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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5年春，我有幸到国家统计局挂职工作，随即应编辑胡文华女士之邀，开始为《中国统计》杂
志写稿。
第一篇在2005年第7期上发稿，此后，每月一篇千字文，一直坚持了四年半，直到2009年第l2期。
本书的主体就是这几十篇短文。
　　四年半时间，50余篇短文，都写了些什么?具体主题可能各异，但其中有两个特征是比较明显的。
一是针对宏观经济问题下笔，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对外贸易与投资是各篇立论和议论的基本主题，
即使那些关系&quot;民生&quot;的工资、购房等问题也最终要与&quot;国计&quot;这样的大主题联系起
来；二是立足统计、统计指标做文章，尤其是涉及国民经济核算这个具体算账工具，谈指标的设计与
应用，用数据验证理论。
所谓&quot;宏观算大账&quot;的书名就是由此而来。
　　我一直认为，统计是有趣的，数据中是有故事的。
但这些趣味和故事常常被淹没在一些&quot;正襟危坐&quot;的学术论文中，那些佶屈聱牙的专业术语
、那些莫测高深的数学模型会将许多读者挡在门外。
在《中国统计》这样一份以宣教统计、普及统计为主旨的工作性杂志上，最需要的肯定不是这样的文
章。
因此，从一开始，我就希望能够形成一种不同于学术论文的写作风格：尽量面向大众，贴近现实，从
生活出发，以&quot;解读&quot;为目标，用统计指标解读经济社会现象，反过来再从理论和管理出发
解读经济社会指标。
这样的风格体观在主题选择、篇名标题、开头结尾以及叙述过程的起承转合之中。
这样一路写下来，自己感觉尚可，外界反应也不错，于是历经数年积累起10余万字的一叠书稿，使今
日结集出版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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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年时间，几十篇随笔短文，都写了些什么？
　　《宏观算大账》是针对宏观经济问题下笔，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对外贸易与投资等，即使那些
关系&ldquo;民生&rdquo;的工资、购房等问题，也最终要与&ldquo;园计&rdquo;这样的大主题联系起来
；二是立足统计、统计指标做文章，谈指标的设计与应用，用数据验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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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敏雪，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统计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统计学院教授、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所所长
。
主要研究领域：以国民经济核算为基点.延伸到对外经济统计、环境经济核算两个应用领域。
最近完成的研究工作包括：主持《国民经济核算-2008》中文版翻译，将交付联合国作为中文版本使用
；出版《追寻中国经济与世界的联系——对外经济统计数据估算与计量分析》、《综合环境经济核算
与计量分析——从国际经验到中国实践》、《宏观算大账——经济统计随笔》；在《统计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等期刊上发表若干篇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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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解读GDP
 1．在GDP和GNP(GNI)之问选择
 2．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3．刺激需求拉动了谁的经济增长
 4．从政府案头到百姓手头
 ——再谈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
 5．从初次分配、再分配到“第三次分配”
 6．有多少GDP是由家庭生产的
 7．GDP背后的劳动与资本
 8．“群众”拥有的财产收入
 9．再议财产收入及其部门间分配
 10．闲话“增加值”
 11．探寻这些行业高工资的根源
 12．关于居民购房支出核算的连环套
 1 3．衰退时期凸显存货的意义
 14．在“绿色GDP”争议的背后
第二部分 由内及外
 15．如何记录我们与世界的联系
 16．仅有国际收支平衡表是不够的
 17．中国已经是资本净输出国
 18．宏观经济“内”“外”失衡的解决之道
 19．解读外贸与外资的层层关系
 20．关于外贸依存度的“高度”
 21．“走出去”带动出口的潜力
 22．把外商投资企业当作外国人会怎样
 ——中国外贸数据的另一种算法
 23．话说加工贸易
 24．挤掉因加工贸易带来的水分
 ——重新估算中国对外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数据
 25．提高可贸易性是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关键
 26．服务贸易如何对国内经济产生影响
 27．跨国公司的力量
 28．中国的外资经济规模有多大
 29．中国的外资经济在哪里
 30．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是否有高招
 31．独资还是合资，这是个问题
 32．漫谈FDl的分析方法
 33．富人移民的后果
 34．美国怎么了
第三部分 小广角观察
 35．“华尔街”与“主街”
 36．炒股价差能否用来消费
 37．先生产还是先收税
 38．在市场与非市场之间摇摆
 39．税收3万亿，多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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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宏观看税收
 41．作为转移收支的捐赠
 42．我们期待“第三部门”的成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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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二，分类的基本思路。
从哪些角度进行分类？
依据什么进行分类？
对上述各种分类加以归纳，不难发现其中包含着两条基本路径。
一是强调空间特征，是关于各单位存在位置的分类，行政区划分类、城乡划分都属于此类。
二是考虑各单位自身具有的经济社会特征，其中，行业分类和三次产业分类的依据是各单位所从事经
济活动的性质，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登记注册类型的划分依据是各企业法人单位的组织形式，内
含着不同的所有权性质；大中小划分也是针对企业的，划分依据与其经营规模有关。
第三，不同分类之间的关系。
从上述基本思路可以看出，不同分类之间存在着粗与细、拆分与归纳的关系。
三次产业是对行业的归纳。
如果将行政区域细分到适当程度，即可以得到城乡划分。
但是，无论如何，仅凭现有介绍，还不能完全理顺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与其他分类之间的关系，为此我
们需要引入机构部门分类概念。
所谓机构部门分类，其基本思路是：以具有独立经济决策权的法人单位及住户为基本单位，考虑其经
济活动尤其是财务决策的性质，形成企业部门（包括非金融企业和金融机构）、政府部门、住户部门
几大机构部门。
其中，企业部门由常住企业单位组成，强调以营利为目的进行市场性经济活动；政府部门由所有行使
政府职能的行政单位以及由政府资助的事业单位组成，具有非营利性质；住户部门或称居民部门，由
所有常住住户组成，还包括住户拥有的个体经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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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宏观算大账:经济统计随笔》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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