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社会主义国民收入分配 

【知识点一】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 

1.国民生产总值 

（1）国民生产总值又称国民总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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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为 1 年）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成果。 

（2）不包括生产资料的转移价值和重复计算因素，只计算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创造的全部新价值。 

2.国内生产总值 

（1）国内生产总值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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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为 1 年）生产

活动的最终成果。 

（2）表现形态 

l 价值形态：所有常住单位的增加值之和； 

l 收入形态：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创造并分配给常住单位和非常住单位的初次收入分配之和；  

l 产品形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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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之和。 

（3）计算方法 

l 生产法：总产出减中间投入 

l 收入法：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四项之和 

l 支出法：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项之和 

【对比】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区别和联系 

区别 联系 

国民生产总值：本国企业和本国公民在国内、国外

所生产的最终产品的价值总额 

国内生产总值：所有企业和所有人员在本国境内生

产的最终产品的价值总额 

【注】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国民收入的来源，国民收

入分配的起点 

国民生产总值 

＝GDP＋本国居民来自国外的财产和劳务收入－支付

给外国居民的财产和劳务收入 

＝GDP＋国外净要素收入国内生产总值 

＝GNP－国外净要素收入 

 

真题回顾 

【真题•单选】采用“总产出减中间投入”来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方法是（  ）。 

A.收入法 

B.生产法 

C.支出法 

D.平衡法 

答案：B 

解析：国内生产总值有三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总产出减中间投入）、收入法（劳动者报酬、   生产税净

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四项之和）和支出法（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项之

和 ）。 

 

二、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 

国民收入分配作为一种分配关系，其性质和形式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 

  国家 集资单位或主管部门 企业 企业职工 

社 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 税金或利润 —— 企业基金 工资 

社 会主 义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 税金 合作事业基金 企业基金 工资 

【提示】 

1.社会主义现阶段还存在个体企业、私营企业和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它们所创造的国民收入也要进行初次分

配。 

2.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形成国家集中的纯收入、企业收入和生产劳动者的个人收入，这是社会

主义社会的三种基本的原始收入。 

 



真题回顾 

【真题•多选】社会主义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创造的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时所采用的形式包括（  ）。 

A.公益金 

B.税金 

C.合作事业基金 

D.企业基金 

E.职工工资 

答案：BCDE 

解析：社会主义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创造的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分解为四部分:一是以税金形式上缴国

家;二是以合作事业基金形式上缴集资单位或主管部门；三是以企业基金形式留给企业；四是以工资形式分

配给企业职工。 

 

三、国民收入再分配 

1.再分配原因 

（1）满足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国家行政和国防治安等部门发展的需要和支付这些部门的劳动者劳动   报

酬的需要 

（2）加强重点建设，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 

（3）设立社会保障基金 

（4）建立社会后备基金，应付各种突发事故和自然灾害 

2.再分配途径 

（1）国家财政收支：筹集资金是国家通过一定方式把企业创造的国民收入的一部分集中到国家手里，形成

财政收入（税收   和利润上缴）。 

（2）银行信贷：存贷款活动、差别利率 

（3）劳务费用的支付：享受服务行业各种劳务的劳动者，用自己的收入支付各种劳务费用。 

（4）价格体系：社会主义国家利用价格体系，通过价格的调整和变化，影响着交换双方的实际收入，引起

一部分国民收入在各部门、各企业以及居民之间的再分配。 

 

真题回顾 

【真题•多选】社会主义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途径有（  ）。 

A.国家财政收支 

B.存贷款活动 

C.以工资的形式分配给企业职工 

D.通过价格体系影响交换双方的实际收入 

E.以利润或税金形式按规定上缴国家 

答案：ABD 

解析：社会主义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途径有：国家财政收支、银行信贷、劳务费用的支付、价格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