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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质量闹系统分析与改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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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GDP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衡量经济增长速度的指标，但它只是单纯从数量上反映经济增长。GDP

外部质量特征主要体现在年平均发展速度、年地区发展的离散系数上;内部质量特征则包括支出法构成、收入

法构成、三次产业构成、要素的贡献率、能源和原材料消耗等方面。应综合GDP的内部质量指标和外部质量指

标编制GDP综合质量指标评价体系，弥补单一GDP指标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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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P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衡量经济增长速度的

指标，但它只是单纯从数量上反映经济增长，不能体

现经济增长质量，不能具体反映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对环境的污染、人们的福利程度及幸福指数。本

文以甘肃省为例，对GDP质量进行系统分析，进而编

制GDP综合质量指标评价体系，希望能够弥补单一

GDI〕指标的不足。

    一、甘肃GDP外部质量特征

    1.“六五”到“十五”期间，甘肃GDP 增长周期有不

断延长的趋势，波动幅度越来越小

    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省生产总值总量逐年增加，

但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很小，人均GDP 为

全国平均水平的56.36%。“六五”到“十五”期间甘肃

GDp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8.5肠、9.6%、9.8%、9.9%

和10.7%。从1978年至今共经历了四次经济增长周

期:第一个周期持续五年(1979一1983年)，最大值为

14.9%;第二次同样经历五年(1984一1988年)，最大

值为13.7%;第三次持续八年(1989一1996年)，最高

增速为12.0%，这个周期低谷时期持续时间较长，直

到1999年才开始逐步上升;目前正经历着第四个周期

的上升期。甘肃省经济增长周期逐渐增长，且在政府

宏观调控下，波动的幅度逐渐减弱。

    2.甘肃省各地市GDP离散系数缩小趋势较明

显，各地市的发展差距在逐渐缩小

    甘肃地处中国的西北山地，与全国相比较为落

后，属于欠发达地区。各地市发展更是参差不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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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区，如金昌、白银和酒泉等依据雄厚的矿产资源 区均值的变异程度。离散系数越大，说明各地区之间

成为经济较发达地区;部分地区，如兰州和天水等依 的发展差距越大，越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甘肃省各地

据国有企业支撑获得发展，这些地区的GDP 水平和 区GDP 离散系数从1991年开始至2003年一直持续

人均收人较高;但大部分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如临 增加，各地区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而2。。4年至今

夏和甘南等地发展缓慢，GDP水平较低。GDP离散 GDP离散系数的缩小趋势较明显，各地市的发展差距

系数是表明某地区某一年GDP的值与核算期内各地 在逐渐缩小。

                                  表1 1991一2005年甘肃省各地区的GDP离散系数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均值 13.0436 20.3893 25.6079 35.3271 45.2271 51.6821 54.4964 58.9536

方差 5.3825 19.5460 25.5369 36.1449 50.4649 54.0649 56.9686 60.7674

离散系数 0.4127 0.9586 0.9972 1.0231 1.1158 1.0461 1。0454 1.0308

年份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均值 63.0864 68.7471 76.5271 85.7693 96.5371 115.0914 138.3807

方差 64.0901 72.5142 81.8381 90.6438 102.7116 117.0106 129.2814

离散系数 1.0159 1.0548 1.0694 1.0568 1.0640 1.0167 0.9342

    二、甘肃GDP内部质量特征

    1.从支出法构成看，甘肃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

GDP增长的拉动率比较低，而最终消费对GDP增长

的拉动率远远大于资本形成总额的拉动率

    支出法是从最终使用的角度反映一个国家或地

区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最终成果的一种方法，包括最

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本文选

取，’/又五”至“十五”期间的甘肃省生产总值数据，依据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关于测算经济

贡献率和拉动率的方法，从需求角度分析消费、投资、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甘肃经济增长的拉动率。

    ，’/又五”至“十五”期间，最终消费形成的需求对甘肃

省GDf的拉动率为6.72%、4.98%和7.09%，而资本形

成的需求对GDP的拉动率为3.63%、4.62写和5.65%，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拉动率为一。.51%、0.25%和
一2%，明显看出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远远

大于资本形成总额的拉动率。1996年后消费和投资

均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势头受到阻碍，尤

其是消费对经济的拉动率急剧下降。2000年以后，

经济开始复苏，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增加，对经济增

长拉动率均提高。在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约占3/4，

政府消费仅占1/4，在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中居民消

费是主要支撑。甘肃省正处于居民生活水平从温饱

型向小康型过渡阶段，消费水平和结构升级为消费

需求的增长提供了新的空间，消费政策和收人分配

政策的调整会有效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继续扩大

内需是经济的主要增长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在数

量上为负值，它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为负值。

    2.从收入法构成看，甘肃劳动者报酬和营业盈

余在GDP中所占比重持续降低，固定资产折旧的比

重持续上升，生产税净额比重基本维持不变

    收人法是核算整个社会在一定时期内获得的收

人总和，用要素收人以及企业生产成本核算，具体核

算内容包括: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

旧和营业盈余。

    1995一2o05年甘肃GDP中劳动者报酬和营业

盈余的比重均有所降低，分别从50.02%和20.96%

降至48.48%和14.04%;固定资产折旧的比重上

升;生产税净额基本维持不变。劳动者报酬较低，影

响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引起内需不足。同时由于生

产税净额较高而企业营业盈余较低，使得企业再生产

的投资和科研资金不足，影响投资对生产总值的拉动

作用。固定资产更新较慢，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而计

提的折旧越来越多，引起生产总值总量的虚增。从

200。一2o04年全国及西北五省资料看，甘肃省的生产

总值平均水平低于陕西和新疆，但波动系数是最小

的。甘肃省劳动者报酬占GDP 的53.35%，位于西北

五省的第四位，仅高于新疆;生产税净额占17.85%，

是五省中最高的。甘肃省生产总值的构成的合理程

度低于青海和新疆。与全国水平相比，甘肃GDP各

构成项目的结构极不合理，固定资产折旧和生产税

净额的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1.03%和3.4%，

而营业盈余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16%。

    3.从三次产业构成看，甘肃第一产业比重较大，

第二、三产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产业结构用各次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

表示。第一产业占主导地位的产业结构是最原始、最

低水平的农业社会特征;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是工业

社会的主要特征;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是后工业或信

息化社会的主要特征。1995年至2005年甘肃省一、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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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产比重平均为20.79%、45.47写和33.74%，

相比全国水平来说，第一产业比重较大，第二、三产

业较低，说明甘肃省处于工业社会阶段，和信息化社

会距离很远。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约占GDP的70%

一80%，甘肃省只占30%一40%。2005年甘肃省工

业总产值位于前五位的是石油加工业、有色金属冶

炼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业和化

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均是能源消耗大的高污

染行业，这些行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71.17%，

而一些污染较小的食品加工业和仪器制造业却仅占

很小部分。甘肃省2004年和2005年总资产贡献率

分别为9.18%和8.37%，而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

12.26写和n.82%。甘肃省国民经济并未进人良性

循环阶段，工业更新较为缓慢，只能依靠大量的要素

投人来换取工业的发展;社会劳动生产率仅为全国

平均水平的57%，说明全社会劳动效率较低，社会生

产力发展水平不高。

    4.从三大要素的贡献率看，资本和劳动投入的

总贡献率比较高，处于要素推动经济增长阶段

    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表达为:Y=

A。，tLaK月。其中a(或角是劳动(或资本)边际产出

弹性，假设技术进步是希克斯中性的，a+尹=1，可将

上式变形为 翻y/L=翻A。+mt +月翻K/L。

    根据最小二乘法，通过甘肃省1991年至2005年

的国内生产总值、从业人数和固定资产投人的时间

序列数据，运用SPSS13.0软件得:

    翻夕/L=0.014十0.06lt+0.393翻K/L

    RZ=0.988l F=498.4139 DW =0.9288

    尸 =0.9881，说明自变量劳动和资本投人能够

以98.81%程度解释因变量GD尸的变化。甘肃工业

产出的劳动投人弹性和资本投人弹性分别是0.607

和0.393，保持资本投人不变，劳动投人增加1%，平

均导致产出增加0.607%，保持劳动投人不变，资本

投人增加1写，平均导致产出增加约0.393%。利用

索罗余值法计算甘肃省劳动、资本和科技进步的贡

献率的结果如表2:
  表2 1991一2005年甘肃省三大要素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

指标
劳动投入

增长率

资本投入

增长率

劳动贡

献份额

资本贡

从份颇

科技贡

献份额

“八五” 2.84 2?.15 9.52 59.95 30.53

“九五” 一0.0? 17.91 一3.78 65.80 37.98

“十五” 一11.09 14.66 一3.61 50.42 53.20

    从表2看出，八五和九五时期，经济每增长一个

百分点，资本的贡献份额约占60%，科技的贡献率仅

  86

为三分之一;到十五时期，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

科技和资本的贡献份额几乎相当，科技进步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有显著提高。但是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有一定差距，九五时期全国科技贡献份额已达到

50%，实证表明甘肃的科技进步贡献份额只占全国

水平的76%左右，甘肃的经济增长质量还处于全国

平均水平之下。从企业和行业内部构成看，产值总

量中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产值占较大比重，产出对资

本的依存度高于对劳动的依存度。甘肃省经济仍属

于粗放型增长，经济增长的质量较低，处于要素推动

经济增长阶段。随着要素资源投人量的增加，综合

产出弹性逐渐下降，存在着显著的要素投人产出的

边际效用递减，按现有技术扩大生产规模是不能长

久的。若想可持续发展，必须提高技术水平，进行技

术和管理创新，提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5.从能源和原材料消耗看，甘肃省经济快速增

长是在消耗大量能源和原材料基拙上取得的，经济

增长方式粗放，并造成能源供需缺口不断扩大

    能源紧缺并且伴随着能源价格上涨是当前国内

经济增长的一个突出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省

经济增长取得巨大成就，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忽视

了对经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关注。能源消费弹

性系数是反映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

度之间的比例关系的指标。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反映

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相应能源消耗需要增长多

少个百分点。如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小于1，则本年单

位不变价GDP能耗比上年降低，能源消费弹性系数

越大，意味着经济增长利用能源效率越低。

    甘肃省能源消耗弹性系数一直处于剧烈的波动

之中。十年来，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有两年(2003年和
2004年)大于1，有两年(1996年和1997年)小于0，

其余七年是大于。且小于1。1996和1997年能源

消费弹性系数小于0，主要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造成

内需不足以及国内产业政策的调整使第三产业比重

上升，同时，第二产业中轻工业比重上升使能源的消

费量下降。2003年和2004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大

于1，意味着单位产出量的耗能增加。投资高速增长

导致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耗能产业迅速扩张，从

而造成能源消费快速增长。居民生活消费的能源快

速增长是导致整个能源消费增长加快的另一原因。

甘肃省经济快速增长是在消耗大量能源和原材料基础

上取得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很粗放，并由此造成能源

供需缺口不断扩大，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运输紧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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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任由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显然甘肃省的经济发展是不 式和代表的意义也不尽相同，在评价之前，先采用数

可持续的。 学方法来标准化数据。

    三、编制甘肃省生产总值的综合质量指数 首先找出1991一2005年的值，设定每个指标的

    选取6D尸增长速度、区域Gl〕尸离散系数、第三 最大值。心气X)和最小值(MIN)。对正相关指标:Yl’

产业的比重、通货膨胀率、每单位。9尸耗能量和排 =(X一MIN)/(州叭X一M了N);对负相关指标:Yi

污量等六项指标，分别用Xl、XZ、X3、X4、XS和X6 =(人工AX一X)/(州叭X一M了N)。然后运用离散系数

表示，运用离散系数法计算出综合评价甘肃省GDP 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的质量指标。由于各指标之间的数量级不同，统计方

                                        表3 1991一2005年各指标的权重

指标 GD尸年均增长率Yl区域GI)尸离散系数YZ第三产业的比例y3通货膨胀率Y4单位以)尸耗能量YS单位GD尸排污量Y6

均值 0.6657 0.1797 0.5529 0.6799 0.7010 0.6753

方差 0.2562 0.2356 0.3433 0.3038 0.3252 0.3202

离散系数 0.3848 1.3107 0.6209 0.4467 0.4639 0.4742

权重儿 0.1040 0.3541 0.1678 0.1207 0.1253 0.1281

最后，运用权重计算每年各指标的综合得分:21=云YixAi，，一1、2、3⋯6
表4 1991一2005年时期甘肃省GDP质量的综合得分

    从表4可以看出，1991一1995年甘肃省GDP综

合质量指数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1996年以后逐渐

回升。1990年，我国出现市场疲软，货币供应量增长

速度超过35%，通货膨胀率持续上升，造成居民实际

购买能力下降，从而生产不畅，投资严重短缺，政府

财政困难。出现一系列问题后，政府根据实际情况

调整了经济方针，增加了4000亿元的投资，以保持

国民经济适度增长。1996年以后，我国成功地实现

了国民经济“软着陆”，通过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

车拉动经济增长，并提出了包括财政、金融在内的一

系列宏观调整政策，使我国保持了高速度的经济增

长。2001年综合指标指数略有下降，主要是政府调

整日益高涨的投资政策和高通货膨胀率造成的，随

后经济增长恢复了高速上升。

    四、小结

    综合来看，甘肃省经济仍保持着较高的上升势

头，科技进步的贡献率逐渐增加，在保持经济增长的

同时也更注重环境的保护和资源的合理利用，单位

GDP的耗能量和排污量在逐年下降。但是甘肃省

环境问题仍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如果考虑环境的成

本因素，甘肃的绿色GDP增长是负数，因此有必要

从生态环境方面构建绿色GDP指标体系。

    展望甘肃省经济周期的未来走势，仍以增长型

周期为主，随着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不断完善，实

际经济增长率将保持在一个适度的范围。为了避免

经济波动的大起大落，政府的宏观调控应以微调为

主，调控手段应多样化，调控重点应逐渐从总量调控

向结构调整转化。加强对产业政策的调整，提高对

第三产业的投人，使其成为吸纳劳动力的重要部门。

进一步加强对科技的投人，虽然甘肃的科技进步贡

献份额达到50%，但是与发达国家的70%~80%相

比，差距很大;因此，加快科技进步是未来甘肃省提

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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