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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性，产品的寿命有限性，导致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形式趋

向于按照项目来实施，从而产生了以项目为对象的核算方式

，这种核算方式，可以对一个项目结果作出最终完整准确的

说明。 一、会计核算在现代经济活动中的局限性 现代的会计

损益核算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要表达关于一项经营活动的结

果，而其基本方式就是以收入减去费用得到关于该项经营活

动的利润。而会计基本理论中存在一个理性的假定-持续经营

假定，正是由于这一假定从根本上否定了核算一项经济活动

的最终结果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就不可能对没有终结点的

过程做出完整的说明。基于这一假定，作为本身应该说明一

项经济活动全过程结果的会计核算，却无法说明一项经济活

动全过程及其结果，于是在确认损益结果的计算时，会计损

益核算必须遵守会计分期假定。而遵守会计分期假定，则必

然使得会计核算的结果，包括收入费用和利润这一系列指标

，都具有了其重要的特征-期间性。这就是说，现代会计所计

算确认的收入、费用和利润都只是一定期间的结果，因而也

只是对一定期间所作的说明，而不是对全过程最终结果的说

明。由于持续经营假定的限制，现代会计不可能将各个期间

的结果进行汇总处理，以期获得关于一项经营活动的最终结

果的结论。 应该看到，由于会计分期假定，使得各个期间的

会计资料在形式上表现出彼此间的独立性或者说无关联性，

并未表现出关于同一时间过程的内在统一性。由于这些资料



只对本期间作出说明，因而也就未能显现出对各个期间资料

进行时间价值调整的内在统一性和内在必然性。而在现代经

营活动中，我们对一项经营活动全过程的最终结果作出核算

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表现在一般所谓持续的生产经营活动

本质上是分段落进行的，也就是说，经营活动实质上是由若

干时间长度有限，且彼此相对独立的经营活动段落在观念上

连接而构成的。 二、固定资产是微观主体经营活动的形式和

时间组织特点的关键因素 随着企业固定资产的专门化趋势日

益加强，以至于最后微观主体的经营活动将围绕固定资产的

性质和特点而得以组织和进行。因为固定资产是以其自身的

使用价值的发挥来为企业服务，也就是说企业经营活动过程

所消费的是固定资产的使用价值。以使用价值来为企业服务

的资产，典型的就是生产经营能力资产，而生产经营能力资

产的主要内容就是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本身的自然性质尤其

是经济性质决定了其寿命的有限性。随着固定资产的形态改

变，其效用的降低乃至消失也是必然的。因此企业生产经营

活动的时间特征就取决于固定资产的寿命特征，而企业的生

产经营活动也就表现出是由若干个有限时间长度连接而成的

过程。 还应该指出的是，在固定资产的寿命周期内，经营活

动本质上是简单重复的过程。当经济寿命结束时，才又开始

一个新的寿命周期过程。所谓扩大再生产其实是寿命周期之

际的时点行为，这一行为完成后，就形成新水平上的简单再

生产。如果在生产过程中存在扩大再生产，实际上就意味着

原规模水平的简单再生产已经被人为地终结而开始一个新的

简单再生产项目。虽然结果表现出生产规模的扩大，但这必

然是在新规模水平上进行的简单再生产。严格地讲，所谓扩



大再生产，只是一种投资行为，是一种对生产规模或时间属

性具有改变意义的外在因素，而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因而

它决不可能是具有持续特征的生产行为的一个具体类别。 三

、产品寿命周期现象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在时间组织特征上的

重要影响 这种现象源于宏观方面的经济结构调整因素，这种

调整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是使得任何消费品都具有有限的

寿命周期，其经济寿命周期日益缩短，产品更新换代将会加

快。而产品经济寿命周期日益缩短，必然会选择小批量、订

单式的商品生产模式。同时，这种产品的寿命周期特征又必

然导致生产过程自身的技术结构的调整。而在现代经济活动

的高技术含量特征的经济，则表现就是在总资产中固定资产

的比重日益提高和其技术性日益先进化，决定企业生产组织

时间性特征的固定资产专业化特征也日益明显。资产日益专

业化又使得企业按照某一种特定产品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来组

织的特征更加明显。于是，在企业这种经济活动组织形式的

基础上，现代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就开始产生一种新的

组织形式-项目。项目意义其实就是一次完整的资本投放和回

收过程。同时，一次完整的资本投放和回收过程也就是固定

资产的经济寿命周期过程。 既然一个项目的寿命周期过程取

决于投放于其中的固定资产的寿命周期过程，那么这里就产

生了一个可能，即按照固定资产寿命周期亦即按照项目的完

整时间过程组织核算的可行性，也就是核算每一个按照固定

资产寿命周期确定的经营活动可能的最终结果。这种核算，

也就是对一个时间长度有限的经营活动过程所进行的核算，

也就有可能将这样一个过程的全部内容以及最终结果进行完

整准确表达。 四、怎样进行以项目为对象的会计核算 首先，



将项目作为核算的对象。在项目核算具体内容上可以按照项

目全过程的全部投放资本和回收资本作为具体损益核算的内

容。在这里，资本的投放就类似于费用，而资本的回收就类

似于收入，资本的净变动额就类似于利润。显然项目核算就

其具体内容而言就是以现金流量为其损益确定的核算对象。

因为在观念上，项目核算的实质是将一个项目作为一项投资

加以评价的，而评价一项投资活动的损益就是对比其投入产

出内容。而表达一项投资活动的投入产出内容的本质虽然是

资本变动额，但是资本变动额最终必然表现为现金流量。事

实上，正常的资本投入通常表现为现金流出量，而正常的资

本回收则表现为现金流入量。所以将一个项目的所有投入与

产出加以比较，也就是将该项目的所有现金流量加以比较。

在项目核算的观念中并不存在持续经营和会计分期假定，因

而不强调资本的循环，也就没有“资产”范畴存在的理论基

础，因此只能以现金流出与流入为基础确定项目的损益，尤

其是从投资者角度上讲，这一观念正符合损益的本来意义。 

其次，在核算程序上，遵从将全部投入与全部回收加以对比

的原则，即使项目终了，也要将剩余投入内容变现为现金流

入量而不留下所谓资产内容。而投资项目的寿命周期既然是

一个时间长度有限的过程，因而对这种对比其全部投入产出

内容的结果加以评价也就是可行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说，在

这种损益确定观念下，整个投资及回收过程就是一个期间，

并不存在跨期问题，也没有期间之间的流转。 最后，还应该

指出，在关于以项目为核算对象的核算体系中，将生产经营

活动过程理解为一个简单再生产过程和时间有限的过程，所

以项目核算体系就可以对一个项目实现全过程最终结果的核



算。当然也就存在对这一个有限过程的全部现金流量进行全

过程时间属性统一调整的可能。也就是在项目核算体系中还

存在时间价值调整计算的内在可行性。而在项目核算中，由

于对一个项目可以实现全过程最终结果的核算，从而可以避

免这种缘于分摊而产生的近似性，对经营活动全过程全部结

果加以准确的说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