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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的总量估算
郭志广

（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１１３０）

［摘　要］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核算等都涉及资本存量的估算问题，由于估算所用方法和研究
层面存在差异，其结果也不相同。运用永续盘存法以１９７８年年末的资本存量值作为初始资本值，
对我国整体层面的资本总量进行估算发现：由于使用了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折旧处

理，且折旧数据的处理采用的是分类折旧，估算结果与对资本存量进行折旧处理的测算较一致，相

对于未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折旧处理的测算结果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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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要素之一，不管
是在古典经济理论中还是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其

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在我国当

前经济发展过程中，从生产要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来看，资本也远远超过了其他生产要素。现

代经济增长理论在注重技术、人力资本和制度安排

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十分肯定资本在

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资本服务的测量是开展

经济研究的重要前提条件，这些研究包括经济增长

研究、全要素贡献率（ＴＦＰ）测量、估计建筑和设备投
资函数以及估计潜在总产出等。正因为资本服务的

测量是诸多研究的前提，国内外诸多学者对此问题

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约翰·

理查德·希克斯所言，“资本测量是经济学家交给

统计学者们最困难的任务”。［１］究其原因在于我们

无法找到一个完全的资本租赁市场，以获得直接的

资本服务数量。针对这一困难，对该问题的研究，国

内外的相关学者通常是假定资本服务和资本存量正

相关，在对资本存量进行测量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

比例关系测算出资本服务的值。［２］对该问题的研究

最常用的方法是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于１９５１年提出的永续盘
存法（ＰＩＭ），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
１９９３年与１９９９年两本《生产率核算手册》中介绍的

资本测量方法成为了ＯＥＣＤ各成员国开展资本测量
工作的重要指导。资本存量的准确测度是进行其他

相关研究工作的基础，所以对我国现有的资本存量

进行准确的测试显得尤为重要。

国内学者对我国资本存量的测度工作基本上可

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总量层面上的测量，另一类是

既有总量研究也有行业层次上的研究。从事总量层

面上研究的学者主要有张军扩、贺菊煌、ＧｒｅｇｏｒｙＣ．
Ｃｈｏｗ、张军等［３－６］。对于第二类，其研究学者主要有

黄勇峰、孙琳琳、王益煊等［７－９］。这些研究由于测量

方法和数据来源不同，以及统计口径的差异，其结果

也相距甚远。在没有官方的统计资料佐证的情况下

很难判断哪个准确。如贺菊煌、ＧｒｅｇｏｒｙＣ．Ｃｈｏｗ、张军
等［４－６］测算的我国１９５２年资本存量（１９５２年价格）分
别为６７９亿元、１０３０亿元、８００亿元，差距较大。在使
用的测量方法上和数据使用上各位学者也不尽相同，

黄勇峰、孙琳琳、王益煊等［７－９］用的是ＰＩＭ法，而其他
学者都没有使用ＰＩＭ法。本文拟对这些测量研究进
行比较，运用ＰＩＭ法对我国总量资本存量做进一步的
测算。

　　一、资本存量Ｋ的估算方法
测算资本存量的方法最基本方法是 ＰＩＭ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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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公式为

Ｋｔ＝∑
∞

τ＝０
ｄτＩｔ－τ ①

　　式中，Ｋｔ为第 ｔ期的社会资本存量，ｄτ为役龄
为τ的资本品的有效系数，Ｉｔ－τ为 ｔ－τ年前的投资
额。ｄτ用来表示旧资本品相对于新资本品的有效
程度，通常假设新资本品的效率为１，且随着资本品
役龄的增加，资本品的有效程度不断下降，直至退

役，效率退减为０。
但国内的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对该公式进行了

调整，基本形式为

Ｋｔ＝Ｉｔ＋（１－αｔ）Ｋｔ－１ ②
　　国内大多数做总量资本存量估计的学者是以公
式②为基础再进行变形，但在具体处理上相差较大，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贺菊煌［４］和张军等［６］的计算公式

Ｋｔ＝Ｋｔ－１＋第ｔ年的积累 ③
　　ＧｒｅｇｏｒｙＣ．Ｃｈｏｗ［５］与李治国等［１０］的计算公式

Ｋｔ＝Ｋｔ－１＋第ｔ年实际净投资 ④
　　王小鲁等［１１］的计算公式

Ｋｔ＝Ｋｔ－１＋第ｔ年固定资本形成 －折旧 ⑤
　　何枫等［１２］的计算公式

Ｋｔ＝Ｋｔ－１＋第ｔ年固定资本形成 ⑥
　　在资本品有效系数呈几何下降的假定下，孙琳
琳、黄勇峰、王益煊等［２，７，９］运用 ＰＩＭ法对我国资本
存量进行了估算。

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方法来看，多是采用永续盘

存法，差异仅仅在于对折旧的处理和净增资本存量

的处理方法不同。永续盘存法在 １９５１年由 Ｇｏｌｄ
ｓｍｉｔｈ提出后，被广泛应用于 ＯＥＣＤ国家。在２０世
纪七八十年代，ＯＥＣＤ部分成员国根据永续盘存法
对各国的资本存量做了大量的官方统计工作，联合

国在１９９３年的ＮＳＡ中也要求用永续盘存法进行资
产负债的核算。基于该方法的权威性和成熟性，本

文也采用此方法进行资本存量的核算。

从国内现有的研究可以看出，资本存量的测量

主要有４个关键点：基期资本存量的估计、固定资本
价格指数的确定，投资数据的选择以及折旧或资本

相对效率的处理。下面将分别从这 ４个方面进行
阐述。

　　二、资本存量估计

１．基期资本存量的估计
对基期的选择，国内的大部分研究一般选定

１９５２、１９７８和１９８０三个年份作为研究的基期。本
文将基期确定为１９７８年，并将１９７８年的价格确定
为不变价格。

由于我国早期资本存量数据的缺失，众多学者

所采用的估计方法都是推算法。贺菊煌［４］认为

１９６４—１９７１年和 １９７１—１９７８年这两个时期，我国
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比较稳定，据此假定这两个

时期的生产性资本的平均增长率相等，运用迭代法

推算出 １９５２年的资本存量为 ９４６亿元（１９９０年
价）。ＧｒｅｇｏｒｙＣ．Ｃｈｏｗ［５］根据我国 １９５２年至 １９８５
年的固定资产净值历史数据，估计出１９５２年我国全
社会固定资产存量为５８２．７６亿元（１９５２年价），农
业资本存量为４５０亿元（１９５２年价），不含土地的全
社会固定资本存量为１０３０亿元（１９５２年价）。而王
小鲁等［１１］对资本存量的推断未说明方法，只是说

“根据反复推算将１９５２年的资本存量设为１６００亿
元（１９５２年价）”。张军等［６］根据上海市的历史数

据“１９５２年上海拥有的经营性固定资产原价末数为
３３．６５亿元”，同时假定“上海市拥有的资本存量、上
海市投资、上海市 ＧＤＰ三者与全国资本存量、全国
总投资、全国总 ＧＤＰ的比例大致相等，进而推测
１９５２年全国的资本存量是上海市的２０～３０倍”，文
中说取２５倍估计全国的固定资本存量在６７３亿元
左右（１９５２年价）———经数据比较实际采用的２０倍
计算。同时运用 ＴａｎｇＡｎｔｈｏｎｇ［１３］估计的１９５２年我
国农业资本的估计数据１１２．９亿元，认为１９５２年我
国资本存量为８００亿元左右（文中言明不含土地，
１９５２年价）。何枫等［１２］对我国资本存量估计沿用

张军扩［３］的方法———资本产出比计算的方法来计

算１９５２年的资本存量，在假定１９５３年资本产出比
为３．４７８的基础上，对我国１９５２年资本存量进行了
估计，结果为５４２８．２６亿元（１９９０年价）。

黄勇峰、孙琳琳等［７－８］根据１９５２年以前的中国
ＧＤＰ数据序列，并利用投资占ＧＤＰ的比重推导出了
我国早期的年度投资数据流，并用 ＰＩＭ法推导出
１９７８年的建筑资本存量为４７１４．０５亿元，设备资本
存量为１１０７．６１亿元，合计５８１１．２６亿元（１９７８年
价）。孙琳琳等［２］以１９８０年作为研究的基期，估计
的结果为建筑资本存量为５１３２．１亿元，设备资本
存量为１８２７．２５１亿元，共计６９５９．３５亿元（１９８０
年价）。王益煊等［９］把基期定位于 １９９０年估算了
１９８１—１９９８的时间序列数据，估计出 １９８１年的资
本存量净额为２１２４３．４亿元（１９９０年价）。根据后
面估计的需要，由ＧｒｅｇｏｒｙＣ．Ｃｈｏｗ［５］估计可知，固定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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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的积累指数在１９５２—１９７８年间将基本保持不
变，所以本文直接采用１９７８年年末的资本存量值
１１２９２亿元（１９７８年不变价）作为初始资本值。

２．固定资本价格指数的确定
《中国统计年鉴》自１９９２年开始公布固定资产

投资价格指数，因此１９９２年以前的投资价格指数数
据无法从官方统计资料中直接获取，研究者要么采

用其他指数替代要么用其他几种指数拟合。谢千里

等［１４］通过对建筑安装指数与设备指数的加权平均

构造了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吴方卫［１５］则根据１９９２
年后官方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通过回归

分析得出了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与生产资料出厂

价格指数之间的关系，并利用这个估算结果，用

１９９２年以前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数据对固定资产
价格指数进行了拟合，得出了全国的固定资产价格

指数。贺菊煌［４］和ＧｒｅｇｏｒｙＣ．Ｃｈｏｗ［５］、张军等［１６］则

回避了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利用了生产性积累

指数对我国资本存量进行了估计。李治国等［１０］根

据《上海市统计年鉴２００１》附录中历史资料，计算出
上海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文中认为上海市

的固定资产投资及投资价格指数的变动情况与全国

的两者变动情况基本一致，并用全国１９９１年以来的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序列对上海市固定资本投资

价格指数进行回归得出两者间的关系，进而运用这

一关系估算了１９５２—１９９０年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价格指数，最后利用估算结果与官方公布的固定资

产投资价格指数序列，构造了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完整的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序列。张军等［６］则直接运

用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代替全国的固定

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何枫等［１２］同样也是通过回归

分析的方法来推导出资本平减指数，利用《中国国

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１９５２—１９９５》提供的资
本平减指数与商品零售指数数据，对两者进行回归，

进而估算出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资本平减指数，结合文献
中的提供的１９５２—１９９５的资本形成指数与固定资
本形成指数，得到了历年的资本形成总额与固定资

本形成总额数据序列。黄勇峰、孙琳琳等［７－８］把固

定资产投资划分为建筑投资与设备投资两部分，相

应地使用了建筑投资价格指数和设备投资价格指数

两个指数序列分别计算。本文利用《中国国内生产

总值核算历史资料１９５２—２００４》提供的１９５２年资
本形成总额和资本形成指数来计算１９７８—１９９０隐
含价格指数，２００４年以后的用统计年鉴上提供的投
资价格指数，并对两者换算成统一的价格指数（以

１９７８为基期），测算的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固定资本存量
（含土地资本不含人力资本）见表１。
３．投资数据的选择
可供选择的投资数据有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固

定资产形成数据、积累数据和新增固定资产数据。

根据统计年鉴对这几个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这几

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固定资产积累额等于固定资

产形成与折旧之差，固定资产形成等于固定资产投

资减去退役的资本品价值加上土地改良投资。［２］可

见，从 ＰＩＭ的方法论上，这几个数据都或多或少与
ＰＩＭ的要求有一定的差别。固定资产积累额和固定
资产形成两个数据都去除了折旧，是符合 ＰＩＭ要求
的，但这里的折旧是会计意义上的折旧，不是资本效

率意义上的折旧，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差异。我国

１９９０年代统计体系建立之后，１９９３以后不再公布积
累数据。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似乎是与 ＰＩＭ要求比
较接近的概念，但有些项目不是在一年就建成的，甚

至建成期很长，当期的货币投资额不能在当期形成

可以利用的资本。而且《中国统计年鉴》只有１９９５
以前的全社会新增固定资产数据。由于中国统计制

度的变革，统计指标与统计口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但《中国统计年鉴》中一直公布着固定资产投资与

固定资产形成两组数据，而且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也

从行业和资产两个角度进行了分类，比较切合 ＰＩＭ
的要求。

在１９９３年以前的统计中公布了积累数据，贺菊
煌［４］和ＧｒｅｇｏｒｙＣ．Ｃｈｏｗ［５］的研究则运用了积累额进
行表示新增资本的净投资。 张军等［６］同样是用了

生产积累数据来推算历年的资本存量。但由于

１９９３年后积累数据无法从官方统计中资料获取，张
军等［６］假定“１９９３年以后生产性积累的增速与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仍然保持一致”，从而拟合

出１９９３年以后的生产性积累数据。而何枫等［１２］使

用了资本形成总额数据，根据文中的解释，资本形成

总额包含了固定资本形成与存贷两部分，但没有涉

及投资。王小鲁等［１１］认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存

·６７·

 积累额是指在一年之内，国民收入使用额中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和非生产性建设以及增加社会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储

备的总额。其物质形态为一年内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新增加的固定资产（扣除固定资产磨损价值）和流动资产。

积累总额也可分为固定资产积累和流动资产积累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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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大量浪费，对于１９８０年前的情况他们运用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与投资交付使用率之积来计算固定

资本形成，对１９８０年后则直接使用固定资本形成总
额。黄勇峰、孙琳琳、王益煊等［７－９］则从行业的角

度进行了处理，使用了行业层面的固定资产投资数

据，在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类型上并不包括土地投资

和存货投资。由以上可以看出，各个学者的统计口

径存在很大差异，统计结果大相径庭。

根据前面的论述，本文的核算方式采取 ＰＩＭ
法，投资数据采用全社会固定投资。根据统计年鉴

的数据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划分为建筑安装工程、

设备工具器具购置和其他三部分。基于中国统计年

鉴提供的只有 １９８１年以后的数据，本文假设
１９７８—１９８０年的固定资本投资三部分的比例基本
与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的比例一致，从而推算出 １９７８—
１９８０年的全社会按构成分的固定资本投资，并用投
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结果见表１。
４．折旧或资本相对效率的处理
由于采用的数据不同，资本积累额和资本形成

数据已经包含了折旧，所以贺菊煌、张军、何枫

等［４，６，１２］在进行资本存量测量时都回避了折旧处理

问题。而王小鲁等［１１］在使用资本形成数据时，采用

了官方公布的会计意义上的５％的折旧率对资本存
量进行折旧处理。李治国等［１０］则采用了对折旧直

接计算的方法，１９７８—１９９３年的年折旧则采用了
ＧＤＰ核算中方法，１９９４年以后折旧数据直接来自于
统计资料。

黄勇峰、孙琳琳、王益煊等［７－９］在对资本存量进

行估计时，都采用了相对效率几何下降的方式。黄

勇峰、孙琳琳等［７－８］在假定建筑寿命４０年、设备寿
命１６年的前提下，得出建筑折旧率为８％和设备折
旧率为 １７％的结论。孙琳琳［８］以汽车寿命 １０年
为假定前提，估算了汽车的资本存量，认为汽车折

旧率为２６％。王益煊等［９］采用了余额递减率与使用

年限对我国固定资产折旧率按行业进行了估计。

城镇住宅、农村住宅、非住宅类建筑、机器设备、

市政建设、役畜产品和其他 ７类的折旧率分别为
０８％、１５％、０．９％、３．６％ ～１３８％、３．６％、

１１％和１．５％。
本文同样采用几何相对效率下降模式，假设资

本品的相对效率在役期内呈几何下降，则相对效率

和资本重置率为

ｄｔ＝（１－δ）τ　　ｄτ ＝δ ⑦
　　由于相对效率几何下降条件下资本重置率为常
数，等于折旧率，故资本存量的估算公式为

Ｋｔ＝（１－δ）Ｋｔ－１＋Ｉｔ ⑧
　　本文将中国建筑和设备的寿命分别假定为４０
年和１６年，在几何相对效率下降的假设下，借用李
京文等［１７］利用残值率和寿命期的方法，对固定资产

折旧率进行估算。基于我国法定的残值率为３％ ～
５％，由此假定新资本品在期寿命终了时的相对效率
为３％～５％，设Ｒ为残值率，Ｔ为资本品的寿命，据
此我们得出折旧率计算公式

Ｒ＝（１－δ）Ｔ　　δ＝１－Ｒ
１
Ｔ ⑨

　　根据前面资本寿命的假设残值率按３％计算，
由⑨式计算得建筑类的折旧率为８．３％，设备类的
折旧率为１９．６％。根据本文对资本数据的选取其
他类的折旧率借鉴王益煊等［９］的结果按 １．５％
计算。

　　三、估计数据的比较

与张军、王小鲁等［６，１１］的数据进行比较，本文的

测算结果相对于张军等的测算结果偏小，而与王小

鲁的测算结果比较接近。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

个方面。

从数据选择来看，张军等在文中假定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初，上海市拥有的资本存量、上海市投资、上
海市ＧＤＰ三者与全国资本存量、全国总投资、全国
总ＧＤＰ的比例大致相等，进而推断出１９５２年全国
的资本存量是上海市资本存量的２０～３０倍并取中
间数２５倍，估计全国的资本存量在６７３亿元左右。
而本文用的是 ＧｒｅｇｏｒｙＣ．Ｃｈｏｗ［５］估计的结果，即
１９５２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存量为 ５８２．７６亿元
（１９５２年价），这两个估计的起始点数据就存量一定
的差异，且前者大于后者。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呈现

的不平衡性，用１９５０年代初的上海的资本存量状况
去推断全国的资本存量情况，就会出现一定的高估。

·７７·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生产者在一定时期内获得的固定资产减去处置的固定资产的价值总额。固定资产是通过生产活

动生产出来的，且其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单位价值在规定标准以上的资产，不包括自然资产。可分为有形固定资本形成总

额和无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有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包括一定时期内完成的建筑工程、安装工程和设备工器具购置（减处

置）价值，以及土地改良、新增役、种、奶、毛、娱乐用牲畜和新增经济林木价值。无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包括矿藏的勘探、计算

机软件等获得减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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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我国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固定资本存量（含土地资本不含人力资本）测算结果

年份

固定资产投资

建筑安

装工程

设备工

具购置
其他

投资价

格指数

平减后固定资产投资

建筑安

装工程

设备工

具购置
其他

固定资本

存量／亿元

１９７８ ３５５．７ ９０．６ １８．０ １００．０ ３５５．７ ９０．６ １８．０ １１２９２

１９７９ ４４３．６ １２１．４ ２４．８ １０２．２ ４３４．１ １１８．８ ２４．３ １０６７４．２

１９８０ ５５３．２ １６６．７ ３４．３ １０５．２ ５２５．９ １５８．５ ３２．６ １０２８８．１

１９８１ ６８９．８ ２２３．６ ４７．５ １０８．６ ６３５．２ ２０５．９ ４３．７ １０１３４．６

１９８２ ８７１．１ ２９１．４ ６７．９ １１１．２ ７８３．４ ２６２．１ ６１．１ １０２３７．６

１９８３ ９９３．３ ３５８．３ ７８．４ １１３．９ ８７２．１ ３１４．６ ６８．８ １０４９３．９

１９８４ １２１７．６ ５０９．２ １０６．１ １１８．５ １０２７．５ ４２９．７ ８９．５ １１０２５．８

１９８５ １６５５．５ ７１８．１ １６９．７ １２７．０ １３０３．５ ５６５．４ １３３．６ １１９６３．１

１９８６ ２０５９．７ ８５２．０ ２０９．０ １３５．２ １５２３．４ ６３０．２ １５４．６ １３１１１．９

１９８７ ２４７５．７ １０３８．８ ２７７．３ １４２．２ １７４１．０ ７３０．５ １９５．０ １４５０６．０

１９８８ ３０９９．７ １３０５．４ ３４８．８ １６１．５ １９１９．３ ８０８．３ ２１６．０ １６０４０．５

１９８９ ２９９４．６ １１１５．８ ３００．０ １７５．３ １７０８．３ ６３６．５ １７１．１ １６９９８．０

１９９０ ３００８．７ １１６５．５ ３４２．７ １８４．８ １６２８．１ ６３０．７ １８５．４ １７８０５．４

１９９１ ３６４７．７ １４６０．２ ４８６．６ ２０２．３ １８０３．１ ７２１．８ ２４０．５ １８８７１．３

１９９２ ５１６３．４ ２１２５．１ ７９１．６ ２３３．３ ２２１３．２ ９１０．９ ３３９．３ ２０５４５．７

１９９３ ８２０１．２ ３３１５．９ １５５５．２ ２９５．３ ２７７７．２ １１２２．９ ５２６．７ ２３０３１．７

１９９４ １０７８６．５ ４３２８．３ １９２８．１ ３２６．１ ３３０７．７ １３２７．３ ５９１．３ ２６０９３．２

１９９５ １３１７３．３ ４２６２．５ ２５８３．５ ３４５．３ ３８１５．０ １２３４．４ ７４８．２ ２９４４５．０

１９９６ １５１０９．３ ４９２６．０ ２８７８．３ ３５９．１ ４２０７．５ １３７１．８ ８０１．５ ３３１０８．２

１９９７ １５６１４．０ ６０４４．８ ３２８２．３ ３６５．２ ４２７５．５ １６５５．２ ８９８．８ ３６９１７．８

１９９８ １７８７４．５ ６５２８．５ ４００３．１ ３６４．５ ４９０３．８ １７９１．１ １０９８．２ ４１３６０．０

１９９９ １８７９５．９ ７０５３．０ ４００５．７ ３６３．０ ５１７７．９ １９４３．０ １１０３．５ ４５８６１．３

２０００ ２０５３６．３ ７７８５．６ ４５９５．９ ３６７．０ ５５９５．７ ２１２１．４ １２５２．３ ５０７２６．８

２００１ ２２９５４．９ ８８３３．８ ５４２４．８ ３６８．５ ６２２９．３ ２３９７．２ １４７２．１ ５６３１４．３

２００２ ２６５７８．９ ９８８４．５ ７０３６．６ ３６９．２ ７１９９．１ ２６７７．３ １９０５．９ ６３１１６．８

２００３ ３３４４７．２ １２６８１．９ ９４３７．５ ３７７．３ ８８６４．９ ３３６１．２ ２５０１．３ ７２３１０．２

２００４ ４２８０３．６ １６５２７．０ １１１４６．８ ３９８．５ １０７４１．２ ４１４７．３ ２７９７．２ ８３６９２．０

２００５ ５３３８２．６ ２１４２２．９ １３９６８．１ ４０４．８ １３１８７．４ ５２９２．２ ３４５０．６ ９８３２８．０

２００６ ６６７７５．８ ２５５６３．９ １７６５８．４ ４１０．９ １６２５１．１ ６２２１．４ ４２９７．５ １１６４９９．３

２００７ ８３５１８．３ ３１５７４．８ ２２２３０．９ ４２６．９ １９５６３．９ ７３９６．３ ５２０７．５ １３８４７９．８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８》，中国统计出版社；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

资料１９５２—２００４》，中国统计出版社。投资价格指数和固定资本存量数据是本文测算结果。

　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上有１９８１年之后的按构成数据，本文１９７８—１９８０年按构成分的固定资产投资额的计算方法是假

定１９７８—１９８０年各部分的固定资本投资的增长率等于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各部分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进而推算出１９７８—１９８０

年按构成分的固定资本投资额。

　１９７８年的固定资本存量是采用的ＧｒｅｇｏｒｙＣ．Ｃｈｏｗ［５］的数据，本文在计算其他年份的资本存量净值时，借鉴中国统

计年鉴２００８上的按构成分的固定定资产投资百分比数据，从数据上看建筑安装工程项呈现递减的趋势，而其他项则相反，从

而把１９７８年的资本存量根据７３％、２３％和４％的比例进行了划分，进而用折旧率进行折旧。

　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１９９０年的固定投资价格指数为１００（１９９０年为基期）的环比数据，本文１９７８—１９９０年的投

资价格指数来自于从１９７８年原价资本形成数据序列和不变价格的资本形成指数序列推导出的隐含价格指数。令１９９０的投

资价格指数为１８４．８，进而推导出下面年份的投资价格指数。

·８７·



第５期 郭志广：我国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的总量估算

除了起点差异之外，本文与张军等所使用的数据类

型也存在不同，张军等使用的数据是积累数据

（１９９３年之后的是作者推测的），而本文使用的数据
是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并对此数据进行了折旧处理。

从对折旧的处理来看，本文对折旧的处理采用

的是分类折旧，建筑类的折旧率为８．３％，设备类的
折旧率为１９．６％，其他类按１．５％计算。而张军等
在对资本存量进行核算时，使用的数据是生产性积

累数据，由于该数据中已经包含了折旧，故在文中回

避了对折旧的处理。但由于我国统计体系发生了改

变，１９９３年之后，新的统计体系已不再公布积累数
据，张军等对１９９３年之后的积累数据进行了处理，
文中认为从１９５４—１９９３年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和生产性积累的增长率的波动形态极为相似，并

以此假设１９９３年以后生产性积累的增速与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两者的变动具有内在的一致

性，进而利用这一假定对１９９３年以来的历年生产积
累数据进行了拟合。所以两种不同的折旧处理方

式，也导致了两者测算结果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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