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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才宏观径济纹盖的＠际考察
—兼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葛霖生

一、宏观经济效益的主要衡量指标及其国际比较

所谓经济效益，又称经济效果，指经济活动中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即劳动耗费或资金占用

与劳动成果相比较的关系。 从产出的角度看，以同样数世的劳动耗费或资金占用，创造和实现

的劳动成果多，效用大，经济效益就高；反之，创造和实现的劳动成果少，效用小，经济效益就

低。 从投入的角度看，同样的劳动成果，耗费的劳动或占用的资金少，经济效益就高；反之，经

济效益就低。

经济效益具有宏观经济效益和微观经济效益的区别。 宏观经济效益是从全社会角度看的

经济效益，即把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的投入和产出，消耗和成果，费用和效用的对比

关系。 微观经济效益则是从一个企业或一个产品来看的经济效益，即一个企业或一个产品在

生产、经营活动中所取得的劳动成果与所耗劳动或占用资金之比。 宏观经济效益是 一个个企

业或产品的微观经济效益的总和。 一般说，微观经济效益高，宏观经济效益也高。 但二者并不

总是一致的。 常有这样的情况：从一个企业或一个产品看，经济效益好；但从整个社会看，就未

必如此。 例如，一个企业经济效益好，如果三废严重污染社会环境，就会损害宏观经济效益。

因此，对千 一个国家来说，应该更多地着眼于宏观经济效益。 所以，我们在下面将要进行的国

际考察和比较分析，以宏观经济效益为准。

宏观经济效益涉及到各个方面，包括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考察宏观经济效益必须有一

系列不同层次的指标体系。 从理论形态上看，综合反映宏观经济效益的基本指标是全社会净

产值与全社会劳动耗费之比。 这一 比率越高，经济效益就越好；反之则差。 为了便于说明问

题，我们根据世界银行(1995 年世界发展报告〉的资料，选择劳动生产率、投资效果和单位能耗

产值三个指标分别进行比较分析。

（，一）劳动生产卒

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效率。 它是产品产批（值）与活劳动消耗蜇的对比

关系。 通常用一个劳动者在单位劳动时间（年或月或日）生产的产品数址（金额）表示。 单位劳

动消耗的产品数批愈多，劳动生产率愈高；反之，则愈低。

世界各国的劳动生产率高低相差悬殊。 根据世界银行(1995 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计算，

1993 年，劳动生产率最高的是瑞士，每个劳动力的年 GDP 产值达 77387 美元，而劳动生产率

最低的坦桑尼亚仅 149 美元，相差 518 倍。 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为 602 美元，在 119 个有资料可

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 97 位。 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平均为 691 美

元，下中等收入国家为 6530 美元，上中等收入国家为 11495 美元，高收入国家（地区）为 47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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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高低相差 67.6 倍。 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南亚的劳动生产率最低，只 718 美元，

依次为撒哈拉以南非洲 1182 美元，东亚和太平洋 1364 美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6237 美

元，中东和北非 6988 美元，欧洲和中亚 11760 美元。 高低差距也有 15.4 倍。

（二）投资效果

投资效果亦称投资系数或资本产出率，表示资本投入与产出增加数的对比关系。 通常用

每单位国内投资额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数表示。 单位投资的产值增加数愈多，投资效果愈高；

反之，则愈低。 当生产下降时，投资效果将出现负数。 另外，由千国际比较统一用美元表示，当

一国本币对美元的汇率降低时，投资效果也可能出现负数。

世界各国的投资效果也相差悬殊。 根据世界银行(1995 年世界发展报告〉和（1994 年世界

发展报告〉资料计算，1993 年，投资效果最高的是秘鲁，每 1 美元国内投资的 GDP 增加额为 2.

4304 美元；最低的是多哥，为 － 4.8305 美元。 中国为 － 0.4611 美元，在 119 个有资料可比的

国家（地区）中居第 91 位。 从不同收入国家（地区）看，低收入国家的投资效果为－ 0.5271 美

元，下中等收入国家为 0.2632 美元，上中等收入国家为 0.4030 美元，高收入国家（地区）为 －

0.0186 美元。 全世界平均为 0.0102 美元。 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为

-0.0126 美元，欧洲和中亚 － 0.1314 美元，东亚和太平洋为 0.0396 美元，南亚为 0.2287 美

元，中东和北非为 0.2993 美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为 0.4398 美元。

（三）单位能耗产出卒

单位能耗产出率是产品产批与能源消费蜇的对比关系。 通常用每吨标准燃料的 GDP 表

示，在世界银行的(1995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用每千克石油当量 GDP 产值（美元）表示。 单位

能耗的产值愈多，能耗产出率愈高；反之，则愈低。

世界各国的能耗产出率相差悬殊。 根据世界银行(1995 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 年，

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干克石油当批 GDP 产值为 20.4 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 0.2 美

元。 最高最低之间相差 101 倍。 中国为 0.6 美元，在全世界 121 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

中居第 113 位。 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 GDP 产值为 0.9 美元，

下中等收入国家为 1.0 美元，上中等收入国家为 2.8 美元，高收入国家（地区）为 4.4 美元，全

世界平均为 3.1 美元。 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为 1.9 美元，东亚和太平

洋为1. 2 美元，南亚为1. 3 美元，欧洲和中亚为 0.8 美元，中东和北非为1. 9 美元，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为 3.5 美元。

二、宏观经济效益的制约因素

影响 一个国家宏观经济效益的原因很多，其中起制约作用的，主要有以下一些。

（一）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或指导思想

这里所说的经济发展战略方针或指导思想，主要是指用什么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 一 般

说来，经济增长方式有两种：粗放型或集约型。 粗放型经济的基本特点是生产要素的大拭投

入，但产出相对较小，产出与投入之比不高。 具体地说，就是大批投入资金，大抵使用劳动力，

大批消耗原材料和能源，但创造的附加价值相对不大。 这种方式，由于不断大批追加投入，产

值的增长也可能较快，但经济效益和经济质量不高。 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与此不同，它的特点

是投入较少，而产出相对较大，产出投入比率较高，经济效益和经济质量也较高。

十分明显，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或指导思想不同，宏观经济效益也迥异。 发展中国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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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低收入国家，为把经济搞上去，往往采取粗放方式，而发达国家则较注重集约方式。这样

就造成了它们之间的宏观经济效益的差别。以投资效果为例，实行粗放方式，靠大世追加投资

来发展生产，投资的增长超过经济的增长，投资效果势必下降；反之，实行集约方式，尽力用较

少的投资来取得较大的产出，投资的增长低于经济的增长，投资效果当然趋向提高。根据世界

银行(1995 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计算， 1980~ 1993 年，中国的 GDP 平均每年增长 9.6% ，国

内投资平均每年增长 11.1% ，投资的增长超过了经济的增长，结果，投资效果平均每年下降了

1.4% 。 同期，澳大利亚的 GDP 平均每年增长 3.1% ，国内投资平均每年增长 1. 2% ，投资的增

长低于经济的增长，结果，投资效果平均每年提高了 1.9% 。

（二）产业结构状况

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要使社会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正常进行，并取得较好的宏观经

济效益，必须保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主要比例关系恰当，产业结构合理、协调。一个国家的
一、二、三次产业结构状况，不仅直接反映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

它的宏观经济效益水平。因为，各次产业的生产条件和特点不同，其投入产出比率也存在着明

显的差异。拿劳动生产率来说，根据世界银行(1995 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计箕的结果表明，

各国的一、二、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对比系数固然不一样，但第二、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

都高于第一产业。如中国为 1: 8. 56: 5. 05(1993 年数字，下同）；印尼为 1=6.55=3.30；玻多黎

各为 1:5.61:2.97; 日本为 1:3.98:3.25；法国为 1:1. 91: 2. 00。这样， 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层

次愈低，第一产业占用的劳动力愈多，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愈低。反之， 一个国家的产业

结构层次愈高，第 一产业占用的劳动力愈少，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也愈高。1993 年，中国第
一、二、三次产业占用劳动力分别为 61% 、18% 、21% ，印尼分别为 50.4% 、15.8% 、34.8% 。印

尼的产业结构层次比中国高一点，它的劳动生产率为 1904 美元，也比中国(602 美元）高。

（三）生产技术水平和社会化程度

科学技术是第 一生产力。发展生产，提高效益．要靠科技进步。在生产领域，科技进步的

程度直接反映在生产技术水平上。 生产技术水平愈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也愈高；反之则愈

低。从全社会来说，影响宏观经济效益的，不只是生产技术水平，而且还有个生产的合理组织

和协作问题，也就是生产的专业化协作水平，或者说生产社会化程度。 生产社会化程度差，专

业化协作水平低，不利于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例如，80 年代中，苏联的电子技术和塑料工业技术比美国落后 10 年左右，化纤技术落后

20 年左右，其他如金屈冶炼和加工技术、原子能发电技术等等方面也都落后千美国，企业又搞

“大而全
”

、“小而全
”

，因而社会劳动生产率只及美国的约 40% ，其中工业劳动生产率为 55%

强，农业劳动生产率为 20~25% 。苏联的基建投资数额与美国大体相当，而国民收入却只及

美国水平的 66% 。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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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

者的文化教育水平和技术熟练程度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前苏联的调查材料表明，工

人所受普通中等教育的程度每提高一个年级，就可使劳动生产率在机器制造业中提高 1.5~

2% ，在黑色冶金工业中提高 0.4~0.7% ，在轻工业中提高约 1.5~2% 。特别是随着现代科学

技术设备在生产中的广泛使用，对具有精湛专业知识、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技术工人的需要抵越

来越大。据前苏联有关部门调查，70 年代初期， 黑色冶金工业里有 90% ， 机器制造业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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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的工作需要中等技术学校或普通中学范围内所授的知识。 1975 年到 1977 年间，莫斯科

的工业中，要求具有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水平的工人担任的工作增加了 21. 3% ，其中：要求具

有高等专业教育水平的工人担任的工作增长了 32% ，要求具有中等专业教行水平的工人担任

的工作增长了 19.2% 。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的技术知识水平的提高是否适应科学技术进步

的要求，工人的技能等级是否适应所承担的工作等级，换句话说，有没有足够数位的能够掌握

先进技术装备的技术入员和技术工人，对千生产力的发展、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是至关重要

的。

以上是就劳动者说的，如果扩展到全体国民，那么 一个国家的国民（指 15 岁以上的成人）

识字率愈高，公民接受正规教育的平均年数愈多，其劳动生产率也愈高；反之，则愈低。 例如，

1993 年，美、日、德、法、英等发达国家的成入识字率均达 99% ，公民接受正规教育的平均年数

为 10.7~12.3 年；而尼日尔、几内亚、贝宁等不发达国家的成人识字率只 18.2~32. 0% ，公民

接受正规教育的平均年数只 0.1~0.8 年。 前者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也明显的比后者高。

（五）经济体制

宏观经济效益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千经济运行机制或管理体制是否灵活、有效，

是否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过去很长时期，前苏联、东欧和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

制。 这种体制尽管对上述国家工业化的实现，对战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起过 一定的

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眷许多弊端和缺陷一一－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

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 从而造成了企业缺乏应有

的自主权，企业吃国家
“

大锅饭
＂

、职工吃企业
”

大锅饭
＂

的局面，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的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这

样就阻碍了经济的发展，阻碍了生产效率、经济效益的提高。 相反，美、日、欧等西方国家长期

实行市场经济，它虽也存在不少固有的弊病，但从总体上看，能够起到优化资源配咒，调动劳动

和生产经营积极性，促进效率、效益提高的作用。 因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效益就明显高千

东方国家。

三、积极推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
“

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

作的中心
＂

。这是十分必要、十分正确的重大决策，而且具有十分迫切的意义。 因为，我国长期

奉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宏观经济效益相对太低，必须尽力予以改变。

我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只 602 美元 (1993 年数字，下同），不仅大大低千发达国家（平均为

47396 美元），而且也低千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691 美元）。 同周边国家（地区）相比，只比越

南(356 美元）、尼泊尔 (444 美元）、蒙古 (539 美元）高一 点，而低千孟加拉国(648 美元）、印度

(661 美元）、老挝(667 美元）、巴基斯坦 (1253 美元）、斯里兰卡 (1340 美元）、印度尼西亚 (1904

美元）、菲律宾 (2253 美元）， 只相当千泰国(4028 美元）的 14.9% ，马来西亚(8056 美元）的 7.

5% 、韩国(16542 美元）的 3.6% 、香港 (29251 美元）的 2.1% 、新加坡 (55153 美元）的 1.1% 、日

本 (66892 美元）的 0.9% 。

我国的投资效果(- o. 4611 美元）也低千全世界的平均水平(0.0102 美元）和所在地区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平均水平(0.0396 美元）。 每千克石油当址 GDP 产值 (0.6 美元）也

比全世界的平均水平(3.1 美元）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平均水平(1.2美元）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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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中央虽 一再强调要提高经济效益，走经济发展的新路子，但收效甚微。 至今在生

产、建设和流通等各个领域，资源消耗高，资金周转慢，损失浪费严重，经济效益低的问题都很

突出。 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是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许多矛盾和问题的症结所在。 随着我国的

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再靠消耗大批资源来求增长是不可取的，也是难以为继的。 今后国内外市

场竞争将主要是科技、质散、效率和效益的较量，不改变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一个企业乃至整个

国家，就很难在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

从更深层次考虑问题，这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生死存亡的问题。 列宁早就说过，

“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

并一再强调：＂只有增

加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苏维埃俄国才能胜利。“现在，苏联已不复存在。 从一定意义上说，苏

联之所以崩溃，正是由千经济没有搞好，劳动生产率长期落后千它的 竞争对手－一－美国，80年

代后期又趋扩大所致。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

为了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尽

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宏观经济效益，把经济搞上去。

为了切实搞好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工作，首先必须花大力克服长期粗放经营形成的

那种
“

重数散、轻质批
“

,”重速度、轻效率
”

,”重新建、轻改造
”

的传统习惯和惰性，使广大干部和

群众在思想上充分认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意义和紧迫感，在行动上自觉贯彻执行中央

的战略决策，真正把它落到实处。

当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个长过程，涉及许多方面，不能 一 跋而就，需要抓住重点，分步

骤推进。 当前首先要正确处理上新项目与利用现有基础的关系。 多年来存在着 一种矛盾现

象： 一方面，不少企业因缺乏资金得不到技术改造，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要求，生产能力放

空闲置；另 一方面，各地各部门都热衷千铺新摊子，搞了许多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项目。 这不仅

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且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也提不高。 现在要把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

性，引导到充分搞好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充分挖掘潜力上来。 能够以现有企业为依托，通过

改革、改组、改造或扩建提高生产能力的，就不允许再铺新摊子。 必要的新建项目，包括引进项

目，也要尽批提高技术起点，注意经济规模。 同时，要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的方针，把节约

放在首位，通过加强管理，降低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减少浪费，使效益有明显的提高。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归根到底要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关键是抓好科技和教育。

现在，中央已经制定了科教兴国战略，问题是要真正予以落实。

我国劳动力多，就业压力大，资金和资源相对不足，现在又处在比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既要坚持集约经营的方向，积极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又要从实际出发，

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要实行合理的技术结构政策，通过资金、技术、劳动力在不同地区、

不同产业和企业之间的合理组合，多层次地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特别应当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靠深化改革来保证。 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

明，要使我国经济富有活力和效率，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目前，我国市场发育还不

成熟，必须加快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发展。 凡是应当由市场调节的经济活动，要进 一步放开放

活，激发经济活力。 竞争性产业应主要由市场配置资源 ，基础性产业也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由于市场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国家必须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的指导和调

控。 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又处在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加强

和改善宏观调控尤为重要。 要加快健全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并辅

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抑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总批平衡和结构优化。 经验证（下转笫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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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等形成有利供给冲击的有 8 年，累计使名义总供给增长率加速 35.2 个百分
点；正负抵销后不利供给冲击幅度大于有利供给冲击幅度 14.4 个百分点，差 2 个百分点就全
部抵销了名义总需求的累计加速扩张福度。

(3)价格总水平呈现加速上涨趋势。 加速上涨的 8 年，累计加速度为 36.8 个百分点；减速
上涨的 7 年，累计减速 24.4 个百分点。 正负抵销后加速上涨 12.4 个百分点。 其中 1994 年价

格上涨率高达 24.9% ，加速度为 9.5 个百分点。

价格总水平加速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名义总需求的加速扩张，其影响为21. 6个百分点。 总

需求紧缩的影响使价格总水平上涨率减速14 8个百分点。 正负抵销后仍使价格总水平加速
上涨 6.8 个百分点。 不利供给冲击的影响为 19.2 个百分点，扣除有利供给冲击的影响－ 13.6

个百分点，仍使价格总水平加速上涨 5.6 个百分点占 45.2% ，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

素。特别是在每次经济扩张的后期（如 1988 、 1994 年） ， 不利供给冲击的影响都超过总需求扩

张的影响，成为推动价格总水平加速上涨的主要因素。 这符合经济和价格波动周期的一般规

律，说明总需求的加速扩张是不可能持久的，它必然带来严重的不利供给冲击和通货膨胀。
(4)总产出也加速增长，但其加速度低于价格上涨率的加速度。 l5 年中加速增长的 8 年，

累计加速 22.8 个百分点；减速增长的7年 ， 累计减速 20.4 个百分点，正负抵销 1995 年比 1980

年GNP增长率提高 2.4 个百分点。 其中，由千总需求加速扩张带来的总产出加速增长为 28.

9 个百分点；由千总需求紧缩（减速增长）造成的总产出增长率下降 20.8 个百分点，正负抵销
后使总产出加速增长 8.1 个百分点。 有利供给冲击悚总产出加速增长 13.5 个百分点；不利供
给冲击却使总产出增长率下降 19.6 个百分点．正负抵销后仍使总产出增长率下降 6.1 个百分
点。 这说明，我国 80 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式仍然是需求扩张型。 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增加

投入，扩大生产规模，外延扩大再生产，而较少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技术进步等因素产生
的有利供给冲击的影响。 这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应予高度重视的问题。

·
1
·
·'
,
 

注：本文所用数据全部引自 1992 、 1993 年（中国统计年鉴）和 1994 、 1995 年（统计公报）。
＿＿产归3-也含8含＿＿

（上接第 16 页）明，微观经济越放开，市场化的进程越快，要求宏观调控越有力和灵活有效。 加
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要有必要的集中和相应的手段。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宏观调
控，都要求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 关键是要实行政企分开，继续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的改

革。 目前政府机构的设置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要加快改革步伐。

此外，为了有利千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还应建立一套能够起到硬约束作用的考核指标

体系。 在国民经济计划中，不仅要规定劳动生产率、投资效果的提高速度，单位产品物耗和能

耗的降低速度，而且要规定经济增长中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的百分比，劳动生产率增长中靠

科技进步获得的百分比，以及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长期计划和远景规划说，还要

明确规定出集约型扩大再生产的比重，即社会生产增长中靠集约型方式获得的百分比。 同时，

要对上述指标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将检查结果公布，以便于人民监督 Q

注：

O（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
@（列宁选然）第4卷．第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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