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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资本存量是研究诸多经济问题的关键变量，由于选取的样本数据、采用的估算方法及研
究目的之不同，学者们的测算结果相差很大。运用永续盘存法，对基期资本存量、当年投资指标、投

资品价格指数和经济折旧率进行设定计算后，估算出中国工业部门１９８１—２００９年的资本存量，其
结果比较准确可信，估计的投资流更为精确，可为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提供更全面准确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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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存量是用来表示一定时点下安装在生产单
位中资本资产的数量。［１］在经济学研究中，资本存

量核算是计算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回报率的基础。

目前，我国还没有发布官方的资本存量数据，数据缺

口很大，现有数据在概念和统计口径上很难满足分

析的需要。尽管也有一部分学者对中国工业部门的

资本存量进行了初步测算，但由于选取的样本数据、

采用的估算方法及研究目的之不同，学者们测算的

结果相差很大［２－４］。本文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对相关的基础数据进行更细致的筛选、处理和分析，

重新估算改革开放以来工业部门的资本存量，以期

为相关研究提供令人信服的基础性数据。

　　一、估计方法

测算资本存量的通用方法是永续盘存法

（ＰＩＭ），用这种方法计算出的资本存量是以不变价
格计算的过去投资的加权和，权重是不同役龄的资

本品的相对效率，即

Ｋｔ＝∑
∞

ｔ＝０
ｄＴＩｔ－Ｔ

　　式中，Ｋｔ表示 ｔ期资本存量，ｄＴ表示役龄为 Ｔ
的资本品的相对效率，Ｉｔ－Ｔ表示 Ｔ年前的投资数目。

假设资本品服从相对效率几何下降模式，那么资本

存量的估计公式可以表示为

Ｋｔ＝Ｉｔ＋（１－δｔ）Ｋｔ－１
　　式中，Ｋｔ表示ｔ期期末的固定资本存量，Ｉｔ表示
ｔ期的投资或新增固定资本流量，δｔ表示固定资本
的经济折旧率。

永续盘存法的应用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有：基

期资本存量、当年投资指标、投资品价格指数与经济

折旧率。

　　二、每年的投资数据Ｉｔ
在ＭＰＳ核算体系下，由于积累已经对折旧做了

剔除，可以直接当作净投资使用，因此在研究中可以

绕过折旧问题，如张军扩、贺菊煌、ＧｒｅｇｏｒｙＣ．Ｃｈｏｗ
等［５－７］。王小鲁等［８］认为，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中

存在相当大的浪费，因此他们的计算引入了固定资

产交付使用率。

就工业部门的投资而言，由于统计资料不完备

以及统计口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难以收集到全部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具体数据。王玲［９］用固定资

本原值的一次差分获得固定资本净形成序列，固定

资本形成净值等于当年固定资本形成减去报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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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豪杰［１０］采用同样的方法推算中国工业的投资流。

不过，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

鉴》公布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等于固定资产原

价与累计折旧之差，因此对其进行差分就可以得到

历年名义净投资。［１１－１２］

我们认为，使用固定资产原值一次差分的方法

（本文称“方法１”）获得的投资序列低估了实际的
工业投资，因为《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上公布的

固定资产原值的统计口径在１９９６以前是独立核算
工业，１９９６年以后是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
业，使用这种方法计算工业投资流，虽然比较简便，

但是会低估中国工业整体的投资水平。为此，我们

使用统计年鉴上公布的１９９６—２００９年的工业投资
减去使用“方法一”计算的投资，可以看出，二者的

差距呈扩大趋势（见图１）。

图１　两种投资之差

薛俊波等［１３］假设分行业的基本建设投资与更

新改造投资之和占总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与全国的

比例是基本一致的，那么用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

造投资之和除以二者占总投资的比例可以得到分行

业的年固定资产投资（本文称“方法２”）。我们使
用该方法去估计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工业部门的投资流，
结果发现估计出的数据比统计年鉴上公布的数据偏

大，平均高２２００亿元，而且估计出的１９９５年的工
业固定资产投资比统计年鉴上公布的１９９６年的工
业投资还要高出１２０６．８９７亿元，用这种方法估计
出的投资流前后连接不上。因此，必须寻找其他的

途径来估算１９８１—１９９５年的中国工业投资。在浏
览相关的统计年鉴时，我们发现《中国固定资产投

资统计年鉴（１９５０—１９９５）》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
统计数典（１９５０—２０００）》提供有 １９８１—２０００年国
有经济和城乡集体所有制单位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

的详细数据，把这两组数据中的工业行业投资数据

加起来，结果比方法１计算的数据要高。但是这组
数据仍旧不是完整的中国工业投资数据，因为它只

包括了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两种经济成分的投资。

不过我们可以根据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

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推算出工业行业的

固定资产投资。首先，我们使用这种方法去估计工

业部门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的工业投资，然后与统计年鉴
公布的数据加以对照，进而可以验证我们估算出的

数据是否准确。结果发现估计出的数据依然比统计

年鉴上公布的投资数据偏大，每年平均高出７７３．７
亿元，不过比使用方法 ２估计出的投资要低很多。
因此，我们决定使用方法２估计１９８１—１９９５年的工
业投资流。可能是由于在１９９６年统计口径有所调
整，我们计算出的１９９５年的投资偏大，比１９９６年统
计年鉴上公布的工业投资高１６．３亿元，且与后续数
据衔接不紧密。我们取１９９４和１９９６年投资之和的
一半作为１９９５年的投资以消除这种异常，当做出这
种调整之后，前后数据的衔接比较一致。

按照永续盘存法的要求，设备投资和建筑投资

应分别加以估计［１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统计

资料中一般被分为建筑安装工程（本文简称“建

筑”）、设备工器具购置（本文简称“设备”）以及其

他投资（指依附于建筑与设备投资的其他费用），我

们根据建筑投资和设备投资的比例将其他费用归并

到建筑和设备投资中。这样，我们把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只分为两类投资：建筑投资和设备投资。虽

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统计年鉴中有比较准确的

构成分类，但是工业投资在统计年鉴中没有这种分

类，我们参照黄勇峰等［１］的做法，假定在工业部门

中设备投资的比重比非工业部门中设备投资所占的

比重高１．５倍，这样，可以根据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中建筑投资和设备投资的比重来反推工业投资中建

筑（ＣＩ）和设备（ＥＩ）所占的比重。
设工业投资中设备占比为ＲＳ，则非工业投资中

设备占比为ＲＳ／１．５，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占
比为Ｒ，工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ＶＳ，非工业投资的比重为１－ＶＳ，因此有

ＶＳ×ＲＳ＋（１－ＶＳ）×（ＲＳ／１．５）＝Ｒ
　　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 Ｒ和 ＶＳ 求出 ＲＳ
（见表１）。

　　三、构造投资品的价格指数

在ＳＮＡ体系下，一般是利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
指数来缩减现价固定资产投资，但是我国从１９９２年
才开始公布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因此，对

于１９９２年以前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大多数研
究采取的办法是自己估算或选用其他的价格指数代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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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工业分类投资

年份 ＶＳ／％ Ｒ／％ ＥＩ／亿元 ＣＩ／亿元 ＲＳ／％

１９８１ ５５ ２４ １６１．６３ ３６６．４６ ０．３０

１９８２ ５３ ２５ ２０６．５７ ４４５．２９ ０．３１

１９８３ ５７ ２７ ２６５．５６ ５４２．５９ ０．３３

１９８４ ５５ ２９ ３７１．６２ ６３６．６３ ０．３７

１９８５ ５５ ３０ ５２７．６７ ８６６．１３ ０．３７

１９８６ ５６ ２９ ６３６．９５ １１１５．７０ ０．３６

１９８７ ５９ ３０ ８０４．３６ １４１５．６０ ０．３６

１９８８ ５９ ３０ １０１８．７４ １７９５．６６ ０．３６

１９８９ ５８ ２７ ８４９．５２ １６８９．９１ ０．３３

１９９０ ５９ ２８ ９０６．２９ １７４３．１３ ０．３４

１９９１ ５８ ２９ １１３５．７８ ２０８９．４６ ０．３５

１９９２ ５４ ２９ １６０２．６０ ２７７４．２７ ０．３７

１９９３ ５０ ２９ ２４０４．８６ ４０７６．０７ ０．３７

１９９４ ４５ ２９ ２９２７．９５ ４８１７．７０ ０．３８

１９９５ ４２ ２４ ２７５５．９７ ５５９７．７３ ０．３３

１９９６ ３９ ２５ ３０２０．９０ ５９４０．８５ ０．３４

１９９７ ３８ ２８ ３６１５．２７ ５７４０．９１ ０．３９

１９９８ ３３ ２７ ３５９３．１１ ５８５３．５３ ０．３８

１９９９ ３１ ２７ ３６２３．４８ ５５７２．１９ ０．３９

２０００ ３１ ２７ ４０６２．２９ ６１９３．７２ ０．４０

２００１ ３１ ２８ ４６２６．５２ ６９１８．２８ ０．４０

２００２ ３２ ２７ ５４２１．８７ ８５４３．６８ ０．３９

２００３ ３７ ２７ ７８１１．３０ １２６１５．８０ ０．３８

２００４ ３９ ２８ １０５８８．６８ １７１８７．８２ ０．３８

２００５ ４２ ２９ １４５１０．７８ ２３２０７．０２ ０．３８

２００６ ４３ ２８ １７５５２．４２ ２９８０１．１８ ０．３７

２００７ ４４ ２７ ２１９１４．５３ ３７９３６．９７ ０．３７

２００８ ４４ ２８ ２８０６０．２４ ４７３４５．１６ ０．３７

２００９ ４２ ２７ ３４０６１．８１ ６０１９６．４９ ０．３６

替。由于我们把固定资产分为建筑投资和设备投

资，因此需要分别使用两组投资价格指数来折算现

价的建筑投资和设备投资。对于１９８１—１９９１年的
建筑投资价格指数和设备投资价格指数，我们使用

ＳｕｎＬｉｎｌｉｎ等［１５］估算的数据。１９９２年以后的建筑投
资价格指数和设备投资价格指数，我们直接使用国

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四、固定资产经济折旧率的处理

固定资产折旧是指一定时期内为弥补固定资产

损耗，按照核定的固定资产折旧率提取的固定资产

折旧。单豪杰［１０］在机器设备年限１６年和建筑年限

３８年的假定下，估算出机器设备的折旧率为
１７０８％，建筑的折旧率为８．１２％，在确定机器设备
和建筑的折旧率后，根据统计年鉴提供的二者之间

的结构比重对折旧率进行加权平均，得出每年的折

旧率为１０．９６％。徐杰等［１６］利用投入产出表提供的

固定资产折旧数据和该文推导的公式计算出

１９８７—２００２年的折旧率为８．８４％。孙辉等［１７］根据

１９９２年中国公布的国有企业基本折旧率为５５％，
选定６％作为一个统一的折旧率。对于计算工业分
行业的折旧，张军等［４］认为，１９９１年前的折旧率数
据可以使用《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

而其他年份的工业分行业固定资产折旧率数据可以

利用累计折旧、当年折旧、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之间

的内在关系来近似求得

ｃｄｔ＝ｏｖｆａｔ－ｎｖｆａｔ　　ＣＤｔ＝ｃｄｔ－ｃｄｔ－１
δｔ＝ＣＤｔ／ｏｖｆａｔ－１

　　式中，ｃｄｔ代表累计折旧，ｏｖｆａｔ代表固定资产原
值，ｎｖｆａｔ为固定资产净值，ＣＤｔ代表当年折旧，下标ｔ
和ｔ－１分别代表当期和前期。

可见，折旧率的设定争议很大。在资本品的相

对效率按照几何方式递减的假定下，即资产的相对

效率每年按固定比例下降，本文相应地采取代表几

何效率递减的余额折旧法，即

ｄＴ ＝（１－δ）
Ｔ

　　式中，ｄＴ表示资本品的相对效率，δ代表重置率
或折旧率，不过此时它们是相等的，Ｔ表示寿命年
限，在相对效率几何递减模式下，重置率或折旧率在

各年的分布是不变的。

我国法定残值率是３％ ～５％，假定法定残值率
可代替资本品的相对效率，我们取中间值４％，在建
筑年限４０年和设备年限１６年的假定下，建筑安装
工程的折旧率为７．７３％，设备折旧率为１８．２２％。

　　五、固定资本存量Ｋ０的选择

基期资本存量的确定是学者们争论的又一焦

点，由于不同学者采取的估算方法不同，得出的基期

资本存量往往相去甚远。Ｇ．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等［１８］把１９７９
年作为计算基期资本存量的起始年份，１９７９年的资
本存量＝１９７９年底的固定资产净值 ×（１９７９年底
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１９７９年底的固定资产原
值）。黄永锋等［１９］使用永续盘存法推算出全民所有

制工业部门在 １９７８年的资本存量为 ２２５０．８７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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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廖远盨［２０］利用上海经营性固定资产原价和固

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估计出经营性固定资产占全

部固定资产的比例，从而推算出上海１９７８年资本存
量为３６１．３０亿元。ＲｏｂｅｒｔＥ．Ｈａｌｌ等［２１］在估计１２７
个经济体１９６０年的资本存量时，采用１９６０年的投
资与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各国（实际）投资的几何平均增
长率和折旧率之和的比值。孙辉等［１７］在计算中国

的省际资本存量时也采用这样的方法，以１９５２年为
基期，由于１９６０年代初期中国受“大跃进”等特殊
历史环境的影响，因此以１９５２年投资除以１９５２—
１９５７年投资几何平均增长率与折旧率之和得到以
１９５２年为基年的资本存量。

限于数据条件和研究的需要，本文将基期定于

１９８１年。对于１９８１年的建筑和设备资本存量，我
们采用ＲｏｂｅｒｔＥ．Ｈａｌｌ等［２１］的估计方法，用１９８１年
的工业建筑／设备投资除以 １９８１—１９９１年工业建
筑／设备实际投资的几何增长率与折旧率之和。使
用这种方法计算出的基期建筑资本存量为２１７３．６
亿元，设备资本存量为４０６．６５亿元，整个工业部门
的基期资本存量为２５８０．３亿元。《中国工业经济
统计年鉴》上公布的 １９８１年的固定资产净值为
３０６３．６亿元，比我们计算的结果高，这可能是因为
他们使用了较低的折旧率的缘故。

在解决了基期资本存量、当年投资指标、投资品

价格指数和经济折旧率这４个估算资本存量的关键
问题之后，我们就可以运用永续盘存法估算出中国

工业的资本存量，结果见表２。

　　６．结论

资本存量是研究诸多经济问题的关键变量，准

确估算中国各个产业或行业的资本存量无疑是一项

有重要意义的工作，虽然关于工业资本量的估算研

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但是固定资本投资序列的估

计仍然是分歧比较大的。与其他学者使用的估计方

法相比，本文在对各类统计资料和统计方法进行细

致分析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估算投资序列的方法更

加科学，估算的投资流更为精确；而且，本文对设备

和建筑的资本存量分别加以估算的做法也更加符合

永续盘存法的要求。综上所述，本文所估算的中国

工业部门的资本存量是比较准确可信的，可为今后

相关实证研究如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等，提供更全面

准确的数据支持。

表２　工业部门的资本存量
（１９８１—２００９年） 亿元

年份 建筑资本存量 设备资本存量 工业资本存量

１９８１ ２１７３．６１ ４０６．６５ ２５８０．２６
１９８２ ２５１１．００ ５３５．７９ ３０４６．７９
１９８３ ２９７５．２９ ７０３．７１ ３６７９．００
１９８４ ３５４６．５８ ９５２．８５ ４４９９．４３
１９８５ ４４００．２８ １３７７．０１ ５７７７．２９
１９８６ ５５４１．１６ １８０８．０６ ７３４９．２２
１９８７ ６９３７．３４ ２４０１．２１ ９３３８．５６
１９８８ ９０２８．７４ ３２１８．００ １２２４６．７４
１９８９ １０６０３．７０ ３７９６．８７ １４４００．５７
１９９０ １３６７９．４０ ４１３５．４４ １７８１４．８４
１９９１ １６０６１．７１ ４９２３．４２ ２０９８５．１３
１９９２ ２００８３．８３ ６００７．２７ ２６０９１．１０
１９９３ ２８４０７．２３ ８２８５．１７ ３６６９２．４０
１９９４ ３３７５４．４３ １０３４６．９３ ４４１０１．３６
１９９５ ３８２０６．０９ １１７５０．４０ ４９９５６．４８
１９９６ ４２９９０．７３ １２７８３．７１ ５５７７４．４４
１９９７ ４６５５７．９７ １３８７０．７２ ６０４２８．６９
１９９８ ４９０２６．４７ １４６５２．５３ ６３６７９．００
１９９９ ５０９４３．６８ １５３０６．２５ ６６２４９．９３
２０００ ５４３２６．５９ １６２５３．７７ ７０５８０．３６
２００１ ５７７４６．１５ １７５１９．５４ ７５２６５．６９
２００２ ６２３５７．７６ １９３１８．９４ ８１６７６．７０
２００３ ７２５６８．６３ ２３１３５．７１ ９５７０４．３４
２００４ ８９６３６．０３ ２９３９４．７５ １１９０３０．７８
２００５ １０７４０１．１６ ３８４０４．５７ １４５８０５．７３
２００６ １３０１８６．４３ ４９１７８．１９ １７９３６４．６２
２００７ １６４１８３．６４ ６２２１１．１９ ２２６３９４．８３
２００８ ２１８３７６．３６ ７９２３９．６４ ２９７６１６．００
２００９ ２５４２３２．９８ ９７３０６．０６ ３５１５３９．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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