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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国民经济核算是把握经济运行状况、监测经济运行周期与波

动的重要途径，是宏观经济政策乃至公共政策分析的基础，也是

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发展途径与发展规划的基础。中国国民经济

核算，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经历了一个从物质产品平

衡体系（MPS） 到国民账户体系（SNA） 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

的必要性，不仅源于物质产品体系自身的缺陷，更主要的是源于

国民经济核算方式对市场经济的适应，源于在中国经济融入世界

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以国际通行的、可比的标准和概念，向世界

展示中国经济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1999年世界银行对中国官

方国内生产总值估计值的全面接受，标志着中国国民经济核算方

式转变初步完成。

按照国际通行的国民经济核算方式来考察，自 20世纪 70年

代末 80年代初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就一直是世界

各国中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1978～2004年，中国经济年均

增长达到 9.5％以上。2004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达

15.9878 万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计算，相当于 1978 年的

10.87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 10561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计

算，相当于 1978年的 7.6倍多。中国 GDP在 2004年增长 10.1%

的基础上，2005年又增长了 9.9%。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国民财富由少到多，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一些重要

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谷物、肉类、棉花、钢、煤、水泥、化

肥和电视机等产量居世界首位，原油、发电量也分别从 1978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国经济增长数据可信度检验研究

居世界第 8位和第 7位上升到第 5位和第 2位，其他主要产品产

量的位次也明显前移。

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不少人和机构对中国经济总量及其

增长速度提出各种质疑，做出各种各样差别极为悬殊的重新估

计。中国经济总量及其增长速度问题，不时成为经济学界争论的

话题，人们关注的焦点，甚至部分人或机构炒作的借口。面临来

自不同方面的对中国经济总量及其增长速度的种种解说，从科学

的角度，系统地检验中国经济总量及其增长速度，对于更科学地

认识中国经济变化，回应来自不同方面的怀疑，完善国民经济核

算方式，提高公共政策决策和实施的科学性等都具有重大意义。

不论是从国内的角度，还是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关于中国经

济总量及其增长速度的争论，都远远超出了经济发展问题，或是

国民经济核算问题本身。“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是社会上对于

中国统计数据失真的尖锐批评，折射出国民经济核算在中国已经

不仅仅是一个核算方式、方法的问题，而是一个体制问题，与行

政管理和政绩考核等密切相关。解决中国经济总量及其增长速度

数据失真的问题，应该从更广泛的角度思考。

国外一些研究者和机构对中国经济总量及其增长数据争论的

背景则更为复杂。世界上时常出现的关于中国的不和谐的声音，

例如，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等，均以中国

的经济总量及其增长速度作为切入点，从对中国的经济总量及其

增长速度提出质疑开始，引出种种政治流言；也有一些不了解真

相的外国朋友，受到这些论调的影响产生种种误解。对我国统计

系统的科学分析，可以更有力地反击恶意中伤者，团结善意的

朋友。

中国社会、经济正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又一次转型时期。为

了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必

须在正确的统计数据基础上，深入分析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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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状况，深刻理解存在的各种问题、原因，为制定科学的公共

政策，顺利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提供依据。尽管不少人对

GDP的科学性提出种种质疑，但 GDP作为反映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的重要指标仍为学术界所公认。加强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特别

是从相关数据和非 GDP核算的角度，核实 GDP及其增长率，对

于改进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方式、方法和途径，探索适合中国情

况的国民经济核算的制度安排，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加强 GDP及其增长速度的系统评估与研究，是恰当地享受相

关优惠待遇、承担国际义务以及发挥相应政治作用的基础。目

前，国际上存在着各类国际组织和地区性组织，其中不少都要求

其成员国承担相应的义务，而这些义务，例如交纳会费和提供捐

款往往又与本国的 GDP密切相关。联合国会费比额的计算公式

如下：

联合国会费比额 =该国 GNP占世界 GNP比例 ×（1 -宽减率）

宽减率 =（世界人均 GNP-该国人均 GNP）÷世界人均 GNP×

85%

从上述公式可以看出，联合国会费比额与一个国家的国民生

产总值总量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密切的联系。

各种国际组织在要求其成员国承担相应义务的基础之上，也

享受相应的优惠待遇。这些优惠待遇通常也与本国的 GDP高度

相关。例如，在国际上能否享受某些优惠待遇往往与世界银行关

于国家收入等级的分类有关。各成员国在不同组织中的作用与地

位也与本国 GDP相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的成员国要向

基金认缴一定的份额，成员国在基金的份额决定其在基金的投票

权、分配特别提款权的份额及向基金借款的份额。各成员国份额

的大小由基金理事会决定，综合考虑成员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黄

金与外汇储备、进出口额、出口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等。

2001年 2月 5日，IMF理事会通过投票决定将中国在基金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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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原来的 46.872亿特别提款权（约合 61亿美元），提高到 63.692

亿特别提款权（约合 83亿美元），从而使中国在基金的份额由原

来的第 11位提高到第 8位。这表明中国在 IMF所能发挥的作用

正在上升。

这些例子都说明，加强 GDP及其增长速度的系统评估与研

究，对于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承担相应的义务、享受相应的优惠待

遇以及发挥相应的作用，对于中国获得相应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

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书只是我们系统研究中国经济总量及其增长速度工作的一

个初步总结，希望通过此书提示出的相关问题以及运用的各种方

法和模型，能够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能够在更为广泛、更为细

致和更为精确的水平上，对中国各地方经济总量及其增长速度，

做出更为全面的评估。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学者，参与探索

检验中国经济总量及其增长速度的方法与模型，特别是在挖掘新

的方法（例如数据异常值检验方法、间断协整方法等） 和构建内

生增长模型方面，进行一些新尝试，从而为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

科学理论做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为中国公共政策的决策提供

更为科学、可靠的数据。

2006年 3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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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中国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之
谜：不同计算方式之间的
差异及其原因

自 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各

个层面的每一种变化都牵动着世界政治经济的神经，令世人瞩

目。有关中国的各种论说和针对中国的各种行为，从稍具有中性

的“巨狮的觉醒”到政治色彩浓郁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

溃论”，从武器和技术的封锁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接连不断的

贸易摩擦，以及近年来的人民币汇率风波，从深层次折射出中国

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政治现实的复杂性。面临林林总总来自

国际的有关中国的论说和针对中国的行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立

场和对策，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及其速度。正

确的对策只能来自对中国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的正确估计基础之

上。因此，摸清自己的家底，正确估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发展速

度，是中国制定正确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基础，也是公共政策分析

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如何衡量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活动总量，特别是一国或一个

地区的财富量，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论的问题。从理论上说，主要

有两大观点：一是从总量上进行测度，其核心指标为国内生产总

值及其增长速度；二是从结构上进行测量，主要指标包括产业结

构、就业结构、经济增长方式或投入产出关系以及财富分配格

局。虽然第二种方式更能反映出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格局，但它不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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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简单明了，也不是一个总量概念；虽然第一种方式存在这样那

样的缺陷，但它却是一个总量概念，直接体现出经济活动总量规

模与增长速度。

第一节 中国经济总量及其增长速度的
国际格局透视

一、不同视角下的中国经济总量及其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总量与增长速度，可以从纵横两个角度透视。从纵

向的角度看，1978～2004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达到 9.5％以上，

中国是世界各国中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2004年，中国国内

生产总值（GDP） 达 15.9878万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计算，

相当于 1978年的 10.87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 10561元人民

币，按可比价格计算，相当于 1978年的 7.6倍多。国民财富由少

到多，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一些重要产品产量跃居

世界前列：谷物、肉类、棉花、钢、煤、水泥、化肥和电视机等

产量居世界首位，原油、发电量也分别从 1978年居世界第 8位

和第 7位上升到第 5 位和第 2 位，其他主要产品产量的位次

也明显前移。

从横向的角度看，由于折算过程受不同因素的影响，因而中

国的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呈现出不同的样式。若按当年官方汇率

折算，中国 GDP在 2000年突破 1万亿美元，2004年约为 1.6万

亿美元，不到日本的 1/3。世界银行的资料表明，2000～2004年，

中国 GDP总量一直排在美、日、德、法和英之后，居世界第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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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约占全球总量的 4.4%。① 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

GDP则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达到 6.35万亿美元，大约

是日本的两倍。若从人均 GDP的角度看，按当年官方汇率计算，

2004年中国人均 GDP约 1500美元，略高于当代世界中下等收入

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则高达 5000

多美元，略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

以不同口径计算，与世界可比的中国经济总量存在重大差异。

这种差异来自计算方式口径的不同。

二、名义汇率法及其局限

名义汇率法是在各国统计部门所公布的统计数字的基础之上，

按照官方汇率将其折算为美元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焦点在于

不同货币间汇率形成机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上

普遍建立起了浮动汇率制度，汇率的波动非常剧烈。为了防止由

于汇率波动带来的国民经济统计指标的无谓变动，世界银行采用

了三年期汇率的平均值来平抑汇率的瞬时波动。长期以来，中国

采取钉住美元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所以，美元和人民币

的比价近年来变化不大。世界银行公布的按汇率计算的中国的

GDP，就是其按现行官方汇率在中国官方数据的基础上折算得到

的，基本上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GDP一致。人们对用这种折算

方法获得的中国 GDP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官方汇率是否

真正反映了两种货币之间的兑换关系。

① 参见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
2005年 12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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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购买力平价法及其局限

购买力平价法（purchasing power parity approach, PPP），简而

言之，就是使在本国购买一种物品的成本与在国外购买这同一物

品的成本相等的方法，或者说，就是根据在不同国家之间购买完

全相同的一揽子物品时所确定的汇率关系折算国内生产总值的方

法，而不是根据市场汇率或官方汇率来确定国内生产总值的方

法。购买力平价的一个特殊情形就是所谓的“一价定律”（the

law of one price），即在忽略运输成本和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完全

相同的一个物品在所有国家的市场上都以同一个价格出售。假设

在美国市场上用美元购买商品 i的价格为 P
US

i 美元，在 C国市场

上用 C 国货币购买这同一物品的价格为 P
C

i 元，根据“一价定

律”，要使这一物品在两国市场上的价格相等，必然有 P
US

i = eP
C

i ，

其中 e就是根据购买力平价确定的汇率。

按购买力平价法确定汇率建立在经济学的长期或均衡理论之

上。经济学家认为，从长期来看，汇率主要是由不同国家的相对

价格水平决定的。如果 P
US

i > eP
C

i ，那么，人们就可以通过从一个

国家（C） 购买这一物品然后到另一个国家（US） 去出售而获利，

即存在所谓的国际商品套利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arbigrage）

行为，但这一过程将使一国（C） 该物品的价格上升而使另一个

国家（US） 该物品的价格下降，直到 P
US

i = eP
C

i 。同样，国际商品

套利行为也会消除 P
US

i < eP
C

i 的情形。因此，从长期来看，必然有

P
US

i = eP
C

i 。

例如，在中国的麦当劳餐馆，购买一个汉堡包需要 10元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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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在美国的麦当劳餐馆购买一个同样的汉堡包需要 10 美元，

如果按照名义汇率法计算，由这一个汉堡包而带来的美中两国

GDP差了 8倍还多，但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则 10美元等

于 10元人民币，如此确定的汇率为1∶1。这是购买力平价的基

本含义。

购买力平价法同样存在着众多的局限性。

首先，蕴涵于购买力平价从而“一价定律”中的基本假设是：

国际贸易是完全自由的，没有运输成本，没有关税或其他任何形

式的贸易壁垒。由于这一基本假设在现实世界中根本就不存在，

特别是发达国家在一些高新技术出口上设置了一系列壁垒，甚至

根本就不允许出售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因此，按购买力平价法核

算不同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可能真正反映两国间汇率的真实

情况。由于现代经济的特点是，越是知识密集的产品，相对价格

越高，越是劳动密集的新产品，相对价格越低，因此，在存在歧

视性关税壁垒的情况下，购买力平价法倾向于系统地高估发展中

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

其次，现代经济是一个分工十分细密而又相互联结的经济，

非贸易经济广泛存在，而且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在不同国家也不

同，此外，消费习惯、消费偏好不同，也会导致非贸易类物品和

服务在相对价格方面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如何衡量这些非贸易

类物品的相对价格，直接影响到对经济总量的估计。同时，在现

实生活中，由于商品种类繁多，各种价格指数纷繁复杂，要想完

全剔除由于价格差异导致的 GDP变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后，购买力平价的估算方法有从支出角度测算的支出法

（ICP方法） 和从生产者角度测算的生产法（ICOP 方法） 两种，

这是与国民经济核算的两种方法相对应的。世界银行通过对全球

118个国家和地区各行业产品和服务价格体系进行广泛调查后，

按照国际通行的核算原则进行计算。前面用购买力平价法估算的

5



中国经济增长数据可信度检验研究

中国 GDP，就是运用支出法得出的比较结果。这种比较由联合国

进行，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分开做的。凡是没有比较过的年份就

用本国货币计算的增长率外推，还有很多没进行调查的国家，也

是用这种方式外推出来的。中国过去没有参加 ICP，数据是用任

若恩和陈凯在 1986年做的那个比较结果外推的。世界银行最后

作出的中国的 GDP为 63538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二的结果就是

在此基础上得来的。这样，相隔近 20年的外推时间实在太长，

而且中国这 20年正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结构不断改变、

各种指标体系变动剧烈的时期。在这种迅速变迁的背景下，利用

这种外推方式估算中国的 GDP，必定会影响到结果的准确性。

上述国际比较项目的 PPP计算方法表明，如果两个国家的经

济结构相同、消费习惯或消费偏好相同、发展水平相同，最重要

的是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贸易壁垒，并且是在同一个时间层面上所

进行的测量，那么，按购买力平价方法测算的经济总量，理论上

剔除了非贸易类物品和服务，应该是准确的。但如果这些条件中

有一个不成立，那么这种方法就存在偏向问题，如果再加入较长

时间的外推，那么如此计算的结果将是不可信的。

正是由于不同的计算方法导致了中国 GDP估算值出现重大差

异，不仅引发了有关中国 GDP总量的争论，也同样引发了中国

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可信的争论。

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高增长速度，特别是 20世纪 90年代中

后期之后，在国际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仍然保持着高

速增长，即所谓的“一枝独秀”，引起众多国内外经济学家的质

疑。表 1-1 给出了中国与世界上 12 个有关国家和地区 1996～

2001年的 GDP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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