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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既是数量的扩张过程，又是质量的提高过程，是数量扩张与质量提高 

的统一。自1978--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36％的速度增长，经济规模总量迅速扩张。但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并不同步，即转轨以来 

经济规模总量迅速扩张的同时，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比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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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多恩布什、费希尔在其著作 《宏观经济学》中这样定义经济增长的概念：“生产要素积累和 

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的结果。”[1](P239)所谓生产要素积累，是指经济增长的数 

量扩张部分。所谓资源利用的改进和要素生产率增加，是指经济增长的质量提高部分。另外，马 

克思在论述扩大再生产的实现途径时也指出，“生产的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 

入资本的逐年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2](P598)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质量的 

经济增长既是数量的扩张过程，也是质量的提高过程，是数量扩张与质量提高的统一。 

毛健的研究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就是指经济增长的优劣程度。[3]钟学义认为，经济增长质 

量不仅应该从要素生产率考察，还应从经济结构、经济波动等对经济影响的诸多方面进行考 

察。[4](P5—6)国内外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都是从经济增长理论中抽象出来的，就目前来 

看，经济增长质量仍是经济学中很少研究的理论课题，其内涵至今尚无严谨的科学界定。[5]因 

此有关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研究，也就没有统一的理论支撑，其中绝大多数建立在经济系统的 

投入产出效率基础之上。 

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必须基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只有从理论上界定了经济增长质量的内 

涵，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才具有可靠性。因此，在评价经济增长质量之前，首先必须明确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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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质量的理论内涵。 

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内涵 

本文研究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内涵应该从以下三个层次界定。 

首先，经济增长质量内涵体现了经济系统的投入产出效率。 

从产出的角度看，经济增长质量反映了等量投入带来的产出变化。等量投入带来的产出增 

加，则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反之相反。如果由于非物质要素投入导致产出效率发生变动，经济增 

长质量就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如果仅用单要素投入的产出来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就是指 

劳动生产率或资本生产率的变化。同理，从投入角度来看，经济增长质量就是单位产出的各种要 

素资源消耗的变化。对于劳动力、物质资本和能源等要素资源而言，经济增长质量可以界定为单 

位产出的劳动力消耗、资金消耗和能耗。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越低，则经济增长质量越高。反 

之，其增长质量越低。由此可见，无论是从产出还是从投入角度界定，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内涵 

是同一的。 

其次，经济增长质量内涵体现了最终产品或服务的质量。 

经济增长体现了向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增加。现代经济理论都是以 “产出就是有效益” 

为前提来分析问题的。由于不分析产出的质量问题，从而将经济产出看作纯粹数量的增长，即假 

定产出质量损失近似为零。但是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内涵，必须从产出质量予以界定。 

从投入产出理论上分析，如果用同样的资源换取了最大的产出 (数量)，并不能说明经济增 

长是高质量的。这是因为，生产的产品是有效用的，产品效用的大小，表现为产品质量的高低。 

如果最终产品具有最大效用，说明产出是高质量的 只有建立在产品质量提高基础上的经济增 

长，才真正实现了用等量投入生产出数量更多、使用价值更高的产品。 

另外，产品质量既包括物质产品质量，又包括服务产品质量。一方面产品符合自身的质量标 

准要求，另一方面满足用户的需要，实现其市场价值。用产品质量来界定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 

是因为产出质量水平是经济系统内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标志。产品质量不合格，会产生质量 

损失，使得产出成本太高，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质量。另一方面，即便是产品质量合格，但由于 

不能实现市场价值而造成浪费，最终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也会影响经济增长质量。 

再次，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体现了环境和生存质量。 

本文将环境质量和生存质量作为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一种界定，源于一种均衡和可持续发展 

理论的思想。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 《我们共同 

的未来》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 “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 

成危害的发展”[6](P129)，这一定义得到了广泛的接受。我国学者对这一定义作了如下补充， 

“可持续发展是不断提高人群生活质量和环境承载能力的、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 

足其需求能力的、满足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自身需求又不损害别的地区或国家人群满足其需求能 

力的发展”④。然而现实中一些国家在大力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资源过度消耗和生态 

环境恶化的巨大代价，如空气污染、臭氧层破坏、淡水资源枯竭、水土流失、森林植被破坏、生 

物多样性锐减、有毒物质扩散等。这种经济增长的后果严重威胁了人类的环境和生存质量。 

经济增长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它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制约，其中自然资源和环 

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经济增长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即便是经济系统的内在效率很 

高，但由于环境和生存质量的下降增加了经济增长成本，因此仍然会抵消经济系统的内在效率而 

① 参见：http：／／www．NeWS．8C．org／gb／newssc／meiti／srb／jryw／user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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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经济增长质量下降。如果经济增长是靠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而获得的，按单位 

成本产出率变化衡量的经济增长质量无疑是很低的。反之，环境和生存质量改善，意味着经济增 

长总成本下降，经济增长质量提高。 

三、转轨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状况的历史回顾 

1978--2002年期间，中国经济以年均9．36％①的速度增长，经济规模总量迅速扩张。下面从 

中国经济的运行状况、要素投入的状况、产出的状况、产业结构状况和经济增长过程中环境和资 

源变化状况等几方面作以回顾。 

从中国经济的运行状况看，1980--2000年期间中国经济出现了4次较大幅度波动，而且波 

动频率高、周期短、波幅大。1980年之后发生的4次波动，平均波幅将近l0个百分点。 

从要素投入的状况看，中国经济的投资率已经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经济起飞阶段投资率水平。 

此外，中国劳动力的数量一直呈增长趋势，从 1978年的4亿多一直增加到2002年的接近7+5 

亿。劳动力增长率除了1990年以外，增长一直比较平稳。1978--1989年的劳动力数量年增长率 

在2．8％左右波动，1991--2002年劳动力的年增长率在 1％左右小幅波动。与劳动力数量不成比 

例的是，我国人力资本水平与知识经济的要求仍相差甚远，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人力资本投资相 

对滞后等问题依然严峻。 

从产出状况上看，中国的工业产品结构不合理的表现非常突出。同类产品同档次的重复和被 

动竞争严重，产品质量不高，积压严重。更高档次的产品需求依赖进口。 

从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看，1978--2002年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在宏观经济总量中的比例关 

系由1978年的28．1：48．2：23．7变为2002年的l5．4：51．1：33．5。国民经济总量增长从主要 

由第一、二产业转化为主要由第二、三产业带动。第三产业吸纳的劳动力由1978年的12．2％上 

升到2002年的28．6％，已超过第二产业吸纳的21．4％的就业比重。 

从经济增长过程中环境和资源变化状况看，能源、资源的消耗量大，资源效率低，污染物排 

放严重，土地资源利用不合理，生态破坏严重。可以说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是以资源、能源 

的大量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 

四、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体系的建立 

(一)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方法选择 

本文在经济增长质量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分别从产出效率、产出消耗、产品质量、经济运行 

质量和生存环境质量五个不同方面l7个指标构造了比较系统、完整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 

体系。 

由于在理论基础上已经将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划分为五类，因此这里不再采用主成 

分分析方法，而是直接采用相对指数法进行评价分析。 

相对指数法是将一系列指标变成可比的指数形式，然后进行简单加总或加权加总来评价的一 

种统计方法。对所选定的类别指标分别用相对指数法汇总，然后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综合 

评价。 

① 经济年平均增长率用公式 = 蕴 7i 计算，其中GDP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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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定 

五个总类指标分别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产出效率指标、中国经济增长的产出消耗指标、中国 

经济增长的产出质量指标、中国经济增长的运行质量指标和中国经济增长的生存环境质量指标。 

相应地五个总类指标下分别设定若干个细类指标，并且各个指标都换算成指数形式，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1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的总类指标指数以及各细类指标指数表 

其中：A。一中国经济增长的产出效率指数；A：一经济增长的产出消耗指数；A 一经济产出 

质量指数；A 一经济运行质量指数；A 一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生存环境质量指数。 

A。。一劳动生产率指数；A。：一资本生产 (产出)率指数；A． 一增量资本产出率指数；A 一 

劳动力技术装备程度指数；A。 一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A2．一劳动力要素投入弹性指数；A：：一资本要素投入弹性指数；A 一单位产出能耗水平指 

数；A： 一能源消费弹性指数；A： 一单位总产出成本率指数。 

A 一产品合格率指数 (用产品合格率表示经济产出质量)。 

A 。一经济波动率指数；A ：一第三产业产值份额指数。 

。一 单位产出大气污染指数；A 一单位产出污水排放指数；A ，一单位产出固体废弃物排 

放指数；A 一治理污染的投资指数；A 一环境质量成本指数。 

五、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 

在计算总类指标指数前，首先对各个细类指标进行调整，使之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呈正向 
一 致性。然后初始值指定为100，其余年份数据对比参照计算。总类指数计算方法有两种，一种 

是简单平均法。即通过对各个细类指数进行简单算术平均方法计算得出各总类指数A 、A 、A 、 

A 、A ；另一种是赋权法。基于不同细类指标对总类指标的影响程度不同，采用赋予各细类指 

标以不同权重的方法，计算得出各个加权后的总类指数加权 A 、加权 A 、A，、加权 A 、加 

权 A5。 

(一)基于细类指标简单平均法计算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 
f 

1．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指数QI的计算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数为QI。五个基于简单平均法计算的总类指标指数序列为 

A-、A2、As、A 、 ，则QI的算法仍然有两种，一种是基于各指标的简单算术平均，另一种是 

加权平均，计算结果见表2。 

转轨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指数的变动趋势如图l所示。 

． 3n． 



表2 基于简单平均法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指数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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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三亘二三三三 

圈 1 基于简单平均法计算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数走势圈 

① 五个总类指标的权数分别设定为0．3、0．2、0．2、0．1、0．2。另外 ，由于篇幅所限，各细类指标指数的计算过程略去， 

有需要者请与作者本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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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1中的综合评价指数走势可看出，转轨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数呈波动上 

升趋势。1981、1986、1989、1997、2001年分别是经济增长质量波动的低点，相比于上一年， 

在这些年里经济增长质量同比下降。且自1990年以后，QI和TQI的走势基本一致。 

2．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的不同步性 

与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数相对应，反映中国经济数量扩张的增长指数为SI①。QI 

和sI二者对比图如图2所示。 

图2 经济的数量扩张指数SI和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指数 QI对比图 

虽然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数QI总体是上升的趋势，但是还不能说明中国经济增 

长的质量是高的。根据本文前述的理论，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体现了经济数量扩张与质量提高的统 
一

。 只有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速度不小于经济增长数量扩张的速度时，这样的经济增长才是有质 

量的。而从图2可以明显看出，反映经济数量扩张的指数sI，其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反映经济增 

长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数 QI的增速。这说明了转轨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扩张和质量提高并不 

同步。 

表3 反映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增长数量不同步的系数 (厂)表 

年份t 系数 年份t 系数／ 年份t 系数 

1979 一o．97554 1987 一o．514ol l995 一o．98021 

l980 一1．076 l988 一o．2Ol l996 一o．87881 

198l 一4．784 1989 —3．9757 1997 —1．6O083 

1982 o．196793 l99O —o．65843 1998 一o．46553 

1983 一o．037l8 199l —o．25855 1999 一o．95746 

1984 一o．59238 1992 一o．6O439 2ooO 1．293164 

l985 —1．00869 l993 一o．86307 2001 —2．80892 

1986 —1．86599 1994 一o．8999 2002 一o．90773 

反映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和经济增长数量扩张不同步的系数为_厂，公式为： 

=  器一 

① 数据来 自于2003年 《中国统计年鉴》，增长指数以 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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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0时，说明第t年经济增长质量增速大于数量增速，经济增长的质量较高；当． =0 

时，说明第t年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与经济增长数量扩张完全同步；当． <0时，说明第t年经济 

增长质量的提高小于经济增长的数量扩张，此时经济增长质量相对较低。具体数据见表3。 

从表3中反映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不同步系数．厂值的变化可以看出，转轨以来的二 

十几年里，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基本上是不同步的。只有在 1982年和2000年这两 

年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超过了经济规模的扩张，除此之外的其他年份中，反映经济增长质量提高 

与数量扩张不同步系数l厂的值全部小于0，说明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小于经济的数量扩张。 

这充分证明了转轨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是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粗放型增长。 

(二)基于细类指标赋权法计算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 

同样首先定义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数为PQI。五个基于赋权法算出的评价中国经 

济增长质量的指数指标依次分别为加权A 、加权 A：、A 、加权A 、加权A ，则PQI的计算方 

法仍然有两种：一种是基于各加权指数的简单算术平均，另一种是加权平均，计算结果见表4。 

表4 基于细类指标赋权法计算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指数表① 

相应的综合评价指数PQI和加权指数TPQI的变动趋势如图3所示。 

① 加权总类指标的权数设定与简单平均算法相同，分别为0．3、0．2、0．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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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3 基于赋权法计算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数走势圈 

从图3可以看出，转轨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数 PQI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并且 

自1990年以后，PQI和TPQI的走势基本一致。同样对比sI、PQI和 QI的走势，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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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4 中国经济增长指数 SI和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指数 PQI、QI对比圈 

由图4可以看出，基于两种不同计算方法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数 QI和PQI 

走势基本一致。而且从整个转轨时期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扩张远远高于质量提高的速度。 

六、结 论 

转轨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的研究结果表明，基于细类指标的简单平均和赋权两种 

不同算法下，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指数的变动趋势是一致的，即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 

评价指数QI和PQI都呈上升趋势。单从这一点上看，转轨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是逐年改善的。 

但是，与反映经济增长数量扩张的增长指数SI对比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与中国经 

济增长数量的扩张并不同步，即转轨以来经济规模总量迅速扩张的同时，并没能带来同比的质量 

提高。这证明了转轨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粗放型低质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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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ransitio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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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is not only the process of quantitative expansion but also the 

process of quality improvement．From 1978 to 2002，China’S GDP increased rapidly with a rate of avera- 

ging 9．36％．However，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showed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quality did not keep pace with the expansion of quantity．That is，the rapid expanding 

of economic scale didn’t bring the proportional improvement of growth quality． 

Key words：economic growt h quality；quantitative expansion；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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