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www.sbs.edu.cn ��

第9卷第6期
2008年11月

No.6 Vol.9
Nov. 2008

【专题综述】

述评：对GDP核算体系缺陷的辩证思考

张　焱�　寻翠翠�

（西北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中国 兰州 ��00�0）

摘  要：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和资源不足、贫富差距过大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因此对GDP核算体系的质疑声越

来越大，对GDP缺陷的研究越来越多。本文从综观各位专家学者对GDP的态度出发，再结合自己的观点，陈述对GDP缺
陷的辩证思考。从环境核算、资源核算、财富总量、社会经济福利、非市场经济、居民的生活水平以及政策法规、人为

因素等方面辩证地研究了GDP核算体系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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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案例�：
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静静驶过。一切平安无事，

它们对GDP的贡献几乎为零。但是，其中一个司机由于

疏忽突然将车开向路的另一侧，这样一来，连同到达的

第三辆汽车，造成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好极了！”

GDP说。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救护车、医生、护士、意

外事故服务中心、汽车修理或买新车、法律诉讼、亲属

探视伤者、损失赔偿、保险代理、新闻报道、整理行道

树等等，所有这些都被看作是正式的职业行为，都是有

偿服务。即使任何参与方都没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

甚至有些人还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我们的“财富”——

所谓的GDP却依然在增加。 
案例�：
昆明的滇池近几十年来严重污染，周围的农田、化

工厂是主要污染源。如果将这些农田和化工厂几十年来

的利润汇总起来，有几十个亿。虽然带动了当地的就

业，创造了物质财富，但同时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如果现在要使滇池水变清，将劣五类水变回到二类水，

最起码要投入几百个亿。这样一笔账算下来，即便不包

括滇池内许多原有的鱼类和微生物的灭绝，也不包括昆

明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成本，滇池周围几十年来的经

济活动可就亏大了。这个“亏”，换句话可以这样说：

一旦生态秩序被打破，建立新的平衡将异常艰难。 
随着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和全球资源环境的恶化，

一场围绕GDP的讨论已经广泛地开始了。很多专家学者

通过以上的例子，开始研究GDP核算体系的缺陷。从目

前关于GDP核算体系的现状来看，各专家学者的观点主

要分为两类：一种观点认为凡是GDP不能核算，都是

GDP的缺陷，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任何一个指标都不是万

能的，GDP不能核算的并不完全是GDP本身的缺陷，而

是外部因素所致。但是我认为上述两个例子都是对GDP
的误解，然而那两个例子又不同，第一个例子纯粹是对

GDP的误解，因为事故是偶然事件，救护车、医生、

护士、意外事故服务中心、汽车修理或买新车、法律诉

讼、亲属探视伤者、损失赔偿等只是为了使损失减少到

最少。所以那根本不是GDP的缺陷。第二个例子污染

的造成完全是由于政策的不完善和人为的因素，而不是

GDP本身的缺陷。本文就从综观各位专家学者对GDP的
态度出发，再结合自己的观点，陈述对GDP缺陷的辩证

思考。

二、国内关于GDP核算的研究现状

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其成果大家有目共睹，

但是经济总量增加的过程也是自然资源消耗、环境污染

以及生态破坏的过程，而传统的GDP不但没有扣除生态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损失，以及防治污染而付

出的成本，相反，却将建立在生态污染和环境破坏基础

上的产出值计入GDP。对此，专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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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GDP的缺陷进行了研究：黄焕山、刘帆（����）在

《GDP的缺陷剖析》中从人才流动缺陷、生态失衡的

缺陷、环境污染的缺陷、产品危害的缺陷等几个方面对

GDP的缺陷进行了论述；袁捷敏（�00�）在《刍论GDP
指标的局限性》一文中立足于统计核算，深入地分析了

GDP指标在六个方面的局限性；陶开宇（�00�）在《关

于GDP指标含义缺陷的探讨》中从GDP概念的内涵和

外延两方面出发，探讨了GDP指标的作用和缺陷；颜日

初、朱喜安（�00�）在《论GDP的作用与缺陷》一文中

指出人们设计GDP指标的目的是衡量一国（或地区）在

一定时期内的生产总量。它没有衡量自然环境的质量和

反映水土流失、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的任务，也不可能

具备反映这些方面情况的能力。从以上各专家学者的论

述来看，目前我国关于GDP核算体系的缺陷已经形成了

两派观点，讨论的焦点在于究竟什么才算得上GDP核算

的缺陷。

本文通过对前述文献的整理发现，随着对GDP缺陷

的研究，对新指标绿色GDP核算的研究也越来越广泛，

但并不是传统GDP不能核算的绿色GDP就都可以核算。

(一)绿色GDP可以核算，但是传统GDP不能核算

的——环境和资源的核算

GDP即国内生产总值，它表示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

或地区的经济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提供劳务的市

场价值的总和。绿色GD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考虑了

自然资源和环境因素影响之后的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

即将经济活动中所付出的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

从GDP中予以扣除。

�．生态失衡的缺陷
生态失衡并不是指自然资源的富有，而是指“先

天”贫乏，“后天”破坏、浪费与缺乏得力保护。生态

失衡即生态赤字。传统的GDP却忽视了自然资源本身就

是财富，而且还直接创造财富。

首先，自然资源贫乏制约着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

包括社会、经济、环境三个基本的要素，它们之间构成

了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关系，环境和资源

的可持续性是基础，经济的可持续性是条件，社会可持

续性是目的。而且我国的资源又是如此的贫乏：人均淡

水资源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人均耕地只及世界平

均水平的��.�%。总之，我国有些资源在总量上可能还居

世界前列，但是涉及到人均问题，我国就与世界平均水

平相差太远。不仅如此，我国的有限的资源仍然在不断

地流失。农业经济学家郭书田说，我国风蚀和水蚀面积

达��0万平方公里；北方沙漠化面积��0万平方公里；南

方沙漠化面积���万平方公里；草原退化、碱化、沙化，

每年新增面积�000多万亩；耕地每年净流失�00多万亩。

水土流失的实质是财富的流失，而且这种财富的流失不

是一次性的，而是长期的、经久的。尤其是我国的不可

再生资源，人们为了自己的私利，过度地开采、使用，

只看到了近期利益，而忽略了长远利益，我们经常将造

福子孙后代挂在嘴边，而做的事情却是断了子孙后代的

路。对此，我们除了进行绿色GDP的核算以外，应该采

取措施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比如：完善法律制度，加

大对乱砍乱伐的处罚力度；对使用自然资源，尤其是使

用不可再生资源的企业，增加纳税金额。

其次，自然资源遭到破坏对人类报复的代价是惨重

的。自然资源遭到破坏，生态失衡的直接表现就是自然

灾害。比如，�00�年我国的南方大雪灾，对我国农林破

坏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俗话说百年树人，虽然我们已

经在努力地栽种树木，但是遭受的损失已经严重地破坏

了我国的生态平衡。

�．环境污染的缺陷
传统GDP将环境保护支出作为投资活动，结果污染

物排放越多，环境保护支出就越多，GDP也就越大（钟

超，�00�）。我国的经济发展就是这样以牺牲环境为代

价，以污染环境为前提来创造“财富”的，并且中国的

GDP不分良莠，不管是不是污染产业，只要创造增值就

是加号，这样就高估了经济活动所创造的价值，这也就

是GDP的悲哀和缺陷。而污染环境一定要付出成本来弥

补，这种成本既包括经济的成本，又包括人类生活质量

的成本。经济的成本又包括治理的成本和环境恶化的成

本，治理的成本还可计量，但是环境恶化的成本根本无

从计量。在进入��世纪以后我国的能源格局依然是以煤

为主，这就意味着造成酸雨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合物的

排放量将会有增无减，并且新的污染源在不断地涌现，

如电视、手机、音响等电子产品释放的电磁污染对环境

及人体的危害越来越大。

这些污染的治理在绿色GDP中还好核算，但是环境

的退化成本由于时间和空间的跨度比较大，就现在的水

平核算根本无从谈起。

（二）除了环境和资源之外，传统GDP和绿色GDP
都不可以核算的内容

现如今，绿色GDP的定义和核算完全是在传统GDP
的基础上定义和核算的。因此，除了资源和环境之外，

传统GDP不能核算的绿色GDP也无从核算。

�．GDP无法核算财富总量
GDP代表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新创造的财

富价值总量。一个国家社会财富能否有效地增长，不仅

取决于GDP中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大小，还取决于其质

量，如果固定资本的质量不好，没有到使用期限就不得

不报废，那么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再多都不能有效地提高

一国的社会财富（袁捷敏，�00�）。一国的国民财富是

维持国家政权的基本保障，可是GDP只反映在一段时间

述评：对GDP核算体系缺陷的辩证思考

A Dialectical View of the GDP Accoun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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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所发生的价值量，却无法体现在期末所留存的价值额

即国民财富。比如，在�00�年建造了一座桥梁，在�00�
年由于工程质量问题拆除了这座桥梁，�00�年又重新建

造了一座同样的桥梁。�00�年建造桥梁增加了�00�年的

GDP，�00�年拆除增加了�00�年的GDP，�00�年重建又

增加了�00�年的GDP，然而三年总的财富就是�00�年的

那座桥梁，而且资源被消耗了两次，所以说�00�年的社

会财富较�00�年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说GDP指标

不能准确地反映一个国家社会财富的积累。

�．GDP不能全面地反映社会经济福利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A·C·庇谷认为，一国的经济福

利是个人经济福利的总和，而每个人的经济福利又由他

所得到商品和劳务的效用构成的（杨缅昆，�00�）。宋

小川认为，理想的GDP应当反映一国居民的“净经济福

利”（Net economic welfare），它不仅应当计算增进人

们经济福利的“好的”产品，还应当减去降低人们经济

福利的“坏的”产品。“坏的”产品就是指那些危害人

类健康或造成人们财产损失的产品，主要包括：①法律

禁止、违背社会公德的产品。②法律允许生产的危害产

品，对此，黄焕山、刘帆建议，GDP应当扣除生产烟草

所占的耕地、生产香烟所耗的资源，同时还应扣除烟草

致病的医疗费、香烟诱发火灾的损失费与救灾费。③伪

劣产品、变质产品。

�．GDP没有核算某些经济活动，尤其是非市场经济
的经济活动

是否产生市场价格即是否有交易的发生，是作为GDP
核算的依据和范围，因此GDP在统计范围上存在着一些缺

口，这样，那些虽然属于经济意义上的生产性活动，但由

于没有涉及到交易行为的非市场交易活动就被排除在GDP
指标的统计核算范围之外。比如，家庭劳动，志愿者的义

务劳动，部分服务业的流量如计算机服务、电子商务、中

介服务、信息咨询和物业管理等，以及非法生产和地下

经济活动。对于非法生产和地下经济活动，在����年版的

SNA中已纳入了生产核算的范围，但是我国到目前为止还

没有将这部分进行核算，据估算，我国的非法生产和地下

经济活动折算成当年的GDP占当年GDP总量的比例高达百

分之十几。这个数字可谓是相当惊人的，在越不发达、法

律越不完善的国家，非法生产和地下经济就越猖獗，影响

GDP的力度就越大。而且对于这一部分政府也无法控制，

只是大规模地下经济的存在，会扰乱国家的宏观管理、破

坏国民经济核算平衡原则、危及一国金融的安全，对社会

和国家经济产生一系列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地下经济规

模进行测算。

�．GDP无法反映居民的生活水平
我国的GDP每年都在以�%左右的速度在增长，这两

年甚至达到�0%以上，但是我国国民的贫富差距却在日益

增大，也就是说GDP不能反映人们收入分配的差异。宏

观上看，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增加了，就意味着一国的

居民平均收入水平得到了改善。但是，从微观上来看，

收入水平不均等，可能只是小部分人得到了更多的收

入，大多数的人收入并没有增加或者增加很少，因此他

们的收入水平并没有得到改善，或没有明显的改善，这

就是人均GDP掩盖下的贫富差距。到�00�年底，我们国

家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超过了0.�的国际警戒线。我

国自建国初期，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因此提出了一部分

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国家政策。由于大力支持

上海、深圳以及东部沿海地区，造成了现在的地区之间

的发展的不平衡，同时也影响了人均收入分配的均衡。

三、对GDP指标缺陷的再认识

（一）不能核算的并非全是GDP本身的缺陷

从GDP的定义、核算方法来看，GDP本身并不具有

容易膨胀的缺陷，但是在法律制度、政策以及人为等因

素的影响下，GDP这种体制越来越被人们利用、扭曲。

面对我国尚未完全摆脱的粗放型增长，有学者直言不

讳：过于单纯注重GDP的增长，必然会进入这样一个怪

圈——传统的GDP核算可能助长为追求高的GDP增长

而破坏环境、耗竭式的使用自然资源的行为！而且从消

费者选择产品的角度来讲，同等质量的产品价格上的优

势比环境品质更为重要，特别是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

下，一般消费者也不会过于关心清洁生产以及对环保的

作用，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就不惜以牺牲环境

为代价了。另外，在����年以前，我国各地就已经把每

年的经济增长指标作为硬性指标下达给地方政府了，要

求其必须完成，并且经济增长率又是政绩的核心指标，

因此领导就更重视GDP的数量，而忽视增长背后的浪

费，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在我们国家，重要干部在一个地

方的任职期一般比较短，因此有的干部就为了自己的政治

前途，不惜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对于环境方面的政策，

我国一直在完善，但是形势不允许我们在“万事俱备”下

再去实施那些理想的环境经济政策，只能“边算账、边研

究、边试点、边总结”，联合各方的力量，全面推动建立

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框架。我国的法律制度也

不健全，对破坏环境、过度开采自然资源都没有完整的法

律界限，因此干部、企业就利用了这些漏洞。所以，我们

应该健全法律制度，完善政策，努力改变人为破坏的行

为，让我们的GDP核算更干净。

（二）不应用其他指标代替GDP指标

GDP统计是用以判断经济是紧缩还是扩张的依据，

还能一次判断经济是否会面临严重衰退或通货膨胀的威

胁。GDP是宏观经济的核心指标，经济增长、商业周

期、经济行为与失业之间的关系，以及通货膨胀的衡量

与决定因素等等都与之密切相关。它的作用很大，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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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所不能核算的也越来越多，因此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

一些新的指标，如绿色GDP、幸福指数。进行绿色GDP
核算是形势所趋，但是就算建立起绿色GDP核算，也不

应该取消传统的GDP，因为传统GDP是绿色GDP的基

础，没有传统的GDP就没有绿色GDP，而且只有将绿色

GDP与传统GDP进行比较时，才能清楚的看出资源耗减

成本与环境损失的代价。对于幸福指数，是用人均GDP
来衡量的。我国的人均GDP退居第一百多位，这正如实

地反映了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真实情况，也只有确

切地掌握了实际情况，才能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时

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不仅不是GDP的缺陷，反而应

是GDP的一个重要作用。所以，不应该用其他的指标代

替GDP指标。

四、总结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他们著名的教

科书《经济学》中指出：GDP是�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

一。与太空中卫星能够描述整个大陆的大气情况非常相

似，GDP能够提供经济状况的完整图像，能够判断经济

是萎缩还是膨胀，是需要刺激还是需要控制，是处于严

重衰退还是处于通货膨胀威胁之中，所以，GDP的基础

地位不可替代。在我国提出�0�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

经济发展目标时，我们就应理性地、全面地看待GDP指
标，这对我们制定下一步的工作计划，长期地保持经济

持续、快速、健康、全面地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我们既应该重视GDP，但不能唯GDP马首是瞻，我们

要告别GDP崇拜，但不是告别GDP。因为任何一个指标

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想用一个指标就可以完全核算经济

发展中的所有问题，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此，应该用

GNP等其他指标来补充，从而反映本国经济增长中最可

靠与最真实的来源。最后，我们期待更干净的GDP的增

长、有效率的GDP的增长和节约型的GDP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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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alectical View of the GDP Accoun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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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such evils a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resource shortage, and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obvious. Therefore, more and more people question the validity of the GDP 

calculation system. This essay sums up various views toward the GDP calculation system and presents the author’s dialectical view 

of the defects of th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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