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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方法论

．郑菊生

一、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特有的基本方法

是平衡方法和平衡模式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方法和椋式取决千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性质、功能和内容。 国

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反映国内（民）生产总值

的生产、 分配和使用等来龙去脉的国民经济

会计。 它提供用于描述、 分析国民经济运行

和结构全貌的系统信息， 从而成为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工

具， 并能推动统计工作的现代化。

国民经济核笲体系的主要内容是： 国内

生产总值、投入产出、资金流量、资产负债

以及国际收支等核算。 它们分别表达： 国内

生产总值的总量和结构、产品和劳务的投入

与产出、 资金的来沥与使用、 资产的流量与

存量、 国际间的收入与支出等一 系列互相对

应的数量关系。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各种互

相对应的数谥关系， 就是数晟上的平衡关

系＂ 它们的具体表现有：相等关系、 衔接关

系、 协调的比例关系以及相应的发展关系

等。 反映数批上平衡关系的方法和模式， 就

是平衡方法和平衡模式。 它们与国民经济核

算体系的内容是互相适应的， 是国民经济核

算体系特有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模式。

数量上的平衡关系， 总是就某一 时间而

言的， 它是数盘卜的静态表现。 国民经济楚

动态的。 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 各个单位、

部门、 地区、 环节或部分之间的发展， 有快

有慢， 增长幅度有大有小。 经过一 段时间的

发展、 变化， 有关方面原来的平衡关系会被

打乱， 形成数恨上的不平衡。 也就是说， 使

原来的经济结构变为新的经济结构。 为了推

动国民经济进一 步发展， 又需要研究新的平

衡条件和数横关系。 国民经济的发展， 总是

表现为： “不平衡一一平衡一一不平衡一一

…… ” 的过程， 而且不平衡是经常的、 绝对

的， 平衡是暂时的、 相对的。

研究经济的运行和结构时， 通常是从平

衡出发的。 各种数量平衡关系， 是测定各种

经济关系中数抵差距从而分析其合理程度的

依据和标准。 研究平衡， 必须若眼于发展”

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引起经济结构的变

动，打破原来的数量平衡关系， 形成新的数

量平价畛关系。

因民经济核算体系就是遵循以上原理建

立特有的方法和模式， 用于全面反映经济总

溢和结构中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平衡和不平

衡的数扯关系。 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各个

组成部分中， 根据具体内容建立各种具体的

平衡方法和平衡模式。

二、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一般平衡褒

和棋盘式平衡表

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 环

绕上述五大核算的内容， 分为两部分：第一

部分为 一 系列社会再生产核算表，第二部分

为 一 系列经济循环帐户。

在第 一 部分社会再生产核算表中， 有五

张基本衷： （1）国内生产总值及其使用

表； （2）投入产出表； （3)资金流量

表； （4)国际收支平衡表； （5）资产负

侦长。 它们分别表示五大核算的最后结果，

而且邯是价值悟核算表。 在第一 部分中，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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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八张补充表： （1）人口平衡表； （2) 

劳动力平衡表； （3)自然资源表； （4) 

主要商品资源与使用平衡表； （5）企业部

门产出表(V表）； （6）企业部门投入表

(U表）； （7）财政信贷资金平衡表；

(8)综合价格指数表。 有的补充表 内容属

千重要的非价值盐核算， 如补充表系列中的

(1)、 （2)、 (3)、 (4)表；有的

则属于价值量核算， 是基本表某些内容的扩

展， 如补充表系列中的(5)、 （6) 、

(7)、 (8)表。

第一 部分社会再生产核算表的模式是一

般平衡表和棋盘式平衡表。 一般平衡表， 可

以是由合计数相等的两组互有联系的指标体

系（或项目）所组成的表格， 如基本表中的

(1)表和补充表中的(4)、 (7)表；

也可以是由 一 系列在数量上互相衔接的指标

体系（或项目）所组成的表格， 如基本表中

的(3 )、 （4)、 （5)表以及补充表中

的(1)、 (2)、 （8)表。

棋盘式平衡表，也可称为矩阵式平衡表，

它用于反映产品与产品之间、 部门与部门之

间、 地区与地区之间在生产和消耗、收入和

支出、 调入和调出等方面的相互联系和平衡

关系。 在这种表格中， 主栏和宾栏所列项目

的名称、数目和顺序完全相同或互相一 致。

也就是说， 主栏的行数与宾栏的列数是相等

的， 横行与纵列交叉， 形似棋盘。 基本表中

的(2)表和补充表中的(5) 、 (6) 

表， 就属于棋盘式平衡表。 在这些表中， 把

产品部门或企业部门按一 定顺序排列， 每一

个部门按同样的顺序分别在表格的主栏和宾

栏出现一 次， 纵横交叉， 互相对应。 垂直方

向（纵列）表示 “投入“ ， 它说明各个部门

的生产消耗构成， 即价值构成； 水平方向

（横行）表示 “产出 “ ， 它说明各个部门产

品的分配使用方向。

补充表中的(3)表是一 张一 览表。 因

为自然资源的内容不需要用平衡表形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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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在一 般平衡表和棋盘式平衡表上， 能反

映各种结构和有关数据之间的联系， 但不能

象第二部分经济循环帐户那样表达各个数据

的来龙去脉。

三、 国民经济核算休系中的帐户法、

"T
” 字式和矩阵式帐户平衡表

基本表的数据， 是根据第二部分中各有

关帐户平衡表的数据综合而来的， 也就是

说，帐户平衡表是基本表的基础， 基本表是

帐户平衡表的综合。

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的第二

部分经济循环帐户， 包括三组帐户体系和一

张矩阵表： （A）国民经济帐户体系。 它包

括： 国内生产总值帐户，国民可支配收入及

支出帐户；投资帐户；对外交易帐户以及资

产负债帐户。 (B)机构部门帐户体系。 它

包括：生产帐户；收入及支出帐户；投资及

金融帐户以及资产负债帐户。 (C)产业部

门综合帐户。 它实际上舟把各个产业部门的

生产帐户合并而成的综合表。 如果把中间投

入按照各个产业部门的主产品进行细分，产

业部门综合生产帐户就变成了投入产出核算

中的投入表(U表）。 （D）经济循环矩阵。

它连接各个帐户的基本内容， 能概括地描述

国民经济循环的全貌。

上述(A)、 （B)、 (C)、 (D)之

间的关系： 首先， （A）与(B)的内容是
一 致的， （A）的数据是(B)的数据的汇

总， （B）的数据是(A)的数据的基础。

其次， （C）属千生产帐户， 它与(B)的

关系，除了部门分类不同、 表中列有 “ 物质

产品净值 “ 外， 其他内容与(B)中 “生产

帐户” 相同， 也就是说， （B）含有(C)

的内容。 第三， （D）是(A)中五大帐户

基本内容的连结， 也是第 一 部分五大基木表

内容的连结。

第二部分中的帐户平衡表， 是利用会计



中的帐户法记录数据的。帐户法，就是根据

需要设置一 系列帐户，在各个帐户中，采用

复式借贷记帐法，记录支出和收入、资金运

用和资金来源、资产和负债等的增减金额。

对每一 项经济活动（交易）来说，要以同样

的金额在有关帐户的 “借方 ” 和 “ 贷方 ”

（或 “增加 “ 和 “ 减少“ , “收入“ 和 “支

出 ” )作记录，记录过程是 “有借必有贷＂，

记录结果是 “借贷必相等 ” 。

在第二部分的帐户体系中，设置一 系列

综合帐户，并采用复式借贷记帐法，记录社

会再生产过程中各种流蜇和存猛，从而反映

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等的来龙去脉。关

于借、贷方的主要内容如下：

借 方 「 贷 方－』 一－—

支出增加 收入增加

资金运用 资金来源

I 资产增加 1 负侦增加
: 

反映帐户体系数据，有两种模式： “T" 

字式帐户平衡表和矩阵式帐户平衡表。

在 “
T

” 字式帐户平衡表中，左方表示

借方，右方表示贷方。每一 笔交易（经济活

动）在 “T” 字式帐户平衡表中都要登记两

次： 一 次登记在某一帐户的借方（支出、资

产等），另 一 次登记在相应帐户的贷方（收

入、负侦等）。同时，每一 笔交易的摘要也

要记录两次： 一 次记录在借方帐户上，另一

次记录在贷方帐户上。每个帐户的借方合计

数与贷方合计数都是相等的，也就是说，借

贷双方是平衡的。

矩阵式帐户平衡表，就是把所有帐户都

列在一 个由横行和纵列交叉组成的棋盘式表

格（即矩阵表）中。各个帐户名称，按同样

的顺序，排列在主栏的横行和宾栏的纵列。

一般说来，横行表示各个帐户的贷方（表示

收入或资金来源的增加），纵列衷示各个帐

户的借方（表示支出或资金运用的增加）。

横行和纵列交叉所形成的每一 格位置，可以

分别表明格内数字的两个有关帐户（ 或项

目）。因此，每笔交易数字，只需要在它所

属项目的横行和纵列交叉的格子内记录 一

次。

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中的
“经济循环矩阵” 是划分为11个帐户的矩阵

式帐户平衡表。它可以反映社会再生产的全

过程。它遵循的基本原理是:利用前一 年结

转过来的实物和金融资产（用 “ 期初资产”

帐户反映），进行生产活动（用 “生产” 帐

户反映）；其成果形成收入并进行分配（用
“ 收入分配” 帐户反映），一 部分用于消费

（用 “ 消费 ” 帐户反映）， 一 部分用于投资

（用 “ 投资 ” 帐户反映）；产品、劳务和资

金既有输出国外，也有输入国内（用 “ 国

外 ” 帐户反映） ；期初资产加上投资，并对

本期发生的资产价值的变动进行重新估价

（用 “调整帐户 “ 反映），就得出转入下一

年的实物和金融资产（用 “ 期末资产 ” 帐户

反映）。从 “经济循环矩阵” 的内容可以看

出，它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五大核算的内

容串连在一 起，全面反映国民经济的运行和

结构。

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数县平衡关

系，还可以用经济方程式和图示法表示。

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采用平衡方法

和平衡模式，有许多优点，如：能清晰反映

数据的来龙去脉以及数据之间的关系；保持

数据的层次结构和逻辑程序；避免统计数字

的随意性，保证数据完整、正确；便千数据

分析。

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数量的平衡和

差额

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利用平衡方法

和平衡模式进行核算，要求总量和结构之

间、有关项目的数恨之间达到平衡。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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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的结果常会产生不平衡。 国民经济核算

休系中数量上的不平衡有以下几种悄况：

（ 一 ）互相对应的事物之间， 客观上存

在数量上的差额。 因此， 在利用平衡方法和

平衡模式时， 就需要设立平衡项目， 用以反

映达到平衡的内容和数量界限。 例如， 国际

收支平衡表中的 “储备资产增减额 ” 就属于

平衡项目。 它与国际收支总差额是互相对应

的， 两者金额相等， 正负相反。

（二）进行国民经济核算， 需要广泛利

用各个有关专业部门的统计数据， 还要作专

门的调查统计， 以取得平衡模式所需要的各

种总量（合计数）以及反映总量结构的一 系

列分项数据。 由于收集数据的渠道不同， 通

常会出现有关数据之间不衔接。 例如， 实际

统计的分项数据之和（如总消费、 总投资与

出口净额之和）不等千实际统计的总量数据

（如国内生产总值）。 这种差额， 可以用

“误差与遗漏 ” 表示。 “误差与遗湍 ” 是衔

接有关数据的平衡项目， 它的容许池围取决

于数据使用者的要求。

（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有些数据，

可以通过抽样凋查取得。 这时， 数据会产生

抽样误差。 抽样误差的容许范围也取决于数

据使用者的要求。

（四）其他不符合实际的误差。 如计算

差错以及虚报、 瞒报等引起的误差。 对于这

类误差， 需要寻根追源， 把它们纠正或控制

在最低限度。

对以上各种误差作出切实的反映或必要

的处理以后， 就可以利用平衡模式中的数

据， 研究各种经济结构和经济关系。

平衡方法和平衡模式是国民经济核算体

系特有的基本方法。 当然， 在收集和分析国

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数据时， 还需要应用其他

各项统计所通用的调查和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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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出来的股份制企业财务与会计报表， 才能是符合要求的。 因此， 股份制企业有关人员，

特别是财会人员系统地学习股份制财务会计实务， 学会正确地进行操作， 是至关重要的。 本

书在这方面可满足读者的需要。 比如， 书中会计报表和合并会计报表这两个部分实务性强的

特色， 就颇为明显。 无论是资产负侦表、 利润表及其附表的编制， 还是财务状况变动表的编

制、 现金流鼠表的编制， 作者在拱述时， 都是十分细致、 具体而周全， 使读者学了就能用。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 书中关于会计报表的分析与运用， 其实用性尤为突出。

股份制企业的经营管理部门分析和运用会计报表， 目的是检查本企业在一 定的会计期间

的经营管理业绩，挖掘潜力，加强管理， 扰高效益。 而股东们分析和运用会计报表， 其目的主

要是了解和评价企业的经营业绩、 发辰趋势， 从而确定重大的经营方针和正确的投资决策。

此外， 侦权人也需要及时研究和分析会计拫表， 目的是为了正确评价股份制企业的财务状

况， 特别是短期与长期的偿债能力， 由此作出正确的信贷决策。 至于股份制企业的主管部

门， 还有税务等部门， 也要分析和运用股份他企业的会计报表， 目的主要是为了砾定对股份

制企业的管理方针和充实、 修订有关股份们企业沟法规、 侗度等。 总之， 在实际工作中都要

通过对会计报表的正确分析和运用， 来评付··哎份制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和各种业绩。 为此，

书中系统地介绍了会计报表分析方法一一 比较分析认、 比率分析法和趋势分析法， 它们均有

较强的实务操作性， 给了读者许多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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