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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设中国资本存量数据库的基本构想

刘必清，袁加军，曾五一

一、问题的提出

资本作为生产的重要投入要素，在国民经济中

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资本存量是开展各种经济分

析所需要的最重要经济变量之一。当前，为了更好

地进行供给侧的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不仅需要了

解总的资本存量，而且需要了解详细的分行业、分地

区资本存量的数据。以往，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的官

方统计一直未正式发布关于资本存量的统计数据。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对中国资本

存量估算问题进行研究。其中张军扩、贺菊煌、张军

等学者所做的工作比较具有代表性，其研究思路主

要是围绕着 永 续 盘 存 法 在 中 国 的 具 体 应 用 而 开 展

的，内容主要涉及固定资本流量指标的选择、基准年

份资本存量的估算、不变价投资的换算、折旧率的估

计等方面。这些研究为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中国资本

存量核算方法做了有益的探索。但总的来看，有关

资本存量概念理论内涵的界定、估算的具体方法、所
利用的统计资料等方面都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研究

的问题。不同学者估算的结果也有较大的差别，其

估算的精 度 与 可 信 性 都 有 待 进 一 步 提 高。至 于 全

面、系 统、完 整 的 资 本 存 量 数 据 库，基 本 上 仍 属 于

空白。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提出对中国资本存量核算

的理论、方法及其应用问题做进一步系统、深入的研

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有关中国资本存量的数据库

建设。通过这一研究，不仅可以系统地总结一套对

资本存量进行核算与分析的理论与方法，而且促进

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还可

以填补中国在资本存量数据库上的空白，为今后开

展宏观经济分析、经济预测和决策提供重要的依据。

非常值得庆贺的是，我们所提出的研究计划得

到了同行专家的充分肯定，并被国家社科规划领导

小组批准为２０１５年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以

下，我们就该重大项目的核心内容之一：资本存量数

据库建设的基本思路做一些介绍。

二、研究目标、预期成果与研究内容

资本存量数据库建设是本项目研究的核心子课

题之一，其研究目标是：构建一个系统、完整、详细的

资本存量数据库和方法库，为今后开展这方面研究

和分析提供基础资料和工具。子课题的预期成果为

建立一套在线的资本存量数据服务和管理系统。该

系统将充分利用统计分析工具，采用目前主流的数

据库技术和 Ｗｅｂ技术搭建，并最终通过网站形式体

现。本子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数据库内容

数据库主要包括以下两个子库。

１．资本存量核算基本数据库。基本数据包括两

大类：第一类是估算中国资本存量相关指标所需要

的基础统计数据，如历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

形成、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经济普查年份的固定

资产余额等等；第二类是经过重大项目研究所得到

的数据。如资本存量价格指数、总资本存量、净资本

存量、生产性资本存量等指标。上述两大类数据，既
要包括国家层面的总量数据，也要包括分城乡、分产

业（行业）与分地区的数据。

２．资本 存 量 核 算 方 法 库。该 方 法 库 包 括 两 大

类：第一类是各种资本存量估算算法的计算机实现，

主要建立在 基 准 年 份 盘 存 法 和 永 续 盘 存 法 的 基 础

上。利用基本库中的基础数据和方法库中的估算工

具，可以很方便地生成各种有关资本存量指标的数

据；第二类是应用方法库，主要为应用资本存量数据

有关计量方法和计量模型的计算机实现。利用数据

库中资本存量相关数据和其他基础数据，可以方便

地开展各种分析和预测。

（二）数据库管理系统

基于主数据库技术和 Ｗｅｂ技 术 搭 建 起 一 套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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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数据服务和管理系统，以实现对资本存量核算

基础数据的持续和高效管理。资本存量核算基础数

据库的建设不是一劳永逸的工作，在线的数据服务

和管理系统旨在降低数据维护的难度，提高数据维

护的效率，将研究人员的精力从繁杂的数据维护工

作中解放出来，以进行更有意义的研究工作。
（三）数据库门户网站

配套建设一个以资本存量核算研究为主题的网

站。网站的主要功能包括：更新本课题的研究进展，
展示本课题的研究成果，沟通交流的平台。构建针

对相关领域研究人员的在线用户系统，便于研究人

员沟通交流数据库的使用，提出数据库的改进意见

和展示其研究成果。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系统研发管理

本 子 课 题 的 研 究 涉 及 数 据 库 与 软 件 产 品 的 研

发，因此为提高效率和保障最终产品质量，我们将参

考目前主流的软件研发管理方法和实践，同时综合

考虑本子课题需求、目标用户需求，现有的软硬件条

件、现有人员配备、未来的系统使用预测等因素，构

建一个敏捷的软件研发团队，确定一套具体的软件

研发管理流程。
资本存量核算数据服务和管理系统研发是典型

的创新型软件研发项目，研究过程中将充满变数和

挑战，为保障项目的顺利开展，本课题团队将构建一

套基于迭代的快速发布的软件研发管理流程以应对

研发过程中的变化。
该流程的核心包括：

１．迭代式的推进。本课题团队保证在每一个迭

代周期内产出可见的可以使用的软件产品，作为进

一步沟通的基础。

２．会议沟通。在项目开展的过程中，课 题 成 员

通过面对面的每日短会沟通迭代期间的产品功能和

进展。本课题相关人员通过迭代周期前后的计划会

议、评审会议和回顾会议沟通整个迭代的功能、进展

和成果。

３．项目进展的可视化。通过直观的图表展现项

目的实时进展。

４．采用新的技术手段。这些手段包括：统 一 的

编码标准、版本库、自动化测试和持续集成、用户测

试（通过自动化部署到测试环境，让真实用户参与测

试）、集体代码所有权（任何团队成员都可以修改代

码，并为自己提交的代码负责）、简单设计和重构等。

新的技术手段将使团队更容易实现项目目标。
（二）系统设计构想

１．系统基本需求。基于功能性、可靠性、安全性

和易用性等方面的考虑，本课题需要完成的系统必

须体现以下基本特征：（１）实现本课题的核心产出即

资本存量数 据 服 务 和 管 理 系 统 的 所 有 逻 辑 功 能 模

块。（２）根据其他子课题研究的结果，完善基本数据

库中的数据和实现方法库中的各种算法，实现基本

数据库与方法库的有效更新与维护。（３）系统应具

有良好的用户使用体验，功能操作简单，数据呈现具

备优秀的可视化的效果。（４）系统应具有较强的稳

定性、扩展性、安全性，能够满足预测目标用户的访

问请求和数据统计分析的计算需要，能够保障基本

数据库中数据和用户数据的数据安全。

２．系统 逻 辑 功 能 模 块。为 了 实 现 系 统 基 本 需

求，有效地对资本存量核算基本数据库与方法库进

行更新与利用，本系统将包括以下模块：（１）基本数

据库管理 模 块。提 供 基 本 数 据 库 中 数 据 的 管 理 功

能。基本数据库是资本存量相关基础数据的集合，
是其他功能模块的数据来源，因而基本库中数据的

完备性和准确性将严重影响研究结果的质量。为实

现对基本数据库的有效管理，系统将提供一套针对

这些基础数据的管理功能，这些功能包括数据分类

管理、数据导入导出、数据更新和版本管理等。（２）
方法库管理模块。提供方法库中各种方法的管理和

方法参数配置功能。方法库中提供的方法是处理基

础数据的预定义工具，能够有效提高数据分析和利

用的效率。方法库管理模块允许管理人员采用插件

的方式新增和删除方法，同时向相关研究人员提供

方法参数 的 定 义 和 更 新 功 能。（３）数 据 查 询 模 块。
提供基本库中数据的综合查询功能。查询模块是获

取未经处理的基础数据的入口，提供针对各类基础

数据和各类指标的综合查询和导出功能。（４）数据

分析模块。提供应用方法库中的方法进行数据分析

的相关功能。允许研究人员在查询所得数据的基础

上，应用方法库中提供的方法，从基本库中计算生成

新的资本存量核算指标，据此进行初步的描述统计

分析，以反映出数据的基本特征，并最终输出数据。
（５）数据可视化与输出模块。提供数据的可视化显

示和导出的相关功能。数据查询和分析结果均可导

出，并且除了以常规表格方式显示外，还以图形化方

式显 示，包 括 时 间 序 列 折 线 图、柱 形 图、相 关 图 等。
（６）门户网站。提供内容和用户管理相关功能，用以

展示本课题 研 究 成 果 和 满 足 研 究 人 员 沟 通 交 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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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本数 据 库 系 统 功 能 模 块 和 逻 辑 架 构 如 图１

所示。

图１　资本存量数据库总体框架图

　　３．系统架构。本系统将充分利用开源统计分析

工具，采用目前主流的数据库技术和 Ｗｅｂ技术搭建

起一套在线的数据服务和管理系统。系统的主要用

户包括使用数据库的研究人员和系统的管理人员。
该系统允许研究人员经授权后通过互联网访问数据

库中庞大的数据记录，同时利用平台提供的在线分

析功能，即时获得数据统计报表和数据图形化展示。
由于大多数研究人员已经拥有一些主流在线数据库

系统的使用经验，为提高用户使用体验，本数据库系

统需在设计上满足研究人员的操作和使用习惯，在

性能上提供高效查询和分析的能力。此外，该系统

允许管理人员在线管理和维护数据库中的基础数据

和方法库中的方法和工具。
（１）系统架构选型

本系统整 体 采 用Ｂ／Ｓ架 构。Ｂ／Ｓ架 构 是 浏 览

器／服务器 架 构 的 简 称，是 相 对 传 统Ｃ／Ｓ架 构 而 言

的适应互联 网 环 境 的 新 架 构。与Ｃ／Ｓ架 构 需 要 安

装客户端不同，用户只要拥有浏览器即可访问服务

器提供的各类在线 Ｗｅｂ服务。伴随 着 互 联 网 的 发

展，Ｂ／Ｓ架构已经成为软件系统架构的主流方式，目
前全球主流的 在 线 数 据 库 系 统 也 大 多 采 用Ｂ／Ｓ架

构。为 充 分 利 用 现 有 资 产，本 系 统 采 用 Ｎｅｔ技 术

框架，底 层 数 据 库 使 用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ＳＱＬ　Ｓｅｒｖｅｒ　２　０　１　２

Ｒ２。ＮＥＴ技 术 框 架 是 一 个 跨 语 言 的 统 一 编 程 环

境，在快速创建 Ｗｅｂ应 用 程 序 和 Ｗｅｂ服 务 方 面 具

有 优 势。新 版 本 的 数 据 库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ＳＱＬ　Ｓｅｒｖｅｒ
２０１２Ｒ２不仅延续了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数据库家族的 强 大

数据平台的能力，而且在实现数据库系统高可用性

和高性能方面提供了新的功能支持。以上技术选型

将为本系统 的 迭 代 式 研 发 和 今 后 的 运 行 维 护 提 供

保障。
为满足可能日益增长的访问需求，系统将允许

进行分布式部署，并对访问进行负载均衡。本系统

为适应分布式的需要和提高系统性能将进行多个层

次划分，主要包括：用户层、应用层和数据层。用户

层主要实现用户界面，在必要功能上采用Ａｊａｘ技术

以提高用户使用体验。应用层主要实现业务逻辑，
通过对业务算法的实现和底层数据操作的组合提供

整体的业务服务。数据层主要实现对文件访问和数

据访问的封装，已提供上层调用。分布式是提高系

统吞吐能力的最有效手段，为满足未来可能的访问

需求，本系统设计具有向分布式扩展的潜力。
（２）服务器架构

为提高本系统的可用性和扩展性，系统将部署

在采用云架构的服务器集群中。云架构是目前最为

流行的 Ｗｅｂ应用服务的基础架构，具有高可用性和

可伸缩性的特点。另外为保障数据安全，本子课题

团队将自行搭建小规模的云架构的服务器集群，该

服务器集群建立在虚拟化平台基础上，并充分利用

现有硬件资源和网络带宽。基于云的数据服务和管

理系统将能够有效利用硬件资源，降低运行维护成

本，保障服务的高效和稳定。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资本存量

核算理论方法与相关数据库建设》（１５ＺＤＢ１３５）成果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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