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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最近几年，中国居民的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人们一再感叹为什么国家的GDP在不断
增长，而自己的工资却不见涨，反而还会下降？
在一般老百姓心目中，GDP似乎是国家的事，与自己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实际上工资的涨跌，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涨跌，房价、股票的走势都与GDP密切相关。

　　本书从国家GDP的角度，以平实风趣的语言，解析了国家GDP的核算体系，阐释了普通人的日常
生活是如何创造GDP的，在理论与实例相结合中，了解中国真实的发展情况，摸清中国的家底，让每
一个老百姓都能够活得更明白，生活的更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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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勾红洋，四川盐亭县人，现为广东某著名金融机构首席市场分析师、经济师。
长期研究宏观经济，为国内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GDP核算体系进行过系统修正的第一人，使
之能全面反映社会经济的运行情况。
在《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发表过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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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绿色GDP就很牛吗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巨大成就谈起来无不让人振奋，当我们回头审视走过的路
，心中仍留着许多遗憾，经济虽然发展了，却留下一堆烂摊子，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问题无不让人
感觉非常揪心。
经济的发展无非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好，但严重的环境问题却可能使前面的成果毁于一旦。
如果一个地区有丰富的煤碳资源，这在很多人看来都将是一件好事。
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这样的场景：大量的资金不断进来，大量的工程机械开进，大量的煤碳工人进入地
下，一车车煤碳从地下运出，给当地提供很多就业机会，人们收入水平相应地提高，当地的GDP也上
去了，皆大欢喜啊。
但这表面风光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隐患，任何一个煤产区都可能面临一个可怕的结果——变成“采
煤沉陷区”。
自20世纪末以来，我国矿业开采秩序较为混乱，非法无序的乱采滥挖在一些矿山及其周边留下了大量
的采空区，这严重地影响到了矿山安全生产及周边居民的生活。
通过各种媒体我们会经常听到如河南栾川钼矿、广西大厂矿区、甘肃厂坝铅锌矿、铜陵狮子山铜矿、
云南兰坪铅锌矿、广东大宝山矿、湖南柿竹园矿等名字，它们往往都与采空区紧密联系起来。
在众多案例中，山西太原万柏村是极具代表性的。
山西太原市万柏林区西山矿区已有百余年开采历史，大量开采留给当地居民最大的伤痛便是111.62平
方公里的采煤沉陷区。
自从煤炭资源源源不断地挖出来后， “主墙悬空”、“房脊断裂”、“地下水枯竭”等现象便成为当
地村民生活的一部分，每天都生活在担惊受怕之中。
长期过着这样的日子肯定是不行的，万柏村最终的解决办法便是离开祖祖辈生活的地方，重新选择居
住地。
村民只是无辜的受害者，异地重建的费用由谁来买单呢，最后只有政府了。
政府为此投资了6.7亿元，在异地建设了一个占地500多亩，总建筑面积达50多万平方米的大型居住小
区。
我们不难想象西山矿区给当地创造了巨额的GDP，但最后却又要花费巨资来为以前的错误埋单。
这时不仅让人疑问，以前万柏区创造的GDP还有什么意义吗？
这也像一个人从别人那里借来了10万元，买这买那，表面无限风光，但当让他最后不得不还10万元后
，又穷得什么都不剩下了。
在中国，万柏区并不是一个特例。
如果翻翻历史的旧账，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先辈也没有少干这样的事。
在工业革命前期，人口稀少，如中国在数千年中总人口一直维持在1亿以内，这时根本不存在环境问
题。
但工业革命使产出成倍增长，也使人口呈现出爆炸性的增长，最终给环境带来极大的压力。
环境问题根本还是人口数量严重超过了环境及资源的承载力，当你每天看到成车的生活垃圾被转运，
到处是辛苦的环卫工人时，可能会无限感慨，地球对环境承受的极限到底有多大？
在人类历史上，也曾发生过无数起严重的环境问题，对人类的生存造成巨大的威胁。
1952年12月5~8日，伦敦大雾笼罩。
在大雾笼罩期间，有四千人死于呼吸疾病，大雾之后几个月，另外有八千人因此而死亡，这便是著名
的“伦敦大雾”事件，这并不意味着结束，后来这样的悲剧仍连续上演了几次。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似乎一直是一个悖论，似乎经济的发展总要以污染环境为代价，大多数国家都走
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路，英国的泰晤士河，纵贯欧洲的莱茵河等无一例外。
中国官员在政绩评定时，GDP是最核心的指标，似乎仅有GDP才能全面综合地反映社会经济的发展情
况。
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十多二十年里，各级官员为了GDP，只有拼命上项目，靠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
经济，GDP因此成为制造污染、消耗资源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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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GDP成为环境问题的帮凶，大家都会想，有没有一个指标，它能把环境的成本反映出来，而不是
一个表面光鲜的GDP数字。
经济学家们经过不断的探索，发明了绿色GDP这一指标，GDP减去环境成本，得出的数字就是绿
色GDP。
有了绿色GDP，我们就可以给地方官员们戴上一个紧箍咒，你上报的GDP数字并不能成为唯一的评判
标准，绿色GDP才能说明问题。
地方官员将不再追求产值，攀比速度，而不顾资源的耗减、降级和环境恶化，不可能为了眼前利益而
牺牲后代长远的利益。
现在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中国已经为单纯GDP的增长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以后再也不能这样干了。
绿色GDP和唯GDP论是死对头，似乎有了绿色GDP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但现状并不乐观。
从社会经济的运行来看，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只有减少在环保方面的投入，不顾及资源浪费及环境的
污染，才可能降低产品的成本，才可能获得竞争的优势，对环境保护的忽视也成为当地父母官无奈的
选择。
如果一开始就把各方面的保护做好，估计就没有经济价值了。
当最后对环境进行治理时，可能耗费更大的代价，这显然是一种短视行为。
但对环境的污染及资源的浪费可以换取经济的发展，可以提高人们的物质享受。
对于现在想发展经济的地区来说，他们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丰富资源或者是还可以再污染的环境。
谁不想过上好日子，谁不想吃饱穿暖，那些嘴脚抹油的绅士们自然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穷人指
手划脚，你吃不饱可以忍一忍啦，饿死也没有关系吗，只要不把供他们游玩观察的环境给弄脏了。
虽然各种反对差不多已经把GDP请下了神坛，但作为政府官员而言，最后也只有围绕GDP转。
或者可以这样说，绿色GDP虽然已经提出来了，但其远远未形成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它更多是
在GDP核算的基础上对一些经济指标进行了修正，身子骨非常单薄。
环境治理是一种负效应，如果计算就成一个大问题，这里面主要是一个标准的问题。
健康、环境等很难像商品的价格那样精确计算，这也使绿色GDP叫得非常响亮，真正执行起来就难上
加难了。
对GDP大加指责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并不能用人们对GDP的仇视就能解决。
只要按正确的核算方法，从GDP的数据中使用则可以看出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投入。
工人生产环境保护产品是创造了社会财富，而当环境保护实现时，则是社会财富的运用。
当环保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一大支柱行业时，那将是人类的一大悲哀，这也意味着人们将更多的精力
用于环保产品的生产，人类花了更大的代价去弥补以前的错误。
环境保护的支出一般情况下不可能由个人来承担，这也意味着政府将耗用宝贵的公共资源。
◎谁在为环境买单 当我们揭开环保的历史伤疤时，很多东西都是触目惊心的。
经济的发展无非就是大建工厂，大规模扩大产能，生产更多的产品。
自1990年代以来，在中国的大地上，冒出了为数众多的工业园和工业区，一场前所未有的工业化、城
市化运动开始了。
由于土地、劳动力便宜等原因，中国也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厂”。
但中国的“世界工厂”却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大量污染严重的企业如化工、造纸、制革等也尾随
而来，中国的天空、水、土地等不堪重负。
长年的污染积累后，伤害终于爆发。
2002年以来，“癌症村”、“怪病村”现象在中国各地频频出现，尤其高发于广东、浙江、江苏等经
济发展较快的省份，GDP增长和“癌症村”增加之间呈现伴生关系。
近两年来，更增添了向内地资源省份蔓延的趋势。
这些“癌症村”集中处于工业区周边或城市下游，形成对城市的一种恐怖的包围。
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和毒理学研究证实，环境污染可引起人体急性中毒，也可导致慢性危害，具有致
突变、致癌、致畸、致生殖障碍等远期效应。
2008年，卫生部和科技部联手完成的第三次中国居民死亡调查报告显示：癌症已成为中国农村居民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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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死因之一，其中与环境、生活方式有关的肺癌、肝癌、结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死亡人数明
显上升，其中肺癌和乳腺癌上升幅度最大，过去30年分别上升了465%和96%。
在未来20年内，癌症死亡人数可能翻番。
医学界认为，目前已知80％的癌症发病与环境有关，尤其是与环境中的化学物质密切相关。
水是致命中枢。
美国纽约史蒂文癌症中心研究员雷蒙对106名死于各种癌症的人的细胞研究发现：围绕在癌细胞DNA
周围的水与健康人细胞周围的水的结构是不同的。
一个个血淋淋的现实摆在我们眼前。
《中国经营报》2008年报道，盐城市阜宁县杨集镇东进村由于受巨龙化工厂严重污染，2001~2006年5
年间死于癌症（以食道癌、肺癌为主）的村民近100人，村民每天吃护肝片。
化工厂曾被村民起诉，只开出每人70块钱的补助条件。
《中国质量万里行》2009年报道，天津市西堤头镇西堤头村和刘快庄村在最近5年间有200多人患癌，
从曾经的“鱼米之乡”沦为恐怖的“癌症村”。
据调查，村子四周近百家大小化工企业昼夜生产，黑烟污水随意排放，臭气噪声处处弥漫。
这是一个容易被忽略却迫在眉睫的问题，据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在2005年11月透露的一个数据，中国当
时癌症病人超过700万人，且每年还在新增加约160万至200万人。
但其中“癌症村”和农村癌症病人的具体数据是谜。
环境污染引发的重大疾病除了癌症之外，最近两年的“血铅”问题也让很多人痛心疾首。
铅是一种具有神经毒性的重金属元素，在人体内无任何生理功用，其理想的血铅浓度为零。
如果人体摄入量超过一定的水平将对人的健康造成一定伤害，它对儿童的影响则可能是致命的。
儿童由于代谢和发育方面的特点，对铅毒性特别敏感。
从表面上我们很难看出铅的直接反映，但已能对儿童的智能发育、体格生长、学习能力和听力产生不
利影响。
 最近几年暴发的“血铅”事件给人们敲响了警钟，环境问题影响的不仅仅是一代人。
是什么在推动着中国环境问题呢，单纯为追求GDP的发展么，为了GDP地方政府不惜以杀鸡取卵的方
式进行破坏式的发展。
但如果深究下去，问题可能并不那么简单。
2010年5月10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出了期节目《管不住的排污口》，它似乎找到目前众多环境
问题的答案。
浙江省奉化市后竺村大埠工业园区，园区里有电镀企业四家，铝氧化企业三家，拉丝企业一家。
这些企业生产剩余的废水富含重金属，具有强酸性。
这些企业常年排放污水，当地的污水处理厂基本处于关闭状态。
这些污水又通过支流排进了当地一条重要的河流剡溪，直接威胁到沿岸群众的生产、生活。
9年多来，村民曾多次向上反映污染情况，但问题一直被地方政府部门拖着。
当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给环保局打完电话五分钟之后，排污口停止了排放黑色的污水，半个小时后，奉
化市环保局的工作人员赶到了现场。
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还是有巨大的杀伤力，后竺村严重污染问题曝光后，奉化市立即作出了反映。
宁波市纪委、监察局对奉化市分管环保工作的常务副市长周世军进行诫勉谈话；给予奉化市环保局长
行政记过处分；负有直接责任的奉化市环保局副局长被免职；还有好多官员被处理。
在后竺村的个案中，我们会发现这其实不能简单用地方政府追求GDP来掩盖问题的本质，它背后更多
的是官商勾结，大量的环境污染事故背后必然有深深的利益链条。
如果污水处理厂整天开着，那将使企业的运营成本大幅增加，而关掉污水处理厂，则是巨额的利润。
不法商人就不需要为环境承担任何的成本，而环保部门也因为特殊的利益关系而睁只眼闭只眼。
环境问题最大的受害者只能是普通老百姓，到最后地方政府也不得不出来收拾残局。
环境问题背后主要是道德、法律的问题，与GDP及绿色GDP无关。
如果仅用唯GDP论来为地方政府作为借口或挡箭牌就只能说是顾左右而言他了。
环境污染也不是一个绿色GDP就能解决，它必须要政府加强立法，加大对不法商人及官员的惩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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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能还给我们一片明净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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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牛刀GDP“牛话”城乡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下降到历史最低点，已经下降到43%。
这种现状是怎么造成的呢？
问题就出在GDP本身。
因为实体经济疲软，所以国家只好狂炒房地产，而房地产的本质就是抢夺人民财产。
也就是说，GDP越高，人民生活水平越低，要保GDP，就必须从老百姓口袋里抢。
任何一个国家的GDP不可能永远在8%这样高的一个基点，因此，国家应该适当放缓GDP的高速增长，
让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同时，应该拿出具体举措，放缓贫富两极分化的步伐。
 老百姓的收入占GDP比例降到历史最低，这不能不说我们整个社会的悲哀与耻辱！
在浪费财富和创造财富之间，其实隔着很深的鸿沟。
破坏自然生态、透支未来资源，是短时趋利行为。
地方在“以GDP论英雄”的形势下，有的领导干部不惜以高消耗和高污染为代价，表面上经济增长
了10亿元，但这些“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数字出官”和“官出数字”等等现象广受诟病真
正的创造财富，才是GDP的核心内涵。
创造财富的根本，就是生产、消费。
生产拉动消费，消费促进生产，是创造财富的永恒法则，厉千万年而不变其宗。
脱离了生产，脱离了消费，去奢谈GDP，那都是玩虚的。
虚的，永远是虚的，有人玩让他们去玩，作为政府应该以民生为重，多做一些务实的事。
“我们过去陷入了西方经济学达标运动的陷阱，陷入GDP拜物教的迷雾。
把GDP作为核心指标，靠投资来拉动和堆积GDP，而不是靠消费和就业带动，没有真正处理好经济增
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刘福垣我可以跑不过刘翔，但我的工资一定要超
过CPI。
——网友点评GDP增长，自己工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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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算算中国家底》是2010年热话题大书《低碳阴谋》作者勾红洋再推新作，在柴米油盐中与GDP近距
离接触，看看普通人的一天是如何创造GDP的。
工资为什么永远涨不过绿豆价格飙涨的速度？
银行的房贷为什么让一个蜗居的梦想永远沉重？
不敢进医院，宁可信“神医”，这又是被谁逼的？
这一切都要问GDP：中国的钱，到底是怎么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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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新华网GDP新论GDP世界第二，福利为什么上不去？
为什么每每谈到加大教育、医疗、住房的补助，总会有一些官员、专家跳出来，大谈中国是发展中国
家，财政困难等“中国特色”――这的的确确是“中国特色”。
财政支出中，福利只占了小小的零头，大部分都成了“行政运行成本”。
日韩、欧洲、北美政府的行政运行成本占政府支出的1%～2%，而中国是46%，我们的公职人员比人家
多占了20～40倍，财政能不困难吗？
！
截至2008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仅为3.48%，仍然低于4.5%的世界平均水平，政
府1993年作出的 “教育经费占GDP4%”的承诺还是天方夜谭。
多少出乎意料的是，中国大学学费已悄悄攀上世界高峰。
虽然从绝对数字上看，日本的学费是世界最高，每年教育总支出约人民币11万元，但按人均GDP世界
惯例算，日本的学费总支出相当于中国居民支付3550元。
与日本相比，中国大学费用每年支出10000元以上，堪称世界第一。
GDP突飞猛进，税率全球第二，其实中国是最没有理由不增加社会福利的国家。
中国的税率仅次于法国，世界第二，从这点看二者最具可比性。
但中国人享受的福利远远不及法国人。
法国人一生能享有400多种福利补贴，孩子从母亲受孕后的第五个月起，一直到他长大成人直至死亡，
都在享受这400多种福利。
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连降22年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
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
单从这一现象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我国居民的劳动收入跟不上GDP发展的步调，反而出现严重脱
节的的情况。
2010年5月1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
重已经持续下降了22年。
GDP狂涨的背后，老百姓的收入却越来越捉襟见肘。
经济大饼越摊越大，但劳动者分得的份额却越来越少，你说中国的劳动者收入能长上去吗？
房地产怎么了，这似乎是大家最为关注的一个话题。
中国经济被房地产绑架了吗，房地产创造的GDP是不是靠谱，房地产会不会成为GDP又一个注水大户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似乎有必要细说一下房地产，仔细辨别一下他在社会经济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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