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 题 讨 论

财 务 的 现 象 和 本 质

——与刘贵生等同志商榷

郭泽光

读过刘贵生等同志在《 财务与会计》 1987年第三

期发表的《 资金运动、 财务、财 务 活 动 辨析 》 一文

（以下简称《 辨析》），对其中的一些看法，笔者实

感不能苟同。《 辨析》 一文旨 在 弄 清资金运动、财

务、财务活动以及财务管理等几 个 概 念的联系与区

别，此举确属必要。令人遗憾的是事与愿违。
1.混淆了财务与财务活动的区别

《 辨析》 是这样论述财务的： “资金也是不会自

动地进行这种循环往复的运动的，这样就产生了怎样

使资金不断运动的客观要求。由此也便产生了有关使

资金运动的经济事务。这种有关企业资金运动方面的

经济事 务 称 为 财 务。它包括资金的筹集、使用和分

配。”
《 辨析》 又这样来论述财务 活 动：“为了使企业

资金有效地运动从而获得增值了的价值，人们便会进

行资金的筹集、投入、使用、消费、增值、收回和分

配等活动，这种活动即为财务活动。”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 看 到，《 辨析》 在谈到

财务活动时几乎是把关于财务的话重提了一遍。两段

话无非都是一个意思：财务和财务活 动都是推动资金

运动的经济活动（或经济事务），这就根本不可能把

二者区分开来。

2.混淆了财务活动和财务管理的区别

《 辨析》 认为： “财务管理即是人们为了有效地

利用资金、遵循资金运动规律而对财务活 动进行的计

划、组织、控制、调节和监督。”同时又认为“当人

们采取行动去处理财务问题时便形成了财 务活动。”

试问：“人们采取行动去处理财务问题”与 “对

财务活动进行的计划、组织、控制、 调节和监督”有

何不同？我认为所谓的 “采取行动”无非就是 “对财

务活动进行的计划、组织、 控制、调节和监督。”这

样就把财务活动和财务管理看作是主客体的统一，且

在管理的主体和客体上都没有什么差别。

可能《 辨析》 认为，财务 活 动的 客体是财务问

题，财务管理的客体是财务活动，这两个不同的客体

正是财务活动与财务管理的区别所在。那么再问：财

务问题指的是什么？是有关财务的问题呢还是其 他？

以我之见，财务问题和财务活动这两个概念所反映的

都是财务现象，内涵是一致的。尽管在外延上有一些

差别，但还不足于成为财务活动与财务管理的本质差

别。
可见，《 辨析》 不但没 有弄 清 这几个 概念的区

别，反而造成了新的混乱。从学术界讨论的情况看，

对于资金运动、财务、财务活动、财务关系等等几个

财务管理基本范畴之间的 联 系 与 区别，确实众说纷

纭。混乱缘何而生？我认为关键是没有从资金运动与

商品实体运动的辩证关系中去正确地把握财务的现象

与本质。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再生产过程，既

是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交换过程，同时也是价值的形成

和实现过程。商品在再生产过程各个环节的运动，就

不仅会表现为商品使用价值（商品实体）的运动，也

必然会伴随着商品价值的运动。资金运动则是由商品

实体运动而产生，用价值形式反映商品实体运动的价

值运动。所以，企业经营过程包含资金运动和商品实

体运动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构成了

企业经营过程的基本矛盾的运动。商品实体运动是资

金运动的物质基础，资金运动只能以商品实体运动为

前提，为商品实体运动服务。但是这并不能否认资金

运动也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运动形式和内容。商品实体

的运动表现为商品实体的供、产、销或购、存、销，

资金运动则与之相对应表现为资金的筹集、使用和分

配，如财政给企业拨款、企业从银行取得贷款、支付

进货款或购料款、支出各项生产费用或流通费用、收

取销货款、计算销售收入和盈利、向国家 缴纳各种税

金、向职工发放奖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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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的筹集、使用和分配必然会涉及到财政、银

行、其他企业以及职工个人等方面的经济利益，也就

必然要体现企业与诸方面的经济关系。

财务就是由资金运动与商品实体运 动的对立统一

关系所决定的资金的筹集、使用和分配及其所体现的

企业与诸方面的经济关系。可见，财务的渊源是企业

经营过程中商品实体运动与资金 运 动 之间的矛盾运

动。财务产生于资金运动的说法是不够全面的。
财务是从属于商品货币经济关系的一个客观经济

范畴。它与其他任何客观事物一样，也是现象与本质

的统一体。财务的现象就是资 金的 筹 集、使用和分

配，资金的筹集、使用和分配归属于财务范畴就叫做

了财务活动；财务的本质就是资金的筹集、使用和分

配所体现的企业与诸方面的经济关系，这些经济关系

归属于财务范畴也就叫做了财务关系。

以上可见，财务与财务活动并不是象《 辨析》 所

说的那样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而是一个客观经济

范畴与其现象之间的关系。财务、财务活 动、财务关

系与资金运动一样，都是客观实在，都 具有客观性。
从广义上讲，它们都是财务管理的客体。只 有财务管

理才体现主客体的统一。
行文至此，我们觉得《 辨析》 对财 务管理的论述

也不免失之偏颇了。
财务客观存在于企业经营过程中，为保 证企业经

营过程的顺利进行，就必须对财务实施有效的管理。

它的有效性体现在企业经营的效益的高 低上。怎样才

能做到有效呢？除了应该充分发挥管理职能，正确使

用管理方法以外，根本的就是要正确认识资金运动和

商品实体运动的对立统一关系，特别是要掌握资金运

动的规律。因此，财务管理应该是这样一个概念：它

是以财务为对象，按照资金运动与商品实体运动的对

立统一关系和资金运动规律，正确组织财务活动，处

理财务关系，为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而对财务实施的

管理活动。简单地讲，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

的管理活动就叫财务管理。财务管理 与业务管理是企

业经营管理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财务管理是一种价

值形式的管理。

上述所见可图示如下：

（作者工作单位 山西财经学院）

更 正

本刊1987年第10期32页右栏第31行至33行的公式

中漏排了三个= 号，即 A =（G + 2.3v）/1.5， A =
（G +5.3v）/ 2 ，A =（G + 12.3v）/ 3.

问题讨论

“降低”与“减少”
辨 析

洪阿西

辛键同志认为许多教科 书 上 “降 低 商品流通费

用”的提法不妥，原因是“从语言学角度讲‘降低’ 和
‘提高’的只能是程度、幅度、速度、水平的相对数

量，而‘商品流通费
，

由 于 是 一个绝对数，只能用
‘增加’或‘减少’、 ‘浪费’、‘节约’等文字表

示”（见本刊1987年第 6 期 “意见与建议” 栏）。笔
者不敢苟同。“降低”、 “提高”既能表示相对数，

也能表示绝对数，如“降低温度若干度”、“水位提

高几厘米”都是表示绝 对数的。同 样，“增加、减

少、浪费、节约”诸词也既能表示绝对数，又 能表示

相对数，诸如 “利润增加了10%”、“ 5 % 的原材料

被浪费掉”、 “减少了 3 %的工作量”等等，都是用

相对数表示的。因此“降低商品流通费用”并无不妥

之处，也就不必用“节约商品流通费用” 来代替了。
厉行节约，费用必然降低，节 约是 前 提，降低是结

果，此二者是因果关系，是可以从不同角度表达的。
当然，作为考核指标，从 “可比” 角度看，采用

“商品流通费用率”指标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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