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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核算具有特殊性吗 ?

王智滨 陈春钱

19 92 年颁布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试行方案) (以下简称 《试行方案》 ) 将生产范围

拓宽了
,

金融业被列作生产部门进行产值计算
。

究竟应如何对金融部门的产出进行核算
,

是

特殊处理呢 ? 还是将其视同一般部门进行核算 ? 以及如何核算 ? 很值得商榷
。

本文准备先作

一些理论阐明
,

然后对联合国和我国新核算体系中金融产业公式进行分析
,

提出新的核算方

法
。

一
、

金融核算的
“

特殊性
”

从联合国制定的新S N A (1 9 68 年 )
,

到我国新国民核算体系方案
,

都将金融部门看成是一

个特殊产业
,

在核算其产出时
,

采取了与一般部 门不同的特殊处理方法
。

这主要基于以下儿

个
“
论据

” :

(一 ) 信贷业务的利息收入不是或不全是服务收入

新5 N A 认为
,

金融部日只有手续收入才是服务收入
,

构成其金融产出
,

其信贷业务的利息

收入全部属于财产收入
,

因而不能计入金融产 出
。

但该体系设计者也觉得这样出现了无法解

释的矛盾
:

金融部门的手续收入往往无法抵消其业务费开支
。

采用生产法计算时
,

使金融部

门的增加值经常为负值
。

于是便作一些
“
特殊处理

” ,

计算
“虚拟金融产 出

” ,

即在计算金

融产 出时
,

先将利息收支差 (称为
“
虚拟服务费收入

” ) 计入
,
这样可暂时保证金融增加值

为正
,

然而在最后加总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
,

又将该部分扣除
。

计而又去的这种处理方法
,

显然不能改变金融增加值实际为负值的问题
。

鉴于这种核算方法的核算结果明显与实际情况不符
,

联合国S N A修订草稿和我国新国民

经济核算体系对新S N A进行了改进
。

将其利息收支差 (利息净收入 ) 计入该部门的产出
,

在

最后加总为全国指标时也不再扣除
,

这显然比新S N A 的处理方法大为改进
。

这就意味着
,

这

两个核算体系认为
,

金融部 门的全部利息收入分为两部分
,

利息收支差 (利息收入 一 利息支

出) 部分为金融服务收入
,

而其余部分一支付给资金所有者的利息部分为财产收入
,

不是服

务收入
,

不计入产出
。

这种处理方法可以避免出现金融增加值按生产法计算为负值的现象
,

但它并没有从理论上阐明金融部门利息收入的本质
,

因而仍然加上
“
特殊规定

”
的称号¹

。

金融部门的利息收入究竟是服务收入
,

还是财产收入 (或部分含有财产收入 ) 呢 ? 一般

认为
,

财产收入指一经济机构 (单位或个人 ) 在获利过程 中
,

没有提供任何服务
,

只是向其

他经济机构提供其金融资产
、

土地及版权
、

专利权等无形资产的使用权而获取的利息
、

红利

及特许权使用费等收入
。

而现代金融部门的信贷业务
,

通过各种服务吸收社会闲散资金
,

承

担一定的风险将资金贷给需求者
,

实现货币在全社会范围的顺利流动
。

金融部门在开展业务

¹ 参见国家统计局
:
中国国民经济拉算体系 (试行方案) , 19 92年 3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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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程中
,

需要必要的营业场所和其他 固定资产
,

并进行储种设计
、

开 办各种存款业务
、

对借

款人的资信评估及对货款资金的管理等一 系列活动
。

不难看出
,

金融部门信贷业务木身就是

金融服务
,

只有通过提供这些服务
,

才能实现货币在全社会范围的流动
,

使得社会再生产过

程能够顺利完成
。

因此
,

金融部门在信贷业务中获取的利息收入与其他服务部门一样
,

是通

过向社会提供服务而获得的
,

并不是依靠其
“
财产

”
而坐收其利

。

这里需说明的是
,

对于非金融部门的资金所有者来说
,

他们在从金融部门得到利息收入

过程中
,

没有提供任何服务
,

仅仅提供资金使用权
,

因而是其财产收入
。

综上所述
,

可得到这样的结论
:

金融部门的利息收入中对应于利息支出的部分
,

具有双重

含 义
:

对于非金融部门资金所有者来说
,

属于财产收入
,

而对于金融部门来说
,

则属于服务

收入
。

因此
,

金融部门的利息收入
,

对金融部门来说
,

不含有任何财产收入 的性质
,

全部属

于产卜产性的服务收入
。

(二) 金融部门主要经营的是资金使用权的转移

金融部门提供的服务
,

主要是通过各种活动
,

实现资金在所有者和需求者之间的流动
。

也就是说
,

通过各种服务
,

给资金需求者提供一定数量
、

一定期限的资金使用权
。

实际上
,

这种活动与租赁业为承租者提供房屋
、

设备等固定资产的一定期限使用权的活动性质是完全

相同的
。

我们可 以将二者作一比较
。

现代租赁业是以设备租赁为主要内容
,

以融资为直接目的
。

它表而上是借物
,

实质上是

借资¹
。

因此租赁业的直接 目的和实质与信贷业务是完全相同的
。

以租赁业中的营业租赁为

例
, “

营业租赁是指这样一种安排
,

即某台机器
、

设备或其他耐用品的所有者
,

将其租与其

他机构单位一段 时间
,

然后
,

该资产可望以或多或少与租入 时同样的状态归还给原来的所有

者
” , “

货物的租赁时间可长可短
,

无须在租赁之前作出规定
” 。 “

其产值按承担人所付出

的租金计算
” º

。

可以看出
,

信贷业务与租赁业务在经营活动中都是提供一定时期的资金使

用权
,

二者的唯一区 别就在于
,

前者提供的资产是货币形式
,

而后者提供的资金则为实物形

式
。

既然金融部门信贷业务与租赁业务在直接目的和服务内容等诸方面相同或极相似
,

金融

部门的利息收入就应该像租赁业务所收取的租金一样
,

全部视为服务收入
,

而不能 因为其直

接出借货币
,

就否定或部分否定其活动的生产性
,

对其产业进行特殊的核算
。

(三 ) 金融部门的利润较其他部门大

在我国金融产出核算的讨论中
,

有的同志 认为
,

金融部门的利息收入较多
,

导致其获取

的利润较其他部门的大
。

我们认为
,

这种现象只是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

之前这一 阶段的特定产物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资本
、

劳动力和技术

的流动性
,

都受到平均利润率的支配
。

当某介邓门的利润水平高于社会平均利润水平时
,

就会

促使其他部门的生产要素向该部门流动
,

增加该部门的产出
,

降低该部 门 商 品 或劳务的价

格
,

从而使 该部门的利润水平最后接近平均利润率
,

这一点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表现

得非常典型
。

目前
,

我国市场发育水平较低
,

资本
、

劳动力和技术还没有形成完全意义上的市

场
,

各部门之间的要素流动还存在一定的体制障碍
。

特别是金融部门
,

由于其在国民经济中

所起的特殊作用
,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加以控制和限制
,

行业垄断的特殊性还相当明显
,

在短时期内可能会 出现为金融利润率大大高于平均利润率的现象
,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
,

这是违

¹ 参见袁晓琪等主编
: 《金融信托概论》

,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 19 9 0年犯月出版

,

第19 1~ 工93页
。

º 参见联合国秘书处核算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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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社介主 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的
,

随着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 (G A T T ) 时间的逗近和市场休系

的逐渐发育与完善
,

开放性的统一大市场将最后形成
,

平均利润率也将最终决定着金融业的

利润水平
。

综上所述
,

从生产角度讲
,

金融部门并无特殊之处
,

与其他部门一样
,

从事
“
将 本 图

利
妙 的生产活动

。

它在 自己的营业收入中(大部分为利息收入 )
,

需要支付职工 工 资
、

固 定

资产折旧费
、

办公费用
、

利息支出费用和税金等
,

营业收入扣除全部费用和营业税金后则为营

业盈余
。

金融叽构经营得好
,

可以获得利润
; 经营得不好

,

就会亏损
,

直至倒闭
。

因此
,

以各

种理由否定或部份否定金融活动的生产性
, 对金融产出核算进行特殊处理

,

是缺乏理论依据

的
。

二
、

新核算方法中的缺陷

考虑到新S N A (1 96 8年 )对金融产出进行
“
特殊处理

”
的不科学性

,

《联合国SN A 修订草

稿》 (以下简称 《修订草稿》 ) 对金融产出核算进行了彻底改革
,

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¹
。

正如 《修订草稿》 措出的那样
, “国民核算文件常常提到

‘

虚似银行产出
’ 。

但是
,

显然
,

金融中介机构与其他主要服务生产者
,

按完全相同的方式
,

提供重要的服务
,

这些服务本身

的存在性是不容怀疑的
” 。

这就是说
,

它承认了金融部门真正创造产出
。

《修订草稿》 认为
,

金融机构对
一

借方和贷方规定不同的利率
,

和对不同类型的存款人和

借款 入支付或收取不同的利率
,

实质上是对所有存款和贷款采用统一利率
,

常后按照存款提

取次数等
,

向有存款人收取费用
,

根据借款和资信评估
、

收回资金的期限等
,

向借款人收取

费用
。

为方便起见
,

金融机构从应文付给存款人的利息中扣除了该费用
,

在对借款人应收的

利息上加上了该费用
,

这样做就产生了实践中观察到的不同利率形式
。

例如
,

假设某银行吸

纳存款100 元贷给借贷人
,

存贷期限均为 1 年
,

年利率均为 10 % ,

存款服务费 均 为 2 元
,

贷

款服务费为 3 元
。

则期满后
,

存款人得到 本 利 (实 际 本金 + 利 息 一 费 用 ) 1此元 ( = 10 0

+ 10 一 2 ) ,

借款主应付本利 (实际本金 + 利息 一 费用 ) 113元 ( 二 100 + 10 + 3 )
。

这时尽管

存款贷利率均为 10 % ,

但实 际观察到的存贷 年 利 率 分 别 为
: 8 % ( 二 10 8 一 10 0 ) / 10 0和13 %

( = 1 13 一 10 0 )
。

_

上述用 于估计金融服务费用的利率
,

可选用银行同行放款利率或中央银行放款利率来近

似代替
。

因此
,

金融部门对存款人提供的服务产值可近似为
,

按该利率支付的 利 息 ( L 。)

减去其实际支付的利息 ( L
l
)

,

即L C 一 L : ;
而对贷款人提供的服务产值可近似为

,

其 实 际

收取和利息 ( L Z
) 减去按该利率支付的利息 ( L

。 ) ,

即L : 一 L D : 。

因此
,

金融部门存款业务

总产出为
: ( L 。 一 L , ) + ( L Z 一 L 。)或 ( L

Z 一 L ;
) + (L 。 一 L D )

。

其中
, ( L : 一 L ,

) 和 ( L 。 一 LD) 分

别为金融部门的实际净利息收入和按 同一利率计算的金融部门净利息支出
。

当存款与贷款数

额相同时
, ( L 。 一 L 。 )为零金融总产出为 ( L

Z 一 I
J , )

。

如 果 金融中介机构借入和借出资金的

价值大致相同
,

那末可以利用利息
、

收入总额和利息支出总额之差来估计吸纳存款的金融中介

机构的产出价值
。 ”

但是
,
《修订草稿》 在这里出现了不通达的地方

,

它在上段文字之后接 着 指 出
, “因

此
,

吸纳存款的金融中介机构的总产出价 位
,

是用它们的财产收入总额减去利息 支 出 总 额

来沽计的
。 ” 通过

一

与前一段文字比较
,

这里的 “
财产收入总额

” 即为上一段中的
“
利息收入总

Q 以下几段内容参见联合国秘书处
,

国民经济核算方案 (S N A ) 修订草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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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 。

《修订草稿》 一方而承认
,

金融中介机构的信贷服务是生产活动
,

另一方面又认为其

信贷利息收入全部是财产性收入
,

这显然是前后相互矛盾和不通达的表现
。

下面推出 《修订草稿》 中金融机构结总产出的计算公式
。

《修订草稿》又认为
,

在计算总

产出时
, “

要扣除金融中介机构利用自有资金投资获得的财产收入价值
,

因为这种收入不发

生于金融中介活动
” 。

再加上
“
其他服务” 的 “

佣金或手续费
”
收入

,

则可以得到 《修订草

稿》建议的金融机构总产出的近似公式
:

金融机构 利息 利息 利用自有资金 手续费
总产出 “ 收入 一 支出 一 获得的利息收入 + 收 入 ( 1 )

这是顺便指 出
,

我国 《试行方案》 中的金融产出公式与公式 ( 1 ) 基本相同 ¹
。

在公式 ( 1 ) 中
,

用金融部门的利息收入与利息支出的差额
,

即利息收支差为其总产出
,

实际上就是承认
,

金融部 门的全部利息中计入产值的净利息收入部分为服务性收入
。

而其余

未计入产值的
,

支付给资金所有者的利息支出为金融部门 的 财 产 收入
。

《修订草稿》与新

S NA ( 19 6 8年 ) 相 比
,

承认了金融活动的生产性
,

显然较过去大大前进了一步
。

但是
,

按公

式 ( 1 ) 计算金融产出
,

还存在一些明显 的不足
。

(一 ) 理论基础的缺陷

《修订草稿》 既没有深入阐明金融部门利息收入及利息收支差的性质
,

也没有指出金融

部门因提供金融服务所取得的利息收入与非金融部门资金所有者因提供资金使用权
,

而获得

的利息收入之间的区别
。

因而 以利息收支差作为金融总产出
,

其理论依据似乎显得不足
。

实际

上
,

由前分析可知
,

公式 ( 1 ) 是将金融部门的利息收入
,

视为服务收入与财产收入的混合

体
。

很显然
,

在一笔利息收入 中
,

很难划分哪一部分为服务性收入
,

哪一部 分 为 财产性收

入
。

而且
,

将一笔收入截然分成两个性质不同的部分
,

在逻辑上讲也是行不通的
。

此外
,

金融部门总产出公式与其他部门总产出公式相比
,

颇显特殊性
。

如果说它是总产

出的 计算公式
,

但又减去了部分经营费用 (利息支出 ) ;
如果说它属于增加值计算公式

,

但

它又未减去一般中间投入
。

使该公式在归类上很困难
。

(二 ) 使非金融部门的中间投入和增 加值指标难 以确定

在公式 ( 工) 中
,

计入金融总产出的是金融部门利息收支差
,

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

原则º ,

计入非金融部门金融中间投入的是其利息净支出 (利息支出 一 利息收入 )
。

非金融部

门的财产收入
—

利息收入
,

在这里作为其金融中间投入量的冲减项
。

很明显
,

在接受同样金

融服务的情况下
,

非金融单位的存款数量不 同
,

将会使其反映的金融中间投入量不同
。

它们的

金融中间投入 的计算值
,

随其存款数量的变化而变化不定
,

这导致非金融部门总产出一定时

增加值指标变化不定
。

此外
,

上面的分析还可以得到这样的推论
:

非金融部门的存款可以创

造本部门的增加值
。

因为非金融部门总产出一定的情况下
,

其存款数量愈多
,

利 息 收 入 愈

多
,

金融中间投入愈少
,

则增加值愈多
。

因此
,

这种处理方法是不科学的
。

(三 ) 刘
一

实际成果的扭曲反映

按公式 ( 1 ) 核算金融总产 出
,

难 以有效的反映金融部门的经营规模和经营成果
,

当金

融部门存贷款不平衡时
,

就可能使所有反映的结果发生扭曲
。

我们以下例加 以说明
:

如有甲
、

乙两金融机构
,

其中甲机构取得存款10 0万元
,

贷出 10 0万元
,

存贷相等 ; 乙机

¹ 参见国家统计局
: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试行方案) 》

, 1992 年 3月
,

第 4页
。

º 参见钱伯海
:
论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

,
《中国社会科学 》

, 19 84年第 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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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取得存款20 0万元
,

费出1 40 方元
。

假如贪存期限均 为 1 年
,

存费年利率 分 别为5 %和

10 %
,

两机构的手续费收入和 自有资金收入均为零
。

根据 新核算体系 计算公式可算得甲
、

乙

机构的金融产出分别为
:

甲机构金融总产出
= 利息收入 一 利息支出

二 10 0 x 10 % 一 1 0 0 火 5 % = 5 (万元 )

乙机构金融总产出
= 14 0 x 1 0 % 一 2 0 0 x s% = 4 (万元 )

计算结果说明甲机构的服务成果大于 乙机构
,

而实际上
,

乙机构提供的信贷服务量要比

甲机构的大
,

从而 出现核算结果与实际情况相反的现 象
。

(四 ) 生产量与使用量的不平衡

按新核算体系提供的公式
,

会导致生产部门对金融服务的使用量
,

大于金融服务的生产

量
。

可以作如下逻辑推导加以说明
,

为简便起见
,

这里金融总产出及使用量
,

仅考虑信贷业

务
,

对自有资金的部分略而不计
。

由金融总产出计算公式
:
金融部门总产出 二利息收入 一 利息支出

(暴鑫置覆里
·

易髻黔
一

(豁霸霄塑望
·

篇暑星璧
(暴薪直覆父

一

豁薪言塑罗)
一

(薪嚣霎
一

易暑履雯
= 自生产部门的利息净收入 一对居 民的利息净支出

= 对生产部门的金融服务量 一对居 民的利息净支出

= 生产部门对金融服务的使用量 一 对居民的利息净支出

即
:

生产部门对金融服务的使用量 = 金融部门总产出 + 对居民的利息净支出

上式三项均为正值
。

由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可知
:
生产部门对金融服务的使用量

,
大于金

融部门的总产出
。

这在逻辑上显然是不成立的
。

(五 ) 核算过程繁琐

第一
,

为了计算自有资金利息收入的需要
,

仍然需要分清金融部 门的利息收入和手续收

入
。

在现代金融活动中
,

一般服务与信贷服务的概念本身 已很难区分
。

例如
,

金融部门在委

托贷款业中收取的手续费中
,

有时就含有部分利息收入
。

因此
,

实际核算中利息收支差和手

续费收入
,

本身就不是一个非常准确明了的概念
,

对它们的区分常带有许多假设前提
。

既然

信贷业务与其他服务业务一样是生产活动
,

这种区分对金融和社会来说
,

没有多大的现实意

义
,

只会增加核算的难度和核算单位的工作负担
。

第二
,

需要分清自有资金和借入资金的利息收入
。

在实际核算中
,

自有资金的借贷比例

很难确定
,

金融部门没有
,

也无法为自有资设立利息收入帐户
,

因而难以从相应的会计报表

上取得资料
。

如我国实际部门采用如下公式推算
:

自有资金的
_

利息收入 一
自有资金 ( l 一 存款准备金率 ) x 全部吸纳存款 x 全部贷款利息收入

全部贷款或投资数量

如果要使
.

上式的推算结果符合实际
,

必须保证存款数量较为平衡
。

否则
,

当吸纳存款数

量和贷款数量出现较大差 别时
,

估算的结果是难以准确
。

例如
,

当吸纳存款数量多于贷款数

量时
,

就会高估自有资金的利息收入
; 相反

,

当吸附存款数量少于贷款数 量时
,

则会低估自

有资金的利息收入
。

因此
,

计算自有资利息收入既繁琐又不准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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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
、

对
“

特殊性
”

的一般处理方法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到
,

金融部门与其他任何一个普通服务性产业都门一样
,

是通过提供

劳务而取得收入的营业性服务部门
。

其劳务通过市场交换提供给社会
,

从而取得服务收入
,

以支付其经营中的成本费用
,

并上缴税金
,

获利利润
。

因此
,

在核算金融部门产出 l付
,

没有

必要冠以
“
特殊

”
二字来进行

“
特殊处理

” ,

这样能更好地把核算理论与方法统一起来
。

既

然金融部门的利息收入全部是服务收入
,

在核算其产出时
,

应该像其他经营性服 务 部 门 一

样
,

以该部门的营业收入总额作为其总产出
。

下面给出改进后的金融部门总产出计算公式
:

金融单位总产出 = 营业总收入 (利息收入与手续费收入之和 ) ( 2 )

对公式的几点说明
: 1

.

这里的利息收入不含金融单位利用 白有资金购卖股票
、

债券所

取得的股息和利息等收入
。

2
.

手续费收入即为公式 ( 1 ) 中服务费收入
。

因利息收入也属

于金融服务收入
,

为使其有所区别
,

故仍称为手续费收入
。

3
.

金融部门利用自有资金提供金

融信贷服务时
,

仍需要进行对借款人的资信评估
,

对贷款资金的管理等活动
。

因此
,

我们将这

部分资金看为一般吸纳资金的特例
,

不再在公式中单独列 出
。

如果金融部门按公式 ( l ) 以净利息收入计入总产值
,

则金融部门需要在全部利息收入

中区分
:

( 1 ) 来自生产部门的利息收入 ; ( 2 ) 来 自居民的利息收入
,
在全部利息支出中

区别 ; ( 3 ) 对生产部门的利息支出 , ( 4 ) 对居民的利息支出
。

( 1 ) 与 ( 3 ) 相减才能

得到各生产部门消耗的金融信贷服务
,

即金融部门信贷活动总产出
。

可见
,

编制投入产出表

时是非常麻烦的
。

而按本文建议的方法
,

计算金融部门总产出时
,

则来得相当简单
、

明了
。

通过投入产出表可以更好地看出按公式 ( 2 )对金融产出进行核算的过程与关系 (见下表 )
。

1
.

从表的横向来看
,

第K 行的 ak , (j= 1
, 2 ,
⋯

,

n) 分别为各部门作为中间投 入而使用的

金融服务
,

为金融部 门的中间投入
,

数量上表现为生产部门向金融部门支付的利息和手续费
。

投入产出关系表 2
·

从表的纵向看
,

第k列的aj
k

(j = 1,

!
中 间 产 品

出 }
二

,

_
.

二 _ 、

_

} 甩保
1

“ 笠肥 ⋯ 咨迈

最终

产品
总产品

a 1 1 a 1 2 ⋯ a l k ⋯ a l .

a 2 1 a 2 2 ⋯ n z k ⋯ a 2 .

fi

f2

f k

q 1

q 2

电煤⋯

金融 a l l a k Z “
’

a k k
.

“ a ‘-

中间投入

客运 a . 1 a n Z ⋯ a . k ⋯ a 二

C
声 C I C

,
2 ⋯ C

,
‘ ⋯ C

‘二

VVV 1 V Z ⋯ V 、 ”
·

V
,,,

mmm 1 m Z ⋯ m ‘ ⋯ m
.....

yyy 1 y Z ⋯ y k ⋯ y
nnnnn 卜L

最终产值

总产值 } q
, q Z

q - ⋯ q
。

2
,
⋯ n) 为金融部门的 中间投入

,

数量表

现为金融部门在经营中所投入的各部门产品

和劳务的价值量
。

3
.

金融总产出 (q
k

) 减去其中间投入

之和 (三ak ) 为金融部门增加值 (, k
)

。

金融部门增加值 = 金融总产值 一 中间投

入即 y k 二 q k 一 乙 a k 二 C乏十 V 、十 m
、

诬二 1

其中C上为金融部门固定资产折旧
,
V

、

为

工资支出
,
m

k

为营业税金与利息
、

支出之和
,

这里的利息支出为金融部门对 一 切资金所有

者
,

包括生产部门
、

居民等的利息支 出
,

体

现为金融部门与资金所有者之间的财产收文

关系
,

属于收入的再分配范畴
,

其内部具体

复杂的关系
,

为投入产出表第四象限所要研

究的内容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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