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当前农产品积压滞销导致“谷贱伤农”现象时有发生, 如何解决原料地市场之间的运输问题, 是值得研究的重大课

题。该文用生产函数理论分析了我国公路运输行业各种投入的合理性, 对改善农产品的运输状况有一定的帮助。

基于生产函数理论的我国公路运输行业研究

都俊平 (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200052)

摘要  利用Eviews 软件 ,通过最小二乘法( OLS) 回归确定了1995～2004 年我国公路运输行业的生产函数 ,随后对此行业内资本和劳动投
入进行了经济学分析 , 最后提出了今后几年合理配置公路运输业资源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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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 Chinese Highway Road Transportation Based onthe Production Function Theory
DU Jun-ping  (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052 )
Abstract  This article testified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in chinese highway road transportation . The ordinary least square method ( OLS) and a kind of
statistical software- Eviews have been used in it . Then some analysis froman economic perspective was made . Finally , this article gave some suggestions
onthe collocation of resources in this indust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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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运输行业或企业的研究文献很少。代表性的有: 韩

秀华等利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对我国1980 ～1991 年公路运

输企业的生产函数进行了估计, 并分析了在其产出增长中技

术进步的影响; 郭耀煌等利用 C- D 生产函数对铁路运输企业

进行了分析, 并解释了在相应时间阶段内投入要素如何对产

出量产生影响。但未见对运输业细分行业的生产函数进行

系统研究的报道。

以此为出发点, 笔者利用1995 ～2004 年的数据, 对这一

问题进行研究。笔者首先确定要选用投入要素和回归模型 ,

然后用Eviews 软件分别对每种模型进行回归检验, 并作出选

择; 最后, 依据生产函数对该行业各种投入的合理性进行分

析, 并对该行业未来的要素投入决策提供指导。

1  生产函数产出与投入要素的选定

生产过程的完成离不开各种投入物, 即生产要素。一般

来说, 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原材料等 , 但在具体研

究中, 一般都没有按照这种分类方法, 而是选取劳动和资本2

项作为投入, 该文沿用这种研究方法。

1 .1 产出量的确定  公路运输行业的产出包括货运、客运

两部分, 为了进行综合而准确的考量, 笔者采用公路运输总

路程这一概念, 即公路运输总路程= 货运量×单位货物平均

运送距离+ 客运量×平均客运距离。

1 .2 资本投入的确定  在研究生产函数时, 资本特指那些

本来就是制成品的生产投入物, 包括机器设备、卡车、建筑

物、计算机等[ 4] 。为此, 该文将资本投入选定为每年份该行

业所使用固定资产的价值, 但这一数据并不能从各种统计资

料上直接查得, 所以需要根据统计年鉴上已有的数据通过多

步数学计算求得( 以1994 年为基年) 。笔者的求解思路可用

以下几式来表示:

( 1) 公路运输行业每年的资本量= 年初资本净值+ 修正

后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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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修正后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 新增固定资产投资

/ ( 新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

( 3) 新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上一年度新的固定资

产投资价格指数×本年度原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100。

( 4) 每年年初的资本净值= 上一年年末的资本净值= 上

一年年初的资本净值+ 上一年修正后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

额- 上一年的固定资产折旧。

( 5) 每年固定资产的折旧= 当年( 年初) 的资本净值×固

定资产折旧率。

以上式子中, 每年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年度固定资产

投资价格指数等可以直接查阅统计年鉴; 固定资产折旧率这

里采用直线折旧法取为10 % , 因为在我国相关的固定资产折

旧年限规定中, 商业流通行业中运输设备的折旧年限为8 ～

14 年, 这里平均取10 年。

1 .3  劳动投入的确定 劳动投入是指该行业所拥有劳动力

的数量或者用在劳动力上的花费。据此, 笔者提出2 种方案

来对劳动投入进行衡量, 一是用每年年末的职工人数来表

示, 二是用每年的职工总工资( 先用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修

正) 来表示。

2  生产函数形式的选定

2 .1  线性函数 线性函数是自变量和应变量之间可能存在

的最简单的函数关系 , 也是该文检验公路运输行业生产函数

的起点 , 其函数形式为 Y= A+ BX1 + CX2 。

2 .2  C- D 生产函数  C- D 生产函数即 cobb- douglas 函数 , 是

经济学中非常常见且特征显著的一类函数, 其形式为 Y =

AX1
bX2

c 。但在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时, 方程必须是

线性形式, 所以先对方程进行对数变换, 得到ln Y = ln A +

bln X1 + cln X2 。

2 .3 超越对数生产函数 在常用的生产函数中 ,C- D 生产函

数比较常用, 但也比较简单, 且由于其特殊性( 资本和劳动的

产出弹性) 有时不能很好地反映出行业的实际情况。所以该

文还选取了另外一种比较常用的函数形式———超越对数生

产函数。其函数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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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 Y= ln A + a 1ln X1 + a2ln X2 + a 11( ln X1)
2 + a22( ln X2) 2 + a12

ln X1ln X2

3  模型的确定

至此, 拟定公路运输行业所需的变量和生产函数的形式

都已经确定。由于劳动投入有2 种选择, 生产函数有3 种选

择, 所以它们的不同组合决定了共有6 种可能的方案 , 即:I

( 职工人数, 线性函数) 、II( 职工工资, 线性函数) 、III( 职工人

数,C- D 函数) 、IV( 职工工资,C- D 函数) 、V( 职工人数, 超越对

数) 、VI( 职工工资, 超越对数) 。使用 Eviews 软件[ 8] 对这6 种

方案分别进行回归检验, 结果如下:

  表1 公路运输业生产函数模型

方案 变量 系数( 相伴概率) F 值

I C K L 1 .11E+ 08 5920 .251 - 137 146 .2 238 .345 1
(0 .000 0) (0 .0000) (0 .001 5) (0 .000 0)

II C K W 95 021731 9118 .713 - 29 .46413 211 .824 6
(0 .000 0) (0 .0000) (0 .002 3) (0 .000 001)

III C lnK lnL  16 .260 12 0 .313864 - 0 .062466 316 .141 7
(0 .000 0) (0 .0000) (0 .091 4) (0 .000 0)

IV C lnK lnW 16 .492 70 0 .362112 - 0 .070728 393 .939 1
(0 .000 0) (0 .0000) (0 .038 6) (0 .000 0)

V C lnK lnW lnK2  lnL2  lnKl nL 237 .46 - 14 .43 - 63 .16 0 .11 4 .14 2 .55 153 .8
( 0 .16) (0 .22) (0 .18) (0 .44) (0 .17) (0 .19) ( 0 .00)

VI C lnK lnW lnK2  ln W2  lnKln W - 157 .99 - 7.71 30 .56 - 0 .15 - 1 .37 0 .79 224 .4
( 0 .10) (0 .10) (0 .08) (0 .15) (0 .08) (0 .09) ( 0 .00)

 注 : 每种方案的拟合优度都大于0 .98 , 故在表格中略去了该项的比较。

  由表1 可知, 方案I 、II 所构造的线性关系成立 ; 方案 V 、

VI 构造的超越对数关系明显不成立; 方案III 、IV 中与部分变

量对应的相伴概率过高( 就当前的样本量来说) , 因而也不能

通过检验。

4  回归模型的现实意义

统计假设检验的结果显示, 最合适的模型是I 和II

即:

Y= 111 360 641 .1 + 5 920 .251 259 K - 137 146 .202 3L ( 1)

或者

Y= 95 021 731 .03 + 9 118 .713 452 K - 29 .464 134 92 W ( 2)

4 .1 对模型的经济学分析  以方程( 1) 为例, 资产的边际产

出为5 920 .25 , 表示资本投入每增加一个单位( 1 亿元) , 行业

总产出 Y 的增量为5 920 .25 万km; 同理, 劳动的边际产出为

- 137 146 .20 , 表示每单位( 1 万人) 的劳动力投入, 不仅不会引

起总产出 Y 的增加, 反而会导致其减少137 146 .20 万km。

另外, 也可以从两种要素之间的边际替代率来考虑。将

方程( 1) 简单变形可得到

K=
1

5 920 .251 259( 137 146 .202 3 L + Y- 111 360 641 .1) ( 3)

这是等产量曲线的代数表达 , 表示当总产出 Y 保持不变时 ,

资产和劳动两种投入的变化关系。这里因为 L 的系数为正 ,

所以 K 和 L 的变化方向相同, 边际替代率为正值, 即

TRS= d K
d L

= 137 146 .202 3
5 920 .251 259

= 23 .165 6

这一数据表示要保证公路运输行业的总产出 Y( 可以理解为

此行业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 不变时, 每单位( 1 万人) 劳动力

的增加必须以23 .165 6 亿元的资本投入增加为代价, 说明持

续的劳动力投入不仅是劳动力本身的浪费, 还会造成负的影

响, 使行业总产出下降。

4 .2 模型的现实指导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 ,

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会产生更多的公路运输需求, 面对这种

增加的需求 , 相关部门会增加新的基础设施、购买更多的车

辆还是吸收更多的从业人员呢 ? 对此, 该文给出了答案, 即

要满足日益扩大的公路运输需求, 必须增加资本投入, 包括

新建扩建相关的厂房设施, 购置更多的车辆等; 相反, 单纯地

增加劳动力的数量则是不明智的。除此之外, 相关部门也应

该注意对行业的劳动力结构作进一步的调整。该行业当前

出现了“劳动边际产出为负”的情况, 主要原因在于行业内存

在大量的工作缺乏技术含量、工作可以由先进机器设备来代

替的低水平劳动者。所以在人员调整上 , 一方面要减少或者

裁掉一部分低水平劳动者 , 转而依靠先进的机器设备; 另一

方面要注意培养引进高素质的工作人员。

该文的研究范围局限在最近10 年, 因而得出的结论只能

用于解释近期的现象 , 并不具有普遍意义。特别是“劳动边

际产出为负”的情况只是与本阶段的一种短期现象。相信随

着运输行业资本投入的增加和劳动力结构的调整, 该行业生

产函数将不断变化, 各项投入要素的作用也将更加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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