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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为新声】

相信随着中国行政体

制改革不断深入，收入分配

体制改革系统化，中国社会

指标将会变得更加清晰。国

民经济核算体系也将会更

加完善。

【任君评说】

为什么那一天郁金香市

场突然崩盘，到现在依然是

一桩悬案。尽管金融学界有

各种解释，但还是没有公认

的答案。

【环宇杂谈】

“住得好”是美好生活的

应有之义，因此楼市的发展

潜力很大，关键是它要回归

居住的本源，不再异化为金

融炒作的工具。

乔新生

传统的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方法

已经沿用多年，在实践中发挥了积

极作用。但不必讳言的是，这种统

计方法也存在不少问题，需要通过

改革予以完善。笔者认为，不论是

从收入角度还是从支出角度统计出

来的国内生产总值，都不能准确地

反映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按照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统

计方法，也不能反映中国这样一个

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状况，当然也

无法真实反映中国社会财富的增长

量。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情况，必须

建立独具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核算

体系。

曾有学者提出，中国并不存在

单独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种说

法有一定的道理。改革开放之后，

在经济统计方法上，中国借用西方

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逐渐放

弃了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体

系。其实，新中国建立后一段时间

里，中国形成了以生产力要素为主

要内容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钢铁、

粮食、棉花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

商品，成为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指

标。但近些年来，中国在国民经济

核算过程中，采用国内生产总值计

算方法，忽视了中国传统的生产要

素计算方法。

笔者提出的国民经济核算方

法，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生产要素核算方法。通过计

算生产力要素增加量，分析国家经

济素质和增长情况。生产要素非常

复杂，统计部门可以选择具有代表

性的生产要素，作为重要的衡量指

标。中国是一个工业化国家，与后

工业化国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中

国工业生产要素相对集中，因此，采

用生产力要素计算方法，可以准确

地反映中国经济发展情况。

从生产力要素角度来看，2023
年全年，中国全社会用电量9.2万亿

千瓦时，这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核

心要素；中国粮食产量1.39万亿斤，

这是确保中国社会稳定和安全的最

基本要素；中国肉类产量 9641 万

吨，这是支撑中国居民健康的主要

指标；中国水泥产量 20.23亿吨，这

是中国工业发展的基础性要素；中

国造船量 4232 万吨、汽车 3016 万

辆，这是中国工业产出的重要指标。

国民经济核算应当从生产要素

角度出发，充分考虑到生产力要素

的增长情况，因为这是中国经济增

长的基础和前提。

第二，生产效率指标。生产要

素投入和产出之比，形成生产效

率。如果生产要素投入相对较大，

或者生产要素增加量相对较大，但

是生产要素投入产出不成比例，生

产效率相对较低，那么，经济增长没

有意义。

国民经济核算必须充分考虑到

生产效率。只有大幅度降低成本，

增加附加值，才能确保国民经济持

续增长。中国在生产力要素投入产

出方面，依靠科技进步已经取得实

质性的突破。中国在超超临界火力

发电领域世界领先。中国在巴基斯

坦、印度建造的火力发电站，发电效

率处于世界最高水平。中国上海火

力发电厂的发电效率世界第一。

但也要看到，在基础设施建设

领域，生产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

衡量生产效率的方法不难，只要考

察单位投入的产出量，即可计算出

生产效率。在国民经济核算指标

中，增加生产效率指标，对督促生产

单位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可持续发

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社会指标。正如人们所

知道的那样，国民经济核算不能忽

视社会成本。如果整个社会成本相

对较高，那么，国民经济核算没有多

大的意义。国内生产总值（GDP）计

算体系没有正确区分生产力指标和

社会指标。考虑到一些国家社会治

理成本相对较高，国家治理体系有

待进一步完善，政府治理能力相对

较低，因此，这些国家大量资源消耗

在国家治理方面，增加的财富无法

用于提高国民的福利待遇，经济增

长没有实际意义。

建立社会指标体系，就是要考

虑单位公共预算投入所产生的社会

效益，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充

分考虑投入产出比例，不能打着社

会公益的幌子，降低生产效率，损害

居民的利益。

当务之急是要通过改革公共预

算体系，进一步落实单个项目投入

产出责任制。中国实行复式财政预

算体制，各个部门的预算都必须张

榜公布，接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公民的监督。但是，从目前的情况

来看，财政预算细化程度不够，各级

人大审查财政预算的时候，应当要

求政府部门说明财政预算资金的具

体使用情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

严格把关，防止财政预算被滥用。

广州市人大在审议政府预算过程

中，对政府采购的电脑等设备价格

提出质疑，收到良性反馈，并在实践

中起到了好的作用。这说明只要高

度重视社会指标，严格按照预算法

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

督法的规定，监督政府的公共预算

执行情况，就可以大幅度降低社会

支出，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完善国家

治理体系。

行政体制改革、公务员薪酬制

度改革，都是强化社会指标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的必要之举。相信随着中国行政体

制改革不断深入，收入分配体制改

革系统化，中国社会指标将会变得

更加清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会

更加完善。

总之，建立有别于国内生产总

值和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

加海外收入）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非常重

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

应当适度恢复使用建国初期所形成

的生产要素核算指标体系，进一步

完善投入产出生产效率指标体系，

不断细化社会指标体系，从而使国

民经济核算体系真正反映中国经济

整体情况，确保国民经济发展给人

民带来更多的福利。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完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我见

任寿根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科维茨

的风险核心论指出，一切投资都要

将风险放于核心的位置，投资的出

发点为做好风险防范。据此，马科

维茨提出用资产组合来减少风险。

但马科维茨也承认，资产组合可以

防范一般性的风险，对于系统性金

融风险无能为力。1637年荷兰郁金

香市场突然崩盘引发的金融危机，

为他的这个论点提供了佐证。

荷兰曾被誉为“世界的马车

夫”，在 17世纪拥有世界上最强大

的船队，是 17世纪最强大的国家，

但 1637年 2月 4日发生了一件匪夷

所思的事，一度红红火火的郁金香

市场突然崩盘，一个星期之后，郁金

香的价格平均下跌了90%。这个国

际金融史上的事件至今已有近四百

年。为什么那一天郁金香市场突然

崩盘，到现在依然是一桩悬案。尽

管金融学界有各种解释，但还是没

有公认的答案。

荷兰有郁金香、风车、奶酪和木

鞋四大国宝。荷兰被誉为“鲜花之

国”、“欧洲后花园”。郁金香是荷兰

的国花。荷兰郁金香的产量占全世

界的比重超过 60%，荷兰每年培育

的郁金香球茎的数量多得惊人，可

绕地球7圈。

17世纪荷兰郁金香大泡沫被吹

起，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和社会背

景，主要表现在多个方面。第一，17
世纪初荷兰的发展进入正向“突变”

时期，成为世界的中心，荷兰居民变

得富有起来，就有了追求时髦的“本

钱”。到 17世纪初中产阶级规模越

来越大，中等收入群体占整个人口

的比重达到 30%左右，人均GDP在

欧洲排第一，并且当时荷兰城市化

水平已经达到50%。17世纪荷兰全

速向海洋方向发展，成为海上强国，

除北冰洋之外，其他各大洋都可以

见到浩浩荡荡的荷兰的商船队，荷

兰开始国强民富。荷兰是典型的低

地国家，大部分国土都位于海平面

之下。本来低地是一种劣势，荷兰

时常被海水侵袭，但随着世界贸易

特别是大西洋贸易的兴起和发展，

荷兰的低地劣势转化为一种发展对

外贸易的优势。

第二，17世纪荷兰金融业高速

发展。进入 17世纪之后，荷兰金融

业异军突起。17 世纪荷兰成为世

界的中心有两个重要的标志，当时

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以

及荷兰对外贸易空前发展，尤其是

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

是关键。

第三，17世纪荷兰出现金融平

民化倾向，许多金融资产发行不仅

面向富裕人士，同样也面向普通老

百姓。当大量中小投资者进入一个

市场之后，羊群行为就会出现，而羊

群行为的出现，往往会引发巨大的

泡沫，特别是当泡沫催生之后，许多

人会纷纷疯狂地“追高”，导致泡沫

越来越大，而一旦出现泡沫破裂，大

量中小投资者又出现恐慌行为，前

赴后继地抛售。中小投资者出现上

述行为的原因主要为不对称信息的

存在。

第四，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

的成立，“滋长”了投机氛围。西方

有一位研究荷兰文化的学者曾指

出，17世纪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

像“马戏团”。

第五，荷兰人长期将花卉业作

为主要的产业来对待，尤其是郁金

香，在 17世纪 30年代，郁金香的球

茎成为重要的交易商品。

第六，17世纪荷兰郁金香出现

巨大泡沫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荷

兰居民酷爱郁金香。在 16世纪末

期，当克卢修斯最早培植出荷兰的

郁金香之后，当时的荷兰王公贵族

就被郁金香的高贵典雅所折服，对

郁金香趋之若鹜。17世纪，除荷兰

之外，对郁金香的追逐也成为欧洲

其他国家的一种时尚，法国有一位

富家女出嫁，所有的嫁妆就是一株

高贵品种的郁金香球茎，荷兰阿姆

斯特丹一座楼房门前有这样一条

广告，“此房出售，价值为三枝郁金

香”。法国作家大仲马在小说《黑

郁金香》中深刻描绘了当时荷兰人

对郁金香的狂热，小说中的主人公

们为了获取郁金香的巨大利益，不

惜使用各种卑鄙的手段“竞争”。

在 17 世纪 30 年代前后，荷兰人培

育的一些郁金香品种风靡整个欧

洲上层社会，在衣服上佩戴珍贵的

郁金香品种成为当时欧洲人身份和

地位的象征。

荷 兰 郁 金 香 狂 热 始 于 1634
年。当时，荷兰郁金香球茎交易主

要采取期货形式，而且这种期货交

易完全靠个人的信用，在期货交易

所场外进行，根本没有政府部门介

入的金融监管。由于郁金香在荷兰

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特殊地位，自

然成为 17世纪荷兰和欧洲其他国

家投资者、投机者的猎取对象，包括

贵族、工匠、洗衣女、擦鞋匠等在内

的所有人都疯狂加入到当时的郁金

香热潮中，人们变卖自己拥有的各

种资产争先恐后地投资于郁金香。

当时几乎所有投资者都变成“噪声

交易者”。历史学家麦凯在 1841年

出版的《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

众性癫狂》一书中描写了当时郁金

香热的“盛况”。当时的人们认为，

郁金香热会永远继续下去，人们对

郁金香的投资热情会永远继续下

去，郁金香的价格会永远涨下去。

这是所有泡沫经济的共同特点。

所有的金融风险、所有泡沫经济的

大泡沫最根本的都是由投资者的

疯狂行为造成的。任何国家要防

范泡沫经济的大泡沫破裂，要防止

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都必须从政

策上、从监管上、从机制上提前介入

相关市场。社会心理学对癫狂产生

的过程及其后果进行了深刻的分

析。模仿经济学认为，无论什么时

代的癫狂，结局都一样，都是“一地

鸡毛”。到 1637年，有的郁金香品

种的球茎一株被炒到相当于 100多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这在当时可以

买下阿姆斯特丹一栋住房。尤其是

在郁金香市场崩盘之前的一个月，

即 1637年 1月 2日至 2月 4日，有的

荷兰郁金香品种价格涨了十几倍到

几十倍不等。

如果泡沫经济泡沫越来越大，

大量资本必然涌入泡沫经济，投入

实体经济的资本就会变少，该国的

经济体系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威胁。

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为，该国泡沫

经济的泡沫非常大。到 1634年，荷

兰郁金香市场的泡沫非常大，流入

实体经济的资本越来越少，实体经

济开始衰退，为日后爆发金融危机

埋下了祸根。

1637年 2月 4日荷兰郁金香市

场突然崩盘，一些人开始降价疯狂

抛售手中郁金香球茎的期货合同，

相关商品价格出现大跌，而价格突

然大跌又进一步引起更大的恐慌，

引发投资者对郁金香市场丧失信

心，出现市场恐慌，导致郁金香市

场崩盘。所有金融危机的发生都

是 由 于 投 资 者 的 恐 慌 行 为 造 成

的。参与郁金香投资的人们几乎

全都破产，人们的财富被“血洗”。

根据历史记载，1637年 2月 4日，荷

兰整个国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大

的事，郁金香市场也没有发生什么

反常的事，整个国家和郁金香市场

与往日一样平静。有人会说，荷兰

郁金香价格涨得太离谱，泡沫太大

了，崩盘是必然的，崩盘是早晚的

事。这里要问的是，荷兰郁金香市

场的泡沫上涨到什么程度才会崩

盘？为什么早不崩盘，晚不崩盘，

偏偏在 1637 年 2 月 4 日崩盘？对

此，没有人能说得清。

（作者系经济学教授、西方经济
学博士生导师）

荷兰郁金香泡沫破灭之谜

李宇嘉

今年春节长假里，出行、旅游、

消费等经济数据都创出数年新高。

小到一个县城，都开启了看人海的

模式，不管是公路、餐馆，还是景点

和影院，都人气爆棚。

将数据结构化后就会发现，数

以亿计、以五六线城市甚至农村为

代表的下沉市场被完全激活。不管

是电影票房，还是酒店餐饮预订，低

线城市做出了最大贡献。比如，春

节前四日，县城酒店预订量同比增

长120%，美团平台五线城市生活服

务日均消费增速为一线市场的两

倍；比如，春运返乡热门城市（如阜

阳、上饶、信阳）旅游人次同比增幅

在50%以上。

数据背后的朴素道理是，消费

观念改变了。即便是打工人群返

乡，也要带家人出去转一转、下个饭

馆、住个酒店，多体验体验生活。而

近年来汽车消费下沉、高速路及国

省干道向乡镇村铺设、移动互联网

普及，这些硬件和软件的改善将全

国市县镇村链接起来，织起一张高

频互动的大网。一旦消费意识聚成

了共识，覆盖到 14亿人群，下沉到

低线区域，整体数据就很可观了。

所以，永远不要低估拥有 14亿

人口的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活力。

微观层面的变化，从产生共鸣的影

视作品也能看出来。贾玲的《热辣

滚烫》成为春节档期票房冠军，该影

片的英文名很有意思，叫You Only
Live Once（你只能活一次），彰显了

百姓自我意识的觉醒。非专业歌

手、形象朴素的任素汐，在春晚拥有

一个独唱的舞台，她演唱的歌曲《枕

着光的她》走进普通人熟悉的生活

轨迹，给观众带来很强的踏实感。

总而言之，今年的春晚与民同乐的

味道很足。

领导人在新年贺词里说，“社会

节奏很快，大家都很忙碌，工作生活

压力都很大”。过去的一年，行行在

卷、处处在难、人人辛苦，难得的春

节长假，太需要简简单单、痛痛快快

乐呵一下。其折射出的小趋势，就

是后疫情时代，少些浮华，多些真

诚，多些接地气的踏实。

所以，从人均消费数据来看，它

遵循了近两年的一贯理性。今年春

节人均旅游消费金额比2019年下降

10%，假期天数调整后下降 21%。

这不是什么消费降级，而是旅游消

费下沉后的平均数，也是我们真实

消费能力的体现。回归常态后，自

然就追求性价比、追求体验感。比

如，自驾游、返乡游，都是成本很小

的消费；比如，南方人到东北延吉，

体验上不啻于出境游。

这才是该有的、真实的消费场

景。过去那种动不动就要实现这个

自由、那个自由，为此要普遍加杠

杆、透支的超前消费，才是不正常

的。如果认同笔者这一逻辑，就不

难理解春节期间的楼市了。从数据

看确实冷，想想也正常，国人都在出

行、出游、聚会的场景中，谁会关心

楼市呢？

因此，龙年春节的楼市，是近十

几年来关注度最低的一年。一方面

是大家无暇关注，更重要的是大家

对楼市的认知更迭了。不管是返乡

的观感体验，还是聚会闲聊的话题，

都能看到过去盲目乐观、过度加杠

杆的后果，都能看到现在大家对楼

市的态度变了。于是，假期售楼处

冷冷清清，即便是刚需，也只是看

看，不着急下手。开发商也很佛系，

假期新盘零供应或干脆放长假了。

笔者最近看了几个楼盘，发现

定价比之前降了不少（有的是暗

降）。表面上，这反映了楼市需求端

的支付能力不足，但本质上，这是房

子金融属性褪去，财富欲望褪去而

使然。从金融属性、财富代名词到

一般生活消费品，房子这个变化的

跨度太大了，反映在楼市上，量价

回落难以避免。不过，对于楼市未

来走势，笔者并不太悲观，从春节

假期的数据看，国人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之心是很强烈的，“住得好”是

美好生活的应有之义，因此楼市的

发展潜力很大，关键是它要回归居

住的本源，不再异化为金融炒作的

工具。

（作者系房地产资深研究人士、
经济学博士）

从春节消费和楼市数据说开去

本报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