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面进行规范化调控。

3. 计 划管理。财政对国有 企 业

的管理要从微观管理、中观决策中走

出来， 转向宏观管理。通过中长期发

展计划、 各阶段经济发展战略的具体

规 划等形式， 指导国有企业作出符合

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中观决策和

微观决策。 对一此规模大、实 力强的

大型国有 企 业采取在国家计划中 单列

的 方法， 对 其生产计划实施特别管理

和业 务指导。

（三） 财政监控的 重点。财政对

国有企 业监控的重点是宏观财务和中

观财 务， 同时适 当兼顾微观财务。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 客观上要求

财政的财 务职能从微观转 向 宏 观 管

理，这就要求强化财政的宏观财务和

中 观财务管理职能。首先， 作为宏观

财 务管理政策的主要制定 者 和 实 施

者，财政要为规范国有 企业生产经营

活动而 制定各种法规、政策及制度，

并依此确定监控的根据。如国有 企 业

成本费用的开支标准、国有股份制企

业税后利润的分配程序等。其次，以

国有资产财务为中观财务管理对象，

财政要重点加强国有资产 的 价 值 管

理，制定行之有效的控制国有资产流

失以及保证国有资产高效运营的政策

和规则，以资本保全、保值增值为目

标来规范 企 业的行为。最后，财政对

以 企 业内部财务 为监控对象的微观财

务， 虽然要逐步减少甚至取消不必要

的 干预， 但在不完备的市场经济体系

下，财政仍要履行部分微 观 财 务职

能。重点是建立健全企业内部财务制

度， 如对大中型国有企业要求必须配

备总会计师；对单位主要财务负责人

可试行 上级委派制，即国有控股公司

向控股企 业委派财务负责人，股份公

司由 董事会委派财务负责人。此外，

通过税收财 务大检查，对 企 业内部财

务状况进行更加全面彻底的监管。

（ 作者单位 ：东北 财经 大学）

国资广角

我国资产评估

业方兴未艾
倪吉祥

改革开放以 后， 随着国家经济建

设的发展，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 了一

定程度的通货膨胀问题，以 人民币计

价的企 业固定资产，如机器设备等，

其帐面价值远远低于现实的价值。同

时，在过去长期计划经济 条件 下，国

有企 业的土地都由国家无偿划拨， 许

多企 业帐面上没有反映土 地 资 产 价

值。即使有 企 业将土地资产 入帐， 也

仅反映征地拆迁等很少的一部 分 费

用。 另外，由于我国1979年以 前长期

处 于经济封闭状 态， 对外经济联系 不

多，国际重视的无形资产， 在我国也

没有作为资产作价管理。这样以 来，

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中外合资、合

作经营过程中保护国有资产权益和中

方资 产权益问题越来越显突出。有鉴

于此， 1 990 年 6 月，我国资产评估行

业管理的最高机构——国家国有资产

管理局建 立 了资产 评估中心并正式履

行管理职责。随后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计 划单列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也

相继成 立资产评估管理机构。

我国的资产 评估 业自诞生以来，

迈出了 重 要的四 大步。

第一大步是 1 99 1 年 1 1 月国务院发

布了《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

务院9 1 号令的发布，标志着我国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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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事业开始走向规范化、法制化管

理的轨道。作为我国第一部资产评估

行业管理的行政法规，《办法》明确

规定了全国资产评估管理的政府职能

部门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从事资产

评估业务的机构必须取得国有资产管

理部门授予的资产评估资格证书。同

时规定了被评估资产的管理范围，评

估遵循的程序，评估的方法及法律责

任等。为发展统一的资产评估行业奠

定了基础，保证了全国资产评估业务

的健康有序发展。

第二大步是资产评估行业自律管

理逐步走上轨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建立，资产评估的产权主体日

益多元化，资产评估行业的评估机构

和从业人员的增加，从客观上要求在

全国成立一个自律性的行 业 管理 组

织，使它在政府和评估机构、评估人员

之间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这个自律性

组织既受政府的管理和监督，又协助

政府贯彻执行有关资产评估的法规政

策。它作为独立的社会团体组织，具有

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跨所有制的

特点，使资产评估管理工作覆盖整个

行业，覆盖全社会。因此，适时地建立

这样一个行业规管组织已势在必行。

经过资产评估管理机构和操作机构的

充分准备酝酿，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于

1993 年 12月10日宣告成立。目前中国

资产评估协会已拥有团体会员3300余

家。到 1997 年6月，全国已有23个省市

成立了地方资产评估协会。几年来，中

国资产评估协会在进行行 业 自 律 管

理、评估人员培训、评估理论方法研

究、评估操作标准和执业准则制定以

及国内外业务交流等方面进行了大量

的工作。为了使中国的资产评估业尽

快与国际接轨，1995 年 3月，中国资产

评估协会代表中国资产评估行业加入

了国际评估标准委员会。

第三大步是建立了注册资产评估

师制度。在行业建立的一段时间内，

评估队伍主要由工程技术、经济财会

等相关人员互补组成。随着行业的发

展，这种情况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

发展的需要。特别是近年来一大批大

中型企业需要资产评估，评估价值量

大大增加，涉及行业面越来越广，技

术复杂程度也比较高，没有掌握全面

知识的高水平的评估队伍，已很难胜

任此项工作。为此，1995 年 5月，国

家人事部和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联合

发布了《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制

度暂行规定》和《注册资产评估师执

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建立了注册

资产评估师制度。这一制度借鉴国际

上对资产评估执业资格的管理经验，

引进了资产评估人员的竞争机制。资

产评估人员经过统一考 试、 公 平 竞

争，合格者才能进入评估行业，具有

执业资格的法律资格。这一制度的建

立，一是有利于促进资产评估人员的

执业准入控制，规范资产评估行业人

员管理。二是有利于逐步改变评估队

伍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提高资产

评估人员素质和执业水平，同时有利

于与国际惯例接轨，通过与其他国家

对评估师资格的对等管理，互认评估

结果，沟通国际评估市场。

第四大步是制定发布了一系列资

产评估工作规程和评估操作标准。资

产评估业诞生以来，全国资产评估从

业人员为发展我国资产评估事业做出

了重要贡献。但由于缺乏统一的评估

操作规程和操作标准，各个评估机构

不得不自行拟定评估操作办法和评估

准则。对同一类资产评估，各个机构的

评估程序、评估方法选择以及评估参

数运用等也各不相同。对于管理层来

说，其对评估结果的确认也各有不同

要求，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评估机构

提高评估质量，也给评估管理工作带

来诸多不便。1995年元月，由国家国有

资产管理局资产评估中心和中国资产

评估协会邀请在京若干评估机构，开

始研究资产评估操作规范问题，并委

托山西省和大连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同

步研究和起草工作。大家一致认为经

过六七年的评估实践，各地评估机构

积累了丰富的操作经验和可行的工作

规程，为制定全国统一的操作规范提

供了丰富的经验，应及时将业已积累

的成熟操作技能的操作经验上升为行

业标准。经过一年的紧张工作和反复

修改，全国第一部资产评估规程和标

准即将诞生。该规范文件分别就评估

程序、评估方法、评估原则、信息收集

以及机器设备评估、房屋评估、土地使

用权评估、无形资产评估、流动资产评

估、资源资产评估、长期投资评估、在

建工程评估、负债评估等方面作出明

确详细规定，即将我国资产评估业走

上科学化操作的新阶段，进一步加强

资产评估规范化管理工作。

截止到 1996 年底，经省以上国有

资产管理部门授予资产评估资格的评

估机构已有3300余家，从业人员65000

余人，其中经国家统一认定和考试取

得注册资产评估师的达 5800 余人。从

国有资产评估业务发展情况来看，评

估前的帐面净值：22021.16 亿元人民

币，评估后的评估值：32411.81 亿元，

增值额为10390.65亿元人民币。其中：

中外合资项目，评估前 帐 面 净值：

3276. 33 亿元人民币，评估后的评估

值：5658. 96 亿元人民币，增值额为

2382. 63 亿元人民币；股份经营项目，

评估前帐面净值：9398. 10 亿元人民

币，评估后的评估值：12276.51亿元人

民币，增值额为 2878.41 亿元人民币。

仅此中外合资和股份经营两项增值额

就达5261.04亿元人民币。从上面这些

数据我们不难看到，在短短的八年时

间内，我国这支新发展起来的年轻资

产评估队伍为国家把关，通过评估增

值超过一万亿元，有效地保护了国有

资产权益。

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给国有企

业改制和资产评估提出了光荣而伟大

的任务，也为资产评估业提供了发挥

作用的舞台。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资

产评估业将有更广阔的用武之地，未

来的道路一定更加宽广，事业发展前

程更加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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