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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葛霖生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指标体系刍议

大家知道，我国迄今采用的经济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是适应千 中央计划经济和粗放型即

外延扩大再生产要求建立的。 因为，这套指标体系是以数量和速度，而不是以质量和效率为核

心的，它利千粗放型经济增长而不利千集约型经济增长。所以，必须予以根本改造，而不能再继

续沿用了。

要改，一般没有异议。问题在千怎样改？改成一个什么样子？今年5月8日《解放日报》第

10 版发表的李耀新、肖林两位同志合写的文章中提出，考核经济集约化水平主要有四类指标：

(1)人均 GDP 与经济结构（主要包括三个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 供给结构，分配结构和消费结

构）；（2）投入产出效益（生产要素的总投入与 GDP 总产出之比）；（3）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4）资源的有效利用率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各种资源的开发与最有效利用，生态环境的保

护，人与自然的协调）。

他们认为，用这四类指标考核经济集约化增长是目前世界上较为一致的看法。但这些指标

中，有些是能够考核与统计的；有些是理论的抽象，无法统计考核，须将抽象的指标具体化。 由

此，他们提出上海经济集约化增长必须重点考核和评价十个指标：（1）人均 GDP 与 GDP 增长

速度，（2)GDP 结构，（3）投资率，（4）增加值率，（5）工业经济效益，（6）农业经济效益，（7）科技

进步对 GDP 贡献率，（8）科技教育投入占 GDP 比重，（9）资源利用率，（10)生态环境保护。他们

强调，这十类指标勾划了经济集约化增长初级阶段的一般特征，具有综合性和代表性。

李、肖两位同志提出的有关经济集约化的评价指标体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基础。

就这点而言，是有价值的。 但据我看来，它并不理想，并不科学。 因为，它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

陷，不能准确地说明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集约化水平（程度）及其变动。 具体点说，就是：

第＿ ，上述四类或十个指标中，没有一个足以集中反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或经济集约化水

平（程度）的综合指标。

第二，人均 GDP 与 GDP 增长速度不能作为判断经济增长方式的标识 3 因为，它只表示
“
增

长
“
状况，不说明这种增长是怎么得来的。经济增长可以有两种方式：粗放与集约。 战前和战后

一段时间内，苏联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靠粗放型也即外延扩大再生产达到的。 80 年代以

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是如此。 与此相反，西方某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较低，

却主要是靠集约型也即内涵扩大的再生产达到的。

第三，不能简单化地依据效率、效益大小判定经济增长的方式。以劳动生产率为例，根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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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计算，1993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为 602美元、澳大利亚为

36174美元。静止地看间题，澳大利亚的劳动生产率比中国高很多。但是，动态的比较却表明，

1980—1993年，中国的GDP增长（每年平均9. 6%）中，靠劳动生产率提高（每年平均7. 5%) 

获得的比重为79%，大千靠劳动力增加（每年平均2%）获得的比重(21%）。 而溃大利亚的

GDP增长（每年平均3. 1%）中，靠劳动生产率提高（每年平均1. 5%）获得的比重只有47%．小

千靠劳动力增加（每年平均1.6%）获得的比重(53%）。因此，就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活劳动

耗费而言，中国比澳大利亚好。

再以单位能耗产值为例。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计符．1993年，中国的

每干克石油当量产值为 0.6美元，澳大利亚为3. 1美元。 静止地看，澳大利亚的单位能耗产值

比中国高得多。但动态的比较却表明，1980-1993年．中国GDP增长中，52％来源千能源投入

的增加，48％来源千单位能耗产值的提高；而澳大利亚GDP增长中，来源千能源投入增加的占

74%，来源千单位能耗产值提高的只 26%。因此，就提高能源利用率，节约能源消耗而言，中国

比澳大利亚好。

第四，产业结构层次高低并不是判断经济增长方式的可靠标识。 一般说来，产业结构层次

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也高。但产业结构层次究竟高到多大程度才是集约化，各国国情不同，

很难有一个划 一的计景标准。 再说，产业结构层次高也不一定就意味着经济集约化了。 例如．

1993年，中国的三次产业比为 19 : 48 : 33，澳大利亚为3 : 29 : 67。澳大利亚的产业结构层次

显然比中国高。 但从上面的劳动生产率和单位能耗产值提高占GDP增长的比重看．能说澳大

利亚经济集约化了吗？

第五，科技教育投入占GDP比重更不能作为判断经济增长方式的标识。因为，实现经济增

长方式转变固然要求增加科教投入，以加速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但只讲投入，不讲产

出，或者不与产出联系起来考察投入，则是 根本不能说明问题的。

我以为，在构建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的评价指标体系时，必须首先考虑到既反映
“ 手段 ”

的变化，又反映
”

结果”的变化。

大家知道，经济增长指的是社会生产总量的增加。 一般地说，促使社会生产总址增加的途

径有两条： 一是粗放经营，既依靠大蜇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的办法来保证生产的增长；另 一是

集约经营，既依靠提高效率和质批的办法来促进生产增长，用最少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成果。 在

现实生活中，粗放经营与集约经营往往交织在一起。 不过，在 一定时期内，社会生产的发展，国

民经济的增长，可以呈现出是以哪种经营方式为主。

区别经济增长方式类型，一看手段，即看主要靠投入的增加还是 主要靠效率和质证的提高

来实现经济增长。 前者为粗放，后者为集约。 二看结果，即看经济增长额中靠集约所得的比重

大，还是靠粗放所得比重大。前者大千后者．为集约型，后者大于前者为粗放型。具体到它的盘

化标准，我认为，可以经济增长额中靠集约所得比重 50％为界，在士10％区间内为半集约型，

小千 40％为粗放型，大于60％为集约型。 这样，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为：粗放-半集约一

集约。 新的评价体系应有利千说明这一 点。

其次，新的评价体系，既要有一个足以全面地准确地反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综合指标，

又要有一 系列反映投入节约、效率提高、质量提高的子指标系统，以及反映对经济方式转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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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作用的一些因索指标。 这是因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 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涉及面

广，不是单单用一个指标就能完全说明间题的。 同时，这样构建也有利千督促和调动各方面的

力量来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新的评价体系还要便千进行国际比较。有比较才能鉴别。而

比较的一个 重要前提是有可比性。在当今世界各国经济越来越国际化的情况下，我国的国民经

济核算体系巳同国际接轨，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当然也不能例外。 因此，在构建经济增长方式转

变的评价体系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国际比较的要求。

根据上述构想，拟将新评价体系的基本框架设计如下：

（一 ）综合指标

集中反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综合指标是经济集约化程度．即经济增长额中靠集约型获

得的所占比重。 经济集约化程度由小到大，批变引起质变。

为计贷经济集约化程度．必须有投入产出率资料。由此，投入产出率及其提高百分比，也就

成为评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不可缺少的综合指标。

（二）子指标系统

经济增长方式取决千投入与产出的对比关系。投入的生产要素，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两

大部分。 物化劳动又可细分为基建投资、固定生产基金、原材料、燃料、动力等等。 这些要素的

投入与产出的对比关系的变动，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各要素的利用效率和效益变动，以及它们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 与此有关的各指标，构成了评价体系的子指标系统。

L劳动生产率。 它是产品产世（值）与活劳动消耗蜇的对比关系。
2. 投资效果。 通常用每单位国内投资额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数表示．
3. 基金产值率。 通常用每单位固定生产基金的产值表示。
4. 单位物耗（能耗）产出率。 通常用每单位原材料、标准燃料、动力的产值表示。

5. 产品质扭（工程质蜇、服务质拭）。

（三）强化指标系统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另外，也与生态环境的好坏有

密切关系。 因此，在评价体系中应当包含这些方面的内容。
1. 科技进步

主要看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同时要看反映科技进步的有关指标，包括：科技投

入及其占GNP（或GDP)的比重；新发明、发现数、登记数，获专利数，投产率或采用率；生产技

术构成，靠高新技术设备获得的产品产蜇（值）占同类产品总产扯（值）的比重等。
2. 劳动者素质

劳动者素质包含许多内容，这里主要是指劳动者的文化教育水平和技术熟练程度。它直接

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为利千评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看：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数，就业人口中具有高等

和中等专业教育的人数及其比重，平均技术等级，工程技术人员与工人的比率，上岗工人技术

等级的达标率等。
3. 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方面的评价指标包括：环保投入及其占GNP（或GDP，财政支出）的比重，三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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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达标率，森林（绿化）覆盖率，自然资源（矿产、水、土地）合理利用（开采）率，空气净化度等。

四

上述评价体系中的许多指标的计算方法，如劳动生产辛，投资效果，基金产值率，单位物耗

（能耗）产值，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等，在有关经济著作特别是统计学书籍中一般均能

找到答案，这里不再赘述，只就综合指标的计算方法作点说明，

经济集约化程度指标，系前苏联学者在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适应当时苏联经济发展向集

约化道路过渡的要求提出来的，并按社会最终产品指标和社会总产值指标分别计算了 60 年代

和 70 年代的集约型扩大再生产的比重。前苏联《经济科学》杂志 1981 年第 10 期发表了计算结

果，但没有说明它的计算方法。 这里，根据我的理解和构思，将这个指标的计算公式规定如下

（按国内生产总值指标计算）。

经济集约化程度（％）＝靠集约经营获得的 9 -P 增加里[、
报告期GDP－ 基期GDP )< 100 

其中，节集约经营获得的GDP增加额＝（报告期投入产出率－基期投入产出率）X报告期投入

足拭。

投入产出率＝GDP／投入总桩。

现用数学公式演示如下：

经济增长率＝
GDP 1 

GDP., 
GDP1 投入产出率心投入，
GDP。 投入产出率心投入。

投入产出率心投2旦 毯入心投入产出率。X 
投入产出率。X投入 1 投入。X投入产出率。

GDP1-GDP。 = （投入产出率1
一 投入产出率。）X投入1 +（投入1 一 投入。）X投入产出率

即： 经济增长额＝
由投入产出率提高（即集约型） 由投入增加（即粗放型）

获得的GDP增加额 获得的GDP增加额
在计妞 “投入“时，活劳动耗费包括工资、薪金、奖金以及其他工资性开支；物化劳动耗费包

括固定基金和流动资金（购买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支出）。

在计植“产出“时，有些东西不能计入，如：假冒伪劣产品，非法出版物，侵犯知识产权产品，
违禁产品；服务业中色情、赌博等非法经营收入；基本建设中和造林绿化中的无效重复劳动等。

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虚报产值数字应予剔除。有些产品虽不在上述范围内，但生产出来后销

不出去，长期积压的，严格说来，也不能计入“产出＂。 按市场经济规则，只有那些已经实现的产

品（即已售出的）与合理储备限额内的产品，才能笲作真正实际有效的“产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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