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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F_A2_E5_B8_88_E8_c60_225941.htm 第一节 概述1． 国民

经济评价的必要性与作用（1） 国民经济评价是按合理配置

资源的原则（04年考过），采用影子价格、影子汇率、社会

折现率等国民经济参数，从国家整体角度考察项目的效益和

费用，分析计算项目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评价项目的经济合

理性。（2） 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中，由市场配置资源。在非

完全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3） 项

目的财务盈利性并不一定能够全面反映项目对于国民经济的

贡献和代价，至少3个方面没有正确反映：国家对于项目实施

的征税及财务补贴、市场价格的扭曲、项目的外部费用和效

益。（4） 在市场经济充分发达的条件下，依赖市场调节的

行业项目，投资通常由投资者自行决策，政府不必参与具体

的投资决策，这些项目不必进行国民经济评价，而由市场决

定其生存。（5） 需要进行国民经济评价的项目主要有：国

家及地方政府参与投资的项目，国家给予补贴或者减免税收

的项目，主要的基础设施项目：铁路、公路、航道疏浚，较

大的水利水电项目，国家控制的战略性资源开发项目，动用

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较大的大型外商投资项目，主要产出物

和投资物的市场价格严重扭曲不能反映其真实价值的项目。2

． 国民经济评价使用的基本理论（1） 基本理论1） 费用效益

分析方法，寻求最小投入（费用）获取最大产出（效益）；2

） 采取“有无对比”法，识别项目的费用与效益；3） 采取

影子价格理论，估算各项费用和效益；4） 采用现金流量分



析方法，使用报表分析，采用内部收益率、净现值等盈利性

指标，进行定量的经济效益分析。（2） 国民经济评价的主

要工作：识别国民经济费用与效益、测算和选取影子价格、

编制国民经济评价报表、计算国民经济评价指标并进行方案

比选。（04年考过）（3） 对于项目的投入物，影子价格是其

所有其他用途中价值最高的价格。对于项目的产出物，影子

价格采用其替代供给产品的最低成本或用户的支付意愿中最

低者。（4） 国民经济评价需要遵循费用和效益的计算范围

对应一致的原则。（5） 国民经济评价中，需要计算项目的

外部费用和效益。（6） 国民经济评价目标是资源的最优配

置，资源使用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实践中通常采取总量效

益最大化、单位效益最大化两种方法。从资源最有效利用考

虑，总量效益最大化是基本原则。3． 国民经济评价与财务

评价（1） 国民经济评价与财务评价都是经济评价，都使用

基本的经济评价理论费用与效益比较的理论方法。（2） 国

民经济评价与财务评价的区别1） 两种评价的角度和基本出

发点不同。2） 费用和效益的含义和范围划分不同。税金、

补贴、国内银行贷款利息不作为社会费用和效益。3） 使用

的价格体系不同。4） 财务评价包括盈利性分析、清偿能力

分析，国民经济评价只有盈利性分析，即只有经济效益的分

析，没有清偿能力分析。第二节 费用和效益的识别1． 判别

项目的效益和费用，要使用“有无”对比的方法。2． 直接

效益有多种表现：（1） 项目产出物满足国内新增加的需要

，表现为国内新增需求的支付意愿。（2） 产出物替代效益

较差的其它厂商的产品或服务时，使被替代厂商减产或停产

，从而使国家有用资源得到节省，这种效益表现为这些资源



的节省。（3） 产出物使国家增加出口或减少进口，这种效

益表现为外汇收入的增加或支出的减少，（4） 直接效益大

多在财务评价中能够得以反映，尽管有时这些反映会有一定

程度的失真。3． 直接费用表现为：投入项目的各种物料、

人工、资金、技术、自然资源带来的社会资源的消耗。（1）

社会扩大生产供给规模所耗用的资源费用。（2） 当社会不

能增加供给时，导致其它人被迫放弃使用这些资源，这些资

源消耗表现为其它人被迫放弃的效益。（3） 当项目的投入

物导致增加进口或减少出口时，这种资源消耗表现为国家外

汇支出的增加或收入减少。（4） 直接费用一般在项目的财

务评价中已经得到反映。4． 间接效益：（1） 项目使用劳动

力，使得劳动力成熟化，由没有特别技术的非熟练劳动力经

训练转变成为熟练劳动力；（2） 技术扩散的效益；（3） 地

下铁路建设，使得沿线附近的房地产升值的效益。5． 间接

费用：项目对自然环境造成的损害、项目产品大量出口从而

引起我国这种产品出口价格下降。6． 间接效益和间接费用

又统称外部效果，通常要考虑以下几方面：（1） 环境影响

：有时不能定量计算，至少应当作定性描述。（2） 技术扩

散效果：通常难于定量计算，一般只作定性描述。（05年考

过）（3） “上、下游”企业相邻效果：大多数情况下，项

目的上下游企业的相邻效果可以在项目的投入物和产出物的

影子价格中得到反映，不应再计算间接效果。也有些间接影

响难于反映在影子价格中，需要作为项目的外部效果计算。

（05年考过）（4） 乘数效果：指项目的实施使原来闲置的资

源得到利用，从而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经济落后地区

的项目进行国民经济评价时可能会需要考虑乘数效果。一般



情况下，只计算一次乘数效果，不连续扩展计算产生效果。

（5） 价格影响：项目的产品大量出口，导致我国此类产品

出口价格的下降，减少了国家的创汇收益，成为项目的外部

费用。如果项目的产品增加了国内市场供应量，导致产品市

场价格下降，可以使用户和消费者得到降价好处，但这种好

处一般不应计作间接效益。因为降价使生产厂效益减少，减

少的收益转给了用户和消费者。（6） 在计算项目的外部效

果时，须注意不能重复计算。（05年考过）（7） 由于外部效

果计算上的困难，有时可以采用调整项目范围的办法，将项

目的外部效果变为项目以内的影响。（05年考过）7． 有些财

务收入和支出，从国民经济角度看，没有造成资源的实际增

长或减少，而是国民经济内部的“转移支付”，不应计入国

民经济效益与费用。主要包括：项目向政府缴纳的税费、政

府给企业的补贴、国内银行贷款利息和存款利息。（05年考

过）8． 企业向职工支付工资，不属于转移支付，因为劳动

力是一种资源，项目使用了劳动力，就消耗了社会资源，就

产生了费用。第三节 费用与效益的估算1． 影子价格是进行

国民经济评价专用的价格。 影子价格依据国民经济的定价原

则，反映项目的投入物和产出物真实经济价值，反映市场供

求关系，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反映资源合理配置的要求。 进

行国民经济评价时，项目的主要投入物、产出物，原则上都

应采用影子价格。2． 市场定价的影子价格（1） 外贸货物影

子价格1） 直接进口投入物=到岸价×影子汇率 贸易费用 国

内运杂费2） 直接出口产出物=离岸价×影子汇率-贸易费用-

国内运杂费（2） 市场定价非贸易货物影子价格1） 投入物=

市场价格 国内运杂费2） 产出物=市场价格-国内运杂费3． 政



府调控价格包括：政府定价、指导价、最高限价、最低限价

。这些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不能完全反映其真实的价值。政府

调控价格产品的影子价格测算方法主要有：成本分解法、消

费者支付意愿、机会成本。（05年考过）（1） 成本分析法是

确定非贸易货物的一种重要方法。分解成本是指货物制造所

需要的全部社会资源的价值，包括物料投入，人工、土地投

入，资本投入所应分摊的机会成本费用。这些耗费的价值都

以影子价格计算。（2） 支付意愿是指消费者为获得某种商

品或服务所愿意付出的价格。（3） 机会成本是指用于项目

的某种资源若不用于本项目而用于其他替代机会，在所有替

代机会中所能获得的最大效益。推荐：2007年咨询工程师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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