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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绿色 GDP 的概念和内涵

传统的经济学观点认为，一国 的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GNP)或
国内生产总值( GDP)似乎无疑地就是衡量经 济 表 现 最 重 要
的指标，特别是在二战后，这项指标是衡量各国经济发展的

一个重要标准，尤其是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核算
体 系 (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简 称 SNA)的 核 心 指 标。
但是，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GDP 已经不能客观真实反映一
国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质量水平了。 于是许多经济学家和相
关 人 士 都 从 不 同 角 度 提 出 了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GDP———绿 色

GDP 概念。 1993 年，经过联合国和相关专门机构共同研究讨
论，最终明确界定了绿色 GDP 的内涵。

绿色 GDP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绿色核算是指包
括绿色统计核算、绿色会计核算、绿色技术核算、绿色审计核

算在内的核算；狭义的绿色核算仅指绿色 GDP 的核算。 木文
探讨的主要是狭义的绿色 GDP 核算。 绿色 GDP 核算的主要
对象是资源环境及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体现的相互关
系。 绿色 GDP 核算的内容相当丰富，主要包括资源方面、环
境方面和社会经济三大方面。

2 传统 GDP 核算存在的问题

2.1 污染越大 GDP 越大

因为传统 SNA 系统把环保费(涵盖政府支出，环保民问

投资以及灾害损失补偿)统统看成“服务”(services)，作为国民
所得而计入 GDP 。另外一面，如果政府和企业都不从事环保
工作，国民健康受损，医疗费增 加，后 者 在 SNA 系 统 中 同 样
列入最终消费，GDP 也会增加。
2.2 自然资源的消耗与“磨损”视而不见，高估 GDP

自然资源曾被视为天赐之物， 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这个观点一直统治着正统经济学， 因此 SNA 系统中从未给
予“自然”起码的地位。人类对自然糟踏得越厉害，GDP 越高，
热带雨林的消失带来的却是全球 GDP 的增长。 因为人类压

榨自然的产品始终被计入人类的最终消费，而这种消费的成
长意味着人类财富的增加。 该缺陷在中国尤其明显，因为中
国是一个人均资源极端短缺的国家。
2.3 忽视环境质量恶化所造成的生活质量下降

环境是免费的造化，好坏从不纳入 GDP 的计算。 据世界

银行统计，空气污染每年使北京、上海上万人患病死亡，影响

数百万人健康，损失数亿个工作日和数十亿美元；全世界因

水污染 造 成 的 腹 泻 每 年 使 200 万 儿 童 丧 生，9 亿 人 染 病；温
室气体排放量一代人翻一番。 因为污染者一般不赔偿他们造
成的损失，由于溢出效应和外差因素，使社会蒙受的污染损
失大于污染者的代价。 虽然一些国家法律要求污染者提高赔
偿，财产权的重新分配可缩小环境污染范围，如果一个湖有

一位所有者，就不大可能过度捕渔，但财产权分配作用有限。

3 绿色 GDP 统计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

(1)科学性原则。 指标体系一定要建立在科学基础上，要

能充分反映绿色 GDP 的性质、 特点和运动过程中及与可持
续发展的关系，诸相关指标含义必须明确，测算方法必须标
准，以保证评价方法的科学性，评价结果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2)目的性原则。 在构建指标体系时，指标的筛选，核心指

标的确定，指标口径，计算时间和计算方法的认定都要充分
考虑可持续发展这一宏观长远目标的要求。

(3)全面性原则。 指标体系必须能够全面地反映可持续发
展的各个方面，既要有反映经济、社会、人口、环境资源、科技

各系统的发展指标，又要有反映以上各系统相互协调的指标。
(4)符合统计口径原则。 在确定绿色 GDP 考核指标的过

程中，充分考虑数据获取和指标量化的可能性，尽量利用和
开发统计部门和相关部门已有的公开资料和统计数据。

(5)可操作性原则。 绿色 GDP 考核指标不仅具有重要的

理论研究价值，同时更应具有实践应用价值。 在绿色 GDP 考
核指标体系中，尽量采用相对简单的统计和计算方法，易于
使用和操作。

(6)可比性原则。 绿色 GDP 的发展 是 一 个 包 含 人 口、社
会、经济、环境和资源要素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 为了便于描

述和说明问题，选择一个相对基本统一且具有典型性的指标
来统一衡量，使得评价结果在时间上和区域上现状与过去可
比。 通过时间上和区域上的可比，反映各地区绿色 GDP 的演
进轨迹，以便因地制宜提出对策措施。

4 绿色 GDP 统计指标体系的构建

4.1 资源指标

它是反映自然资源利用或破坏、退化程度的一系列相对

指标。 主要有:
（l）自然资源破坏或退化程度:是反映自然资源被人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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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或因自然力作用而减少的幅度的相对数。 可用自然资源破

坏率或退化率来表示，计算公式为
自然资源破坏率或退化率=

截止到本期末自然资源因破坏或退化而减少的数量
自然资源期初拥有量

×100%

（2）矿 产 资 源 回 采 率 :为 反 映 矿 产 资 源 回 采 或 再 利 用 程

度，其公式为

矿产资源回采率= 截止到本期末矿产资源的回采率
报告期末已探明的矿产资源量

×100%

（3）自然资产循环利用率。 自然资产利用的情况用自然
资产循环利用率来反映，其计算公式为

自然资源循环利用率= 报告期被重复利用的自然资源量
同期自然资源利用总量

4.2 环境指标

环境指标是反映环境质量、环境成本、环境效益的指标。
生态成本已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日前生
态污染损害却多数不计人成本。 中国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
值的 3 倍，国土严重超载 ;人 均 自 然 资 源 是 世 界 平 均 值 的 约

1/2,其中人均水资源量只有 2500 立方米，是世界人均水量的

1/4;单位产值的矿产资源消耗与能源消耗是世界平均值的 3
倍;单位产值的废物排放量是世界平均值的 6 倍;单位面积的
污水负荷量是世界平均数的 16 倍多。 如果考虑环境的成本
因素，我国的绿色 GDP 增长是负数。 因此，有必要从生态环
境方面构建绿色 GDP 指标体系。

（1）反映环境质量的指标

①环境降低差:是以现有生态环境等级与标准生态环境
等级差额为变量的加权算术平均数，其公式为:

环境减低差=
n

i = 1
Σ（X1-Xt）Wi

式中，X1 为各生态环境现有等级；Xt 为各生态环境标准

等级；Wi 为各生态环境权重。
环境交底差可综合反映生态环境的减低情况

②城市绿化达标率

城市绿化达标率= 一定时期内绿化达标的城市数量
城市总数

式中，优化环境达标城市个数的确定，关键在于明确规

定环境优化的标准，具体可参照国际有关规定并结合我国实
际情况加以确定。
③未处理“三废”排放量与自然净化量之比:是一个通过

与自然净化量比较来反映未处理“三废”排放对环境影响程
度的一个指标。 其计算公式为

未处理“三废”排放量与自然净化量之比=
未处理“三废”排放量

自然净化量

其中:未处理“三废”排放量=“三废”排放总量-已处理达
标“三废”排放量

一 般 而 言，自 然 本 身 有 一 定 的 净 化 能 力，未 处 理 的“三
废”排放量不能超过自然 净 化 量，即 二 者 之 比 应 以 不 大 于 1
为理想值域。 否则，将破坏生态平衡，使环境恶化。
④环境污染程度:是各环境要素已污染面积占总面积之

比。 其公式为

环境污染程度= 某环境要素已污染面积
该环境要素总面积

×100%

环境污染程度综合反映我们的生存、生态环境被污染程
度，如空气污染程度、水域污染程度、河流污染程度等等。

（2）反映环境成本的指标

①环保总投入占 GDP 的比重: 是一定时期的 GDP 支出

中用于环保部分所占的份额，是环保总投入与一定时期 GDP
之比，它反映人们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 其公式为

环境总投入占 GDP 比重 一定时期的环保总投入
一定时期的 GDP 总量

×100%

②环境管理费：指为维护环境现状，防止人类或其他事
物对环境破坏而付出的费用， 如发宣传环保意识的传单、为
阻止人类或气候条件破坏生态保护区而投人的成本等。

（3）反映环境效益的指标

①职业病、公害病、地方病降低率:是因环境改良后职业

病、公害病、地方病减少人数与基期职业病、公害病、地方病
人数之比，其公式为

职业病、公害病、地方病降低率

= 职业病、公害病、地方病减少人数
基期职业病、公害病、地方病人数

= 报告期职业病、公害病、地方病人数
基期职业病、公害病、地方病人数

-1

②各类污染处理后的收益率：其公式为

污染处理后的收益率= 处理污染后的获得收益量
处理污染的成本支出

×100%

③资源优化利用产生的经济效益：其公式为
资源优化利用产生的经济效益

=资源优化利用量×资源优化利用量产生的单位价值量

④环境投入产出比:是环境保护收益与环境保护投人之
比，其公式为

环境投入产出比= 环境保护收益
环境保护投入

其中，环境保护收益=直接经济效益现值-环境改善预期
损失的贴现值。 环境投人产出比是衡量治理环境生产效益的
一个重要指标。
4.3 社会经济方面的指标

（1）人均 GDP:是反映 GDP 与人口依存关系的强度相对
指标，是 GDP 与人日总数之比，其公式为

人均 GDP= 某一时期 GDP 总量
同一时期人口总量

（2）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协调程度:是一定时期的绿色 GDP
占 GDP 总量的比重，公式

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协调程度= 一定时期的绿色 GDP 数量
一定时期的 GDP 总量

该公式可以综合反映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相协调
的程度。

（3）人口迁移率：该指标反映人口的流动率，其计算公式为

人口迁移率= 报告期净迁移人口数
同期平均人口总数

（4）人均资源：其公式为

人均资源= 报告期资源总量
同期人口总量

（5）环境负荷：环境负荷是指在现有的环境状态下，环境
所承受的力度。 其计算公式为

环境负荷=人口×人均 GDP×单位 GDP 环境负荷

（6）人力资源资本化价值：计算公式为
人力资源资本化价值

=报告期拥有的人力资源量×单位人力资源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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