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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将社会成本纳入 GDP 核算范围目前还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本文从

完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角度出发，在经济社会核算体系框架设计上作一些探

索，为我国经济社会核算体系的建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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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社会成本纳入 GDP 核算范围目前还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厉以宁（2006）在

第八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提出，要将社会成本纳入核算范围，但他同时也认为

目前的ＧＤＰ是通过货币来计量的，因此如何合理地扣除这些社会成本是理论界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从所查文献看，至少在国内还没研究。对于社会问题的

核算研究目前也有不少学者提出开展社会资本核算，如朱启贵（2003）提出，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开展社会资本核算，并对社会资本核算的研究内容等方面进

行了探索，但对于核算体系的建构也没有深入研究，从国外研究来看，也多从社

会资本角度研究社会问题及其与国民经济的关系，也多是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

本文是从社会成本的角度研究经济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立足点不一样，因而是一

个开创性课题，从完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角度出发，本文将在经济社会核算体

系框架设计上作一些探索，为我国经济社会核算体系的建立提供参考。  

一、目标定位  

从广义的社会定义来看，经济是社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从狭义的社会定义看，

经济、社会以及环境是一种平行关系，本文是从狭义的社会定义出发研究经济与

社会的关系问题。  

从狭义的社会定义，经济与社会是平行关系，因而，理论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与社会核算体系也一种平行关系。但本文构建综合经济社会核算体系的目的在于

通过对社会成本进行核算，对 GDP 的修正，以完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从这一研

究目的出发，将社会成本定义为：社会因素给国民经济、人们福利所造成的损失，

即它是对国民财富的破坏或消耗。因此，社会核算体系的目标定位为：是国民经

济核算体系的卫星体系，它服务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补充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

社会因素对经济影响核算的不足和缺憾，同时又自成体系；其功能定位于：以社

会为中心，全面描述一定时期、一定地域社会活动、社会因素对国民财富损耗的

流量及其变动，计量人类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的互动关系和作用状况。需要强调

以下两点：  

第一，社会核算体系以行政管理学、灾害经济学、安全经济学等学科为理论基础，

它以社会为中心，以与人类的社会活动有关的国民财富的静态和动态变化为主线

构造体系框架。  

第二、社会核算体系关于社会活动、社会因素的核算内容服从于国民经济核算体

系对社会活动、社会因素对经济影响数据信息的要求。  

二、范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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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综 合 经 济 社 会 核 算 体 系

（Chinese System of Integrated  Economic —Social  Accounting）即由经

济与社会核算体系两部分组成，经济核算是中心，根据以上两个体系的范围设计，

构建如下经济社会核算体系范式（见图 1我国综合经济社会核算体系范式）。  

图 1 下半部分显示了社会核算体系的内生结构及其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逻辑

联系。实线表示的是体系内的结构，虚线表示的是社会核算体系与国民经济核算

体系间的联系，即主体系与附属体系，或主账户与卫星账户之间的联系。  

图 1 的中间部分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结构。  

图 1 的下半部分是设计的社会核算体系范式。起点是全社会期初资产存量，经过

社会活动以及社会因素，对经济造成各种损失，期末形成社会总成本，通过国民

财富的耗减，影响期末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资产总量。  

以上的范式，在实际操作和应用层面上，是客观的、现实的。其一，国民经济核

算体系已是一个逻辑严密、结构完整的体系，各部分相互联系、互为补充，可对

被研究的总体进行较全面的描述，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卫星体系，对其扩展和延

伸，经济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就可以通过两个体系清楚地描述出来；其二，由于两

个体系之间的主附关系，使得体系之间的某些重要指标可以互换使用，易于数据

的采集，也易于经济、社会、环境活动和交易流向、流量分析脉络的展现。而且，

这种范式用于实际，操作方便，分析容易，核算成本低，也利于核算结果的国际

对比。 

三、理论诠释  
1、核心帐户设计  
根据社会成本的定义，它是由社会因素而产生，并由整体社会成员所承担的负外部性效应，

这里的社会因素可理解为社会组成成员的非经济活动。因此，社会成本的构成可从社会成本

产生的主体来划分。  
社会成员包括：政府、企业、个人三个部分。从政府角度来看，社会成本是指由于政府进行

社会管理活动而产生的损失；从企业角度来看，它主要是指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外部性产生

的损失，主要指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但这部分成本已列于自然资源环境成本，

故本文不将其列入社会成本；从个人角度看，社会成本主要包括因人为因素导致的各类事故

造成的损失，可称社会安全成本；从政府、企业、个人综合角度看，社会成本包括收入分配

不公、失业、社会的不和谐等对人们福利产生的损失，可称社会和谐成本。  
可建立社会成本公式为：  
社会成本=社会管理成本+社会安全成本+社会和谐成本  
上述公式只是对社会成本的粗线条描述，事实上，社会成本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

复杂而又广泛，既有显性成本，也有隐性成本，难以准确界定。  
根据本文社会成本的主要构成，综合经济社会核算体系的核心帐户包括：社会管理成本帐户、

社会安全成本帐户两大类型。  
社会核算体系中的社会活动虽然要消耗资源，这会影响初始资源存量，但良好的社会活动为

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不良的社会活动或自然灾害、人为事

故、违法犯罪等会浪费或破坏经济资源，制约或影响经济的增长，因社会活动对经济的正效

应已体现在经济发展成果之中，无须再在本核算体系中反映，本文仅反映社会活动对经济的

负效应。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全社会期初资产存量是社会核算体系的起点，因社会管理成本

与社会安全成本是对生产成果的破坏或资源的浪费，要恢复或弥补损失必须增加国民经济的

生产总量，根据前面的分析，这些损失可视为生产的“中间投入”，因而，“社会管理成本账

户”和“社会安全成本帐户”可作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生产账户”的卫星账户；“期末社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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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账户”是本期因社会活动、社会因素对经济所造成的损失总量，也就是国民财富的耗减总

值，成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期末资产存量账户”的卫星账户。  
“社会管理成本账户”衍生出“政府决策失误成本帐户”、“政府腐败成本帐户”、‘政府行政失效

成本帐户”等三个卫星帐户。而“社会安全成本帐户”则衍生出“自然灾害损失成本帐户”、“人
为事故损失成本帐户” 、“社会违法犯罪成本帐户”等卫星帐户。  
2、核心指标设计  
综合经济社会核算体系的核心指标包括：社会成本总值、经社会因素调整后的真实 GDP 等

两大指标。  
社会成本总值由社会管理成本和社会安全成本构成。社会管理成本又由政府决策失误成本、

政府腐败成本、政府行政失效成本构成，社会安全成本由自然灾害损失成本、人为事故损失

成本等构成，故：  
社会成本总值=由政府决策失误成本+政府腐败成本+政府行政失效成本+自然灾害损失成本

+人为事故损失成本+社会违法犯罪成本  
经社会因素调整后的真实 GDP=GDP-社会成本总值。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结合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实践，粗线条地设计了我国综合经

济社会核算体系的范式。显然，相对于一个完整的、能用于实际操作的我国综合经济社会核

算体系，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无论在广度和深度都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一个体系或系统是

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是一个鸿篇巨制，远不是一篇论文所能解决的，更多更细的问题还有

待于今后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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