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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是发展中国家为之奋斗的重要目标
。

但时至今日
,

人们对经济发展的认识还停留在概念

的界定和范畴的区别上
,

对于经济发展的度量却尚

无定论
,

需做迸一步的探 讨
。

只有在经济发展的质

二 发展中国 家经济发展 目标的确定和经济

发展方 向的选择 离不开经 济发展度童指标 追求经

济发展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目标
,

但对某一特

定发展中国家而言
,

制订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

确定

、壬于寻于于于壬壬壬于壬壬壬于于壬壬壬于壬含壬不于壬圣于壬壬壬壬于圣圣的规定和量的规定同时完备的条

件下
,

人们对经济发展的理解才

能臻于全面
。

这里
,

我们主要来

分析经济发展的度量问题
,

一
、

经济发展度皿指标的盆

要性

在一定程度上
,

可以说
,

经济

发展的度量是如何运用统计学的

有关原理来设置一系列经济发展

指标
,

通过这些指标的内在联系

构成一指标体系
,

以此来考察经

济发展的程度
。

经济发展度量指

标的重要性可由下述几点说明
。

一 发达 国家与发展中国

家的划分 离不开经 济发展度量指

标 什么是发展中国家 如何在

世界经济体系内进行发达国家与

发展中国家的划分 许多学者从

经济发展的定义上做了界定
,

指

出发展中国家的特点是 生活水

平低 劳动生产率低 人口增长

率高和赡养负担重 公开和不公

开的失业人口 比率高 对农产品

和初级产品的严重依赖 在国际

关系中处于劣势地位并具有依附

性和脆弱性
。

但这种定义却并未

给我们提供一套便于操作的规则

与方法
,

如何划分发展中国家的

问题并未得以解决
。

而经济发展

度量指标便可用来解 决 这 一 问

题 , 通过经济发展度量指标的比

较与分析
,

便可确定在世界经济

体系中
,

哪些是发展中国家
。

例

如
,

目前一些国际组织运用人均

产
’

令 妇岭
。

壬

闷 一闷卜一叫卜一闷卜 令 川卜 叫卜 州卜 今 ,

奋盖人丫五丫人甲奋」

经济发展度量指标体系综论

式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鑫孟全,‘‘‘鑫‘奋‘志‘人,‘王,甲‘杏‘叉甲今,今里甲,,‘全甲里甲人了奋占奋占,甲‘石太里甲吞‘奋山杏‘里甲由奋奋‘,今奋‘‘盖,幸全甲全甲令至甲‘三奋‘

, , , , , ,

经济发展的具体目标应该通过选

择一系列切合实际的经济发展度

量指标
,

在对国情
、

国力进行综合

分析的基础上将经济发展的具体

目标落实在某几个具体指标上
。

相应地
,

经济发展方向的选择是

产出极大化还是就业极大化
,

是

高速的经济增长还是较为合理的

收入分配
,

是谋求经济总量扩张

还是寻求经济结构优化
。

所有这

些
,

都不能不作出合乎理性而又

实事求是的权衡与选择 事实上
,

目标的确定与方向的选择均不能

脱离一系列统计指标
。

如我国制

订的在本世纪末
,

经济发展要达

到国民生产总值
“

翻两番
”

的战略

目标
,

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到

下世纪中叶
,

使人均国民生产总

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

基

本上实现我国的现代化
,

都运用

了经济发展指标这一有效工具
。

三 通过经济发展度量指

标
,

可 以 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

展过程 中出现的一 系列问题
。

假

如缺乏一套行之有效
、

切合实际

的度量指标体系
,

就会或者过于

高估经济发展的成果
,

忽视或视

而不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

社会经济问题
,

而盲 目自信 或者

过于低估经济发展的成就
,

只看

见问题
,

就会使人民丧失信心
、

失去追求发展的应有动力
,

甚至

会由此而滋生社会不稳定因素
。

例如在我国
,

由于 目前尚无一套

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指标来进行划分发展中国家与发

达国家
,

便是如此
。

·

课题组成 员 阵进军
、

李中伟
、

伍海华

执笔 伍海 华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 朱景尧
、

比较完善
、

有效的经济发展度量指标体系
,

使得我

们无法准确地测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
、

经济

谭常台两教授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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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的大小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取得的巨大成绩
。

这样
,

一方面有人依据经济总量指标
,

单纯地强调中

国地大物博
、

资源丰富
、

人口众多
、

国民生产总值等位居世界前列
,

因而容易不顾其它有关条件的客 观 制

约
,

急于求成
,

甚至盲目地大千快上 , 另一方面
,

又有人依据人均最指标
,

过份强调国民生产总值
、

资源
、

消费等指标人均值太小
,

并 将 这些数值同发达国家作简单比较
,

结果是越比越泄气
,

以致产生悲观情绪
。

二
、

设里经济发展度且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
准确地衡量经济发展程度

,

反映经济发展过程中各有关因素的内在联系
,

须有一套科学性强
、

可 供 操

作并便于进行国际比较的经济发展度量指标体系
。

在设置经济发展度量指标体系时
,

我们认为
,

应遵 守 如

下三个基本原则

一 科学性原则 这是指经济发展度量指标体系必须能够反映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的
、

本质的联

系 , 能够反映经济发展的程度及其全部内容
,

而不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
。

这就要求

我们在设置经济发展度量指标体系时
,

一方面墓将动态的经济发展与静态的经济实力
、

综合国力等区别开

来 另一方面要将经济发展与作为经济发展必要条件的经济增长区别开来
。

此外
,

还要从范围上准确界定

社会发展与作为社会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发展
。

只有这样
,

我们才能辨清经济发展的范围
,

明白经济

发展度量指标体系所要涉及的内容
。

二 实用性原则
。

经济发展度量指标体系是属于这样一类统计指标体系 它的各项 指 标 之 间 不 存

在
、

也不必要采取数学形式来反映其间的内在关系
,

而只是存在一种既相互联系又相互补充的关系
。

指 标

体系的作用在于能灵活而又全面深入地反映经济发展的程度
,

分析经济发展的客观变化趋势
。

即是说
,

经

济发展度量指标体系的各指标应能够付诸实用并便于操作
,

资料的收集与计算能够顺利进行 , 变量的 数 目

不能太多
,

也不能太少
。

变量过多不仅会造成资料搜集上的困难
,

而且也不易于进行综合分析 , 变最过 少

既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的全貌
,

又不能准确地衡量经济发展的程度
。

所以在设置经济发展度量指标体系 时
,

一定要从实际出发
,

既要力争做到反映经济发展的总体
,

遵循科学性原则
,

又要考虑客观实际情况
,

不 能

只凭空想
,

任意缩减或扩充变量数目
。

三 可 比性原则 经济发展度量指标体系必须有利于进行国际比较
,

考察某一发展中国家在世 界 经

济发展中所占的位次
,

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
,

并在此基础上
,

分析各发展中国家间经济 发 展

的共同性问题
。

为了贯彻统一原则
,

必须在指标的内涵
、

计算的方法及其综合等各个方面注意其可 比 性
。

三
、

已有经济发展度皿指标体系晚比较

迄今为止
,

人们用来度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
,

常见的有如下几种

一 用国民生产总位 ,

简称 及人均国民生产总位来度童经 济 发

衣
自从库兹涅茨

· 、

斯通
·

等人建立了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以来
,

联 合 国 有 关

机构以及世界许多国家先后采用了这种指标
。

在发展经济学创立初期的
、

。年代以至鼎盛时期 的 一

年代
,

虽然人们巳不同程度地认识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这两个范畴的差异
,

但是由于没有恰当的
、

更 好

的发展指标来替代 这一指标
,

再加上 指标的简洁
、

易算
、

单一
、

可比等特性
,

人们乐 于 用

和人均 指标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简称 来度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①
。

因为比较各 国的

和人均 时
,

一般用货币汇率换算为统一货币单位
,

而货币汇率往往不能准确地反映一国 货 币 的 购 买

力
,

后来
,

世界银行组织一批专家设置
“

国际比较项目
’ 五 她 加

,

简写为
,

利用购买力平价来替代汇率做为折算系数
,

以需要购买的具体商品和劳务的实际 款 项 来 比 较 收

入
,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 指标比较上的困难
,

使 指标的应用更为广泛
。

但许多发 展 经 济学

家认为
,

经济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
,

而远远超越于经济增长
,

指标可以度量经济增长
,

但不能度 量 经

济发展
,

而且即使用来度量经济增长也有下述一些缺陷
不能说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产出结构

,

既不能表昵产出中的产品与劳务种类
,

也不能说明 使 用

这些产品和劳务而获得的福利大小
,

更不能说明增长过程中的收入分配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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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发展中国家市场很不完善
,

大量未通过市场的产品和劳务在 中得不到适当的 反 映
,

因而

不能表示经济增长的真实情况
。

在国际比较上困难重重
。

一方面各国的 一般是以各国货币按照汇率用美元计 算 的 , 而 汇

率往往定值过高或过低
,

只好便用一年的平均值 , 另一方面
,

各国的相对物价结构差异很大
,

从而以 美 元

折算的 在各国的实际购买力也差异很大
,

把 作国际比较
,

不能反映各国的实际生活水平 另外
,

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 简写为 和国民帐户体系 简写为 两大核算体系在对产值的 计 算方 法

上
, 口径不尽统一

,

使得 的国际比较难度加大
。

使用 指标与人均 指标来度量经济发展
,

则更是不恰当的
。

因为

它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的全貌
,

不能说明经济发展的动态内容
。

如经济结构的变化与调整
、

收入分配

的改善与贫困人口的减少
、

就业水平的提高与实际生活福利的改进
、

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
。

它有可能掩盖经济发展的失误
,

掩盖
“

有增长而无发展
”

的情况
。

如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用

来度量是上升了
,

但社会收入分配状况及产业结构方面却相对恶化了
。

二 联合 国杜会发展研究所的 项指标体系

本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
,

哈根
· 、

尼维阿罗 斯 基
· ·

等

提出了以福利指标为中心的经济发展度量指标体系
。

后来
,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 究 所
。。 。 。 又提出 大同小异的 项指标

。

现将其对 比 列 表成表

表 衡 经济发展的指标
,

, ‘ , , 目 臼 口 曰

一
门 硬口 , 抽 帕 娇尸为 户‘ 叫口 电门 洲 , , , ‘ 窗一

一
口 曰口 口

百百
‘

尼尼维阿阿 联合国社社
罗罗斯基基 会发展研研

究究究 所所

尼维阿联合国社
哈根 会发

罗斯基 究
展票

耐用品一服装一住房

人均机动车数

人均收音机数

人均纤维消费量

每个房间人数

文通一设施

人均 电话机数

人均报纸发行量

人均能源渭费

基本工业产品

人均俐消费量

人均水泥消费量

卫生与营养

人均医生数

预期寿命

蛋白消费量

教育

识宇率

小学入学率

高小入学率

职业学校入学率

就业

农业和服务部 门以外的劳动 力百
分比

农业中进行经济活动的人 口 百 分比

公用事业 中进行经济活动 的人 口百
分比

进行经济活动中工 资和薪水收入者
百分 比

其他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国 民生产总值中制造业所 占份翻

男性农业劳动者的人均农产量

人均 出口 量

城市人 口 百 分比

‘

找

根一哈一

‘

‘

资料来源 小朱维卡斯 《 经济发展导论 》 ,

年英文版 ,

第 一部页
。

一 电力及其他能派分 列 ,

一动侧蛋白
,

一小学和 中学入学率合并计算
,

一成年男工 ,

一对外贸易
,

一 万 以上人 口 的城市
,

一 万 以上人 口的抽市
。

从表 中可以看出
,

三家选用的指标项目中只有两项即人均报纸发行量和人均能源消费量是完全 柑 阎

的‘ 这个体系的特点是以福和为中心
,

重点考察卫生
、

营养和教育状况
,

反映了
‘

基本铃要战略 的 基 本

要求
。

其缺点是大多采用 人均 指标
,

未能反映社会与经济结构的变动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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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阿德尔曼和莫里斯的 个变量体系 ②

本世纪 年代末
,

美国经济学家阿德尔曼
·

和莫里斯
· ·

试 图 根 据 经

济
、

社会和政治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来度量经济发展
。

其指标体系见表 所示
。

裹 阿 尔受和典利斯的社会
、

政治和经济变

。

传统农业部门的大小 ,

。

二元结构的程度

城市化的程度 ,

。

基本社会组织 的特点
。

当地 中产阶级的地位 ,

。

社会流动性的程度 ,

。

识字率 ,

。

大众传播媒介的水平 ,

。

文化与种族的同质程度 ,

。

社会紧张程度 ,

。

自然人 口 生育率 ,

。

观念现代化程度 ,

国家一体化程度与民族团结意识 ,

。

政治权利集中程度 ,

。

民主制度的力量 ,

。

政治上 的反对派与 出版自由程度 ,

。

政党竞争程度 ,

。

政党制度的主要基础 ,

。

工 人运动的实力 ,

。

传统的上 层 人物的政治力量 ,

。

武装力量的政治力量 ,

。

政府机关的效率 ,

。

领导 层对经济发展 改革

的 支持程度 ,

。

政治稳定程度 ,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

。

一 八 年度人均

国民生 产总值增长率 ,

。

自然资源 的蕴藏量大小 ,

。

总投资率 ,

。

工业现代化水平 ,

。

年以来工业化程度的变化 ,

。

农业组织的 特点 ,

。

农业技术现代化水平 ,

。

年农业生产率提高程度 ,

。

物质资本是否充分 ,

。 。年以预物质资本增加程度 ,

。

税收体制的实际水平 ,

年以来税收体制的改进程度 ,

。

财政体制的实际水平 ,

人力资源的提高程 度 ,

。

对外贸易的结构 ,

资料来源 阿德尔曼与莫利斯 《 社会
、

政治与经济发展 》 , 巴铁摩尔 , 约翰霖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

年版
。

这一体系的特点是 系统全面
、

考虑到了经济与社会政治的变动
,

强调了人力资源的 作 用
。

其 缺 陷

是 有些因素的政洽性质
、

社会标准难以准确地用数量去测算
,

增加了经济发展度量的难度
,

从而使度 量

不够精确
。

四 莫里斯 的
“

物质生活质量指数
” ,

简写为 ③

这一指数由莫里斯 在 年提出
,

后来被海外发展委员会 “ 一

加以推广
。

它是通过对预期寿命
、

婴儿死亡率 和识字率 这 三 个 指

标简单平均而成的一综合指数
。

而且其中的每一项指标又具有缩合性
,

如识字率不仅反映着一国的教 育 发

展水平
,

而且是一国经济发展的综合体现
。

指标体系简洁
、

易算
、

可比性强
,

又克服了 指 标 的

某些不足
,

被认为是 指标的发展
,

因而很快被些国家列入统计图表
,

用来综合地反映一 国 的 经 济 发

展与人民实际生活水平
。

但这一指标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
,

其不足之处是 各指标间的内涵过于狭窄
,

指

数本身的概念不够清晰明了
,

指标的简单平均不能反映各自的重要程度
,

看不出社会各阶 层 的 实 际 状 况

等
。

五 美 国社会健康协会 二 提 出的 指数

这一指数的目的是旨在弥补 的不足
,

它是由人均 增长率
, 、

就业 率
、

识 字 率
、

平均预期寿命
‘ 、

出生率 和婴儿死亡率 这六个指标
,

根据它们与 经 济 发 展 的

客观变动关系
,

按照下式综合而成的一个指数

, · · · ‘ , · ‘ , ‘ 、

虽然在 的基础上增添了几个指标
,

而且根据各个指标与福利水平的变化趋势以乘 除 方 式

进行综合
,

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 简单平均的局限性 但是它并没有反映经济发展的全貌
,

如 对 产 业

结构的变动
、

投入要素的组合
、

收入分配的平均程度等情况并来加以考虑
,

而且综合的方式带有主观 任 意

性
。

六 获合国发展计划署 卿 谈计的人丈发展指数 妞 双 一
,

简写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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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指数认为人文发展应该包括健康寿命
、

提供教育的机会与生活水平等三个方面
,

经济发展可 以 通

过将人均 按 间接法折算 与平均寿命 识字率等取值规则综合成一个单一指数来进行度量
。

但

实际上
,

这种用来度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反映的仅仅是人文发展的方面
,

而对于经济发展本身的内 容 较

少顾及甚至忽视了
。

七 社会指标 缘合评怡体 系

这一体系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与社会指标 》课题组根据我国国情
,

参照国外有关指标 体 系

的理论框架而建立的
。

它是由人均
、

社会结构
、

人口素质
、

生活质量四个部分共计 个 代 表 性 指 标

所组成 见表
。

这一指标体系既借鉴了国外的分析方法
,

又结合了我国的国情
,

具有较高的理论 价 值

和重大的实践意义
。

但它对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要素产出水平
,

收入分配情况等未加考虑
,

故还有待 于 进

一步改进与完善
。

衰

一
、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二
、

社会结构
‘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第三 产业产值在 国民 生产总值 中的

比重
。

出 口 总饭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

城市人 口 占总人口 比重
。

非农业就业人 口 占就业人 口 比盆

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三
、

人 口 素质
。

中学生 占 一 岁年龄人 口 的比重
。

大学生 占 一 岁年龄人 口 的比重
。

人 口 自然增长率
。

平均预期寿命
。

要 儿死亡率

四
、

生活质量
。

平均多少人有一名医生
。

人均每日摄取热量
。

通货膨胀率 一 年平均
。

人均能想消费

上述七种用来度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均各有优劣
,

既有各自的特点
,

又有不足与缺陷
。

合理的经 济

发展度量指标体系还有待于探讨
。

四
、

合理的经济发展度皿指标休系的设里
根据经济发展度量指标体系设置的基本原则与要求

,

在设置指标体系时
,

我们必须弄清经济发展包 括

哪些内容
。

我们认为
,

经济增长是指生产的增长或产出的增长
,

用统计学术语来说
,

经济增长指工农 业生

产总值的增长
、

社会总产值的增长
、

国民收入的增长或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

而经济发展却包括比经 济增

长更为广泛的内容
,

经济增长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的
、

先决的条件
,

但经济增长并不必然 会带 来 经 济 发

展
,

甚至会产生
‘

有增长而无发展
’

的局面
。

经济发展包括下述基本内容

一 一定幅度的经济增长
,

表现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的捉高

二 经济结构的一定程度改进与优化
,

具体包括

投入结构的变化
,

即生产中投入要素比例的变化
,

是否从手工劳动转向机械化操作
,

是杏从粗 放 劳

动转而使用熟练劳动
,

是否从土著生产方法转而使用先进技术
,

或者向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
。

产出结构的变化 , 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的变化上
,

是否在各产业的比重上
,

农业部门相对地缩 小
,

工业部门比农业部门相对地扩大的同时又比服务业部门相对地缩小
,

服务业部门则逐步地扩大 是否 重 工

业与轻工业的比例趋于合理
、

初级产品业与加工业的比例趋于合理以及基础产业与非基础产业的比例 趋 于

合理
。

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
,

即指在收入分配中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是否减少 收入分配是断趋平等还 是 日

趋不均
。

人口结构的变化
,

即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化水平是否提高 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 否 变

小 在人口素质结构上
,

适龄青少年特别是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和成人识字率是否提高 在就业结构上
,

失

业率是否降低
,

就业人口占适龄人口的比重是否增大
。

三 经侨质黄的改善
,

共体包括如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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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的提高
,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
,

投入成本是杏减少和产出水苹是否提高
,

或者说
,

劳动 生 产

率水平与全要素产出率是否提高
。

经济稳定程度的提高
。

指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经济波动
,

是否通货膨胀率有所控制等
。

健康卫生状况的变化
,

主要表现在预期寿命
、

婴儿死亡率
、

每千人拥有的医生数和病床数
、

平 均每

人每日摄取热量等
。

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的变化
,

即是指环境污染
、

生态失衡的状况是否日益改善等
。

依据经济发展所包括的上述内容
,

考虑到经济发展度量指标体系设置的基本原则
,

我们认为单个 的 指

标是不能用来度量经济发展的
,

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是有害于经济发展本身的
。

如 我 国从 年 到

年
,

年平均增长率为 务
,

④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来看
,

年增长率 务左右为中速
,

年 增 长 率

肠以下为低速
,

超过年增长率 肠为高速
,

我国 年的平均增长率达 舜
,

属于高速增长
。

这 样 的高

速增长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发展效果
,

主要表现在 门类齐全
、

规模庞大的工业体系初步形成
,

工业化基 本

上奠定了基础
,

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强
,

农业生产的进步基本上保持了社会的稳定
,

人民的生 活质

量有所提高
。

预期寿命 协 了年为 岁
,

人均每日卡路里供应里 朋‘年为 。,

出生时重量不足的婴儿 的 百

分比 年仅为 肠 , 婴儿死亡率 年为犯汤
。

这些良好情况是其他低收入国家所望尘莫及的
。

按 照 前

面介绍的
‘

社会指标体系
,

对 年 个国家和地区 项社会指标综合评估结果
,

世界平均分为 分
,

我国为 分
,

居世界第 位
。

这一水平
,

高于低收入国家平均 分的”帕
,

低于 个中等收入国家平均

分的 呱
,

因此
,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总水平大致相当于中等偏下水平
。

如果按指标体系 个组成部分去 观

察
,

尽管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 位
,

但社会结构指标居世界第 位
,

人口索质指标居 世界 第

位
,

生活质量指标居世界第 位
,

高于中等收入国家
。

对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
,

工业凋敝
,

农 业衰

微
,

民不聊生
,

哀鸿遍野的悲惨境况
,

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
。

这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越

性
,

也说明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
。

但是
,

从另一个方面着
,

我国在谋求经济发展 的 过

程中
,

又存在着必须引起重视或必须引为教训的间题 经济增长不是稳定的
,

而是有很大的波动状态
,

后

一年的增长率与头一年相比往往相差 到 个百分点 , 高速的经济增长并未带来应有的经济发展效果
,

主

要表现在产业结构不平衡
、

经济效益不高
、

人民生活的改善还不够理想
、

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等
。

因此
,

我

们在设置经济发展度里指标休系时必须考虑这些教训

根据以上所述
,

我们认为合理的经济发展度量指标体系的内容应如表 所列
。

浪 连决渔血的愁本内容友度挂抽株体系

一一
洲 妇 一 一 一一 曰 一 一一 一 一经 济 发 展 的 基 本 内 容 经 济 发 展 的 旋 俊 指 标 体 系

经济增长

经济结构

⋯二定“ 度的经济增 长

土 国民生产总值
、

人均即生产些

少圣塑些丝
‘

一一一
一

尘丝望些塑竺竺三三竺型哩竺些⋯一一一一 一

五 山 、‘ 二 , 卜 农业产位占国尽生产总位中的比重 、

鹅三 产业产值占国民
月翔 下 , 日即 ‘ 夕‘ ‘ 声卜 弋自留台 汤全 硒泛 , 目尹 胭号 勺居‘ , ‘ ‘ 七三 止城 勺 ‘ 决人 已 浦乡 月卜 山

—
一一卜二立逻竺竺兰竺止置 皿二立竺竺遭览竺一一

二竺奎竺里丝鲤些一 一一卜壑困竺壑竺竺竺竺兰些生一一

一一
。 仕 , , , , 城市人口 占总人 口 比重

、 非农业就业人口 占就业人 口 比重
,

、 卜」 林书 , , 日劲 ‘ 口 口 喊 , ,白 乍扮 自几 书苦 户资 、 越‘ 创卜 卜
、

‘ ,白

叭 甲 、 坦爪 , 朋 , 、宁甲
、 入工早

一一一一
一一

一冲‘‘一 娜叼‘以一‘‘‘一

一 一 一
一高

一一
一 一一

一
一

经济效益的提高

经济德定程度的拓高

资本一产出系数
、

劳动生产率
、

全要素产 出率

经济周翔与波动 的时间间用
、

通货膨服率

经济质
健康卫生状况的变化 平均顶拍

每人每日妻奋
、

县儿犯亡雌
、

取热盘
每千人拥有的民生数

、

平均

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的变化 城市嗓青水平
、

环境质母幽数
、

森林班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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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 中
,

有几个指标需要加以说明 一是综合农业机械化程度
,

它是指用机械完成的作业滋占农 业

总作业量的比重
,

等于农业作业的机械作业量 标准亩 与农业作业的总作业量 标准亩 之比 , 二 是 工

业生产机械化程度指标
,

是用机械化操作完成的产量或工作量占全部工业产量或工作量的比重来表示 , 三

是环境质量指数
,

它等于 减去环境污染指数
,

而环境污染指数是通过均匀污染处理法来进行加权而 得
。

我们认为
,

表 所列的经济发展度量指标体系通过翁个指标的相互联系
、

从三个大的方面较为全面而 又 科

学地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基本内容
,

符合经济发展度量指标体系设置的基本原则
。

至于如何利用这一指 标 体

系
,

通过综合评分的统计方法来估算出我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次问题
,

则是一艰巨而又 有 意

义的工作
,

有待进一步的测算
。

对此
,

我们正在进行这一方面的研究
。

总之
,

建立合理的经济发展度量指标体系
,

既是发展经济学所必需研究的一重要间题
,

又是统计学所

要考察分析的内容
,

这一问题对于我国来说尤其重要
。

依据合理的指标体系和科学的评价方法
,

我们 可 以

正确地把握自己的国情
、

国力
,

较为准确地了解经济发展的水平
,

分析我们经济发展的潜力
,

正确地 判 断

和评价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战略
、

政策与目标
。

更为重要的是
,

通过对经济发展度量指标体系的分 析
,

可以从经济发展过程中认清自己取得的成就
,

找出所存在的差距与问题 对于 巳取得的成就我们要发 扬 光

大
,

对于存在的问题要及时纠正 所以
,

合理的经济发展度量指标体系的设置具有重要的 理 论和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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