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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接下来我们从存量角度考虑各种统计指标体系的构造。　　4.资产一负债模式　　资产负债表上
每一个企业要编制的会计报表。因此，如果以企业（不是一个而是多个企业）为统计对象，必然会以
“资产一负债”模式归纳其各种存量指标。进一步看，即使统计对象不是企业，也可以借助资产一负
债模式归纳各类存量指标。比如居民住户，也可以按照一方是资产，一方是负债的思路把相关统计指
标归纳在一起；还有，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同样可以按照资产、负债的逻辑显示一国的国民财产存
量状况。　　《中国统计年鉴》上有多个专题里是从企业角度设置相关统计指标的。比如在工业统计
专题里，会区分不同类别的企业给出与资产负债有关的指标；另一个比较突出展示资产负债统计指标
的专题是金融业，按照不同类别的银行汇总给出资产负债表，比较详细地提供了银行业在金融活动过
程中承担的金融负债和拥有的金融资产。　　从资金流通过程看，所谓资产，就是统计主体对资金的
不同运用方式；所谓负债，则体现了所用资金的筹集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说，“资产一负债”模式就
是某时点上“资金运用一资金来源”模式的特定形式。金融专题中，专门针对信贷资金分别资金运用
和资金来源给出详细统计，应该算是此类应用的代表。5.存量一流量模式“存量一流量”模式的完整
表示应该是“期初存量一当期流量一期末存量”，其含义是：在期初存量基础上发生了当期流量，当
期流量的发生以某种方式改变了期初存量，使之达到期末存量的水平。这种模式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动
态平衡关系，借助于此，可以将不同时期的指标链接起来。有些时候，夹在期初、期末存量之间的当
期流量直接就是存量增减变化量。人口统计是典型地体现此类逻辑的专题：就一个时期而言，以期初
时点的人口总数为基础，形成当期的出生人数、死亡人数，以及迁出迁入人数，最后达到期末人口总
数。在此情形下，上述逻辑可以作为以已知指标推算最后一个未知指标的依据。　　但在另一些情况
下，当期发生的流量与期初期末时点的总存量之间只是一种逻辑联系而不是严格的数量关系，比如一
时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大小，自然与期初该经济体的资产水平有关，但并不直接体现国民财产
总量的增减（一方面，GDP的价值构成中只有固定资本消耗才体现资产的耗减，另一方面，GDP最终
使用的各项中，只有资本形成才会增加资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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