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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收入是苏联与

东欧国家衡量经济发展

规模、 经济发展速度的

重要的综合性指标，结

合国民收入还可计算一

些反映经济发展的效率

指标，因此苏联与东欧

国家都重视国民收入指

标的计算、统计与分析

研究工作。一个时期以

来，国内计划、 经济研

究工作者，对我国国民

收入生产与使用之间的

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讨

论，把它看成是掌握和

控制整个国民经济发展

的迫切需要。本文简要

地介绍一些苏联、匈牙

利和波兰七十年代以来

国民收入生产额和使用

额的有关资料，供研究

参考。

基本情况

国民收入生产和使

用的关系问题，如以货

币表现的价 值 指 标 而

论，在静态的条件下，

可能出现以 下 三 种 现

象，即当年的国民收入

生产额等于、大于或小

于当年的国民收入使用

额。战后，特别是七十

年代以来，苏联与东欧

国家在国民收入生产和使用关系方面，主要表现为两

种类型：苏联、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

等国，除少数年份外，基本上是属于国民收入生产额

大于国 民 收入 使 用额 的 类型；匈牙利和波兰，主

要是属于国民收入使用额大 于 国 民 收入生产额的类

型。

在国民收入生产额大于国民收入使用额类型的国

家中，苏联最为典型。请看48页表一：

有关统计资料说明，苏联除了1951年和1952年国

民收入使用额大于国民收入生产额外，其余年份均是

国民收入生产额大于国民收入使用额。

匈牙利和波兰虽同属于国民收入使用额大于国民

收入生产额的类型，但情况差异较大。从所收集到的

统计资料来看，匈牙利国民收入国内 使用额大于国民

收入生产额的情况，不是存在几年的暂时现象，而是

有较长的历史。其主要原因是，匈牙 利的国内经济发

展和对外贸易密切相关。据匈牙利经济学家计算，匈

牙利国民收入有一半是通过对外贸易来实现的。国民

收入生产额与国民收入使 用 额 之间 的 平衡关系见48

页表二：

进入七十年代，波兰政府 实行了 “新经济战略”，

在经济方面则自1972年开始连续出现了国 民收入使用

额大于国民收入生产额的现象，而且两者之间的差额

迅速扩大，到1975年差 额 达到850亿兹罗 提（1971年

价格）。见下表：

波兰国民收入生产额与使用额比较

单位； 10亿兹罗提

资料来源：波兰《统计年鉴》有关 年 份

简言之，苏联、匈牙利和波兰在国民收入生产和

使用关系方面，苏联完全不同于匈牙利和波兰，他们

分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值得重视的是，匈牙利和波

兰虽同属于国民收入使用额大于国民收入生产额的类

型，两国经济也都先 后于1978年、1979年出现了严重

的不平衡现象，但由于匈牙利采取了有力措施，因而

逐步渡过了困难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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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苏 联 国 民 收 入 生 产 额 与 使 用 额 比 较

单位；10亿卢布

资料来源：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有关年份。

表二：

匈 牙 利 国 民 收 入 生 产 额 与 使 用 额 比 较

单位：10亿福林

资料来源：匈牙利《统计年鉴》有关年份。

苏、匈、波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比较（%）

资料来源： 各国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

分析与比较

（一）从经 济发展速度分析：（见右表）

属于国民收入生产额大于国民 收 入使用额类型的

苏联，七十年代以来由于各方 面的原因，经济增长速

度虽在逐步减慢，但还没有出现倒退 的现象。就其经

济发展而言，可以说是持续的低速 增长趋势。而国民

收入使用额大于国民收入 生产额类型的匈牙利和波

兰，它们经济发展的共同特点是：七十年代前五年，

国民经济发展速度都比较高，五年期间匈牙利国民收

入增长了37% ，波兰国民收 入增长了59.5%。与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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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计划经济发展速度相比，匈牙利 接近1966—1970

年期间的最高水平（五年增长了39%），波兰则是空

前的高速度。可是这种高的发展速度并未持久，特别

是波兰，国民收入自1979年起连续四年大幅度下降。

（二）从综合比例关系分析：

苏、匈、波积累率比较（%）

资料来源：各国统计年鉴有关年份。

国民收入中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影响

国民经济全局发展的重要的、综合的比例关系。积累

总额和积累速度，又是决定经济增长和国民经济各部

门发展的重要因素。属于国民收入生产额大于国民收

入使用额类型的苏联，长期以来积累基金占国民收入

使用额的四分之一左右。虽然1971年和1973年积累率

高了一些，达到29%，但也没超过30%。从苏联几十

年经济发展的历史来考察，排除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

题不论，可以归结为：稳定的积累率保证了经济稳定

的增长。

属于国民收入使用额大于国民收入 生产额类型的

匈牙利和波兰，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经 济发展的需要

都大幅度地调整过积累率。例如，匈牙利1971—1975年

平均积累率为27.7% ，已高于历次五年计划的平均水

平。当1977年匈牙利经济增长率达到 8 %以后，1978年

积累率曾提高到30.3%（修改前的数字为32.29%）。
之后，为了改善国民经济的平衡状况，匈牙利大幅度

降低了积累率，到1982年积累率已降为16%，与1978

年相比下降了近一半。七十年代以来，波兰为了实现

“新经济战略”而迅速大幅度提 高 积累 率。1966一

1970年平均积累率为26.9 %，自1972年起，积累率在

30%以上持续了 7 年，其间1974年曾高 达36.7 %，致

使1971-1975年积累率平均达33.1%。1981年波兰经

济遇到了严重的挫折、积累率急剧下降到只有9.1 %。

（三）从财政状况分析：

国民收入生产和国民收入使用的情况是影响财政

收支平衡的因素之一。苏联、匈牙利和波兰在财政收

支平衡方面，表现为三种情况。属于国民收入生产额

大于国民收入使用额类型的苏联，多年来财政收支平

衡并略有结余。属于国民收 入使用额大于国民收入生

产额类型的匈牙利，自1968年在全国实行新经济体制

以来，财政收支年年出现赤字。财政赤字的数额1971—

1975年平均为28亿福 林，1981年 增 加 到95亿福林，

1982年达到122亿福林。波兰1980年财政出现赤字310

亿兹罗提，1981年达到1，310亿兹罗提，1982年仍有889

亿兹罗提。

进入七十年代，苏联、匈牙利 和波兰都积极从西

方国家引进资金和技术而增加了进口，但由于外贸交

换条件的恶化、经济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没有相

应地增加出口，致使外债数额大幅度增加。1971年苏

联外债额为 6 亿美元，1980年为75亿美元，增加了11.5
倍，但按人口平均的外债额为29美元，仍处于东欧国

家的最低水平。匈牙利的外债额1971年为 8 亿美元，

1980年为84亿美元，增加了9.5倍，按 人 口平均的外

债额为784美元，处于东欧国 家 的最高水平。波兰的

外债额1971年为 8 亿美元，1980年为230多 亿美元，增

加了近28倍。波兰在外债的增长速度和外债总额方面

名列苏联与东欧国家之首。1980年按人口平均的外债

额为644美元，仅次于匈牙 利，占第二位。由于外债数

额增加迅速，苏联和匈牙利等 国 八十年代初都出现了

支付困难的情况。波兰自1976年开始为 偿 还外债本息

又借新债，形成了借新债还旧债的局面，经济陷入了

外债的自行螺旋式上升之中。据波 兰 经济学家分析，

七十年代上半期，波兰所借外债增加了供分配的国民

收入数额，是分配的国民收入多于创造的国民收入的

重要因素。

纵观匈牙利和波兰七十年代经济发展所经历的历

史来看，与国民收入使用额大于国民收入生产额这一

经济现象并存的经济增长高速度是不会持久 的。经济

增长速度与经济平衡是相互制约的关系，只有合理的

平衡关系才能保证增长速度，而合理的增长速度才不

致破坏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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