ｄｉｃｋｅｎｓ Ｗ Ｔ，Ｋａｔｚ Ｌ Ｆ． Ｉｎｔ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ｗａｇ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ｗａｇ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Ｒ］．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１９８７：２２７１．

［４］顾严，冯银虎．我国行业收入分配发生两极分化了吗？———来自非参数 Ｋｅｒｎｅｌ 密度估计的证据［Ｊ］． 经济评论，

２００８（４）：５ １３．

［５］蔡窻．行业间工资差异的成因与变化趋势［Ｊ］．财贸经济，１９９６（１１）：３ ５．

［６］李实．企业盈亏与职工工资差异［Ｍ］／ ／李实，佐藤宏．经济转型的代价．北京：中国财政出版社，２００４．

［７］金玉国．工资行业差异的制度诠释［Ｊ］．统计研究，２００５（４）：１０ １５．

（下转第 ５１ 页）　 　

·６１·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ＵＳ ＧＡＡＰ ａｎｄ ＩＡＳｓ［Ｊ］．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８，２８：１８９ ２０８．

［７］Ｚｅｆｆ Ｓ．会计准则制定：理论与实践［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５．

［８］曲晓辉．试论具体会计准则及其社会影响［Ｊ］．财政研究，１９９７（２）：５０ ５４．

［９］朱海林，刘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报告［Ｊ］．中国注册会计师，２００３（４）：５７ ５８．

［１０］张铁铸，周红．欧盟会计标准的国际趋同效果研究［Ｊ］．审计与经济研究，２０１０（５）：６９ ７６．

［责任编辑：杨凤春］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ＡＡＰ ａｎｄ ＩＦＲＳ
ＺＨＡＮＧ Ｔｉｅｚｈｕ，ＺＨＯＵ Ｈ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ｄｉｓｃｌｏｓｅｄ ｂ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Ｕ． Ｓ． Ａ．，ｗ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ＡＡＰ ａｎｄ ＩＦＲＳ ｕｓｉｎｇ Ｏｎ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Ｍｅａｎ ｔｅｓｔ ａｎ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ｕｎｄｅｒ ＧＡＡＰ ａｎｄ ＩＦＲＳ，ａｎｄ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ａｓｓｅｔｓ，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 ｃｏｓｔ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ｒｅｖｅｎｕ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ｉｎｇ，ｐ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ｅｔｃ．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ＧＡＡＰ；ＩＦＲ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
ＳＥＣ

（上接第 １６ 页）
［８］陈怡．贸易开放影响我国行业间工资差距的机制探讨———以制造业为例［Ｊ］．南京审计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４）：１ ７．

［９］姜付秀，余晖．我国行政性垄断的危害———市场势力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的实证研究［Ｊ］．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０７（１０）：７１ ７９．

［１０］王俊豪，程肖君．自然垄断产业的网络瓶颈与接入管制政策［Ｊ］．财经问题研究，２００７（２）：３６ ４２．

［１１］沈丽，于华阳．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收入问题现状与合理性分析［Ｊ］．宏观经济研究，２００９（８）：６９ ７５．

［１２］张世银，龙莹．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因素及其实证分析［Ｊ］．经济经纬，２０１０（４）：２０ ２５．

［１３］任重，周云波．垄断对我国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到底有多大［Ｊ］．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２００９（４）：２５ ３１．

［１４］张原，陈建奇．人力资本还是行业特征：中国行业间工资回报差异的成因分析［Ｊ］．世界经济，２００８（５）：６８ ８１．

［１５］罗楚亮，李实．人力资本、行业特征与收入差距的经验研究［Ｊ］．管理世界，２００７（１０）：７２ ８３．

［１６］张原，陈建奇．工会与行业劳动报酬的剪刀差悖论：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研究［Ｊ］．经济评论，２０１０（５）：８２ ９５．

［１７］宫希魁．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及其治理［Ｊ］．财经问题研究，２０１１（４）：３ １１．

［１８］周君．行业收入差距：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分析［Ｊ］．生产力研究，２００９（１４）：２２ ２６．

［１９］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２７８ ２９８．

［责任编辑：杨凤春］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Ｇ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ＶＡＲ Ｍｏｄｅｌ

ＷＡＮＧ Ｌ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Ｕｓ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ｖ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ＶＡＲ）ｍｏｄｅｌ，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ｃｏｍ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ｐｅｅｄ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１９７８—２００９． Ｔｈｅ ｒｅ
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ｓ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ｔ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
ｃｏｍｅ ｏｆ ｆａｒ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ｗｉｌｌ ｌｅａｄ ｔｏ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ｔ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ｅｆｆｅｃｔｓ，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ｃ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ｉｔ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ａ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ｌｅａｄ ｔ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ｂｕｔ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ｓｏｍ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ｇ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ｒｅｖｅｎｕｅ；ＳＶＡＲ ｍｏｄｅｌ；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ｆｉ
ｎａｎｃｅ；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ｒｅｖｅｎｕｅ

·１５·


	20120102002
	页面提取自－2012010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