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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投资效益理论研究综述

．田 夫

一、 关于投资效益的基太含义

对于什么是投资效益， 一 般都认为， 投

资效益就是投资领域或投资活动巾投入与产

出的比较或者所费与所得的比较。 但是， 由

于对．产出
“

和 ｀所得“ 的具体含义理解不同，

而形成了对投资效益概念定义理船的差异。

第一种观点是 “一 般成果说” 。 持此种

观点者认为， 投资效益作为投资领域或投资

活动中投入与产出、 所费与所得的比较， 其

内涵应该包括投资过程中的总投入和总产

出， 应是劳动消耗总和与所得成果总和之间

的比较。 因此， 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计算、 资

金税率的综合评价以及其他宏观经济效益指

标， 都要把投入的全部劳动考虑在内。 如果

把产出和所得定为有益成果或正数， 就会把

亏损企业的劳动消耗排斥在社会总劳动（投

入）之外 ， 从投入产出关系上国民经济综合

平衡就会遇到困难， 宏观效益就不熊成为国

民经济整体的经济效益。

第二种观点是 “有益成果说” 。 该观点

认为投资效益虽就一般而论是指投资活动中

投入与产出、所费与所得的比较， 但其特定

的含义则是指投资活动的结果所能给社会和

人们带来的收益、 受益和利益。 它的有无或

大小要由它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来决定。 无

用和有害的成果构不成效益， 只有有用和有

益的成果才能构成效益。

第三种观点是 “净成果说” 。 该观点认

为， 投资效益作为 一个经济范畴， 具有自然

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 投资效益的双直属

性， 决定了投资效益的实质必须是节约和满

足需要的统 一
。 投资全过程（包括建设过秤

和投资实体的使用过程）中如何以最小的消

耗取得重大的成果， 始终是投资效益的基础

和内在要求。 为了真实准确地反映出投资全

过程的节约程度， 在投入与产出、 所费与所

得的比较中， 产出和所得的内涵， 就不应是

简单的成果总和 ， 而只能是所得扣除所费、

产出扣除投入的净成果 ， 或者是投资 “ 带

来” 的新价值。

第四种观点认为， 将投资效益概述为投

入与产出、 所费与所得的比较， 其含义并不

明确。 因为投入与产出、 所费与所得的概

念， 一 般只适用于物质生产领域和生产性固

定资产投资；而投资效益问题， 则不仅只涉

及物质生产领域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 它

既包括直接效益， 也包括间接效益， 它既可

以体现为收益的增加 ， 又可以体现为支出的

节约。 特别是对千非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而

言 ， 投资实体在使用过程中的效益， 更多的

是表现为它能否满足和符合社会需要的程

度。 因此 ， 用劳动消耗与获取效用之比更能

说明投资效益的性质。 为了确切地表述投资

效益的含义， 可以将其归结为投资领域和投

资活动中费用与效果的比较。

第五种观点则认为， 从宏观经济运行角

度考察投资效益时 ， 不但应考虑投入和产出

的比较， 而且应考虑投资过程会对经济体系

的运行效率产生什么影响。 投资的过程可以

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把国民收入中的

一部分转化为储蓄， 即筹措投资所需的资

金；第二阶段是把储蓄转化为实物投资 ， 即

使用第 一 阶段所筹措的资金， 实现投资过

程。 投资资金的筹措过程虽不直接决定投入

和产出的比率，但却会从投资资金的筹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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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投资咨令的筹措方式两方而对经济体系

的运行效杠产生重大影响。 从1此， 投资效益

应该包拈投资资金的等措效益和投资资金的

使川效益。

二、 关千投资效益的主要特征

第 一 种观点认为， 投资效益具有多层次

性特征。 因为投资运动全过程所经历的不同

阶段有不同的产出形式， 使得投资的投入与

产出对比关系呈现多层化。 固定资产或生产

能力， 是投资运动在建设阶段的产出形式，

投资与固定资产的对比， 是投资效益的第 一

大层次。固定资产交付使用后，是投资运动的

生产性阶段或使用阶段， 生产的成果和固定

资产的使用效果是这 一 阶段的产出形式， 投

资与这个阶段生产成果和使用效果的对比，

是投资效益的第二大层次。 这两个层次的效

益相互制约， 构成了投资效益的全部内容。

第二种观点认为， 投资效益具有有效性

特征。 它包括四层含义： （1）所有投资都必

须形成一定的固定资产， 这是最起码的前

提。 (2)形成的固定资产必须是有用的。

(3)形成的固定资产必须是社会需要的。

(4)不管是非生产性投资还是生产性投

资， 都要以尽掀少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来增

加尽匮多的固定资产或尽快形成最大的生产

能力， 并在投产或使用阶段， 以尽抵少的花

费取得尽显多的经济成果和经济利益。

第兰种观点认为，投资效益具有全局性

特征。 投资效益的高低， 不仅对建设领域而

且对整个生产领域， 不仅对投资项目本身而

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都会产生重大影

响。 首先，投资效益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生产

效益。 在投资一 定的情况下， 建设过程形成

的生产能力的多少和质量的高低， 直接关系

到个业生产经营成本的高低和收益的多寡。

其次， 投资效益还事关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

关系。 在国民收入增长一 定的条件下， 单位

生产能力所需投资的多少， 首先影响着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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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

涫四种观点认为，投资效益具有长期性

特征。 一方面， 由投资实体作为生产手段和

其使用期长的特性所决定，投资效益对整个

国民经济将产生长期的影响；另 一方面，投

资效益本身是一 个长期积累的总和， 只有通

过较长时期的观察， 才能真正评价 一个建设

项目投资效益的高低。

第五种观点认为， 投资效益具有整体性

特征。 它表现在两个方面: (1）投资效益要

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 个别投资效益要同社

会投资效益相统一， 局部投资效益要同全局

投资效益相统一， 微观投资效益要同宏观投

资效益相统一， 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 构

成了投资效益统一的整体。 (2)投资本身

的初级效益和最终效益， 建设阶段的效益和

投产使用的效益， 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

统 一整体。

第六种观点认为，投资效益具有综合性

特征。 影响投资效益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投

资效益的表现也是多方面的。 既有经济方面

的效益， 又有政治及社会环境等方面的效

益；既有个别、 微观和局部的效益， 又有整

体、 宏观和全局的效益；既有眼前直接的效

益， 又有长远的比较间接的效益。 由于影响

投资效益的各个因素往往是相互联系的， 因

此， 对投资效益的评价， 就应当从实际出

发， 综合考虑得失， 讲求综合的最佳效益。

三、 投资效益的宏观与微观分类

（一）宏观投资效益与微观投资效益的

区别及含义。

将投资效益区分为宏观投资效益和微观

投资效益两个不同层次， 这是近年来投资效

益研究工作取得的一 个重大进展。 微观投资

效益， 一 般是指个别建设项目的投资效益，

或者是对某个经济单位或某项建设活动从建

设单位本身的经济利益及经济核算的角度所



考察的投资效益。 对此，学术界的看法是一

致的。 但对什么是宏观投资效益，人们在认

识上却存在着较大的意见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宏观投资效益， 主要是

指国民经济全局的、 长远的经济效益， 或者

是对某项具体的投资活动从国民经济有机联

系的整体上来看的投资效益。 宏观投资效益

和微观投资效益的区别，主要是因为评价的

角度不同。

另 一种观点认为， 宏观投资效益主要是

指一个国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总投资的总效

益。 它由全社会个别建设项目或各部门的投

资效益综合组成。 宏观投资效益和微观投资

效益的区别，在于总量和个量的差异。

（二）宏观投资效益和微观投资效益的

关系。

第一种观点强调宏观投资效益。 认为宏

观投资效益与微观投资效益是一 对矛盾的统

一体，宏观投资效益是主体，微观投资效益

是基础。 在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

下，讲求投资效益，首先是要讲求宏观投资

效益。 当微观投资效益和宏观投资效益发生

矛盾的时候， 前者应该服从后者。

第二种观点认为，投资效益作为投入与

产出的比较，微观投资效益同宏观投资效益

应该是统一 的。 没有脱离微观投资效益的宏

观投资效益，也不会有脱离宏观投资效益的

微观投资效益。 微观投资效益作为宏观投资

效益的坠础，只有自身效益好了，宏观投资

效益才可能好。

第三种观点认为，宏观投资效益和微观

投资效益是投资效益不同层次的两个范畴。

任何一 项投资，客观上都必须考虑两个方面

的问题，一 个是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国民

经济综合平衡的要求来确定投资方向的问

题， 即 “定向 ” 问题； 一个是投资方向确定

之后， 如何进 一 步确定投资的具体方案，采

取有效措施， 以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

劳动成果的问题， 即 “ 定案 ” 问题。 前者产

生的效益表现为投资的宏观效益， 其着眼点

是国民经济全局投入产出的比例关系，属千

“算大帐“ 问题；后者产生的效益表现为投

资的微观效益，其着眼点是建设项目本身的

投入产出关系，属于 “算小帐 ” 问题。 在具

休的投资活动中，两者相万依存，构成一个

浇一的整体。

四、 投资效益的考核及评价

（一）投资效益的衡量。

第一种观点认为， 社会主义投资效益的

实质是用最省的投资，形成尽可能多、 尽可

能好的生产能力和使用效益，投产后以尽可

能低的生产成本，生产出价廉物美的产品，

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投资效益要

用最低的投资消耗和投资占用，完成预期固

定资产建设，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新的物

质技术基础，为改善人民生活提供物质条件。

第三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投资效益就

是在花费一定数量的投资下，取得最多的符

合社会需要的固定资产和生产能力。

（二）投资效益指标体系。

第 一种观点认为，任何一 项投资，其效

益都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是从建设

项目本身及其部门、 地区角度考察；二是从

国民经济角度， 从全社会固定资产再生产整

体联系考察。因此，投资效益指标体系也应分

为反映宏观投资效益的指标和反映微观投资

效益的指标。

第二种观点认为，从国民经济管理体制

及核算体系的现实状况来看，主要分为国

家、 部门（地区）和企业三个层次。 与此相
一致，投资效益指标体系也应当包括上述三

个层次。

第三种观点认为，从固定资产投资运动

的全过程来看， 它 一般可以分为项目建设和

投资实体使用两个阶段。 在这两个阶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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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养老和老人f1我，养老。

上湖是全国最启内经济中i＇．凤巾· 大批从事组介活动的．，、脂涌同上海， 造成人口结构的

巨大变化， 他们大多是劳动适龄人 u, 年龄轻． 这祥上湖人口的年龄銡沟也将变轻些、 合理

些。 此外， 当前上海人口平均期望寿命已提高到76岁， 这为老人参与劳动提供了年龄条件上

的保证。 随茬家庭规模继续缩小， 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和度逐渐提高， 老年人的活动天地越来

越多地移向社会， 老人参灯愿望今后将愈加强烈。 根据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需求， 一部分知

识和技术层次较高的部门可试行适当推迟退休年龄的 “弹性退休制度 ” 或回聘制ffi:, 同时还

要考虑更多的老人参劳形式， 开拓更多的老人参劳渠道。

4. 考虑到近阶段计划生育政策不会有大幅度的调整， 上海全市人口的自然变动在近期

的微波动后， 将进入持续人口零增长， 市区人口进入负增长。 长期人口的负增长会带来一系

列社会经济问题， 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 因此， 上海的计划生育T4作应该在市民理解

和接受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大前提下， 突出优生、 优育、 优教， 提高人口素质，同时对于独

生子女家庭的下一 代， 要逐步、 缓慢、 稳妥地向可以生育两孩过渡，使生育达到更替水平。

总之， 控制人门增长从来都是通过数且的调控和素质的提高两个方面来综合实现的， 计划生

育工作， 应从上旃人 11 自然变动的新特点出发， 工作重点应向大力提高人口素质、 优化人口

结构妆移。

5. 随若上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外来流动人口急剧增长，并不断有新的

高峰出现，目前已高达280 万左右，其中常住上海的有130万人， 外来建筑民工80万人。 外地劳

动力和专业人才已成为上海建筑业、 近郊农副业以及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中的一支重要的劳

动夫军。 随着上海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外米人口还会进一步增加。 在全部流动

人r·1中， 固然有不少城市人口作多因多向流动， 但大多数仍是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农业剩余劳

动力。 他们抱竹谋求新职业赚取高收入的强烈愿望涌向上海。 流动人口对上海社会经济的发

屉、 建设和管理带米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有利也有弊。 我们必须形成一种对流动人口的制约

力， 来调控机引导流动人口． 切成优化的人口结构。 为此， 我们必须运用市场机制， 促进人

力灯源优化配笐。当前应该充分利用经济杠杆的作用，如物价、工资、租金、税收等，制定一套科

学的对待流动人口群的政策体系机管理办法（如推行 “ 心中户口 ” 制度和＜＜寄住证＞＞、 ＜＜ 务
.7证沪制度等）， 便众多低系质的流入人口不能轻易在K泄谋生和滞留， 面对高素质的流入

人口付强烈的吸引力， 促使流入人口向高层次、 高素胧礼化， 并为第二次恀民作准备。

（上接第59页）资立运动的特点不同， 投入

产出的形式不同， 效益考核的侧重点也不 一

样。 因此， 投资效益指标体泵应分违设阶段

，i !使用阶段两个层次的诣标。

第四种观点认为， 固定资产经济效益指

标体系应包括四类： 反映固定资产投资活动

的经济效果的指标， 反映围定资产投资活动

的劳动耗费的指标， 反映效果 ＇j劳动耗费；i寸

比关系的经济效半间指标以及时间指忭。

第丘种观点主张以国家统计局 1982年颁

布的九项指标为投资效益指标体系中的主要

指标。它们是建设工期、 单位生产能力（或

效益）投资、 达到设计能力年限、 投资回收

年限、 建设周期、 未完工程资金占用率、 平

均单位综合生产能力（或效益）投资、 固定

资产支付使用率和投资效果系数。 其中， 前

四项为反映微观投资效益的指标， 后五项则

K要用千考核宏观投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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