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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固定资产折旧办法的

几 点 意 见

沙 南 安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日益发展，工业生产规模的

逐步扩大，生产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国营企业拥有

的机器设备和房屋建筑物也在大幅度地增加。到目前

为止，国营企业的固定 资 产总值已达5，300多亿元。
为了保证固定资产能够得到及时地更新改造，需要根

据固定资产的原值和国家规定的折旧率提取一定比例

的折旧基金。合理确定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和折旧率，

对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建国以来，国家对 国营企业固 定 资产折旧的提

取、使用和管理，陆续作过一些改进，促进了企业的

更新改造和技术进步。但是，当前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固定资产折旧率总的水平偏低，1982年全国工业

企业平均为4.3% ，同经济发展 和技术进步的要求不

相适应。二是企业提取的折旧基金，大部被挪去搞了

新建和扩建。从1967年实行折旧基金全部或大部留归

企业使用以来，全国国营工业企业累计到1983年已提

取1，526亿元，但是许多老企业的设备 更新和技术改

造，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三是现行固定资产折旧

提取、使用和管理的规定，大都分散在有关的财务制

度之中，不利于统一掌握和贯彻执行；而且大多数企

业的房屋建筑物和机器设 备，都使 用一个综合折旧

率，提取折旧基金的办法也不合理。为了加强企业固

定资产管理，推动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制定一

个比较完整的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折旧法规和固定资产

分类折旧年限，改进提取方法，并有重点有步骤地付

诸实施，是非常必要的。
目前，各方面对改进固 定 资产折旧办法都很关

心，特别是对折旧率问题有几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认

为，同国外工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国营企业的折旧

率太低，应该大幅度地提高；有的认为，根据我国的

实际情况，国营企业的折旧率只需在现有水平的基础

上作适当调整，不必作大的变动。怎样改进国营企业

固定资产折旧办法，包括合理 确定折旧率，使之适合

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我想就这个问题，谈谈个人的

一点看法。

一、调整固定资产折旧率，应根据我国的国情，

有计划、有重点、有区别地进行。目前，我国国营工

业企业的折旧率确实偏低，不利于促进国民经济的发

展，不利于技术进步，不适应四化建设的要求。为了

加快现有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促使国民经济

各部门逐步转到新的、先进的技术基础上来，企业固

定资产的折旧率应该加以提高。但是这种提高，只能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外国的做法，一下

子把折旧率提得很高。这是因为：第一，我国对现有

企业的改造，将按照行业的改造规划，有步骤、有重

点地进行；第二，企业固定资产的补偿、更新，不能

原样复制，应在新的技术基础上进行，而目前我国生

产先进设备的能力还很不足，一时还难以提供大量的

先进设备来满足设备更新的需要；第三，目前我国企

业的经济效益还不高，经营管理水平比较低，企业整

顿正在进行，有些严重亏损的企业需要关停并转，提

高折旧率必须考虑企业的具体情况，有区别地进行；

第四，提高折旧率需要照顾到国家财力的状况，按目

前全国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计算，折旧率提高 1 % ，

每年就要增提折旧基金53亿元，在国家财政尚有困难

的情况下，折旧率一下子提得很高，显然是难以承受

的。
有的同志提出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折旧

率水平高达百分之十几，大大高于我国。其实，这是

由于各自在折旧计提范围和计算方法等方面，存在着

一些不可比因素，不能简单地进行直接对比。一是折

旧的计算方法不同。我国工业企业的折旧率大都是按

原值平均法计算的，而美、日两国基本上是按余额法

计算的。用余额法提取折旧后，固定资产余额逐年减

少，折旧率比按原值平 均 法 计算，一般要高出一倍

多。二是固定资产包括的范围不同。我国对企业的工

具、器具，一般作为低值易耗品管理，不列作固定资

产，不提取折旧；而美、日两国都把工具，器具列作

固定资产，并提取折旧。由于这部分固定资产使用年

限短，折旧率高，对折旧水平升高有一定影响。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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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十二个大公司折旧资料的分析，固定资产包括工

具、器具在内计算，折旧率为5.97%，比扣除工具、

器具后的折旧率要高出0.46%。三是固定资产的构成

不同。我国国营企业一般都向职工提供住宅，而美、

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则一般不向职工提供住宅。

由于房屋建筑物的使用年限比较长，折旧率比较低，

这也使美、日两国企业的平均折旧水平比我国要高出

0.14%。
鉴于上述情况，我认为，提高我国国营企业的折

旧率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既要考虑到企业更

新改造的需要，又要兼顾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要有

计划、有重点、有区别地进行，不能一下子提得过高。
二、调整固定资产折旧率的幅度和原则。根据我

国的实际情况，我认为调整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

以提高 1 %的幅度为宜，而且应当在若干年内分期分

批地实施。也就是说，全国工业企业的平均折旧率由

现在的4.3%调整到5.3%，全国国营企业的平均折旧

率由现在的4.1%调整到5.1%。在 平 均折旧率提高

1 % 的基础上，还应按照各类固定资产的机械磨损、

自然损耗和无形损耗等情况，逐 个 确定不同的折旧

率。对于提高产品质量、促进产品更新换代具有重要

作用的关键性设备、仪器等，折旧率提高的幅度可以

适当大一点。
平均折旧率按照 1 %的幅度调整后，以工业企业

为例与国外一些国家同口径比较，将比苏联的4.53%
要高一些，比美国的6.35%和日本的5.9% 要低一些。

应该说，这个折旧率水平与我国近期内的经济发展水

平和财力、物力的现状是基本吻合的，是可行的。
目前我国企业的调整和整顿工作还在进行，更新

改造所需的新设备也不可能一下都供应上，而且国家

财政还有困难，因此，调整折旧率的原则应当是：第

一，对那些担负研究制造新装备和对技术进步有决定

意义的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和企业（如机械、电子行

业的首批重点改造企业、全国重点酸碱生产企业等），

应当优先提高折旧率；第二，对那些国家定点生产的

企业、生产短线产品的企业以及对发展国民经济有全

局意义的企业，应当根据需要与可能，分期分批地提

高折旧率；第三，对那些没有经过整顿或者没有整顿

好的企业、非定点生产企业、生产长线产品的企业，

以及由于经营管理不善、长期严重亏损的企业，一律

不提高或者暂不提高折旧率；第四，调整折旧率，应

当在保证增加盈利，提高经济效益，确保完成国家财

政上交任务的前提下进行。
三、关于改进提取折旧的范围和方法。从企业固

定资产的补偿方式看，大部分固定资产都要在使用过

程中进行更新改造，并在报废后进行整体更新，重新

购建，因此需要提取折旧；也有一部分固定资产，如

民航的机场、跑道，港口的码头、护坡等，则可以通

过局部轮番大修，实现整体更新，不需再提折旧。但

是，由于实行综合折旧率以后，不论是固定资产需要

整体更新，还是可以通过局部轮番大修的，都笼统地

按一个折旧率提取折旧，使不该提的提了，该提的则

少提了，不但不切合实际，也不利于管理。因此对提

取固定资产折旧的范围应作必要的改进。对企业的房

屋和建筑物，在用的机器设备、仪器仪表 和 运 输 车

辆，以及备用、季节性停用和大修理停用的设备等，

应当提取折旧；土地、役畜等 不 提取折旧。除此之

外，对于通过局部 轮番大修实现整体更新的固定资

产，以及已经提足折旧而仍在使用的固定资产等，也

应明确不提取折旧。

对于提取折旧的方法，根据多年来的实践经验，

我觉得不论是何种类型的国营企业，所有的固定资产

一律改为按分类折旧率计算提取折旧为好，这样，不

同的行业、不同的固定资产可以实行高低不等的折旧

率，比较科学合理。
四、加强对折旧基金使用的管理和监督。当前，

我国国营企业设备陈旧落后、技术进步缓慢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折旧率偏低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更

重要的还是对现有的折旧基金和更新改造资金没有管

好用好，大部分被挪去搞了基本建设和外延扩大再生

产，致使许多企业、特别是众多的老企业更新改造长

期欠帐。据统计，从1967年到1983年的17年间，全国

国营工业企业提取的折旧基金和按产量提取的更新改

造资金总数即达1，526亿元，相当于1970年工业固定

资产总值的1.5倍。如果这笔资金真正用于设备更新，

不但能够把1970年以前工业企业的全部固定资产更新

一遍，而且还有富余。这个教训，是值得记取的。

为了使折旧基金在促进企业更新改造中发挥应有

的作用，在适当提高折旧率的同时，必须认真把企业

提取的折旧基金管好用好。要严格折旧基金的使用范

围，企业的折旧基金应当用于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

造措施等支出。不能将折旧基金用于新建扩建工程和

其他属于基建性质的费用，以及其他不属于固定资产

更新改造方面的支出。企业应当编制中长期和年度的

更新改造计划，重大项目还应按审批程序报经有关领

导机关批准。企业主管部门和财政、银行等部门也应

按照各自的职责，对企业折旧基金的提取、使用情况

和更新改造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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