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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本观”下降成本的几点思考
赵治纲■

降成本工作有效开展的前提是对成

本观念进行合理界定和系统梳理，明确

政府部门在降成本中的重点领域和关键

角色，否则，降成本容易产生误区和误

解。笔者认为，当前我国降低实体经济

企业成本迫切需要用“大成本观”来进

行指导。所谓“大成本观”是指从国家

宏观经济管理、经济转型升级发展和国

际竞争能力的需要出发，从国家战略发

展的高度，来实施宏观成本控制的各种

政策和措施。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是降成本的

重点领域

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当前制约企业盈

利能力改善和转型升级发展所需面临的

主要关卡。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必须通过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市场

机制改革，并与供给侧改革紧密结合起

来，特别是通过结构性减税、简政放权、

放松管制等改革，优化政府管理，提高

政府管理的效率，促进政府公共服务职

能的转变。

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可以有

效激发企业活力，增强企业创新能力，

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改善供给结构。

同时，也能进一步收缩政府职能，减少

政府对于企业经营的干预。

（二）市场化成本关键在于企业内

部管理

对于自由市场机制下形成的市场化

成本，应主要靠企业内部开展有效的预

算和成本管理，实施有效的成本考核和

激励机制来进行控制，若政府对市场化

成本进行干预，则可能导致市场失衡和

价格扭曲，引发新的不公平因素和成本

问题。

（三）社会责任成本应保持在合理

水平

广义而言 , 企业社会责任主要包括

生产经营、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维护、

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企业内部制度建

设四大领域 , 相应地，社会责任成本就

包括了经营责任成本、维权责任成本、

环境责任成本、制度责任成本四类。

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及社会的不

断进步 , 现代企业已从原来的“利润至

上”转变为“利润与企业社会责任并重”。

企业要想生存、获利并发展下去 , 就必

须考虑在承担社会责任前提下的利润最

大化。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成本虽会降低

企业短期经济效益 , 但可获得提高员工

工作效率、改善企业形象等长期间接收

益 , 得到非经济补偿。

笔者认为，企业的用工成本、环境

成本、税费成本等属于社会责任成本的

范畴，用工和税费成本等社会责任成本

不仅不能追求下降，还应保持一定的合

理水平。比如，对于近年来企业的用工

成本上升，这一方面是让员工分享企业

的发展成果，享受改革红利的必然要

求，另一方面也是就业市场、劳动力素

质提高、物价上涨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企业的环境成本则是随着国家绿色

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要求而有相应的

提高，这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和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四）降成本工作取得实效需要政

企合力

笔者认为，降成本工作应从政府和

企业合力的角度来建立长效机制。政府

在降成本中的角色更多是通过制度设

计、简政放权、破除行业垄断、规范交

易等方面来系统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政府降的是企业自身不可控制的、隐性

的外部成本。而企业更是降成本和内部

控制成本的主角，是最为关键的一方。

在不断强化政府降成本工作力度的同

时，更应注重发挥企业自身在降成本中

的能动作用 , 从而在降成本工作中形成

政府和企业的合力，这样才能真正建立

起降成本的长效机制。

在降外部成本方面，各级政府可以

通过“简政放权”“放管服”系列改革来

降低企业不可控制的外部成本和隐性

成本，即重点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包

括破除垄断对要素价格的扭曲，维护公

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解决企业开拓市

场、提高销售收入方面存在的机制体制

障碍。

在降内部成本方面，企业应主动

作为，深入挖掘内部潜力 , 降低企业成

本费用。企业也可以通过加强自身管

理 , 采用新技术 , 实行集约节约生产和

经营 ；建立全面预算体系、强化目标成

本管理 ；开展成本对标管理、完善成本

考核和激励制度等方式，实现“全方位、

全员”降成本。

因此，不仅要高度重视政府在降成

本工作中的政策落实和引导，更要在此

基础上，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强化企

业家素质培训，提高企业成本费用管理

水平，为建立降成本的长效机制创造有

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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