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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和储蓄率 
 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储蓄 
 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 
 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的原因 
 政策讨论 



1978年以来的国民储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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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消费支出计算的国民储蓄率 资本形成率 固定资本形成率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1、在1993－1997年下降，1997－2001年间变化不大，2002－2005年上升较快，2005－2006年上升较慢2、由于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顺差日益增加，我国的国民储蓄率高于资本形成率，而且2004年之后的差距明显增加。



 居民部门的储蓄倾向并没有显著上升 
 居民部门储蓄占GDP比例也没有显著上升 

 
 居民消费占比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居民部门的可支
配收入占比下降 



资金流量表原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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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1、在原来的资金流量表中，居民储蓄倾向1997－2001下降，2002年开始上升，在2005年上升幅度很大，可能的原因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估计值存在问题。2、调整后的结果中，2002－2005年间居民的储蓄倾向小幅度增加，而且在 2005－2007年又回到平均水平。3、调整后的结果中政府部门的储蓄倾向在1998年开始不断上升。表明政府的收入更多地用在了资本性支出上。



调整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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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1、在原来的资金流量表中，居民储蓄倾向1997－2001下降，2002年开始上升，在2005年上升幅度很大，可能的原因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估计值存在问题。2、调整后的结果中，2002－2005年间居民的储蓄倾向小幅度增加，而且在 2005－2007年又回到平均水平。3、调整后的结果中政府部门的储蓄倾向在1998年开始不断上升。表明政府的收入更多地用在了资本性支出上。



各部门对国民储蓄率的贡献：原始资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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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Notes
1993－2005年间，调整前后各部门对国民储蓄率变化的贡献的变化趋势相同。区别：原资金流量表中，居民部门的贡献相对较高；调整后，企业部门的贡献高。1、国民储蓄率在1993－2001年间变化不大，2002年开始不断上升2、政府和企业的贡献在1996年以来一直上升；3、1997－2001年，居民储蓄倾向下降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居民贡献下降，抵消了企业和政府部门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3、2002－2005年，居民储蓄倾向上升，居民的贡献上升。三个部门同时使国民储蓄率上升。2002－2005年国民储蓄率上升一方面与收入分配格局变化有关，也部分地与居民部门储蓄倾向上升有关。4、2005年后，居民收入占比和储蓄倾向下降，居民部门的贡献下降。2005－2007年间国民储蓄率上升主要来自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



各部门对国民储蓄率的贡献：调整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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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1993－2005年间，调整前后各部门对国民储蓄率变化的贡献的变化趋势相同。区别：原资金流量表中，居民部门的贡献相对较高；调整后，企业部门的贡献高。1、国民储蓄率在1993－2001年间变化不大，2002年开始不断上升2、政府和企业的贡献在1996年以来一直上升；3、1997－2001年，居民储蓄倾向下降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居民贡献下降，抵消了企业和政府部门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3、2002－2005年，居民储蓄倾向上升，居民的贡献上升。三个部门同时使国民储蓄率上升。2002－2005年国民储蓄率上升一方面与收入分配格局变化有关，也部分地与居民部门储蓄倾向上升有关。4、2005年后，居民收入占比和储蓄倾向下降，居民部门的贡献下降。2005－2007年间国民储蓄率上升主要来自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



 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是最主要原因 
 居民部门经营性留存、财产收入占比都有下降 
 再分配过程也减少了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 

 



绝对值 贡献率 绝对值 贡献率 绝对值 贡献率

劳动者报酬 － － － － -0.0459 42.01%
生产税净额 － － 0.0235 31.48% －

财产收入 0.0248 71.25% 0.0028 3.77% -0.0180 16.43%
经营性留存 0.0319 91.64% 0.0027 3.57% -0.0217 19.88%
小计：初次分配 0.0567 162.89% 0.0289 38.82% -0.0856 78.32%
收入税 -0.0227 -65.17% 0.0323 43.41% -0.0097 8.84%
社保净付款 － 0.0090 12.05% -0.0090 8.21%
其中：社保缴款 － － 0.0244 -0.0244

社保福利 － － -0.0154 0.0154
社会补助 0.0008 2.28% 0.0043 5.73% -0.0051 4.63%
小计：再分配 -0.0219 -62.89% 0.0456 61.18% -0.0237 21.68%
可支配收入 0.0348 100% 0.0745 100% -0.1093 100%

企业部门 政府部门 住户部门

原始资金流量表



绝对值 贡献率 绝对值 贡献率 绝对值 贡献率

劳动者报酬 － － － － -0.0948 59.57%
生产税净额 － － 0.0551 51.16% －

财产收入 0.0303 58.83% 0.0034 3.15% -0.0188 11.80%
经营性留存 0.0431 83.61% 0.0036 3.33% -0.0219 13.75%
小计：初次分配 0.0735 142.44% 0.0620 57.64% -0.1355 85.11%
收入税 -0.0227 -43.97% 0.0323 30.05% -0.0097 6.07%
社保净付款 － 0.0090 8.34% -0.0090 5.64%
其中：社保缴款 － － 0.0244 -0.0244

社保福利 － － -0.0154 0.0154
社会补助 0.0008 1.54% 0.0043 3.96% -0.0051 3.18%
小计：再分配 -0.0219 -42.44% 0.0456 42.36% -0.0237 14.89%
可支配收入 0.0516 100% 0.1076 100% -0.1592 100%

企业部门 政府部门 住户部门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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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Notes
分析表明，2001年以来国民储蓄率上升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有关。2、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调整前后变化趋势同，定量不同）：（1）居民部门比重自1996年以来直线下降，而企业和政府部门比重则上升。（2）居民部门收入占比下降主要发生在初次分配阶段，原因是要素分配有明显的变化：(1) 作为居民部门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收入份额，在这期间下降；（2）居民部门取得的财产收入占比下降，一是全国的财产收入占比下降了2.1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居民在财产收入中的比重也在逐年下降。（3）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上升，主要是初次分配阶段的经营性留存和财产收入增加：（1）低利率政策一方面使得财产收入降低，另一方面降低了资金使用者的成本，由于企业部门是居民资金的使用者，因此企业的经营性留存也随之增加；（2）企业向居民支付的劳动者报酬减少。（4）在再分配阶段，企业和居民部门增加了对政府的转移支付：（1）企业和居民缴纳的收入税上升；（2）居民向政府缴纳的社保费的增幅高于从政府那里取得的社保福利；（3）企业和政府对居民部门的社会补助比重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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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 劳动者报酬在剔除生产税后的GDP中的比重



 1978-1984: 略微上升 
 1984-1994: 波动略降 
 1995-: 大幅下降 
 1995-2007: 12.45个百分点 
 1995-2004: 10.73个百分点 
 2003-2004: 骤降5.25个百分点 



 2003年和2004年间劳动收入份额的骤然下降完全
是由核算方法变化所致 

 1978－2004年间，产业结构转型和以工业为主的
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同时起作用 

 1995年到2003年间，影响劳动收入变化的主要原
因如下： 
 产业结构从农业向服务业转型 (解释61%) 
 以工业部门为主的部门内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工业部门国有经济改制 
 工业部门市场垄断增加 
 在工业部门，劳动和工资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技术改进不是
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主要原因。 

 工业部门的要素替代弹性并未显著偏离1 



 自2004年开始，收入法GDP核算方法发生了
如下变化： 
 非农业部门自雇用劳动者的收入在2004年之前全部
计为劳动收入，自2004年开始全部计为资本收入，
从而使非农部门劳动收入份额骤然下降。 

 国家统计局宣布，自2004年起所有国有和集体农场
不再计算营业盈余，将该项计入劳动者报酬，从而
使农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骤然上升。 

年份 总体 农业 工业 建筑业 第三产业

2003 0.5362 0.8607 0.4444 0.6810 0.4900
2004 0.4837 0.9222 0.3823 0.5975 0.4098



 调整方法 
 利用《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我们估计个体经
济业主收入，调整2004年非农部门的收入法GDP核
算数据； 

 估计2004年国有和集体农场的营业盈余，调整了
2004年农业部门收入法GDP核算数据 



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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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主要产业的劳动收入份额 



 百分点  贡献率，N2 1995-2004 期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原因, N1 
 -10.73  100%    

1995-2003 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原因  -5.48  51.1% 100%   

其中：(1)结构转型带来的影响  -3.36   61.31%   

(2)产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影响  -2.12   38.69% 100%  

       其中：(2.1)工业部门的影响  -1.65    77.83% 100% 

             其中:国有企业改制，N3  -0.70     42% 

                  垄断程度增强，N3  -0.35     21% 

                  其他模型因素，N3，N4  -0.12     7% 
                  未能解释的残差，N3，N4  -0.48     30% 

             (2.2)农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影响  -0.47    22.17%  

2003-2004 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原因  -5.25  48.9% 100%   

其中：(1)统计核算方法改变的影响  -6.29   120% 100%  

    其中：(1.1)个体业主收入改计为营业盈余的影响  -7.09    113%  

         (1.2)国有和集体农场不计营业盈余的影响  0.81    -12.9%  

       (2)结构转型带来的影响  0.28   -5.33%   

       (3)产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带来的影响  0.77   -14.7% 100%  

       其中：(3.1)农业部门  0.11    14.29%  

             (3.2)工业部门  -0.81    -105%  

             (3.3)建筑业部门  -0.32    -41.6%  

             (3.4)第三产业  1.79    232%  

 



居民部门存款在各项存款中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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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存款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作者计算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居民部门的财产收入占比下降的第二个原因，是该部门的储蓄存款在全国各项存款中的比重下降。



 劳动者的话语权减弱(时间哑变量没有显著趋势）
和剩余劳动力太多等问题不是劳动收入占比下降
的重要原因。（要素替代弹性接近于1） 

 我们也对省际数据做了分析，结果和我们前面得
到的结果一致，同时我们还发现： 
 对外开放程度高的地区劳动收入占比偏高； 
 税收负担重的地区劳动收入占比偏低。 

 在对外开放中形成的国际分工不是劳动收入占比
下降的重要原因。 



 初次分配： 
 由于资本和劳动的要素替代弹性为1，提高工资会减少
就业，但不会提高劳动收入在总产出中的比重。 

 大力发展服务业有利于增加劳动收入，税制不利于服
务业发展，垄断也不利于服务业发展。 

 减少垄断。 
 税收过重对劳动收入有更大的负面影响。 
 对外开放有利于增加劳动收入。 
 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提高存款利息 



 再分配： 
 居民：降低社保缴费率 

 社保缴费的归属问题 
 社保带来的不同年龄组之间收入再分配所产生的影响 

 企业：增加分红，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分红 
 政府：增加对社保的投入 
 政府：减少建设性投资 



 前面我们只从要素收入分配和可支配收入在居民、
企业和政府间的分配的角度来考虑收入分配以及
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还有很多其他角度。 

 城乡间收入不均：提高农民收入和城市化之间的
关系、农民工子弟教育问题、农民工的其他福利 

 地区间收入不均：公共服务均等化、企业税的总
部效应、转移支付 

 居民间收入不均：垄断问题，灰色收入问题，福
利，应该科学讨论个人所得税问题和遗产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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