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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集中讨论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估算中存在的问题。由于历史原因和服

务业本身的一些特点 ,我国现价服务业增加值被严重地低估了 ,服务业增长率计算也可能

存在着偏差。对服务业增加值的以往研究均受到基础数据的限制而未能根本地解决这些

问题。服务业统计核算的缺陷严重地阻碍着经济分析和经济决策。因此 ,改善我国服务

业统计核算是当务之急。从长远的角度来说 ,服务业增加值核算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统计调查的完善。但是 ,在现有的条件下 ,仍然有很大的改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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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在实行价格指数缩减后是否继续高估 ,主要取决于来自地方政府和统计部门的数据对实际经济的

高估程度是否愈来愈大。

一、引言 :从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低估中提出的问题

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的高估和服务业增加值绝对水平的低估 ,是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存在的两个最严重的问

题。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比较充分的讨论 ,并将得到有效的解决。其原因有两个 :一是非官方研究和测算已经

提供了较为理想的不变价工业增加值 (Szirmai and Ren ,1995 ;Wu ,2002) ,二是官方工业不变价增加值的计算方法将

要由传统的“不变价”改为用价格指数缩减的方法 ,这将使工业不变价增加值的官方测算发生质的改善。①工业增

长速度高估的弊端之所以能够得到改善原因也有两个 :其一 ,公众对工业统计的强烈关心 ,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

力 ;其二 ,我国传统上重视工业的统计制度为工业历史数据的重新估算提供了所需最小限度的数据资料。

与工业增加值核算的进步相比 ,服务业增加值低估问题得到的改善程度甚微。可以说 ,在改革开放的 20 多年

里 ,服务业增加值的估算问题得到改善只有一次 ,那就是国家统计局根据首次第三产业普查的结果对服务业增加

值进行的一次性全面上调 (许宪春 ,1999 ,第 10 章) 。尽管如此 ,导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低估的两个弊病 ,即核算范

围不全和服务计价过低的问题 ,仍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更为遗憾的是 ,对该问题虽然有过一些非官方的研究 ,

但没有像处理工业增长速度那样 ,对服务业增加值提出一个较官方统计更理想的估算值。民间研究的“失败”主要

是因为缺少测算所需要的最小限度的数据资料。

服务业增加值的低估无疑给经济分析和经济决策带来一定的障碍 ,其中最典型的一例是两年前学术界对第三

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及其缩减指数的争论。20 世纪整个 90 年代 ,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的缩减指数是三个产业

中上升最快的 ,但与此相反 ,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却是三个产业中最低的。有人把服务业成长的相对滞后

归咎于政府的管制。由于政府对教育、通讯、运输、金融等绝大多数服务业实行严格的管制 ,这些服务的供给满足

不了日益扩大的需求 ,最终导致服务业的缩减指数较其他行业上升得快。对服务业增加值的缩减指数和增长速度

之间的背离 ,更有一些人从统计上找原因 ,或者在强调政府管制阻碍了服务供应的同时 ,又找统计数字上的原因

(许宪春 ,2000a) 。统计原因之一是 ,在工业和服务业中 ,对现价增加值进行缩减计算是不均衡的。也就是说 ,现行

的不变价计算方法在高估了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的同时 ,相应地低估了工业缩减指数。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服务

业不变价增加值的计算没有任何问题 ,相对于工业来说 ,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也会低估 ,而缩减指数则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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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从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 ,1990 —1997 年工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是 1610 %和 1211 % ,二

者的缩减指数在 1997 年分别为 16712 和 20912 (以 1990 年为 100) 。这一结果和上面所讨论的 20 世纪 90 年代服务

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和缩减指数的上升幅度之间的关系是一致的。但是 ,如果使用伍晓鹰对工业增长速度的估计

的话 (Wu ,2002) ,结论大不相同。此时 ,工业增长速度和缩减指数分别变成 1211 %和 21217。这样一来 ,一方面工业

的增长速度明显降低 ,与服务业持平 ,另一方面 ,变化最大的是工业增加值的缩减指数大大提高 ,且高于服务业。

因此 ,相对于其他行业 ,人们所关注的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相对偏低而缩减指数相对偏高的现象 ,很可能是由

于增加值的估算方法不当造成 ,而不是这段时期内我国经济生活中实际发生的。这个例子充分地显示了数据对分

析结果的影响之大。

本文下面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节讨论服务业增加值低估的两个主要因素 ,即核算范围不全和部分服务计价

过低。第三节介绍有关对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的非官方研究及其结果 ,并评价其进展和不足。第四节通过仔细检讨

一些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有关第三产业数据得到的分析结果 ,讨论这些分析结果是如何受数据影响的。最后第

五节就如何改善我国服务业增加值核算提出我们的建议。

二、服务业增加值低估原因的剖析

导致服务业增加值绝对水平低估的因素主要有两个 :核算范围的不全和部分服务业计价过低。

顾名思义 ,核算范围不全是指本应统计的东西却在核算过程中漏掉了 ,使得核算结果只能包括整个服务活动

的一部分 ,最终导致服务业增加值的低估。World Bank (1992) 列举的统计范围不全或者没有被统计的服务主要有

农村服务 (尤其是由农村个人提供的运输服务) 和城市中大量农村人口提供的服务 (如鞋匠、保姆、饮食摊贩等) 。

但是 ,服务业统计范围不全决不限于这些零散的和主要由个人提供的服务。统计范围上的缺陷几乎存在于所有的

服务 ,尤其是那些改革开放后新兴的服务 ,如律师和会计师服务、上网服务、证券服务、私人提供的教育服务等等。

这并不是说这些新兴服务业增加值的全部都被统计遗漏了 ,而是说由于没有系统和完整的统计 ,统计范围不全问

题的严重存在是不可否认的。

桑拿、歌厅以及摊贩等服务 ,具有零散、甚至某种非法性等特征 ,被称为未观察经济 (non2observed economy) ,目

前统计没有计算其增加值 ,或者只计算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联合国统计署修订的 1993 年 SNA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要求对该类未观察经济也要计算其增加值。因此 ,我国国民经济核算未来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计算未

观察经济的增加值。

服务业计价过低也是导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低估的一个重要因素。最典型的例子是单位提供给职工的住房

的房租过低 ,接近免费。这是我们房地产业增加值严重低估最主要的原因。在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的估计多采用收

入法的情况下 (参见表 1) ,服务业计价过低对该行业增加值低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劳动力价格 ———工资的低估

导致了服务业增加值的低估上。按收入法计算的增加值包括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固定资本折旧和生产税净额

四个部分。其中 ,工资是最大的一部分。不仅如此 ,服务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劳动者报酬在增加值中占的比

重较其他行业更高。显而易见 ,如果劳动者报酬被低估的话 ,整个增加值也会被低估。①

由于大量难以统计的灰色收入存在 ,低估劳动者报酬的情形存在于很多服务行业 ,但是低估程度最大的可能

是教育服务和医疗服务。教育行业劳动者收入的低估与近年来教师收入的多样化和民办教育的兴起有着直接的

关系。随着教师收入来源的逐步多样化 ,除由国家支付的固定工资外 ,兼职收入、讲课收入、项目收入、办班收入以

及基于学生收费而增加的收入等均成为教师的重要收入来源 ,而且在很多情况下 ,工资收入在整个收入中所占比

重很低 , 工资外收入所占的比重很高。对如此名目繁多的各项收入 ,我国现行的统计调查能够准确把握的只有由

国家财政负担的教职工工资。其他收入项目中 ,除了研究人员从国家资助项目 (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社科

基金项目等)得到的项目收入 (该收入可以从国家财政决算资料中取得)以外 ,在统计上几乎无法把握 ,或者不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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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工资收入的低估导致增加值低估的一个例外是 ,在赢利性服务业 ,如果工资收入和收入法增加值中其他三个构成要素存

在相互抵消的关系时 ,工资收入的低估并不影响增加值。例如 ,企业在进行收入分配时可能通过降低劳动者工资来增加营业盈

余。如果这样的话 ,工资低估只是增加新创造价值中对资本的分配比例 ,同时降低对劳动的分配比例 ,但并不影响增加值的绝对

额。但是 ,我们将在本文讨论的正式工资以外的隐型收入 ,以及企业为了逃税而以非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劳动者的收入 ,均不和增

加值的其他构成要素存在相互抵消关系。



行全面的把握。除了由国家提供以外 ,教育服务同时由民间机构来提供 ,尤其是在初等教育服务上 ,由民间提供的

比重逐步增大。由于民办教育以盈利为目的 ,增加值中除劳动者报酬以外 ,营业赢余亦是增加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

但是由于我们缺乏把握民办教育的统计手段 ,该行业增加值的全部 ,或者说绝大部分不能计入到教育的增加值中

来。

表 1 我国服务业所属 12 个行业产出、增加值核算方法以及实质化方法

号码 行业 生产法 收入法 实质化方法

1 农、林、牧、渔服务业 # 单缩法。价格指数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服务项目总指数

2 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 # 单缩法。价格指数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服务项目总指数

3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 ,

通信业

# # 外推法。所使用的物量指数如下 :

　交通运输和仓储业 # # 　客货换算总周转量指数

　邮电通信业 # # 邮电通信业务总量指数

4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 # 单缩法。价格指数使用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5 金融、保险业 # # 单缩法。价格指数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

格指数的加权平均数 ,权数分别是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

居民消费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

6 房地产业 # # 房地产业增加值所含四部分实质化方法分别是 :房地产开发

业增加值使用房地产价格指数中的房屋销售价格指数缩减 ;

房地产管理业增加值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缩减 ;新增居民

自有住房折旧利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缩减 ;原有居民自

有住房折旧的不变价等于前期不变价折旧扣除退役的自有住

房折旧。

7 社会服务业 # 单缩法。价格指数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服务项目所包含

的交通费、洗理美容费、修理及其他服务费三项价格指数)

8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 单缩法。价格指数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服务项目所包含

的医疗保健服务费价格指数

9 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 ,

电影电视业

# 单缩法。价格指数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服务项目所包含

的文娱费、学杂保育费价格指数

10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

务业

# 单缩法。价格指数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服务项目总指数

11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

会团体

# 单缩法。价格指数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服务项目总指数

12 其他行业 # 单缩法。价格指数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服务项目总指数

　　注 :该表根据许宪春 (2000b)第 2 章和第 4 章作成。生产法中“# ”表示该行业使用生产法计算增加值 ,收入法中“# ”表示该行

业的增加值是用收入法计算的。

在增加值的计算上 ,医疗行业和教育行业的情况可以说是完全相同。与一些先进国家不同 ,我国医生与其他

职业相比较 ,工资明显偏低。这种相对偏低的工资收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补偿 ,“红包”是其

中之一。正常的入院费、手术费对患者来说只是医疗费的一部分 ,而另外支付给手术医生、麻醉医生等的费用是患

者支付费用的重要组成部分。患者的这部分支出是医生收入来源的一部分 ,而对这一部分收入的核算 ,统计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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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无能为力。

核算范围不完整和部分服务计价过低 ,直接导致了低估我国按现价计算的服务业增加值 ,但是其影响并未就

此结束。按不变价计算的服务业增加值及其增长速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因为我国第三产业的多数行业采

用缩减指数法计算不变价增加值 (表 1) ,也就是说 ,不变价增加值是由现价增加值除以价格指数得到的。因此 ,现

价增加值的低估直接导致不变价增加值的低估 ,而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是被低估了还是被高估了 ,则完全取

决于低估部分对现价增加值的比例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如果该比例逐年增加的话 ,那么增长速度会低估。反

之 ,如果服务业的统计范围逐年得到改善的话 ,那么增长速度会被高估。而被低估的服务业增加值对已经统计上

来的增加值的比例是逐年增加 ,还是逐年降低的呢 ? 现有的资料和研究结果还不足以让我们准确地做出判断。因

此 ,我们也无法知道目前官方公布的数字是高估了还是低估了服务业的增长速度。这一点与工业截然不同。

既然核算范围不完整、部分服务计价过低以及劳动者工资收入低估是造成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低估的统计因

素 ,那么 ,这些统计上的缺陷又来源于何处呢 ? 服务业统计上的缺陷部分来源于服务本身所具有的特性 ,部分来源

于我国长期的统计实践。服务业本身包括众多非同质行业 ,规模小 ,家庭经营比重大 ,政府和民间非赢利组织参与

程度高 (如教育、医疗等) 。服务业所具有的这些性质不仅使得在统计上全面地把握该行业相对困难 ,同时由于大

量服务不通过市场进行提供 ,导致增加值计算不可避免地包含复杂的甚至不切合实际的虚拟计算 (imputation) 。同

一服务只是因为提供者不同 ,增加值的计算范围和计价方式也不完全相同。①

导致服务业统计存在严重缺陷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国统计调查制度对服务业统计的相对忽视。应当说 ,对服

务业统计的忽视在世界各国是个普遍现象 ( Griliches ,1994 ,第 14 页 ;沟口 ,1979 ,第 29 页) 。这一点主要根源于现行

的统计调查制度是在服务业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尚低的早期建立起来的。经济发展早期 ,农业在整个经济中占

绝对的地位。其后 ,以工业的迅速发展为标志的工业化是现代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特征 ,而服务业被看成是随着经

济发展自然而然增加其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行业 ,把服务业误认为从属于其他行业的观念无疑加剧了统计调查中

对服务业的忽视。但是 ,我国对服务业统计的忽视达到了极端的地步 ,其直接原因是我国长期使用物质产品体系

(MPS)来进行国民经济核算。在物质产品体系下 ,服务业的绝大部分被认为是非生产性的 ,从而被排除在核算对象

以外。由于我国建国以来长期使用 MPS计算总产值和国民收入 ,对服务业没有系统和定期的统计 ,服务业增加值

的估算缺少最小限度的数据资料。为了改善服务业统计 ,我国在 1993 - 1994 年期间实行了建国以来第一次第三产

业普查 ,并决定每 10 年进行一次 ,这无疑对改善我国服务业统计起了和即将起到重大的作用 ,但是由于普查的频

度低 ,两次普查之间间隔时间长 ,服务业核算中存在的基础数据缺乏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服务业增加值的低估问题被普遍认为是我国服务业核算的主要问题 ,甚至是惟一的问题。现实是否如此呢 ?

当服务业增加值低估问题被解决之后 ,我国的服务业核算是否就不存在问题 ,或者就不存在特别的严重问题了呢 ?

回答是否定的 ,其原因是服务业不变价增加值的估算是极其困难的。

服务不变价增加值计算的困难来自于服务本身固有的特征。与有形的产品 (goods) 不同 ,对于大多数服务 ,人

们还找不到一个合适地测量其数量的物理单位 (physical unit) ,没有物理单位 ,就难以定义价格 ,进而无法编制准确

的价格指数和数量指数 ,不变价增加值也由此难以计算。尽管目前许多国家 ,包括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使用价格

指数缩减的办法来计算服务业不变价增加值 ,但是所使用的价格指数均存在明显的缺陷。这一点在世界各国都是

共同的 ,下面通过对我国例子的讨论来进一步理解这一点。

和有形商品不变价增加值的计算方法相同 ,计算服务的不变价增加值有两种方法 :利用数量指数的外推法和

利用价格指数的缩减法。在我国 ,服务业不变价增加值的计算除运输通信业以外 ,均采用缩减法 (表 1) ,使用的价

格指数和其他使用缩减法的国家亦没有实质性的差异。从表 1 中可以看到 ,计算批发零售业不变价增加值使用的

是批发零售业所买卖商品的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加权平均被用来估算金融

保险业不变价增加值。医疗卫生业使用的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服务项目所包含的医疗保健服务费价格指数。

这些价格指数之所以被使用 ,只是因为目前没有其他更好的价格指数可以采用 ,并不是因为它们能够准确地反映

这些服务的价格变化。计算批发零售业不变价增加值时之所以采用该行业买卖商品的价格指数 ,是因为不能合理

地编制批发零售服务的价格指数。商品价格本身的变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把这些商品从生产者手中批发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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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收入法计算的教育、医疗保健服务的增加值 ,由民间提供的包括营业盈余 ,而由政府和民间非赢利组织提供时则不包括

营业盈余。



售到消费者手中所提供的流通服务的“价格”变化值得怀疑。近年来 ,计算机以及其他高科技产品价格下降幅度较

大 ,但是很难说计算机的流通服务的“价格”随之同时和同比率地下降。这种情况下 ,用计算机的价格变化来估算

计算机流通服务的不变价增加值 ,计算机流通服务就不可避免地被高估。相反 ,对于那些价格上升幅度比较大的

商品 ,该商品的价格变化会低估该商品流通服务的实质增长。最后 ,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缩减得到的整个批发零

售业不变价增加值 ,是低估了还是高估了该行业的增长速度 ,我们就无法知道了。

和流通服务一样 ,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缩减金融保险业现价增加值 ,以取得该

行业的不变价增加值的做法 ,同样是因为没有合适的金融和保险服务的价格指数。在这里之所以使用二者的加权

平均是因为金融保险服务的一部分提供给居民 ,形成居民消费 ,另一部分则是提供给企业 ,成为固定资产形成的一

部分。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缩减金融保险业增加值的做法暗含着这样的假定 ,即提供

给居民的金融保险服务的价格变化与整个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相等 ,提供给企业的金融保险服务的价格指数等于整

个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这种严格的假定是否成立值得怀疑。

与批发零售业和金融保险业不同 ,医疗卫生业不变价增加值的计算使用了医疗卫生服务“本身”的价格指数 ,

由此得到的医疗服务业不变价增加值也许被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其实不然 ,这里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① 第一 ,根

据国家统计制度 ,医疗保健服务价格指数包括挂号费 (普通门诊 ,次) 、注射费 (肌肉注射 ,次) 、手术费 (次) 、住院费

(天) 、检查费 (次) 、理疗费 (次) 6 项 (国家统计局 ,1999 第 599 页) ,该 6 项费用占居民整个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支

出的比重有多大是个重要问题 ,比重过小会影响价格指数的代表性。第二 ,编制医疗保健服务价格指数采用的物

理单位是“次”和“天”等 ,这些单位几乎不能作为衡量医疗服务的物理单位。因为医疗服务 (其他服务基本相同) 的

“个性”特别强 ,没有两次手术是完全一样的。因此用“次”或“天”作为测量医疗服务的物理单位来计算价格指数 ,

必然会把由于纯粹价格变动以外的因素所造成的价格变动全部包括到价格指数当中 ,而由于纯粹价格变动以外的

因素引起的价格变动是不应当包括在价格指数中的。第三 ,现行的医疗保健服务价格指数很可能没有对医疗服务

质量的变化进行调整。很多服务的质量随着技术进步等其他原因而不断地改善 ,有时服务质量的改善伴随着成本

的上升 ,进而带来价格的上升。伴随质量的改善所带来的价格上涨是不应当计算到价格指数当中去的。在编制服

务价格指数时 ,如何对服务质量改善进行调整是各国价格指数编制工作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对质量改善不作任何

调整必然会高估服务价格的上升 ,低估服务实质增加值的增长。

单就服务业不变价增加值估算中存在的问题来说 (除现价增加值低估以外) ,我国并不比其他国家严重多少 ,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不变价增加值的计算方法 ,尤其是计算不变价增加值时所使用的各种价格指数不做

任何的改进努力。对各类价格指数的详细检讨 ,估计其对服务业增长率可能产生的偏差 ,以及尝试不同的方法来

估算服务业不变价增加值等努力不但是必需的 ,同时也是可能的。

三、对服务业增加值低估的以往研究的评述

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过高估计问题一样 ,对服务业增加值低估问题也有大量的研究和估算。不同的是 ,

这些研究没有像对工业增长速度高估的研究那样 ,成功地给出一个比官方统计更好的估算值来。如上所述 ,导致

这种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 ,缺少服务业增加值计算所需要的最基本数据资料。

在我国 ,服务业增加值低估问题很早以前已经被意识到 ,至少在一些专家之间早已有共识。但是对该问题进

行了全面、系统讨论的是 World Bank (1992) 。该报告是世界银行考察团在中国进行实地考察以后写成的 ,它对中国

统计制度的现状和问题作了全面的介绍和论述 ,其中包括对服务业增加值低估及其原因的讨论。核算范围不全和

部分服务定价过低导致了中国服务业增加值低估的假说 ,第一次在这里得到了全面的论述。但是此项研究没有对

中国服务业增加值进行重新估计。

对中国服务业增加值第一次进行重新估计的是 Keidel (1992) ,他把 1987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上调 55 % ,其后 ,

Keidel (1994)把上调幅度降低到 34 %。34 %的上调包括 116 %的一致性调整、1117 %的范围调整和 1813 %的估价调

整。② 这里的估价调整不是直接针对上面提到的部分服务定价过低所做的调整 ,而是针对我国不合理的相对价格

(各行业间的相对比价)而进行的调整。调整的行业不仅仅限于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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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 Keidel 对中国 GDP 进行向上调整时存在的问题 ,参见许宪春 (1999)第 25 章。

这几点不同程度地在我国目前用来计算不变价服务业增加值的其他价格指数 (见表 1)时也成立。



现有研究中对服务业增加值进行大幅度调整的另一个研究是Maddison (1998) 。该研究的调整对象是整个非物

质生产部门。在缺少精确调整所需要的原始数据的条件下 ,他采用比较简单的调整方法。① 首先将国家统计局估

计公布的 1987 年非物质生产部门增加值上调 1Π3 , ② 然后用非物质生产部门从业者人数的增长率外推出 1987 年以

外年份该行业的增加值。Maddison 对非物质生产部门增加值调整使用的是外推法 ,该种方法只是估算非物质生产

部门不变价增加值 ,而不涉及现价增加值。另外 ,用从业者人数的变化外推 1987 年以外的不变价增加值 ,实际上从

定义上否定了非物质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其结果是 ,如果我国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是一直上升

的话 ,Maddison 的估计将高估 1987 年以前增加值 ,低估 1987 年之后的增加值。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 ,第三产业

在整个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在 1987 年以前被高估 ,而之后被低估。相反 ,如果我国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

率是一直下降的 ,将会得到相反的结果。Maddison 拒绝接受国家统计局估计数据所显示的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较

高增长率的结果 (Maddison , 1998 ,第 151 页)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所计算的第三产业中各行业劳动生产率 ,

除“其他”行业以外 ,20 世纪 90 年代均呈现正增长的趋势 ,有些行业的增长率很高 (表 3) 。我们不能说此结果完全

不受数据准确性的影响 ,但是从中找出使劳动生产率高估的因素也是不容易的。③

使用从业者人数的变化趋势估计第三产业的不变价增加值的作法不仅在数量经济史研究中常见 ,而且在一些

国家 (包括一些 OECD 国家)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中也可以看到。这样作法主要是出于计算服务价格指数困难 ,而

不是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真的保持不变。有关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研究显示该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上升的

(Fuchs ,1969 ,第 10 页) 。另外 ,在使用价格指数缩减计算第三产业不变价增加值的国家中 ,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也

呈现上升趋势 ,这一点至少在战后的日本成立。如果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也是一直上升的话 ,那么由 Maddison

估计得到的 20 世纪 90 年代第三产业增加值在整个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下降的结论 (由 1989 年的 3114 %下降到

1995 年 2919 %)更大可能是由于他的假定条件造成的。

最后 ,应当提请注意的是 ,即使用从业者人数的变动外推整个服务业不变价增加值 ,也可以有两种作法。一种是

对整个服务业一次性外推 ,取得整个服务业的不变价增加值。另一种是首先对整个服务业所属各个小行业分别用从

业者人数变动外推 ,然后再把各个小行业的外推结果加总得到整个服务业不变价增加值。前一种方法完全排除了整

个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可能。但是后一种仍然保留了整个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变动的可能。因为整个服务业劳

动生产率等于其所属各个小服务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 ,权重为各小行业从业人员在整个服务业中的比重。因

此 ,即使各个小服务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 ,如果劳动生产率高的小行业在整个服务业中的就业比重上升的话 ,

整个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也会上升。Maddion 对我国非物质生产部门增加值的估计使用的是前一种方法。

与 Keidel 和 Maddison 的调整不同 ,许宪春、李文政 (1998)针对服务业中的一个小行业 ———房地产业的增加值核

算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该研究不仅对现行的房地产增加值核算中存在的核算范围不全和房屋租金低估等问题进

行了充分讨论 ,而且对 1996 年房地产增加值给出了三种不同的估计值 ,并进行了比较。考虑到服务业包括种类繁

多的小行业 ,每一小行业相差较大的特点 ,对于不同行业使用不同的方法来估计不变价增加值 ,或者说 ,对服务业

所属各个行业分别进行独立的调整比对整个服务业进行一次性调整 (如 Maddison 所做的) ,其收获可能更大。这也

是我们今后在估算我国服务业增加值时一个应当遵循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 ,许宪春、李文政的研究 (1998)是一

个非常好的例子。

最后必须提到的是 ,国家统计局对已经公布的第三产业增加值也曾经进行过调整和修正 ,该调整是根据第三

产业普查结果进行的 ,调整结果反映在《中国统计年鉴》1995 年版上。因此 ,把该年鉴的 1994 年版和 1995 年版进行

比较可以了解调整的方向和幅度。调整追溯到 1978 年 ,其中主要对商业和非物质生产部门进行了调整 ,前者的上

调幅度为 60 %左右 ,后者的上调幅度因年份不同而不同 ,大致在 10 % —20 %左右 (许宪春 ,1999 ,第 10 章) 。

四、服务业增加值低估对经济分析的影响

使用服务业增加值官方数据所进行的经济分析 ,其结果均受数据不完善的影响。在第一节 ,我们已经观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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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劳动生产率是不变价增加值和从业者人数的比率。因此引起劳动生产率高估的可能性只有两种 ,一是分子的不变价增

加值逐年高估 ,二是分母的从业者人数逐年低估。但是没有有力的证据证明这两种可能的发生。

这里的 1987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官方估计值已经是国家统计局根据三产普查结果上调了的数据。

详见 Maddison (1998) 156 页 Table C. 2 注释的最后一段。



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偏低 ,缩减指数上升幅度偏高的现象 ,并简单地讨论了该现象部分地是由于数据上的问

题所造成的。以下我们通过对使用官方数据所得分析结果的进一步观察 ,讨论服务业统计上的缺陷对经济分析结

果的影响。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以前 ,按现价计算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在整个国内生产总值

中的比重略有上升 ,此后持续下降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为止 (表 2)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逐渐上升 ,到 1990

年前后恢复到建国初期的水平 ,之后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 ,直到现在。按不变价计算的第三产业比重的变化趋势

略有不同。整个计划经济时期 ,除 20 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偏高以外 ,基本在 22 %到 23 %的范围内波动。改

革开放后 ,第三产业比重开始上升 ,1989 年达到最高点的 3013 % ,其后连年下降 ,等降至 1995 年的 26 %左右之后 ,

基本维持不变 ,直到现在。

表 2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 ( %)

年份
现价 不变价 (1987 年价格)

不变价 (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

按伍晓鹰估计计算)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52 5015 2019 2816 7211 819 1910 6710 1515 1716

1955 4613 2414 2913 6618 1215 2018 6117 1911 1912

1960 2314 4415 3211 4114 2919 2817 3413 4118 2319

1965 3719 3511 2710 5215 2410 2315 4810 3016 2115

1970 3215 4015 2413 4619 3114 2117 4312 3618 2010

1980 3011 4815 2114 3316 4317 2217 3119 4615 2116

1985 2814 4311 2815 3010 4214 2717 2915 4313 2712

1990 2710 4116 3113 2513 4419 2918 2613 4216 3110

1995 2015 4818 3017 1713 5519 2618 1814 5311 2815

1997 1911 5010 3019 1518 5719 2613 1816 5012 3111

2000 1614 5012 3314 1317 5917 2616

2001 1512 5111 3316 1311 6013 2616

　　数据来源 :现价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指数分别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年版 ,伍晓鹰估计工业增加值 (1987 年价格) 来自 Wu

(2002) 。

这样的观察结果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其一 ,如果舍弃中间变化 ,单就 20 世纪 60 年代初和现在比较的话 ,服务

业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在整整 40 年里基本保持不变。其二是按不变价增加值计算的第三产业比重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前半期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两个结论均不同程度地受到所使用数据的影响。经验显示 ,第三

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 ,无论用国内生产总值还是用从业者人数来衡量 ,有随人均收入的增长而上升的趋势。

这个一般性规律不仅在一国的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观测到 ,如果把不同人均收入国家进行比较也可以发现。

如果我们可以把这种趋势看成一般规律的话 ,那么上面的结果很可能是由于数据的问题所导致 ,而不是我国产业

结构的实际变化 ,或者至少可以说 ,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在过去近半个世纪基本保持不变的结论部分地受到该产

业增加值低估的影响。

与同等收入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 ,我国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现象是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低估的另一体现。世

界银行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高低把各国划分成低收入国、中等偏下收入国、中等偏上收入国和高收入国四种类

型 ,我国属于低收入国家 ,1996 年低收入国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平均值 ,包括中国和印度

在内是 37 % ,不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为 42 % ,我国和印度的比重分别为 31 %和 43 %(World Bank ,1998 ,第 180 - 183

页) ,我国比印度低 12 个百分点或者低将近 40 %。

再来看第二点 ,按不变价增加值计算的第三产业比重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半期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一结

果主要由数据问题造成。我们知道 ,工业不变价增加值是通过“不变价”计算得到 ,而第三产业中多数小行业的增

加值是通过价格指数缩减法计算的。工业增加值的现行计算方法高估了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 ,在其他条件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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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 ,工业在整个不变价增加值中的比重也不可避免地被高估。伍晓鹰 (Wu ,2002) 对工业不变价增加值的重

新估计被认为基本纠正了官方统计对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的高估 ,在此我们用伍晓鹰的估计值重新计算了国内生

产总值中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其结果是 ,第三产业的比重虽然在 1995 年出现明显的下降 ,但在 1990 年到 1997

年之间基本维持在 31 %左右不变 (表 2) 。

表 3 服务业各行业劳动生产率及其年平均增长率

劳动生产率 (1990 年价格 ,元) 年均增长率 ( %)

年份 1990 1995 2000 1990 —2000 1990 —1995 1995 —2000

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 3 ,51513 8 ,92514 13 ,36718 1413 2015 814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8 ,09512 11 ,06619 17 ,94510 813 615 1011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7 ,03416 6 ,68614 8 ,74910 212 - 110 515

金融、保险业 57 ,75817 66 ,35013 76 ,47616 218 218 219

房地产业 74 ,71519 86 ,47410 91 ,48713 210 310 111

社会服务业 5 ,93817 10 ,34114 11 ,62214 619 1117 214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3 ,49413 6 ,82418 8 ,86413 918 1413 514

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 2 ,89613 4 ,75010 7 ,28618 917 1014 819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5 ,03210 8 ,60213 15 ,04917 1116 1113 1118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5 ,35912 8 ,53117 11 ,59019 810 917 613

其他行业 32217 25113 29310 - 110 - 419 311

　　数据来源 :现价增加值、增加值指数以及从业人员数分别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年版。

利用官方公布的第三产业分行业增加值和从业者人数的数据进行行业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比较分析时得到

的结果 (表 3) ,也令人对所使用数据产生怀疑。其中最让人费解的是 ,金融保险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除了略高于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以及房地产业以外 ,远远地低于其他行业。这样的结果让人费解的原因是 ,过去的 20 年

里 ,金融保险业 ,尤其是金融业吸引了最高学历的人才 ,同时为了实现各分支机构 (如分行) 间或不同金融机构 (如

各银行)间的互联网 ,各大金融机构在通信设备上进行了大量的设备投资 ,这一切无疑给该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带来优势。因此 ,金融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大大低于第三产业的其他行业的统计结果 ,实在令人费解。

不可否认 ,导致金融保险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低的原因中 ,有非数据的因素。政府降低贷款利率 ,提高存款利

息 ,以及银行呆帐等等均可以减少该行业增加值 ,最终导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过低。但是 ,这些真的能够完全解释

金融保险业劳动生产率相对偏低的现象吗 ? 对此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五、改进我国服务业统计的两点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以知道 ,增加值的低估是我国服务业核算存在的主要问题 ,它来源于我国统计制度中的核算范

围不全和对部分服务计价过低两个弊端 ,而且低估的程度已经达到了影响经济分析结果可信性的地步。因此 ,为

了更准确地理解我国服务业 ,为了给政府决策和经济分析提供更加可靠的数据 ,改善我国服务业统计的工作势在

必行。关于如何改善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的核算 ,我们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第一 ,加强服务业的统计调查。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核算存在的最根本问题是缺少详细的原始资料 ,抽样调

查和普查是解决服务业统计资料薄弱的最有效手段。它不仅将从根本上解决核算范围不全的问题 ,同时对解决部

分服务计价过低和劳动者报酬统计遗漏等问题也将起着重大的作用。

不可否认 ,我国的服务业统计在改革开放之后得到了一系列重大的改善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 1993 年我国举

行了首次第三产业普查 ,并且确立了对第三产业进行定期普查的制度。① 1993 年第三产业普查缓解了服务业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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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对基础数据迫切需要的燃眉之急 ,大幅度地改善了服务业增加值的估算。今后 10 年一次第三产业普查也将会起

到同样的作用。但是 ,由于普查的频度低 ,两次普查之间相隔的时间长 ,以及中国经济结构正处于急剧变化时期等原

因 ,10 年一次的三产普查制度 ,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服务业增加值核算缺少基础数据的问题。通常情况下 ,从普查结

果得到关于结构和比率的数据在下一次普查之前被用于估算服务业的增加值。但是 ,由于我国经济变化的速度快 ,

这些数据很难准确地反映关于服务业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离普查年份越远 ,这一现象就越严重。

第二 ,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计算服务业中各个小行业的不变价增加值。在计算服务业不变价增加值尚不存在

较为理想的估算方法的情况下 ,同时使用不同方法测算服务业不变价增加值 ,可以避免某一种方法可能给服务业

增长速度带来的偏差。

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 ,因为多数服务不具有合适的数量单位 ,所以不能像有形商品那样 ,通过合理准确地定义

其价格以及编制价格指数来估计不变价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估算时用来缩减各服务业增加值的价格指数多

数是不妥当的。这一点在所有国家都如此 ,我国也不例外。目前 ,对于各种服务不变价增加值的估算 ,学者们进行

了大量的研究 ,并提出了许多和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核算原则不同的核算方法 ( Griliches ,1992 ;Berndt etc. ,1998) ,

同时进行了应用性的实证研究 ,但研究对象多为美国。应用这些新的方法对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进行尝试性的估算

是必要的 ,研究结果可以提供与官方估算相比较的估算结果 ,从而挖掘出现有服务业增加值估算可能存在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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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stimation of Value added of service sector in China

Yue Ximing & Zhang Shuguang
( Institute of Economic ,CASS)

This paper focus on estimation of value added of service sector in China. Value added of service sector in China has been signifi2
cantly underestimated due to historical reason and som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ctor. And growth rate of service sector’s val2
ue added is more likely biased. Pervious works made attempt to re2estimate valued added of service sector ,however ,without excep2
tion ,faced constraint of basic data required. The shortcoming of estimate of service sector’s value added seriously harms any eco2
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making that makes use of estimate of service sector. In the long run ,better estimate of service sector’s

value added in China mainly depends on improvement of statistics and surveys that designed to record many aspects of service sec2
tor ,under current condition ,however ,we still have a large room to improve estimates of service sector’s value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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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Opening B Shares Market to Domestic

Investors on Market Segmentation

Wu Wenfeng &Others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opening China’s B shares market to the domestic investors on the market segmentation between

A shares and B shar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no information diffusion between two markets before opening to domestic in2
vestors. After the event ,there are significant information spillovers from A shares market to B shares market. Compared with the no

information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A shares and H share (shares listed in Hong Kong) ,the event reduces market segmentation

between A shares and B sh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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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Small Demand2Management2Customized

Macroeconometric Model

Zheng Chao Yu
(School of Economics ,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hrough OLS estimating the standard IS2LM2AS model in 1981 —2001 ,this paper attempts to build a small2scale annual macro2
econometric model of China’economy2CMAFM model , which is orientated to support demand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historic

simulation of CMAFM model , the dynamic multiplier effects of China’s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ies are investigated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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