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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为了客观评价文物资源对山西经济发展的贡献 , 必须设置一套科学的评价指标体

系。通过这个体系中各项指标的测算 ,我们不难看出 , 虽然文物资源对山西经济的直接贡献相对

较小 , 但由文物产业及其文物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却不可轻视。所以制定切实可行的文物资源发展

战略 , 对山西经济的腾飞将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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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文物资源对山西经济贡献指标体系的关键

在于明确评价的视角 ,本文将从提供就业 、提高经济

发展水平及对当地收入贡献的角度 ,来构建文物资

源对经济发展贡献的评价指标 ,并将以文物产业为

对象来评价文物资源对经济的直接贡献 ,以文物经

济为对象来反映文物资源对经济的完全贡献 。

一 、文物资源对山西经济发展贡献的评价指标

体系

(一)构建的基本思路。参照国际旅游组织WT-

TC关于旅游对经济贡献的测算方法 ,将文物对经济

的贡献分为由文物产业所产生的直接贡献和由文物

经济所形成的完全贡献 。在本文中 ,文物产业对经

济的各种影响即指文物对经济的直接贡献 ,文物经

济中除掉文物产业部分对经济的贡献即文物对经济

的间接贡献 ,文物经济对经济的贡献也即文物对经

济的完全贡献。指标体系的构建将围绕文物产业和

文物经济 ,分别设置反映就业 、经济发展水平及收入

的指标来评价对经济的贡献。

一国(地区)经济产出水平是由消费 、投资 、政府

支出和进出口净值四个变量决定的。在投资 、政府

支出和进出口净值给定的条件下 ,产出水平还受边

际消费倾向影响 ,也就是说消费是内生性变量 ,它会

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变化 ,而消费指标的内生性

又直接引发了支出的乘数效应 ,即 1元的消费给国民

经济所带来的产出要大于 1元。文物业作为国民经

济的一部分 ,其消费支出与其他消费支出一样对经

济产出有着乘数效应 ,在测度文物对经济贡献的同

时 ,应考虑到文物消费支出所产生的乘数效应。在

实际中 ,可通过设置文物收入产生的增加值比例来

计算文物对经济的乘数效应 。文物收入产生的增加

值比例是指文物业创造的直接产出在当地以工资 、

利息 、利润 、租金及地方税收等形式而存留在当地的

货币收入占总的直接收入的比例。这一比例越大 ,

乘数效应越大 。

(二)可行性分析 。目前山西省文物局每年都编

印“山西省文物业统计资料” ,已经统计出文物产业的

增加值 、文物产业从业人数 、文物产业总收入 ,目前指

标设置中需要测算的是关于文物经济的指标 ,这也是

研究的难点之一。因为文物经济是我们进行这一课题

研究时提出的新概念 ,目前尚无明确的统计资料。但

由于文物资源对经济的影响具有连带作用 ,特别是文

物景点旅游 、对文物的维护等活动对于各行业会带来

直接与间接的影响 ,其影响波及到各个相关行业 ,要想

真实全面地反映文物业对经济的影响 ,就必须充分考

虑这种影响 。鉴于文物业目前的统计资料 ,为了在可

行的基础上测算出文物对经济的贡献 ,本文将以文物

景点旅游与其他行业的关联性来扩展文物产业 ———文

物经济 ,并通过现有有关旅游统计资料来推算文物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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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相关指标数据。

(三)指标体系设置。(1)基础指标。文物产业

增加值 、文物产业总收入 、文物产业就业人数 、文物

经济增加值 、文物经济总收入 、文物产业关联经济总

收入(文物景点旅游经济)、文物经济就业人数 。(2)

经济贡献指标 。文物产业增加值贡献率 、文物经济

增加值贡献率 、文物产业就业贡献率 、文物经济就业

贡献率 。(3)乘数效应指标。文物产业乘数效应 、文

物经济乘数效应 。

二 、文物资源对山西经济发展的贡献评价

以前文的理论为基础 ,以完整的测量文物资源

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的指标体系为依据 ,对文物

资源对山西省经济发展的贡献进行具体地测算。测

算需要具备一定的数据基础 ,但文物业在整个国民

经济核算体系中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核算行业。在我

国现行的核算体系下 ,文物业只是作为文化产业的

组成部分来进行核算的 ,因此 ,对于文物对山西经济

贡献的定量测算只能依据相关行业的资料进行推

算。在测算的过程中 ,我们采用了山西旅游局和山

西省统计局编制的《山西旅游经济综合影响的评价》

的一些研究结果 ,借助于其中的一些评价结果 ,对文

物经济增加值 、文物经济总收入及文物经济就业人

数进行了测算。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 ,采用 2002年

和2004年的相关资料 ,进行指标及方法的测算评价 。

(一)基础指标测算

1.文物经济增加值测算。文物景点旅游对相关

产业的影响 ,既与旅游景点数有关 ,也与接待人数及

门票收入有关 ,但由于门票收入在文物产业中已有

核算 ,所以 ,从对经济的连带效应出发 ,我们主要从

接待人数来估算因文物开发利用所产生的对经济的

影响。由于文物景点与自然风光景点是合在一起

的 ,所以我们根据山西省旅游局公布的 117处主要旅

游景点统计数据 ,采用专家评估调查得出 ,文物景点

旅游对经济的间接影响是旅游经济间接影响的 60%

来测算其对经济的影响。

根据《山西旅游经济综合影响的评价》所得到的

结果 ,2002年旅游对经济的完全拉动是 88.91亿元人

民币 ,因而可得:文物景点旅游对增加值的拉动为

88.91×60%≈53.35(亿元)。文物经济增加值=文

物产业增加值+文物景点对增加值的拉动 ,即:53.35

+0.51=53.86(亿元)。

2.文物经济总收入测算。根据《山西旅游经济

综合影响的评价》所得到的结果 ,旅游业总收入为

126.51亿元 ,根据以下公式可估算:文物产业关联经

济总收入=旅游总收入×60%=126.51×0.6=75.

91(亿元)。文物经济总收入=文物产业总收入+文

物产业关联经济总收入 ,即 75.91+1.35838=77.26

(亿元)。

3.文物经济就业人数测算。根据《山西旅游经

济综合影响的评价》所得到的结果 ,2004年旅游业完

全提供的就业岗位 93.3万人 ,则可得文物经济就业

人数=文物产业就业人数+文物产业关联经济就业

人数 ,即 0.3862+93.3×0.6=0.3862+55.98=56.37

(万人)。由此可知 ,文物经济 2004年可以为山西提

供 56.37万人的就业机会。

(二)文物资源对山西经济贡献评价

1.增加值贡献测算

三 、结论

通过以上的测算评价 ,2002年文物产业虽对山

西经济的直接贡献只有 0.025%,但 (下转第 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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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就业服务 。二要加快建立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

强化政府的宣传 、组织 、引导和管理的服务功能。各

级劳动部门要建立健全劳务信息网络 ,加强劳动力

需求的信息交流 ,为农民外出务工提供信息咨询服

务;要积极与用工单位联系 ,组织劳务输出 ,引导农

民外出就业;要对用工单位的工资福利 、劳动保护措

施 、居住生活等实行全面的用工考察 ,确保外出人员

的劳动 、生活安全;还要外派人员在劳务输出人员较

为集中的地方进行跟踪服务管理 ,帮助务工者排忧

解难 ,切实维护农民外出务工的合法权益。

三是建立以劳动力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教育培训

体制 ,提高求职者的就业能力。我国目前存在着教

育与劳动力需求市场的不对应 、不适应问题。大学

生近年来就业率日趋走低 ,就在于计划经济时代形

成的专业面过窄 、没有随着市场需求而及时调整专

业设置 ,使得培养出来的人才经不住市场的检验 ,而

出现了博士生失业的怪现象。从高等教育来说 ,要

根据变化了的市场需求 ,尽快调整专业设置 ,形成更

加有效合理的人才培养机制。此外 ,政府应更加注

重职业技术教育 ,扩大技校 、中专 、大专等层次的职

业技术教育;对城镇下岗失业人员提供免费的再就

业培训;要花大力气抓好农民工的就业培训 ,只有有

了技能 ,才能进入城市找到工作 ,也才能在城市站住

脚。

政府实行积极就业政策的核心就是提高失业者

的就业能力 。国际上实施积极就业政策的经验告诉

我们 ,我国积极的就业政策要想取得更大成效 ,主要

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的

改革 ,积极改善就业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规范劳

动力市场 ,为就业者提供更加充分 、准确的信息;积

极培育和发展培训市场 ,鼓励各种形式的职业技能

培训 。

四是发挥政府管理职能 ,把经济增长和就业增

长结合起来 ,增加经济增长的就业含量 。政府在决

定投资项目或者审批项目时 ,要充分考虑经济效益

和就业数量 。首先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因

为它能吸纳更多的劳动力 ,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就业

弹性会增加;其次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投

资少 、见效快 、用人多 ,国外中小企业吸纳劳动力的

60%,我们应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还要大力发展

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是非常大的 ,

当然第三产业的发展依赖于市场体系的发展和完

善 ,依赖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此外 ,还要改变人们

的就业观念 ,积极创造条件自主创业 ,到个体 、私营

企业就业 、非正规就业和灵活就业 。只要多方努力 ,

广开渠道增加就业 ,就一定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和社

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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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05页)考虑其对经济的连带作用后所得到

的文物经济增加值是 53.86 亿元 ,文物经济对山西

经济的完全贡献达到了 2.67%,其间接的连带作用

可见一斑 。而且由文物产业拉动的文物经济可以为

山西提供 56.37万人的就业机会 ,对山西的就业贡

献率为4.02%。对文物产业每支出 1元 ,可给山西

经济带来 1.6元的收入;对文物经济每支出 1元 ,则

可给山西经济带来 3.30 元的收入 。从以上分析不

难看出 ,虽然文物资源对山西经济的直接贡献相对

较小 ,但由文物产业及其文物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却

不可轻视 ,所以制定切实可行的文物资源发展战略

对山西经济的腾飞将具有积极的意义。

总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我们应该改变传统的

文物观念 ,形成全新的文物观 ,注重对文物活动经济

贡献的挖掘 ,加大文物保护投资 ,探索有效 、合理的

文物开发利用方式 ,进一步提高文物工作对经济的

贡献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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