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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产评估问题的

理论思考与可行性分析

刘祝余  严华仲

近几年，由于原材料等价格上涨，职工收入增加，企

业固定费用和变动费用大幅度增长，致使企业固定资产

帐面价值和实际价值出现较大的背离现象。为此，有些

同志提出，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应对企业全面进行固定

资产重估，并以重估价值计提折旧基金，以加快设备更

新改造的速度。对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通货膨胀会

计、折旧基金的性质以及全面进行资产评估的可行性等

问题，从理论上加以分析。

1、关于通货膨胀会计问题。所谓通货膨胀会计是

指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解决固定资产现值与原值背

离，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允许固定资产价值按照价格

上涨指数进行调整增值。目前西方的通货膨胀会计主

要在理论上盛行，而且即使从其理论本身看，也不是国

民经济一发生通货膨胀就实行通货膨胀会计的。事实

上，西方理论界对通货膨胀会计的研究是建立在通货膨

胀程度的基础上的，一般说来，通货膨胀分为高度通货

膨胀和恶性通货膨胀，只有在三年内通货膨胀率累计达

到 100%，即平均年通货膨胀率达到 26%，月通货膨胀

率达到 1.9%才算恶性通货膨胀，也只有在这种情况

下，才能实行通货膨胀会计。从目前各国实际执行情况

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实行通货膨胀会计上是极其谨

慎的，一些发达国家由于通货膨胀率不高，实际上未采

用。目前国际上公认的会计准则仍是建立在历史成本

会计之上的，实行历史成本会计，才能确保成本、经营成

果核算的真实、准确。从我国的情况看，通货膨胀率并

不高，以上年价格为 100，1986 年到 1990年全社会零售

物价指数分别为 106%、107.3% 、118.5% 、117.8%和

102.1%，远未达到实行通货膨胀会计的程度。显然因

为我国出现了通货膨胀和固定资产原值与现值背离的

现象，就要求实行通货膨胀会计，进行资产评价，是不合

适的，也是不符合世界公认的历史成本会计准则的。

2、关于折旧基金的性质以及固定资产更新重置的

资金来源问题。从理论上讲，折旧是指固定资产在使用

过程中，由于损耗而转移到产品中去的那一部分价值。

根据《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试行条例》规定，折旧应按

固定资产原始价值、使用年限和净残值率计算提取，即

折旧是固定资产原始成本在使用期内的分配。也就是

说，折旧只是资产原始成本的回收，折旧基金不可能实

现资产重置，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实行通货

膨胀会计，按资产重估价值计提折旧，虽然可以加速资

本的回收，但由于价格是上涨的，而且固定资产价格在

其整个使用期内可能会有多次变动，那么按累计提取的

折旧肯定不会同报废更新重置价格相符。也就是说，不

论采取什么折旧方法，折旧基金都不可能实现固定资产

更新重置。

从固定资产更新重置的资金来源来看，折旧基金只

是其中的一个来源。据了解，美国的制造业从 1950 年到

1972 年，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折旧基金只占 45.6% ；日

本、英国、法国、西德七十年代固定资产投资中，折旧基

金所占比重分别为 40.3%、53.9% 、46.5%和 47.7%；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企业固定资产更新改造资金来源已

呈多元化格局，除折旧基金之外，还有企业留利、技措贷

款等。据统计，国营工业生产企业留利 1986 年 252.13

亿元，1990 年 205 亿元，5 年累计1 384亿元；企业用税

前利润归还技措借款，1986 年 97.01 亿元，1990 年为

139.35亿元，5年累计 733.24 亿元。因此，要求通过资

产评估增提折旧基金实现固定资产更新重置，不仅理论

上讲不通，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3、关于全面进行资产评估的可行性问题。如果对

全民企业全面进行资产评估，实际执行中是否行得通？

可能会带来什么问题？需要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

（1）全面进行资产评估在实践中是相当困难的。一

是由于资产购置的时间、地点、价格不同，很难有一个科

学合理的价格标准作为评估依据；二是我国的固定资产

数量多、金额大，情况复杂，目前，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原

值已达万亿元，这么多的固定资产，既要在原设计使用

年限的基础上判定它的磨损程度，又要综合考虑物价上

涨指数、无形损耗，最后还要确定它的使用年限和价值，

是一件工作量大、十分艰难的事情，不仅需要投入大量

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实施起来相当困难；三是资产

评估不可能一次解决问题，如果价格上涨就进行资产评

估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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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面进行资产评估，企业和国家财政均难以承

受。目前，我国国营企业经济效益低下，企业亏损额猛

增，亏损面不断扩大。据统计 1990年国营企业亏损额比

上年增长 38.54 % ，亏损面比上年增加了 14 个百分点，

实现利润比上年下降 41.51%。如果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固定资产评估，国营企业固定资产价值可能提高 1 万亿

元以上，按国营企业折旧率 5%和大修理提存率 2.8%
匡算，以固定资产重估价值计提折旧基金和大修理基

金，一年增提折旧基金和大修理基金在 800 亿元以上，

不仅会吃掉现有利润，而且会进一步加大亏损，企业和

财政均难以承受。

（3）全面进行资产评估将会加剧物价上涨速度。实

行资产评估，实质是对企业固定资产重新确定价格，从

根本上讲是一 个价格问题。如果对全民企业固定资产

全面进行资产评估，将会大大提高存量资产的价格，一

方面企业增提折旧基金和大修理基金扩大成本，会直接

推动企业产品价格上涨；另一方面对固定资产重新确定

价格，又会影响生产资料的物价水平，进而推动物价上

涨，导致通货膨胀，给整个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带来严重

影响。

另外，不能把产权变动中的资产评估同全面进行资

产评估混同。目前我国经济已发展成以公有制为基础、

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经济格局，在深化改革中，又出现

了股份制、投资联营等多种经营方式，这是勿庸置疑的

事实。在全民企业与其他经济成份之间，资产重新配置

和产权变动中，如果不进行资产评估，自然会造成国有

资产的流失。为此，国家有关部门多次重申，全民企业

在实行股份经营、租赁经营、投资联营、兼并、拍卖等方

式，涉及产权变动及国有资产权益的，必须进行资产评

估。对此我们也认为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得出不全面

进行资产评估就会导致国有资产遭受损失的结论。因

为企业全民所有制性质，决定了全民企业所有固定资产

无论价值高低，都属于国家所有，在产权不变动的情况

下，全民企业固定资产不管是否进行资产评估，都不会

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

总之，全面进行资产评估，不仅理论上缺乏根据，而

且实际执行中也行不通。我们认为，企业设备老化问

题，应通过增加企业技改投入，提高折旧率等办法来解

决。目前，国务院确定了搞活大中型企业的 11 条措施，

其中包括对部分国营大中型重点骨干企业实行加速折

旧，增加技术改造投入。可以相信，随着搞活大中型企

业政策措施的全面落实，国营企业技改资金不足的矛盾

将会逐步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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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流动资金短缺，已严

重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当前，

全面而客观地分析其原因，并

寻求相应的对策，尽快使企业

走上资金良性循环的轨道，已

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总的来说，造成企业流动

资金短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诸如原辅材料价格大幅

度 上调和工费成本普遍上升

等客观因素，也有各种主观因

素：其一，企业自身经营管理

不善，生产计划安排不妥而使

原辅材料积压或超储，以及产

品销路不畅而使半成品和产

品长期积压。其二，投资性支

出挤占了流动资金。如企业将

大部分积累基金用于技改投

资，而没有首先保证维持简单

再生产的资金需要；进行技改

或基建投资时，很少考虑相应

的铺底流动资金，影响了扩建

或新建项目投产后正常的生

产经营活动；各种生活福利设

施（主要是职工宿舍）建设，由

企业生产发展基金支出，影响

了流动资金的补充。其三，银

行运行机制紊乱，不仅不能按

规定给企业提供正常贷款，也

没有保证重点企业流动资金

周转的最低需要。另外，由于

专业银行之间竞争激烈，结算

制度不健全，造成企业结算资金常常被占用，影响了企

业货币回笼和资金使用，加大了资金周转的负荷。其

四，税制和承包或租赁责任制不完善，征纳“两金”，以及

调控机制弱化，承包（租）者负盈不负亏，等等，也是造成

某些企业流动资金短缺的重要原因。

笔者认为，在目前国家紧缩银根的条件下，要缓解

企业流动资金紧缺的矛盾必须做到既保证企业维持简

单再生产所必备资金的最低需要量，又加速资金周转，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为此，企业、银行、财政和主管部

门应通力协作，及时采取相应对策。

（一）及时消化不利因素，挖掘企业内部潜力。首

先，在全面清查资产的基础上，及时处理积压物资和拖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工作研究
	关于资产评估问题的理论思考与可行性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