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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同步实现现代化需要速度和质量的统一

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经济

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并指出从 2020 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

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内蒙古作为模范自治区，经济高

质量发展能否和国家同步，到

2035 年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

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自治区

高质量发展是速度和质量的统一。

一、2035 年内蒙古现代化

目标

现代化是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本文

主要从经济增长角度讲经济的现

代化。内蒙古作为模范自治区，

到 2035 年与国家同步实现现代

化发展目标，需要有质量的经济

增长。根据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

全会要求，到 2035 年，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

平，按 1985 年价格计算，内蒙

古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 14826 亿

元（大致相当于当前价格的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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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

达到 5.92 万元（大致相当于当前

价格的 18.9 万元），那么在 2035

年之前这两个指标的年均增长率

就必须达到 4.7%。要实现目标，

就需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二、内蒙古经济增长的

动力源泉及其变化

经济增长源泉简单来看，

可以分解为要素投入的增长和技

术进步。要素投入包括劳动投入

和物质资本投入。劳动投入需要

同时考虑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本

报告用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表示

劳动投入的质量，将就业人口数

量和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相乘表

示总的有效劳动投入。

（一）GDP 的增长核算

按照五年计划分期，对内蒙

古的经济增长进行核算，计算结

果 见 表 1 和 图 1。 在 1985-2016

的三十多年里，内蒙古的 GDP

年均增长 12.3%，其中，资本增

加带来的增长为 7.53%，占到总

增长的 61%，劳动增加带来的

增长为 0.77%，人力资本增加带

来的增长为 3.17%，二者合并，

得到有效劳动增加带来的增长为

3.94%，占到总增长的 32%，全

要素生产率增加带来的增长仅为

0.83%，占总增长的 7%。

“十五”和“十一五”是内

蒙 古 经 济 的 高 速 增 长 期，GDP

年均增长率在 15% 以上，这期

间有连续 7 年年均增长位于全国

第一。计算表明，这两个五年计

划期间，资本增加带来的增长都

接近 11%，占到总增长的三分之

二 ；有效劳动增长带来的增长为

2.3% 到 5.4%，贡献占比为 13%

到 34%。需要注意的是，在高速

增长前一个阶段，即“十五”期

间，TFP 增长的贡献较为显著，

带来的增长有 4.13%，占这段时

间总增长的 24%。在高速增长

后期，即“十一五”期间，TFP

贡献不显著，几乎可以忽略。从

波动情况看，TFP 之所以有这样

的表现，应该是和经济的景气循

环有着一定关系。总之，这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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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快速增长仍然是以投入特别

是资本的快速增长为支撑的。

关 于 增 长 核 算 的 两 点 说

明。一是为了避免起止年份异常

波动导致的增长率高估或低估，

本文将变量的对数对时间趋势回

归，用时间趋势斜率系数的估计

值作为该变量在样本期内的年均

增长率。二是以往关于内蒙古经

济增长核算的工作大多是不考虑

人力资本投入的，只是将增长分

解为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全要

素生产率三个部分。本文用人力

资本增广了增长核算模型，模型

中加入人力资本变量后，和未增

广的模型相比，技术进步的贡献

显著减小，说明人力资本的贡献

被从 Solow 余值中分离出来了。

如果把本文人力资本的贡献合并

到全要素生产率当中，本文的计

算结果也可以和未增广人力资本

的分解进行比较。

（二）消除经济景气循环对

增长核算的影响

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可以对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随时

间变化做更详细的考察。如图 2

所示，全要素生产率随时间周

期性波动。1985 年到 1991 年，

内蒙古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直线

降低，大约下降 15% ；从 1992

年邓小平南巡到 1997 年，全要

素生产率水平持续增加，增加

大 约 20%， 恢 复 到 1985 年 水

平。1997 年 亚 洲 金 融 危 机 , 全

要素生产率水平开始下降，到

2001 年结束。1999 年西部大开

发，2003 年我国加入 WTO，全

要素生产率开始上升，一直到

2008 年 ；之后，北京奥运会结

束，2008 年金融危机开始，截

至 2016 年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一

直下降，到 2016 年，全要素生

产 率 指 数 仅 比 1985 年 高 2%。

期间，从 2001 年开始，全要素

生产率的水平都高于 1985 年的

初始水平，2008 年达到最高的

1.23，这段时间正好和内蒙古高

速增长的十几年是重合的。TFP

指数为 1.23，意味着假设投入水

平是相同的，因为生产率的提

高，2008 年的产出要高出 1985

年 23%。

为了消除经济景气循环对

增长核算的影响，需要增加分

期长度，在一个更长的时期内

将经济上行和下行的影响抵消

掉。2000 年到 2011 年是内蒙古

经济的高速增长期，按照这个时

期，将样本期分为高速增长前

（1985—1999 年 ）， 高 速 增 长 期

（2000—2011 年）和高速增长后

（2012—2016 年）三个时期。除

了第三个时期较短只有 5 年之

外，前两个时期分别有 15 年和

12 年。增长核算的结果见表 2

和图 3。可以看出，和五年计划

分期的分解结果相比，现在的分

解就显得较为稳健，不再有频繁

波动。

分阶段看，1985—1999 年，

在 9.12% 的 总 增 长 中， 资 本 贡

献为 5.41%，占比 59%，有效劳

动 贡 献 为 3.05%， 占 比 33%，

TFP 贡献为 0.66%，占比 7.2%。

在高速增长的 2000—2011 年，

总增长为 16.66%，资本的贡献

为 10.82%， 占比 65%，与前一

时期相比，资本贡献占比增加了

6% ；有效劳动贡献为 4.09%，占

比 24.5% ；TFP 贡 献 为 1.76%，

占 比 10.5%， 与 前 一 时 期 相

比，TFP 贡献占比提高 3%。从

2007 年开始，内蒙古经济增长

开始放缓，增长率从 2007 年的

17.6%，逐年递减。随着我国经

济进入新常态，内蒙古的增长也

从 2012 年 的 10.8%， 一 路 递 减

到 2016 年 的 6.9%。2012 年 —

2016 年， 年 均 增 长 7.59%， 较

高速增长前低 1.5%，资本和有

效劳动力对增长的贡献下降到了

和高速增长前相当的水平，全要

素生产率下降了 2.45%。高速增

长后的经济表现基本上回到了高

速增长前。

总的来看，1985 年到 2016

年，人力资本贡献在各个阶段的

表现都比较稳定，基本上在年均

2.2% 到 3.4% 之间 ；资本贡献最

为 重 要， 年 均 5.4% 到 11% 之

间，平均贡献占比在 60% ；劳

动（就业）贡献相对较低，0.7%

到 1.56% 之 间， 全 样 本 期 不 足

1%。值得注意的是高速增长后

的经济下行期间，劳动力投入年

均增长 2.82%，显著高于前面两

个时期。后续关于三次产业增长

核算的分析表明，这是该期间第

三产业就业高速增长的结果。

TFP 对增长贡献水平较低，全样

宏观 MACRO北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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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GDP 增长率的核算结果  单位：%

1985-1990

 1991-1995

 1996-2000

 2001-2005

 2006-2010

 2011-2016

 1985-2016

 时期
GDP 年均

增长率

6.84

10.50

9.66

17.28

15.92

8.14

12.31

固定资本

年均增长率

10.03

13.16

9.74

22.96

23.77

13.75

15.96

劳动力年均

增长率

1.49

1.91

0.49

-1.06

2.94

3.50

1.46

人力资本年

均增长率

5.48

-0.33

12.35

7.65

6.06

4.78

6.88

资本的

贡献

5.11

6.53

4.71

10.79

10.89

6.12

7.53

全要素生产率

(TFP) 的贡献

-2.00

3.76

-1.29

4.13

-0.34

-2.91

0.83

图 1   内蒙古经济 GDP 增长的核算结果

图 2  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本期不足 1%，且不稳定，在高

速增长后还出现了负增长。

总 体 上， 在 1985-2016 的

三十多年里，内蒙古 GDP 年均

增长 12.3%，其中，资本增加占

总增长的 61%，劳动增加占总

增长的 32%，全要素生产率增

加占总增长的 7%。

三、劳动生产率增长的

分解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

增长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

长，高质量增长的核心指标就是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通过对平均

劳动生产率进行分解，以考察劳

动生产率的驱动因素。这里将平

均劳动生产率定义为单位就业人

口的产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被分解为三个部分，即资本深化

的贡献（资本设备投入带来的效

率提高）、人力资本的贡献以及

技术进步的贡献，见图 4。

在 1985 年—2016 年的整个

样本期内，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中，资本深化的贡献占到 60%

多，人力资本积累增长的贡献

占到接近 30%，TFP 的贡献只有

7.65%。内蒙古劳动生产率的提

高主要靠资本深化来驱动，其次

是人力资本，TFP 的作用有限。

四、内蒙古经济增长预测

这一部分的目的是对内蒙

古 2020 年到 2035 年国内生产总

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

率作一个预测。首先，预测固定

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等投入

的增长，然后利用两个不同的方

法和模型进行国内生产总值和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预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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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消除经济景气循环后的经济增长核算结果  单位：%

 1985-1999

 2000-2011

 2012-2016

 1985-2016

 时期

GDP 年

均增长

率 (gy)

9.12

16.66

7.59

12.31

固定资本

年均增长

率 (gk)

10.86

23.32

12.19

15.96

劳动力

年均增

长率 (gl)

1.63

1.30

2.82

1.46

人力资本

年均增长

率 (gh)

4.90

7.25

4.62

6.88

5.41

10.82

5.41

7.53

资本的

贡献

2.24

3.38

3.07

3.17

人力资本

的贡献

全要素生

产率 (TFP)

的贡献

0.66

1.76

-2.45

0.83

劳动的

贡献

0.81

0.71

1.56

0.77

表3  2035年经济增长综合预测结果 （1985年不变价格）

GDP（亿元）

GDP 增长率（%）

人均 GDP( 万元 / 人 )

人均 GDP 增长率（%）

下限

9841.5

3.2

4.2

3.5

上限

30007.6

9.4

11.5

9

模型一

下限

6896.3

1.6

2.66

1.4

上限

12560.3

4.6

5.33

4.9

模型二

下限

8368.9

2.4

3.43

2.45

上限

21283.95

7

8.415

6.95

平均

14826.43

4.7

5.923

4.7

综合

图 3 消除经济景气循环的内蒙古经济增长源泉分解

图 4 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分解结果

后综合各种预测结果，给出一

个尽可能稳健的预测。资本、

劳动力、人力资本和 TFP 等四

个因素的各种情境搭配，共有

5×4×3×3 ＝ 180 种 组 合。 计

算最乐观，最悲观两个预测，确

定出预测的范围，综合预测结果

见表 3。

以上预测是在一些假设下

进行的。外部环境是地区经济增

长的重要影响因素。我们假设未

来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国际政

治经济大环境保持稳定，我国一

直处于和平时期，社会一如既往

正常运行。地区增长也往往受国

家需求因素的驱动。由于问题的

复杂性，本文并未考虑将来国家

的功能区定位、对资源能源的需

求等因素对内蒙古经济增长的影

响。预测是在历史模式可以延续

的假设下进行的，未来还存在各

种不确定因素，不可能都在模型

中体现。经济预测没有水晶球可

以用，只能在相对合理的情境

下，有条件的利用有外推价值的

模型对未来进行描述。

如 果 选 取 上 述 综 合 预 测

的平均结果作为最终预测，按

1985 年价格计算，到 2035 年，

内 蒙 古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要 达 到

14826 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要达到 5.92 万元，那么在 2035

年之前这两个指标的年均增长率

就必须达到 4.7%。

五、现代化进程中内蒙

古经济增长路径的选择

宏观 MACRO北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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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续 16 年 4.7% 的 实 际 经

济增长率如何实现？下面从投入

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两个方

面做一个简单分析。

预测表明，劳动投入的增

长并不乐观，未来十几年劳动适

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直线下

降，预计劳动力为负增长，年均

减少 1%（假设人口机械增长为

0）。根据前面的增长核算，在内

蒙古的经济增长中，劳动的增长

是第三位的，贡献相对较低。因

此，即便真如预测的那样，劳动

供给减少，也可以通过人力资本

的增长和劳动力的重新配置来弥

补。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随着

教育投入不断增加，高中、大学

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将继续增

加，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教育

回报率逐渐增加，预计人均人力

资本年均增长 3%。

TFP 的 变 化 有 很 强 的 不 确

定性，不好估计。在 1985 年到

2016 年间，TFP 增长率在 1% 到

2% 左右的有 9 次，不到 1% 的

有 6 次。 根 据 这 个 历 史 经 验，

TFP 增长率可以按照 0%，1% 和

2% 三种情况设定，这三种增长

水平分别对应了从完全外延式增

长到高质量内涵式增长的三种不

同的增长质量。很多研究表明，

我国 TFP 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

因素是改革开放。在之前一些难

度较低的改革之后，今后需要面

对的是难度更大的改革。目前我

国已经进入了深化改革阶段，

我们可以预料，未来保持 1% 到

2% 的 TFP 增长率将变得非常困

难，提高增长质量的工作会越来

越艰巨。

增长核算表明，固定资本

积累对内蒙古经济增长的作用是

第一位的，占到 60%。如果今

后经济增长仍然延续这个模式，

固定资本投入就必须保持一定的

增长。作为地方经济，资本的增

长具有较强外生性。如果全要素

生产率增长率较快，经济增长的

质量较好，保证预测增长率所需

的固定资本增长率就不必太高，

对固定资本投入的压力就可适当

降低。我们可以根据增长核算的

估计结果，从劳动、人力资本

和 TFP 增长率反推固定资本增

长率，以此来大致判断要保证

4.7% 的目标增长率，在其他因

素的各种可能情况下，固定资本

的增长必须保持在何种水平。

第一种增长方式 ：全要素

生产率的增长等于 0，未来这段

时间完全是外延式增长。如果

人力资本年均增长为 0 或 3%，

劳动投入年均减少 1%，那么要

保证国内生产总值 4.7% 的增长

率，固定资本的增长就必须达到

12% 或 8% 的增长。该增长率比

1985 年到 2016 年内蒙古固定资

本增长率略低，考虑到未来的需

求因素，资本增长达到这个水平

也并非不可能，但是，需要在利

用国家政策和招商引资方面做更

多工作。

第二种增长方式 ：全要素

生 产 率 年 均 增 长 1%， 在 4.7%

的 总 增 长 中，TFP 贡 献 占 比 为

21%。假设其他要素设定和第一

种增长方式相同。在这种设定

下，要保证国内生产总值 4.7%

的增长率，固定资本的增长需要

达到 10% 或者 6%。这个增长率

相当于内蒙古经济高速增长之前

（1985 年 到 1999 年 ） 的 固 定 资

本增长率。

第三种增长方式 ：全要素

生 产 率 年 均 增 长 2%， 在 4.7%

的总增长中，TFP 的贡献占比达

42%，在三种方式中，这种方式

增长的质量最高。假设其他要素

设定和第一种增长方式相同，要

保证国内生产总值 4.7% 的增长

率，固定资本增长的压力相对较

小，只需要达到 8% 或者 4% 的

年均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方式

需要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做

更多工作。

总之，这三种增长方式都

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是在不同增

长方式下，经济增长工作的重心

会有所不同，但要同步实现经济

现代化必须要体现增长速度和质

量的统一。

（作者单位 ：内蒙古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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