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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指标应改进

谭永前

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财政部、劳动部以国资企发

〔1994〕98号文件联合颁发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

试行办法》规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期末国家所

有者权益÷期初国家所有者权益）×100%。企业国有

资产保值增值率等于 100%，为国有资产保值；国有资

产保值增值率大于 100%，为国有资产增值。”很显然，

公式中的“期末数”和“期初数”虽是同属于一个考核

期，但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时点上的数值。假定某年某

企业年底的保值增值率为 100%，即“期末数”=“期初

数”，但这仅仅是绝对值相等，相对值却不尽然。1.考虑

资金的时间价值。假定 1995 年一年期定期储蓄利率为

10.98%，100元的定期储蓄到年底的终值（本息之和）

就应该是 110.98 元〔100×（1+10.98）〕。也就是说 100

元的国家所有者权益（国有资产）到 1995 年底要增加

10.98%，即增加 10.98 元才能算是保值，超过 10.98
元部分，才能算是增值。1995年底 100 元的年初现值则

为 90.11 元〔100 ÷（1+ 10.98% ）〕，也就是说 1995 年

底的 100 元国家所有者权益只相当于 1995 年初的

90.11元国家所有者权益。用 1995年底的 100元等于

1995年初的 100元这个等式作为衡量国有资产的保值

指标，实质上掩盖了每百元国有资产每年有 10.98 元

的合法流失。2.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假定某年的通货膨

胀指数为 18%，年底的 100 元则只相当于年初的

84.75 元〔100 ÷（1+ 18%）〕，国有资产合法流失比例更

高。因此，在考核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时应考虑资金的时

间价值和通货膨胀这两个因素，且通货膨胀指数要以

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为准。那么，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率严格的公式应是：保值增值率= 期末国家所有者权

益÷（期初国家所有者权益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系数）

×100%。其中，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系数= 1+年利率+
（通货膨胀指数-年利率）= 1+通货膨胀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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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具票据字迹要规范和清晰

郭遐楼

在审计工作中时常发现，一些单位的原始凭证如

发票、收据等字体变型，字迹模糊不清，给审核工作带

来了一定的难度。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开票人

字迹不规范，复写纸没有勤换。原始单据是会计记帐的

依据，更是审计人员审核帐目的依据。一张字迹模糊、

字体变形的单据看起来似是小事，其实却事关重大，一

些心术不正的人往往借机进行违纪违法活动，给国家

和集体造成经济损失。为此，笔者呼吁各单位有关开票

人员在开票时要规范字迹，勤换复写纸；业务经办人员

要拒收字迹模糊、字体变形的票据，并将此作为一项制

度严格执行。  责任编辑  秦中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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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汇差调整记帐规则的建议

谢思同

一般有外币业务发生的企业，年终均应根据年末

实际汇率，对以复币形式记帐的科目，在本位币金额栏

内进行汇差调整。现行记帐规则规定，发生汇兑收益

时，蓝字借记“复币帐”科目，贷记“汇兑损益”科目；发

生汇兑损失时，蓝字借记“汇兑损益”科目，贷记“复币

帐”科目。

这种做法由于为蓝字调整，在某些情况下，发生额

栏内会出现虚增的现象，即凡资产或债权类科目发生

汇兑损失时，贷方发生额会出现虚增现象；凡负债或权

益类科目发生汇兑收益时，借方发生额会出现虚增的

现象。这种发生额虚增的现象不能准确体现发生额的

实际含义。

有鉴于此，建议在某些情况下用红字调整，即凡资

产或债权类科目发生汇兑损失时，红字借记“复币帐”

科目，蓝字借记“汇兑损益”科目；凡负债或权益类科目

发生汇兑收益时，红字贷记“复币帐”科目，蓝字贷记

“汇兑损益”科目。而资产或债权类科目发生汇兑收益、

负债或权益类科目发生汇兑损失时，仍以原记帐规则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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