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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经济学是关于经济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自 1776
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奠基，现代经济学经历了 200
多年的发展，已有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等众多专业方向，并应用于各相关领域，指导人类对财富
的创造与积累。经济学原理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主干
课程，该课程在经济管理类本科人才的培养中起基础性
作用，是所有经济管理类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与必修课
程。教材是知识的载体，是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目前具有地方师范本科教育特色的《经济学原理》教材很
少，多年来一直使用的是研究型本科经典教材，这类教材
内容多，公式推导繁杂，不太适合地方师范院校本科生的
培养要求。我们本着面向应用、兼顾深造的原则，编写了
本书。本书编者都是有着多年一线教学经验的老师，大
家根据多年的教学心得，尽量删繁就简，突出重点，联系
实际。本书以最新的经济数据为材料，以当下的经济形
势为背景，力图引导学生以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其运用经
济学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①
基础知识原理阐述清晰;②突出经济学科的应用之道;③
力求反映时代特征。该书适用于地方师范院校及应用型
本科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教学，也可作为经济学知识的普
及用书。

全书分为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两部分，共两册十九
章。其中微观经济学十章，宏观经济学九章。微观经济
学部分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个体经济决策行为，围绕需求



与供给、消费者行为、生产理论、成本与收益、厂商行为理论、分配理论、微观经济
政策等内容展开。宏观经济学部分的内容是研究宏观经济指标的决定与变动，
围绕国民收入核算、国民收入决定、失业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宏观
经济政策与实践等内容展开。

本书由刘荣春和张明林教授领衔编写，汇集了邓九根、王新荣、宋金奇、齐玮
娜等多名优秀教师参与。全书编写分工如下:

微观经济学部分第一、第四、第十章，宏观经济学部分第二、第六、第七章由
刘荣春老师编写。

微观经济学部分第二、第五、第六章，宏观经济学部分第一、第四、第九章由
张明林老师编写。

微观经济学部分第七章，宏观经济学部分第三章由邓九根老师编写。
微观经济学部分第三章，宏观经济学部分第五章由王新荣老师编写。
微观经济学部分第八章，宏观经济学部分第八章第一、二节由宋金奇老师编

写。
微观经济学部分第九章，宏观经济学部分第八章第三、四节由齐玮娜老师编

写。
此外，詹强南、黄婕、黄志刚、廖萍、周荣华、罗颖、蒋海铭、刘孔柏、张庆亮、余

志辉、朱海萍、邵士彬、赵晨、申雅杰、柯芳等老师和硕士研究生为本书的撰写提
供了大量素材，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

最后，感谢江西高校出版社黄红冈和王维编辑，她们热情、认真、细致、严谨
的工作态度令我们深受感动!

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进
一步完善。

编 者
2012 年 8 月

·2·



书书书

目 录

第一章 宏观经济学与国民收入核算 /1
第一节 宏观经济学概述 /1
第二节 国内生产总值 /4
第三节 核算国民收入的几种方法 /6
第四节 与国内生产总值相关的几个概念 /10
第五节 从国民收入核算中推导出的基本公式 /12
第六节 名义 GDP和实际 GDP /15

第二章 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18
第一节 均衡产出的引出 /18
第二节 凯恩斯的消费理论 /20
第三节 其他消费理论 /24
第四节 两部门经济中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及变动 /29
第五节 乘数论 /32
第六节 三部门经济的收入的决定及乘数 /34

第三章 国民收入的决定: IS － LM模型 /39
第一节 投资的决定 /39
第二节 产品市场均衡———IS曲线 /42
第三节 利率的决定 /46
第四节 货币市场均衡———LM曲线 /52
第五节 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同时均衡: IS － LM模型 /56

第四章 宏观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 /60
第一节 财政政策概念与工具 /60
第二节 货币供给 /63
第三节 财政政策效果分析 /69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四节 货币政策效果 /75
第五节 两种政策的混合使用 /79
第六节 宏观经济政策实践 /84

第五章 国民收入的决定:总需求—总供给模型 /95
第一节 总需求曲线 /95
第二节 总供给曲线的引出 /97
第三节 总供给曲线三种情况 /100
第四节 总需求和总供给模型对现实的解释 /103

第六章 通货膨胀与失业 /105
第一节 失业的概述 /105
第二节 奥肯定理与降低失业率的对策 /110
第三节 通货膨胀理论 /111
第四节 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117

第七章 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 /122
第一节 经济周期理论 /122
第二节 经济增长模型 /128
第三节 经济增长因素与新经济增长理论 /135
第四节 乘数 －加数模型 /139

第八章 开放经济中的国民收入决定 /142
第一节 汇率与国际收支 /142
第二节 国际收支均衡模型 /150
第三节 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 /153
第四节 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 /158

第九章 宏观经济学其他理论及发展 /162
第一节 货币主义 /162
第二节 理性预期学派 /168
第三节 供给学派 /173
第四节 新凯恩斯主义的基本观点 /179

主要参考文献 /183

·2·



书书书

第一章　宏观经济学与国民收入核算

第一节　宏观经济学概述

一、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关系
从研究对象的角度，经济学可以分为微观经济学（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和宏观经

济学（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是单个经济主体的经
济行为，如消费者如何实现效用最大化，厂商如何实现利润最大化，以及这些行
为主体在市场上如何互相作用决定均衡价格和产量。总之，微观经济学研究既
定约束条件下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其核心理论是价格理论。

相应地，宏观经济学是对整个经济行为的研究，涉及的是整个经济的结构、
表现与行为。简言之，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一个国家国民产出（收入）的长
期增长及短期波动问题，涉及一个国家的总产出、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利率、政
府税收与支出、国际收支差额等宏观经济变量。宏观经济学家试图分析这些变
量的决定因素，以理解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并提出恰当的政策建议，以实
现对资源的充分利用。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曼昆（Ｎ．Ｇｒｅｇｏｒｙ　Ｍａｎｋｉｗ）在其《宏观
经济学》一书所言：“宏观经济学家力图解释经济事件，又设计改善经济状况的政
策。”宏观经济分析以国民收入及其变化为重点，因此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就
是收入理论。

有人形象地将微观经济学研究比作“虫视”（ｗｏｒｍ′ｓ　ｅｙｅ），研究的是树木；而
将宏观经济学研究比作是“鸟瞰”（ｂｉｒｄ′ｓ　ｅｙｅ），研究的是森林。从这个比喻中，我
们既可以看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区别，也能够看出两者的联系。一方
面，它们是经济学相互补充的两个组成部分。宏观经济学在研究经济的周期性
波动时，必须考查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劳动力市场的组织、产业的结构以及金
融市场的行情；而微观经济学在研究有限资源的有效配置时，必须把经济达到充
分就业水平作为研究前提。另一方面，这种联系源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自
然关系。微观经济是宏观经济的基础，而宏观经济形势必然影响微观经济的运
行。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即总量不是个量的简单相加，在微观经济分析中是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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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宏观经济分析中就未必同样正确。例如，从微观上看，若单个厂商支付低
工资，可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但从宏观上看，若所有厂商都降低工资，则可能
导致社会总体购买力下降，厂商面临市场总需求不足，而不得不减产或降低其产
品售价，从而出现利润下降的结果。

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总量分析方法。经济总量是指反映国民经济

整体运行状况的经济变量。经济总量包括两类，一类是个量之和，比如国民收
入、总消费、总投资、总储蓄、总供给、总需求、财政盈余与赤字等。当然，这类总
量中有的总量并非是个量的简单相加，而是根据需要，运用数学或统计学中的各
种方法所得出的总量。另一类经济总量是平均量，比如价格总水平、失业率、利
率、经济增长率等。总量分析方法是研究经济总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关系以
及以此为基础说明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方法。另外，宏观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还有短期与长期分析方法、静态和比较静态与动态分析方法、
均衡分析方法、边际分析方法等。需要说明的是，在宏观经济分析中，这些方法
中运用的经济变量大多是经济总量。

运用总量分析法就涉及一个经济加总的问题。在运用时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有些总量变化可以从微观分析的个量中直接加总而得到。
二是有些总量变化的加总达不到研究整个社会经济行为的目的。
三是有一些微观经济个体的行为根本就不能直接加总。
三、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工具
宏观经济学更多地运用模型工具———符号、公式等来仿真经济世界中各变

量的相互关系。变量有外生变量与内生变量两种。经济模型的目的是解释外生
变量如何影响内生变量。由于一个模型不可能回答所有的经济问题，经济学家
用不同的模型解释不同的经济现象。如果模型中的价格是变量，则主要用于解
释长期经济运行；如果模型中的价格是常量（具有黏性），则主要用于解释短期经
济运行。

四、宏观经济学研究基本内容
既然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的整体经济行为及其后果，宏观经济学

的最终目标是寻找保持国民收入稳定增长的对策，从对问题的研究中得出宏观
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国民收入的决定。而研究国民收入的决定前提是国
民收入的核算。因此，就引出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国民收入如何核算？二是国
民收入如何决定？三是如何实现国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围绕这几个问题，形成
以下体系：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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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收入

计量指标与核算体系

短期决定及对策
总需求曲线

产品市场
货币市场烅
烄

烆国际市场
总供给曲线———

烅

烄

烆 劳动市场和总量生产函数
长期决定及对策———经济增长论和经济周期理论

烅

烄

烆有关国民收入的短期决定的不同意见和对策
具体来说，宏观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它必然要分析与整个国民

经济活动有关的最基本的总量：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净值、国民收入以及其
他经济总量。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是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角度出发，分析总供给
和总需求的相互作用如何决定国内生产总值、就业和价格水平，总供给和总需求
发生变动对国内生产总值、就业和价格水平产生什么影响。这是宏观经济学的
核心。

２．失业
失业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重要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也是宏观经济学

家十分关注的问题。凯恩斯认为宏观经济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付经济中存在的
严重失业问题。西方宏观经济学家一直花费大量时间对不同条件下失业的原
因、机制、影响及解决对策进行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观点。但至今这一问题
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失业现象几乎在所有的国家都存在，有时失业率甚至达到
非常高的程度，带来许多社会与政治问题。所以，失业问题便成为宏观经济学研
究的一个基本问题。

３．通货膨胀
二战以后，通货膨胀成为全球性的问题。美国、拉美地区、前苏联和东欧国

家等都出现过严重的通货膨胀。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通货膨胀是经
济活动中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必须重视。但是，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什么？它在
经济活动中的传导机制是怎样的？怎样控制和预防它？通货膨胀对经济会产生
怎样的效应？这些都是宏观经济学要研究的问题。

４．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
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是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民收入决定的两个长期性问

题。经济周期是经济活动沿着经济增长的趋势线有规律地扩张与收缩的现象，
经济增长是指国民收入的长期增长趋势。因此弄清经济周期的原因和经济增长
的源泉，搞清经济增长速度国别差异的缘由，并力求从理论视角探求实现经济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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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增长、缩小贫富差距的途径是当代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又一重大问题。

５．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
现实的经济是开放型经济，对外经济交往对本国经济具有很大的影响。在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中，世界市场的变化不仅会影响一国的贸易收支、资本流
动和汇率波动，而且会直接影响国内的产量、物价、利率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
因此，分析一国国民收入决定与变动如何影响其他国家，如何受到他国的影响，
以及开放条件下一国经济内外均衡的调节问题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另一重要问
题。

６．宏观经济政策及其效果
在当今世界上，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自由。任何一国政府在对外方

面总是在最大限度地保护本国人民的利益，而在对内方面也总是试图对经济活
动施加积极的影响，以鼓励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

第二节　国内生产总值

一、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
国内生产总值（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简称ＧＤＰ）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

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
值，被公认为是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它不但可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
表现，还可以反映一国的国力与财富。２０１２年１月，国家统计局公布２０１１年重
要经济数据，其中ＧＤＰ增长９．２％。

理解这一定义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国内生产总值是用最终产品来计量的，即最终产品在该时期的最终出

售价值。一般根据产品的实际用途，可以把产品分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所
谓最终产品，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可供人们直接消费或者使用的物品和服
务。这部分产品已经到达生产的最后阶段，不能再作为原料或半成品投入其他
产品和劳务的生产过程中去，如消费品、资本品等。中间产品是指为了再加工或
者转卖用于供别种产品生产使用的物品和劳务，如原材料、燃料等。ＧＤＰ必须按
当期最终产品计算，中间产品不能计入，否则会造成重复计算。

第二，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市场价值的概念。各种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是
在市场上达成交换的价值，都是用货币来加以衡量的，通过市场交换体现出来。
一种产品的市场价值就是用这种最终产品的单价乘以其产量获得的。

第三，国内生产总值一般仅指市场活动导致的价值。那些非生产性活动以
及地下交易、黑市交易等不计入ＧＤＰ中，如家务劳动、自给自足性生产、赌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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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的非法交易等。
第四，ＧＤＰ是计算期内生产的最终产品价值，因而是流量而不是存量。
第五，ＧＤＰ不是实实在在流通的财富，它只是用标准的货币平均值来表示财

富的多少。但是生产出来的东西能不能完全的转化成流通的财富，这个是不一
定的。

二、ＧＤＰ核算方式的引出

从ＧＤＰ定义上说，ＧＤＰ＝∑
ｎ

ｉ＝１
Ｐｉ×Ｑｉ。我们要注意“全部∑”、“最终产品Ｑ”、

“市场价值Ｐ”这几个字眼。如果用Ｑ１，Ｑ２，…Ｑｉ 代表各种最终产品的数量，用

Ｐ１，Ｐ２，…Ｐｉ代表各种最终产品的价格，则Ｐ１×Ｑ１＋Ｐ２×Ｑ２＋…＋Ｐｉ×Ｑｉ＝∑
ｎ

ｉ＝１

Ｐｉ×Ｑｉ＝ＧＤＰ。但是，实际统计过程中有很多问题。一是哪些产品算作最终产
品？哪些产品不能算作最终产品？如何有效区分？我们无法找到明确的标准来
区分哪些产品算作最终产品，哪些产品不能算作最终产品；二是市场价格不断在
变化，如何精确确定？三是不同产品的生产环节不同，如何精确确定？四是“全
部”如何来统计？如何防止漏统与误登记？由于我们将最终产品找出来了，也由
于其数量巨大与价格多样而无法算清楚（统计专家初步估算，仅仅我国零售市场
出售的产品就有４０万～５０万种之多），当然也就无法准确求和。于是，我们就要
仔细地研究ＧＤＰ定义，并从指标的定义与相互关系入手寻找更为简单的方法，
另想办法来完成这一统计工作，于是引出下面的分析。

三、总产出、总收入、总支出及其相互关系
认真研究ＧＤＰ定义，我们发现：作为最终产品的产出是有来源的，它的来源

就是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是有去向的，它的去向就是市场消费支出。既然我们
从产出环节不好核算，能不能从来源与去向这两个角度找到更好的核算方法呢？
其实，例子已经告诉了我们一个思路：任何一笔交易都包含买方与卖方两个方
面，总收入与总支出是ＧＤＰ这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全部产品价值的来源应当等
于全部产品价值的去向，这就是总收入＝总产出＝总支出，于是，我们可以从这
里找到更为简单的统计方法。

１．若干基本含义
（１）总产出：就是ＧＤＰ，即是一国或一定地区在一定时间内运用生产要素所

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物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
（２）总收入：生产ＧＤＰ的要素所有者的全部收入（工资、利息、租金、正常利

润）。
（３）总支出：全社会购买最终产品ＧＤＰ的总支出。

２．总产出、总收入、总支出的关系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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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总）产出等于（总）收入。为什么产出等于收入？产出品的价值实际上
是生产该产出品所投入的Ｎ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教材中的案例其实已经告
诉了我们：由于企业使用要素必须支付代价，总产出来源于全部要素所有者的投
入，产出品的价值增值自然都要全部转化为要素提供者的收入（工资、利息、租
金、正常利润）。一个企业的产出总等于收入，一个国家的总产出也必然等于总
收入。

（２）（总）产出等于（总）支出。为什么产出等于支出？从全社会来看，总产出
的去向无非是两个：销售＋存货。而销售是最终消费者的支出，存货是生产者的
支出。因此，从整个社会来看，总产出就总等于购买最终产品的总支出。具体地
说，总产出＝市场购买总支出＋存货总投资（支出）。

如果总产出真的全部转化为总收入，总产出真的全部用于总支出，即有恒等
关系的成立。用公式表示即为：总收入＝总产出＝总支出。

３．重要意义
认识“总收入＝总产出＝总支出”这一公式对于弄清如何更为简便核算ＧＤＰ

有重大意义。

（１）如前所述，从理论上说，ＧＤＰ＝∑
ｎ

ｉ＝１
Ｐｉ×Ｑｉ。如果用Ｑ１，Ｑ２，…Ｑｉ代表各种

最终产品的数量，用Ｐ１，Ｐ２，…Ｐｉ代表各种最终产品的价格，则Ｐ１×Ｑ１＋Ｐ２×Ｑ２

＋…＋Ｐｉ×Ｑｉ＝∑
ｎ

ｉ＝１
Ｐｉ×Ｑｉ＝ＧＤＰ。但我们前面已经作了分析，实际上这种统计

方法不可能统计出来。
（２）通过“总收入＝总产出＝总支出”这一公式，我们就可以从总收入角度、

总产出角度、总支出角度这三个角度更为简洁地核算清楚ＧＤＰ。

第三节　核算国民收入的几种方法

一、用支出法核算ＧＤＰ
支出法核算ＧＤＰ，就是从产品的使用出发，把一年内购买的各项最终产品的

支出加总，计算出该年内生产的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这种方法又称为最终产品
法、产品流动法。在现实生活中，所产出的产品和劳务的去向分为两大部分：一
部分是被卖掉了，其买主是居民消费、企业投资、政府购买和外贸出口，另一部分
是没有被卖掉而留下来了。但没有卖掉的部分我们可以理解为企业自己买下来
了，进而进入企业投资的统计范畴，因此，产品和劳务的最后使用，主要是居民消
费、企业投资、政府购买和出口。因此，用支出法核算ＧＤＰ，就是核算一个国家或
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居民消费、企业投资、政府购买和出口这几方面支出的总和。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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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居民消费支出（用字母Ｃ表示）
居民消费支出包括购买耐用消费品（冰箱、彩电、洗衣机、小汽车等）的支出、

非耐用消费品（服装、食品等）的支出以及劳务（如医疗保健、旅游、理发等）的支
出。这一项是国内生产总值中最大的一个部分，约占三分之二左右；而在消费中
劳务又是最大的部分，约占一半左右。要特别注意：建造住宅的支出不包括在
内。

２．企业投资支出（用字母Ｉ表示）
企业投资支出是指增加或更新资本资产（包括厂房、机器设备、住宅及存货）

的支出。这里有几点大家要注意：
（１）为什么用于投资的物品也是最终产品而不是中间产品？这是因为资本

物品和中间物品有重大区别。中间物品在生产别的产品时全部被消耗掉，但资
本物品在生产别的产品过程中只是部分地被消耗。

（２）为什么住宅建筑属于投资而不属于消费呢？投资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
存货投资两大类。固定资产投资指新造厂房、购买新设备、建筑新住宅的投资。
之所以说住宅建筑属于投资而不属于消费，是因为住宅像别的固定资产一样是
长期使用，慢慢地被消耗的。

（３）存货投资可能是正值，也可能是负值。存货投资是企业掌握的存货价值
的增加（或减少）。如果年初全国企业存货为２　０００亿美元而年末为２　２００亿美
元，则存货投资为２００亿美元。存货投资可能是正值，也可能是负值，因为年末
存货价值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年初存货。企业存货之所以被视为投资，是因为
它能产生收入。

（４）计入ＧＤＰ中的投资是指总投资，即重置投资与净投资之和，重置投资也
就是折旧。

（５）投资和消费的划分不是绝对的，具体的分类则取决于实际统计中的规
定。

３．政府购买支出（用字母Ｇ表示）
政府购买支出是指各级政府购买物品和劳务的支出，它包括政府购买军火、

军队和警察的服务、政府机关办公用品与办公设施、举办诸如道路等公共工程、
开办学校等方面的支出。政府支付给政府雇员的工资也属于政府购买。政府购
买是一种实质性的支出，表现出商品、劳务与货币的双向运动，直接形成社会需
求，成为国内生产总值的组成部分。政府购买只是政府支出的一部分，政府支出
的另一部分如政府转移支付、公债利息等都不计入ＧＤＰ。政府转移支付是政府
不以取得本年生产出来的商品与劳务的作为报偿的支出，包括政府在社会福利、
社会保险、失业救济、贫困补助、老年保障、卫生保健、对农业的补贴等方面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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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政府转移支付是政府通过其职能将收入在不同的社会成员间进行转移和重
新分配，将一部分人的收入转移到另一部分人手中，其实质是一种财富的再分
配。有政府转移支付发生时，即政府付出这些支出时，并不相应得到什么商品与
劳务，政府转移支付是一种货币性支出，整个社会的总收入并没有发生改变。因
此，政府转移支付不计入国内生产总值中。

４．净出口（用字母Ｘ－Ｍ 表示，Ｘ表示出口，Ｍ 表示进口）
净出口是指进出口的差额。进口应从本国总购买中减去，因为它表示收入

流到国外，同时，也不是用于购买本国产品的支出；出口则应加进本国总购买量
之中，因为出口表示收入从外国流入，是用于购买本国产品的支出，因此，净出口
应计入总支出。净出口可能是正值，也可能是负值。

把上述四个项目加起来，就是用支出法计算ＧＤＰ的公式：

ＧＤＰ＝Ｃ＋Ｉ＋Ｇ＋（Ｘ－Ｍ）
二、用收入法核算ＧＤＰ
收入法核算ＧＤＰ，就是从收入的角度，把生产要素在生产中所得到的各种收

入相加来计算的ＧＤＰ，即把劳动所得到的工资、土地所有者得到的地租、资本所
得到的利息以及企业家才能得到的利润相加来计算ＧＤＰ。这种方法又叫要素支
付法或要素成本法。严格地说，最终产品市场价值除了生产要素构成的成本，还
有间接税、折旧、公司未分配的利润等内容，因此，用收入法计算ＧＤＰ不要从字
面上狭隘理解成只包括工资、地租、利息、企业家才能四个项目，还有其他的一些
项目不要忘记。

１．用收入法计算ＧＤＰ应包括以下几个项目
（１）工资、利息和租金等生产要素报酬。
（２）非公司企业主收入。特指不受人雇佣的独立生产者的收入，如医生、律

师、小店铺主、农民等的收入。他们使用自己的资金，自我雇佣，其工资、利息、租
金很难像公司的账目那样，分成其自己经营应得的工资、自有资金的利息、自有
房子的租金等，其工资、利息、利润、租金常混在一起作为非公司企业的主收入。

（３）公司税前利润。
（４）企业转移支付及企业间接税。间接税是对产品销售征收的税，它包括货

物税、周转税。这种税收名义上是对企业征收，但企业可以把它打入生产成本之
中，最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故也应视为成本。同样，还有企业转移支付（即企业
对非营利组织的社会慈善捐款和消费者呆账），它也不是生产要素创造的收入，
但要通过产品价格转移给消费者，故也应看作成本。

（５）资本折旧。资本折旧也应计入ＧＤＰ。因为它虽不是要素收入，但包括在
总投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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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按收入法计算的公式就是：

ＧＤＰ＝工资＋利息＋利润＋租金＋间接税和企业转移支付＋折旧

２．传统实践中，收入法计算ＧＤＰ所包含的项目
从理论上讲，用收入法计算出的ＧＤＰ与用支出法计算出的ＧＤＰ在量上是

相等的。但在实际核算中常有误差，因此还要加上一个统计误差。在中国的统
计实践中，收入法计算ＧＤＰ分为四项：

ＧＤＰ＝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
第一项为劳动者报酬，是指劳动者因从事生产活动所获得全部报酬，包括劳

动者获得的各种形式的工资、奖金和津贴。它既包括货币形式的，也包括实物形
式的，还包括劳动者所享受的公费医疗和医药卫生费、上下班交通补贴和单位支
付的社会保险费等。

第二项为生产税净额，指生产税减生产补贴后的余额。生产税指政府对生
产单位生产、销售和从事经营活动，以及因从事生产活动使用某些生产要素（如
固定资产、土地、劳动力）所征收的各种税、附加费和规划费。生产补贴与生产税
相反，是指政府对生产单位单方面的收入转移，因此被视为负生产税，包括政策
亏损补贴、粮食系统价格补贴、外贸企业出口退税等。

第三项为固定资产折旧，是指一定时期内为弥补固定资产损耗按照核定的
固定资产折旧率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它反映了固定资产在当期生产中的转移
价值。

第四项为营业盈余，是指常驻单位创造的增加值扣除劳动报酬、生产税净额
和固定资产折旧后的余额。它相当于企业的营业利润加上生产补贴。

三、用生产法核算ＧＤＰ
用生产法核算ＧＤＰ，是指按提供物质产品与劳务的各个部门的产值来计算

国内生产总值。生产法又叫部门法。这种计算方法反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来
源。

运用这种方法进行计算时，各生产部门要把使用的中间产品的产值扣除，只
计算所增加的价值。商业和服务等部门也按增值法计算。卫生、教育、行政、家
庭服务等部门无法计算其增值，就按工资收入来计算其服务的价值。

按生产法核算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分为下列部门：农林渔业；矿业；建筑业；
制造业；运输业；邮电和公用事业；电、煤气、自来水业；批发、零售商业；金融、保
险、不动产；服务业；政府服务和政府企业。把以上部门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加
总，再与国外要素净收入相加，考虑统计误差项，就可以得到用生产法计算的

ＧＤＰ了。
三种核算方法的关系如图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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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核算方法关系图

这种核算的最大优点是思路清楚，缺点是核算量大，处理得不好就会要重复
计算。从理论上说，按支出法、收入法与生产法计算的ＧＤＰ在量上是相等的，但
实际核算中常有误差，因而要加上一个统计误差项来进行调整，使其达到一致。
实际统计中，一般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支出法为基本方法，即以支出法所计算
出的国内生产总值为标准。

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 ＧＤＰ数据计算需要经过以下几个过程：初步估计过
程、初步核实过程和最终核实过程。初步估计过程一般在每年年终和次年年初
进行。它得到的年度ＧＤＰ数据只是一个初步数，这个数据有待于获得较充分的
资料后进行核实。初步核实过程一般在次年的第二季度进行。初步核实所获得
的ＧＤＰ数据更准确些，但因仍缺少ＧＤＰ核算所需要的许多重要资料，因此相应
的数据尚需要进一步核实。最终核实过程一般在次年的第四季度进行。这时，

ＧＤＰ核算所需要的和所能搜集到的各种统计资料、会计决算资料和行政管理资
料基本齐备。与前一个步骤相比，它运用了更全面、更细致的资料，所以这个

ＧＤＰ数据显得就更准确些。此外，ＧＤＰ数据还需要经过一个历史数据调整过
程，即当发现或产生新的资料来源、新的分类法、更准确的核算方法或更合理的
核算原则时，要进行历史数据调整，以使每年的 ＧＤＰ具有可比性，这是国际惯
例。如美国在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９９年之间就进行过１１次历史数据调整。

总之，每个时段公布的ＧＤＰ都有其特定阶段的含义和特定的价值，不能因
为在不同时间公布的数据不同，而怀疑统计数据存在问题。当然，中国在 ＧＤＰ
的计算体系上也有一些缺憾，例如中国长期采用的是原产生于前苏联和东欧国
家的统计核算体系，从实际情况看，该体系不少地方已经滞后于时代的发展了。

第四节　与国内生产总值相关的几个概念

一、几个概念
围绕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概念，从总收入角度看，这里要提出来几个相关概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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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大家要弄懂它们各自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１．国内生产总值（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简体ＧＤＰ）
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国或一定地区在一定时间内运用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全

部最终产品（物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它未扣除当年的资本耗费。用收入法来
核算，公式表示就是：ＧＤＰ＝工资＋利息＋租金＋利润＋间接税和企业转移支付

＋折旧。

２．国内生产净值（Ｎｅｔ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简称ＮＤＰ）
国内生产净值是指一个国家一年内新增加的产值，即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扣

除了折旧之后的产值，即从ＧＤＰ中扣除资本折旧，就得到ＮＤＰ。用公式表示就
是：ＮＤＰ＝ＧＤＰ－折旧。

３．国民收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简称ＮＩ）
国民收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国民收入泛指国民收入五个总量，即

国民收入可以是指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净值，也可以是指个人收入和个人可
支配收入等。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中所讲的国民收入就是指广义的国民收入。以
后书中所提到的国民收入，都是指广义的国民收入。狭义的国民收入是指一个
国家一年内用于生产各种生产要素所得到的全部收入，即工资、利润、利息和地
租的总和，也就是按生产要素报酬计算的国民收入。这里用的概念是狭义的国
民收入。

从国内生产净值中扣除间接税和企业转移支付再加上政府补助金，就得到
一国生产要素在一定时期内所得的报酬，即狭义的国民收入。间接税是指可以
转嫁给消费者的税收，企业转移支付包括企业捐赠和呆账。间接税和企业转移
支付虽然构成产品价格，但不成为要素收入；相反，政府给企业的补助金虽不列
入产品价格，但成为要素收入。故在国民收入中应扣除间接税和企业转移支付，
而加上政府补助金。用公式表示就是：ＮＩ＝ＮＤＰ－间接税－企业转移支付＋政
府补助金。

４．个人收入（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简称ＰＩ）
个人收入是指一个国家一年内个人所得到的全部收入。生产要素报酬意义

上的国民收入并不会全部成为个人收入。因为，一方面利润收入中要给政府缴
纳公司所得税，公司还要留下一部利润用作积累，只有一部分利润才会以红利和
股息形式分给个人，并且职工收入中也有一部分要以社会保险费的形式上缴有
关部门。另一方面，人们也会以失业救济金、职工养老金、职工困难补助、退伍军
人津贴等形式从政府那里得到转移支付。因此，从国民收入中减去公司所得税、
公司未分配利润、社会保险税（费），加上政府给个人的转移支付，即为个人收入。
用公式表示就是：ＰＩ＝ＮＩ－公司未分配利润－公司所得税－社会保险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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