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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上银行的发展，

电子货币正走向我们。被称

为数字现金 、电子钱包的网

上银行支付工具类似于我们

平常使用的现金，是网上购

物 、支付的理想货币。那

么，电子货币和我们平常使

用的传统货币 有 什么区 别

呢？

一、两者所占有的空

间不同。传统货币 面 值有

限，大量的货币必然要占据

较大的空间。而电子货币所

占的空间很小，其体积几乎

可以忽略不计，一个智能卡

或者一台计算机可以存储无

限数额的电子货币。
二、传递 渠道不同。

传统货币传递花费的 时间

长，风险也较大，需要采取

一定的防范措施。较大数额

传统货币的传递，甚至需要

组织人员押运。而电子货币

可以在短时间内进行远距离

传递，借助电话线、互联网

在瞬间内转移到世界各地，

且风险较小。
三、计算所需的时间

不同。传统货币的清点、计

算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和人

力 ，直接影响交易的速度。
而电子货币的计算在较短时

间内就可利用计算机完成，

大大提高了交易速度。
四 、匿名程 度 不 同。

传统货币的匿名性相对来说

还比较强，这也是传统货币

可以无限制流通的原因。但

传统货币都有印钞号码，同

时，传统货币总离不开面对

面的交易，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传统货币的匿

名性。而电子货币的匿名性要比传统货币强，主

要原因是加密技术的采用以及电子货币便利的远

距离传输。

（作者单位：人民银行河南新野县 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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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的概念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其一是作为经济学分支的

信息经济学（inform ation econom ics），其二是作为一类经济产业部门

的信息经济（inform ation econom y）。信息经济学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

中的完美（perfect）和完全（com plete）信息假设，研究不完美和不完

全信息条件下的经济决策。研究的重点问题包括：逆向选择 （ad-

verse selection）、道德风险 （m oral hazard）、信号显示（signaling）、信

号甄别 （screening） 等。作为经济类型的信息经济则泛指信息技术

（IT）、大众传播等以信息为核心产品的产业部门，一般包括网络、情

报、报刊、电视等行业。
数字经济（d igital econom y）是描述信息技术下的经济形态的术

语。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的咨询专家兼未来学家唐·泰普斯科

特 （Don·Tapscott），他也因此被誉为 “数字经济之父”。在这一术语

下，专家们主要描述了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经济发展、企业经营和

商业竞争的新发展和新趋势，以及信息化、数字化对社会经济生活

的影响。
知识经济（know ledge econom y）主要强调知识这一要素在未来经

济发展和企业竞争中的主导作用和突出地位。这里的知识泛指科学

技术、信息、智慧、技能等要素。提出这一概念的直接原因是近 20

年来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相当大的部分无法用传统的生产要素

（资本、劳动等）加以 解释，实际上，专家们之所以 把这种 “超常增

长” 归因于知识要素，是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放大了以科技为主体

的 “知识” 作为 “第一生产力” 的作用，从而使其突显出来。这一

范畴下的主要概念包括知识要素（知识资产）、知识产业等。
智力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是使企业（组织）得以运行的所有

无形资产的总称。按照这种解释，企业的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如房

屋建筑物、机器设备、材料物资、产品、货

币资金等） 和智力资本两大类。智力资本又

可分为四类：市场资产、知识产权资产、人

才资产和基础结构资产。随着信息技术的发

展，智力资本已经成为维持企业运行和获取

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尤其是在服务业，这

种作用尤为突出。
市场资产（m arket assets）是企业 （组织）

所拥有的、与市场相关的无形资产上的潜力。
它包括各种品牌、客户及其忠诚度、销售渠

道、供货能力、许可或专利等契约和协议等。
市场资产之所以 重要，是因为它们使企业在

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是企业形象和市场占

有能力的一种传播方式。
知识产权资产（intellectual property a ssets）

包括技能、商业秘密、版权、专利和各种设

计专有权、服务或产品的商标等，他们是由

过去的智力活动所创造的，并且能够带来未

来的收益。知识产权是保护企业无形资产的

一项重要的法律机制，这一点在专利权、商

标权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尽管这些资产的保

护期一般都有限定，但也有一些知识产权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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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例如可口可乐的配方等商业秘密，并不受公开或强

制许可的限制，可以受到永久保护。
人才资产 （hum an -cen tred a ssets） 是指体现 在企 业

（组织）成员身上的才能，例如群体技能、创造性 、解决问题

的能力、领导能力、管理技能、团队精神等，此外它还包括

在特定情况下（例如在集体中或压力下）个人会如何表现的

心理商数（例如情商等）。人才资产对于企业经营运作效果

和效率有重要影响。人才资产有的是可计量的，例如教育、

培训、监控等方面的支出，但更多的是难以用成本来计量

的。
基础结构资产（intrastructure assets）是使企业得以 运

行的技术、工作方式和流程，其中包括企业文化、评估

风险的方式、管理销售队伍的方法、资本结构 、市场或

客户数据库等，它是构成企业工作方式的各种组成部分，

而不是构成计算机或其他系统的有形部件所具有的价值。
这类资产因企业而异，其价值只有通过抽样方法才能得

出。它的作用在于使企业安全 、有序 、正常、高效地运

转，并为企业职工工作和沟通创造一个和谐的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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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价·估价·评估
陈 敏

本文主要阐述计价、估价、评估的应用领域及各自的

内涵。
1.计价

计价概念主要应用于会计领域。会计的计价主要是从

管理者或经营者角度出发，确定其资产的账面价值。会计

计价的主要目的是明确经济责任、确定补偿标准。资产计

价按其经济属性不同，有不同的计价基础，如实物资产特

别是存货等流动性较强的实物资产，大都以 历史成本计

价；对于流动性较差的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价值发生

较大变化时，采用重置成本计价；对于金融资产，由于受市

场影响较大，往往以市价计价。通过资产计价，可以反映经

营者控制经济资源的数量，

以 及使用经 济资源的效果

（净资产增值情况）。此外，在

计量收益时，耗费资产或转

化形态的资产价值是确认成

本的基础，也是成本补偿的

标 准。

2.估价

估价概念主要用于财务管理领域。财务估价主要是从

投资者角度出发，对企业发行的有价证券（或资产负债表右

边的权益）的内在价值的估计。财务估价的主要目的是评价

企业在投资者心目中的价值。当企业目标是追求企业在投

资者心目中价值最大化时，财务估价的结果又可作为评价

企业目标实现程度的指标。财务估价是根据企业的现金流

量及投资者要求的报酬率，将收益资本化（折现）的过程。
3.评估

评估概念主要用于资产评估领域。评估是站在公正的

立场上，对某项资产或净资产的某一时点价值进行独立、

客观、科学的评价与估算。评估的主要目的是对特定资产

或企业整体提供公平的价格尺度。在我国，当企业资产改

变性质或用途（如投资、合资、兼并、合并、联合、承包、租赁、

破产、抵押、担保）时，要求具有评估资格的中介机构给予评

估。此外，在对经营者业绩评价时，也需要通过评估，确认

资产增值数量。评估的基本方法有现行市价法、重置成本

法、收益现值法和清算价格法。
现行市价法是以现行市场价格为价格标准确定资产

价格。这种方法在“短期投资”计价中也经常使用，但不遵

循替代原则（因计价是按计价对象的经济属性确定计价基

础的）。而在评估中，需遵循替代原则（可忽略估价对象的经

济属性，适用于更加广泛的资产范围），要求提供至少三个

参照物价格。
重置成本法是按现时完全重置成本减应扣损耗或贬

值确定资产价格。这种方法在计价中也常使用。
收益现值法是通过估算资产的未来收益，将其折算

为现值。这种方法与财务的估价方法相同。
清算价格法是以 快速变现价格 为标准确定资产价

格。这种方法是评估的特殊方法，计价与估价都不适用。
4.计 价 、估

价、评估的比较

①计 价 、估

价、评估的从属领

域不同。计价从属

于财务会计领域；

估价从属 于财务

管理领域；评估则从属于资产评估领域。
②计价、估价、评估的行为主体（或立场）不同。计价的

行为主体（或立场）是企业经营者；估价行为的主体是企业

投资者；评估行为的主体是第三者（中介机构）。
③计价、估价、评估的行为目的不同。计价的主要行为目

的是确定资产账面值；估价的主要目的是确定企业在投资者

心目中的价值；评估的主要目的是提供公平的价格尺度。
④计价、估价、评估的方法选择的依据不同，但在方法

中又有部分交叉。计价方法的选择依据主要是计价对象的

经济属性，现行市价法和重置成本法与评估方法有所交

叉；估价方法主要是由估价动机与估价对象的特性决定

的，与评估中的收益现值法有交叉；评估方法主要根据评

估目的、价格标准、评估对象的理化状态以 及可利用资料

确定。
⑤计价、估价、评估的行为客体不同。计价的行为客体

主要是资产；估价的行为客体主要是权益；评估的行为客

体既可以是单独的资产，也可以是资产与权益。
（作者单位：天津财经学院会计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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