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在对经济效益实质认识的基础上，讨论了我国经济效益增长的意义及现实性，经济效益与会计的关

系，如何充分发挥会计在经济效益增长中的作用，经济效益的增长要求构建新的会计核算模式等问题，旨在使会计能

更好地为经济效益的增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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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的增长与新会计核算模式的构建
厦门大学 吴水澎

一、经济效益范畴的实质

由于经济效益这一范畴将被本论题反复地运用，

是本文的理论基础，因而必须先认识其实质等方面的

基本常识。在认识方法上，一般是从实际出发，既要分

析经济效益范畴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又要分析其现实

可能性，才能认识到经济效益这一范畴的实质。

（一）经济效益范畴存在的客观必然性

人只要是活着，就要有维持衣、食、住、行、乐等所

必需的物质资料，于是生产劳动就成为人类一切实践

活动的基础，“劳动创造世界”的口号也由此而生。可

是，就一定的历史阶段而言，被生产力和管理水平等因

素所制约，人类能够用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总

量是有限的，而人类对物质资料的欲望却是无限的，这

就永恒存在着“有限”与“无限”这一对矛盾。怎样才能

解决这对矛盾呢？

“有所得，必有所失。”人类在生产劳动中，不能搞

“无米之炊”，其所失与所得之间的对比关系只有下列

三种情形，并相应地决定着人类三种不同的命运：

第一，所费的劳动量＞所得使用价值量，即“得

不偿失”。在此情形下，人类根本无法生存，更谈不上

发展。

第二，所费的劳动量＝所得使用价值量，即“得

失相当”。在此情形下，人类虽能勉强生存，却得不到

发展。

第三，所费的劳动量＜所得使用价值量，即“得

到效益”。在此情形下，人类不仅能够生存，而且能够

发展。

这就强制性地要求人类在生产劳动中只能出现第

三种情形。不仅如此，还要力求所费的劳动量尽可能

小，所得使用价值量要尽可能大，这才能不断缓和上述

“有限”与“无限”的矛盾，进而才能加速社会发展。这对

矛盾，不以人的主观意志所转移，具有客观必然性。但

客观必然性不等同于现实可能性。

（二）经济效益范畴存在的现实可能性

在现实生产劳动中，有着不同的生产者，且其生产

组织、生产资料规模与效能、生产技术与工艺水平、生

产过程与社会结合等，往往很不相同，其耗费的个别劳

动时间，即所形成个别价值当然就“不一样”。但相同产

品在市场上只能按一种价值（社会必要劳动耗费）进行

交换，社会所承认价值则是“一样”。因而任何生产者都

必须力争降低个别的劳动耗费，从而取得竞争优势。这

对“不一样”与“一样”的矛盾，不仅仅是现实，而且具有

进行计算和比较的现实可能性。

（三）经济效益范畴的实质

对上述经济现象中“有限”与“无限”矛盾的客观必

然性，以及“不一样”与“一样”矛盾的现实可能性进行

理性认识，于是就总结出了经济效益这一范畴。其实质

是在合乎目的共同生产中，以最小劳动消耗量和劳动

占用，取得尽可能大的使用价值量。请注意，在这一定

义中，除出现前述的劳动消耗量概念外，为什么又多出

劳动占用这个概念？因为生产总是不间断进行的，从而

必须经常占用一定的劳动资料及货币资金等。假如劳

动占用多了，虽然它不是一下子全部被消耗掉，但却意

味着有些财产物资被呆滞起来，不能投入到其他生产

领域。因此，生产一定成果尽可能占用较少的资金或物

资，有其独立的经济意义，这也是表明经济效益优劣的

重要方面。日本很早就有了无仓库工厂。

在对经济效益范畴实质进行认识时，有必要强调

两点：

其一，经济范畴也是理论，即其背后都体现一定的

理 论 研 究

23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6107861?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会 计 之 友 2011 年 第 6 期 下会 计 之 友 2014 年 第 32 期

创 刊 5 0 0 期

经济关系。如经济效益的追求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关系

之下进行的；同时，还必须对经济效益进行科学分配，

才能满足人类对物质资料不断增长的需求，它又同物

质利益分配存在着内在必然的逻辑联系。

其二，由于经济效益问题的极端严肃性，使它成为

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并使经济学界流行着两句话：一是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最大”与“最小”的学问；二是一切

经济问题，归根到底是效益问题。

二、当前，我国提出经济效益增长的现实意义及可

能性

（一）提出经济效益增长的现实意义

之所以现在我国提出经济效益增长的课题，这是

因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新的“有限”与“无限”矛

盾而引起的。

先说一说新的“有限”问题。有人说过①，通过 30

多年的改革，我们得到了包括“政策红利”和“人口红

利”等的“改革红利”。所谓政策红利，指的是通过调整

生产关系，激发广大群众的劳动热情，促进了生产力

的大发展；而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劳动年龄

人口比重大，通过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换来经济的增

长，等等。

然而，时过境迁。

就所谓政策红利而言，随时间的推移，原有改革

政策的边际效益正在下降。其原因是什么？也有人曾

经说过，通过以往的改革，已使我国的思想和利益多

元化、信息复杂化、公务员懒惰化、需求膨胀化，以及

出现了既得利益群体等。这就使得现在哪怕是一项小

改革，也可能会出现两种人：一种是反对的、质疑的、

看笑话的、挑刺的、声东击西的；另一种人，即所谓的

“聪明”人，一般不敢触及，怕自己受伤倒下。特别是既

得利益群体的出现，让它们放弃既得利益，比触动它

们的灵魂更难。这样，就会使新的改革政策的出台经

常遇到困难，或是要付出更高成本，甚至会撞在前进

的墙壁上。这表明我国经济的进一步腾飞，寄希望于

具有一般性政策号召及所带来的红利已经有相当的

难度。

至于人口红利，据国家统计局所发布的 2013 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资料显示，我国 60 岁以上人

口已超过 2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15％左右，早就进入

了老年化时代。我们已经看到和听到，因我国人口老年

化趋势，产生了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春节后的用工

荒，以及有些企业员工的罢工事件等问题。这就传达出

一个信息，我国人口红利的基础不复存在，依靠廉价劳

动力赚取利润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即进入了经济学

界所说的“刘易斯拐点”。

上述说明，虽然今后通过深化改革，还会有“改革

红利”的释放，但因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依靠政策的

红利已经相对“有限”。

再来看看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新的“无限”的问

题。经改革，我们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虽都有极

大提高，但仍然不富裕。比如，现时我国的国民收入只

是韩国的大约四分之一。如果要达到韩国水平，至少

得把年增长率保持在 8%，并要花费 20 年的时间。正

因为不富裕，人民群众对物质需求仍然有许多新的期

盼；又如，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所

谓“新四化”尚在行进中，要有大量资金的投入；再如，

面对严峻的国际环境，为保证国家安全，急需增加国

防经费；此外，每年有好几百万的大学毕业生及其他

方面的青年结婚需要住房，有相当多的人盼望改善居

住条件，等等。这些均表明，老百姓的物质需求仍然存

在着“无限”的问题。

问题就是矛盾。以上所述的改革红利相对“有限”与

群众新需求“无限”的新矛盾尖锐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破解新矛盾的方法是什么？中央已明确指出，再

不能走靠一般性号召、拼资源、破坏环境和依靠廉价

劳动力，并以 GDP 的增长论英雄等老路；相反，必须

把经济工作的重心转移到放权简政、公平分配、调结

构、保质量、增效益的轨道上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我们才认为，当前所提出的经济效益增长具有很好的

现实针对性。

（二）经济效益增长的现实性

为回答这一问题，按历史唯物论的原则，应先实事

求是地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一下我国的经济效

益状况。

（1）从历史上看。1978 年 10 月，邓小平访日参观

了日产公司在神奈川的工厂。当介绍人说到每个工人

一年平均生产 94辆汽车时，邓小平说，“这要比中国排

①详细的可参阅张天兵和徐志红所写的《管理红利时代来临》一文，转引自《新华文摘》，2012 年第 2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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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第一的长春汽车厂，多出 93 辆”。 后来，邓小平还

说了中国再不改革，就会有被开除球籍这样的话②。

（2）从现实上看。也可以让数字来说话③。下面之所

以用 2006 年和 2007 年的数字，是因 2008 年至今发

生世界性金融危机，可比性较差。

2006 年，美国上市公司百强公司，利润率为

7.4%；而中国上市公司的百强公司，利润率为 4.6%，

相差近三个百分点。或者说，我国的利润率，约为美国

利润率的 62%左右。

2007 年，美国上市公司的百强公司，利润率为

8.1%；而中国上市公司的百强公司，利润率为 4.3%，相

差近四个百分点。或者说，我国的利润率，只有美国利

润率的 53%，即一半多一点。

据上述有关数据，笔者曾经做过进一步计算。2011

年，中国五百强企业总营业额有 36 万多亿，如果利润

率平均增加 1个百分点，盈利总额将净增 3 600 亿。上

面说到，我国利润率与美国比，相差约 3至 4个百分

点，假如我国赶上美国的水平，仅五百强企业盈利总额

将净增 1万多亿（4×3 600）。如果是这样，我国的军事

费用、养老金、医疗保险金和保障性住房所需资金等都

将不是问题。

经济效益的历史与现状均表明，我国的经济效益

水平与西方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而差距就是增长

潜力和空间。

经济效益的增长，是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政治、经济、管理、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如

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实践及唱歌和跳舞的好坏，最终都

会反映到经济效益上。也就是，当前提出的深化改革，

最终都会落实到经济效益是否增长上，它是经济工作

的“牛鼻子”。对此，不进行全面探讨，仅讨论经济效益

同会计的关系，以及如何充分发挥会计在提高经济效

益中的作用等问题。

三、正确认识经济效益与会计的关系，充分发挥会

计在提高经济效益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经济效益与会计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

也就是经济效益的增长离不开会计；反之，经济效益的

讲求，促进了会计的产生与发展。前者又包含两个方

面：一是经济效益的计算与衡量离不开会计；二是会计

还可以能动地为经济效益增长服务。限于篇幅，本文只

讨论经济效益的计算与衡量离不开会计这个话题。

经济效益这个范畴，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

来自前面所说的经济生活现实，既可以定性又可以定

量。人类在追求经济效益增长时，必根据其质的规定

性，找到能表明经济效益大小或是优劣的计算和衡量

方法，这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否则，一切都是“胸

中无数”。

前面还说过，经济效益范畴的背后，所体现的是人

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也就是说，商品经济总是社会

化的大生产，通过生产实现经济效益以后，还必须通过

分配这一环节在国家、单位、个人等之间进行公平合理

分配，以满足各方消费的需要，这才能充分调动各方提

高经济效益积极性。怎样才能进行科学、公平的分配，

这同样需要建立在对经济效益的准确计量与衡量的基

础上。

由于经济效益计算与衡量中的劳动耗费、劳动占

用、劳动成果等所包含因素众多，之间的关系错综复

杂，加上因物质利益多元化使不同利益主体所持的立

场不同，并会为各自的利益最大化而奋斗，从而使经

济效益的计量与衡量可以有不同角度和表现形式。下

面主要介绍笔者曾提到过的经济效益的四种基本表现

形式④：

（一）财务效益

所谓财务效益，是按照现行财务会计制度计算出

来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结果，通常用利润额来表示。

因现行规章及会计核算方法存在局限性，这种表现形

式不可能剔除不公平竞争环境，如产品定价明显不合

理、原材料进价不合理等所产生的转移性效益。也就是

财务效益是企业已实现的创造性效益及得到的转移性

效益二者的代数和。其中的转移性效益是非市场机制

作用的必然产物。

现有的会计模式所提供信息，基本上属于这种表

现形式。

（二）经营效益

它仅仅指企业的创造性效益，即企业通过自己的

努力，实实在在增加的社会财富或提供了服务的效益。

②详细的可参阅〔美〕傅高义著《邓小平时代》一书，三联书店出版。
③详细的可参阅张天兵和徐志红所写的《管理红利时代来临》一文，转引自《新华文摘》，2012 年第 23 期。
④详细的可参阅吴水澎、魏明海、刘峰所写的《企业经济效益与会计理论方法的思考》一文，《当代财经》1996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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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通过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和完善服务而增

加的效益均属于此类。

财务效益与经营效益之间的差别部分就是转移性

效益。

（三）现金流动效益

现金流入量与流出量的差额，就是现金流动效益。

于企业来说，资金营运的畅通无阻是至关重要的。如有

的企业，账上有很多利润，却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出现

了所谓盈利性破产。因此，现金流动效益也就成为企业

经营管理好坏的重要标志之一，可视为企业效益的一

种表现形式。

上述三种形式，从空间上看，属于企业微观上的经

济效益。

（四）企业国民经济效益

企业国民经济效益指的是从国民经济的角度，计

算与衡量企业的效益，属于宏观经济效益。它与财务效

益、经营效益相比较，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立场不同。企业国民经济效益的立场是企业

生产活动对整个国民经济所做的贡献，计算上扩展到

真实的价值量变化；而财务效益和企业经营效益，考虑

的只是企业本身的盈利水平，计算上局限于实际的资

金流入流出方面。

第二，目标不同。企业国民经济效益的信息主要用

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如价格政策、利率政策、

财税政策等，主要考虑的是国家利益。而财务效益的信

息主要用于财务利润的初始分配和企业内部的管理决

策，主要考虑的是企业及个人利益；经营效益的信息则

主要用于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决定企业自负盈亏的数

量界限等方面。

第三，计算方法不同。在计算企业国民经济效益

时，可以不考虑税金、上缴利润和补贴等项目，因为它

们属于从企业到国家或从国家到企业的转移性收支项

目；而财务效益的核算是把工资、利息、税金、上缴利润

看作支出项目，把补贴看作收入项目；经营效益核算虽

也不考虑税金、上缴利润和补贴等项目，但它却要利用

其他指标反映转进或转出的转移性效益。

第四，核算基础不同。企业国民经济效益核算时，

是以接近社会价值（商品价值）的影子价格作为其计算

基础；而财务效益的核算是以现实的、已发生的市场价

格作为其计算基础；经营效益核算则要以生产价格作

为其计算基础。同时，各种不同形式经济效益的计算，

其使用的汇率和利率也应有所不同，如使用官方汇率、

影子汇率、实际利率和影子利率等。此外，在计算企业

国民经济效益时要利用机会成本。

无论经济效益采取何种表现形式，都离不开使用

价值量、劳动占用量和劳动消耗量的计算与比较等。在

价值量还不能加以直接计算的条件下，通过会计核算

各种方法所形成的货币指标，就可以把不同形式的劳

动占用量、劳动消耗量和使用价值量全面反映出来，进

而可以综合地反映社会和企业经济效益，这是其他核

算所不具备的优点。因此有人才说，会计核算的实质就

是经济效益计算。

四、经济效益的增长，要求构建新的会计核算模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经济效益的计算与衡量上，采

用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又是怎样进行物质利益分配的？

对这些问题，要不要进行反思? 当然值得反思！这既有

思想政治路线问题，又有科学与否的问题。

改革前，不承认国家、企业和职工有利益上的差

别。在思想路线上认为，国家代表人民的利益，劳动所

创造的财富既是国家的，也是人民的，有国才有家，要

以国家利益为重等。在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指导下，前

面所说的企业财务效益被认为是企业经济效益唯一表

现形式，并据以进行分配，即实行“职工吃企业大锅饭，

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分配政策。这种分配政策所造成

的恶果已众所周知。

通过改革，最大进步之一是承认国家、企业和职工

可以有利益上的差别；分配上除了按劳取酬外，还有按

资和按技术进行分配等。但它是否就没有问题呢？事实

表明，在国家与企业、各行业和职工之间各应得多少的

问题上，仍然把财务效益当成经济效益唯一的表现形

式并据此进行利益分配已不适时宜，容易出现经济利

益明显倾斜于一方的所谓“分配不公”的现象，并诱导

出许多社会问题。

先看分配不公的现象。如现在所出现的、属于全民

所有的国家各种矿产资源，被少数人所控制，以及因价

格和利率等产生了所谓转移性效益被不合理占用就是

例证。其结果是产生了茅台毛利率超九成，2013 年商

业银行利润超万亿（平均每天赚 28.5 亿），巨大利润流

入私人口袋，进而形成豪富阶层及官二代和富二代等

现象。据 2014 年 7 月 25 日新浪网有关资料，标志收

入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已达到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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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因“分配不公”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上面

所说的基尼系数如果超过 0.4 就能引发暴动等社会矛

盾的爆发。如在我国，大多数人产生了被剥削的感觉，

并诱发出一种有人所说的极端不平衡的心态：人家住

新房，我为什么住不起？人家一年好几次出国游，我为

什么出不去？为平衡自己的心态，有很多人希望少付出

而得到高收入，或是幻想一夜之间能暴富，从而使造假

成风，甚至有人认为用偷抢会来得更快，使社会风气每

况愈下等。这再次说明会计信息不仅有经济后果，而且

有社会效应，绝对不是纯技术。

分配反作用于经济。只有克服分配不公，才能促进

社会和谐，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也才能促进全面的、有质

量的经济效益的增长。为此，重要任务之一是必须深化

会计改革，构建与经济效益的计算与衡量要求相适的会

计核算模式。下面就这个模式提出五点初步设想⑤。

（一）因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要求企业经济效益

计算与衡量必须有相应多种表现形式，进而要求重新

确立会计反映和控制的对象

经济效益计算的多种形式，要求会计反映和控制

的对象，不能只局限于形成财务效益的企业经营资金

运动方面，而是应扩展为经济效益形成和分配的全过

程及其各个特定方面。如形成现金流动效益的企业现

金流动及其结果方面，以及形成国民经济效益的企业

生产经营活动对整个国民经济所作贡献方面等。

（二）会计实体成为多样化服务对象的经济效益主体

笔者认为，企业只是形式上的会计主体。实质意义上

的会计主体应该是：由不同空间（甲企业、乙企业……）、

不同时间（过去、现在和将来）及类别（财务效益、经营

效益、现金流动效益和国民经济效益等）经济效益构成

的统一体和分裂体。比如，对下面两笔经济业务，可以

从不同的经济效益主体进行会计记录。

［业务一］企业以调拨价 150 元 / 吨购进 1 000 吨

原油进行加工，而此时市场原油的公平市价为 200

元 /吨。对这项经济业务，传统会计按企业实际资金支

付作账为：

借：原材料 150 000

贷：银行存款 150 000

但如果按企业应该支付作账，其账务处理为：

借：原材料 200 000

贷：银行存款 150 000

转移收入 50 000

［业务二］企业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农村招进工

人。假定这些人员若不被企业招进就会失业。当企业支

付这些工人的当月工资 8 000 元时，传统会计账务处

理如下：

借：生产成本 8 000

贷：应付工资 8 000

借：应付工资 8 000

贷：银行存款 8 000

但如果按企业对社会实际贡献来进行账务处理

（企业社会会计观点）则有：

借：国民就业经济效益 8 000

贷：银行存款 8 000

这样，会计实体就成为多样化服务对象的经济效

益主体。

（三）重新确定会计运行目标

会计系统要按照计量、报告、分析和控制经济效益

形成、分配过程的内容及要求作为运行目标。

（四）实行多样化会计方法

为了实现上述会计目标，要实行多样化会计方法。

总的要求是：准确计量，科学报告和切实提高多种形式

的企业经济效益。

（五）实行会计工作规范的多元化

实行多样化会计方法的前提条件是会计工作规范

的多元化；还要对现行的会计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上述简要地提出了为做到经济效益的增长和进行

公平、合理物质利益分配，必须构建新会计核算模式的

一些思路。也许这会成为经济效益进一步增长和破解

分配不公的方法之一，将为会计的发展开辟出新天地。

当然，建立以经济效益增长为中心的会计理论方法体

系自有难度，需要会计界共同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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