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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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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消耗了大量能源和其他资源，环境、生态等方面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目前，可

以说解决资源和环境两个问题比实现经济增长目标还要复杂得多、艰巨得多。 

    如何突破资源制约和环境污染这两大障碍？统计部门应积极为发展循环经济服务。发展循环经济，首先要掌握实际情况，有准确可靠的统计数据。

比如，资源的生产、消耗、回收、循环利用以及废弃物的处置等情况，都要做到心中有数。 

    目前世界各国对经济社会活动的统计都比较重视，而对于循环经济，应该用哪些指标来衡量，采用怎样的统计方法和调查体系来搜集数据，无论在

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还比较薄弱。中国尤其如此。作为统计部门，当务之急是要会同有关部门抓紧建立健全循环经济指标体系和相应的统计调查制度

及工作体系，切实做好有关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工作，定期公布结果，以便比较全面准确地对循环经济的发展情况作出定量描述，有效地进行监测、检

查和督促。  

    近几年，绿色GDP在我国日益受到关注，每年的“两会”中，都有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绿色GDP写了议案和提案。国家统计局对这项工作非常

重视，并与有关部门和研究单位一起开展了多项专题研究。  

    通过这两年的研究实践，我们深深感到，要真正建立科学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从目前看，首先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

问题。 

    理论问题。绿色GDP通常是指在GDP的基础上，扣除经济发展所引起的资源(主要包括土地、森林、矿产、水等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包括生态环

境、自然环境等)损失的代价后的余额。但这样做是否必要和可行，国内外在理论上还有较大争议：如何计算绿色GDP上，尚未取得一致；事实上，即

使在是否应该计算的问题上，也没有取得一致。 

    如何采集数据。我们现有的统计体系、制度方法和调查渠道对资源和环境的统计指标体系和调查渠道还很不健全。资源环境的核算资料，主要靠政

府主管部门广泛设立检测站点，形成网络，直接进行测量，取得原始数据。有些资料是难以全面采集的，有些数据采集起来成本非常高昂。 

    如何确定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的价格。要对资源和环境的损失计算出价值量，光有实物量还不行，关键需要确定一个价格。但资源和环境大多

无法从市场价格中寻找参照，要确定其价格就成为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比如，珍稀动物灭绝了，它的损失怎么定价?确定资源和环境的价格，是一个

世界性的难题，也是开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主要障碍。 

    如何按地域进行扣减。生产统计可以严格按属地原则进行。而对资源和环境的损失，还简单地按照同样的原理去进行扣减，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比如，假设淮河上游(河南)排污，污染了下游(安徽)，该扣河南的GDP，还是安徽的GDP?可能会有扯不完的皮。污染往往是没有边界的，特别是大气

污染连国界也没有。  

    如何进行国际比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个国家做出了完整的经济环境核算，更没有看到哪个国家官方拿出了绿色GDP的数据。目前，联合

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OECD、欧盟等五家国际组织正在联合修订全球通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l993)，由于条件不成熟，尚不具备

可实施性，并没有将绿色GDP列入修订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国的绿色GDP算出来了，又怎么进行国际比较。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既要积极推进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工作，要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但也要坚持科学态度，充分估计到它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现阶段的重点是开展研究。要坚持积极探索、从易到难、逐步深入的原则。制订工作目标要切实可行、留有余地，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基础工作。 

 

文章出处：《中国经济周刊》 (2005年 第二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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