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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家资产负债表核算旨在对我国常住单位的经济资产与负债存量及其变动情况

进行系统核算。该核算不仅能够反映某一特定时点各机构部门及经济总体所拥有的资

产、负债总量与结构特征，还能清晰呈现从期初至期末的动态变化过程。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资产负债表分析法（Balance Sheet Approach）逐渐兴起，

成为研究金融危机的重要理论流派。作为该方法的核心应用工具，国家资产负债表以

资产和负债的存量分析为核心，开创性地提供了从企业、居民等主体视角剖析宏观经

济的全新维度。这一核算方式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等传统流量分析形成互补，更

能深入透视国家经济增长的“累积效应”，为经济决策提供多维度的量化依据。 

此外，国家资产负债表采用分部门核算资产负债的方法，不仅能够立体呈现经济

总体及各部门的资产配置格局，更能深度解构主要经济活动间的联动关系与债权债务

网络。这种核算模式通过对各部门资产负债的穿透式计量，形成覆盖国民经济全领域

的分析框架，可辅助研判经济运行的结构性特征与潜在风险点，为国家层面优化资产

负债结构、调整部门经济布局提供量化决策支撑。 

 

一、国家资产负债表对宏观经济决策的重要性 

根据《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的定义，国家资产负债表核算旨在对我

国常住单位的经济资产与负债存量及其变动情况进行系统核算。该核算不仅能够反映

某一特定时点各机构部门及经济总体所拥有的资产、负债总量与结构特征，还能清晰

呈现从期初至期末的动态变化过程。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资产负债表分析法（Balance Sheet Approach）逐渐兴起，

成为研究金融危机的重要理论流派。作为该方法的核心应用工具，国家资产负债表能

够系统反映某一特定时点上政府、居民、企业、金融机构等机构部门的资产负债总量、

分布特征与结构关系，是摸清国家“家底”、揭示系统性风险、服务政府宏观治理的

重要手段。 

当前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此背景下，编制国家资

产负债表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其不仅能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对各经济部门风险的量化测

量、精准判定与动态管理，还能科学衡量各部门发展水平，为经济健康平稳运行提供

基础数据支撑与决策参考，成为新时代经济治理中亟待关注的核心议题。 

1．补充完善宏观经济运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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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家资产负债表编制较为复杂，当前编制并对外公布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国家

较少。目前，国际上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通用的指标是 GDP（国内生产总

值）及其增速，分析一个国家的债务水平的指标是债务占 GDP 的比例。由于每个国

家均会对 GDP 及国家债务进行统计，所以这两个指标具有易获取且易计算的优点。

但是这两个指标也有两个明显的缺点：一是存量资产反应不足，GDP 属于流量指标，

只能反应一国的财富当期增加值而不能反应国民经济财富累积值；二是 GDP 难以体

现经济活动对资源的耗减程度，债务占 GDP 的比例也难以体现负债期限、种类、结

构等特征。 

从定义内涵来看，国家资产负债表是全面反映一个国家资产与负债总量及结构的

核心核算表。作为分析宏观经济运行、识别与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

工具，其以资产和负债的存量分析为核心，开创性地提供了从企业、居民等主体视角

剖析宏观经济的全新维度。这一核算方式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等传统流量分析形

成互补，更能深入透视国家经济增长的“累积效应”，为经济决策提供多维度的量化

依据。 

2．优化部门间的资源配置 

国家资产负债表采用分部门核算资产负债的方法，不仅能够立体呈现经济总体及

各部门的资产配置格局，更能深度解构主要经济活动间的联动关系与债权债务网络。

这种核算模式通过对各部门资产负债的穿透式计量，形成覆盖国民经济全领域的分析

框架，可辅助研判经济运行的结构性特征与潜在风险点，为国家层面优化资产负债结

构、调整部门经济布局提供量化决策支撑。从实践价值看，该核算体系能够引导资源

要素跨部门高效配置，助力构建更具韧性的经济结构，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综上所述，国家资产负债表是以资产与负债的总存量为核算对象的重要工具。通

过这一核算体系，既能清晰掌握经济总体及各经济部门的资产负债规模，又能与 GDP

等流量指标形成有效互补。这种互补机制能够更全面、立体地衡量国家经济发展状况，

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多维度、深层次的决策依据，助力其更精准地把握经济运行脉络并

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 

二、国际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标准 

（一）国际上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进程 

关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学术探索，学界普遍认为其研究发端于美国学者

F.G.Dickinson 与 Franzy Eakin。1936 年，他们首次提出将企业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技术

及分析范式引入国民经济核算领域，这一开创性构想为国家资产负债核算奠定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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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资产负债核算逐步演进为成熟的宏观经济核算体系。作

为该领域的奠基者，美国学者 Raymond Goldsmith 系统构建了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

方法论，并开展实证实践——他主持编制了美国多个年份的综合及分部门资产负债表，

通过量化分析揭示了美国金融深化的演进轨迹，其研究成果为宏观资产负债核算提供

了重要范式参考。在此之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理论研究与编制实践在全球范围内广

泛兴起，逐步成为各国把握经济家底、监测系统性风险的核心分析工具。 

1953 年，联合国首次发布《国民账户体系和辅助表》，标志着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的正式建立，但当时体系不够完善，主要侧重于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1968 年，联合

国再次发布《国民账户体系》（A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SNA），形成了初步完

整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并正式将国家资产负债表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2008

年，联合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根据新的需求和条件又对国民账户体系进行了

修订，发布了《国民账户体系（2008）》，对各经济部门的分类认定与国家资产负债表

项目进行了进一步规范，提高了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国际可比性，奠定了国家资产负债

表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重要地位。2025 年 3 月，第 56 届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会议

审议通过了 2025 年 SNA，并建议在 2030 年左右正式实施。 

截至目前，《国民账户体系（2008）》仍是国际社会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主流标

准。 

（二）联合国《国民账户体系（2008）》中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结构 

构成体系上，按照《国民账户体系（2008）》国家资产负债表主要包含期初资产

负债表、期末资产负债表以及资产负债变化账户。核算方法上，按照资产负债表编制

日的价格进行估价。机构划分上，《国民账户体系（2008）》将经济体划为 5 个互不包

容的机构部门，即非金融公司、金融公司、一般政府（包含社会保障基金）、住户以

及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NPISH）。此外，常住在国外的机构单位合在一起组成

国外部门，国民账户体系不要求就发生在国外的经济活动编制账户，但是为了全面核

算常住单位的经济行为，常住单位和非常住单位之间的所有交易必须予以记录。常住

单位和非常住单位之间的交易可以合并为一个账户，即国外账户。 

记账原则上，记录一项活动对所有单位、所有部门的影响，以四式记账原则为基

础，因为大多数交易都会涉及两个机构单位，每项此类交易都必须由交易双方分别记

录两次。例如，由政府部门向住户单位支付的现金社会福利，在政府账户中，要作为

使用列在有关的转移项下，同时作为资产的负获利列在通货和存款项下；在住户账户

中，要作为来源列在转移项下，同时作为资产的获得列在通货和存款项下。即使账户

中并没有显示出部门间“从谁到谁”的详细关系，四式记账原则也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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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民账户体系（2008）》，联合资信整理 

图 1 《国民账户体系（2008）》体系中期初（末）资产负债表结构（部分） 

三、我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现状 

根据联合国等五大国际组织发布的《国民账户体系（2008）》，美国、德国、英国、

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编制了国家资产负债表，普遍认为资产负债表的功能作

用不仅局限于传统的统计与核算，还具有较强的宏观经济分析和管理功能。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对国家资产负债表编制提出了新的要求，2024 年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提

出“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我国对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的探索逐步加

速。 

（一）我国国家资产负责表编制进程 

根据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演变，我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进程可以分为三

个阶段：第一阶段（1992―1999 年），理论探索与试编起步期。这一时期，我国国民

经济核算体系从“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向“国民账户体系（SNA）转轨”，

随着国民账户体系的引入，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理论研究与试编工作逐步启动。1997 年，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出版了《中国资产负债表编制方法》，首次系统阐述了国

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框架、内容和计算方法等问题，为后续实践奠定了基础理论支撑。 

第二阶段（2000―2012 年），规范完善与发展滞缓期。2002 年，国家统计局发布

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对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表式等进行了说明；2007

年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进一步完善了《中国资产负债表编制方法（2007）》，针

对 1997 版中的模糊条款进行细化澄清，但整体框架未发生实质性调整。受限于统计

基础资料的匮乏，这一时期我国对外公布的资产负债信息极为有限，学术领域的相关

研究也未能深入展开，编制工作处于相对缓慢的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2013 年至今），制度革新与加速推进期。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对国家资产负债表编制提出新要求后，各试点地区率先开展地方层面资产负债表的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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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工作。2017 年 7 月国家统计局对原有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进行了

系统地修订，发布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实现与《国民账户体系（2008）》

等国际标准接轨，成为我国当前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最新依据标准。自 2017 年起，

统计局开始每年编制我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但相关编制过程与结果尚未对外公开。 

（二）我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结构 

构成体系上，根据《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我国的资产负债表包括期

初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交易变化表、资产负债其他变化表和期末资产负债表。其中

期初和期末资产负债表，记录机构部门及经济总体的资产负债存量；资产负债交易变

化表和其他变化表，记录各机构部门及经济总体的资产负债变化量。四张表之间的关

系是： 

期末资产（负债）存量＝期初资产（负债）存量＋资产（负债）交易变化＋资产

（负债）其他变化。 

资产负债表各表均采用交易项目×部门的矩阵结构。主栏按资产和负债项目分列，

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资产，包括非金融资产与金融资产，具体看，非金融资产主

要包括固定资产、存货等，其中固定资产包括住宅、其他建筑和构筑物、机器设备、

培育性生物资产、知识产权产品等；金融资产包括通货、存款、贷款、股权和投资基

金份额、债务性证券、保险准备金和社保基金权益、金融衍生品、国际储备等；二是

负债，即金融负债，构成内容与金融资产相同；三是资产净值，为资产总额与负债总

额相抵后的余额。宾栏按机构部门分列。 

核算方法上，国家资产负债表核算原则上按编表时的市场价格估价。但是不同类

型的资产在进行具体核算时，可以灵活采取对应的核算方法，例如固定资产通常采用

永续盘存法进行估价，存货按编制资产负债表时点的市场价格进行估价。记账原则上，

以四式记账原则为基础。 

编制方法上，我国国家资产负债表以直接法为主，间接法为辅。其中直接法指搜

集现有会计、统计和部门行政记录资料，以获得相关资产和负债总量及结构数据，直

接编制资产负债表的方法。例如，非金融资产主要根据法人单位的资产负债表、部门

行政记录、住户调查、房地产市场交易情况等资料核算。间接法主要根据有关流量或

存量数据，间接推算出期末存量。 

机构划分上，我国资产负债表将常住机构单位划分为五个机构部门，即非金融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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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部门、金融机构部门、广义政府部门1、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部门2和住户部门。

此外，与我国常住机构发生交易的非常住机构组成国外部门，与我国经济总体相对应。 

整体上看，在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我国资产负债表也是参照联合国的《国

民账户体系（2008）》编制的，我国资产负债表的基本表式和核算方法与国际标准基

本一致。 

表 1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国民账户体系》对比 

项目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 《国民账户体系（2008）》 

构成 
期初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交易变化表、

资产负债其他变化表和期末资产负债表 

期初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变化表

和期末资产负债表 

核算方法 编表时的市场价格 编表时的市场价格 

机构划分 

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机构部门、广义政

府部门、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部门和

住户部门 

非金融公司、金融公司、一般政府

（包含社会保障基金）、住户以及为

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NPISH） 

记账原则 以四式记账原则为基础 以四式记账原则为基础 

数据来源：《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国民账户体系（2008）》，联合资信整理 

                                                 

1 广义政府机构指在设定区域内对其他机构单位拥有立法、司法或行政权的法律实体及其附属单位，主要

包括各级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 

2 为住户服务的非盈利机构是指从事非市场性生产、为住户提供服务、其资金主要来源于会员会费和社会

捐赠且不受政府直接管理的非营利机构，例如宗教组织以及公众、企业、政府机构、非常住单位等以现金或实

物提供资助的慈善、救济和援助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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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联合资信整理 

图 2 我国国家期初（末）资产负债表的结构 

（三）国家资产负债表编制中的难点 

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工作涉及面广、技术要求高、实施难度大，在实际编制过

程中，面临着不少挑战和困难，是拖累国家资产负债表迟迟未能成熟的主要因素。 

2024 年二十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或将有效推动我国国

家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的进程。 

1．数据获取难 

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结构，资产负责的核算要对政府部门、企业部门以及居民

部门进行全部覆盖。但从实际情况看，企业部门的核算基础较好，但是在国家资产负

债表核算中如何获取这些企业的真实数据，尚需考量；从政府部门发布的资料看目前

的核算机制主要是以收支为重点，可能并不具备完备的资产负债记录；居民部门分布

较散，获取其资产负债情况，更是需要从零开始。 

2．资产识别困难 

国家资产负债表应包含哪些科目，以及科目该如何定义，这是各国在编制国家资

产负债表时普遍存在的问题，例如，文物资产、国防资产、地下资源等要不要纳入资

产范畴。此外，对于非金融资产的产权需要进行清晰的界定，以便不重不漏，纳入对

应部门的资产核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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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按照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要求，负债需与资产形成“镜像关系”，例如，

政府发行的国债对应持有者的金融资产，企业贷款对应银行的债权资产。这种对称性

要求倒逼资产负债表的编制过程中需精准匹配债权债务关系，这无疑增加了国家资产

负债表的编制难度。 

3．资产估价困难 

与 GDP 核算主要以当期交易为基础不同，资产负债表核算的对象大部分是跨期

持有甚至长期持有。为此，要确定特定时点上的资产价值，除了要弄清楚“量”之外，

还必须要对其进行合理的估价。但是一方面，许多资产并无可参考的价格，例如机场、

铁路等；另一方面，以编制时市场价值对资产进行估价，可能并不能客观的反应资产

负债的真实情况，例如房地产行业，在房价高企的年份可能会造成资产端的虚高。因

此，如何以恰当的价格对资产进行合理估值，也是国家资产负债表编制过程中一大难

题。 

四、不同经济体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对比 

依据联合国等五大国际组织联合发布的《国民账户体系（2008）》，美国、英国、

日本等国家已陆续开展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工作，并将相关成果对外公开披露。这

些国家的报表编制格式与《国民账户体系（2008）》标准高度契合，在账户结构设计、

资产负债分类、估值方法应用等方面积累了成熟经验。通过深入对比分析其国家资产

负债表的编制实践，能够为我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工作提供多维度的借鉴参考，

助力我国在报表体系构建、数据统计规范、信息披露机制等方面实现优化升级。 

表 2  不同国家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结构对比 

项目 中国 美国 日本 英国 

编制部门 中国统计局 
美国经济分析局和

美联储共同编制 

日本内阁府经济社

会研究所 
英国统计局 

编制依据 

《中国国民经济核

算体系（2016）》《中

国资产负债表编制

方法》 

《 国 民 账 户 体 系

（2008）》 

《 国 民 账 户 体 系

（2008）》 

《 国 民 账 户 体 系

（2008）》《欧盟国

民账户体系 2010 标

准》 

机构部门

分类 

分为五个部门：非

金融企业部门、金

融机构部门、广义

政府部门、为住户

服务的非盈利机构

部门、住户部门 

分为六个部门：居

民和非盈利组织、

为住户服务的非盈

利机构部门、非金

融公司部门、金融

部门、联邦政府、州

和地方政府 

分为五个部门：非

金融企业部门、金

融机构部门、广义

政府部门、为住户

服务的非盈利机构

部门、住户部门 

分为六个部门：非

金融部门（公共非

金融部门和私人非

金融部门）、金融部

门、广义政府部门

（中央政府和地方

政府）、住户、为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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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提供服务的非营

利机构、公共部门 

是否设置

海外部门 
是 是 否 是 

资产分类 

包括了贵重物品；

自然资源资产仅包

括了培育性生物资

源，其他自然资源，

如土地、矿产、林木

和水等只纳入了国

民经济核算中的扩

展核算之中 

不仅将自然资源全

部纳入国家资产负

债表中，还将各类

资源按照不同的类

型、不同的国内区

域进行核算和披露 

包括土地、矿产、非

培育性生物资源 

不 包 括 贵 重 物 品

（仅在《蓝皮书》中

提到这一项内容）；

自然资源仅列示了

土地资源 

报表体系 

包括期初资产负债

表、资产负债交易

变化表、资产负债

其他变化表和期末

资产负债表共计四

张表 

包括流量账户、累

积账户和资产负债

表 

包括期初资产负债

表和期末资产负债

表 

分部门披露的资产

负债表体系，共计

13 张表 

计价方式 原则上按编表时点的市场价格估价 

发布频率 尚未对外公布 季度 年度 年度 

数据来源：《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新闻资讯，联合资信整理 

五、国家资产负债表与其他资产负债表的区别与联系 

虽然国家、政府、央行和企业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主体和概念不同，但都源于企业

资产负债表。在某些语境下，国家与政府两个概念常常混同，从国际上的编制经验上

看，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工作中，作为国家管理者的政府机构更是起着主导作用，

因此常常有人将国家、政府和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概念混淆，但其实他们在编制目的、

编制主体、编制标准等方面均有所不同。 

表 3  四种资产负债表的对比 

项  目 国家资产负债表 政府资产负债表 央行资产负债表 企业资产负债表 

核算内容 一定时点上经济资产负债的存量核算 

记账原则 由复式记账衍生的四式记账法 复式记账法 

编制目的 

揭示特定时点上

一个国家或地区

资产和负债的总

量、分布和结构，

以摸清整个国家

反映的是政府部

门在特定时点上

的全部资产负债

情况，是政府的

“家底”，用来衡

反映的是中央银

行的资金来源和

资金运用，体现一

国金融资产的基

本配置状况。是进

供企业、行政、事

业等单位的财务

信息，包括其在某

一特定时点所拥

有或控制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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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底”，揭示

风险，服务政府管

理 

量政府可调配的

资源、公共管理活

动的成效、风险状

况和抗风险能力

等 

一步实施货币政

策的基础，决定了

央行开展政策操

作的空间 

资源、所承担的现

时义务和所有者

对净资产的要求

权 

核算主体 
整个经济整体和

机构部门 
政府部门 中央银行 单个的机构单位 

核算标准 

统计局颁发的《中

国国民经济核算

体系 2016》 

财政部发布的《政

府会计准则第 9

号—财务报表编

制和列报》 

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编写的《货币与

金融统计手册》 

财政部颁布的《会

计准则》 

计价方法 
按照编表时的市场价格计价，对缺乏市场价值资料的资产

负债项目进行重估价 

采用资产和负债

发生时的实际成

本计价 

数据来源：《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政府会计准则第 9号—财务报表编制和列报》《货币与金融统计手

册》《会计准则》，联合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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