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民经济核算原理课程的参考教材文献 
1.国民经济核算 

崔书香 肖嘉魁 闵庆全，  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页数：167。 

本书扼要介绍内联合国统计处向各会员国推荐的两套体系：一套是以资产阶级经济学为理论依据
的、供实行市场经济各国采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或《国民帐户体系》，简称SNA。目前世界上所
有资本主义工业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采用这一体系，或以这一体系为基础，再结合本国
特点作适当调整。另—套是供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采用的《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的基本原理》或
《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简称MPS。采用这一套体系的，则有经互会各成员国和其它少数国家。最后
一章说明这两套体系在概念结构和定义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在指标上相互换算的方法。SNA和MPS，是从不
同的角度出发，适应各自的社会经济条件形成自己的体系，为特定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服务的；但可
供我们研究、借鉴。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至第四章介绍SNA，包括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基本概念、基
本指标、核算体系的概念结构、核算体系中的估价和指数问题；第五章介绍了MPS，即国民经济平衡表
体系的基本原理；第六章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的比较。 

2.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结构研究 

邱东，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04月第1版  页数：122。 

本书从结构角度介绍SNA。第一章从纵向上对新SNA 88x 88矩阵的经济内含作了剖析；第二章则在



横向上对新SNA五大核算系统的“结合”作了分析，第三章提出了对新SNA核算结构设计理论依据的看法。
并为后面的基本评价打下了基础；第四章专门从统计分组方面进一步分析新SNA的框架结构。第五章则
在核算结构的外在形成— —统计表方面说明了新SNA的特点。第六章在结构分析后对新SNA进行了基本评
价，适合初学者对SNA结构的把握。 

3.国民经济核算通论 

钱伯海等主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页数：575。 

该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项目的成果。聚集了当时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主要专家学者。
全书共分十四章。内容涉及国民经济管理与国民经济核算、国民经济核算模式、核算原则与方法、国民
经济分类、国民收入核算、投入产出核算、资金流量核算、国民资源与资产负债核算、对外经济核算、
国民经济账户体系、价格分析与物量比较、国民经济核算资料运用、国民经济核算现代化等。体现了当
时最高的学术水平。 

4.欧洲共同体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欧共体统计局， 陕西人民出版社 ， 1992年06月第1版  页数：298。 

欧共体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简称ESA)作为一种共同的经济语言．在本质上与SNA是一致的。但由于
欧共体各成员国具有相似的经济体制，经济核算的经验亦比较丰富，且不象某一国家那样受制于历史因
素，  因此采用了更为精确的定义和更为规范的术语。根据这套定义严格的术语和经济分类，ESA将一
系列内容详细的帐户和表式有机联系在一起，为欧共体和各成员国提供了一个系统的、可比的、尽可能
完整的经济活动框架，从而便于前后一致地、高质量地描述各成员国和整个欧共体的经济运行状况。因
此，它对经济分析、经济预测和制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国，ESA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
作为一个发达国家集团的核算体系．对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新核算体系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其次，作为一
种共同的经济语言，对于我们进入国际市场，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良好的沟通手段。本书根据欧共体
1979年修订版英文本译出。主要内容包括：ESA的基本结构、单位及其分组、货物和服务活动、分配活
动、金融交易、投入产出表中的货物和服务流量、核算规则、国民经济账户中的人口与就业国民经济账
户中的价格与数量变动测算等。 

5.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1993 

联合国等，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5年06月第1版  页数：718。 



本书是SNA体系的最新指南版本，反映了自1968年以来的国民经济核算领域的重大进展，并且使得
原有的核心框架更易于理解和操作。全书共分二十一章和五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绪论，综述，流
量、存量和核算规则，机构单位和机构部门，基层单位和产业部门，生产账户，收入初次分配账户，收
入二次分配账户，收入使用账户，资本账户，金融账户，资产其他变化账户，资产负债表，国外账户，
供给和使用表及投入产出，价格和物量核算，人口和劳动投入，功能分类，综合框架在不同情况和需要
下的应用，社会核算矩阵，附属分析和附属账户等。 

6.国民经济统计学（国民经济核算原理） 

钱伯海 郑菊生 颜日初，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02月第1版  页数：411。 

本书是全国统计教材编审委员会审定的教材，曾获得全国统计教材类特等奖，影响了以后的国民经
济统计学的教学与教材编写。该书是集体编写的成果。全书共分为十二章，主要内容包括：总论、国民
经济分类、国民经济统计的基本原则与方法、社会再生产条件统计与资产负债核算、国民生产统计与投
入产出核算、国民分配统计与资金流量核算、国民经济流通统计、国民使用统计与国内生产全过程的核
算、对外经济统计与国际收支核算、国民经济平衡账户、国民经济价格统计、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分析
等。 

7.山西省国民经济核算资料 

薛军 李庭钧 李宝卿等，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07月第1版  页数：570。 

随着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逐步建立，原有的核算总量指标，如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等逐渐退出
历史舞台，而新的总量指标，如国内生产总值、总产出等，却因新体系建立的时间较短而没有形成时间
序列。这一状况不仅给各级决策部门和研究人员进行宏观经济分析带来诸多不便，也使决策的科学性失
去了基础。为全面系统地反映山西省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充分发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信息库的功能，对
山西省国民经济核算历史资料进行了整理和推算，并汇编成册，正式出版，供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研究
使用。 

本资料分为六大部分。第一、二、三部分是省、地、县资料，第四、五部分是国家、兄弟省市区和



台港澳资料，第六部分是指标解释。在前三部分中，省级资料较完整，不仅包括国内生产总值的生产和
使用，而且还包括投入产出核算资料，地、市一级的资料侧重于生产方面的核算，对国内生产总值的使
用核算较少；县、市、区一级则仅有生产核算。第四、五部分资料取自《中国统计年鉴》、《改革开放
十七年的中国地区经济》及兄弟省市统计年鉴。 

8.国民经济核算— —理论、方法及应用 

杨廷干 刘小瑜 蔡定萍，  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页数：234。 

本书是在国内“大统计学”讨论的背景下形成的系列丛书中的一本。本书就国民经济核算的理沦、
方法及应用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归纳、比较、剖析和探讨，内容覆盖国民经济核算的五大领域。在
理论体系和材料观点的组织论证方面本书有自己的特色，体现了作者对国民经济核算问题的看法。全书
共分为七章，内容包括：总论、国民收入核算、投入产出核算、资金流量核算、资产负债核算、国际收
支核算、国民经济核算分析等。 

9.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刘长新，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06月第1版  页数：557。 

本书是东北财经大学知名学者刘长新教授学术成果的总结，其中第一部分是关于国民经济核算的研
究成果，字里行间再现了中国学术界和统计界在该领域的发展历程。可帮助读者理解中国国民经济核算
的发展进程。 

10.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与发展（修订版） 

许宪春，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 



受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发展阶段和国际国内容观情况的制约，我国于1984年至1992年间研究制
定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简称中国1992年核算体系)与国民经济核算最新国际标准—
—1993年SNA之间尚存在较大的距离。为了吸收国际上国民经济核算发展的最新成果，更好地满足国家
宏观经济管理和对外交流的需要，国家统计局明确提出了实现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向1993年SNA过渡
的战略目标。《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与发展》一书的目的就是为实现这一目标做一些基础性研究
工作。它主要论述和解决为什么和怎样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改革和发展问题。全书包括八章： 

第一章论述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和发展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第二章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理论在确定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分类方面的重要指导作用。第三章试图通过对
中国1992年核算体系与1993年SNA的 系统比较研究，比较全面、系统、深入地揭示两个核算体系之间
的区别，包括基本概念、基本分类、基本核算内容、基本账户结构和投入产出核算等方面的区别。第四
章结合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实际可能性，试图就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和发展提出一套比较
全面、系统、具体的设想、包括对中国]992年核算体系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分类和基本核算内容进行补
充和调整、对经济循环账户和基本该算表的表式和指标设置进行修订等等。第五章阐述了修订后的中国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包括经济循环账户中不同账户之间的关系，经济循环帐户
与基本核算表之间的关系，基本核算表，即国内生产总值表、投入产出表、资金流量表、国际收支乎衡
表和资产负债表之间的关系等等。第六章论述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实践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包括居民住
房服务问题、企业补贴问题、单位内部的福利服务问题、非法生产和地下经济问题、金融媒介服务费用
和利息的处理问题、离退休金的处理问题、企业会计核算资料的调整问题等等，阐述了国际上对相应问
题处理的一般性原则．在我国特殊情况下处理这些问题的困难所在和合理地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意义，
并就其中一些问题的处理方法提出了个人的设想。第七章论述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和发展所面
临的资料来源问题，包括统计资料来源问题和行政管理部门的资料来源问题。第八章探讨了1993年SNA
的环境和经济综合核算附属体系的基本框架及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中引进资源环境核算的必要性和所应
采取的方法和步骤。 

11.国民经济统计学 

颜日初 徐唐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  页数：536。 

本书是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与国内许多教材不同的是该书在内容上包括
两大部分，即核算原理与统计分析。全书共分为十八章，包括总论、国民经济统计若干基本问题、生产
核算、收入分配与使用核算、资本形成核算、金融交易核算、国民资产负债核算、对外经济核算、投入
产出核算、国民经济循环账户、价格和物量核算、国民经济增长统计分析、国民经济结构统计分析、国
民经济效益统计分析、通货膨胀统计分析、国民经济总供需统计分析、国民经济监测预警统计分析、国
际经济比较与综合国力对比分析等。 

12.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原理— —宏观经济统计学 

郑菊生 卞祖武主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06月第1版。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原理》是原有《经济统计学》的发展。《经济统计学》的中心内容是国民收入
统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统计演变为国内(民)生产总值统计，并进一步被纳入具有会计特
点的帐户体系之中，形成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从而作为《经济统计学》的主要内客，它与宏观经济统
计学是一回事。全书共分为十一章，主要内容包括：总论、国民经济生产总量核算、投入产出核算、国
民经济收入分配核算、收入使用核算、金融交易和资金流量核算、资产负债核算、国际收支核算、国民
经济价格和物量核算、人口、劳动力和环境核算、国民经济综合分析及其方法等。 

13.绿色GDP：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大趋势 

王树林 李静江编，东方出版社，出版日期：2001年01月第1版  页数：320。 

基于国民收入统计和凯思斯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SNA，因为以国民生产总值
(GW)或国内生产总值(LDP)为主要指标的单一投入产出核算，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经济统计体系的核
心，作为评价经济福利的综合指标和掂量国民生活水准的象征而受到质疑。本书是探讨绿色GDP核算的
一个成果总结。全书共分为八章，包括GDP—有误的指挥棒、改革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探索、环
境—资源价值与价格、环境—资源核算的账户设计、环境质量核算、资源资产核算、环境—资源综合核
算与分析、环境—资源核算的实施等。 

14.国民经济核算学 

李连友编著，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1年06月第1版  页数：414。 

本书以联合国等五大国际组织编写的1993年版SNA为蓝本．在一定的经济理论指导下，结合我国新
核算体系，  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SNA的基本内容和实际应用分析。 



本书定名为《国民经济核算学》，是因为在作者看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宏篇巨
著。其中不仅容纳了国际上较有价值的经济学理论，也阐述了实际核算国民经济各项流量和存量的方
法。可谓是融理论与方法为一体的核算全书。而无论是理论或是方法．其中都有许多需要探索的学问。
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东西提升为一种学问加以研究，将有利于推动国民经济核算理
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本书共分十二章。内容包括总论、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分类、国民生产核算、投入
产出核算、收入分配核算、收入使用核算、资本形成核算、金融交易核算、资产负债核算、对外交易和
资产负债核算、物量和物价核算、社会核算矩阵和附属账户等。 

15.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分析 

许宪春编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2001年05月第1版  页数：190。 

本书是国家统计局统计教育中心录制的一套国民经济核算电视讲座的配套教材。由国家统计局国民
经济核算司副司长许宪春博士在总结多年实践经验和科研成果的基础上编著而成。它首次简明扼要地阐
述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基本内容及其分析应用，以满足国民经济核算专业以外的有关专业教学和广大
经济理论与实际工作者的需要。全书共分为五章，包括综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与分析、中国资金
流量核算与分析、中国国际收支核算与分析、中国资产负债核算与分析等。是初学者的较好读物，在分
析部分具有特色。 

16.国民经济核算方法论纲 

杨仲山著，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年10月  页数：227。 

本书是杨仲山先生的博士论文，作者从中国和世界国民经济核算发展的实际出发，立足于SNA方法
理论本身，对该体系进行相关研究，试图从根本上，对“SNA为什么这样做”的基本方法理论进行回
答。总体来看，作者独辟路径，对国民经济核算进行了全新的方法研究，这是不同于已有的国民经济核
算研究的。书中所论述的内容基本都是其创新研究心得。一些研究成果，在国内甚至是国际上也具有超
前性，对SNA方法体系有重要突破或发展，研究水平较高。全书共分五章，主要内容包括：绪论、信息
混淆与SNA滤波处理、福利外溢核算、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分析、网络技术下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等。 

17.国民经济核算 

邱东 蒋萍 杨仲山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08月第1版  页数：706。 



本教材是财政部“十五”规划教材，不同于以往教材的主要特色体现在：更强调SNA作为一个整体
的知识体系的价值而不拘泥于五大核算；注重方法论的价值挖掘；兼顾国际性与本土化。全书共分为上
中下三篇十四章。上篇为原理篇，包括概论、核算规则、账户总揽；中篇为基本核算篇，包括生产核
算、收入分配与使用核算、资本形成与金融交易核算、资产负债核算、对外经济交易核算、价格与物量
核算；下篇为扩展篇，包括人口与劳动力核算、环境经济核算、社会核算矩阵（SMA）、非市场服务产
出核算、其他附属核算（R&D、旅游和信息经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