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定和调整：国有资产管理中重大的问题决策

和处理；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分工协作关系的

确定和调整；涉外财产纠纷或诉讼的处理等，

须经财政部部长或部务会议审议决定，报国务

院批准。凡各行业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的制定或

修订；同财政部内有关司局分工协作关系的决

定和调整等，须报财政部部长或部务会议审核

同意后实行。

国有资产管理解决固定资产折旧 补偿不足  

实现国有资产保值问题的 基本思路

树 观

在企业正常经营情况下，合理的折旧和成

本补偿制度，是可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的。
这种保值，是以保持原有生产规模为界限的。
但是，近几年来物价指数连年大幅度上涨，用

原有折旧基金无法在实物形态上实现固定资产

的补偿和更新，影响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太原市

发展研究中心在一份材料中列举事实说明 “现

在企业固定资产的帐面价值与实际价值背离的

情况相当普遍，所提折旧往往不敷 重 置 的 需

要。”还有一些同志也提出了 “亟待解决折旧

费贬值问题” 的意见。本文对此做 些 分 析 研

究，并提出一些看法和意见。
一、近几年固定资产新度系数虽有回升，

但折旧补偿不足确实仍是一个亟待研究解决的

问题。
截至1987年底，预算内国营企业固定资产

按原值计算，已超过 1 万亿元。为了实现国有

资产保值，促进企业技术改造，财政部门在收

支平衡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积极稳妥地进行折

旧制度的改革，采取分类折旧的办法，缩短了

折旧年限，国营工业企 业 固 定 资 产 折旧 率

由1978年的4.1%提高到 1987 年的 5.2 %，仅

此一项，工业企业每年可增加折旧基金60亿元

左右。同时，随着企业留利的逐渐增多，以及

“税前还贷”办法的实行，企业注重了自身后

劲的建设，开始扭转了固定资产新度系数（即

固定资产的净值占原值的比例）持续下降的局

面，据统计，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新度系数1986

年为66.8%，比上年上升0.6 个百分 点；1987

年为67.2%，又上升0.4个百分 点。
但是，由于近几年生产资料价格的持续上

涨，加之建设标准的必要提高，固定资产重置

成本与历史成本的差额急据扩大。例如，发电

站每千瓦装机容量投资，按帐面 历 史 成 本计

算，只有1 100元，而 现 行重置成本达2 000多

元。据上海典型调查，1978年平均每平方米住

宅的造价为113元，1986年为383元，提高两倍

多；机器设备的重置成本大约提高 1 倍左右。
尽管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差异程度不尽相

同，但问题是普遍存在的。据粗 略 计 算，到

1987年底全国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的帐面价

值将低于重置成本3 000亿元左右，一年少提折

旧基金上百亿元。
二 、对固定资产折旧补偿不足产生的消极

后果不可轻视

固定资产帐面原值长期大幅度地低于重置

成本，产生了以下后果：一是按偏低的帐面原

价和现行折旧办法提取的折旧基金，无法在实

物形态上实现固定资产的更新和国有资产的保

值。从某市提供的情况来看，该市全部金属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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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机床中超过国家规定的折旧年限的老化设备

占45%，黑色冶金设备中，役龄超过20年以上

的近70%。再如国营工业固定资产，如不考虑

近几年生 产 资 料 价 格 上 涨 的 实 际 情 况，

仍按老办法，一年提取260亿元 折 旧计算，这

些资产需要36年才能全部更新完毕。对此不能

不引起人们的警觉。二是由于提取的折旧基金

偏少，反映到产品成本中的物化劳动消耗支出

失实，虚增企业盈利，结果是企业多留，财政

虚收。国有资产补偿不足的历史欠帐，日积月

累下去，将会成为财政的一大隐患。三是折旧

基金提取不足，已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企业依

赖 “税前还贷”办法扩大固定资产 投 资 的 势

头。据统计，1987年国营工业企业用利润归还

技措贷款比上年增加了36亿元，国营工业企业

实现利润的五分之一被用于税前还贷，不仅破

坏了利润分配的正常秩序，而且是财政的一个

沉重负担。
三、逐步解决折旧补偿不足问题的基本思

路

解决固定资产折旧补偿不足，实现国有资

产保值问题，已迫在眉睫。但是，此举牵动面

大，政策性强，对财政关系重大。据低标准粗

略估算，即使按1978年以来生产资料涨价 1 倍

考虑，国营工业的帐面固定资产至 少 要增 值

3000亿元，这样，每年就要增提 折旧100余亿

元，对财政影响极大。因此，处理这个问题一

定要缜密仔细，但又不能丧 失时 机。我 们 认

为，只有在充分考虑财政和企业承受能力的前

提下，通盘研究，逐步解决。据笔者了解，目

前有关部门初步提出了以下两种可供选择的解

决办法。
第一种办法：建议把解决固定资产折旧补

偿不足和实现国有资产保值问题列作当前物价

改革和财税改革的重要内容。由于考虑资产涨

价因素而增加的折旧费支出，首先靠企业在提

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自行消化；其次从产品

合法提价收入中取得补偿；第三，在增加企业

更新改造资金正常来源的同时，相应取消（削

减） “税前还贷” ，或适当调减企业留利。至

少对承包企业不能增加折旧费后调低 承 包 基

数；第四，经过这样处理财政如仍有亏空，应

纳入物价、工资改革总体方案统筹解决。如果

采用这个办法，则可结合价格改革在五年内分

步实施。但在工作方法上，不宜搞得过于繁琐，
除 了 有 条 件的行业或企业要求按重置完全价

重估各项资产的基础上解决折旧足额补偿问题

外，面上的企业可以研究采取简便办法，例如

借鉴西方 “膨胀会计” 原理，不重 估 资 产 总

值，只按物价指数上 升比例，调增折旧基金

（相应增设 “资产涨价补偿准备金” 科目）；

或在年终按物价指数，总额调整资产总值、折

旧与盈亏。
第二种办法：通过资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的加速循环，得到资金的合理补偿，以此达到

实物更新的目的。按照这个思路，首先，要求修

改影响资金保全的有关规定，使生产经营过程

中的资金耗损全部从成本中得到补偿，并对折

旧免征能源交通建设基金。其次，逐步推行快

速折旧，缩短资金补偿年限，缓解价格上涨和

技术进步对资产更新的影响。再次，企业资金不

再分别按使用对象划分，由企业统筹安排，加

速周转，减轻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最后，改变

大修理基金提取办法，改按实际发生费用分期

摊销或按大修计划预提的办法。
上述两种办法都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

用价值。比较而言，笔者认为，前一种办法主

张抓住价格改革的有利时机，把涨价引起的折

旧 提取不足问题纳入物价改革的总体方案，进

行综合治理，既理顺成本价格，又调整利润分

配关系，比较彻底，也便于操作，可供研究选

择。
总之，资产评估、保值已是一个回避不了

的 非 常 重 要的现实问题，希望能引起大家关

注，进一步探讨在物价改革中如何同步解决这

一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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