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杠杆对整个社会经济实行宏观管理和调控。曾经有

些学者认为，在我国，政府与企业不存在直接的利益关

系，所以，企业毋须向政府提供会计信息。这里的问题

是怎样来理解直接的利益关系。别的不说，单从政府

的预算收入主要来自企业、企业利润中超过三分之一

的部分要通过税收等形式缴纳给政府来看，说是存在

直接的利益关系，似无不妥之处。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一般的市场经济，它

是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

件下的社会生产，是以全社会为背景的社会化大生产，

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脱离这个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经

济而孤立地存在和行动。企业一成立，就成为社会组

织的一员 ，既是社会经济细胞，又是社会基层组织。企

业的生产经营目标，既有经济目标，又有社会目标。就

企业的经济目标来说，它要求保本增值，这不仅仅是企

业投资人的要求和权益，也是社会经济繁荣壮大，社会

发展进步的客观需要，是广大社会公众的利益，同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应具有社会意识，确

立企业的社会目标，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不能只是单

纯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为“业主”的经济利益唯利是

图。另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绝大部分

是公司制企业，在权益理论上不宜采用适用于独资和

合伙企业的业主权益论，而应采用适用于公司制企业

的企业主体制。佩顿和利特尔顿在 1940 年出版的《公

司会计准则绪论》中写道：“利润是对公司发生的，而不

是对业主或债权人发生的，利润应由企业主体处理。”

“支付利息、所得税、分配股息是利润的分配而不是业

主资本的提取。”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我们不宜追随西方发达

国家以 企业投资者的信息需要为核心，而应扩大视野，

以社会公众利益为导向进行排序，首先是政府进行宏

观管理和调控的信息需要，其次是企业职工及其代表

组织或机构的信息需要，再次才是企业投资者、债权人

的信息需要，还有社会公众等等。企业管理当局因有权

取得所需要的本企业的任何信息，属于企业内部的事

务，我们可以不予探讨。
那么，怎样了解企业外部使用者需要哪些财务信

息和非财务信息？怎样了解企业能够提供或愿意提供

哪些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笔者认为，可以采取的比

较有效的方法是发出问卷，进行调查研究。第一个问题

的调查对象是宏观管理和调控部门、具有代表性的企

业职工代表大会或其代表机构、企业投资者和债权人

等。问卷应以现行三张财务报表为基础，对使用者探问

现行报表中哪些项目是可有可无、作用不大的？还需要

增加哪些表内的财务信息项目？需要增加哪些表外的

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项目？如果要编制一张简明的

企业报表，至少应包括哪些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项

目？第二个问题的调查对象是上市公司及未上市的一

部分大、中型企业的主管财务会计的总经理、财务总监

或总会计师。问卷内容也应以现行三张财务报表为基

础，探问能够增添或愿意增添哪些财务信息和非财务

信息项目？

（本文作者系江西财经大学会计 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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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讨论

资 本经营内 涵探 讨

张先治

目前，我国企业管理领域正处于由生产经营型向

资本经营型转变的过程，“资本经营”、“资产经营”等

成为经济领域最时髦的名词。但是，什么是资本经营？

什么是资产经营？它们与“商品经营”、“产品经营”有

哪些区别？关系如何呢？目前理论界、实践中都没有统

一的结论，研究与解决这些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研究资本经营内涵，首先应搞清产品经营、商品

经营 、资产经营的内涵，在此基础上界定资本经营以

及与其他经营之间的关系。“经营，本谓经度营造，引

申为筹划营谋。专指经管办理经济事业。”因此，从总

体看，无论哪种经营都有筹划营谋之意，或筹划营谋

产品、或筹谋营划资产、或筹谋营划资本等。具体地

说，各种经营或筹划营谋内容又由于企业经营方式及

目标不同而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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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经营的内涵

产品经营是与单纯生产型的企业经营方式紧密相

连的。所谓单纯生产型，它的基本特点是企业只管生

产，不管供应与销售，更不管筹资、投资等。此时的企

业严格讲并不是真正意义的企业，而只是一个生产车

间。单纯生产型企业管理的目标是完成生产任务，降

低生产消耗量。因此 ，产品经营的基本内涵就是在国

家计划指导下，企业组织 产品生产，以一定的人力 、物

力消耗按时、保质、保量生产出一定的产品。

（二）商品经营的内涵

商品经营是与生产经营型的企业经营方式紧密相

连的。所谓生产经营型，其基本特点是围绕产品生产

进行经营管理，包括供应 、生产和销售各环节的管理及

相应的筹资与投资管理。生产经营型企业管理的目标

是追求供产销的衔接及商品的盈利性。因此，商品经

营的基本内涵是企业以市场为导向，组织供产销活动，

以一定的人力 、物力消耗生产与销售尽可能多的社会

需要的商品。

商品经营和产品经营是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

的。第一，产品经营是商品经营的一个最基本的环节；

商品经营是产品经营的扩展。第二，产品经营主要侧

重于产品实物经营，而不强调投入品与产出品的价格；

商品经营不仅重视产品实物经营，而且强调价值经营，

即考虑投入品与产出品的价格。第三 ，商品经营目标

比产品经营目标更综合。要实现商品经营目标，既要

搞好产品经营，提高生产技术效率，又要重视供产销的

衔接及价值管理，提高商品的经济效率。
（三）资产经营的内涵

资产经营是与资产经营型的企业经营方式紧密相

连的。所谓资产经营型，其基本特点是把资产作为企

业资源投入，并围绕资产的配置 、重组 、使用等进行管

理。在资产经营情况下，产品经营或商品经营要以 资

产经营为基础，即围绕资产经营进行商品经营和产品

经营。资产经营型企业的管理目标是追求资产的增值

和资产盈利能力的最大化。因此，资产经营的基本内

涵是合理配置与使用资产，以一定的资产投入，取得尽

可能多的收益。
资产经营与商品经营及产品经营是既 相互联 系，

又相互区 别的。第一 ，资产经营不能离开商品经营而

独立存在，没有有效的 商品经营是不能取得好的资产

经营效果的。第二，资产经营是对商品经营的进一步

发展，它不仅考虑商品本身的消耗与收益，而且将资产

的投入与产出及周转速度做为经营的核心。第三 ，资

产经营目标比商品经营目标更综合。商品经营目标是

实现资产经营目标的基础，但 不是全部，要实现资产经

营目标，应在商品经营基础上，进一步搞好资产重组与

有效使用，加快资产周转速度。

（四）资本经营的内涵

资本经营是与资本经营型的企业经营方式紧密相

连的。所谓资本经营型，其特点是围绕资本保值增值

进行经营管理，把资本收益做为管理的核心 ， 资产经

营 、 商品经营和产品经营都服 从于资本经营目标。资

本经营型企业的管理目标是资本保值与增值或追求资

本盈利能力最大化。因此，资本经营的内涵是指企业

以资本为基础，通过优化配置来提高资本营运效益的

经营活动，其活动领域包括资本流动 、收购 、重组、参股

和控股等能实现资本增值的领域，从而使 企业以 一定

的资本投 入，取得尽可能多的资本收 益。
目前人们在使用“资本经营”概念时往 往与“资产

经营” 相混淆。这种混淆从表面看主要产生于对 “资

本”和“资产”概念的不同认识。因此，要搞清资本经营

与资产经营的关系，首 先应搞清资本与资产的内涵。
从经济学角度看，资本的内涵与我们通常所说的资产

的内涵是基本相同的，它侧重于揭示企业所拥有的经

济资源，而不考虑这些资源的来源特征。从这个角度

看的资本经营实际 上等同于上述的资产经营。从会计

学角度看，资本通常是指企业所有者投入资本或自有

资本或所有者权益，它与资产是不同的，企 业资产往往

由资本（自有资本）和负债（他人资本）构成，资本在于

揭示企业经济资源的来源及特征。从这个角度看，资

本经营与资产经营是不同的。研究资产经营与资本经

营的关系，正是应从这个角度或在这个前提条件下进

行。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第一，经营内容不

同，资产经营主要强调资产的配置 、重组及有效使用；

资本经营主要强调资本流动 、收购 、重组 、参股和控股

等。第二，经营出发点不同，资产经营从整个企业出

发，强调全部资源的运营，而不考虑资源的产权问题；

资本经营则在产权清晰基础上 从企 业所有 者出发 ，强

调资本（主要指自有资本）的运营 ，把资产经营看作是

资本经营的环节或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联 系主要表

现在：第一 ，资本与资产的关系决定了二者之间相互依

存 、相互作用，资本经营要以 资产经营 为依托，资本经

营不能离开资产经营而孤 立存在；第二，资本经营是企

业经营的最高层次，商品经营是产品经营的进步，资产

经营是商品经营的进步，而资本经营是资产经营的进

步，因此，资本经营目标必然综合 反映了资产经营 、商

品经营和产品经营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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