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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资 本保全问 题

吴长煜

此次财会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适应企业转

换经营机制的要求，建立资本金制度，使企业资本得到

保全。

企业的资本之所以要强调保全，是因为企业在独

立自主经营条件下，作为会计主体，是独立于其所有者

以外的会计核算单位，应当以持续、正常的生产经营活

动为前提。由于企业持续经营的假设存在，就产生了企

业资本保全问题，如果企业不能保持其资本或资产完

整，要想连续不断地经营下去是不可能的。

为了体现资本保全原则，国家相应采取了一系列

改革措施，对于企业资本金的保全与完整具有重要意

义。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在物价持续变动情况下，要

真正做到企业的资本保全，我认为还有一定的距离。

我国现行会计核算是以历史成本和名义货币单位

为计量尺度的，这种会计核算模式在物价持续变动的

情况下，会导致会计信息失真，使帐面价值脱离实际情

况，影响企业经营能力的保持和正确的财务分配关系。

成本补偿不足，必然会使企业简单再生产能力难以维

持，国民收入超分配，破坏正常的分配秩序，企业资金

短缺。长此以往，后果十分严重。因此，在我国目前生产

资料价格持续上升，通货膨胀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的

经济环境下，要保证企业做为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

能够持续经营、生存下去，必须要让企业实现真正的资

本保全，即应该允许企业在物价变动时采用特定的方

法调整其资产的帐面价值，比如在财务资本保全概念

下，可以参照国际惯例，财务资本保全的计量，除了用

名义货币单位外，还可以选用固定购买力单位。实际

上，不仅仅是企业经营者关注物价变动对会计信息质

量的影响，与企业有关的外部人士在阅读以历史成本

为基础的财务报表时，也应考虑物价变动。因为，只有

消除物价变动的影响来讨论企业的经营业绩，才不会

歪曲理解企业的经营成绩，才会正确引导企业外部投

资者的决策。

在物价变动情况下实施通货膨胀会计对企业资本

保全的意义已是不言自明的了，但若要真正实施起来

恐怕会有很多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对财

政的影响问题，特别是在国家财政状况不理想的情况

下。如果我们从短期利益上看，实施通货膨胀会计确实

会造成财政收入减少的后果；但从长远利益上看，企业

只有生存下去，有后劲，才有活力，才有创利的能力，才

能为社会提供财富。所以，目前对于消除物价变动对会

计信息影响的问题不应只停留在理论探讨上，而是到

了应该提出适当的合理措施使之付诸实践的时候了。

问题讨论

存货周转率计算公式质疑

赵巧英

存货周转率是评价企业财务状况的重要指标之

一，主要用来衡量企业销售能力和存货是否过量。财政

部颁布的《工业企业财务制度》规定存货周转率的计算

公式为：

这一指标的科学性在于销售成本与平均存货计价

基础相同，口径可比，较之用销售收入计算是一个进

步。同时，用存货周转率代替流动资金周转率，更有针

对性，有利于企业加强存货管理。但在实际工作中发

现，用这一计算公式亦有不妥之处，造成存货周转率的

函义不够清楚。公式右方的销货成本除以平均存货，得

出的实际上是存货周转次数，用存货的周转次数再乘

以 100%，既不直接了当，经济函义也不清，同时亦不符

合人们的思维习惯。实际上，存货周转率可直接用存货

周转次数来表示，其计算公式应为：

这一公式表示销货成本相当于平均存货的倍数，

或存货在一定时期内周转的次数，存货周转的次数越

多越好。

当然，存货周转速度还可以用存货周转期表示，其

计算公式为：

存货周转天数表明存货需要多少天周转一次，当

然存货周转期越短越好。

另外，制度中规定的应收帐款周转率也存在同样

问题，也可以采用周转次数或周转期天数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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