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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业诞生，到现在为止刚刚走过了十年多的发展历程，无

论从从业规模还是完成的业务量来看，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

良好态势。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现代企业制度

的推行，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资产重组、转让、兼并、出

售、联营、合资等经济活动日渐增多，涉及产权变动的经济

行为均需要由独立的社会中介机构对涉及到的资产的价值量

进行客观评估。这为中国资产评估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契机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资产评估已在国民经济建设、

国有企业改革、市场机制完善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

是现状不容乐观。现实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严重制约着中

国资产评估业的发展：资产评估基本理论不成熟、体系不完

善，行业法律法规制定滞后，行业中部门垄断、多头管理得

力留问题仍然存在，评估机构体制不完善，评估人员职业道

德和风险意识亟待强化，等等。而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国

家，资产评估业已具有百年以上的发展历史，不仅具有相当

的规模和影响，而且积累了丰富经验，成为经济活动中不可

或缺的经济鉴证类中介服务行业，为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转发

挥着积极的作用。可以说，在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资

产评估业已经较为成功地找到了本行业的自我定位，发挥应

有的作用。如19世纪后期，美国就出现了专业的评估公司，

英国于1868年就成立了评估专业团体；到现在，诸如美国评

估协会、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协会、评估师和拍卖师协会、



收益估算和评估协会等行业组织十分活跃；国际评估准则委

员会、欧洲评估协会联合会、东南亚联盟评估联合会等国际

性组织也为评估业的发展和规范作着不懈的努力。国内外强

烈的反差，似乎凸现出资产评估业在中国的薄弱地位与作用

。当前，中国资产评估理论界和实务界都面临着这样一些问

题：资产评估业在中国市场经济中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地位？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资产评估业应该发挥什么作

用？迈入新世纪、直面WTO挑战的中国资产评估业将走向何

方？如何解答这些问题，将决定着中国资产评估业如何生存

与发展。回顾历史，立足现在，展望未来，我们需要从不同

的视角剖析和认识中国资产评估业的地位与作用。一、中国

资产评估业发展与管理回顾（一）中国资产评估业的产生与

发展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资产评估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企业

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在引进国外评估理论和方

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十多年来，资产评估从无到有，业

务范围、种类、数量日益扩大，资产评估管理水平日益提高

，资产评估业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一个重要的中介

行业，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无疑发挥着日益重

要的作用。1、以市场为纽带的对外经济交往呼唤资产评估业

的诞生和发展。现代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而中国的资产

评估业就是在这样一个经济环境下产生的。在经济全球化的

浪潮中，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

设备和管理技能尤为重要。随着中外合资、合作、对外长期

投资和对外出售产权等行为不断增多，就要求必须合理确定

中外双方的交易底价。1989年，大连市政府率先做出尝试，

规定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进行合营时，必须对中方资产进行



评估，这标志着资产评估业在中国的诞生。在中外合资、合

作的过程中，无论投资主体使用有形资产还是无形资产进行

投资，投资双方对于资产定价行为都极为敏感。在双方信息

不对称的情况下，最为合理的方法就是聘请专业服务机构按

一定的程序，运用科学的方法，对各类投资对象和投资手段

的价值进行估算和度量，以作为实施投资行为和与被投资方

经济交易的依据，这种评估服务既是吸引外资流入的基础工

作，又是维护国家民族权益的重要技术保障。2、国有企业改

革的必然要求。从西方成熟的资产评估业来看，经历了一个

由各国自发发展逐步过渡到地区性、国际性发展的过程，也

经历了一个从民间自律性管理到政府部门不断加强管理和干

预的过程。相比之下，中国的资产评估业的产生与国有企业

改革紧密相联，是政府推动的结果。这是由我国的特殊国情

决定的，不仅是因为国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有绝对大比

重，而且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客观要求。可以说，国有企业

投资主体地位的逐步确立，是我国资产评估业产生和发展的

内在动因。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始于1979年，先后经历了以放

权让利、两权分离、政企分开为特征的多种经营方式的改革

尝试，如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资产经营责任

制等。这些措施的共同特点是，企业在上交国有资产收益的

前提条件下，逐步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成为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独立投资主体。国有企业在逐渐向市场经

济过渡的过程中，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有必要对交易客

体的价值进行科学度量。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对资产评估

服务提出了客观要求。1991年11月，国务院以91号令的形式

颁发了《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规定国有资产产权或经



营主体发生变化时，必须进行资产评估。自1989年至1997年

末，全国资产评估行业累计评估国有资产4.2万亿元；截

至1998年末，经过资产评估在深圳、上海两个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股份公司达到851家，股票交易市值达1.9万亿元，占当

年GDP的24.4%，此外还有43家公司在境外发行股票、上市交

易。[2] 资产评估是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历程而逐步发展起来

的，因此在发展初期注定承担主要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的历

史角色。3、产权改革和产权市场发育的必然要求。产权流动

和重组行为中存量投资方式的出现，是资产评估业发展和壮

大的直接推动力。在经济发展中，有两个途径可以优化一国

的产业结构，一是增量调整，二是存量调整。在我国，增量

调整一直是调整产业结构的主要手段。新增投资的渠道包括

国家财政预算内投资、自筹投资、银行贷款、利用外资等。

存量调整是指在产权关系明晰的前提条件下，通过生产要素

在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间的配置，改变或优化产

业结构，本质上是经营资产通过市场作用，按照利益最大化

原则，重新排列组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出资人是以存

量资产来出资的，必须明确各出资者的出资数量，以确定未

来投资收益分配，这就要求对存量资产进行较为准确的价值

评估。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企业之间出现了横向

经济联合的趋势，以企业集团、股份制改造、企业拍卖、转

让、合并、兼并、收购等形式进行的资产重组活动逐渐发展

起来，国有企业改革突破了存量资产僵化不动的局面。对于

收购其他企业产权的投资主体而言，实际上是在实施投资行

为。对于投资者来说，为了确保投资安全，确定投资对象的

产权归属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同时还要把与存量资产相



关的债权、债务关系理清，对出让方的对外投资或接受外来

投资进行清查核对。有关方面还需要委托中介组织对存量资

产价值进行审计和评估。在这种投资方式下，资产评估就成

为市场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服务中介。据统计，从1989

年1998年的十年间，我国以企业兼并为目的的资产评估价值

达到1058.63亿元，以企业破产清算、拍卖出售、结业清算为

目的的资产评估值达1471.85亿元。这表明，在中国存量资产

的流动和重组过程中，资产评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有力的

推动了产权市场的发育和完善，较好的维护了产权各方的权

益。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改革过程中

，我国也开始逐步引进国外的资产评估理论与方法，并开始

建立我国的资产评估管理体制，积极地为市场经济改革服务

。在政府的推动下，国有企业产权变动和存量投资行为中资

产评估被广泛采用；非国有企业为了维护其所有者权益，也

逐渐对资产评估产生共识，资产评估由国有经济不断拓展到

非国有经济。随着评估业务的扩大，评估机构和评估从业人

员不断增加，截至1999年下半年，全国共有资产评估机

构3800多家，从业人员6万多人，其中注册资产评估师1.4万多

人，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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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