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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流动资金定额管理的现实性

董 群 先

目前， 在理论界和实际工 作中，某些同志对定额

流动资金与非定额流动资金的划分提出异议，认为这

种划分已失去现实性。理由是：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

展，很多企业的产销计划主要决定于自身，因之流动

资金就难以确定定额。国家也不 再供应资金，而改为

由银行贷款， ‘定额流 动 资金 ’已名 存 实亡”（见

《 财务与会计》 1986年第八 期冯恭祺文）。对于上述

观点，不敢苟同，故谈一点自 己的看法。

首先，上述观点有片面性， 经不起推敲。

1 、 把全部流动资金项目区分为定额流动资金与

非定额流动资金两部分，是为了核定流动资金定额的

需要， 而流动资金定 额 的核 定是 受到多种因素影响

的，其中企业本年度的生产经营计划则是 主要依据。

在以前，国家为企业下达的指令性计划，就是企业的

生产经营计划， 而现在企业是参照国家指令或指导性

计划，根据市场变化请况，自行编 制年 度生产经营计

划。从加强企业生产管理的角度看，企业自行编制的

生产经营计划优于国家指令性计划，因为企业可以根

据本企业具体请况，安排供应、生产 和销售活动。所

以，目前核定流动资金定额的依据仍然存在，企业完

全有可能对流动资金实行定额管理。

2 、 认为流动资金供应 渠道发生变化，由 “双轨

制”变为银行全额贷款，流动资金定额就不复存在的

观点，仍然没有摆脱那种把产品统 购统销，资金无偿

拨付与流动资金定额管理联系在一起的旧观念、旧框

框。决不是单纯由于国家财政无偿拨付一部分流动资

金的缘故，企业核定流动资金定额才成为必要，因为二

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因果联系。企业核定 流动资金定额

有下列目的：一是为了弄清企业正常生产所需要的最

低额度的周转资金数量，以便选择合 适的资金来源渠

道，保证供应。二是防止企业在筹集资金时有宁多勿

少，有备无患的思想；在资金使用上不讲计划，不讲

节约，不讲效益。通过核定流动资金定 额，就使企业

有一种资金管理的紧迫感和内 在的推动力，有利于促

进企业以少的资金占用完成生产经营 计划。

其次，持上述观点的人忽视了流动资金定额部分

所具有的资金运动特点，颠倒了流动资金定额的客观

存在与资金管理制度、供应方式之间的主次关系。定

额流动资金是指企业生产所必需的储备资金、生产资

金和成品资金。企业所核定的定额流动资金占用额，

称流动资金定额，它是保证企业正常生产所必需的合

理的最低限度的资金计划占用量。定额流动资金实际

占用数超过计划数的部分，称超定额流动资金。它是

季节性、临时性原因造成的资金占用。非定额流动资

金是指流通领域中的结算资金和货币资金。虽然定额

流动资金与非定额流动资金都是企业生产所必需的资

金占用，但定额流动资金项目中的定额部分的资金在

其运动中具有特殊性，表现 在：

1 、资金占用时间的长期性。流动资金定额部分

是企业的铺底资金，它从企业投产起 长期占 用，除非

企业破产清理才退出生产经营过程，因而它是资金运

动中长久占用的资金形态，是企业的长期性资金。非

定额流动资金项目中的结算资金，是属于应及时清理

的资金；货币资金主 要 是 现 金和银行存款，是处于

两次周转间歇阶段的资金。超定额流动资金则是临时

性、季节性资金。它们占用的时间都较短，是企业的

短期性流动资金。

2 、 资金占用数量的稳定性。流动资金定额部分

在企业流动资金总额中占相当大的比 重，且运动形式

具有继起性和并存性特点，在储备、 生产和成品阶段

均同时有一定数额的占有。只 要企业供、产、销变化

不大，这部分生产必需的最低数额的资金，就 总是保

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数量上。非定额项目的流动资金

和超定额流动资金在企业流动资金总额中所占比 重很

小，数量也不稳定，无法确定其经常占用量，而且它

们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需要量忽高忽低，具有波动

性特点。

3 、 资金运动的增值性。产品的生产过 程创造价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值，产品的流通过程实现价值，生 产领域中的流动资

金定额部分是资金增值的中心环节，在其自身运动中

使资金价值增值。而流通领域中的非定额项目 的流动

资金，则是成品资金再转化为储备资金过程 中的补充

资金。因而资金管理应本着在保证资金良性循环的前

提下，尽可能地扩大生产领域中的资金占用 控制并缩

小流通领域中的资金占用。也就是 说，流 动资金的定

额部分才是资金管 理的重点。

如同流动资金与固定资金要采取不 同的管理方法

一样，正是因为流动资金的定额部分 与其它部分相比

具有不同的特点，才有必要对它 们区别对待， 分别管

理。这也是流动资金实行定额管理的根据。总 之，资

金运动具有的特点决定资金的管 理方法，流动资金的

管理制度和资金的供应方式要适应资金 运动的特点。

所以，资金管理制度的变化，资金供 应方式的改变，

不能否定流动资金定额的 客观存在，不能抹杀定额流

动资金与非定额流动资金的界限。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区分定额流 动资金与非定额

流动资金，实行流动资金定额 管理还 有下列现实意义：

一是企业筹资决策的需要。既 然流 动资金的定额

部分是长期性的资金占用， 就必须与长期的资金来源

相对应。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 对这部分长期性

流动资金需求的增加， 流动资金的定额部分就呈一条

向上倾斜的直线。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及时 地补充流动

资金，以维持固定资金与流动资 金比例的平衡。这是

企业正常生产的前提条件。

二是企业投资决策的需要。企 业在 进行固定资产

项目投资时，必须 同 时安 排好 流动 资金 的铺底部分

（即定额部分）。这就是说，固定资产 的投资额中要

包括铺底的流 动资 金数 额，鉴 于两 者都是长期性投

资， 应该从同一资金来源渠 道， 采用统一的筹资方式

一并落实。可以根据新增的预计 生产能 力， 核定一个

流动资金定额的增加 量。

三是落实资金管理责任制的需 要。大多数工业企

业内部实行流动资金的归口分级 管理体制， 把流动资

金定额按资金占用的各种形态（材 料、 产成品、 在产

品等）进行指标分 解，根 据 用、 管、 算 相结合的原

则，归口落实到供应、 生产和销售 部门。各归口部门

将负责分管的资金定额，再分解落实到仓库、 车间、

班组甚至个人等基层环节，实行 分级管 理。从而使资

金管理的责与权相统一，使资金管理 与生产 技术管理

相结合，与岗位责任 制、 考核 奖惩 制 度 相结合。所

以， 正确地核定流动资金定 额是 实行流动资金归口分

级管理责任制 的前提。

学术研究利息是否应进

成本问题探讨

杨雄胜

《 财务与会计》 今年 第三期发 表 的 浦 洪生同志

《 也谈利息不该摊入成本》 一文， 就利息是否进成本

发表了一些看法。笔者认为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

1.利息不进成本的见解， 并 没有准确全面地体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利息属于剩余价

值范畴， 这当然是对的；然而， 离开商品经济的现实

要求去生搬硬套理论公式，对一些实际 问 题的处理就

难免有失偏颇。如果 从总 体 上 解 剖社会商品生产过

程， 作为客观范畴存在的利息因素，无疑应 归属于M

的一种表现或存在形式；但商品生产总是以众多的彼

此相对独立的企业为活动的基本单元， 这 些基本单元

为了取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必须 不断扩大各种经营收

入， 减少各种经营支出。产生于生产经营 活 动中的各

种支出， 毫无例外地要求企业如数 及时地补偿并 且予

以统一管理，否则， 企业的简单再生 产就 难以为继。

这就形成了商品生产与经营的成本范畴。 利息，是企

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一种必需支出， 完全应 该纳 入企

业成本的组成内容。宏观上看， 在某一 单位中是M 的

一部分， 但在另一单位却是成本 因素， 这种现象 比

皆是。例如一个单位的产品 售给另一个单位作为原材

料， 对于售出厂来讲，收入中既包括成本， 又 包括利

润；对于购买单位来说， 进货价格最 终要作为成本要

素进入成本范畴。人们对这样的做法既然从未 提出过

半点疑 义，那么利息（对于资金所有者是M ，对于资

金使用者是成本）在生 产单位计入成本的做法又有什

么不合适呢？

马克思曾指出： “利息量尽 管变动很大，但在任

何一个瞬间，对于任何一个资本家来说，总是作为一

个已知量，加入 这个 资本 家 所 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价

格。（《 资 本论》 第三 卷第985页）” 可以认为，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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