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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变价 GDP核算 

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是按基期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由于消除了价格变动因素，两个不同时期的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相比较，可以反映我国所有常住单位

生产活动最终成果的实际变动。 

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可分别按分行业增加值和最终使用进行核算。 

（一）分行业不变价增加值核算 

分行业不变价增加值核算主要采用价格指数缩减法和物量指数外推法。将各行业不变价增加值加总，

得到分行业计算的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 

1.价格指数缩减法 

价格指数缩减法（简称缩减法）是利用价值量等于物量乘以价格这样一种数量关系，用价格指数对按

现价核算的价值量进行价格缩减，得到按不变价核算的价值量。缩减法分为双缩法和单缩法。 

（1）双缩法 

双缩法是利用总产出价格指数和中间投入价格指数分别缩减现价总产出和现价中间投入，得到不变价

总产出和不变价中间投入，再以不变价总产出减去不变价中间投入得到不变价增加值。 

（2）单缩法 

单缩法假定总产出与中间投入保持相同的价格变化幅度，一般是直接利用总产出价格指数缩减现价增

加值，求得不变价增加值。 

2.物量指数外推法 

物量指数外推法（简称外推法）是在基期价值量的基础上，利用物量指数推算出按基期价格计算的核

算期价值量，即不变价价值量。外推法分为双外推法和单外推法。  

（1）双外推法 

双外推法是在基期价格计算的总产出和中间投入的基础上，分别采用总产出和中间投入的物量指数推 

算出核算期不变价总产出和不变价中间投入，然后以不变价总产出减不变价中间投入得到不变价增加值。 

（2）单外推法 

单外推法假定总产出与中间投入保持相同的物量变化幅度，一般是利用按基期价格计算的增加值和产 

出物量指数，直接推算出核算期不变价增加值。 

3.不同行业不变价增加值的核算 

不同行业不变价增加值根据可以获得的基础资料，选择适当的核算方法。 

工业不变价增加值利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缩减工业现价增加值得到； 

建筑业不变价增加值利用建筑安装工程价格指数缩减建筑业现价增加值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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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不变价增加值利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的服务项目价格指数缩减其现价 

增加值得到； 

教育不变价增加值利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的教育类价格指数缩减其现价增加值得到； 

交通运输和邮政业不变价增加值主要利用客货运周转量和邮政业务总量等物量指数外推基期增加值

得到。 

（二）不变价最终使用核算 

不变价最终使用核算主要采用价格指数缩减法，即利用相应的价格指数缩减现价居民消费支出、政府

消费支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存货变动、货物和服务进出口等支出项，得到各项不变价支出，再将各项

不变价支出加总得到不变价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 

其中，不变价居民消费支出主要利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及其分类指数缩减；不变价政府消费支出综合

利用人均工资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缩减；不变价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主要利用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等缩减；不变价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利用出口和进口价格指数分别缩减出口和进口总

额，然后求差得到。 

现价国内生产总值与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称为国内生产总值缩减指数。国内生产总值缩减指数

本质上是一种隐含的价格指数，反映国内生产总值内在的价格变化。 

五、国民总收入 

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宏观经济总量的最重要指标，但不是唯一的指标。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在特定含

义下定义的总量指标，其中应用最多的就是国民总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 

国内生产总值反映了一时期一国各常住单位的生产成果，即在此期间生产活动所创造的价值。但是，

创造价值并不一定获得价值，一国创造的价值总量和该国获得的收入总量不一定相等，因为，其间存在着

该国与国外之间的收入分配行为。 

国民总收入就是反映一国与国外收入初次分配结果的总量指标，从国内生产总值到国民总收入，其计

算公式为： 

国民总收入（GNI）=GDP+（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支付国外的要素收入） 

=GDP+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账户下初次收入贷方减借方的差额 

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账户下初次收入包括雇员报酬、投资收益和其他初次收入。其中，投资收益包

括直接投资的利润、利息收入和再投资收益、证券投资收益（股息、利息等）和其他投资收益（利息）。

雇员报酬指我国个人在国外工作（一年以下）而得到并汇回的收入以及我国支付在华外籍员工（一年以下）

的工资福利。其他初次收入包括租金、产品和生产的税收和补贴。 

不变价 GNI 利用“GDP 缩减指数”缩减现价 GNI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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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GDP的分析应用 

（一）经济增长率的计算与分析 

1.经济增长率 

经济增长在理论上是指国民经济生产总量的增长。 

衡量一时期经济产出总量的代表性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因此经济增长率应该是报告期国内生产总值

增量与基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动态比率，即 

经济增长率=（报告期 GDP-基期 GDP）/基期 GDP*100％各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小是各该时期价格水

平与生产物量水平两个因素的共同结果，因此，国内生产总值从基期水平到报告期水平的动态变化可以归

结为两方面的原因：价格水平的变化和生产物量的变化。 

计算经济增长率的目的是测度生产物量的变化，因此，不能简单地用基期和报告期的国内生产总值相

比，而是要先计算报告期可比价国内生产总值，意指价格保持在基期水平上从而与基期可比的报告期国内

生产总值，然后再进行比较。 

2.定基增长速度和环比增长速度 

由于采用的基期不同，GDP 增长速度分定基增长速度和环比增长速度两种。 

定基增长速度是从某一固定基期至报告期累积增长量对基期发展水平之比，表明 GDP 在这一时期内的

增长速度。 

环比增长速度是逐期增长量对前一期发展水平之比，表明 GDP 逐期增长的速度。 

定基增长速度不等于环比增长速度的连乘积。如果要由环比增长速度计算定基增长速度，必须先将环

比增长速度转化为环比发展速度（即环比增长速度＋1）再连乘，然后将所得结果再减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