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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消费支出分为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  

（1）居民消费支出：指常住住户在一定时期内对

于货物和服务的全部最终消费支出。居民消费支出除了

直接以货币形式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消费支出外，还包

括以其他方式获得的货物和服务的消费支出，即所谓的

虚拟消费支出。居民虚拟消费支出包括如下几种类型：

单位以实物报酬及实物转移的形式提供给劳动者的货

物和服务；住户生产并由本住户消费了的货物和服务，

其中的服务仅指住户的自有住房服务；金融机构提供

的金融媒介服务；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服务。 

（2）政府消费支出：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的

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的价格向居民住

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前者等于政府服务的

产出价值减去政府单位所获得的经营收入的价值，后

者等于政府部门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

货物和服务的市场价值减去向住户收取的价值。 

  资本形成总额   

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获得的减去处置的固定资

产和存货的净额，包括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 

（1）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

内获得的固定资产减处置的固定资产的价值总额。固

定资产是通过生产活动生产出来的，且其使用年限在

一年以上、单位价值在规定标准以上的资产，不包括

自然资产、耐用消费品、小型工器具。固定资本形成

总额包括住宅、其他建筑和构筑物、机器和设备、培

育性生物资源、知识产权产品（研发支出、矿藏的勘探、

计算机软件）的价值获得减处置。

（2）存货变动  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存货实

物量变动的市场价值，即期末价值减期初价值的差额，

再扣除当期由于价格变动而产生的持有收益。存货变

动可以是正值，也可以是负值，正值表示存货上升，

负值表示存货下降。存货包括生产单位购进的原材料、

燃料和储备物资等存货，以及生产单位生产的产成品、

在制品和半成品等存货。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指货物和服务出口减货物和服务进口的差额。出

口包括常住单位向非常住单位出售或无偿转让的各种

货物和服务的价值；进口包括常住单位从非常住单位

购买或无偿得到的各种货物和服务的价值。货物的出

口和进口都按离岸价格计算。

  产业部门贡献率   

是各产业部门增加值可比价增量与国内生产总值

可比价增量之比。 

  产业部门拉动力   

拉动力是指总的经济增长率中带动的百分点数，

产业部门拉动力是指在 GDP 增长中各产业部门拉动的

百分点数。其计算公式为：

拉动力（％）＝贡献率（％）×GDP 增长率（％）

主 要 统 计 指 标 解 释

  国内（地区）生产总值（GDP）  

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

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国内（地区）

生产总值有三种表现形态，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

产品形态。从价值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

时期内所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超过同期中间投

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价值的差额，即所有

常住单位的增加值之和；从收入形态看，它是所有常

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所创造并分配给常住单位和非常

住单位的初次收入之和；从产品形态看，它是所有常

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价值与货

物和服务净出口（净流出）价值之和。在实际核算中，

国内（地区）生产总值的三种表现形态表现为三种计

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种方法分别

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国内（地区）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三次产业   

三次产业的划分是世界上较为常用的产业结构分

类，但各国的划分不尽一致。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8 年

修订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国统设管函〔2018〕74号）,

我国的三次产业按照如下标准界定：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

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

动），制造业（不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

以外的其他行业。

  收入法国内（地区）生产总值   

是从常住单位从事生产活动形式收入的角度来反

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最终成果

的一种方法，包括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

产折旧、营业盈余四部分。计算公式为：

收入法国内（地区）生产总值 = 劳动者报酬 + 生

产税净额 + 固定资产折旧 + 营业盈余

（1）劳动者报酬  指劳动者从事生产活动应获得

的全部报酬，既包括货币形式的报酬，也包括实物形

式的报酬。主要包括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单位

为其员工交纳的社会保险费、补充社会保险费和住房

公积金、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的离退休金、单位为其员

工提供的其他各种形式的福利和报酬等。

（2）生产税净额  指生产税减生产补贴后的差额。

其中，生产税指政府对生产单位从事生产、销售和经

营活动，以及因从事生产活动使用某些生产要素（如

固定资产和土地等）所征收的各种税收、附加费和其

他规费。生产税分为产品税和其他生产税，产品税主

要有：增值税、消费税、进口关税、出口税等；其他

生产税主要有：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

税等。生产补贴则相反，它是政府为影响生产单位的

生产、销售及定价等生产活动而对其提供的无偿支付，

包括农业生产补贴、政策亏损补贴、进口补贴等。生

产补贴作为负生产税处理。

（3）固定资产折旧  指由于自然退化、正常淘汰

或损耗而导致的固定资产价值下降，用以代表固定资

产通过生产过程被转移到其产出中的价值。原则上，

固定资产折旧应按照固定资产的重置价值计算。

（4）营业盈余  指常住单位创造的增加值扣除劳

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固定资产折旧后的余额。

  支出法国内（地区）生产总值   

是从最终使用的角度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一

定时期内生产活动最终成果的一种方法，包括最终消

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及货物和服务净流出三部分。

计算公式为：

支出法国内 ( 地区 ) 生产总值 = 最终消费支出 + 资

本形成总额 + 货物和服务净流出

  最终消费支出   

指常住单位为满足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

从本国经济领土和国外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支出。它

不包括非常住单位在本国经济领土内的消费支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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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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