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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中存在的若干问题研究
3

许宪春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 　100826)

　　内容提要 :本文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中存在的若干主要问题进行了定量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 ,虽然这些问题对国内生产总值的结构有些影响 ,但对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影

响不大。也就是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数据较好地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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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课题得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资助。本文只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

①　GDP 核算包括现价核算和不变价核算 ,本文只研究现价 GDP 核算中存在的问题。

②　对于居民自有住房来说 ,本来没有发生出租行为。由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 ,自有住房与出租住房的比率往往差异

很大 ,在 GDP 核算中 ,为了保证住房服务的生产和使用以及居民消费水平的国际可比性和历史可比性 ,一般都把居住自有住房的

住户视为对本住户提供了住房出租服务 ,而纳入房屋出租活动进行核算。

　　通过对世界银行和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 (Augus Maddison)教授在分析和调整中国国内生

产总值 ( GDP)数据时揭示出来的问题的研究 (许宪春 ,1999b) 和对工业普查、农业普查反映出来的

经常性统计存在的问题的研究 ,结合自己从事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体会 ,我认为 ,中国 GDP 核算①

存在以下若干方面问题 : (1)居民住房服务 ; (2)财政补贴 ; (3)企业内部的福利性服务 ; (4)农村工业

统计 ; (5)农业统计。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剖析 ,并定量研究它们对中国 GDP 数据的影响程度。

一、居民住房服务

受资料来源的限制和福利性住房政策的影响 ,中国住房服务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很低 ,不仅

低于发达国家 ,也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许宪春、李文政 ,1998) 。这是中国 GDP 总量被低估的主要

方面。

中国的居民住房服务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 (1)赢利性服务 ,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和单位 (以

下简称房地产开发经营单位) 、其他各种类型单位及城乡居民住户以赢利为目的从事的住房出租服

务 ; (2)非赢利性服务 ,包括城市房地产管理部门提供的住房服务和企业、事业、行政单位向本单位

职工及其家庭提供的住房服务 ; (3)自给性服务 ,包括城乡居民居住自有住房所形成的住房服务。②

现行 GDP 核算中的住房服务只包括上述服务中的一部分 ,即只包括如下经济活动 : (1)房地产开发

经营单位所从事的赢利性住房服务 ; (2)城市房地产管理部门提供的居民住房服务 ; (3)城乡居民自

有住房服务。

居民住房服务核算存在如下几个方面问题 : (1) 受资料来源的限制 ,现行居民住房服务核算没

有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单位以外的各种类型单位以及城乡居民住户以赢利为目的提供的住房出租

服务 ;关于非赢利性住房服务 ,只包括城市房地产管理部门提供的住房服务 ,没有包括企业、事业和

行政单位向本单位职工及其家庭提供的住房服务。目前中国城镇享受非赢利性住房 (也称公有住

房)的人数占城镇人口总数的 5813 %(1996 年) ,其中大部分是企业、事业和行政单位向本单位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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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家庭提供的住房。(2)城市房地产管理部门提供的是一种国家提供补贴的低房租的福利性住

房 ,目前以其营业收入作为总产出 ,低估了房地产管理部门的总产出 ,从而低估了增加值。而且这

部分的资料范围一直覆盖不全 ,也影响了其总产出和增加值的完整性。(3)受公有住房房租普遍偏

低的影响和资料来源的限制 ,城乡居民自有住房服务目前仅把按住房原值的 2 % —4 %折旧率计算

的虚拟固定资产折旧作为总产出 ,同时作为增加值 ,所采用的折旧率偏低 ,也没有计算其他成本。

因此 ,城乡居民自有住房服务的总产出和增加值估算偏低。(4) 按照国民经济核算的要求 ,固定资

本折旧应当按固定资产当期购置的市场价格进行重估的价值进行计算 ,但目前能够搜集到的固定

资本折旧数据一般都是按历史成本计算的 ,这导致居民住房服务固定资本折旧的低估 ,因而导致居

民住房服务增加值的低估。

针对目前居民住房服务核算存在的问题 ,根据目前所能搜集到的材料 ,我们尝试两种方法对城

市居民住房服务增加值进行重新估算。一种是市场房租估算法 ,一种是成本估算法。前一种方法

利用城镇居民住房每平方米的市场房租价格的平均值乘以所有城镇居民住房的使用面积 ,得到所

有城镇居民住房按市场价格计算的房租收入 ,以此收入作为城镇居民住房服务总产出 ,再参照房地

产开发与经营单位的增加值率 ,计算出城镇居民住房服务增加值。以 1996 年数据为例 :这样计算

的结果是 ,居民住房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比按现行方法计算的相应比重高出 417 个百分点。

用成本法估算城镇居民住房服务增加值就是用每平方米平均造价乘以全国城镇居民住房总的

建筑面积计算出全国城镇居民住房的固定资产价值 ,按 4 %折旧率计算虚拟固定资本折旧 ,以此为

城镇居民住房服务增加值。以 1996 年数据为例 :这样计算的结果是 ,居民住房服务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比按现行方法计算的相应比重高出 118 个百分点。

从理论上讲 ,第一种方法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因为 ,一方面 ,它拓宽了目前住房服务核算的

范围 ,即包括了所有城镇居民住房服务 ;另一方面 ,它采用了统一的市场房租价格 ,从而使得城镇中

不同类型所有者、支付不同类型房租的居民住房的服务价值之间具有了可比性。但是 ,这种方法也

有其不足。因为我国城镇居民住房尚处于短缺阶段 ,市场房租价格一般过高。用这种过高的市场

房租价格估价所有的城镇居民住房服务 ,会高估住房服务增加值。因此 ,采用这种方法得到的我国

住房服务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 ,并不是很恰当的 ,应当做适当的调整。

第二种方法也涵盖了所有城镇居民住房服务 ,拓宽了目前住房服务核算的范围 ,但是它的估价

方法过于保守 ,忽略了除固定资本折旧以外的所有成本 ,如劳动成本、税金 ,等等 ,因此低估了城镇

居民住房的使用成本。此外 ,它还忽略了赢利性住房出租活动的利润情况。

根据对两种方法优缺点的分析 ,我们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 ,即利用两种方法所得到的居民住房

服务增加值的平均值作为居民住房服务业增加值。仍以 1996 年数据为例 ,按照这种方法计算 ,居

民住房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将比现行方法提高 313 个百分点。从国际上处于不同经济发

展阶段的国家居民住房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情况和中国经济及居民住房的发展状况来看 ,

我们认为这一调整比例是比较合适的 (许宪春、李文政 ,1998) 。

二、财政补贴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政府每年都向企业提供一定数量的财政补贴 ,包括价格补贴和亏损补贴。

表 1 给出了 1991 至 1997 年这种补贴的数量。

从表中可以看出 ,1991 年到 1997 年 ,财政对企业的补贴占财政收入和 GDP 的比重年平均分

别达 1513 %和 119 % ,最高年度达到财政收入的 2617 %和 GDP 的 319 %。在国民经济核算中能否

合理地处理这些补贴 ,对于 GDP 是有一定影响的。

在现行 GDP 核算中 ,财政对企业的补贴被作为负的生产税处理 ,也就是说 ,补贴越多 ,对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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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影响越大。

表 1 中国财政对企业的补贴情况

年度
1

价格补贴
(亿元)

2

企业亏损补贴
(亿元)

3

财政补贴合计
(亿元)

4

财政补贴占财政
收入的比重 ( %)

5

财政补贴占 GDP
的比重 %

6

1991 33113 51012 84115 2617 319

1992 28311 44510 72811 2019 217

1993 26914 41113 68017 1517 210

1994 28911 36612 65513 1216 114

1995 34017 32718 66815 1017 111

1996 42615 33714 76319 1013 111

1997 52317 36815 89212 1013 112

年平均 74712 1513 119

　　注 :表中第 2 列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 ,1998》中的“财政价格补贴”表 (剔除了其中的肉食价格补贴 ,因为这部分补贴是支付

给个人的) ;第 3 列数据取自上述年鉴中的“国家财政分项目收入”表 ;第 4 列数据为第 2、3 两列数据之和 ;第 5 列数据为第 4 列数

据与相应年度的财政收入数据之比 ,后者取自上述年鉴中的“国家财政收支总额及增长速度”表 ;第 6 列数据为第 4 列数据与相应

年度的 GDP 数据之比 ,后者取自上述年鉴中的“国内生产总值”表。

在纯粹的市场经济国家 ,财政对企业的补贴也是作为负的生产税处理的。但是 ,这些国家财政

对企业的补贴大都是在市场价格基础上的补贴 ,这种补贴的受益者是接受补贴的企业本身 ,因而

对企业本身的生存和发展起积极作用。然而 ,在中国 ,许多情况下 ,财政对企业的补贴 ,包括价格补

贴和亏损补贴 ,实际上是政府价格政策的结果 :企业按照政府规定的较低的价格出售产品 ,作为补

偿政府给予补贴。因此 ,这种补贴的受益者往往不是接受补贴的企业本身 ,而是购买这类企业产品

的企业和消费者。购买相应产品的企业可能因此获得较高的利润和增加值 ,导致增加值在接受补

贴的企业和购买其产品的企业之间的转移。所以 ,补贴中的一部分只影响 GDP 的产业结构 ,并不

影响其总量。但是 ,购买接受补贴企业产品的消费者 ,在享受补贴的好处的同时 ,并没有使企业因

接受补贴而减少的增加值得以补偿。因此 ,补贴中的另一部分直接减少了 GDP 总量。为了使

GDP 总量不至于因政府的特殊价格政策而减少 ,比较合理的处理方法是 ,把这部分补贴作为政府

的最终消费支出和对消费者的转移。但是 ,把财政对企业的补贴区分为上述两部分并不是很容易

的 ,因为很难确定补贴中有多大比例使企业受益 ,有多大比例使消费者受益。为简便起见 ,我们假

定补贴中有一半使企业受益 ,一半使消费者受益。根据上边的讨论 ,我们将后一半补充到 GDP 中 ,

根据表 1 ,1991 —1997 年 , GDP 的上调比例如下表 :

表 2 　 财政补贴处理方法的变化对 GDP 的影响

年度

1

GDP 的调整量 (亿元)

2

GDP 的调整比例 ( %)

3

1991 42018 210

1992 36411 114

1993 34014 110

1994 32717 017

1995 33413 016

1996 38210 016

1997 44611 016

年平均 37316 110

　　注 :本表第 2 列数据等于表 1 第 4 列数据除以 2 ;第 3 列数据等于第 2 列数据除以相应年度的 GDP 数据 ,后者取自《中国统计

年鉴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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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的计算结果表明 ,如果在 GDP 核算中将财政对企业的补贴的一半作为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处理 ,那么 ,1991 —1997 年 , GDP 总量年平均将提高 110 %。其中提高比例最大的年度是 1991 年 ,

为 210 % ,最小的年度是 1995、1996 和 1997 年 ,均为 016 %。

三、企业内部的福利性服务

中国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向本单位职工及其家庭提供大量的福利性服务 ,如医疗、托儿、教育、理

发、洗澡服务 ,等等。与市场上同类服务相比 ,这些服务收费很低 ,甚至是免费的 ,从而导致相应服

务业增加值的低估。同时 ,这类服务成本也被部分打入企业主营业务成本之中 ,从而也在一定程度

上减少企业主营业务的增加值。因此 ,企业内部的福利性服务从两个方面对 GDP 总量数据产生影

响。受资料来源的限制 ,我们不妨借鉴世界银行报告《中国人均 GNP》中的方法来估算这种福利性

服务对 GDP 的影响。该报告假定 ,在中国 ,企业中有 10 %的劳动力从事福利性服务 ,利用 1987 年

投入产出表计算 ,在 GDP 核算中增加这种福利性服务的价值 ,将使之提高 116 %。我认为 ,上述假

定的比例太高了。90 年代初以来的企业改革 ,正在推动企业内部的福利性服务走向市场化 ,从事

福利性服务人员的比例正在逐步下降。因此 ,我们假定企业有 5 %的劳动力从事福利性服务 ,即为

世行假定比例的一半。因此 ,在 GDP 核算中增加这种福利性服务的价值 ,将使之提高 018 %。

四、农村工业统计

在工业总产值统计中 ,部分农村工业总产值数据来自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全国第三次工业普

查结果表明 :乡镇企业局的农村工业总产值数据高估了 18000 亿元 (1995 年) ,占全部农村工业总

产值的 40 %。因此 ,工业普查之后 ,国家统计局将 1991 —1994 年的工业总产值做了向下调整。调

整比率如下 :

表 3 　1991 —1994 年工业总产值数据的调整比率

年度 1991 1992 1993 1994

调整比率 ( %) 517 617 811 818

　　注 :本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1995》和《中国统计年鉴 ,1996》

中的“各种经济类型工业企业单位数和总产值”表计算。

　　利用中国统计年鉴、工业统计年报和第三

次工业普查资料可以计算出 1991 —1997 年农

村工业中的乡办、村办、农村合作经营和农村个

体 (为简便起见 ,我们以下简称这四部分为农村

工业)工业总产值合计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

重如下 :

表 4 农村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年度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比例 ( %) 2810 3215 3613 4318 3317 4412 4518

　　注 :表中 1991 —1994 年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1995》中的“各种经济类型工业企业单位数和总产值”表计算 ;1995 年数据根

据《1995 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 ,国有·三资·乡镇卷》中的“全部乡镇工业企业和生产单位基本指标”表计算 ; 1996 和

1997 年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1998》中的“各种经济类型工业企业单位数和总产值”表和《工业统计年报 ,1996》、《工业统计年

报 ,1997》中的“全国城乡合作经营工业和城乡个体工业主要经济指标”表计算。

表中的比重 ,1991 —1994 年是第三次工业普查前的比重 ,1995 年是第三次工业普查的比重 ,

1996 和 1997 年是工业普查之后工业统计的比重。从表中可以看出 ,普查年度的比重较低。普查

年度之前的比重较高的原因是农村工业总产值中的水分没有扣足。① 普查之后比重的反弹 ,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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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主要是农村工业总产值中的水分造成的 ,因为农村工业的发展不可能出现如此大的跳跃。据此

分析 ,我们假定 ,1996 和 1997 年农村工业总产值中所含水分的比例与 1994 年大体相同。因此 ,与

1994 年一样 ,我们将 1996 和 1997 年全部工业总产值向下调整 818 %。于是 ,1991 —1997 年 ,全部

工业总产值的下调比率为 :

表 5 　 1991 —1997 年工业总产值调整比率

年度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调整比率 ( %) 517 617 811 818 010 818 818

　　为简便起见 ,我们假定在这一时期增加值率的变化不大 ,因此我们将工业增加值做同比例下

调。这一调整所引起的工业增加值调整量以及对同一时期 GDP 的影响情况如下 :

表 6 　 工业增加值的调整对 GDP 的影响

年 　度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工业增加值调整比率 ( %) 517 617 811 818 010 818 818

工业增加值调整量 (亿元) 46110 68911 114516 170316 010 255913 279412

GDP 调整比率 ( %) 211 216 313 316 010 318 317

　　注 :本表第 2 行数据根据表 7 和本表前面的假定得出 ;第 3 行数据等于第 2 行数据乘以相应年度的工业增加值 ,后者取自《中

国统计年鉴 ,1998》;第 4 行数据等于第 3 行数据除以相应年度的 GDP ,后者取自《中国统计年鉴 ,1998》。

本表的计算结果表明 ,如果扣除工业增加值中的水分 ,那么 ,1991 —1997 年 , GDP 总量年平均

将下调 217 % ,其中 1996 年的下调比例最大 ,为 318 % ,1995 年 (普查年度)没有调整。

五、农业统计

全国农业普查结果表明 ,经常性牧业统计中的肉类产量高估了 2210 % ,猪、牛、羊存栏头数分

别高估了 2017 %、2111 %和 2118 % ①,因而高估了猪、牛、羊产值 ,我们假定其产值高估了 20 %。据

了解 ,猪、牛、羊产值占牧业产值 70 %左右。我们假定 1991 —1997 年 ,肉类产量和猪、牛、羊存栏头

数高估的比例相同 ,猪、牛、羊产值占牧业产值的比例和农业增加值率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那么 ,

剔除猪、牛、羊产值的水分对牧业产值、农业产值、农业增加值和 GDP 的影响情况如下 :

表 7 猪、牛、羊产值的水分对牧业产值、农业产值、农业增加值和 GDP 的影响

年度

1

猪牛羊产值

调整比例 ( %)

2

牧业产值

调整比例 ( %)

3

农业产值

调整比例 ( %)

4

农业增加值

调整比例 ( %)

5

GDP 调整比例

( %)

6

1991 20 14 317 317 019

1992 20 14 318 318 018

1993 20 14 318 318 018

1994 20 14 412 412 018

1995 20 14 412 412 019

1996 20 14 412 412 019

1997 20 14 413 413 018

年平均 20 14 410 410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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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本表第 2 列数据是根据农业普查结果和本表前面的假定确定的 ;第 3 列数据等于第 2 列数据乘以 70 % ;第 4 列数据等于

第 3 列数据乘以相应年度的牧业产值占农业产值的比重 ,后者取自《中国统计年鉴 ,1998》;第 5 列数依据本表前面的假定得出 ;第

6 列数据等于第 5 列数据乘以相应年度的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 ,后者取自《中国统计年鉴 ,1998》。

本表的计算结果表明 ,如果扣除农业增加值中的水分 ,那么 ,1991 —1997 年 , GDP 总量年平均

将下调 018 %。

六、GDP 数据的变动

前几部分的数据调整对 GDP 数据的影响情况可汇总如下 :

表 8 　 GDP 数据的调整

年度

1

现行 GDP(按当

年价格计算)

(亿元)

2

住房服务

调整 ( %)

3

财政补贴

调整 ( %)

4

企业内部福利

服务调整 ( %)

5

农村工业

调整 ( %)

6

农业调整

( %)

7

调整比例

合计 ( %)

8

调整量

合计

(亿元)

9

调整后 GDP(按

当年价格计算)

(亿元)

10

1991 2161718 313 210 018 - 211 - 019 311 67012 2228810

1992 2663811 313 114 018 - 216 - 018 211 55914 2719715

1993 3463414 313 110 018 - 313 - 018 110 34613 3498017

1994 4675914 313 017 018 - 316 - 018 014 18710 4694614

1995 5847811 313 016 018 - 010 - 019 318 222212 6070013

1996 6788416 313 016 018 - 318 - 019 010 010 6788416

1997 7477214 313 016 018 - 317 - 018 012 14915 7492119

年平均 313 110 018 - 217 - 018 115 59017

　　注 :表中第 2 列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 ,1998》;第 3 列数据由本文居民住房服务部分确定 ;第 4 列数据取自表 2 第 3 列 ;第 5

列数据由本文企业内部的福利性服务部分确定 ;第 6 列数据取自表 6 第 4 行 ;第 7 列数据取自表 7 第 6 列 ;第 8 列数据为第 3 —7

列数据合计 ;第 9 列数据为第 2 列与第 8 列数据之积 ;第 10 列数据为第 2 列与第 9 列数据之差。

从表中可以看出 ,1991 —1997 年 , GDP 总量年平均上调了 115 % ,调整幅度较小 ,其原因是 ,各

项调整比例都不很突出 ,并且既有上调部分也有下调部分 ,一部分上调比例被下调比例所抵消。

本文对 GDP 数据的调整比例不仅大大低于世行的 3413 % (许宪春 ,1999a) ,也明显低于麦迪

森教授的 1013 %(许宪春 ,1999b) ,说明中国 GDP 数据的低估程度远没有世界银行和麦迪森教授

估算的那么大 ,中国 GDP 总量数据较好地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规模。

目前 ,中国正在进行企业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医疗制度改革 ,这些改

革将逐步减少和消除导致 GDP 总量数据低估因素的影响。同时 ,中国统计制度的改革和逐步完

善 ,也将逐步减少和消除导致 GDP 总量数据高估因素的影响 ,中国 GDP 总量数据将能更加准确地

反映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规模。

本文的研究是初步的 ,所得出的结论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 ,尚不足以作为调整中国 GDP 数

据的依据。其目的只在于提出问题 ,引起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和实际工作者的注意 ,开展深入的理论

研究和实践探索 ,完善中国的 GDP 核算 ,使之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 ,

为宏观经济分析和管理提供更加准确的数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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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Phenomenon as“Cheap Sale and

Expensive Buy”in China’s International Cotton Trade

L u Feng

This paper provide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cotton trade performance for 10 biggest countries and re2
gions during a period of 20 years starting from 1978. Strong evidences show that China’s cotton trade

sells cheap and buys dearly ,i. e. China usually takes a position as a net cotton exporter and exports

more while the world market cotton price is relatively low and acts as a net importer and imports more

while the price is high. This inefficient t rade pattern is mainly caused by a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the system of state monopoly and price intervention on cotton amplifies the fluctuation of domestic de2
mand for and supply of cotton ,leading to the unusual large fluctuation in cotton stocks and trade for

China. A complete market reform for China’s domestic cotton dist ribution system is therefore a critical

condition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in its cotton trade sector.

A Study of Some Problems in China’s GDP Accounting

X u Xianchu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ain problems on China’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 GDP) accounting : house2
hold dwellings services , subsidies ,welfare services within enterprises , rural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and measures their effects on GDP in quant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although these prob2
lems have some effects on the st ructure of China’s GDP ,but their effects on the aggregate of China’s

GDP are small. Therefore ,the aggregate of China’s GDP reflects its real cconomic growth.

The Impact of the Structure of China’s Industrial

Enterprise’s Ownership on Its Eff iciency

L i u Xiaox uan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third national census of China in 1995. More than 20 industries

with the competition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170000 enterprises f rom 50000 enterprises as a whole

are selected to measure and compare their efficiency. In the main analysis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model

and OL S methods were adopted to measure the impacts of the ownership and the subordinated relations

on the enterprise efficiency. In the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ownership it was found that the pri2
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