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评论 1998年第1期

论质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赵　平　周　政

一、经济增长比较的困惑

经济增长是世界各国追求的目标之一, 实际增长率是度量经济增长的最常用指标。世界银行
在评价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时, 往往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GNP ) 实际增长率和国内生产总值
(GDP ) 实际增长率为评判指标。例如, 在1996年《世界银行各国经济地图册》中, 对各国经济
增长速度的比较有如下排序: 在1985年至1994年期间, 泰国的人均GNP 增长速度高居榜首, 为
812%; 韩国第二, 为718%; 中国和新加坡并列第三, 为619%; 博茨瓦纳第五, 为616%; 马
尔代夫第六, 为615%; 智利第七, 为612% 等等。

然而, 从实际的增长效果来看, 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却并不与其经济增长率相吻合, 也即
各国的经济增长指标不能很好地反映其经济发展水平, 我们可以考察下面的例子:

111961年, 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86美元;

1960年, 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86美元;

1960年, 巴基斯坦人均国民生活总值为80美元;

从1962到1984年, 韩国人均国民生活总值年均增长率为814%;

从1961到1984年, 中国该指标为7128%, 与韩国的相近;

从1961到1984年, 巴基斯坦该指标为612%, 稍低于前两国;

1984年, 韩国的人均GNP 为2160 美元, 而同年, 中国的人均GNP 却只有310美元, 而
巴基斯坦的人均 GNP 却有360美元;

21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1970 年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GDP 之比为1÷
814;1970 —1993年, 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的GDP 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10% 和311%, 低收
入国家明显有较高的增长速度。

然而, 在1993年, 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GDP 之比却为1814%, 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
扩大。

为什么日本和巴基斯坦、中国和韩国有相近的增长率和起点却没有相近的增长效果?为什么
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高收入国家而南北贫富差距却日益扩大?用什么增长指标才能
有效地测量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定义去考察
各国的经济增长也会得到相同的疑问。故问题并不仅仅是存在于少数几个国家或地区的对比之
中, 在日本、德国和美国、韩国和泰国、中国和印度以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相互比较中, 实
际增长率与实际增长效果之间的差距普遍存在。

二、经济增长的内涵

为了解决这一困惑, 我们先来深入研究经济增长的内涵。
一国的经济增长指的是该国在一定时间内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的增长。从本质上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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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该国生产的产品 (包括物质产品和服务) 数量的增长, 一是该国
生产的产品质量的改进。经济增长率指标以该国的货币为计量单位统计了这两方面的内容。

在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中, 各国产品的数量是固定的, 已无法改变。但是, 各国对产品质
量的判定标准不尽相同, 在国际市场中, 各国产品质量的比较将会使该国产品的价格发生很
大变化, 从而导致该国的经济增长水平按国际市场的价值标准来衡量时发生变动。所以, 从本
质上来讲, 各国产品质量的差异是经济增长比较之困惑的根本原因。

于是我们有必要对质量的概念进行研究。
在不同的时期, 对质量的概念有不同的定义。在早期, 对质量的定义来自生产技术领域。

即产品质量就是产品符合技术标准的程度, 随着经济的发展, 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市场尤其
是国际市场逐渐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 人们对产品质量有了不同的认识, 对其定义更多
来自消费领域, 如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朱兰博士所提出的, 产品质量就是产品适合用户需要的
程度。在国际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技术委员会发布的《质量术语》标准中, 对物质产品质量和
服务质量同时下的定义为: 产品和服务满足规定或潜在需要的特征和特性的总和。

由以上可知, 目前, 对质量的认识有以下两种含义: 一是产品自身具有的特征, 即符合
技术标准的程度, 我们可称其为品质; 二是产品满足用户需要的程度。所以说, 品质不高的产
品当然是低质量的产品, 但是品质优良的产品亦可能是质量低下的产品, 因为这种产品不能
满足用户的需要。

在对经济增长的内涵和质量的定义有了较清楚的认识之后, 我们可以来解释经济增长比
较的困惑了, 一国 GNP (或 GDP ) 的实际增长率只代表了该国产出纵向比较的结果, 而在经
济增长的比较中, 各国的产出将在横向比较中得到检验。由于经济增长的实际效果往往只能在
横向比较中才能真实地得到反映, 故该国产出的国际竞争力将决定该国经济增长的实际效果。
按美国总统产业竞争力委员会的定义: 国际竞争力是一个国家“生产能经受国际市场考验的
产品和服务, 同时维持并提高其公民实际收入”的能力。显然, 各国产出的质量将直接决定该
国产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所以经济增长的实际效果取决于该国产出经过国际市场竞争后
的变化。实际增长率与实际效果发生偏差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国产出的质量差异。

三、有价值增长率

在指标核算上, 在经济增长国际比较中, 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以美元计价的

GDP 和人均GNP 作为评价各国发展水平的指标; 同时以用本国货币不变价格计算的GDP 实
际增长率和人均 GNP 实际增长率来评价各国经济增长速度。在上述的各国经济增长速度的
排序中即采用这种指标。

这样, 在国际比较中指标的选择就发生了不一致的现象: 即评价经济发展水平以美元为
计量单位, 而评价经济增长速度采用的则是以本国货币为计量单位的实际增长率指标。

从静态的角度来讲, 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按国际市场的价值规律以美元现价
来计算各国的 GDP 和人均 GNP , 以考察各国社会生产成果总量现期的价值。同样, 从动态的
角度上讲, 衡量一国经济增长也应根据国际市场价值规律来考察该国的总产出, 然后得到统
一计量单位的、可以相互比较的经济增长率。

所以, 我们提出有价值增长率的概念, 即将以统一单位 (美元) 不变价计算的增长率称
为有价值增长率, 而以各国货币不变价计算的增长率仍按习惯称为实际增长率。

下面将系统地对两种增长速度进行比较, 以考察它们与实际增长效果之间的关系。
考虑到数据的可比性, 这里拟用全世界1993年2000 万人口以上的所有国家作为比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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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并选择1973—1993年共20年的数据。

　表1　 各国实际增长率与有价值增长率的比较 (1973—1993年) %

国　家
　实际增长率 有价值增长率 　人均 GNP (美元) (现值)

GDP 人均 GNP GDP 人均 GNP 1973年 1993年

高收入国家

美国 2152 1148 2152 1148 6 910 24 740

加拿大 2187 1152 2115 0182 5 850 19 970

日本 3196 3135 6136 5174 3 470 31 490

西班牙 2139 1172 4109 3141 1 930 13 590

意大利 2157 2129 4171 4143 3 050 19 840

法国 2119 1161 2140 1183 4 580 22 490

德国① 2154 2148 2169 2163 5 120 23 560

英国 2103 1180 3147 3124 3 480 18 060

中等收入国家

韩国 8149 7130 10118 8198 430 7 660

印度尼西亚 6109 4136 2148 0181 120 740

菲律宾 2150 0120 1140 -0 187 250 850

泰国 7142 5125 6102 3187 270 2 110

土耳其 4135 2185 3119 1170 500 2 790

巴西 3106 0184 2111 -0 1085 760 2 930

哥伦比亚 3187 1134 1156 -0 192 460 1 400

墨西哥 3115 0163 1137 -1 111 1 090 3 610

阿根廷 0187 -0 189 1147 -0 131 1 810 7 220

南非 1181 0135 1140 -0 1057 1 040 2 980

摩洛哥 4129 1172 1107 -1 143 360 1 040

低收入国家

中国 8168 7113 1149 0154 150 490

印度 4182 2159 1118 -0 198 130 300

巴基斯坦 6125 3166 1180 0199 130 430

埃及 6130 4123 1189 -0 110 280 660

肯尼亚 4130 0169 -0 151 -3 196 200 270

尼日利亚 1163 -1 130 -6 131 -9 101 310 300

坦桑尼亚 2193 -0 171 -5 120 -8 155 130 90

　　3 本表根据大量的统计数据计算后编制。

①德国的数据为东、西德统一后的数据, 下同。如只考虑西德的情况, 在1969—1989年间, 西德的 GDP

实际增长率、人均 GNP 实际增长率、GDP 有价值增长率、人均 GNP 有价值增长率分别为1191%,

4147%,2 103%,5 164%。

数据来源: The world Bank : 《World Tables 1995》;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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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 在排除数据不全国家 (伊朗、朝鲜、罗马尼亚、苏联、越南、缅甸、波兰、南斯
拉夫、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苏丹和扎伊尔) 之后, 共选择出26个国家, 按世界银行的分
类, 其中8个为高收入国家, 即美国、加拿大、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和日本;

11个为中等收入国家, 即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土耳其、巴西、哥伦比亚、墨
西哥、阿根廷、南非和摩洛哥;7 个为低收入国家, 即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埃及、肯尼亚、
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

采用的指标有 GDP、人均 GNP 实际增长率, GDP、人均 GNP 的有价值增长率及各国的
美元现值计价的人均 GNP 的期初值和期末值。计算增长率的方法为最小二乘法。计算结果如
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到, 大多数高收入国家的 GDP 实际增长率都在2%～ 4% 之间, 而中、低
收入国家的 GDP 实际增长率则高低不一, 从最低的0187% 到最高的8168% 不等。

我们来重点考察一下 GDP 有价值增长率与 GDP 实际增长率。
从表1中数据按 GDP 实际增长率和 GDP 有价值增长率排序得表2。

表2　 各国实际增长率与有价值增长率的比较 (1973—1993年)

名　次
按 GDP 实际增长率 按 GDP 有价值增长率

国家 GDP 实际增长率 国家 GDP 有价值增长率　

1 中国 8168 韩国 10118

2 韩国 8149 日本 6136

3 泰国 7142 泰国 6102

4 埃及 6130 意大利 4171

5 巴基斯坦 6125 西班牙 4109

6 印度尼西亚 6109 英国 3147

7 印度 4182 土耳其 3119

8 土耳其 4135 德国 2169

9 肯尼亚 4130 美国 2152

10 摩洛哥 4129 印度尼西亚 2148

11 日本 3196 法国 2140

12 哥伦比亚 3187 加拿大 2115

13 墨西哥 3115 巴西 2111

14 巴西 3106 埃及 1189

15 坦桑尼亚 2193 巴基斯坦 1180

16 加拿大 2187 哥伦比亚 1156

17 意大利 2157 中国 1149

18 德国 2154 阿根廷 1147

19 美国 2152 菲律宾 1141

20 菲律宾 2150 南非 1140

21 西班牙 2139 墨西哥 1137

22 法国 2119 印度 1118

23 英国 2103 摩洛哥 1107

24 南非 1181 肯尼亚 -0 151　
25 尼日利亚 1163 坦桑尼亚 -5 120　
26 阿根廷 0187 尼日利亚 -6 131　

由表2可知, 在1973—1993年间, GDP 实际增长率最快的国家为中国、韩国、泰国、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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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印度等, 大部分为亚洲国家。然而, 就是经过了这样的20年的高速发
展, 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埃及依然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 而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却
发展成了中等收入的国家。另外, 我们还可看到, 大多数发达国家的GDP 实际增长率都不高,

排名在20名附近。
这明显与实际情况发生了矛盾。
1973—1993年间, 有价值增长率较高的国家有韩国、日本、泰国、意大利、西班牙、英

国、土耳其等, 有价值增长率较低的国家为印度、摩洛哥、中国、肯尼亚、坦桑尼亚、尼日
利亚。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排位提前, 而中、低收入国家的排位靠后。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的
有价值增长率低于高收入国家的有价值增长率, 尤其是排名最后的5个国家中, 有4个是低收
入国家。

从上述的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1973—1993年间, 日本、韩国、泰国、意大利、西班
牙等国有经济增长之所以能如此迅速 (人均GNP 分别从1973年的3470 美元、430美元、270美
元、305美元、1930 美元增长到1993年的31490 美元、7660 美元、2110 美元、19840 美元、13

590美元) , 并不是因为其实际增长率多么高 (分别为3196%、8149%、7142%、2157%、2139% ) ,

而是因为其有价值增长率高 (分别为6136%、10118%、6102%、4171%、4109% ) ; 恰恰相
反, 中国、印度、埃及、肯尼亚等国的经济增长如此缓慢也不是因为其实际增长率低 (分别
是8168%、4132%、6130%、4130% ) , 而是因为其有价值增长率低 (分别为0149%、1118%、
1189%、 -0 151% )。

所以, 在经济增长速度的国际比较中, 我们不能单纯以实际增长率为主要评价指标, 而
应以有价值增长率为主要指标。在这种意义上来讲, 有价值增长率才是真正的“实际增长率”。
同时应指出的是, 上述的分析计算是基于长期 (20年) 的考虑, 故得出的结论只适用于长期
的经济分析, 短期内无法用有价值增长率进行分析预测。

四、用户满意度指数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或CSI )

有价值增长率在长期中反映了各国经济增长的实际效果, 体现了各国产出质量经国际市
场比较后的差异。但我们如何直接从统计中得到各国产出质量的差异, 并且在短期中也能较好
地反映各国经济增长的实际效果呢?

由于质量包含了自身品质和用户满意两方面的内容, 所以对质量的真实度量有一定难度,

在评价质量改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则更有一定困难。在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中, 最困难
的即是对不同国家产品质量差异的处理。这也是在编制跨期和国际价格及物量指数过程中遇
到的最严重的实际问题。为此联合国和世行在国民经济帐户核算中对质量差异的处理进行了
详细的说明。如对“质量差别”、“价格变化”和“价格歧视”等的处理。然而, 从实际效果来
看, 最终统计结果并不尽人意。

近几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正在积极研究和采用一种新的宏观经济指标——用户满意度指
数。用户满意度指数是用来测量用户对产品或服务满意程度的质量指标, 主要依据用户对其采
购产品或接受服务的评估数据进行测定。目前, 采取这种指标的国家和地区有瑞典、德国、美
国和台湾。其中, 瑞典在1989年开始测定这一指数, 德国和台湾稍晚, 美国在1994年开始测定
这一指数。其他若干国家也正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正在积极进行建立中国用
户满意度指数的研究工作。

用户满意度指数对产品质量有较清晰的度量, 可用来测度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质量状况,

具体地说, 用户满意度指数可以实现如下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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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有利于测定经济的稳定性。一种连续的固定的国家质量指标有助于区别价格变动中有多大比重
是由质量改进所致, 多大比重是由通货膨胀所致。

21有利于理解现代经济。这是因为经济产出质量或经济增长质量是与价格、生产效率紧密相关的。
缺乏对质量的测量与分析, 而仅仅对价格和生产效率进行测量与分析显然是不确切的。

31有利于测量经济福利。以用户满意度所测定的质量是国民经济福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 也是一种客观的标准。

41有利于平衡经济增长或经济产出数量和质量的关系, 这是因为该指标能够促进以用户
为中心的质量改进, 因此, 也能相应促进销售数量的增长。

51有利于进行多种经济成份的质量比较。如产业与产业之间满足用户需要程度的比较, 产
业与国家平均值的比较, 国内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与进口产品或服务质量的比较, 国有企业
产品或服务质量与非国有产品或服务质量的比较, 各国产品和服务质量的相互比较, 等等。

所以说, 用户满意度指数作为一种度量经济运行质量的宏观经济指标不仅在理论上, 而且在实践
中都有很高的发展价值。如果其指标体系建立得较科学且完善之后, 我们将能较清晰地比较产品质量
的改进以及各国产品质量改进的差异, 并进而对各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较科学的评价。这样, 结合有价
值增长率这一增长率指标, 将能较圆满地解释各国经济增长的实际效果。

但在目前, 对用户满意度指数的研究还只是在初期阶段, 故还较难用它来进行国际间产
品质量的比较, 但我们可以初步比较一下中美产品的质量的差异。根据美国1994年用户满意度
指数测定结果, 美国全国范围的CSI 为7415, 其中制造业 (非耐用品) 为8116, 制造业 (耐
用品) 为7912, 运输通讯业为7514, 零售业为7517, 金融保险业为7514, 服务业为7414, 公
共管理和政府的为6413。美国专家发现美国在几乎所有产业和行业中用户满意程度都较高, 这
是因为在美国, 产品和服务同美国人的收入水平更匹配。在中国, 目前政府采用监督抽查的方
法来度量国民经济的质量状况。根据中国国家技术监督局的通报,1996 年全年产品的抽样合格
率为7712%。在工业行业里,1985 —1990年工业部门的不良品 (包括次品、废品和返销品) 损
失约占工业产值的10%～ 15%, “八五”期间, 工业产品抽查的不合格率由1991年的20% 左右
上升到1992—1994年的30% 左右,1995 年第一季度更高达3411%。这仅仅是中国产品质量的表
层定义 (品质上) 反映出的问题, 如扩展到满意程度, 则更能看出中美产品质量的差异了。从
中也可以看出为什么中国的实际增长率远远高于有价值增长率, 为什么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
高速发展, 其实际效果依然不尽人意的原因了。

五、结束语

11传统的经济增长统计指标未能反映质量差异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从而导致了经济增
长的困惑。

21有价值增长率能在长期中较好地反映一国经济增长的实际效果, 在经济增长的国际比
较中, 应重视有价值增长率这一指标的比较。

31用户满意度指数反映了用户对产品或服务的满意程度, 是衡量一国国民经济运行质量
的重要指标。

41一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要注意数量的增加更要注意质量的提高; 评价一国的经济增长状
况不仅要分析其实际增长率更要分析其有价值增长率; 产品的质量在经济增长中起了极其重
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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