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供电；对通讯线路由铁线更换为铜线，以提高通讯

质量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这笔钱不是大修理基金所

能解决的，有赖于更新改造资金来解决。为此，对这类

固定资产计提折旧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由于这类固定

资产具有局部轮换修理实现全部更新的特点，在计提折

旧的方法上，应同其它固定资产有所不同。初步意见：

1.使用年限，似可按该固定资产的大修理周期和每

次预计大修理的费用来确定。即：

这个公式表明，这类固定资产在使用年限期内，通

过大修理已将整项固定资产进行了一次更新。其折旧

的计提方法，仍可按现行“使用年限法”计算。
2.这类固定资产每进行一次大修，就是一次局部更

新，也就是对该固定资产磨损价值的局部恢复。因此在

核算上，应在大修理工程竣工后，除按工程成本冲销专

用基金——大修理基金以外，还应同时列出价值还原分

录，即：

借（减）：折旧

贷 （增）：固定资金——企业固定基金

从而使这类固定资产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基本保持一致，

以符合实际情况。
3.这类固定资产提存的折旧基金，主要留作企业对

该类固定资产的更新改造。例如用于线路的迁移，输电

线路的升压改造，通讯线路和铁路的改道，以及为提高

运行质量的技术改造等方面之用。
4.凡具有这类固定资产的企业，应将这类固定资产

单独核算计提折旧，不宜和其他固定 资产 （如厂房、机

器等）合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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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固定资产是人们在物质生产

过程中用来改变或影响劳动对象

的劳动资料。劳动资料的范围很

广。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劳动过

程中劳动者把劳动传导到劳动对

象上去的生产工具，如机械设备

和工具等。其次，是在生产中起

辅助作用的物件，如运输设备和

充当劳动对象容器的管道、罐

等。此外，劳动资料还包括除劳

动对象以外为生产所必需的一切

物质条件，如厂房、道路等。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

着货币和商品交换。必须利用价

值规律，实行经济核算，促使企

业精打细算，多快好省地生产产

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
这就要求企业对所有生产资料，
包括劳动资料，用货币形式进行

计价。
企业的固定资产主要是通过

基本建设取得的，也有一些是企

业用专用基金和专用借款购置和建造的。无论从哪种资

金来源取得的固定资产，都必须正确确定它的原始价值

（以下简称价值）。固定资产的价值，是指企业取得某

项固定资产所支付的货币总额。通过基本建设取得的固

定资产，其价值是由建设单位确定的。企业用专用基金

和专用借款购建的固定资产，其价值是购建该项固定资

产实际发生的全部支出。本文仅就通过基本建设取得的

固定资产怎样正确确定其价值进行探讨。

正确确定固定资产价值，可以反映和监督固定资产

的增减变动情况，并为国家进行综合平衡提供真实可靠

的资料。正确确定固定资产价值，对于正确计算产品成

本，加强和促进经济核算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

因为：固定资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能够不断反复 地使

用，固定资产的实物形态虽然在劳动过程中不变，但由

于使用发生磨损所丧失的使用价值要以折旧形式逐 渐

地、部分地转移到产品中去。如果固定资产的价值确定

得不恰当，分摊到产品成本中的折旧费过多或过少，都

会影响产品成本的高低，从而削弱经济核算。
（二）

我们先根据现行制度的规定，看看固定资产价值是

怎样确定的。

1 .房屋、建筑物和传导设备等固定资产。其建筑

工程的支出，直接计入各该固定资产价值；此外，还要

分摊一些与这些固定资产有关的支出，包括：建设单位

管理费、土地征用及迁移补偿费和勘察设计费等。
2 .需要安装的机械设备等固定资产。其采购支出、

安装工程和设备基座建筑工程的支出，直接计入各该固

定资产价值；此外，还要分摊一些与购建这些固定资产

有关的支出，包括：建设单位管理费、土地征用及迁移

补偿费、负荷联合试车费、勘察设计费等。
3 .工具、运输设备、不需要安装的设备等固定资

产的价值，只包括本身的采购支出。由于这些设备数量

较多、价值较小，为了简化核算手续，不再分摊一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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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支出。
4 .在基本建设过程中，还有一些支出是不计入固

定资产价值，而是报请国家核销，主要有以 下 几项 ：

（1）生产职工培训费；（ 2）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技

术所发生的一些支出，如国外设计及技术资料费、出国

联络费、设备检验费、外国技术人员费、专利费、技术

保密费、出国实习生费、延期付款利息等；（3）由于

计划安排不当和经营管理不善等所发生的一些支出和

损失，如施工机构转移费、报废工程损失、器材处理亏

损和坏帐损失等。
从这些规定中，我认为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商榷：

1.土地征用费及迁移补偿费作为一项共同费用，
分摊计入各项房屋、建筑物和需要安装设备等固定资产

的价值，在理论上是不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
把土地也同厂房和道路一样，列为生产所必需的劳动资

料。而且，按照上述规定，还会不适当地增大固定资产的

价值，影响产品成本的正确核算。因为征用的土地，不

可能全部为房屋、建筑物等固定资产所占用，把未被占

用的土地所支付的征用费用，全部分摊到已建造的各项

固定资产价值中去，不但增大了这些固定资产价值，而

且如果以后在空地上再建造房屋、建筑物，又不分摊征

用费用，就显得更不合理。另外，过去征用土地的各项

费用为数较小，一般每亩四、五百元，近几年来，征用

土地的费用逐渐提高，少则几千元，多则几万元，如果

将这些费用全部摊入各项固定资产价值，势必多提折旧

费，对产品成本的正确核算影响很大。
2.根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所论述的原

理，生产职工培训费既不属于在社会总产品中所应扣除

的“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也不是“用

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而应该属于在扣除三项内容

（除以上两项外，还有 “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

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后，“用来作为消费资料

的”第二项内容，即“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

校、保健设施等”。因此，把生产职工培训费列为基本

建设的其他费用是不妥当的。
3 .把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所发生的各项支出，不

加区别地全部报请国家核销，这还是供给制的做法，不

符合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的原则。在这些支出中，有些

只是同购建本企业各项设备等固定资产有关的，应该直

接将它们计入或分摊计入各项固定资产价值；还有一些

支出，受益的不仅是一个企业，那就应该由所有受益的

企业共同负担为好。至于出国实习生费，性质同生产职

工培训费差不多，不过前者为出国培训，后者在国内培

训而已。

4 .由于计划安排不当、经营管理不善等所发生的

一些支出和损失，为了加重企业的经济责任，堵塞损失

浪费的漏洞，也应改变国家包下来的做法，由企业分摊

计入各项固定资产价值。即使目前这样做还有困难，也

应积极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做到。
（三）

怎样才能正确确定固定资产价值呢？我认为，应该

根据以下原则来确定：凡是同取得固定资产有关的 各

项支出，应该计入固定资产价值；凡是同取得固定资产

无关的支出，就不应该计入固定资产价值；凡是为取得

某一项固定资产所发生的支出，应该直接作为该项固定

资产的价值；凡是同取得若干固定资产有关的支出，应

该分摊计入各有关固定资产的价值。
1.按照国家规定，征用土地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包括征用土地费，拆迁原有建筑物、坟墓等的费用，青

苗补偿费，新菜田建设费和其他补贴等，都应计入“土

地”，单独列为一项固定资产，但不提取折旧。
2.房屋、建筑物和传导设备等固定资产的建筑工

程的支出，应直接计入各该固定资产价值；此外，还要

分摊一些与建造这些固定资产有关的支出和由于企业

的责任所发生的损失，如：建设单位管理费、勘察设计

费、施工机构转移费、报废工程损失、器材处理亏损、
坏帐损失等。如果是国外引进项目，还应包括与这些项

目直接有关的国外设计及技术资料费、出国联络费、外

国技术人员费和延期付款利息等。
3.需要安装的机械设备等固定资产的采购支出、

安装工程和设备基座建筑工程的支出，应直接计入各该

固定资产价值；此外，还要分摊一些与购建这些固定资

产有关的支出，包括：建设单位管理费、负荷联合试车费

和勘察设计费等。如果是国外引进的设备和技术，还应

将设备检验费、国外设计及技术资料费、出国联络费、出

国技术人员费和延期付款利息等，分别直接计入或分摊

计入各有关固定资产价值。至于采用专利或技术保密的

设备，可由国家专利局先向国外购买专利和支付技术保

密费，然后由采用此项专利或保密技术的企业负担，并

将这些费用直接计入或分摊计入各有关固定资产价值。
4.工具、运输设备、不需要安装的设备等固定资

产的价值，应只包括采购支出。如果这些固定资产是采

用专利或保密技术的，有关这方面的支出也应直接计入

各项固定资产价值。
5.生产职工培训费不应列入基本建设，而应比照

教育经费一样列为事业费。如果一时还做不到，可仍报

请国家核销。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工作研究
	正确确定固定资产价值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