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的调整就更为重要了，这就是提

出绿色 G D P 的背景。如采伐林木，

经济总量增加了，但过量采伐后对

自然资源造成了破坏，相应的成本

就应在经济总量中扣除。再如生产

过程中排放的有害物质对环境造成

的负面影响也应从 经济总量中扣

除。不能只看到发展、繁荣的一面，

还要看到对资源环境消极影响的一

面。所以在 G D P 核算体系中应该考

虑资源环境因素，这就涉及到绿色

G D P 和 E D P 概念。

什么是绿色 G D P 和 ED P？

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自然资

本的消耗，也就是从现行 G D P 中扣

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

护服务费用，得到经过环境调整的

国内 生产总值 ，就是绿色 G D P

（G G D P）；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生

产资本的消耗，得到国内生产净值

（N D P）；从国内生产总值中同时扣除

生产资本消耗和自然资本消耗，得

到经过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净值，

称绿色国内生产净值（E D P），这是联

合国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的核

心指标。也就是说，E D P < G G D P

< G D P。绿色 G D P 这个指标，实质上

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
绿色 G D P 占 G D P 的比重越高，表明

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负

面效应越低。

实行绿色 G D P 的难点是什么？

实行绿色 G D P 面临现实的技术

挑战，主要有两大难题：一是资源环

境的损耗与经济发展不同步。如工

业污染引发的生态破坏和健康损失

是污染发生之后逐渐显现的，有的

需要几年甚至是十几年才被发现，

其成本无法准确算到哪一年。二是

资源环境如何定价。人们已逐渐意

识到资源 、环境无价的观念是错误

的，但是究竟如何对其进行准确的

市场定价是一大难题。因为资源耗

减和环境污染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

价格。目前资源环境的基本核算通

过实物量核算和价值量核算两种方

式。价值量核算要建立在实物量核

算的基础上，我国正在进行自然资

源和环境的实物量核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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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公布 2004 年基准利率国债发行计划的通知》中公布，2004 年

将发行 9 期基准利率国债，分别是 2 年、5 年和 7 年期记账式国债，都是跨市

场发行，即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同时发行。这一公告引起了社会各界

的关注。基准利率国债对于形成完整的基准利率体系，建立连续的国债收益率

曲线，推动利率市场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此，我刊就这一问题咨询

了有关专家。

之所以称为 “基准利率国债”，是因为这类国债实现了发行经常化、品种

同一化，或可以理解为同一期限的国债品种定期滚动发行。自 2002 年 12 月我

国首只跨市发行的 7 年期基准利率国债问世，到 2003 年底，累计发行量已达

2120 亿元，占债券市场托管总量的 14% 左右。基准利率国债对债券市场的利率

水平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套利机制的作用下，银行间和交易所国债市场 7 年期

国债的利率水平已经趋同。今年新增的 2 年期以下各种国债的利率趋于一致。
据专家测算，国债要成为央行的重要调控工具，国债余额占金融资产的比重要

达到 20% 左右。
那么，什么是基准利率呢？在市场化的条件下，一切金融产品的定价都需

要一个公认的 “零风险金融商品收益率”作为参照系。由于国债偿付风险几乎

为零的特点使多数市场经济国家把国债的收益率视作“零风险金融商品收益

率”，它变化所形成的曲线就是 “基准收益率曲线” ；其市场招标所形成的利

率就是 “基准利率”。
没有一个高效率、低成本的国债市场，没有一个好的国债市场利率基准，

就无法实现利率市场化。如在利率市场化的环境下，银行必须根据国债收益率

曲线对不同风险的企业给出不同的贷款利率；在债券市场，投资者要依据同期

国债的收益，对不同信用等级的企业债券做出评价；在股票市场，基准利率可

以帮助投资者判断是否真正具有投资价值。建立有效的基准利率体系是我国金

融市场利率实现市场化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有专家由此断定，我国利率市

场化的进程已进入 “冲刺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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