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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利用投入产出表计算生产率时，是否考虑物化资本对劳动的消耗将对结果产生影响。

物化资本消耗包括中间消耗和固定资本消耗。本文以 %&&$ 年投入产出表测算劳动生产率，并比较了

各种测算方法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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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物化资本劳动消耗的生产率研究
叶安宁

（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福建 厦门 -#%""/）

劳动生产率就是单位劳动消耗的劳动成果。根据马克思

的劳动价值学说，劳动消耗包括活劳动消耗和物化劳动消

耗.而物化劳动消耗包括中间投入的劳动消耗和固定资本折

旧的劳动消耗.劳动消耗的不同统计口径将会对生产率的测

算产生较大影响。活劳动时间即投入活劳动的时间，物化劳

动时间指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原材料、燃料、电力、厂房、机

器设备等过去生产的生产资料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原料、燃

料 、电 力 等 劳 动 时 间 是 一 次 性 转 移 ，而 厂 房 、机 器 设 备 等 的

劳动时间是逐渐转移。所以我们可以将物化劳动时间分成

中间投入的劳动时间和固定资本折旧的劳动时间。生产率

的高低表现为单位产品的活劳动消耗和物化劳动消耗的总

和，即完全劳动消耗。本文以 %&&$ 年投入产出表测算不同

劳动消耗口径下的生产率测算，并比较了各种测算方法的

差异。

1 只考虑中间投入的劳动消耗

以 01.21 分别表示生产单位第 1 种产品的活劳动时间消耗

和完全劳动时间消耗，以 314 表示生产单位第 4 种产品对第 1
种产品的中间消耗（也称为中间投入），即 314 就是价值型投入

产出表的直接消耗系数，此时单位产品的完全劳动时间消耗

包括活劳动时间消耗和中间消耗的劳动时间消耗，所以：

245046
7

1 5 %
!31421 8%9

04 是活劳动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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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21 为中间消耗的劳动时间消耗。

写成矩阵形式：

252*60
其中 0 和 2 分别表示 单 位 产 品 活 劳 动 时 间 与 完 全 劳 动

时间消耗的行向量，因 * 矩阵为非负且列和小于 %，故（:+*）

为非奇异矩阵，所以：

250（:+*）+% 8!9

该式的优点是可以直接利用价值型的投入产出表计算，

缺陷是没有考虑到对固定资本折旧的劳动消耗。

2 考虑中间投入和固定资本折旧的劳动消

耗

考虑所有的物化劳动消耗的关键是固定资本折旧的劳

动消耗。如果知道生产单位第 4 种产品对第 1 种产品的固定

资本消耗 !14，生产单位第 4 种产品对第 1 种产品的物化劳动

消耗就是 3146!14，这时（%）式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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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变为

2508:+*+!9+% 8,9
采用这种方法，从理论上能比较准确地测定包括固定资

本消耗的生产率，但是 !14 难以取得。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

以将固定资本消耗单独考虑，而不是将固定资本分类，对固

定资本劳动消耗作如下假设。

假设 %：生产某单位产品的完全劳动时间和生产该产品

单位固定资产折旧的完全劳动时间是一样的。

这时，生产单位产品的完全劳动时间消耗和活劳动时间

消耗有如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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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是第 4 种产品的折旧系数。写成矩阵的形式

252·*6062·<
2508:+*+<9+% 8#9
这里的劳动消耗矩阵为 *6<，< 是 ;4 为对角元素的 7=7

阶矩阵，* 是直接消耗矩阵。8:+*+<9的可逆性同样也可以得

到证明8类似8:+*9的可逆性证明9 。

假设 !：每单位固定消耗所包含的完全劳动消耗是一样

的 . 单位固定资产折旧所包含的完全劳动时间可以假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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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产品的单位完全劳动时间的简单平均数。当然也可以

用加权平均数的形式，权重采取各部门的总产出或最初投

入。这里只考虑简单平均数形式，即第 % 个部门的单位产品

的完全劳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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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成矩阵的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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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由于 1)23 的列和小于 ,，故（8919

23）可逆。

利用（,）、（:）、（#）式来测算 ,;;$ 年 ,$ 个部门的投入产

出表中各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由（,）、（:）、（$）式知测算劳

动生产率 &，关键是测算单位产品活劳动消耗向量 (。

3 测算结果的比较

利用投入产出表首先测算各部门的活劳动消耗；其次利

用各式求得完全劳动消耗；最后再对完全劳动消耗取倒数，

就得到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上述工作最困难的是测算各部

门的活劳动消耗，因为投入产出表中各部门没有活劳动消耗

这一项。

某一部门的活劳动消耗’ 该部门的直接劳动报酬
该部门的平均工资

（;）

该部门的直接

劳动报酬可以从投

入 产 出 表 直 接 得

到，而该部门的平

均 工 资 不 容 易 获

到。一个部门的平

均工资不容易得到

的原因是因为投入

产出表的部门分类

不同于标准的行业

分类。为了解决这

些问题，作以下假

设：产业职工的平

均工资即“产品”部

门的平均工资 （因

为投入产出表的部门分类是按照产品部门分类的）。求得投

入产出表的各个部门的平均工资具体方法如下：将投入产出

表中 ,$ 个部门和标准行业分类的 ;! 个部门（大类）对应起

来（见《中国 ,;;$ 年投入产出表部门分类目录及代码》和《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及代码（<= > &?$:?9;?）》），如投入产出表中

的农业部门，对应标准行业分类中的农业、林业、畜牧业、渔

业这四个部门。而标准行业分类的 ;! 个部门中的每一个部

门的平均工资和总工资可以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查得，

按照这种对应关系，可算得投入产出表的 ,$ 个部门的各个

部门的平均工资。然后利用/;0式得到所有部门的活劳动消

耗，再利用（,）、（:）、（$）式算得各部门的完全劳动消耗，然后

对劳动消耗取倒数即得到各部门在不同情况下的生产率（见

表 ,）。表 , 中的劳动消耗!表示活劳动消耗；劳动消耗"表

示包括活劳动消耗和中间消耗的劳动消耗，对应于/,0；劳动

消耗#表示包括除了包括劳动消耗"和折旧的劳动消耗，对

应于式/:0；劳动消耗$表示劳动消耗"和折旧的劳动消耗，

这里折旧的劳动消耗对应于式/$0。生产率!是劳动消耗!的

倒数，其他的生产率依此类推，都是相应的劳动消耗的倒数。

通过比较 ? 种不同的劳动生产率，知道各种方法所得的

结果是不一样的。生产率!是 ? 种算法中最大的，因为该方

法的单位产出的劳动消耗只对应于活劳动的消耗，不包括物

化劳动的消耗。生产率"小于生产率!是因为生产率"中包

括了中间消耗的劳动消耗，但是它又大于生产率#，也大于

生产率$，因为生产率#和生产率$比生产率"中多了折旧

的劳动消耗这一部分。尽管生产率#和生产率$的劳动消耗

包括的内容一致，但是由于对折旧所包含完全劳动消耗的假

定不同，得出的结果不同，生产率$对生产率#个部门起了

一定程度的“压缩”作用，这是因为生产率$折旧所包含的完

全劳动消耗在生产率$中是各部门的完全劳动消耗的平均，

这样就降低了完全劳动消耗高的部门的劳动消耗，增加了完

全劳动消耗低的部门的劳动消耗。

如果仅仅考虑活劳动的消耗，各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差

别非产大，生产率最大的部门（石油加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是

生产率最小部门（农 业 ）的 !!@A 倍 ；如 果 考 虑 到 中 间 消 耗 的

的劳动消耗，这 两 个 部 门 劳 动 生 产 率 差 异 为 A@: 倍 ；如 果 将

中间消耗和折旧都考虑进去，则差异缩小到 !@? 倍。对其他

部门也是如此。怎么来看待这些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缩小呢？

部门

农业

采掘业

食品制造业

纺织、缝纫及皮革制造业

其它制造业

电力及蒸汽、热水生产和供应业

炼焦、煤气及石油加工业

化学工业

建筑材料其它非金属矿物制造业

金属产品制造业

机械设备制造业

建筑业

运输邮电业

商业饮食业

公用事业及居民服务业

金融保险业

其它服务业

劳动消耗!
,@!#A?
"@A:A#
"@,A$4
"@!44#
"@!4#;
"@,,""
"@":##
"@,#?"
"@!;;:
"@,?A?
"@,4$:
"@!;4;
"@!:?$
"@?;;$
"@!$;4
"@,4$$
"@:,!#

劳动消耗"
,@$:$"
"@#;44
,@,$!!
,@"A;"
"@4#;!
"@:"$?
"@#""?
"@$$A!
"@4,!A
"@#;!!
"@$"44
"@4?A#
"@:#?#
"@;##:
"@#$;"
"@??4,
"@;!:A

劳动消耗#
,@4:":
"@4#AA
,@A"!,
,@,44,
"@;;?#
"@#4:"
"@$:"$
"@;,4"
"@;#!:
"@4?A"
"@4A44
"@;##!
"@$:A,
,@";,4
"@;,$,
"@:A:,
,@"4#A

劳动消耗$
,@4!$:
"@44$"
,@!$;4
,@,$?,
"@;;4$
"@$A4,
"@$$$"
"@;!;?
"@;$#:
"@4##:
"@4:$"
"@;$4;
"@4""?
,@"4;$
"@;A##
"@:#?4
,@"4$#

生产率!
"@$;,:
!@4!$;
$@!:4!
A@?#:A
A@?4::
;@";"A
,$@#4,;
#@";#!
A@AA4:
#@;$?!
:@AAA"
A@A?#"
A@;!#;
!@"",?
A@:$?"
:@A!$:
,@;:,"

生产率"
"@:#;,
,@?A";
"@4:A,
"@;#!?
,@,:":
,@;$";
,@##:$
,@!;A?
,@!A,"
,@???$
,@?,"4
,@,4::
,@$$,A
,@"A?$
,@?$!$
!@!A,$
,@"4"$

生产率#
"@:?"?
,@,:4?
"@$#4"
"@4?,$
,@"":?
,@?:;4
,@AA!,
,@"4;A
,@"A;"
,@,4#A
,@,;!!
,@"A:"
,@A!$;
"@;,:;
,@";"?
,@4#4$
"@;!"#

生产率$
"@:?$!
,@,!$?
"@$4,?
"@4:,4
,@"",A
,@A:?;
,@!4$"
,@"$#"
,@"!?,
,@,:?"
,@,##4
,@"!,#
,@!?;A
"@;,$#
,@"#$$
,@$$"?
"@;,;:

表 , 各部门的劳动消耗和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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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可持续性消费是近年来学术界较为关注的领域。本文建立了评价可持续消费水平的指

标体系，及可持续消费水平的评价模型，并将之应用于实例中，形成了较为科学的可持续水平评价方

法。

关键词：可持续性消费；指标体系；评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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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消费水平的评价模型
杜延军，吴伟伟

（西北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兰州 $.""$"）

随着人口、环境、资源等问题的出现，可持续性发展已经

成为全球各个国家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可持续性生产和可

持续性消费是构成可持续发展的两个基本方面，可持续性消

费也因此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对象。近年来国内对可持续

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数量分析较少，所以有必要将数量分

析方法引入对可持续性消费的研究中。由于各个国家、各个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消费习惯和文化背景不同，可持

续性消费的水平也不一样。本文应用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

的基本原理，构建了一套可持续性消费指标体系及评价模

型，以期供各级政府和部门用于评价可持续性消费水平。

1 可持续消费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可持续性消费的内涵，在指标体系的准则层分别构

建三个指标：消费水平指标、公平消费指标、生态消费指标。

第一，消费水平指标 /** 用于评价消费者的消费层次和水平，

这一指标体现了可持续性消费的经济意义。人们的消费水平

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消费需求应该不断得到满足、消

费品逐渐丰富；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

们的消费应该越来越全面，即精神消费应该在人们的消费总

体中占有一定比例。因此，在指标层中分别设立满足程度指

标和全面消费指标。第二，公平消费指标 /*! 体现可持续性消

费中社会公平意义。可持续性消费既注重财富在同一时代各

社会阶层的合理分配，也注重资源在代际之间的共享。相应

地体现为对消费公平性的全面评价，该指标在准则层分别设

立代内公平指标和代际公平指标。第三，生态消费指标是对

消费的生态意义的评价。消费的生态意义是指人们在满足自

身需求的同时，也尽可能地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保护

人类的生态环境。这就要求人们在消费过程中考虑到自然、

生态和环境的承受能力，同时尽量减少对环境和生态的污

染。具体的可持续发展消费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

2 评价模型

!"# 权数的确定方法

在指标评价系统中，权数的确定方法应用比较普遍的主

要有两种：德尔菲法则（012345）和层次分析法（)67）。德尔菲

法则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反复咨询专家的意见，对之进行统

计分析，使之离散程度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来确定每个指

标的的权数大小。由于专家在估权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受到自

身知识构成、价值取向、经验以及掌握的信息等主观因素的

影响，因此该方法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在选择专家时应充分

这主要是各部门中间消耗和折旧都有对劳动的消耗，这样就

会导致单位产出的劳动消耗的增多，所以按照完全劳动消耗

这个口径去计算劳动生产率，必然导致生产率的降低。这种

降低对各部门又不是等幅度的，这是因为部门之间的相互消

耗的关系，生产率低的部门要消耗生产率高的部门；同样生

产率高的部门要消耗生产率低的部门。这样，在考虑中间消

耗和折旧后，就造成生产率降低的幅度不一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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