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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 知知

•• 从本周开始：从本周开始：周四：周四：77——88节，节，

•• 上课地点改为：上课地点改为：理教理教211211室。室。

•• 其它的时间、地点不变。其它的时间、地点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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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宏观经济指标的度量

• 2.1    2.1    国民收入核算国民收入核算（（YieldYield））

•• 一、核算对象一、核算对象————

•• 国民生产总值，用国民生产总值，用GNP GNP 代表和代表和

•• （（Gross   National    ProductsGross   National    Products））

•• 国内生产总值，用国内生产总值，用GDP GDP 代表。代表。

•• （（Gross   Domestic   ProductsGross   Domestic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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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者的相同之处

• 这两者都是指一个国家这两者都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在一定

时期内时期内所所生产生产的的最终产品最终产品市场价值市场价值

的的总和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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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相同之处中需强调以下五点:

• ①①计算期计算期————一年内。一年内。

•• AA、、反映计算期问题反映计算期问题 , , 说明国民收入说明国民收入

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是流量，而不是存量。

•• BB、、不包括已有的商品的交易。不包括已有的商品的交易。

•• 例如：古画、旧房子的交易额不计入例如：古画、旧房子的交易额不计入

GNPGNP。。因为它们在生产出来的当年已经被因为它们在生产出来的当年已经被

计入当年的计入当年的GNPG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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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②最终产品最终产品

•• 最终产品最终产品:  :  指最后供人们使用的产品。指最后供人们使用的产品。

•• 中间产品中间产品:  :  指在以后生产阶段中作为指在以后生产阶段中作为

•• 投入的产品。投入的产品。

•• 区分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主要是为了区分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主要是为了

避免重复计算。避免重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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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例如： AA国国 BB国国

•• 农民生产小麦农民生产小麦 1000         1000         10001000

•• 面粉厂生产面粉面粉厂生产面粉 1200         1200         12001200

•• 面包厂生产面包面包厂生产面包 1500         18001500         1800

•• 零售商出售面包零售商出售面包 18001800

•• GDP GDP 总计总计 1800         1800         18001800

•• 工农业生产总值工农业生产总值 5500         400055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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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农业来说面粉是最终产品。对工对农业来说面粉是最终产品。对工

业来说面粉是中间产品，每个环节之间业来说面粉是中间产品，每个环节之间

具有投入、产出的关系。对一个国家，具有投入、产出的关系。对一个国家，

工农业生产总值远远大于工农业生产总值远远大于GDP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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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结

•• AA、、计算最终产品的优点是可以避免重复计算。计算最终产品的优点是可以避免重复计算。

• BB、、可以避免由于经济结构的不同带来的数据的可以避免由于经济结构的不同带来的数据的

不可比性。不可比性。

•• CC、、最终产品不仅包括有形的产品，还包括无形最终产品不仅包括有形的产品，还包括无形

的劳务。例如：教育、卫生、旅游、家政服务。的劳务。例如：教育、卫生、旅游、家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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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③ 市场价值市场价值

•• 表明最终产品要经过市场交换。表明最终产品要经过市场交换。

•• 优点：在流通环节，统计便利，优点：在流通环节，统计便利，

操作、计量方便。操作、计量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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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陷：缺陷：

•• AA、、有漏损，不经过交换的经济活动所有漏损，不经过交换的经济活动所

创造的价值不被计入创造的价值不被计入GDPGDP。。

•• 比如：自给自足的经济所创造的价值比如：自给自足的经济所创造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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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地下经济：地下经济：

•• 非公开的、秘密的市场交换。非公开的、秘密的市场交换。

•• 如黑市交易中的毒品交易。

•• 据估计美国地下经济产值占据估计美国地下经济产值占GNPGNP

的的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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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④总和总和 = = ∑∑ PPii××QQii

•• i = 1i = 1，，…………，，nn

•• 就是每种产品产量乘以价格的加总。就是每种产品产量乘以价格的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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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⑤ 生产生产 ———— 强调强调““所生产的所生产的””是对是对

““市场价值市场价值””的拾遗补缺。的拾遗补缺。

•• AA、、是所生产的而不是所销售的，是所生产的而不是所销售的，

即不全经过交换的。即不全经过交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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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某一工厂的产品，生产例：某一工厂的产品，生产100100万，当年销售万，当年销售

8080万。万。

•• 计入计入GNP GNP = 100= 100万，万，2020万视为企业自己买下，万视为企业自己买下，

构成企业非意愿存货（构成企业非意愿存货（Involuntary  InventoryInvoluntary  Inventory），），

即企业不愿意的存货，用即企业不愿意的存货，用ΔΔinvinv 代表（代表（ΔΔ表示变动表示变动

量）。量）。ΔΔinvinv = 20= 20万。如果万。如果ΔΔinvinv＞＞00，，表示企业处于表示企业处于

积压状态。积压状态。



《中宏》讲义，张延著。版权所有 16

• 如果一个企业生产如果一个企业生产100100万，销售万，销售120120万。万。

•• 计入计入GNPGNP = 100= 100万万, , ΔΔinvinv = = --2020万。万。

•• 如果如果ΔΔinvinv ＜＜ 00，，表示企业处于脱销状表示企业处于脱销状

态。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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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所生产的还表明：把与生产无关所生产的还表明：把与生产无关

的，既不提供物品，也不提供劳务的市场交的，既不提供物品，也不提供劳务的市场交

换所带来的价值排除在换所带来的价值排除在GNPGNP的计算之外。的计算之外。

•• 例：出售股票、债券的收益，是金融例：出售股票、债券的收益，是金融

所有权的转让。本质上收入转移。所有权的转让。本质上收入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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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两者的不同之处
• （（11））GDP GDP ：：以以领土领土作为统计指标，强作为统计指标，强

调无论劳动力和其它生产要素是属于本调无论劳动力和其它生产要素是属于本

国、还是外国，只要是在本国领土生产的国、还是外国，只要是在本国领土生产的

产品和劳务的价值都计入产品和劳务的价值都计入GDPGDP。。

•• GDPGDP =   =   本国要素在国内收入本国要素在国内收入 + + 

•• 外国要素在国内收入外国要素在国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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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PGDP是指一个国家是指一个国家在本国领土上在本国领土上，，

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市场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市场

价值的总和。价值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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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GNPGNP：：以以人口人口为统计标准，无论劳为统计标准，无论劳

动力和生产要素呆在国内还是国外、只要是动力和生产要素呆在国内还是国外、只要是

本国常住居民所生产的产品和劳务的价值都本国常住居民所生产的产品和劳务的价值都

计入计入GNPGNP。。

•• 常住居民包括常住居民包括::常常住住本本国的国的本本国公民国公民

•• 暂暂住住外外国的国的本本国公民国公民

•• 常常住住本本国的国的外外国公民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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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NP GNP =  =  本国要素在国内的收入本国要素在国内的收入 +  +  

•• 本国要素在国外的收入本国要素在国外的收入

•• GNPGNP是指一个国家的是指一个国家的全体常住居民全体常住居民，，

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市场价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市场价

值的总和。值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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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PGDP = = 本国要素在国内收入本国要素在国内收入 + + 外国要素在国内收入外国要素在国内收入

•• GNPGNP = = 本国要素在国内收入本国要素在国内收入 + + 本国要素在国外收入本国要素在国外收入

•• GDP  GDP  -- GNPGNP =   =   外国要素在国内的收入外国要素在国内的收入

•• －－ 本国要素在国外的收入本国要素在国外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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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要素在国内的收入就是外国人在我外国要素在国内的收入就是外国人在我

国赚的钱。本国要素在国外的收入就是我国人国赚的钱。本国要素在国外的收入就是我国人

在国外赚的钱。所以：在国外赚的钱。所以：

•• GDP GDP -- GNPGNP =  =  外国人在我国赚的钱外国人在我国赚的钱

•• －－我国人在国外赚的钱我国人在国外赚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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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跨国公司的发展，经济成分的多由于跨国公司的发展，经济成分的多

种组合，种组合，现在国际通用现在国际通用GDPGDP指标，指标，统计常统计常

住居民住居民 ————人的指标比较麻烦，统计所在人的指标比较麻烦，统计所在

地的指标比较简便。从地的指标比较简便。从GDPGDP 指标的使用可指标的使用可

以看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以看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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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求所有，但求所在。不求所有，但求所在。

•• 没有单纯的没有单纯的““国货国货””。。

•• 应以应以““境内工业境内工业””来替代来替代““民族工业民族工业””。。

•• 从从GDP GDP 指标的使用可以看到全球经指标的使用可以看到全球经

济一体化的趋势。济一体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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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生产总值 单位：亿元

单位：亿元。本表按当年价格计算。资料来源：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国家信息中心单位：亿元。本表按当年价格计算。资料来源：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国家信息中心

注注:1980:1980年以后一、二、三产业之和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差额为国外净要素收入年以后一、二、三产业之和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差额为国外净要素收入。。

110411041159.31159.3544.9544.93506.63506.6665.8665.84585.84585.85251.65251.63204.33204.311962.511962.511954.511954.519871987

135513551618.01618.0661.0661.04510.14510.1810.0810.05777.25777.26587.26587.23831.03831.014928.314928.314922.314922.319881988

151215121687.01687.0786.0786.05403.25403.2794.0794.06484.06484.07278.07278.04228.04228.016909.216909.216917.816917.819891989

163416341419.71419.71147.51147.55813.55813.5859.4859.46858.06858.07717.47717.45017.05017.018547.918547.918598.418598.419901990

187918792087.02087.01409.71409.77227.07227.01015.11015.18087.18087.19102.29102.25288.65288.621617.821617.821662.521662.519911991

228722872735.02735.01681.81681.89138.69138.61415.01415.010284.510284.511699.511699.55800.05800.026638.126638.126651.926651.919921992

293929393090.73090.72123.22123.211323.811323.82284.72284.714143.814143.816428.516428.56882.16882.134634.434634.434560.534560.519931993

392339234050.44050.42685.92685.914930.014930.03012.63012.619359.619359.622372.222372.29457.29457.246759.446759.446670.046670.019941994

485448544932.34932.33054.73054.717947.217947.23819.63819.624718.324718.328537.928537.911993.011993.058478.158478.157494.957494.919951995

557655765560.35560.33494.03494.020427.520427.54530.54530.529082.629082.633612.933612.913844.213844.267884.667884.666850.566850.519961996

605460546159.96159.93797.23797.223028.723028.74810.64810.632412.132412.137222.737222.714211.214211.274462.674462.673142.773142.719971997

630863086579.16579.14121.34121.325173.525173.55231.45231.433387.933387.938619.338619.314552.414552.478345.278345.276967.276967.219981998

655165516910.36910.34460.34460.327037.727037.75470.65470.635087.235087.240557.840557.814472.014472.082067.582067.580579.480579.419991999

708670867316.07316.05408.65408.629904.629904.65888.05888.039047.339047.344935.344935.314628.214628.289468.189468.188254.088254.020002000

765176517918.87918.85968.35968.333153.033153.06375.46375.442374.642374.648750.048750.015411.815411.897314.897314.895727.995727.920012001

821482148476.78476.76420.36420.336074.836074.87005.07005.045975.245975.252980.252980.216117.316117.3105172.3105172.3103935.3103935.320022002

910191019238.19238.16715.66715.638885.738885.78181.38181.353092.953092.961274.161274.117092.117092.1117251.9117251.9116603.2116603.220032003

人均国内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生产总值

((元元))

批发和零批发和零
售贸易售贸易
餐饮业餐饮业

交通运输交通运输
仓储仓储
邮电通信邮电通信
业业

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建筑业建筑业工业工业第二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第一产业
国内生产国内生产
总值总值

国民生产国民生产
总值总值

年年份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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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20年来的GDP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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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算方法之一：支出法的内容

•• GDPGDP = = 总支出总支出AE( Aggregate  Expenditure)AE( Aggregate  Expenditure)

•• 含义是通过核算在一定时期内整个社会购含义是通过核算在一定时期内整个社会购

买最终产品的总支出来计算买最终产品的总支出来计算GDPGDP。。整个社会包整个社会包

括：消费者、厂商、政府、国外四个经济主体括：消费者、厂商、政府、国外四个经济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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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个经济主体四个经济主体

要花出的钱要花出的钱

一个国家一个国家GDPGDP

蛋糕规模的大小蛋糕规模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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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个人消费支出，用、个人消费支出，用CC（（ConsumeConsume））代表代表

•• 包括包括：：

•• 耐用耐用消费品消费品（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

•• 非耐用消费品非耐用消费品（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使用期限在一年以内内））

•• 劳务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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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收入核算框图1

YY
==

GNPGNPCC

支出法：来源支出法：来源

AEAE



《中宏》讲义，张延著。版权所有 32

22、私人国内总投资，用、私人国内总投资，用 I( Investment )I( Investment )代表代表

总投资总投资

重置投资重置投资（折旧）（折旧）

净投资净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

存货投资存货投资

意愿存货意愿存货

非意愿存货非意愿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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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置投资就是重复计算。重置投资就是重复计算。

•• GNP GNP –– 折旧折旧 =  =  NNPNNP

•• 总值总值－－ 折旧折旧 =  =  净值净值

•• 说明总值中有不净的成分。说明总值中有不净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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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政府购买支出，、政府购买支出，

•• 用用GG（（Government PurchaseGovernment Purchase））代表。代表。

•• 政府支出包括政府支出包括::

•• 政府购买支出政府购买支出 GG ——————→→计入计入GDPGDP。。

•• 转移支付，用转移支付，用TRTR（（Transfer  PaymentTransfer  Payment））代表。代表。

•• 公债利息公债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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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两者不计入后两者不计入GDPGDP，，把与生产无关把与生产无关

的，既不提供物品，也不提供劳务的市场交的，既不提供物品，也不提供劳务的市场交

换所带来的价值排除在换所带来的价值排除在GNP GNP 的计算之外。的计算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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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净出口，用、净出口，用 NX NX 代表代表

•• 净出口净出口NXNX =  =  出口出口X   X   –– 进口进口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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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支出的来源看，用支出法计算从支出的来源看，用支出法计算GDPGDP为：为：

•• AE AE ≡≡ C + I + G + NX C + I + G + NX ≡≡ Y Y （（GDPGDP））

•• 以美国以美国20032003年年GDPGDP为例，私人消费是为例，私人消费是7.757.75万万

亿美元，占百分比为亿美元，占百分比为70.5%70.5%。国内总投资。国内总投资1.751.75万亿万亿

美元，占美元，占16%16%。而政府购买支出。而政府购买支出1.981.98万亿美元，万亿美元，

占占18%18%，净出口是，净出口是 --0.48990.4899万亿美元，占万亿美元，占 ––4.5%4.5%

所以所以GDPGDP总值是总值是109855109855亿美元。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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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会把对外国产品的消费包括进来？是否会把对外国产品的消费包括进来？

•• 总值总值 本国产品本国产品 外国产品外国产品

•• 消费者消费者 C       =          C       =          CCdd +         +         CCff

•• 厂商厂商 I       =          II       =          Idd +          I+          Iff

•• 政府政府 G       =         G       =         GGdd +         +         GGff

•• 国外国外 XX

•• （（外国消费者对本国产品的需求）外国消费者对本国产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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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 =  AE =  CCdd + I+ Idd + + GGdd + X+ X

•• ==（（C C -- CCff））++（（I I -- IIff））++（（G G -- GGff））+ X+ X

•• =  C + I + G + X =  C + I + G + X --（（CCff + I+ If f + + GGff））

•• ╰─╮╭─╯╰─╮╭─╯

•• MM（（进口）进口）

•• ∴∴ AE  =   C  +  I  +  G  +  NXAE  =   C  +  I  +  G  +  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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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核算方法之二三、核算方法之二

•• ———— 收入法的内容收入法的内容

•• 从不同于支出法的另一个角度从不同于支出法的另一个角度

核算核算GDP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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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经济主体的收入加总各个经济主体的收入加总

＝＝
一个国家一个国家GDPGDP的规模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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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社会主体可分为两类：整个社会主体可分为两类：

•• 第一类第一类————公共部门，为政府，公公共部门，为政府，公

共部门的收入体现为政府收入，即税收共部门的收入体现为政府收入，即税收

（用（用TA TA 代表）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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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类第二类———— 私人部门私人部门（包括消费者、（包括消费者、

厂商）厂商），私人部门的收入，体现为个人可支，私人部门的收入，体现为个人可支

配收入（用配收入（用 Yd  Yd  代表）。代表）。

•• 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去向为两部分：消费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去向为两部分：消费

和储蓄（用和储蓄（用SS代表）。所以：代表）。所以：Yd  =  C + SYd  =  C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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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d     =     C        +       SYd     =     C        +       S

•• 我国我国 70%               30%70%               30%

•• 美国美国 95.2%            4.8%95.2%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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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Y（（GDPGDP）） ??

•• =  =  个人可支配收入个人可支配收入((Yd ) Yd ) + + 政府收入政府收入( ( TA )TA )

•• YY（（GDPGDP））是否等于个人可支配收入是否等于个人可支配收入 + + 政府政府

收入收入? ? 从收入角度计量，有一部分被重复计算从收入角度计量，有一部分被重复计算————

转移支付，它来源于税收，转化为个人可支配收转移支付，它来源于税收，转化为个人可支配收

入，所以被计算了两次，要减去一个入，所以被计算了两次，要减去一个TR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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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从收入的角度看：所以从收入的角度看：

•• YY（（GDPGDP）） =   Yd + TA =   Yd + TA –– TRTR

•• =   C + S + TA =   C + S + TA –– TRTR

•• 或者：或者：

•• YY（（GDPGDP）） + TR  =  Yd  + TA+ TR  =  Yd  +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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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收入核算框图国民收入核算框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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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四、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

•• 框图如下：框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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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

•• C + I + G + NX  C + I + G + NX  ≡≡ YY（（GDPGDP））

•• ≡≡ Yd + TA Yd + TA –– TR   TR   ≡≡ C + S + TA C + S + TA –– TRTR

•• 恒等的含义是永远相等。对一件事恒等的含义是永远相等。对一件事

情从不同的角度计算，应该全等。情从不同的角度计算，应该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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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支出法（来源的角度）看：从支出法（来源的角度）看：

•• C + I + G + NX   C + I + G + NX   ≡≡ Y Y （（GDPGDP））

•• 从收入法（去向的角度）看：从收入法（去向的角度）看：

•• YY（（GDPGDP））≡≡ Yd + TA Yd + TA –– TR TR 

•• ≡≡ C + S + TA C + S + TA –– TRTR

•• 国民收入核算是事后分析，相当于国民收入核算是事后分析，相当于

定义方程式。定义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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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计算、计算GDP GDP 的不同方法：的不同方法：

•• 支出法：支出法：GDPGDP =  =  本国最终产品总支出之和。本国最终产品总支出之和。

•• 收入法：收入法：GDP GDP =  =  参与本国生产的要素收入参与本国生产的要素收入之和。之和。

•• 生产法：生产法：GDP GDP =  =  生产各环节的增殖总和。生产各环节的增殖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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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例如： AA国国 BB国国

•• 农民生产小麦农民生产小麦 1000         1000         10001000

•• 面粉厂生产面粉面粉厂生产面粉 1200         1200         12001200

•• 面包厂生产面包面包厂生产面包 1500         18001500         1800

•• 零售商出售面包零售商出售面包 18001800

•• GDP GDP 总计总计 1800         1800         18001800

•• 工农业生产总值工农业生产总值 5500         40005500         4000



《中宏》讲义，张延著。版权所有 58

•• 33、、GDP GDP 的各种各样的名称的各种各样的名称

•• ———— YY（（总产量）总产量）、、 GDPGDP、、 GNPGNP、、

ASAS（（总供给）、总收入、国民收入总供给）、总收入、国民收入

•• 在后面几章的均衡分析中可以混用的、并在后面几章的均衡分析中可以混用的、并

且内涵相同的六个概念。在均衡的分析中，对这且内涵相同的六个概念。在均衡的分析中，对这

六个概念是求同思维。六个概念是求同思维。

•• 只有在核算部分对这六个概念是求异思维。只有在核算部分对这六个概念是求异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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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NP = GDP = ASGNP = GDP = AS（（总供给）总供给）= = YY（（总产量）总产量）

•• 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市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市

场价值的总和（包括衣、食、住、行等场价值的总和（包括衣、食、住、行等方方方方面面面面

的成千上万种商品）的成千上万种商品）————既是一个国家一年内的既是一个国家一年内的

总供给量，也是一个国家一年内的总产量。总供给量，也是一个国家一年内的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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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Y（（总产量）总产量） =  =  总收入总收入 =  =  国民收入国民收入

•• 总产量在销售掉之后，转化为为总产量作出贡总产量在销售掉之后，转化为为总产量作出贡

献的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即总收入。为生产出这些总献的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即总收入。为生产出这些总

产量，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都贡献了自己的劳动、资产量，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都贡献了自己的劳动、资

本、企业家才能、土地，总产量在出售后，转化为这本、企业家才能、土地，总产量在出售后，转化为这

两者的收入。总收入有时又被称为国民收入两者的收入。总收入有时又被称为国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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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收入核算是事后分析：收入核算是事后分析：AE = ASAE = AS

•• 均衡分析是事前分析：均衡分析是事前分析：AD = ASAD =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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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民收入核算中的其它总量五、国民收入核算中的其它总量

•• 五个总量：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生五个总量：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生

产净值、国民收入、个人收入、个人可产净值、国民收入、个人收入、个人可

支配收入。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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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GNPGNP））：：

•• 通过支出法或者收入法得到。通过支出法或者收入法得到。

•• 国民生产净值国民生产净值（（NNPNNP））

•• = GNP= GNP --资本消耗（即折旧）资本消耗（即折旧）

•• 国民收入国民收入( ( NI NI ))

•• =  =  国民生产净值国民生产净值 -- 企业间接税企业间接税 -- 其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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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收入个人收入( ( PIPI ) ) 

•• =   =   国民收入国民收入 -- 公司利润公司利润 --社会保险税社会保险税 + + 

政府和企业给个人的转移支付政府和企业给个人的转移支付 + + 利息利息 + + 

红利红利

•• 个人可支配收入个人可支配收入( ( PDIPDI ))

•• =  =  个人收入个人收入 -- 个人所得税及非税支付个人所得税及非税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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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GDPGDP（（或者或者GNPGNP））指标的缺陷指标的缺陷

•• 11、存在低估、存在低估

•• 由于由于GDPGDP 强调得是：强调得是：““市场价值的市场价值的

总和总和””。无市场价格的物品被排除。无市场价格的物品被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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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市场不健全的情况下，有些该计入在市场不健全的情况下，有些该计入

的未计入。的未计入。

•• 例如：例如：美国人说离婚增加美国人说离婚增加GDPGDP。。家务家务

劳动社会化，进入市场交换中，就有了市劳动社会化，进入市场交换中，就有了市

场价值。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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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的为什么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的

一个指标是：一个指标是：第三产业占第三产业占GDP GDP 的比重？的比重？

•• 经济越发达，市场化程度越高，三产经济越发达，市场化程度越高，三产

占占GDPGDP的比重越高，的比重越高，劳务劳务的价值（人的价的价值（人的价

值）越被承认、被计入。值）越被承认、被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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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反映的只是产品数量，无法反映反映的只是产品数量，无法反映

产品的质量的改进。产品的质量的改进。

•• 以计算机为例，最早用以计算机为例，最早用286286，后换代，后换代

为为586586。功能大幅提高，价格下降。。功能大幅提高，价格下降。

•• 例如：邮政业与例如：邮政业与ITIT业。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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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只计算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只计算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

而没有考虑生产该产品造成的社会成而没有考虑生产该产品造成的社会成

本本。。

•• 这是一个典型的只计算收益，而忽略成这是一个典型的只计算收益，而忽略成

本的核算体系。本的核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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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人认为：外国人认为：

•• GNP GNP ≡≡ Gross  National Pollution Gross  National Pollution 

•• 它的意思就是全民总污染。它的意思就是全民总污染。

•• GNPGNP↑↑≡≡ Gross  National PollutionGross  National Pollution↑↑

•• GNPGNP增加增加就是全民总污染增长。就是全民总污染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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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另一个角度看：从另一个角度看：

•• 追求追求GNP GNP 的增长，可视为短期利的增长，可视为短期利

益，对环境的保护可视为长期利益益，对环境的保护可视为长期利益————

给子孙后代留下生存、繁衍的空间。给子孙后代留下生存、繁衍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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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存在着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人类存在着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

的权衡。这种权衡有时要求人们为长期利益而的权衡。这种权衡有时要求人们为长期利益而

牺牲短期利益。牺牲短期利益。

•• 例如：为蓝天白云而放慢发展汽车工业；例如：为蓝天白云而放慢发展汽车工业；

•• 为环保而采用可降解塑料盒，增加了现在为环保而采用可降解塑料盒，增加了现在

的开支和成本。的开支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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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人类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

权衡权衡，有时是很困难的，有时是很困难的。。

•• 先污染，后治理。先污染，后治理。

•• 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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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救的方法：补救的方法：

•• 绿色绿色GDPGDP指标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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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没有考虑闲暇对人们福利的影响，、没有考虑闲暇对人们福利的影响，

也是一种低估。也是一种低估。

•• 闲暇本身是福利的体现。闲暇本身是福利的体现。

•• 例：一个国家一周例：一个国家一周55天工作日，另一个国家天工作日，另一个国家

一周一周66天工作日。天工作日。如果如果两个国家收入一样两个国家收入一样，那么，那么一一

周周55天工作日的福利天工作日的福利水平高水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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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由于GDPGDP指标的缺陷，出现了指标的缺陷，出现了

种种替代种种替代GDPGDP指标的呼声：指标的呼声：

•• ““就业率就业率””替代替代GDP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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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指数幸福指数””挑战挑战GDPGDP

•• 20062006年，一个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年，一个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领导的小组，计划设立一个指标来衡量人领导的小组，计划设立一个指标来衡量人

的幸福感，使它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幸福感，使它与国内生产总值（GDPGDP））

一样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一样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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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

授、授、 2002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年诺贝尔经济学

奖得主之一奖得主之一丹尼尔丹尼尔 ··卡内曼卡内曼

和普林顿大学经济学教授艾和普林顿大学经济学教授艾

伦伦 ··克鲁格一直致力于提出克鲁格一直致力于提出

““国民幸福指数国民幸福指数””，旨在比标，旨在比标

准的满意程度调查问卷更准准的满意程度调查问卷更准

确地反映人们的幸福程度。确地反映人们的幸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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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经济幸福经济””现在还没有纳入经济学现在还没有纳入经济学

教科书，教科书，但是随着收入上升与幸福感之但是随着收入上升与幸福感之

间的联系不复存在，间的联系不复存在，它已逐渐得到重它已逐渐得到重

视。准确衡量幸福感的标准可能在企业视。准确衡量幸福感的标准可能在企业

和政府中得到广泛应用。和政府中得到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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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十几年来，以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的发达国近十几年来，以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的发达国

家的经济产出显著增长，但人们却没觉得比以往幸家的经济产出显著增长，但人们却没觉得比以往幸

福多少。福多少。如果国内生产总值和幸福感之间不再有联如果国内生产总值和幸福感之间不再有联

系的话，为什么政府政策还要致力于让国内生产总系的话，为什么政府政策还要致力于让国内生产总

值处于上升轨迹？值处于上升轨迹？这也是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多地把这也是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多地把

注意力放在幸福问题上的部分原因。注意力放在幸福问题上的部分原因。

•• 幸福问题曾是心理学的独有领地。目前要解决幸福问题曾是心理学的独有领地。目前要解决

的一个问题是建立全面的生活质量指标。的一个问题是建立全面的生活质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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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鲁格教授在美国经济学会的年度会克鲁格教授在美国经济学会的年度会

议上说，议上说，““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我们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我们

有可能在一年以后采用这种方法。我希望有可能在一年以后采用这种方法。我希望

多年以后，这个指标能与国内生产总值一多年以后，这个指标能与国内生产总值一

样重要。样重要。””幸福感的指标可能成为衡量一幸福感的指标可能成为衡量一

个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准。个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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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2    价格指数（价格指数（PP））

•• 一、名义一、名义GDP GDP 和实际和实际GDPGDP

•• 11、、名义名义GDP:GDP:以当年价格计算的以当年价格计算的GDPGDP

•• 22、、实际实际GDP:GDP:选定一个基期选定一个基期,,以基期以基期

的、不变的价格来计算的的、不变的价格来计算的GDP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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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例如:                    :                    1987 1987 年年 2002 2002 年年

•• Q(Q(数量数量)   P()   P(价格价格)) Q(Q(数量数量)   P()   P(价格价格)        )         

•• 大米大米 15            215            2 20         2.520         2.5

•• 鸡蛋鸡蛋 50           2.250           2.2 40          440          4

•• 名义名义GDPGDP 1515××2+502+50××2.2=1402.2=140 2020××2.5+402.5+40××4=210 4=210 ↑↑

•• 实际实际GDPGDP 1515××2+502+50××2.2=1402.2=140 2020××2+402+40××2.2=128 2.2=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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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分的目的：把区分的目的：把∑∑ PPii×× QQii中中 PPi i 带来的带来的

不确定因素剔除出去。不确定因素剔除出去。

•• 剔除了价格波动造成的影响。剔除了价格波动造成的影响。

•• 以以19871987年水平作为基期年水平作为基期，，实际实际GDP GDP 没没

有上涨有上涨，，反而在下跌。反而在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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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GDP GDP 减缩指数减缩指数：：( ( GDP GDP 折算指数折算指数 ))

•• GDP   DeflatorGDP   Deflator ==（（名义名义GDPGDP／／实际实际GDPGDP））××100 100 

•• ∑∑ PPtt
ii×× QQtt

ii

•• =  =  ————————————————×× 100      100      
•• ∑∑ PPbb

ii×× QQtt
ii

•• i = 1i = 1，，……，，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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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第第i i 种商品。种商品。

•• t  t  ————第第t t 期，或者当期。期，或者当期。

•• b  b  ————基期。基期。

•• QQtt
ii ————当期第当期第i i 种商品的数量。种商品的数量。

•• PPtt
ii ————当期第当期第i i 种商品的价格。种商品的价格。

•• PPbb
ii ————基期第基期第i i 种商品的价格。种商品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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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消费品价格指数二、消费品价格指数CPICPI

•• （（ Consumer   Price   IndexConsumer   Price   Index））

•• 衡量一个国家消费者生活成本的变动衡量一个国家消费者生活成本的变动

情况。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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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CPI  CPI  的定义的定义::

•• ∑∑ PPtt
ii×× QQbb

ii

•• CPI  =  CPI  =  ————————————————×× 100 100 
•• ∑∑ PPbb

ii×× QQbb
ii

•• i = 1i = 1，，……，，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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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第第i i 种商品。种商品。

•• t t ———— 第第t t 期，或者当期。期，或者当期。

•• b  b  ———— 基期。基期。

•• QQbb
ii ———— 基期第基期第i i 种商品的数量。种商品的数量。

•• PPtt
ii ———— 当期第当期第i i 种商品的价格。种商品的价格。

•• PPbb
ii ———— 基期第基期第i i 种商品的价格。种商品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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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CPI CPI 与与 GDP DeflatorGDP Deflator的区别的区别

•• GDP DeflatorGDP Deflator（（QQtt
ii）） CPICPI（（QQbb

ii））

•• 范围范围 n n ————无限无限 n n ————有限有限

•• 每年有新的产品组合每年有新的产品组合 产产品组合是固定的品组合是固定的

•• 所有生产出的商品和劳务所有生产出的商品和劳务 仅仅包括消费品仅仅包括消费品

•• 国别国别 仅包括本国的产品仅包括本国的产品 所有消费品所有消费品,,

•• 包括进口品包括进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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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通货膨胀率三、通货膨胀率ππ

•• PPtt —— PPt t -- 11

•• ππ =    =    ————————————————
•• PPt t –– 11

•• PPtt ———— 第第t t 年（当年）价格指数年（当年）价格指数

•• PPt t -- 11 ———— 第第tt--11年（上年）价格指数年（上年）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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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Y 与与P P 是总需求分析中的两个最重要的指标，是总需求分析中的两个最重要的指标，

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在以后的宏观分析中最重要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在以后的宏观分析中最重要的

坐标系坐标系————价格和收入的坐标系（价格和收入的坐标系（P P —— Y Y ））

•• PP↑↑
•• ││
•• ││
•• ││
•• ││
•• └─────────────→└─────────────→ 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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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的作业：第二章的作业：

•• DornbuschDornbusch书上书上第第4242页页

•• 11、第、第11题至第题至第1111题（第题（第66题除外）题除外）

•• 22、补充题、补充题

•• 33月月1414日交第一次作业。日交第一次作业。

•• 33月月1818日日77、、88节在理教节在理教117117，上第一，上第一

次习题课。次习题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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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题补充题::

•• 假定一个经济假定一个经济，，仅生产和消费两种仅生产和消费两种

产品：汽车和面包。在产品：汽车和面包。在19871987年和年和20022002

年，两种产品的价格水平和产量如下表年，两种产品的价格水平和产量如下表

所示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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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1987年年 20022002年年

•• P(P(价格价格)  Q()  Q(数量数量)       P()       P(价格价格)  Q()  Q(数量数量))

•• 汽车汽车 55万元万元//辆辆 100100辆辆 66万元万元//辆辆 120120辆辆

•• 面包面包 1010元元//块块 5050万块万块 2020元元//块块 4040万块万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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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以、以19871987年为基期计算每年的名义年为基期计算每年的名义GDPGDP和实和实

际际GDP GDP 以及以及GDP GDP 减缩指数、消费品价格指数。减缩指数、消费品价格指数。

•• 22、从、从19871987年到年到20022002年价格水平上升多少年价格水平上升多少,,分别分别

用用GDP GDP 减缩指数和消费品价格指数计算，并且解减缩指数和消费品价格指数计算，并且解

释两个答案为什么不同。释两个答案为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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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假定你是一个全国人大代表、假定你是一个全国人大代表，，你在你在

人代会上写一个提案人代会上写一个提案，，希望把养老金和通货希望把养老金和通货

膨胀指数挂钩，即按照生活费用自动调节养膨胀指数挂钩，即按照生活费用自动调节养

老金的发放额。你该用那一个价格指数的上老金的发放额。你该用那一个价格指数的上

涨率进行计算涨率进行计算，，为什么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