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

为了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

型社会，加快实现环境保护的“三个转变”，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统计局于
2004年 3月联合启动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简称绿色 GDP核算）研究》
项目，并于 2005 年开展了全国十个省市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和污染损失评估调
查试点工作。两个部门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和项目顾问组，由国家环保总局环境

规划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专家组成了项目技术组，负责建立核算框架体

系、提出核算技术指南、开展经环境污染调整的 GDP 核算，并指导地方开展试
点调查和核算工作。 

经过近两年的艰辛努力，项目技术组完成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

架》、《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技术指南》、《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软件系统》、《中国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等成果，建立了环境经济核算的技术方法体系，并

应用于全国与地方试点核算。项目技术组最终提交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

究报告（2004）》（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就 2004 年全国各地区1和各产业

部门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的实物量进行了核算，同时采用治理成

本法和污染损失法的价值量核算方法，核算了虚拟治理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并

得出了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结果。 

 

 1、核算方法与内容  

2004 年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内容由三部分组成：（1）环境实物量核算，运
用实物单位建立不同层次的实物量账户，描述与经济活动对应的各类污染物的产

生量、去除量（处理量）、排放量等，具体分为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体废物实

物量核算；（2）环境价值量核算。在实物量核算的基础上，运用两种方法估算各
种污染排放造成的环境退化价值；（3）经环境污染调整的 GDP核算。 

环境实物量核算是以环境统计为基础，综合核算全口径的主要污染物产生

量、削减量和排放量。核算数据较目前的统计数据更加全面，更能全面地反映主

要环境污染物的排放情况。 

采用治理成本法核算虚拟治理成本。虚拟治理成本是指目前排放到环境中的

污染物按照现行的治理技术和水平全部治理所需要的支出。治理成本法核算虚拟

治理成本的思路是：假设所有污染物都得到治理，则当年的环境退化不会发生，

从数值上看，虚拟治理成本是环境退化价值的一种下限核算。 

采用污染损失法核算环境退化成本。环境退化成本是指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各

种损害，如对农产品产量、人体健康、生态服务功能等的损害。这些损害需采用

                                                        
1 核算未包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
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中部地区包括：山西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

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和湖南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

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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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定价技术，进行污染经济损失评估。与治理成本法相比，基于环境损害的

估价方法（污染损失法）更具合理性，更能体现污染造成的环境退化成本。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简称绿色 GDP 核算）是一项涵盖了资源核算和环境核
算的系统工程，目前提出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 2004》并不是完
整意义上的绿色 GDP 核算，仅仅涉及了其中环境核算的部分内容，没有包含资
源核算，即使是环境核算也是不完全的，主要表现在：（1）环境保护投入产出核
算、生态破坏损失的实物量核算和价值量核算没有纳入。（2）环境污染损失的核
算范围很广，由于缺乏相应的剂量反应关系研究和数据的支持，还有多项污染损

失没有核算在内，包括：水污染引起的传染和消化道疾病的患病人数及其门诊和

住院医疗、误工损失；水污染造成的新建替代水源成本；室内空气污染造成的损

失；臭氧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损失；大气污染造成的林业损失；大气污染造成的清

洁和劳务费用增加；噪声、辐射和光热污染等造成的经济损失；地下水污染损失；

土壤污染损失等。 

 

 2、实物量核算结果  

核算结果表明，2004年全国废水排放量为 607.2亿 t，COD排放量为 2109.3
万 t，氨氮排放量为 223.2万 t；二氧化硫、烟尘、粉尘和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
为 2450.2万 t、1095.5万 t、905.1万 t和 1646.6万 t；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为 1760.8
万 t，生活垃圾堆放量为 6667.5万 t。 

2.1 水污染实物量 

（1）第二产业废水排放量居首，城市大生活废水和农业面源已成为水污染
物的主要来源 

2004 年，第二产业废水排放量为 221.1 亿 t，占全国废水排放量的 36.4%。
城市大生活废水（指第三产业和城市生活废水）和第一产业废水的 COD排放量
分别占总排放量的 39.3%和 36.6%，氨氮排放量分别占总排放量的 40.7%和
36.1%。 

（2）各工业行业水污染物排放差异显著，造纸、化工、冶金、石化等重点
污染行业治理任务仍很艰巨 

2004 年，工业行业废水排放量和排放未达标量列前 2 位的都是化工和造纸
行业，这两个行业的废水排放量和排放未达标量之和分别占总量的 33.3%和
40.4%。废水排放量排在第 3－6位的分别是电力、钢铁、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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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大气污染实物量 

（1）大气污染物排放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 

2004 年，第二产业SO2排放 2185.6 万t，占全国排放量的 89.2%；第一产业
SO2排放量占全国排放量的 6.3%，第三产业和城市生活SO2排放量仅占全国排放

量的 4.5%；第二产业烟尘的排放量占全国烟尘总排放量的 81.8%，NOx的排放量
占全国NOx总排放量的 80.0%。 

（2）电力行业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控制行业 

2004年，工业行业排放SO22173.2万t，其中电力行业排放的SO2占 63.3%。
在燃烧过程排放的SO2中电力行业占 86.6%，是SO2排放的绝对大户。工业行业共

排放烟尘 886.6万t，电力和非金属矿物制造业排放量达 559.0万t，占工业行业总
排放量的 87.5%。工业行业NOx共排放 1309.3万t，主要集中在电力和钢铁行业。 

（3）东中部地区的大气污染物治理任务重 

2004年，SO2排放最多的三个省分别是：山东、河北和山西，都集中在东中

部地区，且这三个省SO2的去除率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治理任务非常繁重。2004
年烟尘排放量最大的三个省依次为山西、四川和河南，也主要集中在中部省份。

2004 年全国排放工业粉尘最多的三个省分别是湖南、河北和河南，且它们的治
理水平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3 固体废物实物量 

（1）工业固废集中在五个行业，东部地区产生量大 

2004年，全国一般工业固废产生量为 11.9亿 t，利用量为 6.74亿 t，其中利
用当年废物量为 6.52亿 t，处置量为 2.64亿 t，处置利用率为 78.8%。位于全国
一般工业固废行业产生量前 5位的电力、黑色冶金、煤炭采选、黑色和有色矿采
选业的产生量占总产生量的 76.9%。东部地区一般工业固废产生量较其他地区
高。 

（2）危险废物产生和处置利用的行业和地区差异明显 

2004年，全国危险废物产生量为 994万 t，利用量为 404万 t，其中利用当
年废物量为 379万 t，处置量为 275.2万 t，危险废物的平均利用处置率为 68.3%。
危险废物产生量列前 5位的化工、有色矿采选、非金属矿采选、石化和有色冶金
业的产生量占总产生量的 83.6%，化工和石化工业的危废处置利用率较高，分别
为 90.9%和 98.5%。危险废物产生量列前五位的省市分别为贵州、广西、江苏、
山东和青海，贵州省危废处置利用率达到 85.3%。青海省危废处置利用率仅为
0.22%。 

（3）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尚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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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我国的城市生活垃圾产生总量为 1.91 亿 t，平均无害化处理率为
42.0%，处理率为 65.3%。省级行政区中，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最大的 5 个省分
别是广东、山东、江苏、湖北和黑龙江省，占总产生量的 36.7%。无害化处理率
最高的是青海省，达到了 95.4%，其次为北京、浙江和山东，都在 60%以上。西
藏、山西和安徽的无害化处理率都低于 20%，无害化处理水平有待提高。 

 

 3、虚拟治理成本核算结果  

3.1 水污染治理成本 

2004年，全国行业合计 GDP（生产法）为 159878亿元，废水实际治理成本
为 344.4亿元，占 GDP的 0.22%；全国废水虚拟治理成本为 1808.7亿元，占 GDP
的 1.13%。废水虚拟治理成本约为实际治理成本的 5倍。 

（1）第二产业治理成本大，造纸、食品加工、化工等行业治理成本较高 

2004年，工业废水实际治理成本占总废水实际治理成本的 74.2%，工业废水
虚拟治理成本占总废水虚拟治理成本的 55.5%。在 39 个工业行业中，实际治理
成本列前五位的分别是黑色冶金、化工、造纸、石化和纺织业，五个行业的实际

治理成本为 145.5亿元，占总实际治理成本的 57.0%；虚拟治理成本列前五位的
分别是造纸、食品加工、化工、纺织和食品制造业，五个行业的虚拟治理成本约

占工业废水虚拟治理成本的 70.1%；总治理成本居前四位的分别是造纸、化工、
食品加工和纺织业。 

（2）东部地区的废水治理成本最高，中西部地区实际投入不足 

2004年，东部地区的实际废水治理成本最高，为 212.8亿元，占全国总量的
61.8%，相当于中西部地区总和的 1.6 倍；虚拟治理成本最高的也是东部地区，
为 687.5亿元，占全国总量的 38.0%，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 566.6和 554.6亿元。
东部地区实际治理成本占总治理成本比例为 23.6%，而中西部地区的这一比例仅
分别为 13.1%和 7.6%，因此，总体来看，中西部地区的废水治理投入缺口较大。 

3.2 大气污染治理成本 

2004年，全国的废气实际治理成本为 478.2亿元，占当年行业合计 GDP的
0.29%；全国废气虚拟治理成本为 922.3亿元，占 GDP的 0.55%。大气污染虚拟
治理成本是实际治理成本的 1.93倍。 

 

（1）工业行业的虚拟治理成本较高，电力行业是工业废气治理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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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几乎所有行业的大气虚拟治理成本都高于实际处理成本，说明大气
污染治理的缺口仍然很大。2004年工业大气污染总治理成本 882.9亿元，其中电
力行业治理成本为 551.4亿元，占总治理成本的 62.5%，是工业大气污染治理的
重点。 

（2）东部地区的大气污染实际投入最高，治理任务也最重 

2004年，大气总治理成本 1400亿元，东部地区为 649.2亿元，将近占全国
总成本的 1/2。全国虚拟治理成本 922.3亿元，占总治理成本的 65.9%，其中，东
部地区的大气虚拟治理成本最高，达到 398.2亿元，中西部地区的大气虚拟治理
成本基本相等，都占总虚拟治理成本的 28.4%。东部地区实际治理成本占其总成
本 38.7%，在 3个地区中实际治理投入最高。 

3.3 固体废物治理成本 

2004年，全国固体废弃物实际治理成本为 182.8亿元，占当年行业合计 GDP
的 0.11%；全国固废虚拟治理成本为 143.5亿元，占 GDP的 0.09%。固体废物虚
拟治理成本是实际治理成本的 0.79倍。 

2004 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实际治理成本为 111.3 亿元，占总治理成本的
52.7%；虚拟治理成本 99.9亿元，为总治理成本的 47.3%；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实
际治理成本为 71.5 亿元，占总成本的 62.1%；虚拟治理成本为 43.6 亿元，占总
成本的 37.9%。 

2004年，西部地区固废总治理成本最高，其中，实际治理成本仅占 41.4%，
远低于东中部地区的 67.3%和 62.7%，西部地区的主要差距在于工业固体废物的
处理。西部地区矿产资源开发规模大，工业固废总治理成本相当于东西部地区之

和，其虚拟治理成本占总工业固废虚拟治理成本的 61.9%，未来需要加大西部地
区工业固废的治理投入。 

3.4 治理成本综合分析 

（1）环境污染治理投入严重不足，废水治理缺口较大 

2004年，实际和虚拟治理总成本为 3879.8亿元，实际治理成本只占总成本
的 26%，可见环境污染治理投入欠帐较大。其中，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废污染
实际和虚拟治理总成本分别为 2153.0亿元、1400.4亿元和 326.3亿元，分别占实
际和虚拟治理总成本的 55.5%、36.1%和 8.4%。 

2004年，环境污染的实际治理成本是 1005.3亿元，其中，水污染、大气污
染、固体废物污染实际治理成本分别是 344.4亿元、478.2亿元和 182.7亿元，分
别占总实际治理成本的 34.3%、47.6%和 18.2%；虚拟治理成本为 2874.4亿元，
其中，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物污染虚拟治理成本分别为 1808.7亿元、9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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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143.5 亿元，分别占总虚拟治理成本的 62.9%、32.1%和 5.0%。水污染虚
拟治理成本占废水总治理成本的 84.0%，是实际治理成本的 5.3倍。因此，在三
类污染治理中水污染治理缺口最大。 

（2）第二产业污染治理任务依然艰巨，城市废水污染治理投入亟待提高 

2004年，第二产业污染虚拟治理成本为 1790.3亿元，是实际治理成本的 2.9
倍，其中第二产业废水治理的缺口最大，还需要投入 1003.7 亿元，占第二产业
总虚拟治理成本的 56.1%；第二产业大气污染的治理投入缺口相对较小，占总虚
拟治理成本的 38.4%，但绝对量也相当大，达到 686.7亿元。与城市大气污染治
理相比，城市生活废水处理能力严重不足，目前，我国城市生活废水的实际治理

成本为 47.6亿元，只有废气治理的 47.1%。因此，城市污染治理投入的主要压力
来自城市生活废水。 

（3）各工业行业污染治理重点不同，治理投入差距比较显著 

2004年，在 39个工业行业中，治理成本最高的是电力行业，达到 593.5亿
元，其实际和虚拟治理成本都列各行业之首。列总治理成本前 2至 5位的分别是
造纸、化工、钢铁和食品加工业，以上 4个行业总治理成本的排名与虚拟治理成
本基本相同，说明这 4个行业的污染治理水平都不高，治理投入缺口大。 

（4）中西部地区污染治理投入严重不足，东部地区治理投入仍需加大 

东部地区人口密集、工业化水平高，经济发展迅猛，但同时环境污染也比较

严重。2004年，东部地区的实际治理成本为 545.1亿元，占全国总实际治理成本
的 54.2%，但其虚拟治理成本仍然高达 1125.5亿元，是实际治理成本的 2倍，说
明东部地区的治理投入仍需加大，而中西部地区的形势更为严峻，其虚拟治理成

本分别占其总治理成本的 77.0%和 81.4%，说明中西部地区的污染治理投入严重
不足。各地区环境污染实际和虚拟治理成本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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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环境退化成本核算结果  

4.1 水环境退化成本 

2004年，水污染造成的环境退化成本为 2862.8亿元，占总环境退化成本的
55.9%，占当年地方合计 GDP的 1.71%，其中，水污染对农村居民健康造成的损
失为 178.6亿元，污染型缺水造成的损失为 1478.3亿元，水污染造成的工业用水
额外治理成本为 462.6亿元，水污染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为 468.4亿元，水污
染造成的城市生活用水额外治理和防护成本为 274.9亿元。 

2004 年，在东中西 3 个地区中，东部地区的水污染环境退化成本最高，为
1517.7亿元，占总水污染环境退化成本的 53.0%，占东部地区 GDP的 1.5%；中
部和西部地区的水污染环境退化成本分别为 777.5亿元和 567.5亿元，分别占水
污染环境退化成本的 27.2%和 19.8%，但这两个地区水污染环境退化占地区 GDP
的比例高于东部地区，接近 2.0%。 

4.2 大气环境退化成本 

2004年，大气污染造成的环境退化成本为 2198.0亿元，占总环境退化成本
的 42.9%，占当年地方合计 GDP 的 1.31%，其中，大气污染造成的城市居民健
康损失为 1527.4亿元，农业减产损失为 537.8亿元，材料损失为 132.8亿元。 

2004 年，在东中西 3 个地区中，大气污染环境退化成本最高的仍然是东部
地区，为 1311.6亿元，约占总大气污染环境退化成本的 60.0%，中部和西部地区
的大气污染环境退化成本分别为 541.6亿元和 344.7亿元，分别占大气污染环境
退化成本的 24.6%和 15.7%。中部地区大气污染环境退化占地区 GDP 的比例最
高，为 1.4%，而东部和西部地区大气环境环境退化占地区 GDP 的比例分别为
1.3%和 1.2%。 

4.3 固废污染退化成本 

2004年，全国工业固废的新增堆放量为 1762万t，约新增侵占土地 617.7万
m2，丧失土地的机会成本约为 0.91 亿元。城市生活垃圾的新增堆放量为 2987.7
万t，农村生活垃圾的新增堆放量约为 6458万t，生活垃圾侵占土地约新增 3576.9
万m2，丧失的土地机会成本约为 5.56亿元。两项合计，2004年全国固体废物污
染造成的环境退化成本为 6.5亿元，占总环境退化成本的 0.1%，占当年地方合计
GDP的 0.004%。 

2004年，在东中西 3个地区中，东部地区的固废环境退化成本最高，为 2.48
亿元；其次为中部地区，为 2.13 亿元；固废环境退化成本最低的是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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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86 亿元，东、中、西 3 个地区固废环境退化成本分别占全国总固废环境退
化成本的 38.3%、33.0%和 28.8%。 

4.4 环境污染事故退化成本 

2004年，全国共发生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 1441起，污染事故造成的直接经
济损失为 3.33亿元。根据《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04年全国共发生渔
业污染事故 1020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0.8亿元，因环境污染造成天然渔业资
源经济损失 36.5亿元。两项合计，2004年全国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失成本为
50.9亿元，占总环境退化成本的 1.1%，占当年地方合计 GDP的 0.03%。 

4.5 环境退化成本综合分析 

（1）环境退化成本总量分析 

2004 年，利用污染损失法核算的总环境污染退化成本为 5118.2 亿元，占地
方合计 GDP的 3.05%。其中，大气污染造成的环境污染退化成本为 2198.0亿元，
水污染造成的环境退化成本为 2862.8 亿元，固废堆放侵占土地造成的环境退化
成本为 6.5 亿元，污染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为 50.9 亿元，分别占总退化成本的
42.9%、55.9%、0.1%和 1.1%。 

（2）地区环境退化成本分析 

东部 11省市的环境退化成本为 2832.0亿元，占全国环境退化成本的 55.8%；
中部 8省市的环境退化成本为 1321.4亿元，占全国环境退化成本的 26.1%；西部
12省市的环境退化成本为 917.4亿元，占全国环境退化成本的 18.1%。三个地区
的环境退化成本和占各地区 GDP的比例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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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经环境污染调整的 GDP核算  

5.1 经污染调整的 GDP总量 

2004年，全国行业合计 GDP为 159878亿元，虚拟治理成本为 2874.4亿元，
GDP污染扣减指数为 1.8%，即虚拟治理成本占整个 GDP的比例为 1.8%。从环
境污染治理投资的角度核算，如果在现有的治理技术水平下全部处理 2004 年排
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约需要一次性直接投资 10800亿元（不包括已经发生的投
资），占当年 GDP的 6.8%。 

5.2 经污染调整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 

2004年，从各地区 GDP与 GDP污染扣减指数排序来看，东部地区的 GDP
污染扣减指数最低，为 1.13%；其次为中部地区，GDP污染扣减指数为 2.17%；
GDP污染扣减指数最高的是西部地区，高达 3.12%，说明西部地区的经济水平和
污染治理水平都较低。从全国来看，GDP污染扣减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8%
的省市有 21个，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8%的省市有 10个。各地区 GDP污染扣减
指数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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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污染扣减指数为 1.16%。三大产业虚拟治理成本及占其增加值的比例如图 4
所示。 

 

330.7

1790.3

753.4

1.16

2.42

1.58

0

500

1000

1500

2000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亿元

0.0
0.5

1.5
2.0
2.5
3.0
%

三大产业虚拟治理成本 虚拟治理成本占其增加值的比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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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相关术语解释  

1、实物量核算 

就环境主题来说，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实物量核算，一是

价值量核算。所谓实物量核算，是在国民经济核算框架基础上，运用实物单位（物

理量单位）建立不同层次的实物量账户，描述与经济活动对应的各类污染物的产

生量、去除量（处理量）、排放量等。 

2、价值量核算 

价值量核算是在实物量核算的基础上，估算各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

货币价值损失。环境污染价值量核算包括污染物虚拟治理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核

算，分别采用治理成本法和污染损失法。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各地区的水污染、

大气污染、工业固体废物污染、城市生活垃圾污染和污染事故经济损失核算；各

部门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工业固体废物污染和污染事故经济损失核算。 

3、治理成本法 

污染治理成本法与污染损失法是计算环境价值量的两种方法。在 SEEA框架
中，治理成本法主要是指基于成本的估价方法，从“防护”的角度，计算为避免

环境污染所支付的成本。 

污染治理成本法核算虚拟治理成本的思路相对简单，即如果所有污染物都得

到治理，则环境退化不会发生，因此，已经发生的环境退化的经济价值应为治理

所有污染物所需的成本。污染治理成本法的特点在于其价值核算过程的简洁、容

易理解和较强的实际操作性。污染治理成本法核算的环境价值包括两部分，一是

环境污染实际治理成本，二是环境污染虚拟治理成本。 

4、污染损失法 

在 SEEA框架中，污染损失法是指基于损害的环境价值评估方法。这种方法
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和污染损失调查，计算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种种损害，如：对

农产品产量和人体健康等的影响，采用一定的定价技术，进行污染经济损失评估。

目前定价方法主要有人力资本法、旅行费用法、支付意愿法等。与治理成本法相

比，基于损害的估价方法（污染损失法）更具合理性，体现了污染的危害性。 

5、实际治理成本 

污染实际治理成本是指目前已经发生的治理成本，包括污染治理过程中的固

定资产折旧、药剂费、人工费、电费等运行费用。 

6、虚拟治理成本 

虚拟治理成本是指目前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按照现行的治理技术和水平

全部治理所需要的支出。虚拟治理成本不同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是当年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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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支出（运行费用）的概念，可以从 GDP中扣减。采用治理成本法计算获得。 

7、环境退化成本 

通过污染损失法核算的环境退化价值称为环境退化成本，它是指在目前的治

理水平下，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排放的污染物对环境功能、人体健康、作物产量

等造成的种种损害。环境退化成本又被称为污染损失成本。 

8、绿色国民经济核算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通常所说的绿色 GDP核算，包括资源核算和环境核算，
旨在以原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基础，将资源环境因素纳入其中，通过核算描述

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提供系统的核算数据，为可持续发展的分析、决策

和评价提供依据。 

9、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 

所谓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又称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综合环境经济核

算体系，是关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一整套理论方法。为了把环境因素并入经济

分析，联合国在 SNA-1993 中心框架基础上建立了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简称 SEEA）作为 SNA的
附属帐户（又称卫星帐户），1993年公布了 SEEA临时版本，2000年公布了 SEEA
操作手册，目前 SEEA-2003版本也已正式公布。 

10、环境污染核算 

环境污染核算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一部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包括自然资

源核算与环境核算，其中环境核算又包括环境污染核算和生态破坏核算。环境污

染核算，主要包括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污染的实物量核算与价值量核算。 

11、经环境污染调整的 GDP核算 

经环境调整的 GDP 核算，就是把经济活动的环境成本，包括环境退化成本
和生态破坏成本从 GDP 中予以扣除，并进行调整，从而得出一组以“经环境调
整的国内产出（Environmentally Adjusted Domestic Product，EDP）”为中心的综
合性指标。 

12、绿色 GDP 

联合国统计署正式出版的《综合环境经济核算手册》首次正式提出了“绿色

GDP”的概念。在理论上，绿色 GDP=GDP-固定资产折旧-资源环境成本=NDP-
资源环境成本。其中，NDP 是国内生产净值。从上式可看出，绿色 GDP 是与
NDP相对应，而不是与 GDP相对应。在本研究中，考虑到在实际应用方面，GDP
远比 NDP更为普及，因此采用了绿色 GDP与 GDP相对应的总值概念，而没有
采用净值的概念，即绿色 GDP=GDP-环境成本-资源消耗成本。简单地说，绿色
GDP就是传统 GDP扣减掉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损失成本以后的 GDP。绿色 GDP
是一种大众性的提法，较容易被政府官员、公众和媒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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