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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商 要 本研 究是测算中国制造业 一 年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动
趋势

,

研 究的重点是对工 业和制造业就业人数
、

产出构成的时问序列的概念
、

覆盖范围和一 致性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在数据分析的墓础 上
,

我们将构建调整
后 的 仆一 年共 个制造业 部 门的劳动生产率时间序列 无论是在投
入 方面

、

产 出方面
,

还 是在时间维中
,

这些时间序列在概念和筱盖范圈方面都
是一 致的 研 究显示 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 年代展示 了令人嘱
目的加速 中美劳动生产率的追赶进程 已经 开始

关健词 制造业
,

劳动生产率
,

工 业普查
,

段盖范围
,

投入产 出表

一
、

引 言

中国统计在质 和 可获得性方 面取 得 了长足 的进步
,

整个统计体系 已转

换为 体系
,

越来越多的统计数据用于各种研 究和考察 见 和
,

, , , , ,

但是随若经 济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改变
,

统计指标的概念
、

方法和 范围也发

生 了很 大 的变化
,

在一 些重要 时间序列中产生 了一 致性问题 如果不考虑 时

间序列在概念和 范围方面的一 致性
,

对中国经 济增长所作的任何研 究都将是

无 意义 的

本文 的研 究是测算中国制造 业 任一 年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趋势
,

可作为 以前两篇论 文 的一 个新的续篇 其 中
,

一 篇论 文是 以 年相 对于

美国的实际产 出和劳动生产率为墓准比较 中国制造 业 一 年的生产率

和任若恩
, ,

另一 篇论 文是 以 年为墓准进行 的中美比较

柏满迎和任若恩
, ‘

本文 的一 个重点是对工 业和制造业就业人数
、

产 出构成的时间序列的概

念
、

搜盖 范围和 一 致性问题进行深入地分析
。

我们将 以 《 年工 业普查 》

提供的资料作为墓础 详细 分析数据 问题 在数据分析 的墓础 上
,

我们将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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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的 年共 个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时问序列
。

无论是

在投入 方面
,

产出方面
,

还是在时间维中
,

这些时间序列在概念和覆盖范围

方面都是一 致的

二
、

工业产出和就业人数的范围和一致性

工 业统计的主要的问题之 一 是经济实体的变化 比概念和方法 的更新快
,

其结果是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的范围越来越小
,

一 些统计数据的相关程度降

低
。

制造 业分行业 的详细 资料主 要从 乡和 乡以上的独 立核算企 业 收集的
。

年
,

乡和 乡以上 的独立核 算企 业 涵 盖 了工 业部 门的产 出和就业量的绝

大部分
,

但 是其后 每年 它们所 占的 比例越来越少 在 年
,

上述概 念下

的工 业企 业的数据 占到工 业部 门总产 出的
,

到 该 比例 已经 下 降到

对就业人数而言
,

搜盖范围从 年的 下 降到 年的 工

业普查
, ,

年 以后覆盖范围进一 步下 降

乡和 乡以上独立核算企业包括绝大多数的国有企业
、

城镇集体企业
、

联

营工 业企业和大的外商投资企 业 有关国有企 业 的数据资料是最详细 的
,

但

它在工 业经 济 中的重要性一 直在降低 因此
,

国有企业 包括非独立核算企

业 的全部个数从 年的
,

个减少到 年的
,

个 大 的个

体工 业企业
、

私营工 业企业
、

村办集体企业和农村合作经 营企业 的数据 资料

是 医乏的和不完备的
,

也得不到分产业部 门的数据
。

由于 中国正 在迈 向市场

经 济
,

所有制结构也在发生改变
,

随着时问的推移
,

统计数据范围的问题将

变得更为严 重

与工 业普查数据相 比较
,

公布的就业人数 的范围更加 受到限制 如果想

要研 究工 业或制造业分行业 的变动趋势
,

绝大多数的就业人数将会漏掉
。

例

如
,

一 年公布 的就业人数 中
,

具有分产业部 门的就业人数只 有

万
,

而 年工 业就业人数是 万

今后在数据收集方面所需要做 的是
,

从强调 占主 导地位 的具有意识 形 态

特点的所有制结构和 国有
、

集体部 门的数据收集
,

转变到理盖整个工 业各产

业 部 门数据 的收集
。

三
、

年工业普查 范围和与其他数据来源的比较

工 业 部 门数据 范 围最全 的是 《 年 工 业普查 》和 《 年工 业普

查 》 特别是 年工 业普查 中产 出和就 业人数的范围比其他数据来源更

广 例如
,

年 工 业普查 中工 业从 业人 员总数不低于 万
,

高于其他

所有数据来源 中的数字
。

在 年 工 业普查和 所有其他数据 来源 中也存在

类似的差异 和
, 。

这种差异将会影响加总的劳动生产 率的

测算 从 生产 率测算角度 看
,

工 业 普查 中就业人数和产 出数据具有 的优 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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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 自企业这样同一个数据来源
。

而且
,

工业普查还提供 了不 同所有制和

不 同覆盖范围的详细数据

一 年工业普查覆盖范围

年工业普查主要构建于行政和所有制分类的墓础上
。

同以前的普查

资料一样
,

它提供了国有企业
、

乡和 乡以上集体所有制企业
、

大的外商投资

企业
、

联营工业企业
、

股份制企业和私营企业详细的数据 对上百万个个体

工 业企业提供的数据最不详细
。

表 列出了工业普查中不同覆盖范围水平的企业数量 为了判断这些时

间序列的覆盖范围
,

表中的数据可以与 年工业普查中相应的数据进行比

较 我们已经构建了相类似的产出和就业人数的表 参见
,

和
,

表 和表
,

这里将不再重新构建 在表 中
,

从左到右覆盖范围逐渐

变小
,

而分产业部门的数据逐渐增多 对整个工 业部门而言 第 和 列
,

没有进行部门分解 对于村和村以上企业 以及年产品销售收入在 万元 以

上的企业
,

我们进行了 个产业部门的分解
,

其中包括 个制造业产业部

门 对于
,

个乡和乡以上企业
,

部门划分不超过 个分行业
,

其

中制造业有 个

从表中的第
、

和 列的比较中
,

可以发现表中的第 列没有包括

较小的村办企业 第 列和第 列的不同在于是否包括附营工 业生产单位

附营工业生产单位是工业墓本生产单位
,

由工业部门之外的企业来经营 附

营工 业生产单位没有采用独立核算体系 乡和乡以上的覆盖范围水平下
,

第

和第 列的差异与第 和第 列的差异是一致的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

年工业普查至少提供了全部 万个工业企

业 中 万个企业的分行业数据
,

没有进行分行业的企业包括小的个体工 业

企业
、

私营工业企业和小的集体工 业企业

表中从左到右工业企业的数量也是增加的 因此对于第 和第 列
,

工

业普查仅仅提供 了总产出和年末就业人数的数据 第 列为总产出
、

就业

人数以及所有者权益和整个税收的数据
,

但没有增加值的数据
。

对于 乡和 乡以上独立核算的企业 第 列
,

工 业企业数量的范围较

广
,

包括总产出 新规定
、

总产出 旧规定
、

增加值
、

就业人数
、

销售税
、

增值税
、

整个税收和一些财务数据 利润
、

工资
、

利息等等
。

在第 列左

边的各列
,

我们都没有得到这些变量的详尽资料

随后我们将会看到
,

第 列中的企业范围与部门产出时间序列的范围

是一致的 因此
,

了解第 列包括什么和不包括什么是很重要的 它包括

绝大多数但不是全部的国有企业 不包括附营工业生产单位
,

以及所有的独

立核算的县 旗 属集体企业
、

乡办集体企业
,

其中包括大量的未指明分类的

集体企业 它不包括所有其他集体企业诸如村办集体企业或乡以下农村集体



经 济 学 季 刊 第 卷

呼心卜卜工仍卜工闪于呼哪娜心‘工门的功的闪‘啼呼的的‘的仍寸卜的卜杯的帅卜沂工价仍人卜的,的
甲曲‘目的等

的的的的伙工卜的卜姆工‘

留的卜‘呼的‘卜
藕爵导引喇城娜侧娜叫芬叭要叭工

公旅举铸公专姜妞喇引令旅姜到申召喇留愉眯喇公却健呼的卜工‘哪的‘的伙卜

口 哪 , 叫

帅 户叫 凶 改

凶甘工‘甘寸的卜的
‘的的卜帅仍,伙哪叫卜价仍‘伙伙呼‘的卜心心‘的工哪仍‘仍哪‘卜帅人卜

‘的卜伙
‘

卜

戮葬
剑侧创月书锌代洲钊如主畏引嘲竹娜刊燕叫芬叭要叭补

入甘‘啼伙伙工仍‘的工卜的的‘

落工芳的‘卜叮的的帅卜卜呼
‘的的的的帅的寸帅的的

‘的的的‘工的工帅呢哪工砚的工曰的电卜嗽呼的性的工伙卜‘的‘的心的代工卜
‘

的卜的‘寸公‘呼匆

多钻呼 留潇

叹︵义︶
,闷︿创令叫芬叭是姚目势

卜仍功‘仍工廿卜‘的仍伙‘的功‘卜召‘的⋯
‘

叫山引喇旅卖补

仍的的卜卜呼‘的的帅的‘的仍呼‘的仍仍,仍的仍价工的

娜闺专只乙伪

卜的工的对卜仍
‘改卜的卜护工的卜的的吸呼电的工的的‘卜。‘性的工改卜‘的卜工‘曲‘

导
‘的的的凶工‘心卜叫‘饰胃卜

‘呼岭‘卜曲呼的‘曲门‘

圳圳引引扣龙职润传长只己
‘︺吕闷︿代多和布叫芬禽澳书笋侧

朴稼公会京工袂十椒稼希如公引令益七︵‘︶
“准用

︽喇如引扮功已,
“嘴兴本琳

目月口川的的的寸工仍寸工丙凶的‘卜工伙落
‘的工卜‘曲卜卜哪的‘仍的‘卜闰帅心‘卜内卜的心‘闪心‘的目卜工叻

山

斌味铸今牡件代洲创日枷主

裸引嘲引日告喇中引日岭的象琳

川口目口目口的的卜卜哪‘门的的的卜的的呼帅的落
卜的呼‘的伙的伙卜卜内工帅呢凶凶‘哪伙的‘哪招

‘卜仍工伙卜的‘的‘心工哪‘工落
‘仍门的改于的卜气仍仍卜‘呼心‘卜伙代匆‘心们‘卜州叫烈挤恢洲引如主

职切传

叫 抽叨

目 卞

劝

月口日口司口改甲心呼蕊畏幻
‘的仍吕的的落

护的哪卜的的的呼,卜凶呢改改‘甲伙的份
‘哪,仍‘内改寸‘心卜匆代‘的博‘工仍‘的对‘卜的伙卜‘的卜伙‘卜‘的卜工目‘工甲的‘卜叫司划铸代洲引如安

职护

卜月 白叨

卞
硬

引
引 引 例 日 引 引
日 日 日 冬 令 日
扣 长 扣 幸 水裂
解 沓 侧 素 林

卞
卞 卞 如
中 小 引 公
引 引 怜 职
份 喇 买 切
哄 寨 令 兴

例令长瑕叔林扣翻举中禽姿如期举中攀算引日长瑕长妻

引日愉姚

闷喇喊︵璐︶呻

洲长暇

护林

曰令懊︵城︶咋

钊嘲长钾引嘲宋会例日知困

卞劝



第 期 等 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

企业 对于联营工 业企业
、 “ 外商独资企业

、 “ 股份制企业和其他企业
,

第

列包括所有除了非独立核算附营工业生产单位的企业 第 列中这些

分行业的数据与第 列中的数据是一致的
。

在产出方面
,

乡和乡以上企业的总产出占总产出的
,

第 列 村和

村以上 的总产出占总产出的

二 年产出估计的调整 工业普查
、

投入产出表
、

中国工业经济统

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全国工业普查是每 年进行一次的重大的国情调查
,

它可能是最好和

最可靠的工业部门统计数据来源
。

尽管如此
,

工业普查并没有完全综合最新

的统计资料和时间序列 本节
,

我们将对前述的工 业普查数据与其他来源数

据进行系统的比较
,

这些数据来源包括 《投入产出表》
、

《中国工业经济统

计年鉴 》和 《中国统计年鉴 》
。

表 列出了 年不 同数据来源产出数据

的比较结果

表 除了工业普查数据外还包括两种数据 投入产出表数据和国民经济

核算数据 从 年以后
,

主要的投入产出表每 年编制一张 从概念来

看
,

投入产出表与国民经济核算系统最为接近
。

投入产出表是在全 国性调查

的墓础上独立编制的
,

对于非调查年份
,

例如 年
,

该年的投入产出表是

一种简化形式的延长表
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每年在 《中国统计年鉴 》上发布 对于工业产出

,

《中
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和 《中国工业交通能源 年统计资料汇编

,

一

》中的数据是一致的 这些数据都列在表 中 在下面的讨论中
,

当提

到国 民经济核算数据时
,

我们将 《中国工 业交通能源 年统计资料汇编
,

一一 》作为主要的参考
覆盖范围最广的工业普查表中

,

并不包括增加值数据
,

只有总产出数据
因此

,

在表 中第 行 工业普查
, 、

第 行 工 业普查
,

和第

行 工 业普查 中增加值的估计值
,

是通过 年投入产出表中增加

值 产出的比例估计的 参见
,

和
, ,

表 具体比较了工业

普查和投入产出表总产出的部门结构

在 年工 业普查中
,

总产出和增加值包括销售税和其他税
,

但不包括

增值税
。

通过扣减销售税
,

我们得到了根据要素成本估计的增加值
,

通过加上

增值税
,

我们获得 了根据市场价格估计的增加值 这些概念可用于其他数据

来源调查结果的比较和 国际 比较 具体的估计过程参见
,

和 ,

从表 我们得出对 年不 同数据来源中工业和制造业的可比较范围

的几个比较结果

联营工业企业是指国内企业之问的联营
,

通常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 问的联营 与外商独资企业

的联营包括在外商独资企业中
外商独资企业分为两类 港澳台独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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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年总产出和增加值估计值的调整

公布曲

昌产 出

总产出 ‘产出 公布的

登 皮本 审场价格 要 成本 市场价格

万 万 万夕 万 万 万
工 业奋计

工 业合计

工 业份全 ,
,

业合计
,

心 工 业份查 》

工 业奋计
工 业于去冷

,

业合什

心 工 业份全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工 业杏计
, , , ·

工 业奋计
,

业合汁

中一忱计年典 一 ,

, ,

中一工 业交‘ 皿

年晓计 料汇 一
,

于
,

, ,

中一工 业史‘ 位理

年坟计资料汇二 卜
,

, , 和 乡以上

中一工 业史‘ 傀

年魄廿资朴 汇二
,

, , 乡一 乡以土
,

一 行 一 为 。

行 的 , 分比

, , ,

,

, ,

, ,

,

, ,

,

, , ,

创通

音

全
,

,

申一工 业 史 能娜

年魄计资料汇
,

, 乡和 乡以上
,

, ,

,

,

,

,

,

,

一

, ,

,

, ,

一

,

,

,

,

资料来深 《 工 业普查 》 《中国工 业经济统计年鉴 》
,

《中国工 业 交通能裸

年统计资料汇 编
, 一 》

,

注释 根据 年投入产出表依比例计算的增加值
工 业普查总产 出 新规定 和通过扣减梢穆税得到的调整后 的要 素成本增加位
工 业普查总产 出 新规定 和通过加 上增值税得到的调整后 的市场价格增加位

《 年工 业普查 》和 《中国工 业交通 能源 年统计资料汇编
,

于一 》中的工 业企业总数是 一 致的 万 个

《 年工 业普查 》和 《中国工 业交通 能源 年统计资料汇编
,

一 》中的乡和 乡以上工 业企业 总数 包括附营工 业 生产单位 是一 致

的 个

《 年工 业普查 》和 《中国工 业 交通 能源 年统计资料汇 编
,

, 一 》中乡和 乡以上独立核算企业 的工 业总数是一 致的 公布的总产

出和增加值 也是一 致的
,

制造 业的数据也完全 一 致 整个制造 业 的数据并没

有公布
,

但是 可 以在这 两个数据来源 中加 总制造业分部 门数据得到 毫无疑

问
,

《中国工 业交通能源 年统计资料汇编
,

, 一 》中产 出数据与

工 业普查 中乡和 乡以上独立核算企业 的数据是一 致的 由于来 自《中国工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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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能源 年统计资料汇编
, 一 的 年数据是 一 年

数据的一部分
,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

这些时间序列与工业普查的数据是一致

的
,

这是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发现
。

在对国民经济核算和投入产出表的比较中 见表
, 一 行

,

我

们发现
,

年投入产出表中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工 业总产值数据是按 《中
国统计年鉴 》

、

《中国工业交通能源 年统计资料汇编
,

一 》
、

《中国工 业经济统计年鉴 》重新估计的
。

很显然
,

投入产出表的结果包含在
国民经济核算的时间序列中

。

在对工业普查和投入产出表中按要素成本估计的产值的比较中
,

我们
可以看到

,

工 业普查中按要素成本的 年总产出比投入产出表中的总产

出低
。

因此
,

投入产出表有更广的范围
,

但是总产出的这两个估计值具

有大致相同的规模

三 从业人员估计的调整

在工业普查中
,

从业人员有三 种不 同的概念
,

分别是从业人员
、

就业人

员和职工 从业人员包括所有的产业从业人员
,

他们包括兼职人员
、

个体劳

动者
、

村办企业从业人员
、

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和个体户 工业普查中工业从

业人员总数是 万人
,

它对应于表 第 列中的从业人员数

对劳动力最狭窄的定义是职工 的概念 又称为正 式从业人员
,

它是指乡

和 乡以上处于就业状态的从业人员 年工业普查中职工总数是 万

人
,

占从业人员总数的 该从业人员总数对应于表 第 列独立核算
企业的数据

。

值得注意是
,

职工的概念包括兼职人员
。

在 年工业普查中
,

就业人员是一个中间概念
,

它的范围比职工 的范

围广 虽然这个就业人员的概念的中文名称同上述的从业人员是相同的
,

但

实际上它不包括村办企业
、

乡办企业
、

个体工业企业和大多数私营企业的从

业人员 我们可以假设它包括附营企业的从业人员
,

也许还包括少部分个体

劳动者和临时工
。

对于这个概念
,

我们使用就业人员的名称
。

工业普查中就

业人员的总数是 万人
,

而职工 总数是 万人
。

除了工业普查外
,

工业分部门的就业人数主要数据来源是 《中国劳动统

计年鉴 》 该年鉴公布 了以各种方式按部门划分的广泛的劳动力统计数据
,

但 它的覆盖 范围不是太清楚
。

最近 的 《中国统计年鉴 》中的数据都来 自于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
。

为了分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的数据
,

我们集中分

析 年
。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

》提供 了下列 年的就业概念 详细的

关于覆盖范围和概念的分析见
,

和
,

根据 《中
国劳动统计年鉴 》的定义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

第 页
,

从业人 员

包括在经济中所有部门和所有制种类中工作的人 所有的正 式职工
,

重新雇

佣的退休者
,

城市的私人雇主
,

城市内的个体劳动者
,

城市私营企业 内和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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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家庭的雇佣工 人
,

在城镇和乡村企业 的雇工
,

农村的劳动者和其他 这是

最广泛的就业概念

我们很有兴趣地注 意到
,

在所有的部 门分 类级别上 制造业
,

工 业
,

第
二 产业

,

国 民经 济 已发表的从业人 员的总数都 比分部 门总数的汇 总之 和要

高 其原 因是总数随着来 自人 口 普查 的新信息在向上修订
,

同时分部门总数

通常属于不正在修改的时间序列 对整个经 济来讲
,

年的差异至 少不低

于 万 对第二 产业 工 业和建筑业 差异是 万人
,

单独对工 业的差

异是 万人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提供 了职 工 概念 的定义是 职 工 包括的是

指在国有经济
、

城市集体经 济
、

联营经济
、

股份制经 济
、

有限贵任公 司
、

外国

和香港
、

澳门和 台湾中国人投资或者其它性质的单位和其附营单位工 作 并

从 中收到收入 的人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以刃 第 页 但是
,

准确的职工

的定义随考不 同统计出版物
、

不 同的表和不 同的年份的变化 而 变化

曾有一 个职 工概念是指 在城 市单位 内的就业人 员 万 人
,

是全社

会 的 万 从 业人 员中的一 部分 在本文 内报表和其 它地方我们把这 个

概念 当作
“

就业人 员
”

以把它和 一 个 比较窄的职工概念区别

在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中最窄的概念是
“

在岗职工
”

这个概念 这是

在 年引进的一个新概念 它定义如下 在岗职 工 是指在一 个确定的城市

单位实际工 作的人
,

包括那些 由于学习
、

疾病
、

暂时培训或其 它原 因临时不

工 作的人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

仪旧 第 页
。

虽然这个定义很不精确
,

但是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分析表明
,

城 市单位 内的就业是在岗职 工 和其

他城市职 工 的一 个适 当的余额之和 见
,

和
,

余额包括附营企业的工 人和 一 些个体户
、

业主和有非正 式劳动合 同的人

自 年 以来一 个重要 的新分类概念是
“

不在 岗职 工
” ,

这象征着在中

国劳动关系内的一 个革命性的变化 自 年 以来
,

有成千上万 的国有和集

体企 业 内的职 工 下 岗 自 年 以来
,

这 些职 工 被排除在在 岗职 工 这 个概

念之 外 不过
,

这 些职 工 的确和他们 以前的雇主仍具有一 定 的合 同关系 不

在 岗职 工 定义 为 那些 已经 离开他 她 的岗位
,

并不在同一 单位从事其 它工

作的
,

但 仍然 与他 她工 作 的单位保持劳动关系的人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

第 页 在 年
,

不在 岗职 工 的人 数是 万
,

比 自 年 以

来公布 的由于下 岗使整个城 市就业 降低数并不 少多少 年概念变化 的

问题将在 节中的时间序列部分再次讨论

要注 意的比较重要 的是
,

年在 岗职 工 的数 目也包括在
“

职 工
”

的时

间序列中 这意味着 已公布 的在工 业和制造 业 内的根据部 门分解 的关于职 工

的时间序列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中的职 工 的概念有相 同的履盖 范围

从分析 中呈现 的一 个很重要的结论是
,

不 同定义 的职 工概念仅仅包括城

市工 人 这 些数据进 一 步被分解为城市国有企业
、

城 市集体企 业和其 它城市

企业 提供只针对这些分类 城市总体
、

城市国有 一 所有的国有企业都是城

市的 一 城 市集体和城 市其 它的 的部 门资料的时间序列 这意味若在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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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年鉴 》和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中公布的制造业根据部门就业 的时间

序列排除了所有的在农村集体企业的就业人数
,

即使他们在乡和乡以上级别
的部门工作 因此

,

在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中的就业概念和就业时间序列

与表 内的乡和乡以上的企业的产出概念在覆盖范围上不一致
表 提供了从不同的数据来源得到的针对我们的墓准年 年的工业内

就业数据的一个调整 下面的分析结论可以从表 得出 首先
,

在 《中国统计

年鉴 》和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中公布的所有数字根本没有区别 它们代表
相同的数据集合 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工业普查比 《中国统计年鉴 》和 《中国

劳动统计年鉴 》包含更多的就业人数 对工业内的从业人 口差别不少于

万人 万对 万
,

见表 中的列 和

表 年的就业 估计调整 ,
,

年末

—
一 】 万

—
】 】

中国统计 中国劳动 工业普查 中国统计 中国劳动 工 业普查
年鉴

,

统计年鉴
,

年鉴
,

统计年鉴
,

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 职工 职工 总数 乡和 乡以上
中国统计 资料 职工

乡村 百万 年鉴
,

一 中国劳动统 仔

计年鉴
,

, ·

整个经济
, , , ,

第一产业部门
, ,

农业和林业等
,

第二产业部门
, , ,

工业
,

建筑业
,

第三产业部门
, , ,

工业总体
, , 喂, , , , ,

国有
, , , ,

集体
, , , ,

其它
, , ,

私人
个体

,

部门细分类 是 是 是

采矿业 。 , ,

制造业
, , , , , ,

公用事业 ”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

。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 , 。。 工 业普查

,

注 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

年比较总数在某种程度向下修订
,

但是各个部门的总和未
变 工 业普查中两个更窄的就业概念见表

有许多原因来断定工业普查数字是比较适当的数宇
,

而其它数据来源的

就业量被低估了 工业普查从同一来源不但收集产出
,

而且收集就业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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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单位或者企业
,

以一 个广泛 的数据收集系统为基础
。

工 业普查也是关于工

业部门数据收集的最广泛来源 从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得到的数据来 自不

同的来源
,

包括国家和部 门汇报系统
、

行政记 录和样本调查 第二
,

我们看到

中国统计年鉴 》和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的数据与从工 业普查 的信息一起

一 直在不断地 向上修改 不幸的是只 有总数修改了
,

因此在时间序列的汇总

的部分和与总体数字之 间有一 个逐渐递增的差距 但是
,

这意味着数据编辑

人 员认为部门数字是太低 了 第三 个解释 与信息的来源有关
。

工 业普查调查

工 业生产单位并调查有多少人工 作在同一 单位
。

与是否个人在行业之 外有一

个墓本的工 作奄无 关系 只 要他 她实际在企业 内工 作
,

他 她被计算为一

个就业的人
,

从一 个生产率的观点来看这是正确的
。

劳动力
,

家庭和人 口 调查

从家庭收集数据
,

倾向于根据他的职 业或者工 作的主要部 门分类一 个人
,

而

遗漏他的第二 职 业
。

这将解释 部分差别 我们知道大量的农业工 人实际上在

工 业 中有一 个第二 职 业
。

而且
,

在家庭 中搜集数据 比在生产单位难 以掌握

在 比较从 《工 业普查 》和 《中国统计年鉴 》分别得到的 年的就业

数字时发现 了一个类似的差异 见 和
, 。

那 一 年工

业从 业人 员的工 业普查数字比 《中国统计年鉴 》的多 万 因此
,

我们推

断依据 《中国统计年鉴 》从业人 员估计 的劳动生产率将高估

表 也 比较 了工 业普查 乡和 乡以上企业 的第 页的数据与 《中国

统计年鉴 》的数据 更有趣的是
,

在列 的总数十分接近 列 内的总数 对

整个工 业是 万 人相 比 仪旧 万人
,

对制造业是 万 对 万

我们的假设是
,

这个相似性不是偶然 的
,

《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 与工 业普查

第 页的数据 乡和 乡以上企业 具有近似的履盖范围 乡和 乡以上企业 工

业普查第 页和第 页的差别主要是在小 的私营企业和个体户的工 人组成
,

这 些在劳动市场调查数据 中和行政管理 数据 中是很难追踪的 比较表 的列

和 列 我们断定在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和 《中国统计年鉴 》上公布

的工 业从业人 员数字最可能代表 了乡和 乡以上企业 的覆盖 范围 见第 点

最后 一 个重要发现是在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和工 业普查 中职 工 就业

数字之 间的很大差异 工 业普查记 录 了 年全体工 业就业人数 万
,

而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中只 有 万
,

差距 万 此差异的原 因可 以

从我们先前的关于产出和就业覆盖范围的分析得到 从工 业普查得到 的就业

数字与普查 的 乡和 乡以上独立核算企业 的总产 出和增加值是一 致的 这 些企

业的一 部分是农村 的企业 农村乡镇企业 我们在上面表 明
,

《中国劳动统

计年鉴 》中的职 工 的概念搜盖 范 围限制在城市就业人 口 国有
、

城市 乡镇和

城市其他企 业
,

排除 了农村 乡镇企业 缺少的 万 人是指在农村地 区 乡

和 乡以上的就业人 数
。

通过 比较 列在工 业普查和 年 《中国劳动统计年

鉴 》中的 乡和 乡以上的工 业 企业 数 目
,

可 以支持这个解释
,

《

年工 业普查 》
,

对
, ,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 。

制造业顺序的翔倒 可 能是 由于分类的 区别引起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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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我们推断出 《中国统计年鉴 》中乡和乡以上的企业的增加值数字

与 年的普查结果是一致的
,

就业人数不一致 相当烦人 的结论是在 《中
国统计年鉴 》上的产出和就业数字在范围上相互不一致

。

这对生产率分析来

说产生了一个主要问题
。

四 年的劳动生产率

这部分介绍了从 年的工 业普查得到的制造业的各个分支产业关于

产出和就业的墓本数据
。

表 引用 了乡和 乡以上具有独立核算体系的企业内

的产出和就业 此表与公布的产出的时间序列在范围上一致
,

并和我们以前

年的墓准比较一致 和
,

此表介绍了总产值 新概念意义上的 和增加值的估计
。

这里需要一 些

概念上的讨论 总产值的新概念既不是从要素成本上
,

也不是从市场价格上

讲
,

而是介于二者之间 它包括销售税和其它税
,

但是排除了增值税 为了国

际间的比较和与其它数据来源比较之 目的
,

产出数字必须根据要素成本或者

市场价格调整
。

对于乡和乡以上的企业来说
,

这个普查提供了关于总产值
、

增加值
、

税收总额
、

销售税和其它税与增值税 还包括其他一些指标的数据

的详尽 资料 通过扣除销售税我们获得在要素成本概念下的增加值
,

通过添

加增值税我们得到市场价格概念下的增加值
。

为了阐明乡和 乡以上企业数据的覆盖范围
,

表的最下面一行提供了来自

工业普查卷第 页的整个工业的数据
。

第 页只包含总产值数字
。

增加值是

利用投入产出表的比率计算的 详细见
,

和
,

表 覆盖

了工业普查总产值的
,

增加值的 和就业的

在制造业 内乡和乡以上独立核算企业的每人的平均增加值是每年 ,

元 对包括采掘业和公用事业 的整个工 业的生产率数字则是 每年
,

元 ” 这些是墓准年的生产率数字
,

将在下 面部分用 乡和 乡以上企业 的覆

盖范围一致的时间序列加 以外推

表 阐明了数据覆盖范围对生产率估计的重要性
。

在这次工 业普查中整

个工业企业 包括没有产业分类数据部分 的生产率是每年
,

元
,

比工 业

中包括 了产业分类的部分要低
。

四
、

一 增加值
,

就业和劳动 生 产率的时间序列

一 产出序列

经过我们详细的讨论数据覆盖范围和概念问题之后
,

现在我们可以对工

业产出和就业 的时间序列数据的有关情况做一个评估 我们主要的来源是

《中国工 业交通能源 年统计资料汇编
,

卜 》
,

它概括了工业部

的普查也允许我们计算一个表其中覆盖 了村以上企业 更全面的数据 此表将段盖 至少整个工

业普查产出的 见
,

和
,

在这个覆盖程度上的劳动生产率是每
人 , 元 由于这个表与时间序列的搜盖范围不一致

,

所以没有在这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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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年 中国有关产 出
,

就 业 和 生产率的墓本数据 工 业普查

乡和 乡以上 的独 立核算企 业

企业橄 总产位 幼加位 以要 素成本

计算的增 加值

断极 念
如 已公 布 的 如 已公布 的

以市场 价格 以要 素成本

计算的增加位 计算各分 支部

门的增加值

与总吸的百

分 比

取 工 以登 索成木

计算的人均

增 加 位

年来

人数 年宋

万 元元 万 元元 万 元 〕〕

⋯
,

,

饮料业

烟 草产 品

防奴 产 品

服袭

皮革侧品

和鞋类

木制 品 ,

家具

其他木砚品

纸创 品
,

印利

出版物

化工 产 品
,

包括 炼油

祖胶 和

皿料侧品

非去属

矿物产 品

鑫本和加 工

的 月制 品

机极和

运 愉设各

电子 饥械

和 设备
其它刹造 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侧造 业总和
, , , , , , ,

采翻业 总和

公用 事业 总和

工 业 总和

,

,

,

,

,

,

,

,

,

,

,

,

,

,

,

,

,

,

,

工 业 中没 有

包括的部 分

工 业 普查总数

及笼 率

, , , , , , ,

, , ,

几
, , , ,

资料来源 企 业 数 目
、

总产值和增加 值
,

《工 业 普查 》
, ,

就业
,

《工 业普查 》
,

列 新概念下 的总产值
,

不包括增值 税
,

但 包括销 售税和其它税 这 同一概念适 用 于 年
《中国统计年鉴 》和 《中国工 业 交通 能源 年统计资料汇 编

,

一 》内的乡和 乡以上企 业

总产值的时 间序列
。

列 如公布 的增加 值 这个概念和 《中国统计年鉴
,

》和 《中国工 业 交通 能源 年统
计资料汇 编

, 一 》中的 一 内的增加 值 的时间序列 一 致
列 通过扣除销售税和 其 它税

,

列 的值调 整到要 素成本
列 通过加 入 增值 税

,

列 的值调整到市场价格
注 茶叶制造 业 从饮料产业 重分类到食 品制造 业

。

其 它制造 业 包含整个 工 业 内其他部 门没有包括的剩余部分 假设这个剩余部分 主 要包括在
制造 业之 内

门的所有 的时间序 列
。

这 些统计 的许 多也可 以在 《中国统计年鉴 》中找到
。

而 且
,

年 的 《中国 工 业经 济统计年鉴 》包含一 个较长期的根据 工 业 部

门分解 的在 至 年期间的总产值
,

工 业净产值 净物质产 品
,

和年

末就业 的时间序 列 这 些序列我们在 和 中使用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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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如下的公布的产出序列
《中国工业交通能源 年统计资料汇编

,

一 》第 页

一 的分行业的以可比价格计算的工 业总产值
。

《中国工业交通能源 年统计资料汇编
,

一 》第 页

一 的分行业的企 业数量
,

总产值和工业净产值 现价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第 一 页 一 分行业

的总产值和工业净产值的序列 现价
。

《中国工 业交通能源 年统计资料汇编
,

一 》第 页

一 按产业分类企业数量
,

工 业总产值和增加值的序列 现价
。

我们用相反顺序来讨论它们
,

着重讨论数据覆盖范围
,

概念和产业分类
。

除非有一个明确的原 因
,

我们不会单独地讨论在每年 《中国统计年鉴 》中重

现的序列 因为它们是从这 里讨论 的数据来源 中得到的
,

与从这里讨论 的数

据来源 中的数据是相 同的
。

序列 一
年以来的数字得 自《中国工业交通能源 年统计资料汇编

,

一
》与从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

》得到的 和 年的数字

是相 同的
。

它们使用总产值的新概念
,

这排除了增值税 年引进的 并增
加 了其它三 个在前面讨论的产出分类

。

对 年
,

企业数量和总产值的当前

数字与乡和 乡以上的工 业普查数字是一样的 见调整表
。

因此我们明确知

道它们的覆盖范围是在乡和 乡以上具有独立核算体系的企 业
。

序列 一

这些是在市场价格下的总产值序列 旧概念下 和工 业净产值 净物质产
品

。

我们在 和 中使用这些序列
。

除了较小 的舍入误差

外
,

这些数字显示与序列
,

一 中的数字是 同样的
,

但是也提供 了

和 年的信息
。

年的总产出和净工业产出数字是与从 年

的普查 中得到的乡镇企业 以上的数字同样的 《 工业普查 》卷 第
页

。

这意味着这些序列与 年普查在概念和覆盖上是一致的
。

序歹, 一
由 《中国工 业交通能源 年统计资料汇编

,

一 》来的数据与

从序列 《中国工 业经济统计年鉴
,

》得到的数据是 同样的
,

并且和

年关于乡和 乡以上企业普查数据是一致的
。

例如
,

列在 《中国工业交通

能源 年统计资料汇编
,

一 》第 页的 年工 业企业总数与

年的工 业普查数字是一样的
。

序列 一 一
这些序列提供了关于各部 门用可 比价格表示的总产值信息 用

,

,

和 年的可 比价格表示有四个子序列
,

利用重叠年份使人能

得到一个关于整个时期的连续指数
。

人们可能根据 年的重叠年份将这些序列同后面的序列 联系起来
,

当然需要一定的数据处理 年的数据用 年的可比价格
,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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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既可以用 年的
,

也可以用 年的价格表示
。

因此
,

人们可以获得

用 年的价格表示 的 年的数字
,

这可 以和来 自序列 的 年的数

字比较 整个工 业 的结果数字同来 自序列 的 年的数字只 有 的

差距 这 说明概念和覆盖 范围是相 同的

然而
,

因为行业分类完全 不 同序列就不 能联系 早期的序列不是根据经

济部 门分 类的
,

而是根据负责一 特定类别活 动的管理组织 或政府部 门来分类

的
。

同样
,

现在一 般认为以可比价格 的方法计算的增长 率高估 了实际 的经 济

增长

二 总产值和增加值
,

任一

要用 已公布 的数据为 一
” 年整个 时期推导 出一 致的时间序列是

不 可 能的
。

本部分将探讨为 一 年构筑一 个一 致 的时间序列的可行

性
,

并连接前面的 序列和 序列
。

在覆盖 范围方面
,

连接不会产 生任何 问题
。

正 如上面所指 出的一 样
,

通

过 比较 时间序 列和 一 年工 业普查 中企业 的数 目及 产 出的数据
,

时间

序列 和 指的都是 乡一 级独立核算企业 的产 出
,

不包括所谓 的附营企业

在概 念方 面这 里 有 三 个主 要 的不 衔接处 其 中的两个不 衔接处是指在

年关于 总产值 的新概念的引入 和在 年从工 业净产值 净物质产 品

的概念转换到 国 民核算体系 中的增加值 的概念 第三 个不衔接处是 中

国在 年 引入 增值税
。

这 两个时间序列的连接是很 困难的
,

因为没有 一 个

重登的年份存在同时提供 旧 的概念和新的概念 的数据
。

总产值新 旧概念的不 同点如 下 也可参见前面的第三 节的第 一 部分
·

在新概念中
,

凡 自备原材料
,

不论其加工 繁简程度如何
,

一 律按全价计

算工 业 总产值 《工 业 普查 》
,

第 页
。

·

在新概念 中
,

凡 来料加 工
,

加工 企业 一 律按财务上结算的加 工 费计算

工 业总产值
·

在新概念 中
,

自制半成 品
,

在制 品期末期初 差额价值不 再 区分 生产周

期是否 个月 以上
,

而 随其是否记 入 产 品成本而 定
。

·

工 业 总产值 的新概念不 包括 年 引入 的增值税
,

但仍然包括其他的

税金
,

比如 说销售税
,

就如 旧 的工 业 总产值概念一 样
。

年 的普查 中提供 了乡及 乡以上企 业基于新旧 两个工 业总产值概念 的

数据 新概念的值显著低于 旧概 念 制造业低 了
,

全 部工 业低 了

头 三 个 差异会使 新概 念 的值高于 旧 概念
,

而增值税会使 新概 念 的值变低
。

给定净差异
,

上面 头三 个差异对加 大数据 的影响是 非常轻微的
,

因为在

年 以前增值 税并不存在
,

所 以当与 旧 的时间序列中 年和 新的时间

序 列中 年 的数据 比较 时
,

那 么 年 以后 的总产值 的数据 不应有太大

“ 作 为一 种代 替 已公 布的统 计 的方法
,

参见 粼

一 个主要的谜团就是 年的增值悦税倾远远小于新旧 两个概念的值 的差倾 旧 亿 元
,

新 亿 元
,

增值税仅 为 亿 元 所 以靳旧 两个概念的值的差栩迄今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

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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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一致 因为 年的概念比 年的概念包含的内容多一些
,

所以增
长率最大程度也就是略有夸大

,

但偏差应该不是很严重 如果不是因为在新

的普查中增值税被排除在总产值之外
,

年引入 的增值税将会造成很大

的差异 我们的结论是 这两个总产出的时间序列大致是一致的
,

不需要做

调整

从 年以后
,

旧的工业净产值的概念 或净物质产品的概念 被增加

值的概念代替了 对于增加值的概念工 业普查并没有提供更多信息 我们假

定它和新的总产值的概念是一致的
,

不包括增值税
,

但包括销售税及其他税

处于出厂价或市场价计算的增加值之 间
工 业净产值和增加值的主要不同如下
·

工业净产值不包括折旧
,

而增加值包括折旧 因此增加值比工业净产值

要高 年的投入产出表提供了按部门分类的折旧数据 我们按照

年的比例来调高工业净产值的数据
,

使它们跟增加值的时间序列更加一致
·

工业净产值 净物质产品 是包括所谓非物质服务投入
。

在这方面工 业

净产值要比相应的增加值的概念要大
。

年的投入产出表区分 了物质投
入和非物质投入 使用这个投入产出表的比例

,

我们可以将 一 时间

序列中的工业净产值调整到增加值的概念中来
。

对于 年的整个制造业
,

这两个调整相互抵消
,

增加值约等于工业净

产值 但对于制造业 中的一些分支部门
,

这些调整确实产生很大的差异 例

如在食品制造业 中
,

增加值比工 业净产值高
,

但在皮革和制鞋工 业
,

前
者比后者低 因此

,

在连接我们这个部分的时间序列时
,

在连接它们到
一 年时间序列之前

,

我们将用 年的投入产出表计算出来的增加

值与工 业净产值的比例
,

来调整 一 工 业净产值的时间序列 调整的

系数可以在
、

和 中找到 附表
。

其他的调整不再需要
。

两个概念都包括了销售税金及其他税 年增

值税的引入并没有破坏这个时间序列
,

因为增值税在新的总产值和新的增加

值的概念中都是被排除在外的
。

在总产值方面
,

由于增加值包括三 个新的经

济活动的分类使得增加值的数据多少比工业净产值高
,

但这些活动的影响是

轻微的 由于我们没办法纠正 它们
,

所以就不再考虑它了 由于没有
、

和 年的数据
,

我们使用 仔一 年的部门平均增长率来内插这

些数据

现价数据 已用 《中国统计年鉴
,

》第 页 参见
、

和

取
,

附表 中的 卜 的出厂价格指数缩减 相 同的时间序列
已被用到 和 的论文中 使用这些出厂价格指数作为缩减指

数导致比那些官方统计的增长率要显著降低 以不变价格计算的产出时间序
歹, 结果见

、

和 附表

三 就业的时间序列

要为中国制造业构造一致的就业时间序列确实需要很大的努力
。

因为就

业的概念一年年变动
,

部分的加总经常不等于总和 在同一本出版物中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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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数据是不 一 致的 从不 同的来源得到的同一 年的数据差别很大 估计值

现在经常在修改
,

履盖范围很少被清晰地指出

我们有下面的就业 时间序列

第一
、

第二 和第三 产业的从业人员
,

一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

侧 第 页 同样的数据可见 中国统计年鉴
,

第 页

分部 门和地 区的从 业人 员
,

一

这些时问序列包括采掘业
、

制造业
、

公 用事业和建筑业的数据 中国劳

动统计年鉴
,

以洲 第 页 它的总值与 项 的数据是一 致的
,

但部分 的加

总并不等于 项数据 的总值

分部 门和地 区的职工 数据
,

一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

第 。一 页
,

不 同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虽然这些表格的英语 表头并不指 明这 一 点
,

在本论文第三 节的第 三 部分 的

分析 中已经 显示这 些时间序列的范围仅限在城镇职 工 中

可得到采掘业
、

制造业和公 用事业 的时间序列 也可得到分别的国有职

工 皆指城镇的
、

城镇集体工 人和其他城镇工 人 的时间序列
,

这 三 个时间序

列加 总起来得到总的职 工 时间序列
。

详细分部门的职 工 数据
,

一

在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的不 同分卷 中
,

在出版物所指的每一 个具体年

份 中
,

可 以得到详细 的部 门分 类的制造业 及工 业的其他所有部 门 的就业数

据 由此
,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

》提供 了 年 的详细 部 门分类数

据 第 一 页
,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

》提供 了 年 的详细部

门分类数据 第 一 页
。 “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并没有 以时问序列的

形 式提供这 些数据 由这 些数据推导而来的各个部 门的时间序列可在 《中国

统计年鉴 》找到 因此
,

我们为 一 年使用 《中国统计年鉴
,

》

第 页 和为 一 年使用 中国统计年鉴
,

第 页

但是 正 如 《中国统计年鉴 》所指出的
,

《中国统计年鉴 》中按行业 的子部 门

分类的职工 的时间序列的原始来源是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
,

而 中国劳动统

计年鉴 自 年起 出版

工 业分部门的职 工 数据
,

住一

《中国工 业经济统计年鉴
,

》 第 页 任 这个时间序列在

年后就 中断了 另外它也没有
、

和 年的数据

乡镇企业和村 办企 业 的就业数据
,

一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

仪犯 》 第 舰 页
,

这个 时间序列只有加 总行

业 的数据 它没有按部 门进 一 步分 类

令人 非常奇怪的是 《中留劳动统计年鉴
,

》中关于 年详细 的数据指的是职 工 的概念
,

而

在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

》中关于 年的详细 数据指的是稍宽的 已在第三 节第 三 部分讨
论过的就业的概念

,

这里我们称为
“
就业

” 显然两个数据集梆可在下 面的数据集中取 得
,

但 在
年两个橄据集中只 有更宽的数据集被包括在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

》中 在 《中国统计年鉴 》

中友制 的时问序列指的是两个概念 中更 窄的 职 工
,

同样 的情况适用 于 时问序列中的职 工 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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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理想的情况是我们能达到制造业按部门分解的产出和就业的最广覆盖

范围的数据 对于制造业中的人均增加值计算
,

相对应于总产出的最恰当的

就业数据概念是从业人员
,

而不是职工 然而
,

从业人员并没有按部门分解
,

因此从业人员只能用于总的生产率计算 对于分部门的生产率计算
,

我们仅

限于职工 的概念
,

这意味着我们应该使用一个对应的产出概念
就业的概念已经在第三 节的第 三 部分详细讨论 我们最重要的结论是

在 《中国统计年鉴 》和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 序列和 序列 中公布的

职工的时间序列与在 《中国统计年鉴 》
、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和 《中
国工 业交通能源 年统计资料汇编

,

一 》中公布的乡及 乡以上独
立核算企业的产出和增加值的时间序列不一致 就业时间序列的覆盖范围仅

限于城镇职工
,

而产出时间序列相应于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企业的产出
,

它

包括农村乡镇企业
只有时间序列 的就业时间序列与普查的产出数据和产出与增加值的

时间序列是相一致的
,

即 年的 《中国工 业经济统计年鉴
,

》第
页中公布的 一 年的时间序列

。

它的就业的总数与分类部门的总和与

年普查的数据 其中 和 年的数据也源于此次普查 是完全相同

的 这个时间序列在 年后 中断了
,

很可能是由于它与 《中国劳动统计年

鉴 》中跨越更长时期 一 ” 序列和 序列 的时间序列不一致

我们的目标是构建一 系列的就业数据
,

在时间和覆盖范围上与乡及 乡以

上企业的产出一致
。

对于 一 时期
,

我们使用 就业时间序列 它与

普查和产出的时间序列相一致 对于 年
,

我们可从 年普查中获得

就业数据
,

它的覆盖范围与那年的产出数据相一致 将 年的数据和 时

间序列中的 年的数据作一粗略的比较表明 年普查中的就业数据

跟 一 年的数据相一致
对于

、

和 一一 年我们使用 从 一 年的 序列

和 序列中的数据 对 一 使用 《中国统计年鉴
,

》第 页
,

对 一 使用 《中国统计年鉴
,

》第 页
,

原始来源于 《中国劳

动统计年鉴 》 为了使这些数据与早期的 一 年数据和 年数据

相一致
,

我们用分部 门的 年普查的就业数据与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

中的 年的就业数据的比例将短序列数据向上调整 参见
,

和
,

这并非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

因为我们无法假设一个正在经历 结构性快
速变化 的经济

,

其不 同所有者的分类比例会不随时间变化 但是
,

对于

年我们有原始的普查数据
,

而且该时间序列只在 年后延伸 年
,

在

年前延伸 年 目前我们最好也只能做到这一步
,

它用一种可接受的方法联

接了这两个时间序列
在 年从职工转换到在岗职工的概念时

,

产生了一个特殊的问题 后

者比前者有更多的限制
,

因为它不包括那些虽与企业存在合同关系但实际不

再在企业工作的工人 这意味着
、

年的数据与
、

年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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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并不一 致
。

从 年到 年
,

就业人数在整个工 业减少了 万人
,

在制造业减少 了 万人 减少的原 因是现实环境就业人数减少 如集体企

业和 国有企业的结构改革 和工 人概念上的变化 的混合效应
。

为 分析劳动

生产率
,

我们需要对 和 年的数据调整
,

使 它们在概念上与之前的

数据一 致 如果不作此调整
,

生产率增长 的数字将远超过可信值 一 年达到

我们将 一
,

一 和 一 的分部 门的增长率内擂

来调整数据
,

从 而得到 年的增长率 这些增长率被用来为 年计算

出一 种 向上调整 的就业数据
,

并将 它应用到 一 年增长率的计算中

在做 出这些调整后
,

整个时间序列都 以如前所述 向上调 整 调 整过程 的详细

情况参见
,

和
, ,

附表

就业时间序列的结果包括在
,

和 中 年产业

分类的改变并不影响这个加 总层 面的时间序列
。

就业数据 中最显著的结果是从 到 年
,

工 业就业总人数减少了

万人 减少的原因是 由于此时期国有企业的庞大的裁员
。

由第三 节第 三

部分可知
,

由于这 些发展在统计数据 中出现 了一 个新的分 类 即所谓不在 岗

职工 年数量为 万 这个分类指的是 已不再在企 业上班 的工 人
,

但仍与企业有着某种类型的合 同关系 因此无 法确切知道这 些工 人在多大程

度上 已被真正 解雇或仍在 国有 企业接受一 定的收入
。

四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加速

表 展 示 了乡及 乡以上独立核算企业分部 门的劳动生产率
,

其增长率参

见表
。

表 的一 个令人 感兴趣 的特点是 不 同部 门劳动生产率的显著差异 在

年
,

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从非金属矿物业不到平均水平 的一 半
,

到 电气机

械业几 乎是平均水平 的 倍
,

再到烟草加工 业令人 吃惊的 倍于平均水平

部 门问还有一 个 明显的趋势
,

即原来具有较低水平劳动生产 率的部 门具有较

快的生产率增长 率
,

表 明不 同部 门间生产率渐趋一 致
。

表 中展 示 了生产率增长 率 年后制造 业 中劳动生产 率的增长有

一 个令人注 目的加速
。

在 。一
,

平均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 由于

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与同期美国 的劳动生产率几 乎以同样的增长 率增长
,

因此

我们把这 阶段称为没有追赶 的增长 和
, 〔洲〕

中国生产率的增长 虽然不错
,

但与世界先进水平 的差距 并没有缩小
,

与

亚 洲某些新兴工 业化 国家 的差距 甚至还在扩大 这种状况在 年后发生

了改变 从 年到 年
,

中国劳动生产 率以年均 的令人吃惊的速

度增长
,

超过 了九十年代给人深刻印象的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 ”

。 对于加 总时问序列包含整个制造业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估计得到类似的结果
,

参
见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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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 一

混合增长率

钊遭业分支部门 仆一 一 住一

一石

阳了

⋯
勺工 业总体

仲合勺

饮食和饮料业

食品制造业

饮料制遭业

烟草加 工 业

纺织 工 业

服装工 业

皮革和毛皮制品

木制品和家具

纸
、

纸制品和 印刷

炼油
、

煤炭制品
、

炼焦

化学工 业
,

不含炼油

化 学工 业
、

总体

像胶和奥料制品

非金属矿物

基本的和加 工 的金 制品

机械和运 抢设备

电界机械和设备

其他制造业

一

摊

制造业 总和

资料来浑 表

表 中令人感兴趣 的特 点包括纺织 品和木制 品 业 的幸运 逆转 在 年

代
,

这 些部 门的特征是劳动生产率下降
。

但到 了 年代
,

纺织 品业 的劳动生

产率以年均 的速度增长
,

而木制品业每年 以不低于 的速度增长

高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 同样发生在 电气机械和设备产业部 门

这个给人深 刻印象的生产率增长 的主 要原 因在于对国有和集体企 业的产

出贡献甚少的劳动力的分流 即使经过我们对就业数据的调整
,

我们估计仍

有 万人在 至 年间下 岗 未经调整的数据显示就业减少

万 人

毋庸里疑城镇国有企 业和集体企业 的大 下 岗的事实
,

但在 年这一

就业减少的变化 的一 个重要原 因却与不 断改变的统计登 记 方法有关 在

年 以前
,

事实上许多登记 在企业 的职 员他们并不 真正 工 作 长期看来
,

总就

业 时间序列将不得不 以一 种更平滑 的方式调整
,

结果将导致在早期劳动生产

率增长率的提 高和后 期 生产率增长 率的降低

一 个相 关的问题便是从工 业就业到服务业就业 的重新分类 在 年和

年
,

在乡及 乡以上企业 中的工 业就业人 口 中
,

约有 的人 实际上是从

事对企 业 里 的 员工 提供教育
、

房管
、

医疗及 其他服务 在最近 几 年
,

这 些服



第 期 等 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

务逐渐被分离为独立的服务单位
,

或从统计上加以不同方式处理
,

在公布的

工 业就业统计中
,

这种现象也是工 业就业下降的部分原因

数据显示不仅劳动力在 年代后期在减少
,

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乡

及乡以上企业的产出增长率的放慢
。

从 年代的平均 的产出增长率下

降到 至 年的

五
、

结 论

本论文讨论了有关产出和就业的时间序列相结合的统计问题
,

产出和就
业在不同时间里的概念和覆盖范围保持一致的问题

,

以及产出与就业相互之

间在覆盖范围上保持一致的问题

与产出相关的主要概念上的问题是在 年从净物质产品转到
,

在 年新的总产值概念的引入
,

在 年增值税的引入和增加值及产出

的概念的使用
,

它们处于要素成本和市场价格之 间 关于就业的一个主要的

概念性的问题是 年从职工转到在岗职工
,

以及从业人员与职工概念的

差异
产出按制造业部门的详细分类目前只 能在乡及 乡以上的企业数据中得

到 在总产出和就业中这类企业的比例正在随时间下降 现在统计数据收集

仍然首先面向国有企业
。

在以后官方统计数据收集中
,

从以所有者为墓础的
角度转换到以部门为墓础的角度

,

是刻不容缓的突出要求
。

一个主要的问题是
,

现 已公布的按制造业分支分类的就业时间序列的覆
盖范围比产出的还要窄 为了估计劳动生产率的趋势

,

我们必须把这两种时
间序列调整到相同的覆盖范围 否则对于劳动生产率的估计将毫无意义

。

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 年代展示 了令人瞩 目的加速
。

即

使对生产率变化采用最小心的估计
,

在 一 时期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也是 一一 时期速度的两倍
。

除了其他因素之外
,

这与集体和 国有企业

的过剩劳动力的快速分流有关
,

虽然对这个过程的准确性质将来还需要进一

步的探求 在乡及 乡以上的企业 中生产率的增长的同时伴随若产出增长率的
显著放缓

,

产出从 。一 年的 下降到 一 年的
。

中国

制造业在 年代生产率的增长至少每年已超过 了美国同期极高的生产率增
长率 个百分点

。

中美劳动生产率的追赶进程 已经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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