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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民经济核算是宏观经济信息的核心，是领导机关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和决策的基础。
兆修同志从新中国建立之初的1950年直到1990年离休，都在东北大区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参与和负责
国民经济核算司（综合司）的工作，历时40年之久，可以说是为国民经济核算献出了毕生精力。
他离休之后，不甘于享受暮年的清闲，潜心写下了这本40多万言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历史考察与
展望》。
我认为，这本书的内容有三方面的价值：它是一本新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方法的发展史；又是一本
研究新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重要参考书；还是一本今后如何建立、发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可贵
的探索录。
第一，这本书系统地描述了新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方法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发展的历史背
景和当时讨论决策的经过。
据我所知已经出版的几本关于国民经济核算的著作，主要是对这一问题的横向阐述（这当然很重要）
，至于纵向的历史描述，此书还是第一本。
本书在简要地介绍了国民经济核算的概念，回顾了西方学术界和旧中国学者对国民收入（所得）的研
究情况之后，以大量篇幅叙述了新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发展所经历的3个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80
年代中期，适应当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以及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同我国实行经济交流而西方发
达国家对我国封锁禁运的国际情况，采用了MPS体系，这是第一阶段。
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后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和初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需要，以及打破西方封锁禁运后对外经济交流逐步扩大的国际情况，实行“中国式的SNA体系”，
这是第二阶段。
从2000年起，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以及我国加入WTO后更广泛地开展对外经济交
流，便于国际经济信息对比和共享的要求，强化了GDP的核算和三次产业的划分，完全采用了联合国
的SNA体系。
这是第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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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前景如何？
本书试图作个历史考察与展望。
国民经济核算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它深深地刻印着社会经济发展每个阶段的印迹与特征。
历史考察就是对这些印迹和特征加以描述。
国民经济核算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和完善的。
21世纪伊始，中国进入和平崛起，和谐社会，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新时代。
展望就是希望把这个时代的特征与要求，尽力逐步纳入国民经济核算，实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使之更好地服务于这个新时代。
    本书分上下两篇。
上篇讲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过程。
在简要地叙述了国民经济核算的概念，回顾了西方学术界和旧中国学者对国民收入（所得）的研究情
况之后，对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方法的发展历程以大量篇幅作了描述，对1985
—1990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转轨变型的大讨论中一些主要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对各个时期呈现
出来的某些重要的经济画面试图利用核算资料作些初步的剖析，对国民经济核算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
进意见，参照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作些简略的探讨。
下篇讲适应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逐步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环境成本——自然资源耗减
成本、环境质量退减成本，绿色GDP、开放式绿色GDP的理论、方法、案例、功能，以及组织保障等
作些梗概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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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西方许多学者称国民经济核算为“社会会计”。
法国经济学家让·马歇曾经强调，在“国民核算”的方法论中，簿记核算原则应占优先的地位。
并且认为，“当然，一个企业的会计数字同国民核算之间有着原则性的差异，但是，两者都建立在同
一个原理基础上，国民核算也是源出于单个企业簿记。
”英国经济学家J·R·希克思说：“正如私人会计是个别厂商会计，社会会计不过是社会或国家的会
计。
”美国经济学家帕特森说：“社会会计与企业会计并没有根本的区别。
企业主需要会计来提供反映企业经营活动的各种信息，以此衡量企业的财务状况。
”日本经济企划厅国民收入部编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通俗讲话》一书中说，国民经济核算的“一
般原则大体相当于企业会计的原则”。
国民经济核算是以企业会计为原型进行引伸、扩展、发展起来的社会会计。
SNA在提到附属账户时说，“一个附属账户既是这一指定领域的概念框架，又是广义的国民经济核算
。
”我国会计界的阎达五教授认为：“社会会计有两种含义，一方面是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会计，即社会
会计是以整个国家为主体，通过对社会总资金运动进行核算和监督，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为目的的一
种管理活动，它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直接提高宏观经济效益服务的。
另一方面是从微观经济角度把握的社会会计，即企业和个别单位的会计管理要体现宏观管理的要求。
”“社会会计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实施宏观价值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
”事实上，西方国家国民经济核算中许多价值量指标的核算基本上源于会计核算。
如法国1966年把增加值的计算由生产企业扩大到商业企业，1978年又扩大到医生、律师、会计师等自
由职业者。
日本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管理会计和经营分析中引进了增加值的概念。
根据损益计算法和成本明细表的计算项目计算出增加值及其构成。
进而计算出劳动分配率（人事费用÷增加值），社会分配率（公共税金等÷增加值），资本分配率（
红利、利息、土地费用等÷增加值）。
有些指标如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相关度、环境资源的价值、生态价值、自然资源价值等
的核算，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业务技术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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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历史考察与展望》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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