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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指标体系如何揭示“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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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进和完善经济指标体系，无疑有着必要性和紧迫性。尽管统计部门已对此做出积极回应，但如

何有效改进统计方法、独立展开统计活动、精准提供统计数据，有待持续努力 

  加快发展方式转型，是我国回应国内外多重挑战、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抉择；它内在

地要求对经济指标体系作出调整，以更好地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状态和趋向。 

  GDP难以揭示“长期的财富创造能力” 

  就经济增长而言，以GDP及GDP增长率为指标，能反映我国国内在特定时期产出的全部商品和服

务的价值总和，并进行不同时期情况的比较；国际社会通常也用它测度和比较各国的经济成长性。然

而，这个指标难以揭示“长期的财富创造能力”。它的缺陷包括： 

  — —GDP及其增长率是生产性指标，难以揭示商品和服务是否最终完成了从供给向需求的“惊险

的跳跃”，而商品和服务只有转化为消费，才具有促进社会发展和居民福利的终极意义。 

  — —它是产出性指标，难以揭示商品和服务的当期供给水平是否“损害”了长期生产能力，而能

源、环境等不可再生资源的跨期均衡配置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 —它是货币性指标，即使在商品和服务产出不变的情况下，货币供给和价格水平变动也会导致

GDP及其增长率出现“合意性”转变。— —它是总量性指标，难以揭示商品和服务在不同群体之间的配

置结构，而收入分配差距会加剧市场经济中的生产相对过剩或有效需求不足。 

  显然，在经济指标体系中，GDP及其增长率依然是度量经济增长的关键性指标，但必须引入其他

指标，如绿色GDP、能源消耗弹性系数、基尼系数等来弥补它的功能性缺陷；多元化而不是单一性的

指标，有利于揭示发展方式转型的方位和成效。 

  应根据居民真实体验调整CPI的商品权重 

  在物价稳定方面，当前我国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企业产品出厂价格指数（PPI）来标度

物价变动程度，CPI更是货币当局选择和实施货币政策的最重要依据。我国CPI主要由8大类商品价格

加权计算得出。统计部门迄今并未公布这8大类商品在CPI计算中的权重，但根据统计资料推算：食品

的权重约为32.4%，而居住的权重约为15.0%。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呈现持续下降趋势，而住



 
房开支在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的总支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住房的消费品基本属性和大额支出特征，

要求CPI涵盖房价变动。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CPI中的居住类权重低于美国42%和欧盟23%的水平。 

  应该承认，我国现行的CPI数据难以精确反映居民消费价格变动的真实状态。进一步地，CPI标度

了前期货币发行和商品供给之间的关系，以CPI这个滞后变量来确定货币政策可能会面临“时点对

接”难题。据此，我国应根据居民真实体验来调整CPI的商品权重，增强CPI统计的精准性、灵活性和

透明度，并基于货币供应、PPI以及CPI之间的传导路径来增强货币政策的前瞻性。 

  以城镇登记失业率反映我国就业状况存在偏差 

  就业状况关系到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程度，关系到居民的收入－消费状况，因此会对国内需求启

动、产业结构升级等产生重要影响。当前我国主要用城镇登记失业率来标度就业状况，根据国家统计

局提供的数据：2002-2008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4.0%－4.3%之间，2009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为921万，失业率为4.3%。而事实上，以城镇登记失业率来标度我国的就业状况是存在偏差的，原因

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依然十分显著，2008年我国农村就业人数为4.76亿人，占整体就业人

数的比重为61.88%；国务院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也显示，2006年底我国农村户籍劳动力资源数量约为

6.09亿，其中外出务工人员（农民工）约为1.32亿。现行统计指标没有涵盖农村劳动力以及二元结构

转化中的农民工，也不能瞄准城镇内部失业但未作登记的社会群体，因此难以准确揭示我国社会就业

的真实状况。由此应尽快采用更具涵盖性和精确性的调查失业率，逐步补充和取代城镇登记失业率指

标，以提高就业数据对经济现实的反映能力和对政策制定的指引功能。 

  需增加统计指标来标度国内外经济关联性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与域外经济体的贸易和资本联系更加紧密。在现行统计体系中，通常

用贸易顺差、逆差和贸易依存度等指标来标度国际贸易状况，用实际使用外资额和对外直接投资额等

指标标度资本利用情形，例如：2008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17.99万亿元，贸易依存度59.8%，实际利用

外资额952.5亿美元。然而，这些统计指标并不足以全面反映国内外经济关联性，如：国际大宗商品价

格变动会通过传导机制影响国内物价总水平；但在经常项目自由兑换而资本项目不可自由兑换的背景

下，境外“热钱”仍会以多种变通方式流入并“潜伏”国内，以期获取利率差、汇率差和资产价格差等投

机投资收益。由此，我国统计体系必须将国外主要市场、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考虑在内，据此构建域

外商品和要素价格预警机制；同时应在强化监管的基础上对“热钱”流入流出进行估算和测算，以努力

减弱资本流向逆转对国内经济运行的可能冲击。 

  改进和完善经济指标体系，无疑有着必要性和紧迫性。尽管统计部门已对此做出积极回应，但如

何有效改进统计方法、独立展开统计活动、精准提供统计数据，有待持续努力。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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