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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4_BC_9A_E8_c74_543750.htm 当人类跨入新世纪

之际，《浙江财税与会计》在全国率先开展了“财会人员是

否创造价值”的讨论，体现了编辑部同仁敏锐的创新意识。

近一年来的讨论说明，这是深得人心且极具现实意义的探讨

。财会人员在21世纪的新经济时代，其地位与作用将会发生

怎样的变化，它在企业价值贡献份额中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这是摆在财会理论与实务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一、必须从企业环境变迁的角度认识“价值创造” 比较流行

的观点认为，新经济是指建立在网络和技术创新基础上的经

济。首先，新经济带来了网络、信息科技的大发展。在网络

时代，企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改变，即由原来的从供应商、

厂商、销售商到客户的层级化的串型模式变为基于网络的层

级化的并行模式。所有的人都在网上，每一个链条上的情况

对每个厂商来说都是透明的，中间环节可以省去，大大节约

了交易成功的时间。互联网还进一步推进企业的国际化，使

虚拟经营、跨国联盟成为可能，加快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

伐。 互联网改变了传统财会创造价值的观念，带来了财会工

作的革命性变化。就财务会计空间和时间上的变革而言，它

从本质上延展了财务会计的能力和质量，使财务会计的“价

值创造”达到原来不可企及的水平；货币的电子化以及在此

基础上的网上支付、网上结算，加快了资金周转速度，降低

了企业的资金成本；网络经济条件下，还使库存和销售部门

的业务员可以使用手提信息设备输入各种商品／劳务数据，



通过互联网传送给财会系统，公司职员可以借助于联网的信

息终端申请借款、填报各项收支，财务和企业主管可以利用

移动终端联网查询各种财会数据，财会人员在授权情况下也

可以实现家庭办公。所以这一切，均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工

作效率和竞争力。 在网络、信息技术条件下，财会人员需要

依据与企业其他业务工作的协同来实现价值。如财务与营销

的协同等，使企业财务资源和业务活动可以直接挂钩，实现

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网络经济促进了

企业电子商务的发展，财务会计借助于电子预算使远程财会

处理与信息核算成为可能，从根本上促进了财务与业务的协

同，包括与企业内部各部门的协同、与供应链、虚拟组织的

协同和与社会部门的协同。内部协同业务包括对企业全程业

务的协同，从网上采购到网上销售、网上服务等，财务部门

的预算控制、资金准备、网上支付、网上结算工作与业务部

门的工作协同进行。与供应链的协同如网上询价、网上催账

等，与虚拟组织的协同如围绕企业核心业务提高加盟企业的

整体竞争实力，共同获取超额收益等，与社会部门的协同如

网上银行、网上保险、网上报税、网上报关等。网络、信息

技术与手段使财务会计创造的价值具有极强的“模糊性”。 

其次，新经济使企业内部结构发生了变革。其表现为，企业

各部门功能开始融合、交叉现象产生，财会部门的综合管理

功能增强，有些条件具备的大型公司借助于组织结构“扁平

式”的时机，组建财务公司，通过证券、股权投资，或上市

筹资等形式，直接为企业创造价值。《浙江财税与会计

》1999年第10期介绍的浙江省轻纺集团公司试行的财务费用

承包责任制可以看成是企业扁平化条件下财务公司发展的一



种雏型。然而，对于更多的企业来讲，今后企业组织结构变

迁将主要通过内部市场化手段使各管理部门直接参与“价值

创造”。 企业内部市场化提高了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或生

产、经营较为密切的企业集团的经济效益。企业市场化机制

的主要内容包括：（1）各项管理权是按市场需要授予各个内

部组织的，从而使管理层次减少，企业内部组织结构趋向“

扁平化”。（2）企业内部纵向组织结构间的管理关系，不再

是等级森严的“集权式”自上而下的管理，下属部门和单位

摆脱了从属、被管理的地位，而作为具有较强独立性、拥有

较大的自主权的内部企业或公司，实行“自主式”管理；原

企业内部横向组织结构间的协作关系转变为内部市场交易关

系。（3）作为投资中心的企业最高管理层只负责完成某项任

务所需的投资，只对投资的保值、增值负责；作为利润中心

的各下属部门和各单位要对运营这些资产获得最大利润负责

，并有权在企业内部市场或直接从外部市场中获得完成任务

所需的各种最经济的资源（包括人、财、物、服务等），并

可在企业内部市场甚至外部市场采取兼并、收购等方式进行

发展。（4）企业内部的管理手段，也由传统的行政手段，转

变为新型的市场调控手段。企业最高管理层不再对下属的具

体经营进行干预，而重点考核其内部利润，内部企业也由于

内部市场竞争直接关系到其切身利益，有了压力和内在动力

。 内部市场化管理作为一种制度创新，是以财务制度创新为

前提或核心的。它通过以下三个转变为企业创造价值服务，

即：企业行为由总体转向个体；内部交易由计划转向市场；

经营管理制度由静态转向动态。实践表明，企业内部市场化

机制的引入，有助于加强管理，增强企业应变力，提高企业



整体效益。财务会计部门为保证企业实现“价值创造”的最

大化，必须对各内部企业进行引导并保留对各内部企业的监

督、调控权，即既有硬的一面，又有软的一面。“硬”的方

面是企业最高层要运用内部价格、内部审计、内部企业破产

、兼并等各种“硬”手段进行有效监督，发现问题，及时解

决，才能有效地调控整个企业，保证企业内“分而不乱”。

“软”的一面是要完善企业文化（CIS），用企业文化规范和

引导全体员工的行为；同时运用战略计划等手段引导各内部

公司（企业）向符合企业整体利益的方向发展。 二、必须结

合财会职能的转变理解“价值创造”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步

伐不断加快，我国企业即将迈入WTO，以及现代科技手段的

应用，企业财会职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再仅仅局限于

传统的核算和管理，而是在搞好商品经营的同时，积极投身

于资本经营（财务公司是最具代表性的职能扩展），通过财

务筹划、资本结构调整等手段获取超额利润。譬如财会工作

者借助于资本市场获取风险资本收益，就是财务会计为企业

创造价值的一个有力佐证。现以资本结构调整对公司股票市

价的影响为例，说明财会工作在创造企业价值中的地位与作

用。 假设某企业投资总额为3000万元，负债与股本比例为2

：1，年债息率为5%，年权益资本必要报酬率为20%，年息税

前利润600万元，流通在外普通股10万股。此时（计算过程见

附表）： 公司加权平均资金成本＝股票资金成本率×股票市

价／股票与负债总市价＋负债资金成本率×负债市价／股票

与负债总市价＝20%×2500/4500 5%×2000/4500=13.33% 发行

在外的股票市价＝股票市价／发行在外股数＝2500万元／10

万股＝250元／股 若在投资总额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结构由原



来的2：1（负债：股本）调整为3：1，此时： 公司加权平均

资金成本＝20%×2437.5/4687.5 5%×2250/4687.5=12.8% 发行在

外普通股市价＝2437.5万元／9万股＝270.83元／股 项目 2：1

资本结构 3：1资本结构息 税前利润 600万元 600万元 利息 100

万元 112.5万元 税前利润（普通股盈余） 500万元 487.5万元 股

本收益率 20% 20% 股票市价 2500万元 2437.5万元负 债市价

2000万元 2250万元 总市价 4500万元 4687.5万元 （注：已知：

①股票市价×股本收益率＝普通股盈余②负债未上市交易） 

上述运算表明，通过结构调整，公司综合资金成本率下降0.53

个百分点，每股市价上扬20.83元。可见，加权平均资金成本

的高低成为决策或衡量最佳资本结构的一个重要杠杆。 综合

分析，在资本结构2：1情况下，负债为2000万元，股本为1000

万元，在负债率5%以及股本收益率20%时，通过市场运营，

总资本增值了，即总市值变为了4500万元。从原来的资本结

构看，负债占了全部资本的近70%（2000/3000），然而营运

以后，负债比重变成了（2000/4500）约45%，相当稳健了。

进一步，若将比例（资本结构）调整为3：1，此时负债2250

万元，股本750万元（实现方式是通过负债250万元购入1万股

（250元／股×1万股）流通在外的股票＜即作为公司拥有的

库存股＞），表面上看，负债率大幅度提高，即超过了70%

，然而由于该公司可通过市场运营（上市公司），从市价上

看，负债率为50%左右，仍相当稳健，并且总市价比原来的2

：1结构还要高187.5万元（4687.5-4500），显然是“财务出效

益”了。 值得说明的是，上述调整是在资本市场具有有效性

，资本结构调整具有相当的独立性的假设条件下进行的。这

两点目前在我国还有一定的限制。比如，我国《公司法》对



股票回购行为就有十分严格的限制。《公司法》第149条规定

：“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但为了减少公司资本而注

销股份或者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时除外”。另

外，该条还规定：“公司依照前款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票后

，必须在十日之内注销该部分股份，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

理变更登记，并公告”。由此可见，我国法律不允许公司拥

有库存股。 三、小结 财务会计创造价值具有特殊性，一方面

，它与企业其他业务部门，以及网络虚拟组织之间相互交融

作用，为企业“价值创造”发挥着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

借助于自身独特的地位，如财务公司等，主动参与企业内、

外部市场（如资本市场等）直接为企业创造价值。总之，财

务会计作为企业的一项重要管理工作，它能够为企业创造价

值。对于绝大多数企业而言，财务会计创造的价值，在很大

程度上具有模糊性，难以精确地加以计量。事实上，正是由

于这种模糊性的存在，才使得财会工作的重要性在企业中得

以充分体现；也正是由于这种模糊性的存在，才能够推动以

“财会管理为中心”的思想与方法在企业中的全面贯彻执行

。正如有的同志所说，财务会计创造价值，实质上是理财家

凭借其智慧或智能为企业创造新利润源泉或资产增值源泉的

过程。财务会计创造价值能否为社会所认可，并不单纯是价

值能否量化或如何量化的问题，而是价值观念的转变，即要

树立“管理是生产力”、“知识就是金钱，知识创造价值”

的新观念。我们预言，在21世纪的新经济时代，财务会计创

造价值将会变得更明显，并将在企业管理中发挥更大、更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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