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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折旧的办法好！

陈 秉 良

机器设备在先进技术基础上的再生产，是保证社会

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条件。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把着

眼点首先放在调整、整顿现有企业上，充分挖掘现有企

业的生产潜力，不断提高现有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

平。
我国现有企业的机器设备能否得到相应更新，这是

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重要方面。当代科学技术是加速进

步的，机器设备的更新必须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当企

业机器设备需要更新改造时，而得不到资金保证，这就

必然阻碍技术的进步。多年来，我国是重视新建，轻视

老企业技术改造。老企业大部分停留在原有技术水平

上。为了汲取这条经验教训，今后不重蹈覆辙，企业的

机器设备采取加速折旧办法，看来势在必行。
首先，工业企业的机器设备往往要使用十年、二十

年、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假如所有机器设备都要等

到有形磨损完再更新，那就等于这十年、二十年、三十

年的时间内技术停滞不前。这是违背生产发展的客观规

律的。

其次，每次机器设备更新是否硬要维持原结构、原

性能而不结合进行技术改造呢？实际上是行不通的。科

学技术总是在不断进步的，任何一次机器设备的更新总

要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所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劳

动资料大部分都因为产业进步而不断革新。因此，它们

不是以原来的形式，而是以革新的形式进行补偿。”（注）

第三，既然技术是不断进步的，机器设备的更新总

不会原样进行，而提取折旧基金却只按机器设备自然磨

损而形成的更新周期计算。从不考虑贬值因素，且年年

大体如此。这样一来，折旧基金的提取与机器设备更新

之间的矛盾必然突出。
目前，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固定资本采取加速折

旧的办法。它的根本目的在于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保

持技术竞争优势，获得大量超额利润。当然，资本家唯

利是图，他往往用提高折旧率的办法制造虚假成本，逃

避税收，掩盖剥削。但是，加速折旧的办法有它科学的

一面，即符合技术加速进步的客观需要，使企业有相应

的资金，保证机器设备的更新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我

国工业企业的机器设备采取加速折旧的办法也正是从

这一点科学性出发的。

我国国营工业企业机器设备更新改造资金提 取办

法如何改革为佳，我的意见是：

1.计算折旧率的年限，即机器设备更新周期，应

当随着技术的加速进步而逐步缩短。原按二十五年 计

算，肯定是不行了。缩短到多长时间合适？这取决于我

国技术进步的速度，并要参照各国机器设备更新的规

律。目前情况下，我国按十五年计算如何？以后每隔一

定年限，机器设备更新周期再适当缩短一些。
2.企业机器设备更改资金应当全额留给企业，做

为补偿基金担负起维持企业简单再生产和机器设备不

断得到更新的使命。一个企业，只要不是关、停、并、

转的对象，就得让它生存下去，不仅能够维持简单再生

产，而且还要促使这个企业技术不断有所进步。在企业

实行独立经济核算、自负盈亏的条件下，要做 到 这一

点，唯一的好办法就是把更新改造资金全额留给企业。
企业何时更新设备，更新多少，更新到什么程度，由企

业自主决定。

企业更新改造资金年年陆续提存，而企业机器设备

更新却不一定年年等量进行。提存与使用在时间上是不

一致的，尤其在新老企业之间表现甚为明显。何以解决

此矛盾？有人认为国家财政集中一部分更改资金就是为

了解决这个矛盾。多年的实践证明，财政集中部分更改

资金不仅没有解决这个矛盾，反而加剧了这个矛盾。国

家财政年年从企业集中一块更改资金，干什么用了呢？

如果全额用于企业机器设备更新，情况会好 些。事实

上，集中更改资金是用于搞基本建设，弥补财政收入不

足。而企业确实需要更新改造机器设备时，却往往得不

到资金保证。这种事例不是很多吗？据我看，企业提存

的折旧基金，在其用于实物补偿以前，只是暂时的“货

币沉淀”，不能由国家财政拿去用于财政性投资。这部

分折旧基金全额留给企业，在动用之前一律存入银行，

由银行作为更改信贷基金，在企业之间周转调剂使用，
不会产生更改资金闲置不用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

银行可利用这种暂时的“货币沉淀”起到促进扩 大 再

生产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固定资产折旧办法必须经过

一番调查研究，进行一次较大的改革，不然它必将成为

我国技术进步的一个“绊脚石”。而采用机器设备加速

折旧的办法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有利于

企业的机器设备不断得到更新，促进技术的加速进步。

（注）：《资本论》第二卷第190—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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