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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分行业统计数据估算：１９８０—２００８

陈诗一

摘　要　为了使得对中国工业分行业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的增

长核算分析成为可能，本文克服了该期间内工业行业分类标准前后

不匹配、工业经济指标统计口径１９９７年前和１９９８年后不一致、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分行业数据较多缺失等困难，构造了３８个工业两位数

行业１９８０—２００８年间的投入产出面板统计数据库，包括工业总产

值、工业增加值、资本存量、职工人数、从业人员、能源消费总量、

工业中间投入和二氧化碳排放变量。本文对这些变量进行了初步的

统计分析。

　　关键词　工业分行业，数据估算，统计分析

一、引　　言

统计数据是经济计量分析的基础。对数据的收集、处理和分析不仅工作

量巨大，而且从保证数据质量的角度来看十分富有挑战性，尤其对于中国这

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高质量数据的可得性很多时候甚至难过研究分析本身。

比如在经济增长核算领域，中国在改革前一直使用的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

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 （ＭＰＳ），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才开始逐步改用联合国的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ＳＮＡ），因而，投入和产出统计数据的构造尚处在一个不

断完善的过程之中，数据的质量仍然是困扰研究者的一个主要问题。我们知

道，与经济增长和发展可持续性分析息息相关的总量生产函数的估计以及全

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的度量其准确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产出与投入数据

的科学度量，特别是对诸如资本存量和污染排放这种不可直接观察变量的度

量。但是现有研究大部分集中于对全国层次、工业全行业水平或者省际层级

的总量统计数据进行估算，而最近研究显示，总量数据和总量生产函数并不

足以刻画经济增长的全貌，经济增长在不同的部门或行业之间很不相同，必

须进行分行业甚至企业水平的增长核算分析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ａｎｄＳｔｉｒｏｈ，２０００），



７３６　　 经 济 学 （季 刊） 第１０卷

这显然对统计数据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估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是基于这个

原因，本文尝试对中国工业近４０个两位数行业从１９８０年到２００８年期间的投

入产出面板数据进行估算，与已有的数据估算相比，本研究要解决不少新的

技术难题，后文将逐一介绍。之所以选择构造工业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基于

工业部门本身的重要性，这一轮袭扰全球的金融危机也再次凸显出工业作为

实体经济的基石作用，而且中国正处在工业化过程之中，工业仍然是中国经

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载体，对工业部门的分析可

以管窥中国经济转轨的全貌。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估算中国经济统计数据的主要

文献进行综述，由此引出本文数据估算的必要性和难点；第三部分给出本文数

据构造的基本原则，分别从行业归并、口径调整和价格平减来进行讨论；第四

部分具体描述投入和产出变量的构造过程；第五部分就所构造的数据进行相关

统计分析；第六部分为结论和政策建议；附录部分报告了本文所构造的数据。

二、文 献 综 述

经济增长核算和全要素生产率估计基于投入和产出数据而进行，因此，

学术界针对这些数据估算的基础研究十分丰富，对估算方法和数据质量也不

乏争论。比如对产出数据的研究就很多，其中相当一部分讨论了中国经济增

长率的统计误差问题。Ｐｅｒｋｉｎｓ（１９８８）首先提出了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存在

上偏误差。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９４）指出数据质量极差导致解释中国的增长很困难。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１９９８）发现在１９７８—１９９４年间中国ＧＤＰ增长率高估了２．４个百

分点。胡永泰 （１９９８）认为中国 ＧＤＰ增长率和工业增加值都被官方夸大

（１９８５—１９９３年中国ＧＤＰ年均增长率应从官方的９．７％下降到９．４％，同期官

方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也多了１．９个百分点）。孟连和王小鲁 （２０００）也认

为我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存在失真，并估计出了不同时期工业增长率和全国

ＧＤＰ增长率的虚增百分点。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因 Ｒａｗｓｋｉ（２００１）在犆犺犻狀犪

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犚犲狏犻犲狑 （ＣＥＲ）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而达到高潮，该文估计金融危机

后的１９９８年中国ＧＤＰ增长率比官方７．８％要低得多，２．２％是上限，负增长

也有可能。为此，《经济学》（季刊）在２００２年１０月专门就此问题开辟特刊

展开讨论，其中，任若恩 （２００２）系统地反驳了Ｒａｗｓｋｉ（２００１）使用的方法

和结论。就此问题展开讨论的还包括王小鲁 （２００２）、张新和蒋殿春 （２００２）、

Ｗｕ （２００２）、Ｙｏｕｎｇ （２００３）、Ｈｏｌｚ（２００６）、Ｚｈｅｎｇ犲狋犪犾．（２００９）。

就投入变量而言，对资本存量估算的文献最多，对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存

量讨论的次之，对中间投入和能源消耗讨论的文献较少。与其他变量不同，

资本存量不能直接观察获得，只能估算，因此引起了研究者最广泛的研究兴

趣。贺菊煌 （１９９２）较早依据当时还在公布的积累指数对中国的生产性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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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资产进行了估算。Ｃｈｏｗ （１９９３）基于国民收入核算原理根据ＧＤＰ支

出法估算了中国的实际净投资。张军和章元 （２００３）估算了全国１９５２—２０００

年的固定资本存量。张军等 （２００３）、王玲和Ｓｚｉｒｍａｉ（２００８）、杨勇 （２００８）

则分别对中国乡镇企业、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的固定资本存量进行了估算。

邓进 （２００７）、王玲和Ｓｚｉｒｍａｉ（２００８）、吴延兵 （２００８）还对研发资本存量进

行了估算。其他对总量层次资本存量进行估算的研究还包括何枫等 （２００３）、

李治国和唐国兴 （２００３）等。还有一类研究对分行业、分省市的资本存量进

行了更细致的估算。黄勇峰等 （２００２）估算了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制造业１５个行

业的资本存量。王益煊和吴优 （２００３）估算了１９８１—１９９８年１６个行业 （含

采掘业、制造业和水电煤生产供应业三类工业大类行业）的资本存量。张军

等 （２００４）则估算了各省１９５２—２０００年的固定资本存量。任若恩和孙琳琳

（２００９）为估计行业层次ＴＦＰ首先计算了１９８１—２０００年３３个行业 （含工业

２３个分行业）的资本存量。陈勇和李小平 （２００６）估算了１９８５—２００３年中国

３９个工业行业的投入产出面板数据，这是与本文最为相似的一篇研究文献，

本文在后面的估算结果部分重点对之进行比较分析。上述绝大部分研究在估

算资本存量时使用的都是由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 （１９５１）开创并在国际上通行的永续盘

存法。孙琳琳和任若恩 （２００５）曾经对资本存量估算作了很好的综述。估算

人力资本存量的文献有 ＷａｎｇａｎｄＹａｏ（２００３）、岳书敬和刘朝明 （２００６）、吴

延瑞 （２００８）、Ｚｈｅｎｇ犲狋犪犾．（２００９）。少数涉及中间投入估计的文献可参见郑

玉歆 （１９９８ｂ）、李小平和朱仲棣 （２００５）。

对于投入变量的处理方法在学界也爆发了一场争论。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等人

（Ｃｈｅｎ犲狋犪犾．，１９８８；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犲狋犪犾．，１９９２；谢千里等，１９９４）研究发现中国

国有工业企业的 ＴＦＰ在改革以来有显著增长的趋势。但是，胡永泰等人

（Ｗｏｏ，犲狋犪犾．，１９９４；胡永泰等，１９９４）对该乐观结果提出异议，他们认为，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等人在剔除资本和劳动数据中的非生产性成分时 “矫枉过正”且高

估了中间投入品的价格指数，导致真实投入被低估，因而生产率增长被高估，

实际上生产率增长没有这么高，充其量为零。当然，对产出缩减不够导致最

终产出被夸大也是国有工业ＴＦＰ增长被夸大的部分原因。对该争论继续进行

探讨的后续文献还包括谢千里等 （１９９５）、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犲狋犪犾．（１９９６）、Ｓａｃｈｓａｎｄ

Ｗｏｏ（１９９７）等。

对中国能源消耗进行分析的文献有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３）、ＦｉｓｈｅｒＶａｎｄｅｎ犲狋犪犾．

（２００４）、林伯强 （２００３）、张军和刘君 （２００８）等。经济增长文献对能源变量

的处理比较简单，通常比较一致地把能源消耗看做新的投入要素，不仅作为

生产过程的中间投入品，而且也和传统的资本和劳动要素一样，在生产过程

中发挥价值创造的功能。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犲狋犪犾 （１９８７）提出的ＫＬＥＭ 模型就是十

分著名的例子。另一个和资本存量一样不能直接观察而必须估算的变量就是

二氧化碳排放。陈诗一 （２００９）和张友国 （２０１０）曾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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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作了较详细的讨论。胡鞍钢等 （２００８）、王兵等 （２０１０）则讨论了二氧化

硫排放、工业 “三废”、化学需氧量等污染排放。在增长核算中，对环境污染

排放的处理有些复杂，由于缺乏污染的市场定价，把污染计入生产成本比较

困难，因此，长期以来往往被研究所忽视。目前，文献中通常有两类处理排

放变量的方法。一种方法也把污染排放作为投入要素，不过是未支付的投入，

与资本和劳动 （或能源和中间投入）一起引入生产函数，比如袁富华

（２０１０）。另一种方法则把污染看做非期望的坏产出，和期望的好产出一起引

入生产过程，利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来对其进行分析，比如 Ｃｈｕｎｇ犲狋犪犾．

（１９９７）、涂正革 （２００８）、陈诗一 （２０１０）等。

１ 郑京海和胡鞍钢（２００５）指出，长期以来中国ＧＤＰ增长率存在分省增长率平均高于全国增长率２—３个

百分点的问题，这是由于各省ＧＤＰ统计存在“水分”，而国家统计局只对全国增长率进行了调整，并未相

应调整各省的增长率。笔者不对本文工业分行业产出数据进行调整也部分基于这样的假定，即没有理由

认为工业分行业产出增长也存在与各行政省份同样的高估冲动。

同对产出和投入数据的争论一样，国内外对中国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

放的数据也存在争论。比如，国际能源署２０１０年７月份宣布中国在２００９年

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而中国国家能源局也在第一时间作

出回应，称国际能源署高估了中国能耗量，其数据只能作为参考。对中国经

济数据之争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含义，因为这些数据可以被利用为 “中国崩

溃论”和 “中国威胁论”的依据，也关乎中国在国际上的减排责任之辩，由

此可见对基础数据研究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诚如张军等 （２００３）

指出的，虽然一些人总是认为中国统计数据质量靠不住，但是认真的研究者

却始终对官方的统计数据保持着谨慎的乐观态度，这是因为中国的统计报告

系统和统计手段都在不断改善之中，至少可以满足研究之需要。Ｈｏｌｚ（２００６）

在他的最新研究中也舍弃了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在１９９８年为 ＯＥＣＤ 所做研究的结果，

转而支持采用中国官方统计数据。Ｚｈｅｎｇ犲狋犪犾．（２００９）指出，虽然一些作者

批评了中国的ＧＤＰ估计，但他们仍然选择使用最近更新的１９９３—２００５年间

名义ＧＤＰ及其指数的官方数字。因此，本文对工业分行业统计数据的估算也

以中国统计局出版的各种统计年鉴所提供的统计数据作为工作基础，笔者认

为基于这样的原始数据得到的结果更具有权威性，并不对之作随意和没有根

据的调整。１胡永泰等人认为对非生产性投入即使要做剔除，也只能小心翼翼

地做部分的剔除，鉴于剔除本身争议很大，笔者认为，如果没有确凿的非生

产性投入信息，还不如不做任何剔除，正如本文即将做的一样。这也与任若

恩 （２００２）要求的科学态度一样，在数据处理与方法应用上应该具有严谨的

态度，应该追求在目前知识条件下的尽可能准确。

当然，为了创建尽可能准确的中国工业分行业面板数据库，必须克服原

始数据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有些问题文献中已经指出了处理方法，但是还有

不少问题文献中并没有涉及，本研究必须提出创新性的处理方法，这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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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为就不是科学的方法了。比如不同时期工业统计口径不一致的问题，

１９９７年前工业数据按隶属关系口径报告，而１９９８年后又按工业企业规模大小

来披露，这些口径不同的原始数据不能拿来直接进行分析，本文将对之进行

口径调整，据笔者了解目前还没有文献处理这个问题 （要么通过刻意选择研

究区间来规避这个问题，要么就是忽略之）。再比如由于工业行业划分的标准

前后不一，导致行业数据前后不能相互匹配，由于本文构建的数据库始于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初，这个问题更需要解决。还有，为了与１９９４年财税制度根本

性改革相衔接，工业统计指标体系和指标含义从１９９５年开始都有了较大的调

整，工业总产值、工业中间投入、产品销售收入、产品成本等指标均按不含

增值税的价格计算，工业净产值改为工业增加值，应缴增值税单独加到工业

增加值中，这也带来了数据前后不一致的问题，目前也鲜有文献考虑这些细

微问题。对上述问题的尝试处理可以看做是本文数据估算的主要创新。现在

所能获得的几十万家工业企业数据库虽然截面单位众多，满足了个体差异性

的分析，但是时期跨度太短，只能获得１９９８年后的数据，这对于分析整个改

革开放时期的工业增长变化模式无能为力。而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９年两次全国经

济普查的数据也只能提供两位数、三位数和四位数工业行业的截面信息。由

此更可以看出本文构造横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工业两位数行业统计数据的必要

性和重要性了。

三、工业统计数据构造原则

（一）行业归并与缺失数据处理原则

２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的木材及竹材采运业数据摘自统计年鉴的“农业”章节。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 （ＧＢ／Ｔ４７５４）于１９８４年首次发布实施，１９９４

年进行第一次修订，２００２年第二次修订。现在工业统计中运用的行业分类标

准就是最新的２００２版 （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其中工业这一门类，分为３个大类

（采矿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３９个中类和１９１个

小类。本文构造的工业分行业数据就是针对这３９个中类而言，有时也称为两

位数行业。由于数值很小或者序列较短，本文将其他采矿业 （行业代码为

１１）、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４３）（２００３年后才公布）与工艺品及

其他制造业 （４２）三个行业一起合并形成一个新的 “其他工业”项目。另外，

木材及竹材采运业在新标准中改属农、林、牧、渔业 （新代码为０２２），但此

前一直隶属于工业，有时候把它和采矿业合称为采掘业，本文仍旧将其作为

工业行业处理。２因此，本文实际上估算了３８个工业中类分行业投入产出数据

（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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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国工业两位数行业代码、名称及按２００４年能耗由低到高排序

序号 两位数代码 工业分行业全称 排序 序号 两位数代码 工业分行业全称 排序

１ ６ 煤炭采选业 ３２ ２０ ２６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３７

２ ７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３０ ２１ ２７ 医药制造业 １８

３ ８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１３ ２２ ２８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２４

４ ９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１１ ２３ ２９ 橡胶制品业 １６

５ １０ 非金属矿采选业 １５ ２４ ３０ 塑料制品业 ２０

６ 木材及竹材采运业 ２ ２５ ３１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３６

７ １３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２６ ２６ ３２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３８

８ １４ 食品制造业 １７ ２７ ３３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３３

９ １５ 饮料制造业 １４ ２８ ３４ 金属制品业 ２７

１０ １６ 烟草加工业 ５ ２９ ３５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２５

１１ １７ 纺织业 ３１ ３０ ３６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２１

１２ １８ 服装业 ８ ３１ ３７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２８

１３ １９ 皮羽制品业 ６ ３２ ３９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１９

１４ ２０ 木材加工业 １０ ３３ ４０ 计算机、电子与通信设备制造业 ２２

１５ ２１ 家具制造业 １ ３４ ４１ 仪器仪表制造业 ３

１６ ２２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２９ ３５ ４４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３５

１７ ２３ 印刷业 ７ ３６ ４５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９

１８ ２４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４ ３７ ４６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２

１９ ２５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３４ ３８ １１，４２，４３ 其他工业 ２３

３ 工业行业分类目录演化可参见１９８８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的附录四（第３７３页）和附录五（第３８０
页）以及《中国工业交通能源５０年统计资料汇编（１９４９—１９９９）》的工业行业分类目录。也可以参见北大

ＣＣＥＲ研究报告（２００２）。
４ 比如冶金工业部门对应的中类行业为黑色与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黑色与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总体上，各种统计年鉴对１９９３年后工业分中类行业的数据报告比较完

整，而１９９２年前数据与新行业分类的对应就不是很好了，这主要是较早时统

计年鉴沿袭了更早的国民经济行业划分标准的原因，这给对比研究带来一定

困难。其中，１９８４—１９９２年间 （包括１９８０年）各行业数据对应又相对好些，

只有少数行业出现了变化，比如使用了较为笼统的食品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分

类，比较难处理的是１９８１—１９８３年间，完全是以比较粗的工业部门分类来报

告相应的数据。３为了与新行业分类标准相对应，本文对于１９９２年前数据的调

整遵循了以下原则：１９８４—１９９２年间 （包括１９８０年）的食品工业主要涵盖了

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两个中类，机械工业则包括通用设备和专用设

备制造业两个行业，本文以１９９３年的构成比例把食品工业和机械工业的数据

劈分到各个相应的分行业中。而１９８１—１９８３年的数据则根据１９８８年 《中国

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第３７３页附录四的工业部门分类对应目录，把主要工业

部门的数据按照１９８０年和１９８４年细分行业构成比例的变化趋势劈分至各自

的细分类之中。４由于如此处理的数据区间比较短，而且以工业部门合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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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较近年份细分类比例为依据，因此有理由认为劈分构建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中前期的工业分行业数据还是比较可靠的，这应该是在现有统计数据条件下

的尽可能准确的估算了。５

当然，本文还对其他一些旧的分类项目进行了统一的归并处理，比如把

采盐业统一并入非金属矿采选业，把饲料工业并入农副食品加工业，把工艺

美术品制造业 （或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并入最后一项其他工业中。由于

１９９２年前 《中国统计年鉴》和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的炼焦、煤气及煤

制品业数据是合在一起报告的，而１９９３年后才分开报告，本文根据１９９３年

的构成比例把炼焦与煤气数据分解，然后分别放进石油加工和炼焦业与燃气

生产和供应业中。６本文还假定统计年鉴上工业分行业的一些名称是前后对应

的，比如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采选业与非金属矿采选业的对应，建筑材

料及非金属矿制品业与非金属矿制品业的对应，印刷业与印刷业和记录媒介

的复制的对应，普通机械制造业与通用设备制造业的对应，１９９３年前的石油

加工业、炼焦煤气及煤制品业与１９９３—２００２年的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煤气的

生产与供应业以及２００３年后的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和燃气生产和供

应业的对应，自来水的生产与供应业与水的生产与供应业的对应，电力蒸汽

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与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对应，等等。

５ 没有提及的少量缺失数据补充一般都采用均值或线性插值方法。
６ 北大ＣＣＥＲ研究报告（２００２）在行业分类时对１９９３年前后煤焦业的不同归属并没有进行分开处理，且

认为影响不大。

（二）工业统计口径调整原则

构造工业分行业面板数据的另一个困难是统计口径的前后不一致，即

１９９７年前统计年鉴主要报告的是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而１９９８年后则报

告的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这些数据的口径前后不匹配，无法直接比较，

尤其是数量指标 （比如单位数和职工人数）相差较大，使得跨期分析变得困

难。有些研究不得不把样本区间局限在有统一口径的时期内，比如黄勇峰等

（２００２）制造业资本存量估算区间仅在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李小平等 （２００８）把

工业分行业研究区间限定在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涂正革 （２００８）各省工业研究期

间为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这虽然避免了口径不一致的问题，但也使得分析的广度

不够，无法揭示较长时期内经济的变化模式。涂正革和肖耿 （２００５）虽然研

究区间横跨１９９５—２００２年，由于研究对象仅限于大中型工业企业，不存在该

统计口径问题。陈勇和李小平 （２００６）工业数据的研究跨度为１９８５—２００３

年，但他们似乎忽略了这个统计口径的调整问题。那么，如何能够解决这个

统计口径问题呢？

《中国工业交通能源５０年统计资料汇编 （１９４９—１９９９）》第２９３页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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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解释以及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９年 《中国统计年鉴》 “工业”章节简要说明指

出：目前工业统计是以独立核算法人工业企业作为调查单位。１９９７年以前，

工业统计调查口径按隶属关系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全部乡及乡以上独立

核算工业企业和非独立核算生产单位，实行发表调查；另一部分是村及村以

下的工业企业和个体生产单位，包括村办工业、城乡合作和个体工业，只调

查总量。１９８４年以前，村办工业划归农业，１９８４年以后，村办工业由农业划

归到工业统计。１９９８年后，工业统计的调查口径改为按规模划分，１９９８—

２００６年分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和规模以下非国有工业两部分，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则直接称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前者发表

进行全面调查，而后者实行抽样调查。这里的 “规模以上”指年主营业务收

入在５００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本文分两个时期尝试按照上述统计调查的口

径构成把工业分行业的数据调整到统一的全部工业口径。

７ 这里假定非独立核算工业单位的数值较小不予考虑。比如，１９８８年《中国统计年鉴》的表６９提供了

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７年两年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和非独立核算工业分行业的总产值，它们与对应的独立核算口

径的总产值十分相近。

对于１９９７年前的工业分行业数据，本研究发现， 《中国统计年鉴》和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在提供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指标时，也提

供了１９８３—１９９７年独立核算村办工业的单位数、工业总产值和职工人数数

据，而在１９９８年以后再也没有提供。其中，１９８４年的数据出现在 “农业”章

节，由于为分部门数据，根据工业分部门与分行业的对应关系和１９８５年的比

例把它们劈分到各所属分行业。１９８０—１９８３年的村办工业指标利用三年移动

平均求解而得。因此，本文首先把１９８０—１９９７年分行业的乡及乡以上独立核

算指标与对应的村办工业指标相加７，由于还存在其他经济类型，但是缺乏分

行业数据，本文根据一个整体的比例将它们调整至全部工业口径。比如，

１９８８年全部工业的总产值为１８２２４．５８亿元，其中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

为１４５８６．４５亿元，占８０％，而村办工业总产值为１７０３．６３亿元，占到全部

工业的９．３％，则把乡及乡以上和村办工业分行业加和数据调整到全部工业口

径的统一比例就是８９．３％，其他年份同此。

再讨论１９９８年后工业分行业口径的调整。该期间规模以上工业分行业的

数据比较完整。而且２００４年 《中国经济普查年鉴》和２００６年 《中国统计年

鉴》表１４２提供了２００４年工业分行业主要经济指标的全部工业口径数据，因

此，可以获得２００４年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占全部工业口径的不同

细分行业的比例数据，使得利用它们把其他年份规模以上工业分行业数据调

整到全部工业口径成为可能。但是仅仅利用２００４年的比例对１９９８—２００６年

整个区间进行口径调整还不太合理，因为规模以上工业指标占比在该时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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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成不变的。８因此，本文尝试再构建一组１９９８年规模以上工业占全部工

业的分行业比例调整数据。首先假定１９９８年各分行业的增长率与１９９７年相

同，根据１９９７年已经构造出来的全部工业分行业指标，就可以求得１９９８年

的全部工业口径分行业指标，构造该指标的假定是合理的，而且从技术上也

保证了前后两组序列的衔接。然后利用１９９８年已有的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

工业分行业数据就可以得到这一组调整比例。根据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０４年两组调

整比例以及线性函数的假定就可以构造出其他年份的口径调整比例，这样就

可以把１９９８—２００６年的工业分行业指标也调整为全部工业口径了。

８ 比如，１９９９年《中国统计年鉴》表１３５提供了１９９８年全部工业和其中的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

业的全国总的企业单位数和工业总产值。全部工业的企业单位数为７９７４５６５个，其中全部国有及规模

以上非国有工业为１６５０８０个，占２．０７％；全部工业的当年价工业总产值为１１９０４８．１５亿元，其中的全部

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为６７７３７．１４亿元，占５６．９０％。再看２００４年的数据，全部工业的企业单位

数为１３７５２６３个，其中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为２７６４７４个，占２０．１％；全部工业的当年价工业

总产值为２２２３１５．９３亿元，其中的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为２０１７２２．１９亿元，占９０．７４％。由

此可见，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在全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这个比例的变化是很大的。
９ 比如《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１９８３—１９８６年分行业１９８０年不变价的总产值及对应的发展指数，《中国

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提供的１９９３—２００３年分行业１９９０年不变价的总产值（１９９５和１９９８两年缺失）。

当然，上述所讨论的口径调整主要针对工业总产值和职工人数而言，其

他变量 （比如资本存量）的口径调整更难，因为所能获得的信息更少，本文

一般利用工业总产值调整前后的比例关系来对这些变量进行口径调整。

（三）价值量数据的价格平减问题

１．对产出的平减

在计算工业产出时，为了能够在不同产品间进行对比，往往通过产品价

格计算出价值量指标，如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等。但是这种价值量指标

在不同年份之间进行对比时，由于包含了各年份价格变动的因素，并不能确

切地反映实物量的增减变动，必须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这样才能真实地反

映工业产出的增长状况，这就是所谓工业产出的价格平减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采用不变价格来计算工业产出，这种不变价格又称

固定价格，采用某一时点的产品出厂价格作为某一段时期内计算工业总产值

的固定价格，由于价格固定，进行纵向对比时就可以看出工业产品的实物量

变动情况了。２００３年前的统计年鉴常常会提供这些不变价的工业总产值和发

展指数。９在以往的研究中也经常出现利用当年价和不变价工业总产值发展指

数来计算出隐含的产出价格平减指数。在计划经济时代，同一产品的价格在

一定时期或不同地区之间变化很小，因此使用不变价具有合理性。然而，近

３０年的改革开放已使我国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产品的市场化价格

机制已经形成，同一产品的价格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间变化很大，而且新

产品不断涌现，产品更新换代很快，如果还以不变价来计算工业产出显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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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时宜。因此，国家统计局从２００４年开始采用价格指数缩减法来计算工业发

展速度，取消不变价格法，即采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缩减当年价工业总产

值得到消除价格波动影响后的可比价产出指标。１０由于工业增加值主要是由总

产值减去工业中间投入来构成，按道理，应该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原材

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同时消除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因素，计算

出与基期价格可比的工业增加值，即所谓 “双缩法”。但是现行的工业价格指

数缩减法仍然采用与工业总产值缩减类似的 “单缩法”方式来缩减增加值，

也即用工业品出厂价格直接缩减工业增加值，而不考虑原材料等购进价格

因素。１１

本文所使用的产出价格平减指数为 《２００９年中国城市 （镇）生活与价格

年鉴》提供的１９８５—２００８年工业分行业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上年＝

１００），以此构建了１９９０年＝１００的１９８０—２００８年工业产出的价格平减指数，

其中的一些缺失数据是这样处理的：１９９２年前的农副食品加工业、印刷业和

普通设备制造业缺失，分别用食品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和专用设备制造

业的同期指数代替；１９８０—１９８４年分行业指数则使用全国水平的工业品出厂

价格指数代替。

１０ 任若恩（２００２）把我国２００３年前长期施行的不变价格法看做中国经济增长率有可能被高估的主要原

因，认为２００４年后改用价格指数缩减法会减少这种产出被高估的现象（正如本文使用的产出平减方法一

样）。
１１ 胡永泰等（１９９４）仍然认为国家统计局没有通过双重缩减来获得实际增加值序列，这种官方数字还是

不准确。不过本文仍然选择使用官方的单缩法来平减工业增加值。
１２ 比如燃料动力类分类指数适用于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

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５个种类行业。在此不一一列举。

２．工业中间投入价格平减指数

《２００９年中国城市 （镇）生活与价格年鉴》提供了１９８６—２００８年原材料、

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分类指数 （上年＝１００），本文利用该价格指数来对工业

中间投入进行平减。这些价格指数除了总指数外，还包括燃料动力类、黑色

金属材料类、有色金属材料类、化工原料类、木材及纸浆类、建材类、农副

产品类、纺织原料类和其他工业原料类等９个分类的指数。本文所研究的各

个中类行业的工业中间投入将分别利用各自所属类别的价格指数来进行平

减１２，同样基年选择１９９０年。由于没有提供１９８５年前的原材料、燃料、动力

购进价格分类指数，本文假定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间原材料的价格水平没有变化，

价格指数都取１００％。其他缺失的１９９７年前的其他工业原料分类指数采用总

指数代替。

３．对资本存量的平减

准确地说，应该是对估算资本存量所用的现价投资额进行价格平减，平

减指数就是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反映了一定时期

内固定资产投资品的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幅度，可以用来消除按现价计算的



第３期 陈诗一：中国工业分行业统计数据估算：１９８０—２００８ ７４５　　

固定资产投资指标中的价格变动因素，从而真实地反映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

速度、结构和效益。由于统计年鉴没有提供工业分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

指数，只能使用工业全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对工业分行业现价投

资额进行平减，基年仍为１９９０年。这里１９９０年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由

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提供，而１９８９年前的指数摘自张军等 （２００３）。１３

四、工业投入产出数据具体构造

（一）产出变量

　　１．工业总产值

１３１９９３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才开始提供１９９０年以后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缺乏１９９０年以前

的序列。贺菊煌（１９９２）通过积累指数避开了平减问题。Ｃｈｏｗ（１９９３）采用国民经济核算方法也回避了

这个问题。孟连和王小鲁（２０００）则是采用其他价格指数（如ＧＤＰ平减指数）来进行代替。李治国和唐

国兴（２００３）以及张军和章元（２００３）利用１９９１年前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推导或代替全国指数

序列。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犲狋犪犾．（１９９６）曾经估算了１９７９—１９９２年中国固定资产的价格指数，由于他们和国家统

计局一样都是采用建筑安装平减指数和设备购置平减指数的加权平均来计算，因此，与《中国统计年鉴》

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具有一致性；张军等（２００３）就是借用的这组１９８９年前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

数；因此，本文决定也采用该组序列。
１４ 北大ＣＣＥＲ研究报告（２００２）则是按照１９９５年新旧规定工业总产值的比例把１９９７年新规定工业总产

值前向调整为按旧规定计算的工业总产值以与前面的工业总产值数据匹配。

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和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都提供了比较一致

的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４—２００８年工业分行业当年价工业总产值数据，其中１９９７年

前为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口径，而１９９８年后为规模以上工业范围。按照

上述行业归并、口径调整和价格平减的原则，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构造出

１９８０—２００８年分行业全部工业口径的可比价工业总产值序列 （１９９０＝１００；单

位：亿元；其所有行业加总数据绘制在图１）。需要注意的是，为了与１９９４年

我国财税制度改革相衔接，从１９９５年开始，工业统计指标体系和含义都有了

较大的调整，这相应体现在１９９５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对工业总产值 （原规

定）内容、计算原则和方法所做的某些修订上，即从１９９５年往后按新规定计

算工业总产值，两者区别之一就是计算价格不同：新规定按不含增值税的价

格计算；原规定计算的价格则包含了增值税。我们观察分行业工业总产值的

变化趋势，发现工业总产值基本上从１９９２年开始都有快速的增长，而在１９９５

年后这种向上的趋势戛然而止，普遍出现下降或停滞，这显然是由新规定所

致。从图１陈勇和李小平 （２００６）的估算结果中似乎还可以看出这种口径的

变化。本文根据 《１９９５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摘要》第１２页所提供的

１９９５年分行业工业总产值的原规定和新规定数值计算出一个调整比例，把

１９９２—１９９４年的工业总产值压缩成和新规定相匹配的数值。１４由于１９９１年前

各行业的总产值普遍低太多，没有对它们按新规定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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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本文所估算分行业工业总产值、增加值、中间投入加总及比较

２．工业增加值

工业增加值指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以货币表现的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

果。按照 《中国统计年鉴》或 《中国工业交通能源５０年统计资料汇编》的解

释，工业增加值有两种计算方法：一是生产法，计算公式为工业增加值＝工

业总产值－工业中间投入＋应缴增值税；二是收入法，计算公式为工业增加

值＝固定资产折旧＋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目前工业统计主

要采用生产法计算工业增加值。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和 《中国工业经济统

计年鉴》从１９９２年之后开始报告工业分行业当年价工业增加值序列，但是

１９９２年前报告的则是工业净产值数据。１９９３年前的 《中国统计年鉴》“工业”

章节基本上都有对工业净产值的解释，即工业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工业生产活

动新创造的价值，其计算方法也有两种，即生产法和分配法，与工业增加值

的计算方法基本对应。这种从工业净产值到工业增加值的变化与１９９５年后工

业统计指标由于财税制度改革所发生的变化是相对应的。当然，统计年鉴中，

１９９２年工业增加值和工业净产值是同时提供的；１９８６年第二次工业普查 《中

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也同时提供了１９８５年的工业净产值和增加值序列。这

些数据的口径与工业总产值一样，１９９７年及以前为乡及乡以上工业，１９９８年

及以后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数据。

这里的主要工作是基于对应的工业净产值来构造１９９１年前分行业工业增

加值序列。根据统计年鉴的定义，工业增加值中包括工业净产值中没有的折

旧、大修理基金和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务费，而工业净产值中包括增加值中

没有的企业对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支付如利息支出等，即：工业增加值＝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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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产值－支付给非物质生产的费用－利息支出＋固定资产折旧＋大修理基金。

其中，各行业支付给非物质生产的费用、利息支出和大修理基金难以获得，

但是统计年鉴基本上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１９９１年前的分行业本年折旧数据而

不需要另外去进行估算。１５因此，本文计算１９９１年前当年价工业增加值的公

式为

工业增加值 ＝ 工业净产值＋提取的折旧基金．

　　１９８６年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第２１页提供了

１９８５年分行业工业净产值、提取的折旧基金和工业增加值数据，完全满足上

述计算公式。北大ＣＣＥＲ研究报告 （２００２）也是这样把净产值统一折算为增

加值的，这种计算分行业工业增加值的方法比陈勇和李小平 （２００６）把工业

增加值与工业净产值简单等同的处理要精确。

１５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５—１９８７年分行业折旧数据由１９９０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提供，１９８８—１９９１年折旧

由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这些数据是匹配的，而且这两组本年折旧序列也都是乡及乡以上

独立核算工业口径。１９８５年就用的现成的增加值。缺失数据线性插值。
１６２００４年工业分行业的工业增加值序列缺失，按２００３和２００５年的数据进行均值插值，２００８年工业增加

值数据也缺失，同样插值处理。

２００４年 《中国经济普查年鉴》并没有提供全部工业口径和规模以上工业

口径的分行业工业增加值数据，所以无法获得１９９８年后规模以上工业占全部

工业的调整比例数据。１９８６年 《工业普查年鉴》只提供了１９８５年分行业乡

（社）办工业口径的工业净产值，１９９５年 《工业普查摘要》提供的也是当年分

行业独立核算乡办工业的工业增加值，都没有进行口径调整所需要的村办工

业数据，因此无法像工业总产值那样来进行口径调整。基于此，本文利用此

前已经估算出来的乡及乡以上 （或规模以上）工业占全部工业口径的工业总

产值之比来把此前得到的１９８０—２００８年部分口径当年价工业增加值序列１６扩

展到全部工业口径。最后，利用上述的工业分行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

单缩平减，由此获得１９９０年为基年的１９８０—２００８年的可比价分行业工业增

加值序列。图１也同时绘制了分行业加总的工业增加值简单趋势图，粗略看

来，本文的估计与涂正革 （２０１０）的估计还是相似的，而陈勇和李小平

（２００６）估算的增加值则要小些。

（二）投入变量

１９７３年以来，三次国际石油危机相继爆发，导致了世界经济的严重衰退。

２００５年以来国际石油价格的持续上涨也对各国经济造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可见，能源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投入要素，而且开始被许多研究纳

入增长核算分析。比如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犲狋犪犾 （１９８７）就首先提出了著名的ＫＬＥＭ

模型，即把投入分解为资本、劳动、能源和中间投入品，产出使用工业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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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以对美国二战后的经济增长和生产率进行分析，该模型被广泛运用至今。

就中国工业增长而言，高增长、高投资、高能耗、高排放的特征更加明显。

陈诗一 （２００９）的研究显示，改革开放期间只占全国４０．１％的工业ＧＤＰ的取

得消耗了全国６７．９％的能源，排放出全国二氧化碳的８３．１％。因此，本文接

下来也仿照ＫＬＥＭ模型来分别构造工业分行业的四种投入变量 （资本存量、

劳动、能源消耗、工业中间投入）以及二氧化碳排放序列。

１．资本存量

资本存量数据不像产出、劳动和能源数据一样可以直接获得，必须进行

估算。在现有文献中，物质资本存量估算往往都是根据固定资产的价值通过

永续盘存 （ＰＩＭ）的方法来计算，其中黄勇峰等 （２００２）的研究具有代表性，

本文也遵循这样的思路来估算中国工业分行业的物质资本存量。不能简单地

使用统计年鉴中提供的固定资产原值或者净值的数据来代替资本存量，因为

它们仅仅是公司财务会计的概念，净值是原值扣减历年累计折旧后的数值，

两者都是由不同年份不同当年价水平的投资品价值简单加总得到，利用某一

年的价格指数去平减这些由不同现价混合在一起的数据显然不合理，正确的

方法是用当年的价格指数去平减当年新增的投资额 （具体可参见黄勇峰等，

２００２；张军等，２００３；孙琳琳和任若恩，２００５）。下面具体说明本文估算资本

存量的步骤。

（１）计算工业分行业折旧率

１７ 大部分研究估计一个固定的折旧率来对历年投资进行平减，但是折旧率取值各不相同。Ｐｅｒｋｉｎｓ
（１９９８）、胡永泰（１９９８）、孟连和王小鲁（２０００）、ＷａｎｇａｎｄＹａｏ（２００３）均假定折旧率为５％。Ｙｏｕｎｇ（２００３）

假定６％的折旧率。张军等（２００４）估计的各省折旧率为９．６％。黄永峰等（２００２）采用几何相对效率下降

模式，这时折旧率和重置率相同，他们把固定资本分为设备和建筑两部分，并假定折旧率分别为１７％和

８％。王益煊和吴优（２００３）假定城镇住宅折旧率为８％、非住宅建筑折旧率为９％、机器设备折旧率为

３．６％—１３．８％、市政建设为３．６％、役畜产品为１１％、农村住宅和其他折旧率为１．５％。王玲和Ｓｚｉｒｍａｉ
（２００８）假定建筑类年折旧率为２．４４％，设备类折旧稍有不同（医药制造业设备年折旧率为８．１１％，电子

和通信设备制造业设备年折旧率为９．４５％，其他设备类年折旧率均为８．９９％）。任若恩和孙琳琳

（２００９）在几何效率下降模式下分别假定建筑折旧率为８％、设备的折旧率为１７％、汽车折旧率为２６％。

还有少部分研究使用了变化的折旧率。Ｃｈｏｗ（１９９３）则利用国民收入关系式（折旧额＝ＧＤＰ－国民收入

＋补贴－间接税）间接计算出折旧额，而李治国和唐国兴（２００３）则直接借用了１９９３年前的这个序列并利

用其后各省折旧额加总将该序列延伸至２０００年。吴颜瑞（２００８）在中国地区资本存量估算中第一次尝试

使用了各个地区不同的折旧率。陈勇和李小平（２００９）认为，工业分行业的资产结构不同，难以准确确定

每个行业建筑类和设备类资产的权重，因而不适宜像黄勇峰等（２００２）那样把固定资产分为建筑类和设备

类两类来分别进行折旧。本文也认同这样的观点。

现有文献通常估算一个不变的折旧率数值用于不同年份不同行业 （或地

区）的资本存量估算，这种方法过于粗糙。１７事实上，１９９２年 《中国工业经济

统计年鉴》已经提供了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５—１９９１年独立核算工业分行业固定资产

折旧率数据。２００２—２００９年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则提供了２００１—２００８

年规模以上工业分行业的本年折旧和固定资产原值，利用当年折旧与上年固

定资产原值的比例可以构造出该区间的固定资产折旧率。剩下要做的就是估

算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年的折旧率，既然统计年鉴提供了这些年份分行业完整的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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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原值和净值的数据，完全可以根据这些变量之间的内在关系来推断出其

所隐含的折旧率。１８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累计折旧狋 ＝ 固定资产原值狋－固定资产净值狋，

本年折旧狋 ＝ 累计折旧狋－累计折旧狋－１，

折旧率狋 ＝ 本年折旧狋／固定资产原值狋－１，

这里，下标字母狋和狋－１分别代表当期和前期 （以下同）。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２年

的缺失折旧率采用１９８０年的数据，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４年的折旧率采用１９８５年的

数值。由此就构造出１９８０—２００８年工业分行业完整的固定资产折旧率数据，

据笔者的了解，这是文献中首次尝试使用随行业和时期不同而不同的可变折

旧率。

（２）计算全部工业口径的分行业每年新增实际投资额

１８ 北大ＣＣＥＲ研究报告（２００２）也是根据这种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之间的关系来计算１９９２年前的折旧

额以把净产值换算为增加值的。
１９ 文献中对投资额进行估计的方法也不尽相同。何菊煌（１９９２）使用生产性积累和非生产性积累作为投

资数据。Ｃｈｏｗ（１９９３）则根据ＧＤＰ支出法原理（ＧＤＰ＝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净出口）推算出投资

数。谢千里等（１９９５）使用新增固定资产扣除住房投资和非生产性资产作为投资数据。孟连和王小鲁

（２０００）对１９８０年前使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乘以投资交付使用率来计算当年的固定资本形成，对１９８０
年后直接使用固定资本形成数据。何枫等（２００３）和张军等（２００４）使用了固定资本形成数据。黄勇峰等

（２００２）以及王益煊和吴优（２００３）使用了分行业分资产类型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不过陈勇和李小平

（２００９）认为这种方法估计环节太多，误差无法测算。陈勇和李小平（２００９）则是将相邻两年的固定资产净

增加值作为投资额。
２０ 比如，一种尝试方法是以固定资产原值占比来进行口径调整，这是最有可能得到的数据。但是检查所

有年鉴发现，可以从２００４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得到２００４年固定资产原值的规模以上、规模以下和全

部工业口径的分行业数值，但是规模以上加上规模以下并不等于全部工业的原值，这种占比的计算就没

有意义了；而１９９７年前只能够从两次工业普查资料得到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９５年乡办工业的分行业原值数值，

没有村办工业的数据，而且１９８５年还不全。所以这种口径调整尝试无以为继。

本文构造了两组投资额序列，即分别由固定资产原值之差以及基本建设、

更新改造投资的新增固定资产之和构造的１９８１—２００８年当年价投资额，不妨

称为投资额１和２。１９两组投资额序列相比基本上趋势相同，但是１９９６年之后

投资额１的波动比投资额２要大。这里涉及两种统计口径的调整。第一种情

况是，自１９９７年起，除房地产开发投资、非农户投资、农户投资及城镇和工

矿区私人建房投资外，固定资产投资的统计起点由５万元提高到５０万元。为便

于比较，统计年鉴上对１９９６年的相应数据作了全面调整，括号内的数为原口径

数。按道理要对这种口径变化进行调整，但是我们从２００７年 《中国统计年鉴》

表６２发现，原统计起点计算的１９９６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２２９７４亿元，

而根据新的统计起点计算的数值为２２９１３．５亿元，占原数值的９９．７％，差距

太小，所以最终并没有对该口径进行调整。另一种口径调整同产出一样，也

要把１９９７年前的乡及乡以上投资额和１９９８年后的规模以上工业投资额调整

到全部工业口径。本文找不到比工业总产值占比更好的口径调整比例２０，所以

仍然使用工业总产值的调整比例把所有分行业投资额调整到全部工业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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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所得到的全部工业口径的投资额当年价数据按下列公式进行平减

（１９９０年＝１００）：

可比价投资额狋 ＝ 当年价投资额狋／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狋．

　　下面具体介绍两种投资额序列的构造：

ａ．利用固定资产原值之差构造的投资额序列

２１ 《中国工业交通能源５０年统计资料汇编（１９４９—１９９９）》第２９３页指出，固定资产原值即为固定资产

原价。
２２ 其中，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是１９８１—１９８４年工业分部门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固定

资产原值和净值，本文用这个数据根据分行业与分部门的对应关系和１９８５年的比例来劈分求得１９８１—

１９８４年工业分行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序列。
２３ 实际上，１９９４《中国统计年鉴》既提供了分行业１９９３年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底数，也有年平均余额。
２４１９８９年前的年鉴在提供１９８８年前的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数据时明确标注属于全民所有制

工业企业数据，此后的年鉴虽然没有这个标注了，但是从每年“固定资产投资”章节一开始对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的分类来看仍然属于这种情况。

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和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提供了比较一致的

工业分行业１９８０—２００８年的固定资产原值 （或原价）和固定资产净值序列。２１

其中１９８０—１９９２年为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的年底数２２，而１９９３—２００８年固定

资产原值为年底数，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序列比较完整，而净值年底数

序列不全。２３考虑到变量的一致性，本文把１９９２年前的固定资产净值都换算成

了年平均余额。这里所得到的工业分行业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数据从工业统

计口径角度来看，１９８１—１９８４年为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数据，１９８０年、

１９８５—１９９７年为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数据，１９９８年及以后为全部国有及

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的数据。根据固定资产原值数据并利用下列公式可以计

算得到当年价投资额１序列。

当年价投资狋 ＝ 固定资产原值狋－固定资产原值狋－１．

　　当然，这里得到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序列进行价格平减后可以作

为工业分行业资本存量的另一种近似估算，不少研究是这样处理的，如李胜

文和李大胜 （２００８）、李小平等 （２００８）、涂正革 （２００８）。基于企业数据的研

究也通常直接使用固定资产净值作为资本存量的代理变量，如涂正革和肖耿

（２００５）、李玉红等 （２００８）、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犲狋犪犾．（２００８）。

ｂ．利用基本建设、更新改造投资的新增固定资产之和构造的投资额序列

《中国统计年鉴》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分类方法经历了三次主要的变

化。１９９２年前把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一起归属

在按所有制分的全民所有制单位中，此外还有集体所有制单位和城乡个人。２４

从１９９３年开始固定资产投资按经济类型分为国有经济、集体经济 （对应于此

前的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单位）等，按管理渠道分为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

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其他投资四个类别 （前两类不再隶属于国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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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类别加总等于总投资额）。２５从２００４年开始，按管理渠道的分类不再存在，

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没有了，代之以按城乡分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和农

村固定资产投资 （房地产开发隶属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这里主要根据基本

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总额中新增部分数据来核算每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２６，具

体如下：

２５ 其中，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９４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分类结构仍然同１９９２年以前一样，但是把全民和集体所有

制单位改成了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从１９９５年《中国统计年鉴》的１９９４年数据开始，固定资产投资的分

类结构才完全发生了这种改变。
２６ 如上所述，口径调整的基本原则就是把１９９２年前的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

看做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三个组成部分。而１９９３年后则把基本建设、更新改造投资、房地产开发投

资和其他投资按管理渠道归属在一起，与国有经济无关。
２７ 比较１９９５年前的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与由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相加得到的数据可以

发现，１９９２年之前前者基本上大于后者，这是由于前者还包含有其他固定资产投资；而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则

后者大于前者，可以理解为从１９９３年后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的数据不再是国有经济的口径了，

这与前面《中国统计年鉴》的分类变化是一致的。
２８ 如前所述，自１９９７年起，基本建设、更新改造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的统计起点由５万元提高到５０万

元。比如１９９６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调整前的数据分别为８６１０．８４亿元和３６２２．７４亿元，

而统计起点调整后的数据为８５７０．７９亿元和３６１５亿元，差额不到１％，因此不对这个口径进行调整。
２９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报告了工业分行业的新增固定资产数据，它与２００３年前全行业数

据衔接很好。
３０ 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投资数据是最为完整的，黄勇峰等（２００２）利用全民所有制企业投资中的基本建设、

更新改造和其他投资数据首先对全民所有制制造业分行业固定资本存量进行估计，然后把结果推算到全

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中以获得工业全行业的资本存量估计，因为全民和集体这两部分一直是我国

工业企业的主要构成部分。

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和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以及 《中国固定资

产投资统计年鉴１９５０—１９９５》提供了１９８５—２００３年工业分行业基本建设和更

新改造投资总额及其新增数以及１９８１—１９９５年国有经济 （或全民所有制单

位）工业分行业的固定资产总投资。２７根据已有的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以及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总额计算的占比可以把１９８５—１９９２年基本建设

和更新改造投资中的新增数额调整到国有经济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口径的新增

数额。而１９８１—１９８４年数据则直接利用国有经济全部固定资产总投资乘以一

个估算的资产交付使用率 （以１９８５年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交付使用率的

加权平均来代理，权重为各自投资份额）来得到。把得到的这个１９８１—１９９２

年国有工业口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每年再按一个统一的比例调整到全部工业

口径，该比例在０．６１—０．６９之间，由相应 《中国统计年鉴》固定资产投资章

节一开始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类的相关数据计算而得。从这里可以同样

计算出１９９３—２００３年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总额占全部固定资产总投资的

比例，利用该比例把同期分行业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中的新增固定资产

直接调整至全部工业口径。２８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则直接使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的

新增数额。２９由此构建出１９８１—２００８年全部工业口径分行业当年价新增固定资

产投资额序列２。３０

（３）确定１９８０年初始资本存量

现有研究一般把基期定在１９５２年、１９７８年和１９８０年，本文基期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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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年。现有１９８０年工业分行业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固定资产净值数据，首

先利用该年工业总产值中乡及乡以上部分占全部口径的比例，换算成全部工

业口径的固定资产净值，其次，根据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再进一步换算

成以１９９０年为基年的可比价固定资产净值，以此数据作为１９８０年的起始资

本存量。

（４）按照永续盘存法估算资本存量

利用前三步估算的数据可以基于如下公式来估算出中国工业分行业的资

本存量 （单位为亿元）序列：

资本存量狋 ＝ 可比价全部口径投资额狋＋（１－折旧率狋）×资本存量狋－１．

图２　本文所估算的制造业行业两套资本存量数据及比较

　　仿黄勇峰等 （２００２）报告的制造业各行业的数据，图２绘制了本文所估

算的制造业行业的两套资本存量序列、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的固定

资产净值序列以及陈勇和李小平 （２００６）、黄勇峰等 （２００２）估算的结果。本

文所估算的第１套资本存量数据往往大于第２套数据 （烟草加工和石油化工

除外），但是没有第２套数据平滑，正如前述，这是由于投资额１序列波动更

大。除纺织服装和皮革毛羽外，固定资产净值所代理的资本存量往往较小，

而黄勇峰等 （２００２）的结果更多的与此相似。陈勇和李小平 （２００６）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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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更多的介于本文所估算的两套数据之间。

２．劳动

本文也构造了两套工业分行业劳动数据。３１第１套数据直接根据全部工业

口径的职工人数数据构建。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提供了１９８５—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工业细分行业分职工人数，这是现成的全部工业口径数据。３２而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的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提供了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分行业的职工人

数年末数、年平均数和就业人员数据，其中２００５年的职工人数年末数与 《中

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５年的职工人数数据完全相同，因此，本文利用 《中国劳动

统计年鉴》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４年两年的职工人数年末数来补缺序列。１９８３—１９８５

年 《中国统计年鉴》只提供了１９８１—１９８４年工业分部门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

业的职工人数年底数，但是可以从 《中国统计年鉴》获得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工业

分行业中全部工业和全民所有制工业的职工人数，根据工业分部门和分行业

的对应归并原则，可以求得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各个细分行业全民所有制职工占所

属工业部门的平均比例，利用该比例数据可以线性回归外推求得１９８１—１９８４

年的口径调整比例并根据上述劈分原则求得同期细分行业全部工业口径的职

工人数。１９８０年的职工人数数据摘自１９９０年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由

此就构建完成了第１套分行业全部工业口径的劳动数据 （单位：万人）。

３１ 北大ＣＣＥＲ研究报告（２００２）也分别基于职工人数和从业人数两套数据来计算技术选择指数。
３２ 比如，《中国统计年鉴》中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工业分行业职工人数标注是全部工业口径，１９８６—

１９８８年职工人数标注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含乡办工业、村办工业）数据。而《中国统计年鉴》

１９９３年后所报告职工人数一则没有像工业总产值和固定资产原值等表格抬头专门标乡及乡以上或规模

以上字样，二则职工人数数据摘录的是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和其他单位之前的合计中的数据，显然可

以看做全部工业口径来处理，这与第二套从业人员数据清楚标明了统计口径是不一样的。其中，２００５年

后的数据不再像此前一样在《中国统计年鉴》“工业”章节报告，而改在“就业与工资”章节中报告。
３３ 有时候也称为按行业分就业人员数。

第２套分行业劳动数据则根据部分工业口径的从业人员数据构建而得。３３

历年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提供了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４—２００２年的工业分行业

劳动力的数据 （缺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８年），其中，１９９７年前为乡及乡以上独立核

算工业口径，１９９８年后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口径。１９９２年前称

为职工人数年末数，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称为职工人数年平均人数，１９９８年后称为

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年 《中国统计年鉴》也提供了与之完全配

套的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分行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的数据，也属于规模以上

工业口径。这种劳动数据统计名称的变化可以由 《中国工业交通能源５０年统

计资料汇编》第２９３页统计指标解释来进行说明：“１９９７年以前的人数统计一

般使用企业全部职工人数。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结构调整的加快，国有企

业出现了下岗职工，用职工平均人数来表示劳动力已不能反映实际情况，因

此，工业统计从１９９８年开始统计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从业人员包括长期

职工和临时工，能够实际反映企业的就业状况。”事实上，这两个概念虽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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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时期定义不同，但是都反映了当时的实际劳动力状况，因此可以把职

工人数和从业人员前后这两组部分口径的序列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从业人员年

平均数序列。３４根据前述统计口径调整原则再把这套数据进一步调整为全部工

业口径的从业人员 （职工人数）年均数 （单位：万人）。其中，１９８３年利用乡

办工业的职工人数来代替村办工业数据，因为从其他年份的数据看两者数值

相差不大。另外，由于村办工业的从业人员都是年末数，为了与乡及乡以上

职工人数年均数对应，也都换算成了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

３４ 利用线性插值补充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８年两年数据，１９８６年的部分残缺数值和１９８１—１９８３年的原始数据。

１９８１—１９９２年的分行业职工人数年均数根据上年和当年职工人数年末数的平均值来求得。
３５ Ｈｏｌｚ（２００６）严格地思考过这一问题，他指出在１９９７年的统计年鉴及此后的版本中，国家统计局对

１９９０年总体就业向上修正了１４．１２％，此后的数据也作了类似的修正，然而却没有将增加的就业量分配

到各个产业部门（农业、工业、建筑业等）。但是，在２００５年《中国统计年鉴》中，１９９０年增加的就业量已

经被分配到不同的部门。

图３通过把分行业劳动数据加总来简单看一下两套劳动数据的构造状况，

同时以陈勇和李小平 （２００６）的对应劳动数据作为对比。显然第２套劳动数

据远大于第１套劳动数据，正如前述，这主要是由于第１套劳动数据主要反

映的是长期正式职工情况，而第２套劳动数据还包括了长期职工以外的其他

用工状况，因而更能够反映工业的实际就业状况。 《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２００４）》显示，全部工业从业人员年均数为９３０３．９４万人，这与本文第２套

劳动数据的对应数值相同，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从业人员年均数为６６２２．０９万

人，这与陈勇和李小平 （２００６）估计的数据相似。王小鲁 （２０００）曾发现由

于中国从业人员统计的系统性偏差，１９９０年前后全社会及工业就业人员发生

了巨大跳跃。３５如图３所示，从工业分行业劳动力加总的视角来看，没有发现

图３　本文所估算的两套工业分行业劳动数据加总及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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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年前后劳动数据出现较大异常，而是同工业产出一样，异常仍然发生在

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８年工业统计口径变化之际，笔者主要对后者进行了口径调整。

该图所显示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到本世纪初，工业劳动力出现了显著下

降，这与同期国有企业抓大放小实行减员增效的下岗政策紧密相关。

３．能源消费

如前所述，能源变量已经成为增长核算分析不可或缺的重要要素，因此，

本文也构造了工业分行业的能源消费面板数据 （行业加总见图４），原始数据

摘自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和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所提供的１９８０—２００８年

工业分行业能源消费总量 （单位：万吨标准煤）以及煤炭、原油、天然气和

电力的消费量数据。其中，２００９年 《中国统计年鉴》表６９按行业分能源消

费总量提供的还是２００８年 《中国统计年鉴》表６９的２００７年能源消费数据，

所以２００８年分行业能源消费数据只能线性插值获得。１９９４年及以后其他年份

的数据很完整，１９９３年前数据相对粗糙，比如，１９９３年数据缺失，１９８０和

１９８４两年完全是１５个分部门的数据，１９８５—１９９２年在分部门的基础上又多

了一些细分行业的数据，又以１９８５和１９８６两年更完整些。３６对这类数据的归

并和补充同样遵循前面提及的原则。 《中国统计年鉴》能源统计部分已经指

出，历年工业分行业能源消费数据已经包含了村办工业，可以看做全部工业

口径数据，不需要再作调整。以上劳动和能源消费为实物量而非价值量数据，

无须平减。

图４　本文所估算工业分行业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之加总

３６ 两种年鉴提供的数据并不一致，以《中国统计年鉴》为准，但是１９８９年后两种年鉴提供的能源数据完全

一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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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消费总量包括终端能源消费量、能源加工转换损失量和能源损失量

三部分，本文使用的是总量概念的能源消费数据。根据工业中间投入必须从

外部购入、当期投入、一次性消耗掉等原则，能源消费具有明显的中间投入

品属性，归属外购物质产品或直接材料费用部分。由于能源消费量单位为标

准煤，本文利用原煤、原油和天然气的市场价格并根据其与标准煤的折算关

系３７来推算出每吨标准煤的市场价格，进而估算出能源消费投入的一个大致成本

（单位：亿元），以为下一小节计算能源以外的工业中间投入作准备。能源投入

成本也以１９９０年作为基年并用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分类指数来进行价格平减。

３７１吨原煤＝０．７１４３吨标准煤；１吨原油＝１．４２８６吨标准煤；１０００立方米天然气＝１．３３吨标准煤。

４．中间投入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指标解释，工业中间投入指工业企业在工

业生产活动中消耗的外购物质产品和对外支付的服务费用。工业中间投入的

确定须遵循以下原则：必须从外部购入的，并已计入工业总产出的产品和服

务价值；必须是本期投入生产，并一次性消耗掉 （包括本期摊销的低值易耗

品等）的产品和服务价值。因此，工业中间投入包括直接材料费用、制造费

用中的工业中间投入、管理费用中的工业中间投入、销售费用中的工业中间

投入和利息支出五部分。

一般统计年鉴并不报告工业中间投入的数据，那么如何估算工业中间投

入呢？这可以通过生产法计算工业增加值所揭示的变量间的关系来进行求解，

但是这不可避免要解决１９９４年中国财税制度改革导致许多工业经济指标含义

发生变化的问题。比如工业总产值在１９９５年后按照新规定来计算，新规定相

对于原规定的一个主要差别就是其计算价格里不再包含增值税，而代之以在

工业增加值中计入增值税项。而且，从１９９５年开始， 《中国统计年鉴》开始

报告工业分行业的应缴增值税数据，这使得核算工业中间投入就变得可能。

本文根据生产法计算工业增加值所推导的计算工业中间投入的简便公式如下：

１９９４年及以前　工业中间投入＝工业总产值 （原规定）－工业增加值，

１９９５年及以后　工业中间投入＝工业总产值 （新规定）

＋应缴增值税－工业增加值．

由于工业中间投入是通过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和应交增值税来计算

的，因此，这四个指标间的计算口径应该一致。本文都是首先按照各指标的

乡及乡以上或规模以上的部分口径来计算得出工业中间投入的数据，然后再

按照工业总产值中部分口径占全部工业口径的比例把工业中间投入扩展成全

部工业口径的数据。最后，根据上述讨论的工业中间投入价格指数平减获得

１９９０年为基年的工业中间投入数据，再扣除上一小节估算得到的能源支出就

可以得出不包括能源消费成本的１９８０—２００８年的可比价工业中间投入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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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单位：亿元；其简单加总序列可见图１）。

（三）二氧化碳排放变量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的能源危机和环境灾害催生了可持续发展思想，对环

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文献与能源文献一样也大量涌现。环境污染排

放的种类很多，涉及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等，这些数据可以在统计年鉴上

获得。本文估算的是大气污染物中的二氧化碳 （ＣＯ２）排放，因为温室气体排

放主要由二氧化碳构成，而碳排放数据和资本存量一样不能像产出、劳动和

能源数据那样可以直接获得，必须进行估算。二氧化碳排放又主要来自化石

燃料燃烧和水泥、石灰、钢铁等工业生产过程，根据世界银行报告，前者占

到７０％以上，而中国由于主要以污染严重的煤炭燃料为主，该比例更高达

８５％以上。因此，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多是通过化石能源消费量推算得来，

比如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可以用各种能源消费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加总得到。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将能源消费种类划分为９类 （煤炭、焦炭、原油、汽

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天然气和电力），其中，煤炭、原油和天然气是主

要的化石燃料排放源，本文主要以这三种一次能源为基准来核算中国工业分

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根据２００６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ａｎ

ｅｌｏ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ＩＰＣＣ）为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犝狀犻狋犲犱犖犪

狋犻狅狀狊犉狉犪犿犲狑狅狉犽犆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狅狀犆犾犻犿犪狋犲犆犺犪狀犵犲，ＵＮＦＣＣＣ）及 《京都议定

书》所制定的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犌狌犻犱犲犾犻狀犲狊犳狅狉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犌狉犲犲狀

犺狅狌狊犲犌犪狊犐狀狏犲狀狋狅狉犻犲狊）第二卷 （能源）第六章提供的参考方法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可以用各种能源消费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通

过估算加和得到。具体公式如下：

犆狋＝
３

犻＝１

犆犻，狋 ＝
３

犻＝１

犈犻，狋×ＮＣＶ犻×ＣＥＦ犻×ＣＯＦ犻×（４４／１２）．

　　公式中的变量意义如下：犆代表估算的ＣＯ２ 排放量 （单位为万吨），犻＝

１，２，３分别代表三种一次能源 （煤炭、原油和天然气），犈代表它们的消耗量

（前两者单位为万吨，后者为亿立方米）。ＮＣＶ为２００７年 《中国能源统计年

鉴》附录４提供的中国三种一次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 （ＩＰＣＣ也称为净发热

值）。ＣＥＦ为ＩＰＣＣ （２００６）温室气体清单提供的碳排放系数。由于没有直接

提供煤炭的排放系数，而我国原煤产量分煤类比重多年来变化不大，一直以

烟煤为主，占 ７５％—８０％，无烟煤占２０％ 左右，因此，本文根据ＩＰＰＣ

（２００６）提供的烟煤和无烟煤碳排放系数的加权平均值 （８０％和２０％）来计算

煤炭的碳排放系数。ＣＯＦ是碳氧化因子 （本文煤炭设定为０．９９，原油和天然

气为１）。４４和１２分别为二氧化碳和碳的分子量。由于能源消耗单位的不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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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必须换算成我国能源度量的统一热量单位标准煤，各种能源折算标准煤

系数也由同期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提供。本文二氧化碳估算所用的参考系

数以及中国煤炭、原油和天然气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估算量见表２。

表２　二氧化碳排放估算系数

能源

中国能源平均

低位发热量

ＩＰＣＣ（２００６）

碳排放系数

数值 单位 数值 单位

碳氧化

因子

中国各种能源折

标准煤参考系数

本文估算的中国

二氧化碳排放系数

数值 单位 数值 单位

原煤

烟煤

无烟煤

加权平均

原油

天然气

２０９０８

４１８１６

３８９３１

千焦／千

克

千焦／立

方米

２５．８

２６．８

２６．０

２０．０

１５．３

千克／

１００００００

千焦

０．９９

１

１

０．７１４３

１．４２８６

１．３３００

千克标准煤

／千克

千克标准煤

／立方米

２．７６３

２．１４５

１．６４２

千克／千克

标准煤

　　从图４可以看出，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在１９９６年之后都一改此前的

上升趋势开始有所下降，这与该时期中国大量关停转并中小能耗和排放密集

型企业相关，而２００１年之后，两个序列再次回升，而且上述幅度越来越陡，

显示出明显的工业再次重型化趋势。虽然二氧化碳排放的估算源自能源消耗，

两者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碳排放是分别不同单位的三种一次能源消费量

及其不同二氧化碳排放系数计算并加总而得，而能源消耗总量使用的则是统

一的热量单位，而且除了三种一次能源外还包含了二氧化碳排放计算中没有

的二次电力能源的消耗量，因此，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是两个完全独立

的变量。当然，它们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任若恩 （２００２）在反驳Ｒａｗ

ｓｋｉ（２００２）有关中国经济增长数据被夸大的观点时指出，如果接受Ｒａｗｓｋｉ经

济增长和能源增长应该一致的观点，就相当于认为中国的能源消耗系数没有

下降，因此二氧化碳排放也没有减少。而利用官方数据可以估计出中国的二

氧化碳排放在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间下降了６％—１４％３８，而同期美国的二氧化碳

排放每年增加７０００万吨，即中国对改善全球温室效应的贡献要大于美国，这

实际上是关于中国ＧＤＰ数字争论的另一层意义，即中国对全球环境恶化的责

任。８年前的这个观点在哥本哈根和坎昆气候会议召开之际其意义更加明了了。

３８ 基于本文图４背后数据计算的同期二氧化碳减排了４．２个百分点。
３９ 附录中部分报告了工业分行业工业增加值、资本存量和从业人员的详细面板数据。其中，资本和劳动

都是本文所估算两套数据中的第二套，因为第二套资本存量数据比第一套更平滑，而从业人员数据比职

工人数更能反映出企业用工的实际情形。图１至图４都是根据相应分行业面板数据加总绘制而得。

五、基于数据的统计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３报告了所构造工业分行业投入产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指标。
３９为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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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看出不同行业指标之间的差异，这里按照２００４年各行业能源消费总量由低

到高的排序 （见表１）把所有行业分为低能耗和高能耗两个行业组别 （每组

１９个工业分行业），以作为轻重工业的代理，因为通常认为重工业与高能耗更

相关。

４０ 如果以单位增加值能耗和排放来计算的话，该行业排名在所有分行业中基本上是最低的。以２００４年

为例，该行业每万元工业增加值只消耗０．１８吨标准煤和排放０．０５吨ＣＯ２，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５．６
吨标准煤和２１吨ＣＯ２。

表３带给我们的显著印象是，轻重工业组别的资本存量、能源消耗和二

氧化碳排放的平均水平差异悬殊，重工业组分别是轻工业组的５．０（５．４）、

１０．７和２６．１倍，而它们的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工业中间投入和吸纳的

劳动力差异却小得多，重工业组的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只有轻工业组的３．２

和２．６倍，工业中间投入为３．３倍，劳动力也只有３ （或２．８）倍。显然，高

投资、高能耗和高排放并没有带来同样高的增长，也没有吸纳足够多的劳动

力。最大的工业总产值７４４６７亿元和工业增加值１４８６７亿元为近年快速发展

的高技术行业———计算机、电子与通信设备制造业的２００８年数值，它隶属于

高能耗组，但是碳排放却不高，主要原因是由于该制造业消耗的主要是电能，

而这没有包括在排放的计算中。４０最低的职工人数７万人 （从业人员１０万人）

为１９８０年的炼焦、煤气及煤制品业 （即表１所示的第３６个分行业）数据。

从标准差来看，一般而言都是重工业组变量的变化程度远大于轻工业组，尤

其是能耗和碳排放变化的差异最悬殊，达到了２０倍和５３倍。根据这些统计

信息，可以看出重化工业行业的资本投入、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不仅水平高，

而且波动也大，但是相应的增长却没有那么高，这隐含着它们的生产率水平

应该不会很高。

表３　本文所构造工业投入产出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轻工业组 重工业组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工业总产值（亿元） ８３８ １８１３ １７ ２３１８３ ２６５７ ５９１８ ４４ ７４４６７

工业增加值（亿元） ２６４ ４９８ １ ５７０６ ６９９ １２８６ １８ １４８６７

资本存量１（亿元） ２９９ ２９２ １３ ２４６１ １４８１ １９４０ ４３ ２０２３６

资本存量２（亿元） ２７０ ２８５ １３ １９５６ １４５０ ２０４９ ４３ １７３６０

职工人数（万人） ６７ ４７ ７ ２４４ ２０１ １４５ １８ ７５６

从业人员（万人） １２８ １０６ １０ ８０２ ３５２ ２６１ １８ １２７９

工业中间投入（亿元） ４４９ ７９３ ６ ９６９０ １４７３ １９４４ ３８ １４４２９

能源消费（万吨标准煤） ４０６ ３１６ ３７ １８０１ ４３５３ ６１７７ １１３ ５３３１２

二氧化碳排放（万吨） ５３９ ５８４ １６ ３１９５ １４０８８ ３０８１２ １５８ ２８５８５０

（二）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基于所构造的投入产出面板数据，本文计算了工业分行业的一些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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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指标，图５绘制了这些指标在轻工业、重工业和工业全行业中的加权平

均值趋势图，各行业隶属于轻重工业的划分同表３，权重为各行业的工业总产

值份额。图５ （ａ）绘制的是人均增加值序列，即所谓劳动生产率，该指标是

国际上衡量工业化水平的通用指标，同时也能够度量新型工业化过程中的经

济效益和生产效率的变化。显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以来，劳动生产率得

到了极大的增长，工业化水平快速提升，而且与该时期的再次重化工业化相

对应，重工业的人均产出一度超过了轻工业。张军 （２００２）与李治国和唐国

兴 （２００３）利用资本产出比指标来描述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深化现象，

他们把１９９４年后该指标一反长期下降趋势转而持续上升解释为资本的形成速

度最终要受制于递减的边际报酬规律，从而使得要素驱动型的增长在长期不

能维持，这种上升的资本产出比可以看做经济粗放增长的重要总量特征。

Ｙｏｕｎｇ （１９９４）认为这种推动东亚经济区域增长的过度资本深化不具有持续

的动态改进机制。但是本文图５ （ｂ）显示的资本产出比变化却正好相反，如

果去除１９９３年来看，中国工业的资本产出比在１９９５年前变化并不大，１９９５

年后反而持续下降。李小平和朱仲棣 （２００５）与陈勇和李小平 （２００６）发现

了同样的现象，他们指出，资本产出比其实并不是很好的度量资本深化的指

标，更可取的指标应该是资本劳动比，因为资本深化意味着在以要素组合为

特征的生产过程中更多地使用资本而不是劳动。与劳动生产率一样，资本产

出比实际上是资本生产率的倒数，本文图５ （ｂ）的结果表示中国工业的资本

生产率从１９９５年后提高了，而且轻工业的资本生产率相对于重工业提升更

快，这与表３的隐含结论一致。ＦｉｓｈｅｒＶａｎｄｅｎａｎｄ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８）也发现

工业资本生产率经过长期的下降后在９０年代后期呈现上升趋势，但他们指

出，这并不能治好投资饥渴症，相反，至今还存在的过度投资趋势进一步恶

化了要素配置效率。

而如果用资本劳动比来度量资本深化，正如图５ （ｃ）所显示的，中国工

业部门经历着一个持续的资本深化过程，而且重工业的资本劳动比远高于轻

工业，２１世纪以来这种差距有加大趋势。这与张军等 （２００９）所指出的相一

致，工业化的标准路径应该是从轻工业相对重要向重工业相对重要的转移过

程，轻工业在工业化早期阶段比较重要，其本质是劳动密集型的，具有较低

的资本劳动比，而重工业的发展主要在工业化的中后期，它是资本密集型的，

具有较高的资本劳动比。Ｚｈｅｎｇ犲狋犪犾．（２００９）也指出，相对于西方经济体，

中国的资本劳动比率仍然较低。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能源和

污染密集型的钢铁、水泥和化工等重化工行业仍将在经济中发挥不可替代的

基础作用。作为资本有机构成的资本劳动比还反映着工业各行业的要素禀赋，

其上升趋势也说明了工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化的客观工业化

进程。Ｓｏｌｏｗ （１９５７）曾推导得到，人均产出增长率由资本劳动比增长率和全

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即Ｓｏｌｏｗ残差）两部分组成，比较图５ （ａ）和 （ｃ）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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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根据本文所构造投入产出变量计算的主要经济指标趋势图

子图，人均增加值的增长率高于资本劳动比的增长率，这说明中国工业整体

上获得了一个正的全要素生产率改善；而由轻重工业相似的人均产出增长率

以及轻工业的较低的资本劳动比增长率，可见轻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要高于

重工业，这也与表３的隐含结论相一致。

图５ （ｄ）绘制了工业中间投入占工业总产值的比率变化，从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初以来，工业中间投入率一直下降，这就意味着工业增加值率一直在上

升，说明了工业生产效率一直在改善。而重工业的工业中间投入率一直高

于轻工业，这又说明轻工业的工业增加值率要高于重工业，其生产更为有

效。工业中间投入率是衡量资源消耗与利用水平的指标，它与图５ （ｅ）的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 （能源强度）指标和 （ｆ）子图中反映环境保护能力的

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 （排放强度）指标一起，都属于可持续发展指标，

是区别于传统工业化过程的显著特征，是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本

要求。

图４揭示，２０世纪以来，中国工业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急剧增加，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能源消耗国。

但是从图５后两个子图可以看到，中国工业的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其实是一直下降的，特别从１９９５年后降幅明显，可见，能源使用效率和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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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在不断提高之中，当然，轻工业的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要远远低于重

工业。４１２００６年通过的中国 “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节能减排的约束性指

标，即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间单位ＧＤＰ能耗降低２０％，平均每年降低４％。２００９

年年底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前夕，中国政府又首次确定了二氧化碳减排的约束

性指标，即到２０２０年将把单位ＧＤＰ碳排放在２００５年的基础上减少４０％到

４５％，平均每年减少４％到４．５％左右。我们以１９９５年作为基年，计算得到

中国工业全行业的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到２００８年的时候已经分别降

低了７２％和６６％，计平均每年降低了５％和４．７％。尽管工业作为高能耗高排

放部门其节能减排力度应该要大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从这些数据完全可以

看出我国 “十一五”制定的总体节能目标是完全可能如期完成的，未来１０年

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减排目标的制定也是有依据的，是能够达到的。当然我

们也要看到，虽然节能和碳减排效率在不断提高，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中

国工业的这些强度数值还是太高。以２００４年的能源强度为例 （单位：千克标

准油／１美元ＧＤＰ），中国为０．９９，美国为０．２３，德国为０．１９，日本为０．１１，

印度也只为０．６５。以２００４年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为例 （单位：吨ＣＯ２／百万

美元ＧＤＰ），中国的数值为２７５５，而美国只有５４９。４２中国节能减排仍然任重

道远。

４１ 能源强度也就是能源生产率的倒数。
４２ 这些国别数据为作者根据２００７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三）全要素生产率度量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分析

基于本文所估算资本、劳动、能源消费三种投入和工业总产值分行业面

板数据并对张军等 （２００９）度量结构改革效应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法进行

修正，本文估算得到了改革期间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及其三个分

解因子：技术进步率 （ＴＣ）、规模效率变化 （ＳＥＣ）和要素重置效率变化

（ＦＡＥＣ）。而要素重置效率变化正是结构调整的结果，本文用这一项来度量结

构调整的生产率效应，简称结构效应。结构调整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

要素在经济各行业之间重新配置以及经济各行业的产值比重发生变化。最

初的研究主要针对劳动要素，把劳动力随着经济增长从农业部门流入工业

和服务业部门的现象称为结构变化，也称之为Ｋｕｚｎｅｔｓ事实。本文的要素重

置效应则扩展为三个部分，即劳动重置效应、资本重置效应和能源重置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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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报告了工业改革三个子阶段和整个期间增长核算基于所有行业的平

均结果４３，包括工业总产值、资本、劳动、能耗、ＴＦＰ及其三个分解部分的

增长率以及各自的贡献份额大小。很显然，大规模的工业结构改革已经成功

实现了工业的持续高速增长和生产率的全面提高。整个改革阶段工业全行业

的总产值和所估计的ＴＦＰ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了１３％和１０％。在１９８１年至

１９９１年的第一个改革阶段，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９％，虽然ＴＦＰ增长对产出

增长的贡献份额较高，但是ＴＦＰ增长率 （７％）还是低于资本９％的平均增长

率。生产率增长落后于投入增长的事实表明，中国工业在改革早期仍处在粗

放型增长阶段，这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到７０年代东亚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相一

致，即投入积累比生产率增长在经济起飞阶段更加重要 （Ｌｕｃａｓ，１９９３；Ｂｅｒ

ｔｈｅｌｅｍｙ，２００１）。后两个改革阶段中，中国工业的平均ＴＦＰ增长高达１２％和

１３％，分别超过了两个阶段中增长最快的要素投入———资本积累 （８％）和能

源消费 （１２％），这意味着中国工业的发展方式已经由粗放型增长开始向集约

型增长发生转变４４，这与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４）和Ｙｏｕｎｇ（１９９５）的结论不同
４５，

与涂正革和肖耿 （２００６）、刘伟和张辉（２００８）、陈诗一 （２００９）和张军等

表４　中国工业增长核算及全要素生产率度量和分解

时期 产出增长 资本 劳动 能源 ＴＦＰ增长
ＴＦＰ分解

ＴＣ ＳＥＣ ＦＡＥＣ

１９８１—１９９２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５

１００．００ ３５．６７ １６．５９ ３．５０ ７２．８０ ４３．１３ －２５．９１ ５５．５８

１９９２—２００１ ０．１３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１２ 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０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４５ －１１．７０ ０．２１ ９２．８０ ７０．５３ －６．３２ ２８．６０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０．２０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１３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０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３２ ４．３１ ７．７５ ６６．５３ ５３．８５ －５．６９ １８．３７

１９８１—２００６ ０．１３ 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１０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０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４．３６ ２．５７ ３．８８ ７７．４２ ５６．３０ －１２．０５ ３３．１７

　　注：每个时期第一行代表各自平均增长率，第二行代表各自的贡献份额（单位：％）。其中：ＴＦＰ增长

由三个分解成分的数值加总而得，而不是利用产出增长减去资本、劳动和能源引致的产出增长之和（即

Ｓｏｌｏｗ残差法）而得，所以，本表资本、劳动、能源和ＴＦＰ增长的加总不等于产出增长。

４３ 按张军等（２００９）的划分，中国工业改革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时期：１９７８—１９９２年的试验期、１９９２—

２００１年的国企改革期和２００１年以来的反思和调整期。
４４ 新古典文献认为要素扩张型粗放增长不可持续，只有生产率不断得到提高的集约型增长才是可持续

的（Ｓｏｌｏｗ，１９５７；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４；Ｙｏｕｎｇ，１９９５）。
４５ 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４）和Ｙｏｕｎｇ（１９９５）根据ＴＦＰ核算结果曾得出东亚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推动，在长期是

不可持续的结论。该结论已经被广泛批评（Ｃｈｅｎ，１９９７；Ｈｓｉｅｈ，２００２；张军等，２００３；郑玉歆，１９９８ａ；王

小鲁等，２００９）。特别是林毅夫和任若恩（２００７），他们根据Ｋｒｕｇｍａｎ引用文献的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有

力批评了关于东亚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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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的发现是一致的。４６当然，表４也显示，ＴＦＰ增长对工业增长的贡献

份额从第二阶段最高的９２．８％下降到２１世纪以来的６６．５３％，这说明生产率

对工业增长所起的推动作用仍旧不太稳定，中国工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依然是

一个正在进行的未竟事业。

４６ 涂正革和肖耿（２００６）发现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至少在大中型企业这个层面，已经由转轨初期

的单一资本扩张驱动模式，开始向以技术进步为主和资本深化为辅的多引擎推动模式转变，即由粗放型

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而１９９９年似乎是一个转折点。刘伟和张辉（２００８）发现，１９９８年之后我国经济

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体现出了其自身的可持续性。陈诗一（２００９）根据大多数行业中技术进步发挥着第

一增长引擎的作用来说明中国工业的发展方式从总体上来看已经由１９７８年前的外延扩张型转变成现在

以质量提高为特征的内涵扩张型增长。张军等（２００９）也发现１９９２年后中国工业的发展方式已经向可持

续性方向转变。

从表４的生产率分解来看，在改革早期阶段，要素配置效率变化对工业

产出和ＴＦＰ增长起主导作用，其对工业增长的贡献份额达到５５．５８％，高于

技术进步的４３．１３％和资本的３５．６７％。第二阶段要素配置效率对产出增长的

贡献下降到第二位 （２８．６％），仅次于技术进步７０．５３％的贡献率。第三阶段，

要素配置效率的贡献率则下降到第三位 （１８．３７％），次于技术进步的５３．８５％

和资本的２１．３２％。整个改革阶段来看，从低生产率行业向高生产率行业进行

结构调整的要素重置带来了年均４％的产出增长，对产出增长和ＴＦＰ增长的

平均贡献率分别为３３．１７％和４２．８５％，仅次于技术进步率的５６．３％，高于资

本贡献率２４．３６％。可见，正的要素配置效应 （即所谓结构红利效应）在中国

工业化过程中是确实存在的，对中国工业发展方式转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

用，然而这种有力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结构效应却是逐期下降的。在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初期，新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对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管制的突然放松使

得受制约的生产要素释放出巨大的生产能量，导致了非常显著的要素配置效

率，这克服了工业改革初期技术进步增长极低、ＳＥＣ为负的不利局面，有力

地推动了工业改革早期的ＴＦＰ增长。然而，由于改革初期没有涉及根本的结

构改革，这种结构效应急速下降，到８０年代末期降至最低并在９０年代中前

期停滞甚至继续略有下降。１９９２年后 “双轨制”价格的破除和全国统一产品

市场的形成，特别是，９０年代中后期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出口导向型发

展战略的实施，又掀起了要素配置效率改善的第二波高潮，工业全行业在

２００１年左右的结构改革效应达到了第二个峰值。从２００１年开始，要素市场发

展极端滞后和某些产业政策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造成了２１世纪以来由要素

配置效率所代表的结构改革效应的急剧下降，２００６年已经降至历史最低，重

工业甚至出现负值，并进而使得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的ＴＦＰ增长以及ＴＦＰ增长

对产出的贡献额也出现了同步下降，中国工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根基似乎又出

现了松动的迹象。本文所发现的中国工业结构效应的总体下降趋势与文献中

的发现基本一致。比如，ＤｏｗｒｉｃｋａｎｄＧｅｍｍｅｌ（１９９１）发现劳动重置的收益

会随着这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增加而下降。刘伟和张辉 （２００８）发现，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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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结构调整贡献率一直大于５０％，超过了技术进步；９０年代中前期，结构

调整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持平；１９９８年以后，结构效应逐步下

降，其所代表的市场化力量开始让位于技术进步的力量。

本文的度量结果说明，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以致最终超过资本、能

源等要素对产出的贡献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标志，其中，结构调

整所带来的要素重置效率在其中发挥着实实在在的推动作用。然而，本文所

揭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减缓和对产出贡献份额的下降以及结构效应的持续

下降说明了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到了极为关键的时刻，而结构调整能否有

实质性进展则关乎发展方式转变的成败与否，这也正是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

和国家 “十二五”规划所传达出的强烈政策讯息。

六、结　　论

为了能够对改革开放后整个时期中国工业分两位数行业的可持续增长和

发展模式进行分析，本文构造了１９８０—２００８年近３０年跨度的３８个工业分行

业的投入产出面板统计数据。显然，投入产出数据的质量特别是不可直接观

察到的资本存量和二氧化碳排放变量的正确核算对于在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

内合理分析中国工业分行业的生产率变化、增长方式转变和可持续发展至关

重要。然而，要获得工业分行业投入产出变量的正确估算殊非易事，必须要

解决这样一些难题：由于国家行业分类标准的变化而导致的３０年跨度期间内

工业分行业的不匹配；８０年代期间数据的较多缺失或者说缺少细分行业的数

据；８０年代初、１９９７年前和１９９８年后工业数据统计口径的变化；由于诸如

１９９４年财税制度改革等原因所导致的工业统计指标体系和指标含义发生变化；

等等。为此，本研究收集了所有可得的主要统计年鉴的工业分行业原始数据，

在对这些数据的定义和统计解释进行仔细分析、辨别和确认的基础上，确定

了合理的行业归并、缺失数据补充、统计口径调整和价值量变量价格平减的

基本原则，构造了工业分行业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资本存量、劳动、

工业中间投入、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的统计数据，为未来的进一步研究

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本章所核算的投入产出数据清楚地描述了中国工业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

发展状况，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工业已经一改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前的重工

业优先的赶超战略，轻工业部门迅速发展壮大，但是中国工业的高增长仍然

没有摆脱一直以来由高投资、高能耗和高排放所驱动的模式，在重工业组别，

这种资本深化、能耗和排放密集型的粗放型增长特征更加明显，投入产出的

波动性也更强，本世纪以来的工业再次重型化又进一步加重了这种趋势，可

见，中国经济对传统增长模式的依赖依然十分严重。本章还把所估算的一些

主要变量与可能得到的其他研究的一些估算进行了对比和分析。本章所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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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套资本存量数据基本相似，要优于由固定资产净值所代理的资本存量；

从业人员变量相对于职工人数变量还包括了长期职工以外的其他用工情况，

更能够反映工业部门的就业状况。本章对一些主要统计指标的分析得出，轻

工业的资本生产率高于重工业。由轻工业相对于重工业更低的资本劳动比变

化和轻重工业组相似的人均产出变化率，可以推导得出轻工业拥有比重工业

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这主要是由于轻工业的工业中间投入率更低、工

业增加值率较高以及能源生产率和减排效率相对于重工业组别更高的缘故。

该结果与表３投入产出变量描述性统计信息所隐含的结论相一致，即轻工业

相对于重工业的发展方式转变要更快，发展结构也更为高端。本研究还基于

相同的原则构造了轻工业、重工业和工业全行业相同投入产出变量的时间序

列，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而本文具体估算的中国工业分行业改革以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其分

解结果显示，虽然中国工业的发展方式已经由长期以来的资本和能源要素驱

动型模式向生产率不断提高的集约型方式转变，但是这种转变过程并不稳健，

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推动生产率提高的两大驱动因子 （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

对产出的贡献份额都在下降，特别是结构效应的较大下降。经济转型的艰难

是根植在诸如城乡经济、地区经济、三次产业、轻重工业、投资和消费、内

外需等经济结构的长期失衡基础之上的，改革以来虽然某些经济结构得到了

更均衡的调整，但是根深蒂固的以短期增长和任内政绩为目标的冲动依然顽

固阻碍着结构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即使像美国这样的经济发达

国家，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也把经济刺激投资主要用于结构调整，把技术

升级锁定在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等领域，试图以此来转变美国经济的未来发展

方式，打造奥巴马总统所说的经济增长 “岩上之屋”。因此对中国而言，结构

改革更为紧迫，其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意义也更为重大，可以说，走出金

融危机开始新一轮经济复苏的 “十二五”是我国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

得战略机遇期。为此，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审议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时明确要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并提出了明确路径，其中包括坚持把经济

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

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等，提高发展的全面性、

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

解决由长期结构失衡和一味追求ＧＤＰ所引起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

盾，否则即使保得了一时的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也是不可持续的，甚至是

得不偿失的。结构改革越往后拖，成本会越大，各种矛盾将积重难返，届时

整个社会和经济将无法承受，又奢谈什么发展方式转变呢？蔡窻等 （２００９）

也指出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与各地区、各产业乃至企业本身存在的结构问



第３期 陈诗一：中国工业分行业统计数据估算：１９８０—２００８ ７６７　　

题紧密相关，因此，为摆脱危机并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关键在于改变过时的

产业结构和增长方式，塑造新的发展模式。所以，“十二五”期间注定将成为

我国实施结构改革、全面推进经济转型的战略机遇期，这是一项几十年来一

直没有做好因而特别需要决心和勇气来完成的艰巨任务。

当然，本文基于估算数据所进行的量化分析还是初步的，未来应该发掘

这些数据之间的本质关系和经济联系进行进一步的度量分析。由于本研究是

国内首次试图利用现有官方数据对整个改革开放期间近４０个工业两位数行业

的投入产出变量进行估算，其中对工业统计口径的调整、对行业的归并调整

等许多处理都是文献中第一次涉及，尽管作者在对数据进行处理时始终本着

小心翼翼和竭尽现有能力的态度，数据估算中的误差依然难以完全避免，可

待改善和提高的地方也肯定不少，期待读者的指正以便今后研究中进一步

改进。

附录　工业分行业全部口径统计数据

　　　　　　　　　附表１　中国工业两位数行业工业增加值 （单位：亿元；１９９０年＝１００）

行业 １９８０１９８１１９８２１９８３１９８４１９８５１９８６１９８７１９８８１９８９１９９０１９９１１９９２１９９３１９９４

煤炭采选 １２３ １３２ １４６ １６２ １７１ １６８ １７９ １８５ ２１４ ２４１ ２３２ ２３０ ２５２ ２４８ ２３４

石油开采 １６０ １５６ １５８ １５９ ２４６ ２１１ ２１０ ２７１ ２３６ ２０７ ２３５ ２１７ ２７１ ２３１ １８５

黑色金属采选 ９ １０ １２ １４ １５ １５ １６ １７ ２０ １８ １９ １９ ２２ ２９ ３３

有色金属采选 ３０ ３１ ３３ ３４ ４０ ４６ ４５ ３９ ４５ ５０ ４７ ５１ ５３ ８３ ８３

非金属矿采选 ７６ ７６ ７９ ７２ ８６ ９３ ９５ １００ １２２ １２３ ９９ １１３ １３６ １９５ １７８

木材采运 ５２ ５７ ６４ ７１ ７２ ６６ ７２ ７７ ７６ ６６ ６０ ５４ ５２ ５２ ６８

农副加工 ７７ ９０ １０６ １１３ １１４ １２２ １４１ １５７ １８５ １８０ １９４ ２３６ ２１２ ４６３ ４７６

食品制造 ３４ ３６ ３９ ４２ ４８ ５６ ６０ ６７ ７９ ７７ ８５ １０３ ９３ ２１９ １６２

饮料制造 ５１ ６２ ７２ ８２ ８４ ９０ １０４ １０５ １３８ １２６ １３７ １７８ １９８ ２７６ ２９４

烟草加工 ７８ ９５ １１０ １３１ １４９ １３４ １６７ １９３ ２３４ ２６８ ３０５ ３１８ ３３２ ３５９ ４７９

纺织业 ３６９ ３６２ ３６５ ３６０ ３７３ ５０３ ５６６ ６０７ ６４１ ６１８ ６０１ ６００ ５９１１０３１ ８４５

服装业 ４２ ４５ ４９ ５２ ６１ ８９ ９５ １０５ １１３ １１９ １３２ １５１ １６８ ３２８ ３０８

皮羽制品 ２７ ２７ ２９ ２８ ３２ ４１ ４８ ５５ ５６ ５４ ６０ ６８ ６４ １４０ １８８

木材加工 ２７ ２６ ２９ ３３ ３８ ４１ ４５ ４２ ４０ ３８ ３７ ３６ ４０ ７９ １０３

家具制造 １９ １９ ２１ ２２ ２８ ３６ ３２ ３４ ３８ ３４ ３２ ３７ ３９ ６２ ７５

造纸业 ６２ ６０ ６０ ５９ ７７ ９８ １１０ １２４ １３８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３４ １３５ １７４ ２１３

印刷业 ３１ ４６ ５７ ６３ ４７ ５７ ６４ ６７ ６６ ６２ ６４ ７６ ７１ １３７ １３５

文体用品 １３ １５ １７ ２０ １７ ２１ ２８ ３０ ３１ ３１ ３３ ４１ ４２ ７０ ８１

石油加工 ２０２ ２３１ ２５５ ２７５ ２８１ ２７４ １５０ １５７ １６８ １５６ １５１ １７２ １６０ １５５ １４７

化学原料及制品 ２５６ ２７４ ２９２ ３１３ ３７１ ３７３ ３６８ ４２４ ４７１ ４６７ ４８７ ５１８ ５５０ ６７４ ６７４

医药制造 ３６ ３９ ４４ ４９ ５４ ６６ ７１ ８４ １００ ８９ １０４ １５１ １７２ ２４１ ２２６

化纤制造 １８ ２１ ２４ ２７ ２９ ４９ ５３ ６６ ７８ ７４ ９０ １１４ １２３ １５６ １６８

橡胶制品 ５１ ５２ ５４ ５６ ６３ ７６ ８２ ８４ ８７ ８８ ８８ ９６ １０９ １３２ １３４

塑料制品 ３７ ４１ ４４ ４７ ５４ ７６ ８３ ９５ １０２ １０２ １２１ １３４ １５１ ２５４ ２４４

非金属制品 ２４８ ２６４ ２６５ ２４２ ３５０ ３８５ ４１６ ４５１ ４９３ ４４２ ４４７ ５２３ ６０５ ７７７ ７７３

黑色金属加工 ２２２ ２３３ ２５８ ２７６ ３１７ ３０８ ３５３ ３９３ ４２４ ４２２ ３７３ ３８５ ４５４ ５８８ ５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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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１９８０１９８１１９８２１９８３１９８４１９８５１９８６１９８７１９８８１９８９１９９０１９９１１９９２１９９３１９９４

有色金属加工 ７２ ７３ ７７ ７８ ８９ １１７ １０９ １１６ １３０ １２９ １１９ １３０ １５９ ２１４ ２１７

金属制品 １０７ １１５ １１８ １１６ １３５ １７２ １７６ １９４ ２０７ １９９ ２０６ ２２３ ２３１ ３７６ ３８７

通用设备制造 １８４ ２０３ ２２１ ２３６ ２４７ ３３１ ３０９ ３４５ ３９３ ３７２ ３３４ ３８３ ４９５ ６１０ ５８１

专用设备制造 １３２ １４１ １５３ １６５ １８０ ２４３ ２１８ ２３８ ２６４ ２４９ ２２２ ２５２ ２８３ ３３７ ３６４

交通设备制造 ８１ ７９ ８０ ８１ １２５ １６３ １６０ １７３ ２１３ ２０７ ２１８ ２６０ ３３３ ５０８ ５３９

电气机械制造 １１３ １２５ １３９ １５２ １６７ ２３９ ２４１ ２６２ ２８３ ２５８ ２４９ ３０６ ３２９ ５５８ ５４２

计算机通信设备 ２９ ３３ ３９ ４５ ５９ ９３ ８７ １１６ １５３ １５９ １６８ ２２０ ２２３ ３７８ ４９５

仪器仪表制造 ３７ ３８ ４０ ４３ ５１ ６５ ６２ ５５ ５８ ５２ ４７ ５８ ６２ １２０ １３２

电力生产供应 １７６ １７９ １８３ １９０ ２２０ ２２８ ２２０ ２２８ ２５３ ２７９ ３１５ ３２４ ３８７ ３７３ ３５１

燃气生产供应 ８ ７ ７ ７ １０ １５ １０ １１ １０ １０ １３ １４ １７ ６ ３

水的生产供应 １０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８ １９ １９ １８ ３０ ３１ ３２

其他工业 ４８ ５２ ５５ ４７ ６３ ４７ ９３ １１０ １２９ １３０ １４５ １６１ １９４ ４０４ ３００

　　　　　　　　附表１续　中国工业两位数行业工业增加值 （单位：亿元；１９９０年＝１００）

行业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１９９７１９９８１９９９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２２００３２００４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煤炭采选 ２８９ ２９５ ２９５ ３４１ ３１８ ３１７ ３３５ ３７０ ４２４ ６０６ ６７１ ７５９ ９１８ ８７４

石油开采 １６１ １５５ １７０ ２０５ ２０４ １９１ １７７ １７５ １７６ ２１７ ２２４ ２２８ ２４１ ２１２

黑色金属采选 ３０ ４３ ４９ ６１ ５２ ５９ ６１ ６５ ９２ １１５ １４２ １９０ ２５５ ２５０

有色金属采选 ７６ ９２ １０８ １３１ １４４ １４１ １３４ １３２ １３７ １８７ ２０９ ２５４ ３２０ ３９９

非金属矿采选 １６３ １８６ ２０８ ２４６ ２２６ ２０６ １８７ １８８ １９３ ２２５ ２３９ ２９０ ３５８ ３８２

木材采运 ５７ ６５ ７３ ８８ ７５ ７３ ６９ ７５ ７８ 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３ ８５

农副加工 ２９４ ４２０ ４８０ ５１７ ５６７ ６２２ ６５９ ７４４ ９０１１０７９１３２５１６０６１８３１１９９７

食品制造 １２０ １６５ ２０９ ２４５ ２５４ ３０７ ３１３ ３６７ ４２０ ５３４ ６３７ ７５５ ９１５１０２７

饮料制造 ２５４ ３３２ ４０１ ４６８ ４９５ ５１３ ５１９ ５６０ ６１４ ７３０ ８３７１００１１２６０１４７１

烟草加工 ４７３ ５３３ ５７１ ６０６ ５８４ ６０４ ６９１ ８３０ ９５５１０９０１２２５１４０８１７２０２０２８

纺织业 ６０２ ７２２ ７９１ ８４０ ９３６１０００１０７１１２４１１４３８１８０９２２０４２５７０３０８０３５３０

服装业 ２６２ ３２４ ３４６ ３７３ ３８１ ４２８ ４８０ ５０５ ５９６ ７２６ ８５１１０５０１２４３１４０１

皮羽制品 １３５ １７０ １７９ １８６ １８９ ２０５ ２３５ ２６４ ３２８ ４０５ ４６７ ５５２ ６５６ ７７４

木材加工 ８７ １４５ １８５ ２１７ ２２８ ２４５ ２７４ ２８６ ３３０ ４３６ ５２５ ６４４ ８７７１０５９

家具制造 ６１ ８６ １０３ １１６ １０７ １１５ １２７ １３７ １６５ ２３１ ２８１ ３３９ ４０３ ４６５

造纸业 １８０ ２１８ ２４５ ２５８ ２８９ ３２３ ３５９ ４２５ ４９６ ６３４ ７５９ ８８３１０６５１１７７

印刷业 ９０ １０７ １２８ １５５ １７４ １７５ ２１１ ２４４ ２９７ ３５７ ４１２ ４９２ ６０２ ６９４

文体用品 ７８ ９８ １０１ １１０ １１６ １２８ １４９ １７４ ２１０ ２５５ ２９８ ３５５ ４１２ ４６４

石油加工 １６８ １６５ １６５ ２０８ ２１１ １９９ ２０８ ２３６ ２５３ ２７５ ２７９ ２７６ ３５２ ３６６

化学原料及制品 ６１５ ７４２ ７８７ ８６６ ９５２１０４５１１７７１３４７１６７８２０６３２３７５２８３６３６４４４１４４

医药制造 １９７ ２６８ ３３２ ３６７ ４５３ ５９２ ６８５ ８０１ ９９０１２５４１４７０１７５３２１５９２５０１

化纤制造 １４１ １６７ ２０３ ２３６ ３１５ ３１１ ２５０ ２９２ ３２３ ３８５ ４５３ ５５７ ７２２ ９１１

橡胶制品 １０９ １４１ １６２ １８０ １８５ ２０１ ２２６ ２６６ ３２７ ４１３ ４７５ ５３２ ６７５ ７９０

塑料制品 １９５ ２８８ ３４３ ３８９ ４２１ ４７２ ５３６ ６３４ ７２０ ８６７ ９９０１２４０１５０３１７２５

非金属制品 ７３１ ８１２ ８６９ ９６５１００６１０５０１０６２１１４６１３８７１６５２１９１７２３３５２９１２３２０９

黑色金属加工 ４９１ ４８２ ５２４ ５５９ ６３０ ７２２ ８１８ ９４４１３０２１６１６２０５０２５９０３０８６３１５１

有色金属加工 １７５ ２０１ ２２２ ２５６ ３０５ ３３８ ４０８ ４４３ ５９４ ７６８ ９１８１２２８１５０９２００４

金属制品 ３３８ ４４０ ４８３ ５２６ ５５８ ５９８ ６７２ ７７０ ８３９１０２０１１８８１４７７１８６４２１１２

通用设备制造 ５４４ ５８９ ６７５ ７１５ ７３４ ７９６ ８８１１００７１３２５１７５６２１４７２６２７３３４５３８５３

专用设备制造 ３２２ ３５６ ３７２ ３７５ ４０２ ４５３ ４９５ ６０８ ７７７１００３１２１６１６１８２１０１２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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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行业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１９９７１９９８１９９９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２２００３２００４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交通设备制造 ５５３ ６１５ ６７１ ７７６ ８４７ ９３５１１６５１５７７２１０８２４５２２７７８３５４０４９４７６３００

电气机械制造 ５６４ ６５３ ７１９ ７８６ ９２２１１４９１３０５１５３５１９７６２６０２３１８０３７７９４７１９５７０６

计算机通信设备 ５６３ ６２１ ９１７ １３０１１６１８２２６７２６４６３４７２５０４９６９２１８９８６１１５１７１３２１３１４８６７

仪器仪表制造 １１１ １５４ １８０ ２２５ ２２１ ２４５ ２５６ ２７６ ４４１ ５５８ ６６５ ８６１１０４７１２１９

电力生产供应 ４７１ ４５０ ４８９ ５８１ ６５５ ６７９ ７５８ ８７１ ９７０１２０９１４２０１６６９２０８６２４９１

燃气生产供应 １ ３ ４ ６ １４ １３ １７ １８ ２５ ３３ ４０ ５３ ７９ １０３

水的生产供应 ３３ ３２ ２７ ３３ ３３ ３１ ３１ ３０ ３１ ３５ ３９ ４４ ４８ ５２

其他工业 ２７１ ３４４ ３４３ ３７４ ４０１ ４１９ ４３７ ４６３ ４８４ ６１６ ７３７ ８９０１１２６１３１４

　　　　　　　　　　附表２　中国工业两位数行业资本存量 （单位：亿元；１９９０年＝１００）

行业 １９８０１９８１１９８２１９８３１９８４１９８５１９８６１９８７１９８８１９８９１９９０１９９１１９９２１９９３１９９４

煤炭采选 ６９０ ７３７ ８１０ ８９７１０１６１１１２１２２５１３２４１４４２１５４０１６２０１７２４１８３９１９３５１９４１

石油开采 ２２２ ３２８ ４６８ ６２０ ８０４１０１７１２４４１４６８１７１２２００４２２２６２４９４２６９２２５７６２４９６

黑色金属采选 ５４ ７０ ８７ １０５ １３３ １４７ １５８ １７３ １７６ １８５ １８４ １８２ １８６ １９２ ２０１

有色金属采选 ８６ ９４ １０４ １１６ １３１ １４３ １７１ １９４ ２１１ ２２６ ２４２ ２５５ ２６６ ２７７ ２９３

非金属矿采选 １１５ １１５ １１７ １２３ １３０ １４０ １５１ １７２ １８４ １９１ １９７ ２０２ ２１４ ２０８ ２１２

木材采运 １３８ １５１ １６７ １８５ ２０２ ２１２ ２２４ ２４５ ２６１ ２６６ ２７０ ２７５ ２８０ ２８３ ２８１

农副加工 １５４ １８３ ２３７ ２８７ ３３６ ３７０ ４０９ ４５５ ５０３ ５３４ ５６０ ５８７ ６１６ ６５８ ６９８

食品制造 ７１ ８２ １０１ １１９ １３７ １５３ １６９ １８９ ２０９ ２２２ ２３３ ２４３ ２５５ ２６５ ２８８

饮料制造 ５３ ７３ １０１ １３３ １６８ １９９ ２４１ ２９５ ３４８ ３６９ ３８０ ４００ ４１２ ４４７ ４８０

烟草加工 １３ １９ ２６ ３３ ４１ ４９ ６６ ８３ １０５ １２０ １４４ １７２ １９９ ２２６ ２４９

纺织业 ３１１ ３７２ ４７８ ５８５ ６７５ ７４７ ８４０ ９３３１０４６１１２１１１７６１２３６１２７８１３８７１４１１

服装业 ３１ ３０ ３０ ２９ ２８ ２８ ２８ ２９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７ ４３ ４９

皮羽制品 ２９ ３２ ３４ ３６ ３７ ３９ ４０ ４３ ４６ ４９ ５０ ５２ ５４ ５６ ６２

木材加工 ４０ ４３ ４８ ５３ ５８ ６２ ６５ ７２ ７８ ８１ ８７ ９４ ９９ １０１ １１５

家具制造 ２４ ２４ ２４ ２４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６ ２８ ２７ ２７ ２６ ２６ ２７ ２８

造纸业 １１４ １１９ １２４ １３０ １３９ １５１ １６８ １９５ ２２７ ２３７ ２５０ ２７２ ２９０ ３１３ ３３６

印刷业 ４９ ５０ ５５ ６３ ７２ ７９ ８９ ９６ １０１ １０１ １０４ １０８ １１７ １２４ １３３

文体用品 １３ １５ １７ １９ ２１ ２３ ２４ ２６ ２７ ２９ ３０ ３０ ３３ ３３ ３４

石油加工 １２２ １３１ １３５ １４３ １５３ １６２ ２１７ ２６１ ３１３ ３５６ ４０４ ４５１ ４８５ ５２７ ５７５

化学原料及制品 ６９６ ７１７ ６９８ ７４１ ７９３ ８８６ ９８６１１４１１３８０１５０１１６４５１７３９１８７０２０３６２０７２

医药制造 ４９ ５２ ５８ ６４ ７２ ８０ ９３ １０６ １２９ １４８ １６４ １９３ ２１０ ２２３ ２４９

化纤制造 ６９ ８５ １０１ １２１ １３７ １４９ ２０１ ２４３ ２７４ ２８３ ３０３ ３２０ ３４６ ３７７ ４２６

橡胶制品 ５０ ５１ ５５ ５８ ６３ ７１ ８１ ８９ １０５ １１２ １１５ １２２ １３５ １４７ １５７

塑料制品 ５９ ６３ ６３ ６３ ６９ ７８ ８８ ９６ ９８ １０２ １０３ １０６ １１１ １１６ １３０

非金属制品 ５３４ ５４４ ５６６ ６０２ ６４３ ７０４ ７７１ ８４３ ９１１ ９４８ ９６８ ９８５１０３２１１１０１２６６

黑色金属加工 ７６６ ７７６ ８２２ ８６８ ９２４ ９８４１２３０１３５０１４５４１５８６１７５８１８４９１８６４１９０４２０９４

有色金属加工 ２１６ ２２０ ２２５ ２３７ ２５０ ２７１ ３２０ ３６５ ４１９ ４４９ ４７３ ４９１ ５１０ ５５８ ５９４

金属制品 １５１ １４８ １４７ １４７ １５０ １５２ １５７ １６５ １７２ １７３ １７８ １８０ １８５ １９４ ２２５

通用设备制造 ６８０ ７００ ７２５ ７６０ ８０７ ８３７ ８７０ ９００ ９３１ ９３９ ９４８ ９６３ ９９７１０５２１０６３

专用设备制造 ４６２ ４７７ ４９５ ５１９ ５５２ ５７６ ５９９ ６２３ ６４７ ６５３ ６５９ ６７０ ６９２ ７３２ ７３３

交通设备制造 ３９０ ３８７ ３８６ ３９２ ３９９ ４２５ ４５５ ４９２ ５３７ ５６６ ５９２ ６４３ ６８７ ７４２ ７９５

电气机械制造 １５３ １５３ １５４ １５５ １５８ １７５ ２０６ ２３９ ２６５ ２７３ ２８７ ２９９ ３０７ ３３５ ３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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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行业 １９８０１９８１１９８２１９８３１９８４１９８５１９８６１９８７１９８８１９８９１９９０１９９１１９９２１９９３１９９４

计算机通信设备 １３６ １７６ ２１６ ２５３ ２８９ ３１８ ３５５ ３７２ ３９１ ４０４ ４４８ ４８４ ４８９ ５４８ ５７９

仪器仪表制造 ７２ ７７ ８２ ８８ ９６ １００ １０５ １０８ １１３ １１４ １１６ １１７ １１９ １１９ １１９

电力生产供应 ９８８１０５９１１４８１２８２１４５２１６６３１８７２２１７３２４９６２７５４３０１５３３２９３５５２３６９１４２１１

燃气生产供应 ２８ ３７ ４８ ５９ ６９ ７８ ９３ １１５ １２３ １３５ １４７ １７０ １９４ ２４０ ２５６

水的生产供应 ６８ ７８ ８９ １０１ １１４ １２５ １３５ １６５ １８３ ２００ ２３２ ２４８ ２８３ ３２１ ３４８

其他工业 ４３ ９６ １５５ １７２ １７８ １７６ １７９ １８０ １９０ １８５ １９１ １９８ ２０１ １９４ １９６

　　　　　　　　　附表２续　中国工业两位数行业资本存量 （单位：亿元；１９９０年＝１００）

行业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１９９７１９９８１９９９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２２００３２００４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煤炭采选 １９１６２０２６２２４２２２１７２３９５２５１４２５１３２５５４２６５８２６１７２６５１２７５２２９５２３１７１

石油开采 ２４６１２４２５２６５３２８４６２９４４３２４９３５１６３７７７４１１６４２１４４４１０４７３７４９９８５１５８

黑色金属采选 １９９ ２０１ １９７ ２３３ ２４０ ２５３ ２５７ ２５６ ２６６ ２８３ ３３９ ４２７ ５０８ ６２８

有色金属采选 ２８６ ３０９ ３１８ ３２０ ３３２ ３５２ ３５１ ３６６ ３８３ ３８６ ４１０ ４６９ ５８０ ６８２

非金属矿采选 ２１９ ２３６ ２４５ ２３９ ２４９ ２５７ ２５９ ２６２ ２７５ ２８５ ３１４ ３５１ ３９６ ４４７

木材采运 ２７９ ２７６ ２７２ ２７４ ２７４ ２７７ ２７８ ２７８ ２８０ ２８０ ２８１ ２８２ ２８３ ２８３

农副加工 ７１４ ７６６ ８２７ ８５４ ９０４ ９４５ ９７３１０２６１１３８１２１１１３９３１６３９２００７２４２７

食品制造 ３０８ ３３０ ３７０ ３９５ ４２６ ４８３ ５２２ ５７９ ６７２ ７２３ ８２６ ９８３１１９６１４４４

饮料制造 ４９３ ５５８ ６４６ ６７９ ７５０ ７９０ ８２９ ８６２ ９２７ ９５２ ９８５１０７１１１９９１３５４

烟草加工 ２９７ ３５０ ３８０ ４１３ ４６１ ４８５ ４８４ ４９８ ５１６ ５０９ ４９４ ４８２ ４６８ ４６２

纺织业 １３８９１４４６１４８７１５２２１５５２１６０３１６６１１７５３１９０２１９９２２１５０２３７４２６４１２８７０

服装业 ５３ ６０ ７１ ８４ ９８ １２７ １４５ １８２ ２３１ ２９０ ３８４ ５０８ ６６５ ８４３

皮羽制品 ６３ ６４ ７３ ８３ ８９ ９６ １０７ １２０ １４６ １６９ ２１４ ２７２ ３３９ ４２３

木材加工 １２１ １３６ １６３ １７０ １８３ １９６ ２０４ ２２５ ２６１ ３０６ ３７０ ４７９ ６４３ ８４８

家具制造 ３０ ３０ ３４ ３８ ４４ ５３ ５６ ７０ ８７ １０９ １５２ ２１１ ３１２ ４３１

造纸业 ３６５ ４０８ ４８９ ５４３ ５９１ ６９２ ８５０ ８８９ ９６４１０１１１１１１１２０６１３２０１４６７

印刷业 １４２ １４５ １５８ １７８ １９６ ２１２ ２２４ ２５３ ２８９ ３１９ ３６８ ４３０ ５０６ ５９２

文体用品 ３４ ３５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４ ４８ ５４ ６２ ７０ ８８ １１９ １５１ １９３

石油加工 ６６０ ７７８ ９３７１１１９１２６０１２９０１３５９１４４４１５２７１６１０１６６１１７４０１８０２１９３７

化学原料及制品 ２２３０２７０４３０７６３３８７３６１２３８６８３９６７４１２３４２７７４３６８４７１７５２１６５６６１６２７９

医药制造 ２８６ ３２５ ３５７ ３９７ ４５７ ５４２ ６１６ ７５５ ９４０１０５０１１６７１２９９１４３７１６０１

化纤制造 ５０６ ５１４ ５０１ ５４５ ５８１ ５７３ ５９６ ５９６ ６２０ ６３３ ６３７ ６５１ ６８７ ７２０

橡胶制品 １５６ １８０ ２０６ ２３３ ２４４ ２５７ ２８０ ２８５ ３２６ ３６２ ３９３ ４６０ ５４０ ６１５

塑料制品 １４１ １４６ １７０ １９６ ２２６ ２６６ ３１８ ３８６ ４７５ ５４４ ６４２ ７９２ ９７６１２００

非金属制品 １３３６１４９５１６１５１７１０１８０４１９０９１９５７２０６９２２８６２４６７２７３０３１５０３６９２４４９０

黑色金属加工 ２１７０２３３８２６０７２７８０３０４８３１６１３２８１３５２９３９５３４１４７４４８６４８３９５０７０５２４４

有色金属加工 ６８２ ７０６ ７３１ ７４８ ７５５ ８０５ ９０８ ９８８１１８３１２３１１３７１１４９７１７１２１９２０

金属制品 ２３４ ２６５ ２９１ ３０４ ３２５ ３５１ ３７４ ４２９ ５０３ ５９７ ７７０１０２８１３６８１７９７

通用设备制造 １０７３１１０８１１３２１１５５１２０３１２４５１２５８１２８０１３５９１４２４１６１８１９４７２４４４３０９２

专用设备制造 ７２２ ７８１ ７９６ ８４７ ８９３ ９３２ ９４５ ９７８１０７４１１４５１２９０１５０２１８２３２２３４

交通设备制造 ８７３１０８７１３００１４０３１６２５１７２１１７９９１９０８２１００２２０６２４５４２７１８３１１４３５１７

电气机械制造 ３７８ ４３１ ４７９ ５３６ ５８１ ６３４ ６７２ ７３６ ８１２ ８８０１０３０１２３８１５３４１９５６

计算机通信设备 ６０３ ６８３ ７９３ ８９２１０４１１１８３１３２６１５１１１７０８１８２６２０２０２３５０２６４５２９８６

仪器仪表制造 １２１ １２７ １３１ １３７ １４３ １５４ １５９ １７５ ２０８ ２３２ ２６１ ２９４ ３３７ ４０３

电力生产供应 ４６４５５３３１６３７８７９０９８８１５１０５４３１１５４４１２７４８１３５９５１３９９５１４４５９１５３１３１６５８６１７３６０

燃气生产供应 ２５８ ２８６ ３０５ ３５０ ３７０ ３８５ ３９８ ４２７ ４８９ ５０４ ５３２ ６０１ ６４０ ７０６

水的生产供应 ３９６ ４８１ ５６６ ６３９ ７２３ ７７９ ８８４ ９４７１０５６１１１６１１９９１２８８１４０６１５５７

其他工业 １８８ １８９ １８９ ２１１ ２４１ ２８７ ３１１ ３４８ ３８４ ４０７ ４６５ ５５１ ６６８ ７８９



第３期 陈诗一：中国工业分行业统计数据估算：１９８０—２００８ ７７１　　

　　 附表３　中国工业两位数行业从业人员 （单位：万人）

行业 １９８０１９８１１９８２１９８３１９８４１９８５１９８６１９８７１９８８１９８９１９９０１９９１１９９２１９９３１９９４

煤炭采选 ４９６ ４９２ ４９２ ５０２ ５４３ ５８７ ５４１ ５５２ ６２６ ６４８ ６７３ ６９２ ６９８ ７２０ ６９０

石油开采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４ ４８ ５２ ５３ ５９ ７１ ７６ ７３ ７２ ７５ １１９ １１７

黑色金属采选 ２９ ２８ ２６ ２６ ２９ ３４ ３２ ３３ ３９ ３８ ３９ ４１ ４４ ４６ ６３

有色金属采选 ５３ ５６ ５９ ５９ ５９ ６１ ６４ ６８ ７２ ７６ ７７ ８１ ８３ ８６ ８６

非金属矿采选 １５０ １２９ １１０ １０６ １３７ １８４ １９６ ２０５ ２１４ ２１４ ２１２ ２１６ ２２４ ２３０ ２３６

木材采运 １０１ １０３ １０５ １０５ １０６ １０８ １０９ １１６ １２３ １２１ １１８ １１６ １１６ １１１ １３１

农副加工 １９２ １７９ １７２ １７０ ２１２ ２６２ ２５６ ２６１ ２７５ ２７６ ２７７ ２７８ ２８６ ２７４ ２９７

食品制造 １０１ １１２ １２７ １２１ １２９ １６２ １７６ １９０ ２０８ ２０９ ２０９ ２１４ ２２３ ２２７ ２１１

饮料制造 ６８ ８０ ９４ ９３ １００ １１６ １２５ １３６ １４８ １５０ １４８ １５２ １５９ １７６ １８７

烟草加工 １４ １６ ２０ ２０ ２１ ２３ ２５ ２６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９

纺织业 ５６０ ５７６ ６０９ ６３３ ６８７ ７６７ ６７３ ７５１ ９８４１０１７１０２９１０５１１０９１１０５４１００９

服装业 １８６ １７３ １６４ １６４ ２０３ ２５８ ２７２ ２７８ ２８５ ２８７ ２９６ ３１５ ３３７ ３６１ ３８１

皮羽制品 ７７ ７８ ８０ ７７ ８５ １０５ １１６ １２３ １２７ １２６ １２８ １３７ １４８ １７０ ２３０

木材加工 ７３ ６２ ５１ ５１ ７２ １０３ １１１ １１２ １１５ １１６ １１８ １１９ １２１ １３６ １７８

家具制造 ６９ ５３ ３８ ３８ ５７ ８１ ８６ ８８ ８９ ８５ ８１ ８０ ８１ ７６ １０１

造纸业 １１３ １０２ ９４ ９３ １１１ １４６ １２８ １４５ １９８ ２０７ ２１０ ２１７ ２２８ ２３５ ２４４

印刷业 ８０ ９７ １１５ １１７ １０７ １０２ １０９ １１５ １２０ １２１ １２１ １２５ １２９ １３７ １３９

文体用品 ４０ ４５ ５０ ４９ ５０ ４９ ４８ ５５ ６０ ６０ ６４ ７１ ７５ ８９ １１３

石油加工 ３６ ４０ ４５ ４８ ４６ ４４ ３９ ４６ ６１ ６６ ７０ ７６ ８４ ７５ ８８

化学原料及制品 ３００ ２７０ ２４１ ２３６ ２９１ ３５９ ３３２ ３５５ ４３０ ４５３ ４６８ ４８７ ５０９ ５２９ ５１４

医药制造 ４５ ５２ ６１ ６３ ６１ ６０ ５５ ６２ ７９ ８４ ８８ ９５ １０２ １０８ １２３

化纤制造 １８ ２３ ２９ ３２ ２９ ２６ ２７ ３２ ３９ ４１ ４３ ４６ ５０ ５４ ７１

橡胶制品 ６１ ７１ ８３ ８５ ７９ ７７ ６４ ７０ ９５ ９９ １００ １０４ １１０ １１２ １１６

塑料制品 １２７ １２９ １３６ １３４ １５０ １７６ １２８ １３６ ２０２ ２０３ ２０１ ２１０ ２２５ ２３３ ２３１

非金属制品 ７３８ ６５６ ５８６ ５６９ ７２６ ９７５ ８６２ ９５３１２２５１２１８１１７４１１５１１１６６１２１７１２６１

黑色金属加工 ２２７ ２３１ ２３７ ２３８ ２４６ ２６４ ２６０ ２７３ ３１０ ３２８ ３３６ ３４０ ３５６ ４２７ ４５０

有色金属加工 ６６ ６３ ５９ ５９ ６８ ７９ ８４ ９１ ９９ １０４ １０９ １１３ １１７ １３２ １７５

金属制品 ２８７ ２５６ ２２７ ２２８ ２７３ ３２６ ２３４ ２５８ ３８８ ３８７ ３８１ ３８７ ３９９ ４１７ ４３９

通用设备制造 ４７６ ４５２ ４３２ ４３４ ４９４ ５７７ ６０２ ６３７ ６９０ ７０１ ６８８ ７０１ ７３７ ６５１ ６２２

专用设备制造 ４０９ ３３２ ２５７ ２５９ ３３４ ４１０ ４１２ ４１３ ４１４ ４１５ ４１５ ４１５ ４１７ ３９７ ４１８

交通设备制造 ２５０ ２６６ ２８３ ２８５ ２８２ ２８７ ２９８ ３０５ ３１１ ３１７ ３２２ ３３３ ３４９ ４２６ ４６２

电气机械制造 １９３ １９９ ２０６ ２０７ ２１７ ２３９ ２５９ ２７５ ２８８ ２９３ ２９７ ３１０ ３２６ ３５６ ３８８

计算机通信设备 １１６ １２２ １２９ １３０ １３４ １４２ １４８ １５５ １６３ １６６ １７２ １８５ １９６ ２０６ ２２６

仪器仪表制造 ６７ ６９ ７１ ７２ ７４ ７８ 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２ ８２ ８３ ８５ １１４ １０７

电力生产供应 １０３ 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０８ １１８ １２６ １２８ １３３ １４４ １５３ １６３ １７５ １８４ １９９ ２１２

燃气生产供应 １０ １０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７ １８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０ ２７

水的生产供应 １３ １８ ２２ ２３ ２１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３ ２４ ２６ ２８ ３０ ３５ ４１

其他工业 ２２９ ２３９ ２４８ ２２０ ２７０ ３１３ ２９１ ３３６ ３７３ ３７１ ３６０ ３６３ ３８１ ４０５ ４１９

　　 附表３续　中国工业两位数行业从业人员 （单位：万人）

行业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１９９７１９９８１９９９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２２００３２００４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煤炭采选 ６８４ ６７７ ６６７ ６５８ ６１４ ５７０ ５３３ ５３５ ５２７ ５４０ ６０３ ６３７ ６３３ ６８１

石油开采 １２０ １２１ １２０ １１９ １３０ ６９ ７３ ６９ ９２ ９８ １１３ １２５ １２４ １５８

黑色金属采选 ６０ ５０ ４８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７ ６２ ８７ ９９ １０８ １３８

有色金属采选 ８７ ８７ ８４ ８１ ７５ ６９ ６３ ６０ ５７ ５４ ５７ ６１ ７４ ７２

非金属矿采选 ２３０ ２２６ ２１７ ２０８ １８３ １６１ １４４ １３１ １１８ １１３ １０３ １０２ １０４ １１７



７７２　　 经 济 学 （季 刊） 第１０卷

（续表）

行业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１９９７１９９８１９９９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２２００３２００４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木材采运 １３０ １１４ ２１３ ３９７ ２３３ １５０ １０７ ７９ ６７ ５６ ５４ ５３ ５２ ５１

农副加工 ３３４ ３５７ ３７１ ３８６ ３４４ ３０６ ２９２ ２９１ ２９３ ２９６ ３３３ ３４５ ３７０ ４２６

食品制造 １８７ １７９ １８２ １８５ １７０ １５６ １４８ １５６ １５６ １６０ １７６ １８１ １８５ ２０６

饮料制造 １９０ １７７ １７４ １７１ １６１ １５２ １３８ １３０ １２４ １２２ １２０ １２２ １３１ １４４

烟草加工 ４２ ３５ ３３ ３１ ２８ ２６ ２５ ２３ ２１ ２０ ２０ １９ １９ ２０

纺织业 ９６３ ９２１ ８３４ ７５５ ７２１ ６８７ ６８５ ６９３ ７２８ ７６３ ８７６ ９２０ ９４５ ９９２

服装业 ３８０ ３７５ ３５９ ３４３ ３５５ ３６５ ３８９ ４２４ ４４８ ４８２ ５０６ ５３８ ５７５ ６２０

皮羽制品 ２２１ ２０４ １９０ １７７ １７９ １８１ ２０１ ２２０ ２５４ ２７６ ３４３ ３６３ ３７５ ３９３

木材加工 １７７ １４３ １４２ １４１ １３９ １３７ １３３ １２８ １５０ １５８ １８０ １９０ ２１１ ２５１

家具制造 １０４ ８６ ８３ ７９ ７６ ７４ ７５ ８０ ９５ １０８ １３７ １５２ １５７ １７０

造纸业 ２５４ ２５５ ２３１ ２１０ ２０１ １９１ １９３ １９５ １９４ ２０１ ２２２ ２３０ ２３７ ２６１

印刷业 １３７ １３３ １２３ １１４ １０９ １０３ １０４ １０８ １１９ １２７ １４１ １５０ １６２ １９０

文体用品 １２２ １１０ １０１ ９２ ９５ ９８ １０２ １１７ １３６ １４９ １７６ １８６ １９７ ２２２

石油加工 ９０ ８７ ８９ ９０ ８７ ７８ ７２ ６９ ７４ ７８ ９３ ９６ １０２ １０９

化学原料及制品 ５３７ ５４６ ５３１ ５１６ ４９０ ４６４ ４３２ ４２６ ４３３ ４４５ ４８５ ５１８ ５５８ ６３９

医药制造 １２４ １２６ １２２ １１９ １１７ １１６ １１９ １２０ １３０ １３２ １３７ １４３ １４９ １６２

化纤制造 ７４ ６３ ６５ ６８ ６１ ５５ ４９ ４５ ３９ ４３ ４６ ４６ ４７ ４５

橡胶制品 １１６ １１３ １１１ １０８ １０４ １００ ９５ ９９ １０２ １０９ １３８ １４７ １６２ １８７

塑料制品 ２３７ ２４７ ２４６ ２４６ ２４０ ２３５ ２４１ ２６０ ２７６ ２９２ ３４３ ３６９ ４０２ ４４９

非金属制品 １２７９１２７７１１９４１１１６１０２７ ９４４ ８７８ ８４４ ８３９ ８４０ ８４１ ８３６ ８５８ ９３２

黑色金属加工 ４３８ ４０２ ３８９ ３７７ ３５２ ３２８ ３０８ ２９１ ３０７ ３０９ ３３６ ３４１ ３４６ ３５１

有色金属加工 １８２ １４４ １４１ １３７ １３５ １３２ １３７ １２９ １３５ １４７ １６７ １７６ ２０２ ２４０

金属制品 ４２４ ４０３ ３９０ ３７７ ３５６ ３３７ ３３１ ３３８ ３２３ ３５０ ３９６ ４２８ ４５９ ５３５

通用设备制造 ６０３ ５９１ ５６７ ５４４ ５１５ ４８６ ４６４ ４５２ ４８５ ５２８ ６０９ ６５０ ７２３ ８４８

专用设备制造 ４２３ ３８５ ３６２ ３４０ ３２３ ３０６ ２７４ ２６４ ３０４ ３１０ ３２６ ３４８ ３８０ ４５７

交通设备制造 ４９０ ４７３ ４４５ ４１８ ４０７ ３９５ ３８４ ３８７ ４０９ ４３３ ４６９ ５０１ ５５０ ６４１

电气机械制造 ３８２ ３７１ ３５０ ３３１ ３３３ ３３６ ３３２ ３５３ ３９４ ４４５ ５５０ ６０８ ６７９ ８０２

计算机通信设备 ２３０ ２２１ ２２１ ２２２ ２３６ ２５０ ２６３ ２９６ ３５５ ４３５ ５７８ ６６８ ７８３ ９０８

仪器仪表制造 １０８ １１３ １１８ １２４ １１２ １０２ ９５ ９３ １１０ １１４ １２３ １３１ １３５ １４１

电力生产供应 ２２１ ２１３ ２２５ ２３８ ２５１ ２６４ ２６２ ２６８ ２７６ ２７９ ２９６ ３０６ ３０６ ３１１

燃气生产供应 ２７ １６ ２０ ２６ ２２ ２２ １９ １９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７ １８ ２０

水的生产供应 ４５ ４５ ４８ ５１ ５２ ５４ ５２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５９ ５４ ５８

其他工业 ４１０ ４１０ ４００ ３９０ ３４１ ３００ ２６５ ２３６ ２１２ ２０９ ２２９ ２３６ ２２７ ２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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