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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统计》2002年第12期)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以整个国民经济为对象的宏观核算。它源于统计、会计、业务

核算，是三大核算的综合核算。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及其结果进行

全面计算和描述的宏观经济信息系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观测宏观经济运行与进行管

理的“数据库”、“平衡仪”和“晴雨表”。国民经济核算及其指标体系是地区经济与国际经

济交往中的“标准语”和“普通话”。建国以来，经过40多年的基础统计工作建设和宏观经

济核算工作实践，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不断探索中，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理论上的禁

区和技术难点，取得的很大的进展，基本完成了由MPS向SNA的转换，确立了适合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状况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回顾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与

发展的历史，不仅可以正确地评价这些进展的重要性，而且有助于正确认识新国民经济

核算体系。 

一、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循序渐进的变化过程

 

由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对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反映，它所显示的信息是宏观经济

决策和分析研究的依据，因此，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及发展，不仅与经济形势的发

展变化密切相关，而且与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它是随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

济体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而变化的，迄今为止已

经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1952年至1984年。这一阶段采用的是物质产

品平衡表体系，即MPS体系，是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的历史产物。它适

应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为我国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