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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美经济规模的国际比较研究

任若恩!郑海涛!柏满迎"

摘!要!本 研 究 主 要 讨 论 中 国 与 美 国 的 经 济 规 模 比 较 问 题%本 研 究 以

"AAC年为基年#用生产法测算中美货币的双边购买力平价 !WWW"#并得到中国

国际可比的 L̂W%本 文 把 各 研 究 者 对 中 国 国 际 可 比 L̂W的 测 算 结 果 外 推 到

#$$M年#与其他估计相 比 较#本 文 对 中 国 国 际 可 比 L̂W可 能 提 供 了 一 个 更 合

理的估计%在#$$M年#中国国际可比 L̂W接近于美国的"1O#而中国的经济规

模也超过了日本%研究结果否定了所谓以"$$$美元为发展阶段划分的论断%在

某一年份中国可能具有 不 同 的 以 美 元 表 示 的 人 均 L̂W#如#MCD美 元 !#$$O年

美元"(C#O美元 !"A!M年美元"或"#M"美元 !"AD$年美元"%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通讯作者及地址&郑海涛#北京 航 空 航 天 大 学#@#O信 箱!"$$$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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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规模#国际比较#生产法

一!引!!言

本研究是关于中日经济规模国际比较研究 !任若恩等##$$C"的姊妹篇#
它们都是研究中 国 经 济 规 模 大 小 的 问 题#该 问 题 是 世 界 各 国 都 关 注 的 问 题%
这两篇研究论文力主以购买力平价 !W/0+&)R2W,;20W)0’14#缩写WWW"法来

研究中国与日本和美国的经济规模比较问题#以判断中国的经济规模在国际

上所处的位次%
本研究也是Q?’0-)’#柏满迎和任若恩在 )经济学 !季刊"*第#卷第M期

发表的 )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AD$+"AAA*以及余芳东和 任 若 恩 在 )经

济学 !季刊"*第M卷第O期发表的 )关于中国与8*%L购买力平价比较研究

结果及其评价*等研究的继续#前者为本研究的中美制造业比较提供了基础

数据#后者的结果可以用来与本研究的结果进行对比%
自从"AAC年开始#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上开始公布两种数据&按照汇率

法和按照WWW法计算的 L̂W%表"是#$$O年世界各国在两套方法下的 L̂W
排名%按汇率 法#中 国 排 名 第 六’而 按WWW法#中 国 排 名 第 二%由 此 可 见#
中国排名的变化一定与两种计算方法相关#并且从 L̂W绝对值来看#各国在

两种方法下的数值也相差很大%



M$!!! 经 济 学 !季 刊" 第!卷

表"!世界各国#$$O年 L̂W!前D名" !单位&百万国际美元"

位次 " # O M C ! B D

汇率法
美国 日本 德国 英国 法国 中国 意大利 加拿大

"$AMDCMB MO$$DCD #M$O"!$ "BAMDBD "BCB!"O "!OAC$# "M!DO"M DC!C#O

WWW法
美国 中国 日本 印度 德国 法国 英国 意大利

"$A#OOB! BMCD#"# OC!BD$M O$BD$#M ##A"$$B "!CM$"D "!"$CBA "C!OOO#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C#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注释&对中国的数据#根据#$$M年中国经 济 普 查 后 的 结 果 进 行 了 修 订##$$O年 的 L̂W经 修 订 后 提

高了"CNBE#本研究对世界银行的数据也进行了修订%

那么#这两种方法中哪种方法的结果更可信呢$汇率法中常用的 是 图 表

集法 !J13)R]21&,<,3,>4"%任 若 恩 !"AA!#"AAB"#柏 满 迎 !"AAA"#余 芳

东(任若恩 !#$$C"和徐滇庆(毕芸芸(于芳 !#$$M"都阐述 了 该 法 在 中 国

L̂W国际比较中产生的误导#后者还阐述了日本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国际经

济学界普遍认为#汇率法不适合作为 L̂W国际比较的方法%因为决定和影响

汇率变动的因素非常多#且汇率主要受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的影响#使得汇

率在一定时期 内 波 动 频 繁#且 变 动 幅 度 很 大%汇 率 经 常 处 于 变 幻 不 定 之 中#
汇率对相对购买力的偏离必然是一种常态%因而#汇率无法反映货币的购买

力平价#其比较结果也不能真实地反映各国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和差距%
为此#就应该考虑用WWW法来代替汇率法进行国际比较中的不同货币之

间的换算%它以WWW作为货币转换系数#对各国 L̂W进行重新估价#测算和

比较其实际物量规模和水平%目前#WWW法已成为国际比较的主流方法#该

方法对于反映各国的实际经济规模(实际收入以及衡量各国在世界上的实际

地位和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要对中国 L̂W水平进行国际比较也

应该采用WWW法%
本文就是用WWW法去研究中国以美元表示的 L̂W大小#以确定中国相对

美国的经济规模的大小%由于用WWW法进行 L̂W国际比较的首要问题是测算

WWW#所以本文第二部分主要介绍测算WWW的几种方法#包括由直接比较行

业WWW推算其他行业WWW的方法’第三节回顾 各 种 测 算 中 国 国 际 可 比 L̂W
的结果#并把相关研究结果外推到#$$O年#用于与本研究的结果进 行 对 比’
第四节利用 第 二 节 中 介 绍 的 方 法#计 算 生 产 法 下 的 中 美WWW#为 进 行 中 美

L̂W的比较做准 备’第 五 节 比 较 中 美 两 国 在"AAC+#$$M年 间 的 L̂W大 小#
并与第三节的已有结果进行对比’最后给出本文的结论%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撰写本文期间#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国经 济 普 查

!#$$M"数据#并根据普查结果修订了"AAO+#$$O年的 L̂W数据#但公布的

数据结构中仅涉及第一产业(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等四个部门%本研究

利用新修订的数据从如下三个方面修订了本研究结果&第一#修订了"AAC年

!基年"中美的经济总体WWW%由于细类行业的产业结构比例没有修订#所以

本研究没有修订OO个行业的WWW#而是利用 这 些WWW汇 总 得 到 四 个 部 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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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然后再利用这四个部门的 L̂W结构和WWW经过再一次汇总得到了经济

总体的WWW%第二#利用普查数据#修订了本研究得到的国际可比的中国经

济总量%第三#为了与其他研究者的结果进行对比#本研究也利用普查数据

修订了他们的研究结果%

二!测算WWW的方法论

用WWW法进行 L̂W国际比较的首要问题是测算WWW%关于WWW估计的

第一个主要的研究工作由%3)0F !"AM$"完成%理论上讲#与国民经济核算可

在支出#生产和收入三方进行一样# L̂W国际比较和WWW测算也可从这三方

进行#分别称为支出法(生产法和收入法%但是目前关于收入法的 研 究#国

内外还几乎是空白%这里主要介绍前两种方法%

!一"支出法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比较始于 ’̂39201)(<:0)b’R!"ACM#"ACD"等人在欧

洲经济合作组织 !现在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80>)(’?)1’,(,G*+,(,-’+
%,,X20)1’,()(<L2b23,X-2(1#缩写8*%L"开展的研究工作%他们主要从支

出方研究 L̂W和人均 L̂W的国际比较%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自"A!D年开

始#在联合国与世界银行的支持下#建立并开始实施国际比较项目 !‘(120()@
1’,()3%,-X)0’R,(W0,h2+1#缩写‘%W"%‘%W的主要工作内容是从支出方出发

计算各国货币的WWW#然 后 根 据WWW计 算 出 各 国 的 L̂W和 人 均 L̂W%‘%W
工作在世界银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专家的参与下#迄今已完成了六个阶

段的工作#而且作为联合国的一项长期的研究工作#加入‘%W的国家已由"$
个增加到"#O个%在‘%W的研究进程中#最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是前三个阶段#
由:0)b’R(Y2R1,(和Q/--20R等共同组织完成#即分别以"A!B年("AB$年

及"ABC年为基准年份的研究工作#在此期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方

法论%%)R132!"AAB"和=412( !"AAD"发表了两个对‘%W项目的详细的评估

报告%这两个报告在指出了‘%W项目所存在的许多问题的同时#还表示支持

对‘%W继续加强研究%在这个项目研究中使用的货币换算因子是支出法WWW#
简记为‘%W@WWW#它是目前测算WWW的主要方法之一#很多服务业产出WWW
的测算都使用这种方法%

一般采取如下步骤估算WWW&第一#将 L̂W分成若干层次的支出类别#
采集每一层次支出数据%第二#在最低层次类即细类 !9)R’+&2)<’(>R"级别

上选取代表规格品 !商品和服务"%第三#计算各规格品价格比率#用简单几

何平均法汇总为细类WWW%第四#以细类支出额为权数#对各细类WWW采用

理想指数汇总#得到以上大类直至 L̂W的WWW%
在双边比较中#第一步的计算将在细类中进行%第3类的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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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3 !# ,%7# #
"

V7W
V $"7/

"1%

# !""

式中 !WWW"3是第3个细类的购买力平价’V7W(V7/分别是W地区和/地区按

本地区货币计算的第7种规格品的价格’而%为3细类规格品的数目%

&#-
8

3#
#

"

VW
V $
/ 3
_U3/# !#"

V# "

-
8

3#
#

"

V/
V $
W 3
_U3W

# !O"

其中3为细类#8为类数#权数由式 !M"(!C"计算&

U3/ #
93/

-
8

3’"
93/
# !M"

U3< # 93W

-
8

3’"
93W

# !C"

式中的9为以本币表示的人均支出%

S# &_! V( !!"

!!当进行 购 买 力 平 价 汇 总 时#如 果 没 有 相 应 支 出 权 数#则 使 用 公 式 !""%
如果有#则需要使用拉氏(派氏和V’R&20指数公式%拉氏指数公式 !#"中以

/地区的支出作为权数#派氏指数公式 !O"中以W地区的支出作为权数%

!二"生产法

随着国际比较项目研究的深入#人们也开始注意如何从生产方估计购买

力平价#从而进 行 分 产 业 部 门 的 生 产 率 国 际 比 较 研 究%生 产 法 !又 叫‘%8W
法"是从生产 方 进 行 的 国 际 比 较#它 建 立 在 L̂W按 行 业 分 类 的 基 础 之 上%

=,R1)R!"AMD"#])<<’R,(!"AC##"AB$"#W)’>2(H,-9)+& !"ACA"最早使用

了生产法进行国际比较%之后#很 多 学 者 对 之 做 过 实 证 研 究#详 见H)01b)(
J0F !"AAO"%"ADO年#荷 兰 的 格 林 根 大 学 !c(’b20R’14,G 0̂,(’(>2("建 立

了产出和生产率国际比较项目 !‘%8W"#更深入 地 展 开 对 世 界 主 要 国 家 的 制

造业的产出和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研究#获得大量的研究结果%该项目系

统发展了从生产方进行价格(产出和劳动生产率进行国际比较的方法论#并

使该方法能用于整个国民经济部门%进行这种国际比较的基础是‘%8W@WWW#
又称为单位价值比率 !c(’15)3/2=)1’,#缩写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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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基本方法是把两国可比较产品或行业进行匹配#然后对每对匹配产品

或行业计算单位价值比率%然后#这些比率被用于计算WWW#步骤如下%
首先#以一个国家的产出数量为权重#对单位价值比率进行加权 汇 总 以

得到样本行业的WWW&

WWW‘X!‘"W #
-
-

3#"

!A‘3W_V
‘
3W"

-
-

3#"

!A‘3W_V
X
3W"
#!WWW‘X!X"W #

-
-

3#"

!AX3W_V
‘
3W"

-
-

3#"

!AX3W_V
X
3W"
# !B"

其中#WWW‘X!‘"W 是以比较国 !比如中国"的产出数量为权重#样本行业W的比

较国货币对美元的购买力平价’WWW‘X!X"W 是以美国的产出数量为权重#样本行

业W的比较国货币对美元的购买力平价’3是匹配的样本#又叫代表规格品%
其次#把样本行业WWW进行加权汇总以得到各行业WWW#权重是样本行

业的总增加值比重&

WWW‘X!X", #
-
=

W#"

/̂5JX!X"W _WWW‘X!X"W 0

-
=

W#"
5̂JX!X"W

#!WWW‘X!‘", #
-
=

W#"
5̂J‘!‘"W

-
=

W#"

/̂5J‘!‘"W 1WWW‘X!‘"W 0
#

!D"

其中# 5̂JX!X"W 是美国样本行业W的总增加值’ 5̂J‘!‘"W 是美国样本行业W的

总增加值’,是行业’W是属于行业,的样本行业%
最后#利用等式 !D"#以行业增加值为权重#加权汇总行业WWW成为制

造业WWW%在每一汇总水平上#WWW都被用来把增加值转换成比较国的货币%
理论上#生产法可以用于国民经济的所有行业#但是#服 务 业 等 行 业 的

WWW计 算 是 生 产 法 的 弱 项#还 存 在 很 多 没 有 解 决 的 问 题 !详 见 ]/3<20#

"AAA"%K&2(>(=2( !#$$O"也采用 ]/3<20!"AAA"的方法以"AAC年为基年

计算了中美服务业的WWW#其中也结合采用了支出法#本研究首先利用这个

结果来计算国际可比的 L̂W水平%但是#由于服务业WWW的生产法结果存在

一些问题#可在可直接比较行业的WWW基础上来推算服务业行业的WWW#其

主要方法有三种%
第一种方法#用生产法直接比较行业的汇总WWW来代替整个国民经济的

WWW%这种方法假设中国的价格 结 构 类 似 于 美 国 的 价 格 结 构#但 这 里 的 价 格

结构比较粗#仅指直接比较行业的总体价格水平与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体价格

水平之比%
第二种方法#U)43,0法%I6=6U)43,0!"AA""利用直 接 比 较 行 业 的WWW

和基国投入产出表#建立了以下的均衡价格模型来推算其他行业的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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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V "
B

!# %5,, %5,B

%5B, %5
"!

BB

V,
V "
B

!+ ?,,,

?B, "
B

#!,B #
-
/

,#"
,,a,

-
/

,#"
a,

( !A"

!!这里行业总数为/\8个#可由价格资料用生产法直接比较的行业为"8

/行业#用小写字母 ,,-表示’不能进行直接估算的行业为/\"8/\8 行

业#用 ,B-表示’加下划线的表示未知数%其中#V,表示"#8#/行业的

WWW纵向量’VB表示/\"8/\8 行业的WWW纵向量#为8 个未知数’%,,
表示由,部门向,部门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B,表示由B部门向,部门的直

接消耗系数矩阵’%,B表示由,部门向B部门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BB表示由

B部门向B部门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表示"8/行业的增加值系数纵向量’

?B表示/\"8/\8行业的增加值系数纵向量’,,表示该价格模型的均衡调整

系数#这里以"8/行业增加值系数?的系数形式表现#为未知数’,B的定义

与,, 相同#但假定WWW未知行业的该系数各部门都相等#且等于,, 的加权

平均#为一个未知数%
这种方法也假设中国的价格结构类似于美国的价格结构#这里的价格结

构是各行业的价格水平相对于总体的价格水平%
第三种方法#用支出法比较的相关行业结果来代替生产法的结 果#然 后

把这些结果与生产法直接比较的行业结果结合起来计算全行业的WWW%这种

方法在:T*]Q项目中使用过%K&2(>(=2( !#$$O"的研究结果也采用了部

分支出法的结果%

三!关于中国国际可比 L̂W的历史回顾

!一"国外对中国国际可比 L̂W的测算

在"ADD年前#已经有根据不同的方法对美元表示的中国 L̂W的 不 同 估

计#所使用的方法包括&以汇率为基础的世界银行图表集法#以购买力平价

为基础的‘%W方法和有限信息法和一些不规范的生产法或收入法的变形%下

面用表#将这些结果比较地排列出来#其中某些结果相差接近十倍%对这些

结果及其所使用的方法介绍见=2( !"A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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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根据不同方法对中国国际可比收入的估计!"AD!年"
!单位&百万美元#美元1人"

国家 作者 总量 L̂W 比例E 人均 L̂W 比例E

美国 世界银行 M#!D!$$ "$$ "BBOC "$$

中国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M" O!BBD"C D!6"! OMMD "A6MM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C" #!D"##C !#6D" #C"O "M6BB
克拉维斯 O$$$C#$ B$6#A #D"O "C6D!
戈顿 "BBOD!! M"6C! "!!O A6OD
阿玛德 ""OM"AA #!6CB "$!O C6AA
美国国情普查局 DM$B$C "A6B BDD M6MM
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 MM#A#A "$6OD M"C #6OM
世界银行 MO$$#D "$6$B M$O #6#B
美国沃顿经济计量公司 OMDO#O D6"! O#B "6DM

!!注释&详细数据 和 方 法 的 来 源 见 =2(=/,2(#M13/7)-2<=/=83<V9:E=:87/<93/7/0/"9:/7"3=/7C
V9:-69<"3?9(W)0’R&8*%LX/93’+)1’,(#"AAB%

!二"国内对中国国际可比 L̂W的测算

"ADD年以来#任若恩和他的同事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开始支出

法估计的研 究#全 部 数 据 的 收 集 遵 循 国 际 比 较 项 目 的 分 类 体 系%该 研 究 以

"AD!年为基年#以美国为基国#测算中国的支出法WWW#以计算中国国际可

比 L̂W%研究结果见=2()(<%&2( !"AAO#"AAM#"AAC"和=2( !"AAB"%其

中#"AAO年 !]‘U 的 工 作 论 文"#"AAM年 !发 表 在>9?39@=E0/<=897/L
U97C"1"和"AAC年 !世界银行的工作论文"发表的结果是一样的#"AAB年在

8*%L发表的结果是对上述结果的修正# L̂W的水平向下 调 整DE%世 界 银

行采用的是"AAC年在世界银行发表的研究结果#表"中WWW法下关于中国的

数据是根据这个研究结果和中美数据推算出来的 !世界银行没有公布具体的

推算方法"#其结果是在#$$O年#中国的 L̂W为美国的!DE%本研究利用增

长率以及美国"AD!年和#$$O年的 L̂W减缩指数 !中国"AD!年+#$$O年的

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 !#$$M"的表O@M#美国的相应数

据来自8*%LW0,</+1’b’14L)1)9)R2!V290/)04"M##$$C"#以下用到 的 此 数

据都来自此"来外推"AAC年发表的研究结果#得 到&在#$$O年#中 国 的 国

际可比 L̂W为D#ODBNAB亿美元 !#$$O年 美 元"#为 美 国 的BCE%这 个 结 果

比世界银行推导的结果多了B个百分点%关于这些有关问题的详细背景还可

参看 ])<<’R,(!"AAC#"AAD"#S2(21)36!#$$""和%0)(221)36!#$$C"%近

几年来#许多有关经济增长的跨国研究都是使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所建立

的W2((S,03<U)932的数据#而该数据库中的中国数据在很长时期内也是依

据的上述"AAC年的结果#只是在近年做了调整%"AAC年在世界银行发表的估

计还在"AAD年("AAA年和#$$$年世界发展指标中正式发表%
自"AAO年开始#任若恩与Q?’0-)’以"ADC年的工业普查数据为基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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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产法计算了中国国际可比 L̂W !=2(#"AAB"%本 研 究 以 此 数 据 为 基 础#
利用中美两国的 L̂W增长率和美国的 L̂W减缩指数#把"ADC年和"AD!年两

种方法估计的国际可比 L̂W推算到#$$O年#所得到的国际可比 L̂W见表O%

表O!两种方法下的中美国际可比 L̂W比较 !单位&百万美元"

方法
中国

"AD!年 #$$O年

美国

"AD!年 #$$O年

中国1美国

"AD!年 #$$O年

支出法 "$D"!!$ BMCD#"#
M#!DCDB "$A#OOB!

#CE !DE
生产法 AMC#C$ B"AABDA ##E !!E

!!资料来源&根据=2((%&2(!"AAC"和=2(!"AAB"提供的相应WWW数据推算而来%

郭熙保 !"AAD"应用支出法以"AAM年为比较年作了一个中美之间的双边

比较#得到中美的WWW为#N#!元1美元%由此可得#中国"AAM年的 L̂W是

#"!!CN#"亿美元 !经普 查 修 订 后 的 数 据"#美 国"AAM年 的 L̂W为!MCO"ND#
亿美元#中国为 美 国 的OON!E%将 上 述 增 长 率 扩 展 到#$$O年#得 到 中 国 的

L̂W为MB#!ONMC亿美元 !"AAM年价格"#美国为DD#!AN"#亿美元 !"AAM年

价格"#中国为美国的COE多%与上述任若恩的结果相比#它对中国 L̂W的

估计要小一点#但是差别不是很大%
余芳东(任若恩 !#$$C"以"AAA年 为 基 年#利 用 支 出 法 计 算 了 中 国 与

8*%L国家间的WWW#并利用这些WWW比较了中国与8*%L国家 L̂W的大

小 !见表M"%该研究选择中国七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参加8*%L"AAA年的

WWW项目合作研究#采用支出法#测算了"AAA年中国与8*%L比较的WWW%
从表M中可以看出#在"AAA年#中国的 L̂W为美国的#"E#在#$$#年#中

国为美国的#!E%利用上述增长率将其扩展到#$$O年#中国为#AMM!亿美元

!#$$#年价格"#美国为"$B$C$亿美元 !#$$#年价格"#中国为美国的#DE%
该结果对中国的国际可比 L̂W估计远低于上述郭熙保和任若恩的结果%

表M!中国与8*%LO$个成员国按WWW测算的 L̂W总量 !单位&亿美元"

国家 "AAA年 #$$$年 #$$"年 #$$#年

中国 "A#$O #"C#" #M$MB #!B!O
法国 "ODBB "M!OM "!"BO "!!!C
德国 #$"AM #"#B! #$A!$ #"OBB
意大利 "OBAA "MC#C "MB$$ "MDO!
日本 O"CDD O#ACD OOA$C OMOMA
英国 "ODCC "MCBA "CB"D "!C!M
美国 A#$!A AD"$# "$$"AB "$ODO"

!!注释&该表仅列举了 L̂W排名靠前的几个国家#详细数据见余芳东(任若恩!#$$C"%

上述四种方法的研究结果不同#主要体现在各种方法得到的WWW不一样%
其中#有三种结果是采用支出法#而余芳东(任若恩的方法是支出法中的多

边比较方法#其结果从理论上说就会与郭熙保和任若恩(陈凯的双边比较方

法结果不同%只 有 一 种 结 果 是 采 用 生 产 法#而 且 基 期 年 是"ADC年#外 推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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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年会误差比较大#所以本研究的重点是利用生产法以"AAC年为基年测算

中美的WWW#以讨论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规模比例问题#并把这个结果与日美

的比较结果相结合#研究中国与日本的经济规模大小问题%

四!生产法下的中美WWW

本节首先采用生产法测算出大多数行业的WWW#少数行业比如建筑业等

采用支出法来 测 算 其WWW#以 求 出 全 行 业 的WWW%最 后 利 用 这 个WWW计 算

"AAC年中美可比的 L̂W%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 将 全 行 业 分 为OO个 行 业#主 要 包 括 农 业(建 筑 业(采 掘 业 !O
个"(制造业 !#$个"(服 务 业 !D个"等OO个 行 业%其 中#建 筑 业(餐 饮

业(旅游业和 行 政 机 关 等 行 业 采 用 支 出 法 来 测 算WWW#数 据 来 源 于 郭 熙 保

!"AAD"#然后利用生产者价格指数外推到"AAC年%
对农业#美国的产品数据来自 )美国统计摘要*!N"7"3-"3<7C%Y-":7<"=E

"19X/3"9LN"7"9-" !美 国 商 务 部#"AAD#"AAA"#一 些 农 产 品 的 数 据 还 来 自

%.:3<BC"B:9N"7"3-"3<-#"AA!!美国农业部的经济研究服务中心#*=Q"’中国

农业 部 门 的 产 品 数 据 !单 价(数 量 和 产 值"来 自 )中 国 农 村 统 计 年 鉴*
!"AA!"()中国价格统计年鉴*!"AA!"等%

对采掘业#美国的数据主要来自 )美国统计摘要* !美国商务部#"AAD#

"AAA"’中国采 掘 业 的 产 品 数 据 来 自 )中 国 矿 产 品 统 计 年 鉴* !"AAB"和

)"AAB+"AAD中国矿产资源报告*%
对制造业#中美的WWW数据直接来自=2(#Q?’0-)’)(<H)’!#$$#"%
对服务业#美国各子行业的数据来源如下&运输业的产品数据来 自 )美

国统计摘要* !美 国 商 务 部#"AAD#"AAA"和 )国 家 交 通 统 计* !O7"3=/7C
T:7/-6=:"7"3=/N"7"3-"3<-#美国交通部#"AA!"#批发和零售贸易业中所需要

的‘%W法下 的WWW来 自 郭 熙 保 !"AAD"#其 他 行 业 都 来 自 )美 国 统 计 摘 要*
!美国商务部#"AAD#"AAA"%中国各子行业的数据来源如下&运 输 业 的 产 品

数据来自 )新中国交通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电力和蒸汽热水供应业和煤气

生产和供应业的产品数据来自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AA!"#批发和零售贸

易业的基本数据来自 )中国国内贸易年鉴*!"AAC#"AA!"和 )中国价格统计

年鉴*!"AA!"#金融业的数据来自 )中国金融和银行年鉴*!"AA!"#教育业

的数据来自 )中国教育综合统计年鉴*!教育部#"AA!"和 )中国劳动力市场

工资指导价位 !#$$$"*#卫生业 的 数 据 来 自 )中 国 卫 生 统 计 年 鉴* !"AA!"#
中美通讯业的比较数据和结果来自陈凯 !#$$#"#中美还有很多数据及其来源

参见K&2(>)(<=2(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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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汇总得到全行业WWW时#美国各行业的增加值数据来自 ^̂ L%%"中国

各行业的增加值数据都来自 )中国投入产出表*!"AAC"%

" 数据来源&̂0,(’(>2( 0̂,;1&)(<L2b23,X-2(1%2(102#!$@‘(</R104L)1)9)R2#8+1,920#$$M#&11X&11
;;;6>><+6(21%

!二"比较结果

根据两国的数据资料#本研究对农业选了O个样本行业#在这些 样 本 行

业中再选出了#O个产品或产品组进行比较匹配%其中#种植业和畜牧业比较

中匹配的产出代表了中国种植业和畜牧业总产出的B$NCDE以及美国该行业总

产出的!CNDBE%对采掘业选了M个样本行业#它们分属于O个子行业#在这

些样本行业中再选出了"#个产品或产品组进行比较匹配%比较中匹配的产出

代表了中国采掘业总产出的D"NCCE以及美国采掘业总产出的D$NC#E%对运

输业#将其分成B个子行业#把客运量或货运量作为数量#然后结合各子行

业的产出来确定单位价值比率#并且把这些结果用最终周转量和运输质量进

行了调整%对电力和蒸汽热水供应业和煤气生产和供应业两个行业#分别用电

和煤气的单位价值比率来代替整个行业的WWW%批发和零售贸易业被分成两

个子行业批发业和零售业#它们都被分成B个子类#根据已有的支出法和生产

法WWW#分别采用单减缩法和双减缩法得到四种该行业的WWW!分为经过调整

的和未经过调整的"#发现结果基本一致#本研究采用经过调整的双倍减缩法

的结果%金融业分为O个子行业#其WWW数据由郭熙保的数据汇总并经价格

调整而来%其他行业的比较都类似于这些方法#详见K&2(>)(<=2(!#$$O"%
根据生产法#本研究首先估算出了各个样本行业的WWWR#然后将样本行

业的WWWR加总到各个子行业#即可获得各个子行业的WWWR%本研究采用普

查更新前的 数 据 得 到 第 一 产 业(工 业(建 筑 业 和 第 三 产 业 等 四 个 部 门 的

WWWR#然后用更新后的四个部门 L̂W数据来汇总得到全行业的汇总WWW%比

较结果见表C%

表C!中国与美国各行业的购买力平价!"AAC" !人民币1美元"

行业 几何平均 行业 几何平均

农业 B6"! 金属制品业 C6"
煤炭采选业 M6OM 机械工业 C6CD
采矿业 "6DD 汽车制造 C6CD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D6$C 其他交通工具制造 C6CD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M6$A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O6!B
纺织业 M6C!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O6!B
服装 M6"M 其他制造业 M6AO
皮毛 "6AM 运输业 O6O#
木材加工 C6BA 电力及蒸汽热水生产和供应业 M6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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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行业 几何平均 行业 几何平均

家具制造 C6BA 煤气生产和供应业 "6MO
造纸 M6C! 建筑业 O6!D
印刷 M6C! 邮电业 M6OM
化学工业 !6"O 商业饮食业 M6!!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工 !6"O 金融保险房地产 M6O"
橡胶塑料制品业 #6OB 公用服务业 $6BO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M6CO 行政机关 "6$O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C6" 整个行业 C6$"

根据第二节的方法#还可以利用三种方法来测算全行业的WWW%由于本

研究已经进行了各行业的直接比较 !可以不需要用第一种方法"#且比较中也

利用了支出法的结果 !这类似于第三种方法"#这里以煤气生产和供应业以上

的各行业为直接比较行业#对其应用第二种方法%其中#中国的投入产出数

据来源于a/21)36!#$$C"修订的"AAC年中国投入产出表%# 该法将上述直接

比较行业的WWW代入到U)43,0模型#用 -)13)9编程得到非直接比较行业的

WWWR#然后基于根据第一次全国普查更新后的数据#基于四个部门的WWW和

L̂W数据汇总得到全行业的WWW#为CN$"元1美元%这个结果与上述方法得

到的结果几乎一样#本研究采用直接法的结果%

# 修订以后的投入产出数据与已公布的 L̂W数据不一样#原因是投入产出核算和 L̂W核算在对进口关

税和金融业产出的处理方法不一样%在 L̂W核算中#进口关税是作为商业增加值的一部分而 进 行 核 算

的’而在投入产出核算中#进口产品是 按 税 后 到 岸 价 在 进 口 列 中 进 行 反 映 的#因 此 在 计 算 各 部 门 增 加 值

时#进口关税被抵扣掉了#这样计算出的 L̂W就不含进口关税在内%在对金融业进行处理时#̂LW核算

将各部门对金融业的利息净支出作为这些部门对金融业的中间消耗来处理#在加总各部门增加值之后再

在此基础上加上居民储蓄利息%投入产出核算的做法是&首先计算金融业的虚拟产出!金融部门利息 收

入[金融部门利息支出\金融部门手续费收入"#然后将此产出在各产业部门和居民之间进行分配#作为

各部门对金融业产出的中间消耗%

由上述WWW结 果 可 计 算 出"AAC年 中 美 可 比 的 L̂W#中 国 的 L̂W为

"#"OANB#亿 美 元#美 国 为!D"#BN$#亿 美 元#中 国 的 L̂W为 美 国 L̂W的

"BNDE左右%

五!中国与美国 L̂W水平的国际比较

!一"推算国际可比 L̂W时间序列的两种方法

上述方法都是用于基年的国际可比 L̂W的计算#为了得到国际可比 L̂W
水平的时间 序 列#需 要 以 此 基 年 的 结 果 为 基 础 推 算 出 其 他 各 年 的 国 际 可 比

L̂W#主要方法有两种&
第一#以基年的国际可比 L̂W为基础#利用各国的 L̂W增长 率 来 推 算

其他各年的 L̂W%得到的结果是以基年美元为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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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以基年的WWW为基础#利用各国的 L̂W减缩指数来推算其他各年

的WWW#然后利用这些WWW将各年的 L̂W转换成国际可比的 L̂W%

!二""AAC+#$$M年中国与美国 L̂W水平的国际比较

采用增长率法的数据来 源&中 国"AAC+#$$M年 的 L̂W增 长 率 来 源 于 中

国经济普查+++#$$M的 成 果 发 布 !见 中 国 国 家 统 计 局 网"%美 国"AAC+#$$O
年的 L̂W增长率 也 来 源 于 美 国 国 内 生 产 指 数 !见 8*%LW0,</+1’b’14L)1)@
9)R2#V290/)04"M##$$C"##$$M年 的 L̂W实 际 增 长 率 为MNME#这 来 自

8*%L经济观察%O本研究 以 上 节 得 到 的"AAC年 国 际 可 比 L̂W为 基 础#利 用

这些数据将中国的各年 L̂W转化为以百万"AAC年美元为单位的数字#然后

利用上述第三节的美国 L̂W减缩指数将其换算为现价美元#这样就得到中美

"AAC+#$$M年国际可比的现价 L̂W !见表!"%

O 数 据 来 源&8*%L *+,(,-’+8/13,,FBB<)1)9)R26&11X&11;;;6,2+<6,0>1+,/(1041$#O$#"#2(2
OODBO"$D2OODBODD!2"2"2"2"2"#$$6&1-3%
M &11X&11;;;692)6>,b192)1<(1&,-21><X6&1-%

采用 L̂W减缩指数法的数据来源如下&两国的相关 L̂W减缩指数见上

文%中国的"AAC+#$$$年 L̂W数据来自中国经 济 普 查 !#$$M"的 成 果 发 布

!见中 国 国 家 统 计 局 网 站"%美 国"AAC+#$$"年 现 价 L̂W都 来 自 ^̂ L%
!̂0,(’(>2( 0̂,;1&)(<L2b23,X-2(1%2(102#!$@‘(</R104L)1)9)R2#8+1,920
#$$M#&11X&11;;;6>><+6(21"’#$$#+#$$M年 的 L̂W减 缩 指 数 用WW‘代

替#分别为"$$N"#"$#NB和"$B !#$$$Z"$$"#数 据 来 自HTQ%#$$#+#$$M
年的现价 L̂W来自H*JM#但由于数据来源不同#8*%L对上述 L̂W数据进

行了修订#为保持数据的前后一 致 性#本 研 究 也 对 该 数 据 进 行 了 修 订 !利 用

两种数据来源下#美国的 L̂W增长率不变进行修订"%本研究以上节得到的

"AAC年国际可比 L̂W为基础#利用这些数据将中国的各年现价 L̂W转化为

以百万各年美元为单位#得到中美"AAC+#$$M年国际可比的 L̂W !见表!"%

表!!"AAC+#$$M年中国与美国的 L̂W水平比较

年份

L̂W
中国 美国

中美之比

!E"
L̂W

中国 美国

中美之比

!E"
增长率法#单位&现价百万美元 增长率法#单位&现价百万美元

"AAC "#"OAB# !D"#B$# "D "#"OAB# !D"#B$# "D
"AA! "O!""O# B"AM$OA "A "M$BB"A B"AM$OA #$
"AAB "C""D!O B!BCOAB #$ "CA##BC B!BCOAB #"
"AAD "!CMDC! D"!!!$A #$ "D$"#M" D"!!!$A ##
"AAA "D$MM## D!MM"BM #" "AD!MA" D!MM"BM #O
#$$$ "AAD!C# A#MO!CD ## #"DM"D$ A#MO!CD #M
#$$" ##"OCOB AMBAA$D #M #C$"$DC AMBAA$D #!
#$$# #O!OB"" ABAA!MA #C #BMB$AB ABAA!MA #D
#$$O #!!D#"# "$#!A"C" #B O"$ABOM "$#!A"C" O$
#$$M O$MM$#" "$ADOM#" #D OCAMMDC "$ADOM#" 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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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生产法下各种方法的综合#发 现&在#$$M年#中 国 L̂W接 近 于

美国的三分之一#并且两种推算方法下的结果基本一致#为了以下比较的一

致性#本研究选择增长率法#这是使用比较多的一种方法%
这个比较结果 是 基 于 双 边 比 较 的#为 了 与 第 三 节 的 多 边 结 果 进 行 对 比#

需要对我们 的 数 字 进 行 调 整%"AAC年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发 表 的 专 著 )对

"D#$+"AA#年间世界经济的监测* !])<<’R,(#"AAC"#是目前这一领域最新

最权威的文献%该文献提供了双边比较和多边比较的换算系数["N"DB#即多

边比较下的 L̂W是双边比较意义下 的"N"DB倍%所 以#在#$$M年#中 国 的

L̂W在多边比较意义下为O!"O#NCO亿美元 !现价"#约为美国的OOE%

!三"各种比较结果的对比和分析

根据第三节和本节的研究结果#根据中美两国的 L̂W减缩指数#将#$$O
年中美 L̂W !都采用增 长 率 法 得 到 的 结 果"都 转 换 成 以#$$O年 现 价 美 元 表

示%为了讨论 ,人均"$$$美元-的问题#利用中国#$$O年的 平 均 人 口 !来

自 )中国统计年鉴* !#$$M"#是#$$#年和#$$O年年末人口的简单平均"和

上述 L̂W数据得到以美元表示的人均现价 L̂W%结果见表B%

表B!各种研究结果下#$$O年中国国际可比 L̂W和人均 L̂W的对比

国家 研究者 基年研究方法+ 研究基年
L̂W

百万美元

中1美

E

人均 L̂W
美元1人

中1美

E
美国9 世界银行 + + "$A#OOB! "$$ OBMB# "$$

中国

任若恩(陈凯 双边支出法 "AD! D#ODBAB) BC !OAC "B
任若恩(陈凯 双边支出法 "AD! BMCD#"#9 !D CBDA "C
任若恩(Q?’0-)’ 双边生产法 "ADC B"AABDA !! CCDD "C
郭熙保 双边支出法 "AAM CD!CMB" CM MCCO "#
余芳东(任若恩 多边支出法

!̂@:法"
"AAA O$OMA#" #D #OC! !

!
本研究 经调整的双

边生产法!
"AAC O"!B"!D #A #MCD B

!

!!注 释&)6我 们 自 己 外 推 到#$$O年 的 方 法 主 要 采 用 增 长 率 法#并 用 美 国 L̂W减 缩 指 数 进 行 价 格

外推%

96世界银行外推的结果#采用其公布的数据#外推方法不详%

+6为了保持各种研究方法下基国的数据一致#本 研 究 的 美 国 数 据 统 一 采 用 世 界 银 行 的 数 据%其 他

各研究与世界银行的结果相差也很小%

从比较结果可以看出&
第一#研究基年为"ADC年和"AD!年的研究结果与以#$世纪A$年代为基

年的研究结果差距较大#由于"ADC年离#$$O年的时间较长#在 外 推 过 程 中

存在较大误差%比如#表B中两个由"AD!年基年支出法估计外推到#$$O年的

估计都是以任若恩和陈凯"AAC年发表的结果为基础外推#但结果不同#我们自

己外推的结果大于世界银行公布的外推结果#两者的结果相差BE%所以#本研

究希望能够更新前面的研究结果#因此进行了以"AAC年为基年的生产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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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以#$世纪A$年代为基年的研究结果中#郭熙保的结果与余芳东(
任若恩的支出法结果和本研究的生产法结果存在较大的差距%为说明后者研

究结果的较大的合理性#本研究综合中日经济规模比较研究结果 !任若恩等#

#$$C"和日美比较的结果#来探讨中美(日美(中日的国际比较结果 是 否 是

一致的%具体结果见表D%

表D!中美(日美(中日的国际比较结果一致性研究!#$$O年"

研究者 基年研究方法
L̂W比例!E"

中国1美国 中国1日本 日本1美国

任若恩(陈凯 双边支出法 !D #$A OO
郭熙保 双边支出法 CM "## MM
余芳东(任若恩 多边支出法 #D DC OO
8*%L 多边支出法 + + OO
本研究 经调整的双边生产法 #A ""# #!

!!注释&!""对任若恩(陈凯的基年研究的外推使用了世界银行的结果#见表B%中国与日本的比例数

据来自他们各自的研究#其中郭熙保没有做类似的研究#数据采用我们的中日研究结果%
!#"8*%L的数据来自8*%L统计局%
!O"日本1美国的数据是中国1美国与中国1日本的比例%

对该表进行分析可看出#由于日本与美国都属于发达国家#其比 较 数 据

应该比较稳定#但是#郭熙保的研究结果与其他结果相差很远#没有表现出

三种比较结果的一致性%这样#表B中可能比较合理的结果是余芳东(任若

恩的支出法结果和本研究的生产法结果%
第三#余芳东(任若恩的支出法估计与本研究的生产法估计分别 采 用 了

不同的方法#前者对中国 L̂W的估计结果要小于后者%本文认为本研究的生

产法结果可能更接近实际情况#因为&其一#余芳东(任若恩的支出 法 比 较

是利用中国七个城市的平均价格结果经微调后来代替中国的全国平均价格结

果#这样会造成中国全国的平均价格水平高估的现象#从而高估了中国对美

国的WWW#导致中国的国际可比 L̂W被低估了%其二#从生产法与支出法的

关系来看#已有国际上的研究表明#通过支出法所得到的国际可比 L̂W要大

于生产法下的结果#以D$年 代 为 基 年 的 有 关 中 国 的 研 究 结 果 就 反 映 了 这 一

点%但是#余芳东(任若恩的支出法结果要小于本研究的生产法结 果#这 也

说明了余芳东(任若恩的支出法结果可能低估了中国的 L̂W%
第四#根据本研究的结果#由表D可以得到&在#$$O年#中国的经济规

模已经超过日本%
第五#在#$$O年按照汇率换算中国人均 L̂W达到"$A$美元时#曾有一

些研究人员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 ,世界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
人均收入达到"$$$美元水平后#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将在四个方面出现显

著变化%中国当前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迫切需要全面协调社会和经济的发

展#假如处理得当#中国经济就能顺利地发展上去#而如果处理不 当#则 不

是没有可能长期在一(二千美元之间徘徊-%这一说法主张各国经济发展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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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规律性#而这种规律性与一个国家的人均 L̂W的水平有关#熟悉发展经

济学文献的人都会发现认为这样的观点来自%&2(204)(<Q40d/’( !"ABC"的

研究#我 们 认 为 这 一 看 法 实 际 是 似 是 而 非 的%%&2(204)(<Q40d/’( !"ABC"
的研究试图按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划分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并认为其

中人均"$$$美元就是一个分段值%但是#该项研究是以汇率作为货币换算因

子C#在%&2(204)(<Q0’(’b)R)( !"ADD"的 )发 展 经 济 学 手 册*中#Q40d/’(
已经承认使 用 这 种 换 算 因 子 是 有 问 题 的!XXN#!#+#DC"#并 给 出 了 使 用WWW
的人均 7̂W和使用汇率的人均 7̂W之间的关系#另外#国际经济学界也普

遍认为使用汇率是错误的#这是问题之一%问题之二#该项研究的人均 7̂W
是以"A!M年美元为单位的 !见该译著的第OO页"#且他们的考察范围是人均

7̂W"$$美元到"$$$美元’而Q40d/’()(<%&2(204!"ADD#XN"D"对该项研

究进行了扩展#他们 是 以"AD$年 美 元 为 基 础 的#且 其 考 察 范 围 是 人 均 7̂W
O$$美元到M$$$美 元 !这 个 范 围 考 虑 了 通 货 膨 胀 的 影 响"#两 者 都 有 人 均

"$$$美元这个分段值#但是#显然这两个 ,人均"$$$美元-所表示的价值是

不一样的#与以#$$O年美元价值表示的人均"$$$美元更是 不 相 等%即 使 在

这里不考 虑 货 币 换 算 因 子 的 问 题##$$O年 价 格 的 人 均"$$$美 元 也 不 符 合

%&2(204等的研究结果%根据本研究的结果和美国的 L̂W减缩指数 !数据来

自‘(<2_2R,G1&2J-20’+)(‘(G3)1’,(#2<=/=8)b 2/9:.)#7,NM"&L2+2-@
920#$$O+I)(/)04#$$M"#在#$$O年#中 国 的 人 均 L̂W为C#O美 元 !"A!M
年美元"或"#M"美元 !"AD$年美元"#所以即使承认%&2(204等研究结果的

合理性#并且 还 是 按 照WWW法 换 算 !该 法 比 汇 率 法 得 到 的 结 果 高"的 人 均

L̂W#到#$$O年也没有达到他们所指的人均"$$$美元 !"A!M年美元"水平%
况且#%&2(204等的研究在换算系数的选择上是存在问题的#因此他们所归纳

出来的以人均 7̂W为标志所划分的发展阶段可能本来就是不成立的#至少是

不准确的%由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上述所谓以"$$$美元为发展阶段划分的

论断从原理上讲就是不科学的#没有必要继续这一类说法%

C 见钱纳里(塞尔昆!"ADD"#第"!!页和第#$#页%

六!结!!论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讨论中国的经济规模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中国

与日本的国际比较的位次问题%本文在回顾各研究者对中国国际可比 L̂W的

测算方法和结果之后#提出我们的研究方向+++以"AAC年为基年用生产法测

算中美全行业的双边WWW#以测算中国国际可比的 L̂W%然后将所有这些研

究结果外推到#$$M年#对它们进行比较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本研究的结果似乎要比世界银行根据任若恩和陈凯的"AD!年的支

出法比较外推的结果(余芳东与任若恩的"AAA年支出法比较结果更合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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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际可比 L̂W在#$$M年接近美国的"1O%
第二#中国的经济规模在#$$O年已超过日本%
第三##$$O年 中 国 的 人 均 L̂W为#MCD美 元 !#$$O年 美 元"或C#O

!"A!M年美元"或"#M" !"AD$年美元"%因此所谓以"$$$美元为发展阶段划

分的论断从原理上讲就是不科学的#没有必要继续这一类说法%
第四#从本文可看出#WWW法与汇率法是完全不同的#特别是汇率浮动

后#更显得使用WWW法的必要性%因为汇率的浮动会导致一段时期内国际可

比 L̂W的变化#比如人民币升值#E#那么#$$C年中国以美元 计 价 的 L̂W
就会再增长#E#这样国际可比的 L̂W也随着汇率波动起来#脱离了 L̂W核

算的本身含义%所以#在计算国际可比 L̂W中要使用WWW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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