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讨论

谈流动资产对固定资产比率的优化标准

——兼与杨济川 同 志商榷

张先治

《财务与会计》1993 年 11 期发表了杨济川同志《资

本金利润率和流动资产对固定资产比率的优化标准小

议》一文（以下简称“杨文”），读后受到一定启发。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

和经营者，研究资本金利润率和流动资产对固定资产

比率的优化标准，是非常必要的，这对于改善企业经营

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是十分有益的。但是对“杨文”流动

资产对固定资产比率的合理标准的论述及结论，笔者

认为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一、对“杨文”结论的几点看法

“杨文”的结论是：第一，如果本企业的流动资产对

固定资产比率接近社会平均比率，说明本企业的流动

资产对固定资产比率是合理的。第二，每个时期企业的

流动资产对固定资产的比率与企业规模经济情况下的

理想比率（即合理标准）相同，说明企业的流动资产对

固定资产比率是合理的。我认为，“杨文”的结论至少在

以下几个问题上是值得商榷的：

1.不同类型企业的流动资产对固定资产的比率是

不同的，这是由不同类型企业的生产、技术特点所决定

的。例如，一般地说，重工业的流动资产对固定资产比

率较低，轻工业的流动资产对固定资产比率较高，等

等。社会平均流动资产对固定资产的比率，是各类型企

业该比率的平均值，只说明了社会的平均生产技术状

况和特征。它不能象平均利润率那样，可做为衡量各类

型企业盈利水平的标准。试想，一个手工作坊和一个现

代化钢厂，怎么能用相同的标准——社会平均流动资

产对固定资产比率来衡量它们的合理性呢？

2. 企业在不同时期的经济规模可能是不同的。在

规模经济情况下的流动资产对固定资产比率，不一定

适合于其他经济规模。例如，一个小型钢厂和一个大型

钢 厂的流动资产对固定资产的 合理比率不一 定相同，

也就是说，适合于各种规模企业的合理比率是不存在

的。另外，“杨文”所说的规模经济是指总成本最低、总

销售额最高、利润最大。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同时满足

这三点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其实，经济学中所说的规模

经济，是指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引起的在长期内产

品平均成本的降低，在长期平均成本最低点所对应的

经济规模是最佳经济规模，这时的流动资产对固定资

产的比率才是合理的。

3.“杨文”的两个结论或确定合理流动资产对固定

资产比率的两个标准本身就是矛盾的。因为社会平均

流动资产对固定资产比率，与不同经济规模条件下依

据规模经济确定的合理比率之间不可能总是一致，那

么合理的比率到底以哪一个标准为依据呢？“杨文”并

没回答这个问题。

我认为，“杨文”研究的流动资产对固定资产比率

问题，实际上就是企业资金运用结构问题。而衡量资金

运用结构是否合理的标准，应看是否提高经济效益。资

金运用结构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产出一定情况下，合理的资金运用结构会使资

金占用额减少；第二，在资金占用额一定的情况下，合

理的资金运用结构会使成本降低，产出增加；第三，合

理的资金运用结构，可以同时使资金占用额减少而产

出增加。要研究这三种关系并确定合理的资金运用结

构，必须从资金运用结构自身的变化特点入手。资金运

用结构的变化特点在短期和长期是不同的，因此，流动

资产对固定资产比率的合理标准在短期和在长期也不

相同。

二、短期流动资产对固定资产比率的优化标准

经济学中所说的短期和长期，不是按日历时间的

短与长来划分的，而是按生产技术和生产要素是否可

变来划分的。当企业的生产技术不变，生产要素可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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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和固定两部分时，称为短期；当企业的生产技术和

生产要素都是可变时，称为长期。在短期，作为生产要

素货币表现的资金可分为变动和固定两部分，一般地

说，固定资金在短期是不变的，流动资金在短期是可变

的。因此，在短期要调整资金结构，只能通过调整流动

资金占用额来进行。那么，如何调整资金结构能使企业

产出最大，经济效益最好呢？下面举例加以说明。

某企业拥有固定资产 500 万元，其流动资金占 用

量与产品总产量、平均产量和边际产量的关系如下表：

根据短期生产理论，企业最佳流动资金占用量是

400 万元，因为此时单位资金的平均产量最高，且与边

际产量相等，或者说此时的流动资金增长速度（33.3%
= 100/300）低于总产量的增长速度〔36% =（2 800-
2 060）/2 060〕。如果流动资金继续增加，则产量的增长

速度将会低于资金的增长速度，这就会造成经济效益

下降。例如，当流动资金从 400 万元增加到 500 万元

时，即增长 25%（100/400）时，总产量则从 2 800 增加

到3 400，增长 21.4 %（600/2 800）。因此，该企业的最佳

流动资产对固定资产的比率为 80%（400/500），或者说

固定资产构成率为 5 5.5%（500/900），流动资产构成率

为 44.5%（400/900）。这就是说，短期流动资产对固定

资产比率的合理标准是流动资金的平均产量等于流动

资金的边际产量。

三、长期流动资产对固定资产比率的合理标准

在长期，企业的生产技术和投入要素都是可变的，

即固定资金占用量和流动资金占用量都是可变的。在

这种情况下，如何确定最佳流动资产对固定资产的比

率呢？由于在长期生产技术和投入要素都可变动，因

此，生产相同产量的资金运用结构可有不同的组合，如

图所示：（图 见右栏）

可见，对于一定的产量，在 0X 1 和 0Y 1 之间的各

种组合都是可行的。 超出这个范围则意味着存在资金

的浪费。如果流动资金占用量超出 0Y 1，则减少流动资

金到 0Y 1 不会使产出减少；同样，如果固定资金占用量

超过 0X 1 ，则减少固定资金到 0X 1 也不会使产出下降。

那么，在 0X 1 与 0Y 1 之间的各种组合哪种最优呢？根

据长期生产理论，当每元流动资金的边际产量与每元

固定资金的边际产量相等时，资金运用结构最佳，因为

在资金投入一定情况下，此时的产出最大，或在产出一

定情况下，此时的投入量小，经济效益最好。下面举例

加以说明。假如某企业共有资金 1 500 万元，在长期，固

定资金和流动资金可有不同的组合方式，下表列示了

两种资金的各种组合以及相应的边际产量：

从上表可以看出，当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各占 750

万元时，或者说流动资产对固定资产的比率为 100%
（750/750）时，它们的单位边际产量相等，此时产出最

大，经济效益最好。因为如果采用固定资金 900 万元，

流动资金 600 万元的组合，这时固定资金增加 150 万

元，增加产量 30 000 单位（150 ×200）；流动资金减少

150 万元，减少产量 45 000 单位（150 ×300）；综合看，

产 量减少了 15 000 单位。同样，将固定资产减少到 600

万元，流动资金增加到 900 万元，也会得出产量减少的

结论，这证明了当每元固定资金和每元流动资金的边

际产量相等时，经济效益最好。如果用坐标图表示，则

等产量曲线与等资金曲线的切点处的资金运用结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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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在这点，同样的资金产出最大；或要达到相同的产

量，资金占用最少。

总之，确定流动资产对固定资产比率的合理标准

是：在短期，流动资金的平均产量与边际产量相等；在

长期，每元流动资金的边际产量与每元固定资金的边

际产量相等。

（作者：东北财经大学 会计系）

责任编辑  宋军玲

问题讨论

也谈对 资产负债率计算方 法的认识

—— 与戴兴根同 志商榷

吴迺郑

学习戴兴根同志《改进和完善资产负债率计算方

法的探讨》一文（载《财务与会计》1994 年第 3 期，下面

称戴文），颇受启迪。但如何认识资产负债率计算方法，

笔者与戴文所谈某些论点、观点不同，下面谈谈我的管

见，以与戴兴根同志商榷，并请同行指正。

戴文认为，在进行财务评价活动中，计算资产负债

率时应将有关的费用、损失剔除，其理由是“资产是指

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从资

产的概念来理解它应该是可以变现的。尽管企业在今

后的会计期间内分摊或消化的有关费用、损失属于资

产项目，但这些费用、损失并不能变现，而是要从未来

的收入中得到补偿，因此这些费用、损失就称不上是企

业的经济资源。”据此，戴文举例某企业 1993 年 9 月末

资产负债率为 78.22% ，剔除“待摊费用”、“待处理流动

资产净损失”、“待处理固定资产净损失”与“递延资产”

等 费 用、损失 项 目 后，计 算出的资 产 负债率 应 为

97.53%。对上述观点，笔者有不同的看法：首先，资产

负债率反映的是企业全部资产的负债比率，体现的是

企业长期债务趋势和清偿能力，而不能仅仅把它看成

是某一个“时点”的债务趋势和清偿能力。其次，资产是

资金的表现形态，企业的全部资产中有关费用、损失项

目都是资金的正常的表现形态，其价值量伴随着企业

经营收支活动的变化也在不断地变化着。一般情况下，

这些费用、损失能够通过未来的收入得到补偿，这种补

偿实质上反映了企业资金量的增加，说它“不能变现”、

“称不上是企业的经济资源”，是不确切的。举例加以说

假设：某企业 1993 年 9 月末、1993 年 12 月末、

1994 年 6 月末有关资料如下（金额单位：万元）：

从上例可以看出，随着企业经营收支活动的开展，

截止 1994 年 6 月末，该企业“待摊费用”已全部摊销，

“待处理流动资产净损失”、“待处理固定资产净损失”

也核销了一部分（在正常情况下，这些费用、损失的余

额在今后仍应继续摊销、核销）。这部分通过收入补偿

的费用、损失，实质上已转化为企业经营资金，并沉淀

在银行存款中。可以说，它已是实实在在的“企业的经

济资源”了。

由于认为资产负债率存在弊端，戴文还建议采用

“实有资产负债率”计算方法。“实有资产负债率”公式

与资产负债率公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将资产负债率的分

母“全部资产总额”改为“全部资产总额-不可变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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