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 用 价 值 规 律 搞 经 济 核 算

仇 玮

齐齐哈尔第一机械厂财务科

华主席在五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指出：“要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自觉利用

价值规律。”学习这一段话，重温毛主席在一九

五七年“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① 的教

导，深深感到，如何利用价值规律搞好经济核

算，已是摆在我们企业财务工作者面前的一个

现实课题了。价值规律，对我们来说，既熟悉，又

陌生，天天同它打交道，却没有摸清它的脾气。
这里只根据学习的体会，作一些粗浅的论述。

（一）

一个社会主义企业，不论它生产的是商品

还是产品，都必须用经济核算的办法，去考核

自己的生产经营成果。“有了严格的核算制度

之后，才能彻底考查一个企业的经营是否是有

利的。”② 经济核算要以价值为依据，价值和价

值规律为经济核算规定了核算的内容和任务，
并指导我们如何按规律的要求去达到经济核算

的目的。
价值规律首先规定了使用价 值的 特 定地

位。“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

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③ 使用价值是价值的

物质承担者，离开了使用价值，也就无所谓价

值。价值是有用物的价值，“如果物没有用，
那末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

动，因此不形成价值。”④ 因此，我们必须充分

注意到使用价值对价值的决定作用。如何处理

好使用价值和价值这对矛盾，做到好中求多、

求快、求省，是经济核算的一个原则。在这个

原则指导下，我们在核算资金、成本、利润等

价值指标时，必须全面注意分析企业主要经济

指标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它们之间的矛盾，

寻求多快好省的途径，解决企业中的实际问题。
如：要使产品质量达到优等品，是不是非要提

高成本不可；如果一定要提高成本，优质是不

是应该得到优价；因生产工作质量问题而发生

的可修复和不可修复的废品损失，是不是已降

到最低限度，还有多大潜力可挖；品种生产的

变动和产量完成的多少，对满足社会需要和实

现企业利润都有那些影响；等等。研究分析这

些主要指标，会给核算资金、成本、利润等价

值指标，提供活的因素，会有助于全面提高企

业的管理水平，达到经济核算的目的。如果我

们不注意使用价值的主导作用，不坚持“质量

第一”，不从根本上去抓资金、成本、利润，
很可能适得其反，受到价值规律的惩罚。

在肯定使用价值的基础上，核算企业实耗

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差距是经济核

算的内容，而缩短这些差距，以至创出好于社会

的水平，则是经济核算的任务。一个企业生产某

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能不能不高于社会

的正常水平，应该说是经济核算的起码要求，
不断地“缩短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需的劳动

时间，从而使较小量的劳动获得生产较大量使

用价值的能力。”⑤ 才是经济核算的长期任务。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

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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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

间。”⑥ 从它的内容来看，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量有两个因素：一是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

条件；一是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

度。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实际上也是社会平均

的劳动生产率。一个企业能不能达到社会必要

劳动时间量的规定，关键也是在于能不能拥有

好的生产条件和具有生产水平较高的劳动者，
以及按照社会协作分工的要求，专业化程度是

否达到社会正常水平。按照这个要求，经济核

算应该从两个方面去考核企业的生产成果和经

济效果，促使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
一方面应该对企业现有的生产条件以及这

些条件所能取得的经济成果进行考核，分析它

同社会现有正常条件的差距，促使企业不断改

善自己的生产条件，取得高于社会现有正常水

平的效果。这方面的核算工作，应该抓住以下

三点：（1）通过对企业拥有的技术装备所能

生产产品的数量、质量和需要配备生产工人的

数量、质量的核算，考核这些技术装备的先进

程度；通过对设备开动班次和开动时间的核算，

分析拥有设备能力实际发挥的程度，反映所有

设备能力和国家生产计划安排之间的适应性；

通过对设备完好率的考核，分析大修理折旧基

金的使用情况，反映设备使用、维护、保养、

检修等管理工作质量。最后通过对固定资金利

润率的考核，综合反映固定资金的使用效果。
通过以上的一系列核算，最后以价值指标反映

其效果，可以衡量企业的技术装备条件的效能

与社会正常或先进水平的差距，以力求节省这

方面劳动时间的耗费。（2）通过对企业使用

劳动对象的供应渠道、质量、性能、价格的分

析，核算单位产品的材料消耗 量，材料 利用

率，废料回收率和再利用情况，反映企业的产

品设计和工艺水平、材料管理水平是否达到现

有的社会正常水平，衡量这方面的物化劳动耗

费是否已达到最好水平。（3）通过对企业生

产费用，特别是对辅助生产费用，非生产性费

用的核算，结合对劳动生产率的考核，反映企

业的劳动生产力是否提高到“社会劳动的生产

力”程度，是否达到社会正常的专业化生产的

水平。抓住上述三点，对不断改善企业生产条

件，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有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要努力提高工人的劳动熟练程

度和保持社会平均的劳动强度，使之达到社会

平均先进水平。在这方面，经济核算除了要核

算工人的实物劳动生产率、价值劳动生产率、
定额工时劳动生产率，反映工人发挥劳动熟练

程度和劳动强度所取得的经济效果外，还应侧

重对制度工时利用率进行核算，分 析产生缺

勤、间断工时的各种原因，解决生产管理、劳

动管理中的问题，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这方面，

保持社会平均的劳动强度，有重要作用。社会

平均劳动强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该是指

每一工种的工人，在规定的工作时间内，对劳

动时间的利用和劳动能力的发挥程度。也就是

“出工”和“出力”程度。我们常说的“干满

干好八小时”，反映了这种程度。
要运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尺度去

搞经济核算，就必然要求我们了解和掌握社会

的、现有的平均水平和先进水平。这样，交流

和掌握同行业的资料，开展同行业的比、学、

赶、帮、超竞赛，经常对比经济指标，推动企

业搞好经济核算。
我们认识了上述规律，自觉地利用这个规

律，在提高使用价值和节省劳动时 间上下功

夫，抓住核算重点，提高核算质量，把企业管

理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

价值规律规定：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它的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格以价值为基

础，企业向社会提供商品时以等价交换的原则，

按规定的价格取得收入。可见，价值规律存在

于企业的全部生产经营活动之中。我们之所以

能利用价值规律搞经济核算，是因为规律本身

具有的作用。如何具体运用价值规律呢？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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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探讨几个有关的问题。
一、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又可分为过去劳动时间和活

劳动时间。过去劳动时间是转移到商品中的、已

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c）；活劳动时间是劳

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它又可分为

以工资形式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者“为自己的

劳动”所创造的价值（v）和以利润形式上缴给

国家的“为社会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M ）。
所以商品价值是由 C + V + M 构 成的，其中

C + V 构成了商品成本。我们已经知道商品价

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C 和（V +
M）也应该由各自的社会必要劳 动时 间去决

定。一个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总量是企业

生产、流通过程中各个环节所耗费的具体劳动

时间的总和，存在于企业的全部生产经营活动

之中。企业的时间消耗要不高于社 会平均水

平，必须要求各个环节消耗的具体劳动时间都

不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尽管某些环节高于社会

平均水平，别的环节的节约可以使总量不超过

社会平均水平）。否则，就难以达到节省劳动

时间的目的，也就难以达到经济核算的目的。
因此，我们在控制劳动时间的消耗时，必须从

控制每一环节的具体劳动时间做起。也就是要

把构成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具体化，化作

各个环节的社会必要具体劳动时间，作为衡量

每一环节是否节省劳动时间的一个尺度。这种

具体化后的劳动时间消耗尺度，应该是企业内

部的“定额”。我们常说定额应具有平均先进

水平，当然这个平均先进水平，应该 是社会

的。具体运用价值规律搞经济核算，制定具有

社会平均水平的定额，或为实现这个目标创造

条件，是搞好经济核算工作的重要一环。
在具体制定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定额时，

应按它们的性质和作用，分类标订。如对物化

劳动消耗，可分别确定直接用于产品生产的原

材料、燃料、动力的实物消耗定额；间接用于

产品生产的修理、运输、消耗性材料的实物消

耗定额或金额控制指标；固定资产利用率、磨

损率、折旧率等计划指标；经营管理中物质消

耗的实物消耗定额或金额控制指标等等。对活

劳动消耗，也应分别确定单位产品的工时消耗

定额；每一生产单位的人员定额、制度工时利

用定额、劳动生产率计划指标；辅助生产人员

及非生产人员定额等。有了这些具体落实到各

环节之中的、具有社会平均水平的定额，再加

上正确的记录和核算反映的实耗情况，就可以

反映出企业的经营成果，达到不断提高劳动生

产率，节省劳动时间的目的。
二、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我们在利用

价值规律搞经济核算时，必须借助于价格，用

货币形式来反映劳动时间的节省程度。社会主

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又规定了“计划

第一、价格第二”，价格要为计划服务，实行

计划价格的办法。计划价格是经济核算的又一

重要工具。工厂的内部计划价格，同样要以价

值为基础。如以社会价格为基础，制定材料计

划价格；以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具体定额为基

础，制定厂内劳务供应计划价格，在制品、半

成品计划成本价格等。在经济核算中利用不变

的计划价格去衡量变动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

消耗量，可以正确反映生产活动中的节约和浪

费，明确生产单位或生产者的经济责任和经济

效果，促使每个生产环节都能注意价值量的节

约。所以，在企业内部实行以价值为基础的计

划价格制，也是对价值规律的具体运用。
三、经济核算以价值及其货币 形 式 为工

具，在企业管理中具有“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

总结”⑦ 的职能作用。通过对企业生产经营过

程中劳动消耗的控制，可以指导企业加强管理，

讲求经济效果，起到促进作用。这种控制，应

该是全过程的，应该依靠企业的基层生产单位

和广大职工，健全厂内经济核算制，实行厂、

车间、班组三级经济核算，使他们能在自己的

生产活动范围内，核算生产消耗和生产成果。
在实行三级经济核算时，除了要有 符 合 价 值

规律要求的定额、计划价格外，还要有严密的

厂内结算、考核制度，规定每一生产成果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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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量及应消耗的劳动量，并以货币形式反映。
当每一生产单位在厂内向另一生产单位提供生

产成果或劳务时，都要以等价形式转移价值量，

并以自己的生产成果价值来抵补自己的生产消

耗，从中求得节约的价值。在对生产全过程的

核算中，价值规律始终在起作用，体现了利用

价值规律搞经济核算的客观上的必要性。认识

了这种客观必要性，才能使我们自觉地具体地

运用这一规律，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服务。

（三）

利用价值规律搞经济核算，还有助于加强

对资金使用效果的考核，提高资金管理工作的

质量。我们知道，“要使一定量劳动实现在商

品中，从而形成价值，就需要一定量的劳动材

料和劳动资料。”⑧资金，就是国家按“技术上

必要的量”⑨ 拨交给企业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

象的货币形态反映。全民所有制企 业中的 资

金，是全民财富。国家将这部分全民财富交给

企业使用，就要求企业有效地使用这些资金，
生产出社会需要的产品并为国家提供利润。这

里，以最少的资金占用取得最大的生产成果和

利润，是经济核算的一项重要任务。价值规律

在资金运动中也在发挥其作用。
资金属于价值范畴。资金的实 物 形 态是

物，既是物化劳动，又是有用物。企业拥有了

这些物，“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

生，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变为现实

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⑩ 这是提高资金使用

效果的必要前提。一个企业如果 将国 家 拨给

的，以固定资金形态反映的生产技术装备闲置

起来，它们所起的作用和所取得的效果，就要

低于社会平均效果。同样，一个企业如果将从

国家那里取得的原材料、辅助材料、工具等以

流动资金形态反映的物资积压起来，或者大量

超定额储备，使这些“可能的使用价值”不能

成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这个企

业的资金占用水平，就要高于社会正常水平，
不能取得社会平均要求的效果。如果在超储积

压中，使这些物质变质或被社会技术发展所淘

汰，这些“可能的使用价值”就会成为无用之

物，或成为不能用于原定用途之物。一个企业

过去创造的社会财富，就会被另一个企业无目

的地浪费。这种现象，对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

民经济，对价值的按社会正常水平转移入生产

过程都会起破坏作用，这是不按价值规律办事

的必然结果。
核算企业的资金占用水平只是问题的一个

方面。另一方面，还要通过对企业资金使用效

果的核算，才能完正地反映出这些“技术上必

要的量”在生产、流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考

核资金使用效果有多种方法。较好的方法是考

核企业的资金利润率。资金利润率是通过对资

金和利润的比率关系，反映企业利用资金，发

挥资金作用的综合性指标。由于这个指标既能

反映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的占用水平，又能反

映劳动者使用由国家拨给的资金构成的生产条

件所取得的经济成果，所以采用这个指标有重

要的意义。
通过对资金占用和资金使用效果的核算，

可以促使企业注意发挥社会财富——资金的作

用，用最少的资金去创造更多的价值，达到经

济核算的目的。

毛主席在谈到价值规律时说：“这个法则是

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

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

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

可能。”⑪ 利用价值规律搞经济核算是这个伟大

学校中的一门课程，是一门涉及企业生产、流

通全过程的复杂课程。我们必须努力学会这门

课程，做好企业财务工作，为国家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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