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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对GDP的理性追求  

http://www.crifs.org.cn  2008年4月16日  王国平 

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些经济学家看来，GDP往往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统计数据，但在我国它却变得越

来越复杂，越来越具有“文化”的内涵。因此，有必要从文化背景和发展观的视角出发，以GDP的经

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为切入点，对GDP的获得和使用进行全面审视和科学规划，以便廓清思

路，还原对GDP的理性追求。  

不应仅仅关注物质福利的增长  

经济价值实质上是获得者直接拥有的物质福利，主要包括出资者所得、经营者和劳动者报酬、

消费者盈余(市场丰富、价廉物美的商品同样意味着消费质量的提高)以及政府税收。对这四者共赢

的强烈意愿，导致任何国家均将GDP增长视作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并将其置于通货膨胀率、失业率

和国际收入平衡状况等指标之前。实际上，人们追求物质福利、谋求经济发展与追求GDP经济价值，

具有内在的一致性。30年改革开放给我国带来的巨大变化，就鲜明地体现了GDP经济价值的基础性贡

献。  

需要指出的是，要在GDP虚假、剧烈波动以及由于市场化不彻底不完善从而导致机会、规则不平

等的环境中，保证上述四方面福利的增长和协调，还必须在初次分配中注重公平问题的处理。处理

的原则应是更加关注规则公平和机会均等，而不是一味强调在初次分配领域促进结果分配的均等。

如果强求一步到位，既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可能导致二次分配失去存在的价值。  

更加注重分配的公共性和公平性  

当GDP的经济福利通过税收贡献于社会事业的发展时，也就产生了GDP的社会价值。这也是GDP价

值的第二次放大，或者说是第二种含义的GDP价值。GDP的社会价值具有公共性、公平性和间接性特

征。所谓公共性是指从物质和精神形态上看，体现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从价值充分实现的角度

看，体现为公平公正，具有公民均等的内在要求。应该说，GDP福利在社会领域中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实现公共性上。  

GDP福利的公平性，在社会领域实现的主要途径是财政的转移支付。通过向需要扶持的贫困地

区、贫困人群以及需要均衡发展的区域或产业部门进行GDP福利的分配倾斜，促进共同发展，带动福

利水平的整体上升。GDP福利的公平性体现了整体、长远的公正性与当前、局部分配差异性的有机统

一。如果说公共性意味着均等性，那么，公平性则侧重于科学的差异性。在一定时期、一定阶段，

这种公共性与差异性越统一，体现得越充分，GDP二次福利就越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加大GDP二

次福利的开发，关键在于增强公共性和公平性。  



此外，相对于GDP福利的一次分配而言，GDP在社会领域的二次分配具有间接性特征，公共产品

一般不能直接量化到个人。教育、科技、体育等领域的情况，皆是如此。即使某些公共服务在特殊

状态下能以补偿的方式进入个人账户，如医药费报销等，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中间仍存在不

确定性和间接阻碍。这反过来也提醒我们：GDP在社会领域中的二次福利更多是通过间接方式去实现

的，因此间接福利同样是福利，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并加强监管。  

不过，现实生活中GDP社会价值的实现，也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是未能直接作用于社

会事业的发展，而是被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把GDP福利以社会建设的名义而白白消耗掉。二是相对于

城市而言，农村地区长期无法平等地分享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强烈的结构反差阻碍了全社会的整

体进步。三是转移支付力度不足，导致地区差距不断扩大。以人均GDP的相对差距为例，1980—2003

年，我国西部和东部由1：1.92扩大到1：2.59，中部和东部由1：1.53扩大到1：2.03。总体来看，

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仍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有鉴于此，在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

并实施四年后，中央于2003年再次加大了平衡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力度，明确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

下，实施“五个统筹”战略，以确保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四是由转移支付机制性缺

失而导致的转移黑洞。这反映了在我国财政补助拨款的管理和使用上，存在事前审查不严，事中缺

乏审计监督，事后缺乏责任追查等制度性问题。  

应重视科学发展与诚信意识的树立  

GDP的文化价值具有强烈的正负效应。正面的GDP文化贡献，主要表现为通过财政税收转化的GDP

进入文化事业领域对文化的硬件和软件发展均能起到支撑作用。首先，就硬件而言，没有一流或较

好的剧院、博物馆、书店等物质载体，精神文明水准的提升必然要受到限制。其次，就软件而言，

无论是精神产品的设计、创作、展示和宣传，还是专业人才的培养都离不开财政的投入和支持，特

别是肩负文化传承使命的文化精品项目和国粹艺术更加依赖政府的财政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由

GDP转化的政府财政越充裕，就越能资助、推动精神产品的生产，从而提升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

文化涵养。  

GDP文化价值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GDP膜拜、GDP炫耀和GDP失信。GDP膜拜长期影响国家的发

展战略和社会心态。建国初期所提出的“赶英超美”目标，一定意义上就是产值膜拜甚至是某种特

殊产品产值(如钢铁)膜拜的结果，只不过当时GDP的表现指标形式是工农业总值、社会总产值而已。

改革开放的一段时期，一度将GDP指标脱离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态而孤立追求，并以此作为考核

政绩的主要依据，甚至换算为人均美元导向指数以便贴近国际标准的做法，也属于GDP膜拜的具体反

映。  

GDP炫耀是由GDP膜拜而派生的一种结果，不仅表现在文字口号、会议总结、经验宣传上，还张

扬在种种实物形式上。最为典型的就是政府机关或公共机构的办公楼、宾馆、广场越来越豪华、气

派。一些地方的乡镇政府，其办公楼的壮观，令人不敢想象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基层政府的办公设

施。这些现象的背后，让人不仅看到了体制的漏洞，更显露了有关人员价值取向的浮浅、粗俗，是

对GDP文化价值的严重歪曲。  

GDP失信包括两种类型，即GDP虚增和虚减。GDP虚增现象在我国历来存在。众多民间话语或流

言，就是虚增的写照，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等等。不少

贪官的升迁也是依靠虚增的GDP，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可谓其中的代表。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统



计必须独立”的遗言，实际上也是对这种情况严重性的反思。近年来，随着国家再运算机制的建立

完善，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理念的提出和干部政绩考核制度的调整，GDP虚增现象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控

制，但同时又出现了GDP虚减行为，即有意隐瞒不报或少报。尽管这种行为所占的比例不高，但评估

GDP偏差值时绝不应忽视这一问题。其实，无论是GDP虚增还是虚减，都属于GDP失信，这种失信给社

会带来的损失，除了使宏观调控信息失真和政策误导外，容易给整个社会的道德诚信建设带来致命

的打击。  

总之，GDP的经济价值，应多从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层面来放大。忽视GDP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

的实现，仅仅盯住经济价值，只会让GDP的总价值不断被抵消。因此，GDP的使用，要在公共产品服

务均等性、公平性配置上作出贡献；要依托特定的财力基础，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文化影响力的

提升。只有这样，才真正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实质上起到了放大GDP价值的作用。（王国

平/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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