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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固定資本消耗

1. SNA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頁 121, 建議使用 consumption of �xed capital

(固定資本消耗), 不要用 depreciation (折舊)。

2. 固定資本消耗是生產成本 (a cost of production), 故附加價值應該扣除固定資本消

耗。 但固定資本消耗不易準準衡量, 因此有國內生產毛額與生產淨額兩項數字 (頁

121)。

2 國民所得

1. 所得帳主要說明所得之產生 (generation) 與分配 (allocation)。

Primary incomes are incomes that accrue to institutional units as a con-

sequence of their involvement in processes of production (頁157).

2. 間接稅可視為政府之所得,故 「按要素成本計算」 之國民所得加上間接稅,得按市價

計算之國民所得。

3. 因此, 國民所得之分配為 (頁158–159)

(a) 受雇人員報酬

(b) 營業稅 (taxes on production and imports minus subsidies)

(c) 資產所得: 利息, 股利, 地租等

舉例來說, 甲乙兩人合力出資800萬元開設便利商店。 店面是租借而來, 年租金為 12

萬元。 裝修店面花費200萬元, 購買冰櫃與收銀機等固定資產花費300萬元。 甲乙兩人又

向銀行借入200萬元 (每年利息支出為10萬元), 以為營運之用。

假設便利商店每年之附加價值毛額為90萬元, 固定資本消耗為 10萬元, 則附加價值

淨額為80萬元。 進一步假設員工之薪資每年45萬元, 營業稅2萬元, 則

資產所得 = 80 − 45 − 2 = 33萬元。

資產所得扣除利息支出10萬元, 房租12萬元, 餘額11萬元為甲乙兩人之股利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