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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博客中甚至提出中国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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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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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在编撰

"#!!

年
?

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的研究过程中#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

STR

"对中国经济进行了预测#发现其经济规模将在
"#!J

年超越美
国%据称#中国经济将从

"#!!

年的
!!5G

万亿美元增长到
"#!J

年的
!U5V

万亿
美元+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将从

!K

万亿美元增长到
!U5G

万亿美元%

!根据这一
预测#在

"#!J

年#中国将生产出世界总产出的
!UW

#而美国只占世界总产出
的

!V5VW

%

"这一发现被媒体广泛报道#并冠以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中国经济将在

"#!J

年超过美国-

G

#以及,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爆炸性新
闻(美国的时代即将终结-

?这样的标题%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
称

STR

"可能还是低估了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事实上更有可能发生的是(

仅仅两年之后#即
"#!G

年#中国经济就将超过美国%

K

我将在今天的演讲中#详细讨论这些预测是如何形成的%这涉及如何将
中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

N<O

"换算成美元%我们
的讨论将集中在

"##K

年#但同时我也将给出我个人对中国现今及未来
N<O

的估计%要解释计算以美元计价的中国的
N<O

的复杂性#我们可以首先将
N<O

除以总人口#即得到中国的人均
N<O

%

"##K

年这一数值大约为
!GVJU

元人民币%然而#这一数值并不能与其他国家的人均
N<O

!比如美国
"##K

年
的人均

N<O?!JV?

美元"进行直接比较%显然#这是因为两个数值采用了不
同的货币单位进行衡量%采用

"##K

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官方汇率!即(

U

元人
民币兑换

!

美元"#我们可以换算出当年中国的人均
N<O

相当于
!V"!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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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据此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居民的平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只有美国居民
的

?W

!

P!V"!

)

?!JV?

"%但这一结论是错误的%

造成这一错误结论的原因在于(中国普通居民所面对的物价远低于按照
!

美元兑换
U

元人民币的官方汇率换算得到的物价水平%在中国#一个平均收
入水平的居民能够买到的商品远远多于他用

!V"!

美元在美国能够买到的商
品%这说明使用官方汇率进行

N<O

的换算和直接比较是不当的%要对不同国
家居民贫富差异以及造成这一差异的因素做切实的比较研究#我们需要一种
有意义的方法来计算和比较这些国家在同一种货币单位!比如美元"计量下
的

N<O

#即所谓的,真实
N<O

-%世界银行在其编撰的&世界发展指数'中
就采用了,真实

N<O

-的方法%类似的# ,宾州大学世界表- !

0%1O1''

X+/2FY(E21

#以下简称
OXY

"也独立提供了各国,真实
N<O

-计算和比较#

我将在下文中对
OXY

进行介绍%

二!关于
OXY

OXY

!

M.,,1/:('FZ1:0+'

#

!QQ!

"也许是经济学中被采用最广泛的数
据库%每个月来自学生和职业经济学家的下载数以千计%

"#!#

年#

OXY

设在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主页!

%00

@

())

@

A051*+'5.

@

1''51F.

)"达到了
!K

万人次的访
问和

!"J

万次下载%根据
"#!!

年上半年的情况推算#这一水平在
"#!!

年还
将保持甚至有所提高%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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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回顾了经济增
长和发展领域的诸多学术研究文章#他们总结道(,大约

"

)

G

的跨国实证研究
使用了

OXY

的数据%使用率排在第二位的是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

但它早期也是基于
OXY

的#只是后来逐渐才有所差异%

STR

的&世界经济
展望'数据库的使用率远远落后#位列第三%- !参见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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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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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还指出(事实上#许多在
STR

和世界银行工作的研究
人员在他们的研究中也使用

OXY

%这一点令人惊讶#因为这表明世界银行和
STR

的研究人员更愿意使用
OXY

的数据#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数据库%

OXY

的目标是提供一种统一的$基于美元计价的真实人均
N<O

的跨国比较%正如
前述#进行这种比较不能简单地用市场汇率将各国用本币表示的

N<O

换算成
美元%由于市场存在波动#以及政府的干预#用官方汇率换算完全不合适%

取而代之的#是一项由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其他一些国际机构共同参与
的重大国际项目...国际比较项目!

0%1S'01/'(0&+'(2$+,

@

(/&:+'O/+

C

/(,

#

以下简称
S$O

"%这一项目在很多国家采集各种跨国可比商品在基准年份的价
格信息%以中美两国的价格水平为例#通过将这些商品在中国的人民币价格
相比于其在美国的美元价格#并加以平均#

OXY

就可以构造一个基于,购买
力平价-!

O./*%(:&'

C

O+A1/O(/&0

3

#

OOO

"的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这个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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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可以反映消费者面临的实际价格水平%有了基于
OOO

的汇率#

OXY

就可
以将人民币计价的中国的

N<O

换算成以美元计价#并用以和美国比较#从而
对两国的相对生活水平进行符合现实的度量%

据计算#

"##K

年人民币基于
OOO

的汇率接近
"5K

元人民币兑
!

美元#与
U

元人民币兑
!

美元的官方汇率相差甚远%这意味着
"##K

年中国的人均真实
N<O

接近
KK##

美元!

P!GVJU

)

"5K

"#而不是前述根据官方汇率计算出的
!V"!

美元%由此可见#平均而言#中国居民事实上的生活水平要比根据官方
汇率计算出的情况更好!这是由于他们面临的价格更低"%

S$O

的价格比较对
进行国际换算至关重要#但这一项目只在基准年份进行%

S$O

在
!QV#

年的第
一回合只涵盖了

!#

个国家#但发展到
"##K

年已经有
!?J

个国家参与!参见
世界银行#

"##V

"#并且计划在
"#!!

年覆盖
!U#

个国家%因此#

S$O

正在逐步
实现

OXY

的目标#即提供几乎所有国家真实
N<O

的比较%此外#参与
S$O

的一些国际机构也正分别独立进行真实
N<O

的计算%尽管如此#由于一些重
要的因素#世界银行在其&世界经济指标'中报告的真实

N<O

与
OXY

所报
告的数字并不相同%

S$O

的一个主要的局限是,区域固定性- !

/1

C

&+'(2;&D&0

3

"%由于世界银
行的&世界发展指数'本身就基于

S$O

数据#因此它也继承了这一局限%,区
域固定性-意味着参与

S$O

项目的国际机构!例如#负责欧洲国家的
)./+:0(0

+负责亚太地区的联合国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即
)M$LO

+等等"基
于所在地区计算出的区域内各国的真实

N<O

#必须在接下来的世界范围的计
算中保持,固定-%具体而言# &世界发展指数'必须保持根据

S$O

基准年份
计算得来的欧$亚$非等地区内部各国之间真实

N<O

的相对水平%即使有理
由相信基础数据可能并不准确#它也必须沿用而不能加以修改%

S$O

的这一
局限有时就会导致与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明显不一致的结果%

举例来说#根据
S$O

收集的
"##K

年基准年最新价格信息#世界银行最近
将其对

"##K

年中国真实人均
N<O

的估计下调了整整
?#W

/

<1(0+'('FZ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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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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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G

页"这样写道(

00世界银行!

"##V

"编撰的
"##V

年版&世界发展指数'

!

X<S

"中#列出了
"##K

年中国和印度在现价国际美元下的人均
N<O

分别为
JVKV

美元和
G?K"

美元%而在其使用了
"##KS$O

数据的
"##U

年版
X<S

中#世界银行!

"##U(

#

"##UE

"给出的数据分别为
?#UU

美元和
""""

美元%作为比较#市场汇率下的人均
N<O

则分别
为中国

!V"!

美元$印度
VQV

美元%

作为一个近期发生的例子#世界银行对其官方数据做出如此显著的调整#

使得学术界认识到对真实
N<O

进行独立估计的迫切需求%这一估计必须不受
,区域固定性-或者国际机构强加的其他条件的局限%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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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1/0:M.,,1/:

从
"#

世纪
U#

年代就开始了
这项工作%三位教授对

S$O

数据的建构非常熟悉#对如何改进
S$O

从而更好
地进行国际对比也有着深刻的理解%举例来说#

OXY

并不拘泥于,地区固定
性-的约束#相反#

OXY

使用
S$O

搜集的原始价格数据来对全世界所有国家
的真实

N<O

同时做出全新估计%如果
OXY

认为原材料价格不可靠#它就会
进行调整!正如我们下文将要讨论的

OXY

对
"##K

年中国价格的调整"%当
然#

OXY

的数据仍然可以与世界银行或其他机构的计算结果进行比较#但它
并不受其他这些计算的限制#而是可以依靠自己的判断来决定采用最好的数
据和方法%

在今天的演讲中#我将解释
OXY

计算的真实
N<O

与世界银行的计算结
果有何区别#特别是中国真实

N<O

的计算%此外#我还将讨论承接这一项目
的,下一代-学者关于中国真实

N<O

的最新计算结果%在近十年的时间里#

我经常和
L2('Z1:0+'

进行讨论#了解
OXY

的方法%与此同时#受到
L'

C

.:

T(FF&:+'

的研究的激励#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也长期开展类似
的工作#这项研究现在则由

T(/*12Y&,,1/

负责!参见
S'I2((/('FY&,,1/

#

"##Q

+以及
]̂T(%+'

3

('FY&,,1/

#

"##Q

"%从
"##?

年以来#

Z1:0+'

#

Y&,H

,1/

和我开始在每年举办的研讨会中和其他学者一起讨论这项研究%这些研
讨会的参会者还包括

=1/0=(2I

!

"##U

"#

)/A&'<&1A1/0

!

"#!#(

#

"#!#E

"#

L'H

C

.:<1(0+'

!

"#!#

"#以及
O101/61(/

3

!

"##?

"%在
"#!#

年牛津大学举办的研
讨会中#我们决定#从

"#!G

年计划发布的
OXY

第
U

版开始#将
OXY

的工
作转移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和格罗宁根大学%我在今天的演讲中#将依据
R11':0/(

#

S'I2((/('FY&,,1/

!

"#!"

"的工作#介绍,下一代-

OXY

中对中
国的真实

N<O

的一些初步估计%我将集中讨论
"##K

年#因为这是
S$O

最近
的一个基准年%

J

三!

"##K

的
S$O

数据
世界银行在其&世界发展指数'中对真实

N<O

进行估计时#采用的是
S$O

报告的价格数据%中国在
"##K

年首次参与
S$O

项目%一般认为#中国提
供的数据更能代表城市地区的价格#通常高于乡村地区价格%亚洲开发银行
!

L<=

"

"##V

年的报告中证实了这一点(

S$O

仅仅在
!!

个省会城市及其周边
的农村地区搜集了数据%亚洲开发银行在其

"##V

年的报告中通过外推的方法
得到了全国的平均价格%然而#外推法没有明确考虑不同地区之间和城乡之
间的价格差异%因此#通常认为全国平均价格高估了真实价格%

J

"#!!

基准年
S$O

的价格数据将于
"#!G

年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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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

"##U(

"估计中国
"##K

年的真实
N<O

为
?#UU

美元#这是根
据

S$O

的价格数据得出的(正如前述#世界银行在计算真实
N<O

时必须保持
,区域固定性-#而且不能修改这些价格%但

OXY

不受这样的限制#从而能够
根据自己的判断改进

S$O

的数据%

"#!!

年
J

月
G

日发布的
OXYV5#

版V

#提
供了两个关于中国的估计#分别被称为,中国版本

!

-和,中国版本
"

-%前
者使用了

S$O

从中国搜集的数据#得出
"##K

年的真实
N<O

为
?VGJ

美元+而
后者则对最终消费品价格进行了调整#从而消除了城市偏差#得到真实

N<O

为
K"!U

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估计都远高于世界银行给出的
?#UU

美
元的真实

N<O

%两种版本之间的差距则来自于对
S$O

价格的调整( ,版本
"

-

在计算真实
N<O

之前#将
"##K

年
S$O

的中国价格数据中最终消费品的价格
下调了

"#W

%这一调整的合理性在于中国城乡价格的巨大差异#结果导致真
实

N<O

的估计从
?VGJ

美元上调到
K"!U

美元#增加了
!#W

%

R11':0/(!"#$%

!

"#!!

"使用了另一种方法来修正
"##K

年
S$O

中的中国
消费品价格%基于其他亚洲国家的数据#他们通过简单的线性回归模型预测
了中国的价格%在

!"

大类消费品中#他们下调了其中
K

类的价格!包括食品
和非酒精饮料#服装$鞋袜#教育#餐饮#以及其他商品与服务"#上调了

?

类的价格!房租$燃料$能源#医疗健康服务#交通运输#以及休闲娱乐"#

另外
G

类商品的价格由于缺乏数据而没有调整%

就真实消费的测量而言#采用不同的方法#

R11':0/(!"#$%

!

"#!!

"发现(

如果对中国的消费品价格进行调整#将使得我们对中国
"##K

年的真实消费水
平的估算上升

QW

到
"!W

%这里#所有测量真实消费的方法都只使用消费者
购买商品的价格和数量#而不考虑企业投资$政府购买以及进出口的作用%

因此#为了将调整的估计结果与
OXYV5#

版进行对比#我需要将真实消费的
计算扩展到包含

N<O

的所有部分#包括投资$政府购买$贸易%我们在下一
节里讨论这一扩展%

V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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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B1*+'B.

@

1''B1F.

)%

四!真实
N<O

的各种概念
在对中国或其他国家的真实

N<O

进行估算时#我们应当区分一国的相对
收入和它的生产能力%参与国际贸易#并且出口相对价高的商品而进口相对
价格低廉的商品#一个国家就可以在生产能力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增加同等收
入所能购买到的商品%由此可见#要理解国家富强的决定因素#我们应该区
分真实

N<O

的两种概念(其一#,支出法衡量的真实
N<O

-+其二#,产出法
衡量的真实

N<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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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1':0/(!"#$B

!

"##Q

"在其研究中正式给出了两者之间的区别%下面我
将对他们的理论进行概括#并说明这一概念上的差异何以影响我们对中国经
济的理解%

!一"支出法衡量的真实
N<O

OXY

采用了所谓的
N1(/

3

H\%(,&:

!

N\

"系统来计算真实
N<O

%考虑我
们有最终消费$投资及政府支出共

&

种商品的相关数据!

'P!

#0#

&

"#例如
S$O

在各基准年份搜集的数据#包括不同国家
(

P!

#0#

)

的价格
*'

(

和数量
+'

(

%参考价格!用上标,

!

-表示支出"

!

!

'

和购买力平价
OOO

!

(

由如下系统
解出(

!

!

'

,

#

)

(

,

!

!

*'

(

)

OOO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OO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并加以规范化%用!

"

"式中的
OOO

对以各国货币定价的支出进行换算#就可
以得到用参考价格表示的支出#或称为真实支出(

#

&

'

,

!

!

!

'+'

(

,

#

&

'

,

!

*'

(

+'

(

)

OOO

!

(

#

"

(

,

!

#0#

)%

!

G

"

""

OXY

用!

"

"式中的购买力平价汇率将用本国货币定价的各国名义
N<O

换算为用美元计价的真实
N<O

(

>N<O

!

(

$

!

6+,&'(2N<O

(

")

OOO

!

(

,

#

&

'

,

!

!

!

'+'

(

-

!

.

(

/

&

(

")

OOO

!

(

%

!

?

"

第二个等式是根据
6+,&'(2N<O

(

,

#

&

'

,

!

*'

(

+'

(

-

!

.

(

/

&

(

"得来#其中
.

(

和
&

(

分别是出口和进口的名义值%值得注意的是# !

"

"式和!

G

"式中定义的
OOO

!

(

是根据所有最终商品计算得到的#即包括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但在
!

?

"式中我们还用购买力平价汇率将名义出口和名义进口换算成了真实值%

由于计算
OOO

!

(

仅仅采用了最终商品的价格#我们用上标,

!

-来强调
N<O

!是
基于支出的衡量%正如

R11':0/(!"#$%

!

"##Q

"指出的#这种衡量真实
N<O

的
方法更着眼于反映一个经济体的生活水平或者消费能力%

R11':0/(

#

S'I2((/('FY&,,1/

!

"#!"

"的研究计算了
"##K

年
S$O

中包含
的所有国家的真实

N<O

%我们在表
!

中给出了部分国家的初步计算结果%表
中第一列为用市场汇率换算的人均名义

N<O

#可以看出其中冰岛排名最高%

然而#如果比较真实值#美国的
>N<O

!最高#人均为
?!KKG

美元%出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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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考虑#我们令美国的
>N<O

!等于它
"##K

年的人均名义
N<O

值#这样就
可以解出

N\

系统中的所有国家的
>N<O

!

%冰岛的
>N<O

!为
GUKQ"

美元#表
!

中的其他国家的数值则更低%中国的
>N<O

!为
K#QV

美元#比世界银行
?#UU

美元的估算结果大约高出
"KW

%

表
!

"

人均真实
N<O

的比较#

"##K

国家
人均

N<O

!美元" 相对于美国的人均
N<O

名义
N<O

>N<O

!

>N<O

0 名义
N<O

>N<O

!

>N<O

0

!

!

" !

"

" !

G

" !

?

" !

K

" !

J

"

冰岛
K!UKU GUKQ" GVJ?# !B"?U #BQ"Q #BQK"

美国
?!KKG ?!KKG GQKK# !B### !B### !B###

英国
GV!Q# G"?#! G#J?# #BUQK #BVU# #BVVK

荷兰
G!?!? GGJ"J G!#JK #BVKJ #BU#Q #BVUK

加拿大
G#GVK GGQVK G"!KQ #BVG! #BU!U #BU!G

韩国
!"G?! "?#?? "JVV? #B"QV #BKVQ #BJVV

马其顿
G!KU VGV? U"?# #B#VJ #B!VV #B"#U

中国
QKJ K#QV K?GG #B#"G #B!"G #B!GV

印度
KU" "?"G "?VQ #B#!? #B#KU #B#JG

使用调整后的中国价格(

中国
KK?G KUJ" #B!GG #B!?U

与上一栏里中国的差异!

W

"

UBU VBQ

"

UBU

"

VBQ

""

资料来源(

R11':0/(

#

S'I2((/('FY&,,1/

!

"#!"

"的初步计算结果%

注(第
!

列为用名义汇率换算的人均
N<O

#第
"

列和第
G

列分别为按支出法和产出法衡量的真实
N<O

#第
?

.

J

列为对应数据与美国的比值%

在表
!

的最后一行#我汇报了调整中国消费品价格对真实
N<O

的影响程
度%如前所述#采用

R11':0/(!"#$%

!

"#!!

"建议的方法对消费品价格进行调
整#真实

N<O

上升到
KK?G

美元#高出世界银行的估计值
GKW

%从
K#QV

美
元到

KK?G

美元之间有
QW

的提高#这与,版本
!

-和,版本
"

-之间的差距大
致相同%换言之#即使

OXY

和
R11':0/(!"#$%

!

"#!!

"对价格进行调整的方
法不同...前者对所有消费品统一下调价格

"#W

#后者对不同商品进行不同
的调整...两种情况下价格调整的影响基本相同%因此我认为

R11':0/(!"#$%

!

"#!!

"对消费品价格的调整是可信的%虽然,下一代-的估计与现行
OXY

估计的区别并不大#但两种估计都明显高于世界银行!

"##U(

"的估计结果%

我认为正是世界银行坚持的,区域关联-导致了这一差异%

概括地说#根据,下一代-

OXY

的估计#中国
"##K

年的人均真实
N<O

为
K#QV

美元#如果对城市价格的偏误进行调整#结果则为
KK?G

美元%这些
估计比世界银行

?#UU

美元的估计要高出
"KW

.

GKW

%我相信#如果我们明确
区分不同概念下的

N<O

#中国经济的规模还会比
OXY

所估计的更大%在下
一节#我将讨论基于产出衡量的真实

N<O

!即
/1(2N<O

0

"#这一指标能够反
映一个经济体的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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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出法衡量的真实
N<O

本节将给出产出法衡量的真实
N<O

0

%上述
&

类最终商品仍然包括用于
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这些商品都是不可贸易的商品%另外#考虑

'P&_

!

#0#

&_1

种可供进出口的中间投入品!进口和出口是不同的种类"%例如#

按批发价进口的一辆轿车被认为是进口的中间投入#而当它以零售价售出时
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贸易的最终产品%这种将所有可贸易商品定义为中间投入
的方法遵循了

<&1A1/0('FT+//&:+'

!

!QUJ

"以及
\+%2&

!

"##?

"提出的,生产
法-%

具体而言#我们考虑三组商品(

%

用做最终国内需求的商品!数量
+'

(

&

#

且价格
*'

(

'

#

#对
'P!

#0#

&

"+

%

用做出口的商品!数量
2

'

(

&

#

且价格
*

2

'

(

'

#

#对
'P&_!

#0#

&_1

"+

%

进口的中间商品!数量
3

'

(

&

#

且价格
*

3

'

(

'

#

#

'P&_!

#0#

&_1

"

%

(

国进出口商品的世界价格向量分别为
*

2

(

和
*

3

(

#而国内价格则分别为
*

2

(

_4

(

和
*

3

(

_"

(

#其中
4

(

是出口补贴向量#

"

(

是进口关税向量%

我们将最终产品的参考价格
!

'

#

'P!

#0#

&

以及出口和进口的参考价格
!

2

'

#

!

3

'

#

'P&_!

#0#

&_1

区分开来%这些参考价格是实际观察到的价格的
加权平均#考虑如下系统(

!

0

'

,

#

)

(

,

!

!

*'

(

)

OOO

0

(

"

+'

(

#

)

(

,

!

+'

(

#

"

'

,

!

#0#

&

# !

K

"

!

2

'

,

#

)

(

,

!

!

*

2

'

(

)

OOO

0

(

"

2

'

(

#

)

(

,

!

2

'

(

#

"

'

,

&

-

!

#0#

&

-

1

# !

J

"

!

3

'

,

#

)

(

,

!

!

*

3

'

(

)

OOO

0

(

"

3

'

(

#

)

(

,

!

3

'

(

#

"

'

,

&

-

!

#0#

&

-

1

# !

V

"

以及
OOO

0

(

,

6+,&'(2N<O

(

#

&

'

,

!

!

0

'+'

(

-

#

&

-

1

'

,

&

-

!

!

!

2

'

2

'

(

/!

3

'

3

'

(

"

#

"

(

,

!

#0#

)%

!

U

"

正如!

!

"式和!

"

"式所列的
N\

系统一样#系统!

K

". !

U

"也需要进行规
范化%这一系统对

N\

进行了扩展#加入了进出口的价格和数量信息%

产出法衡量的真实
N<O

#也就是
N<O

0

#结合了最终产出$出口和进口
的参考价格

!

0

'

#

!

2

'

和
!

3

'

%定义如下(

>N<O

0

(

$

#

&

'

,

!

!

0

'+'

(

-

#

&

-

1

'

,

&

-

!

!

!

2

'

2

'

(

/!

3

'

3

'

(

"

,

#

&

'

,

!

!

0

'+'

(

-

!

.

(

)

OOO

2

(

"

/

!

&

(

)

OOO

3

(

"# !

Q

"



第
"

期
>+E1/0$BR11':0/(

(中国有多大*

GVK

""

其中的
OOO

2和
OOO

3定义在可贸易商品上#

'P&_!

#0#

&_1

(

OOO

2

(

,

#

&

-

1

'

,

&

-

!

*

2

'

(

2

'

(

#

&

-

1

'

,

&

-

!

!

2

'

2

'

(

5 OOO

3

(

,

#

&

-

1

'

,

&

-

!

*

3

'

(

3

'

(

#

&

-

1

'

,

&

-

!

!

3

'

3

'

(

%

!

!#

"

""

依据
R11':0/(!"#$%

!

"##Q

"的方法#将真实
N<O

记为
>N<O

0

(

以区分于
>N<O

!

(

%注意到!

Q

"式中的
>N<O

0

(

可以分解成如下形式(

>N<O

0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2

'

2

'

(

#

&

-

1

'

,

&

-

!

*

2

'

(

2

'

(

)

*

+

(

.

(

/

#

&

-

1

'

,

&

-

!

!

3

'

3

'

(

#

&

-

1

'

,

&

-

!

*

3

'

(

3

'

(

)

*

+

(

&

(

%

!

!!

"

!

!!

"式中的三个比值分别为最终商品$出口和进口
OOO

的倒数#即

OOO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OOO

2

(

$

#

&

-

1

'

,

&

-

!

*

2

'

(

2

'

(

#

&

-

1

'

,

&

-

!

!

2

'

2

'

(

)

*

+

(

#

"

OOO

3

(

$

#

&

-

1

'

,

&

-

!

*

3

'

(

3

'

(

#

&

-

1

'

,

&

-

!

!

3

'

3

'

(

)

*

+

(

%

""

为使推导更加简便#可以用
OOO

除以名义汇率
6

(

#相应得到最终商品$

出口和进口的价格水平(

78

!

(

$

OOO

!

(

6

(

#

"

78

+

(

$

OOO

+

(

6

(

#

"

78

2

(

$

OOO

2

(

6

(

#

"

78

3

(

$

OOO

3

(

6

(

%

比较!

?

"式和!

!!

"式#可以立即算出
>N<O

!

(

和
>N<O

0

(

的差异是

>N<O

!

(

/

>N<O

0

(

>N<O

!

(

,

!

/

78

!

(

78

! "

+

(

#

&

'

,

!

*'

(

+'

(

N<O

(

)

*

+

(

-

!

/

78

!

(

78

2

! "

(

.

(

N<O

! "

(

/

!

/

78

!

(

78

3

! "

(

&

(

N<O

! "

(

%

!

!"

"

78

!

(

和
78

+

(

都是根据最终支出计算得出的#仅仅是使用了不同的参考价格#因
此实践上#两者非常接近%如果这两种最终支出的平减指数相等#那么真实
N<O

!

(

超过真实
N<O

0

(

的必要条件是
78

2

(

'

78

!

(

或
78

3

(

,

78

!

(

成立#两个不等式
同时成立则成为充分条件%考虑出口价格高于参考水平而进口价格低于参考
水平的情况#此时我们有

>N<O

!

(

大于
>N<O

0

(

%举例来说#接近可以高价出口
的市场能够更容易实现这种情况#而远离市场则导致进口价高#因而产生相
反的作用#提高

78

3

(

从而可能使得
>N<O

!

(

低于
>N<O

0

(

%

R11':0/(!"#$5

!

"##Q

"用
S$O

基准年
!QQJ

年的价格数据计算了用产出
法衡量的

N\

模型#即!

K

". !

U

"式#但中国未参与这一年的
S$O

%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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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

OXY

正在进行基准年
"##K

年的计算#其方法参见
R11':0/(

#

S'I2((/

('FY&,,1/

!

"#!"

"%在对
"##K

年样本中的所有国家进行加总时#他们令
>N<O

!

(

等于
>N<O

0

(

来规范化%

R11':0/(

#

S'I2((/('FY&,,1/

!

"#!"

"汇报了
所有国家的全部估计结果#表

!

则给出了对部分国家的初步估计%

从表
!

中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均
>N<O

0

(

高于人均
>N<O

!

(

#因此从生产能
力上看#中国的经济规模甚至会更大%为了进一步搞清楚产生这一结论的计
算过程#可以将中国的数据代入!

!"

"式(

>N<O

!

(

/

>N<O

0

(

>N<O

!

(

,

#$

##%QK

-

!

/

#%G"

#%

! "

# $

?K

#%GJ

/

!

/

#%G"

#%

! "

# $

JU

#%G!

-

/

#%#J%

""

由于
78

!

(

和
78

+

(

都是针对最终产品的计算#且都等于
#5G"

#所以!

!"

"

式等号右侧的第一项为
#

%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水平约为
#5?K

#即略低于出
口保留价格的一半#而进口产品的价格水平为

#5JU

%这意味着中国的贸易条
件为

#5?K

)

#5JU

,

!

#使得
>N<O

!

(

小于
>N<O

0

(

#尽管名义出口大于名义进口#

倾向于导致
>N<O

!

(

高于
>N<O

0

(

!即(如果进出口产品的价格水平相同#且高
于最终产品的价格水平"%可以看出#产出法衡量的中国的真实

N<O

比支出
法衡量的高出约

JW

%这意味着
>N<O

0

(

要比世界银行对中国真实
N<O

的估计
高出

?#W

以上%

>N<O

!

(

高于
>N<O

0

(

的现象普遍存在于表
!

中列出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
兴工业化国家#而发达国家则相反%这说明发达国家通常拥有更好的贸易条
件#从而使得!

!"

"式的计算结果为正%但也有不少特例#例如挪威!没有
包括在表

!

中"有世界最高的人均
>N<O

0

(

...

KUU?"

美元#比其
?J"?"

美元
的人均

>N<O

!

(

高出
"KW

以上%这一结果是由于挪威的进口价格异常高#导致
贸易条件较低%相反#乍得!同样没有包括在表

!

中"的人均
>N<O

0

(

为
?#G#

美元#比其
KGVG

美元的人均
>N<O

!

(

低了
"KW

#这是由于乍得的高贸易条件%

由此可见#国家的贸易条件与真实
N<O

有正相关关系#尽管关系较弱%

最后#如表
!

所示#用产出法计算的美国的人均真实
N<O

#比用支出法
计算得来的有所降低#从

?!KKG

美元下降到了
GQKK#

美元%简单计算可以得
出#使用了调整的中国价格后#用产出法衡量的中国人均真实

N<O

相对美国
的比率为

KUJ"

美元)
GQKK#

美元
P!KW

%这一数值是世界银行计算出的真实
N<O

的比率!

?#UU

美元)
?!JV?

美元
PQ5UW

"的
!5K

倍%在此基础上#我们可
以得出结论#中国相对于美国的真实

N<O

很可能比世界银行!

"##U(

"的估计
结果高出

K#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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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真实
N<O

的增长
在演讲的开始阶段#我介绍了媒体对

STR"#!!

年
?

月出版的&世界经济
展望'的报道%&世界经济展望'预测中国经济的规模将在

"#!J

年超过美国%

STR

做出这一估计是根据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指数'中给出的真实
N<O

%

正如我在我的演讲中指出的#我认为&世界发展指数'低估了中国的经济规
模#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可能在

STR

所预测的
"#!J

年之前就将超过美国%

为了估计中国超越美国的时间表#我将表
!

中的估计值乘以各国人口#

得到中国和美国的真实
N<O

!

%根据是否调整价格#中国的
N<O

!有两种估计
结果#因此我先采用较为保守的方法#将两个估计值简单平均#得到人均
N<O

!

KG"#

美元%将这一数字乘以中国
"##K

年的人口
!"5Q

亿#并对美国也
采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得到(

%

"##K

年美国真实
N<O

总值为
!"5GJ?

万亿美元
%

"##K

年中国真实
N<O

总值为
J5UJG

万亿美元
R11':0/(

#

S'I2((/('FY&,,1/

!

"#!"

"对
"##U

年的情况初步估计如下(

%

"##U

年美国真实
N<O

总值!

"##K

年价格"为
!"5V!J

万亿美元
%

"##U

年中国真实
N<O

总值!

"##K

年价格"为
U5Q!J

万亿美元
假定中美两国以

"##K

年到
"##U

年相同的增长率继续增长#可以得出对
"#!!

年
N<O

的估计(

%

"#!!

年美国真实
N<O

总值!

"##K

年价格"为
!G5#VU

万亿美元
%

"#!!

年中国真实
N<O

总值!

"##K

年价格"为
!!5KUG

万亿美元
再外推一年到

"#!"

年#得出(

%

"#!"

年美国真实
N<O

总值!

"##K

年价格"为
!G5"#!

万亿美元
%

"#!"

年中国真实
N<O

总值!

"##K

年价格"为
!"5JGQ

万亿美元
最后#外推到

"#!G

年#得出(

%

"#!G

年美国真实
N<O

总值!

"##K

年价格"为
!G5G"K

万亿美元
%

"#!G

年中国真实
N<O

总值!

"##K

年价格"为
!G5VQ!

万亿美元
因此#根据以上对

N<O

!的估计#如果中国经济能够按照
"##K

年到
"##U

年真实
N<O

!的速度继续增长#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在
"#!G

年超过美国%当然#

如果中国的增长速度放缓而美国增长加速#这一赶超的过程会更长一些%但
更有可能的是#中国甚至会在更短的时间内赶上美国%因为我在以上计算中
对

"##K

年中国真实
N<O

!的估计相当保守#即表
!

中第
"

列的两个
N<O

!的平
均值

KG"#

美元%如果我使用最高的估计值#即表
!

第
G

列的调整价格后的真
实

N<O

0

KUJ"

美元#那么上文中所有关于未来中国经济规模的估计都将上升
!#W

#这意味着中国将在
"#!"

年年底之前超过美国#换句话说#就在这份讲
稿出版之后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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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经济的规模是媒体常常讨论的话题#同时#过去的经济规模也
同样重要%举例来说#

L'

C

.:T(FF&:+'

!

"##V

"认为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规模
的下调是不合理的%因为将调整后的结果向前推#会得出早年中国的人均收
入小于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结论%他倾向于认为

"##K

年中国的
N<O

占美国
的

!U5KW

!

T(FF&:+'

#

"##V

#表
K

"%虽然我没有数据来支持如此大的估计值#

但我们仍然可以考察什么样的真实
N<O

增长率是合理的%

OXY

一直采用国民账户数据中的增长率来计算真实
N<O

#更准确地说#

OXY

分别用消费!

)

"$投资!

9

"和政府支出!

:

"的国民账户价格增长率
来平减这几项的名义增长率#用这些价格增长率的平均值来平减贸易收支
!

0/(F1E(2('*1

"%

OXY

采用这样的步骤是为了简化#目的是保证
OXY

的真
实

N<O

的增长率与国民账户中真实
N<O

的增长率相同%遗憾的是#这一目
标没有实现%正如

R11':0/(!"#$%

!

"##Q

#附录"和
7+%':+'!"#$%

!

"##Q

"指
出的#每当

S$O

采用新的基准年的价格数据时#

OXY

中给出的以前年份的增
长率就会改变%原因在于(

OXY

中真实
)

$

9

$

:

和!

.`&

"的增长率由国
民账户数据给定#而真实

N<O

的增长率则是它们的加权平均值#而权重!即
各项在真实

N<O

中占的比例"则由基准年数据确定%由此可见#

OXY

中真
实

N<O

的增长率不能独立于
S$O

数据基准年的选取%而且#每当新的基准年
数据被采用#之前基准年得到的所有信息都将被忽略%

在
R11':0/(

#

S'I2((/('FY&,,1/

!

"#!"

"开展的,下一代-

OXY

中#这
两个不足之处都将得到解决%第一个问题相对简单#只需要将权重!即

)

$

9

$

:

$

.`&

占真实
N<O

的份额"固定为所考察年份前后两个相邻的基准年
的平均值%举例来说#计算

!QQJ

年到
"##K

年之间的增长率时#将采用这两
个基准年真实

N<O

份额的平均值%这样一来#即使下一个
S$O

基准年...

"#!!

年...的数据发布#这些权重也不会改变%而第二个问题#即计算真实
N<O

各组成部分增长时不使用往期基准年数据的问题#解决起来更为复杂%

R11':0/(

#

S'I2((/('FY&,,1/

!

"#!"

"提出#可以结合国民账户中的价格信
息#在

S$O

基准年份之间内推#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合了后续
S$O

信
息和国民账户信息的混合价格系列%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所有

S$O

基准年的
数据#包括

!QV#

年$

!QVK

年$

!QU#

年$

!QUK

年$

!QQJ

年和
"##K

年#都会
在计算各国相对

N<O

的时候起到重要作用%

可惜的是#中国在
"##K

年之前并没有参与
S$O

#因此
R11':0/(

#

S'I2((/

('FY&,,1/

!

"#!"

"的方法不适用于中国%但是#作为中国的邻国#印度从
!QV#

年开始就参与了
S$O

项目%因此#通过研究引入早期数据会怎样影响对
印度的真实

N<O

增长率的测算#我可以进行推测(假设中国向
S$O

提供了之
前的价格数据#那么中国真实

N<O

的增长率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图
!

画出了中国的
>N<O)

1

6L

序列#即利用国民账户中
)

$

9

和
:

的增
长率从

"##K

年数据推算的真实
N<O

!

%这本质上与
OXY

现在采用的方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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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唯一不同的是后者将会使用新基准年!

"#!!

"的年份#因此
"##K

年之前
N<O

各部分在加总时使用的权重是相同的%图
!

中的另一序列
>N<O)

1

6N

展示的是,下一代-

OXY

的真实
N<O

!

#其中各年增长率的计算公式利用了
之前所有基准年的信息%由于缺少中国之前基准年的信息#这两个序列非常
接近!除了最后一年

"##U

年"%

U

U 中国的物价水平从
"##V

年到
"##U

年之间有显著增长#特别在投资品这一类中#这对于,下一代-

OXY

!即
6N

序列"比对国民账户!

6L

系列"的增长率有更大的向下压力%

图
!

"

中国的人均真实
N<O

类似的#图
"

给出了印度的
>N<O)

1

6L

序列#采用的方法与
OXY

类
似#但针对上文提到的第一种不足情况做了修改(利用相邻基准年来确定权
重%印度的

>N<O)

1

6N

也在图中给出#即,下一代-

OXY

关于真实
N<O

!

的计算结果#这一计算使用的公式利用了之前所有基准年信息%由于印度自
!QV#

年开始就参与
S$O

的各基准年的信息搜集#因此印度相对美国的真实
N<O

取决于基准年的数据#而不依赖于国民账户的增长率!国民账户增长率
则只用于基准年之间年份的推算"%可以看到#

!QV#

年使用当年
S$O

数据计
算出的真实

N<O

!远远大于
OXY

之前使用的算法!即利用国民账户
N<O

各部
分增长率推算"所计算出的结果%前者估计出的真实

N<O

!为
!JV"

美元#后
者估计出的只有前者的一半#为

UVJ

美元%

!QVK

年和
!QU#

年两种算法的结果
也同样出现了巨大的差异#然而到

!QUK

年这种差异就变小了%显然#

S$O

基
准年的价格数据包含了一些信息#这些信息没有在国民账户的消费$投资以
及政府支出的价格指数中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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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印度的人均真实
N<O

资料来源(

R11':0/(

#

S'I2((/('FY&,,1/

!

"#!"

"的初步计算结果%

我的预测是#假设中国的数据能更早地被
S$O

统计#可能也会出现与印
度类似的情况(

!QV#

年中国的真实
N<O

1将不会是图
!

中的约
?##

美元#使用
实际跨国价格数据计算出的结果或许更高%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可以解释
T(FF&:+'

!

"##V

"提出的疑问(按照世界银行估计的
"##K

年真实
N<O

!推算#

中国早期的居民收入就会低于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水平%

六!结
""

论
在本文中#我分析了世界银行使用

"##K

年
S$O

的价格数据对中国真实
N<O

所做出的修改%由于这些价格高于预期#所以对中国真实
N<O

的估计会
下调(从世界银行!

"##V

"的人均
JVKV

美元下降到世界银行!

"##U(

"的
?#UU

美元%

<1(0+'('FZ1:0+'

!

"#!#

"总结了这次下调的可能原因#而我在
参考

R11':0/(

#

S'I2((/('FY&,,1/

!

"#!"

"开展的,下一代-

OXY

的基础
上#给出了中国真实

N<O

的一些替代性的估计%

我在这里报告的实证结果建立在世界银行!

"##U(

"发布的
S$O"##K

基准
年数据的基础上%同时#我介绍了

R11':0/(!"#$%

!

"#!!

"的工作#他们对亚
太地区国家在

"##K

年
S$O

项目中的价格数据进行了调整#从而改进了对中国
真实消费的估计%他们采用回归模型将商品价格水平表示为真实人均收入的
函数#然后根据回归结果对中国的价格数据进行调整(取决于衡量方法#他
们发现真实消费需要上调

QW

到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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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将关注点从消费转到
N<O

总值上#根据
N\

模型的估计#

"##K

年
中国按支出衡量的人均真实

N<O

为
K#QV

美元#比世界银行
?#UU

美元的估计
值高出

"KW

%如果对消费品的价格进行调整#真实人均
N<O

!进一步上升
!#W

#达到
KK?G

美元%此外#

R11':0/(

#

S'I2((/('FY&,,1/

!

"#!"

"给出了
按产出法衡量的中国真实

N<O

的初步估计#这一数值在不对消费品价格进行
调整时为

K?GG

美元#进行调整后为
KUJ"

美元%后一个估计值比世界银行
?#UU

美元的估计值高出约
?KW

%

另外#当衡量方法从支出法变为产出法时#美国的人均真实
N<O

会从
?!KKG

美元下降到
GQKK#

美元%根据这一结果#调整过消费品价格之后#中国
的人均真实

N<O

相比美国的比例为
!KW

!即
KUJ"

美元)
GQKK#

美元"%这一
结果是世界银行

"##K

年估计值!即
?#UU

美元)
?!JV?

美元
PQ5UW

"的
!5K

倍%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真实
N<O

占美国的百分比非常
可能比世界银行!

"##U(

"的估计结果高出
K#W

%中国经济规模的估计值变大
预示的是#中国在经济规模上超过美国的时间将比

STR

预测的更早(我们预
期中国将在

"#!G

年甚至
"#!"

年超过美国#而不是
"#!J

年%事实上#当我下
次有机会在北京大学做报告的时候#我很可能已经身处一个比美国更大的经
济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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