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背景

JD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总部设在S市,是一家以低温仓储为特色、以食品物流为主营业

务、兼营配送、加工业务的现代化股份制集团物流公司.公司注册资本１．２亿元人民币.由

集团前总裁 X 先生、Y 株式会社等实力股东共同出资组建,具有强大的资金背景和技术

优势.
公司的经营目标是建立现代化的第三方物流体系,打造覆盖全国的物流网络,并建立电

子商务交易系统,构制连接食品物流上下游的交易平合;服务宗旨是开发具有创意性和获利

性的经营模式,在充分发挥公司的专业技术优势和规模优势的基础上,协同经营、管理、人
才、品牌、信息等诸多因素,以快速周到、价格合理的服务来满足客户的需求.公司将实行标

准化经营,通过贮备外部物流资源,构建覆盖全国的物流网络,提供跨地区的综合物流服务.
服务经营范围:
(１)提供货物搬运、仓储服务;
(２)提供第三方物流服务;
(３)提供物流电子商务平台;
(４)提供物流系统及物流方案设计;
(５)其他投资类、供应链金融类项目.
公司将采取标准化的管理,利用 ERP系统对发货运输计划和仓储计划进行集成管理,

支持库存补货计划自动化,同时可根据不同的发货计划制订运输计划,实现系统接口的有效

连接.由于在物流业务中,零担占很大部分,属小批量,配货工作量大并对配送的要求很高,
公司将通过网上订单,利用快速高效的反应来吸引客户,为其提供订货和配送服务,快速渗

透高端物流销售市场,公司未来的发展目标是成为集第三方物流和第四方物流为一体的该

冷链物流行业标准的制定企业,利用公司自身的技术优势、管理优势、资金优势和规模优势,
建立一体化的供应链来满足市场的需要,并提供所需的服务,同时保持效益的持续增长,使
公司最终发展成为辐射全国的农副产品冷链物流骨干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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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导论

一、单元概述

技术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技术方案经济效果,技术与经济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发展,以及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技术经济发展的历程,掌

握技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能够运用技术经济分析的一般程序展开研究.

二、单元重点与难点

１．重点:技术经济分析的一般程序

学习指导建议:写出主要程序步骤并梳理层级间关系,将此程序应用于实际案例分析.

２．难点:用技术经济评价的方法对方案进行定性评价

学习指导建议:以小组为单位,确定评价的总体目标,运用定性评价的方法分析实际案

例,并讨论组内评价的结果.

三、知识单元正文

随着JD物流公司的发展壮大,业务经营范围扩张,公司技术部与财务部的决策矛盾日

益激化.公司总经理召集技术部与财务部的相关人员分析原因,商讨对策.技术部张部长

说:“目前,我们要处理的技术方案有很多,往往在前期我们部门论证的多项可行的技术方案

到了财务部门就会被否决,这是技术部骨干多方搜集资料调研数据的一致意见,却总是不被

通过,导致很多骨干意见很大,觉得是财务部有意为难.”财务部李部长说:“技术部提交的多

项技术方案的论证缺乏财务盈利能力的评估和分析,不符合我们企业的财务发展目标.”总

经理多方询问后发现目前公司技术方案分析与评估的流程存在问题,需要进行流程再造,进

一步完善公司的技术分析程序.ht
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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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导论 ３　　　　

知识正文

１．１　技术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１．１．１　国外技术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技术经济学在国外一般被称为工程经济学,源于１８８７年惠灵顿(Arthur．M．Wellington)
的著作«铁路布局的经济理论».作为一名建筑工程师,惠灵顿认为资本化的成本分析方法

可应用于选择铁路的长度或路线的曲率.他首次将成本分析方法应用于铁路的最佳长度或

路线的曲线选择中,开创了工程领域中的经济评价工作.

１９１１年,美国的泰勒编写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一书,提出要用科学的方法来测定和

研究解决工厂中的技术经济和管理问题.

１９３０年,格兰特(E．L．Grant)在他的«工程经济原理»书中指出了古典工程经济的局限

性,提出了应以复利计算为基础,并讨论了判别因子和短期投资评价的重要性以及资本长期

投资的一般比较,他因此被称为“工程经济学之父”.所谓工程经济即指采用某些经济上的

比较方法,运用数学技巧,采取合理的步骤,从经济观点出发,衡量为达到某一特定目的而采

用的各种不同手段的优劣.格兰特的«工程经济原理»一书初步奠定了技术经济学的学科体

系,这是技术经济学从提出概念到初具雏形的第一阶段.
此后,技术经济分析的原理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建设中,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

于军工生产和作战的需要,美国科学家首先用数学分析方法和先进的运算技术,解决了雷达

的合理分布问题,从而建立和发展了运筹学,其后美国科学家为了研究敌方潜艇的出没概率

并加以摧毁,创立了“搜索论”,从而进一步推动和发展了运筹学.运筹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技

术经济分析和决策中的推广及应用,进一步提高了技术经济学的理论水平和技术水平,这是

技术经济学发展的第二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方法论科学的诞生,使技术经济学发展到

现代化的新阶段.此时,技术经济学在广泛吸取自然科学、数量经济学等最新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运用系统分析、数理统计、投入产出分析和运筹学等现代化方法,建立了经济数学模

型,并运用电子计算机对复杂的多目标技术经济问题进行了动态的、定量的分析、计算、模拟

和决策,使技术经济学发展到第三阶段.

案例阅读１－１

技术推动经济的发展

综观世界各国,凡是科技领先的国家或产品超群的企业,无一不是在研究与开发上进行

了高投入的.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的研究与开发费用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就已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２．３％~２．８％,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受经济的制约这一占比大多在１％左

右.对企业来说重大的技术革新需要大量的投资,具有很高的风险.例如,德国西门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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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气技术专利约占德国该方面专利数的１/４.西门子每年有上万项发明和创新,除了该公

司多年的技术积累外,主要得益于研究与开发经费的高投入,每年高达２０多亿马克.又如

美国研制一类新药一般需要投入数亿美元的经费,以及１０年到１２年的开发周期.一般重

大技术创新往往都要经过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不但周期长、耗费多,而且风险

大.据统计,美国基础研究的成功率为５％左右,技术开发的成功率为５０％左右.一旦研发

失败,经济上要承受相当大的损失.因此,没有雄厚经济实力的企业是难以支撑重大新技术

的研究与开发的.
思考:国外技术的革新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
资料来源:网络新闻整合

１．１．２　我国技术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１．萌芽阶段

我国技术经济学的建立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我国在引进

苏联科学技术的同时,在计划工作、基本建设工作和企业管理中也引进了技术经济分析和论

证方法,特别是在规划、设计１５６项重点建设项目时,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技术经济分析、论
证,在这些建设项目的设计方案中都有“技术经济分析”一章.现在看来,这些技术经济分析

的论证方法是比较粗糙和简单的,但在当时对于实现投资效果和“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对
于我国工业基础的建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历史和内外部条件的限制,在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还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具有系统理论和方法的技术经济学,但其重要性已为当时的

高层决策者、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广泛重视.但是,由于１９５８年开始的“大跃进”,生产

上“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技术经济工作全部被取消,刚刚萌芽的技术经济学受到严重

摧残.

２．发展阶段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党中央提出“调整、整顿、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开始纠正不讲经济效

果的错误倾向.通过总结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经济建设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使大家

进一步认识到技术与经济结合的必要性与重要性.随着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地进行,在经济

理论界开展了对社会主义经济效果问题的广泛讨论,截止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种报刊上

发表过近百篇相关文章,这些文章对经济效果的一般概念、实质、范围、评价标准、指标体系

以及具体的计量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其中,著名的经济学家孙冶方、于光远等发

表了极为重要的观点.在党中央制定的«１９６３—１９７２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把技术经济

作为与工农业科学技术、基础科学等并列的七项科学技术学科之一,规定了在这１０年里要

特别重视技术经济问题,并把技术与经济必须紧密结合的内容列入了规划.１９６３年１０月,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这个１０年科技发展规划.规划文件中明确指出,任何技术工作必

须既有技术上的优越性,又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并要求结合各项技术的具体内容进行经济效

果的计算和分析.这一时期,有的研究单位根据本部门的技术特点,开始研究具有针对性的

技术经济分析方法,使技术经济分析方法在工程建设和许多技术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显
示了它的实用价值,并成为工程建设方案优选和决策不可缺少的一环.通过实践,逐渐形成

了它的研究对象,总结了系统的分析方法和方法论基础,但其仍然只是一门方法学,还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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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导论 ５　　　　

坚实的理论基础.由于它着重于研究技术的经济效果,故称其为经济效果学.

３．停滞阶段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由于十年动乱,经济与管理学科都被批判,致使技术经济学的研究队伍

被拆散,机构瓦解,研究工作处于完全停顿状态.

４．成熟阶段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是技术经济学茁壮成长的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制定的

«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将“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列入

了重大研究课题.为了落实这项重点研究任务,经过广大技术经济工作者近一年的筹备,于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召开了全国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科学规划工作会议,制定了«技术经济和管

理现代化理论方法的研究规划(１９７８—１９８５)»(草案),成立了中国科协直属的中国技术经济

研究会.随后,国务院成立了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后改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

学院建立了技术经济研究所(后改为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
中央主管部门和许多省、市、自治区以及一些中等城市、大中型企业,也相继建立了技术经济

研究机构(中心、所、室)和技术经济研究会,国家教委设立了技术经济教学指导组,高等学校

编写了技术经济学教材并开设了技术经济学课程.随后建立了技术经济专业,培养了一大

批从事技术经济分析的专门人才.加上政府的宏观指导与政策规定,使技术经济学的原理

与方法不仅系统地在经济建设宏观与微观的相应项目评价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如技术政策

评估、投资决策、产品开发、技术选择等),而且对技术经济学学科的体系、理论与方法、性质

与对象的研究都十分活跃,呈现出百家争鸣、生气勃勃的景象,从而推动了技术经济学的发

展.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对相关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广泛和深入.

１９８７年,国家计委颁布了我国第一套«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和参数»,又在１９９０年颁

布了«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和参数实用手册».１９９３年４月,由于财会制度、税收制度、金
融制度和外汇制度等的改革,国家计委又颁布了«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和参数(第１版)»,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及改革的进一步深入,２００６年,国家发改委和建设部又联合颁

布了«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和参数(第３版)».很显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

立,根据我国国情创立的技术经济学也将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１．２　技术经济学的含义及研究对象

１．２．１　技术经济学的含义及特点

技术经济学是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而产生的一门技术科学与经济科学相互渗透的边

缘学科,是专门研究技术方案经济效益和经济效率问题的科学.
技术经济学是一门决策性科学,具有以下特点:

１．综合性

技术经济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由于技术经济问题遍布各个领域,因此,所涉及的学科也很

多.综合性是指技术经济学既包含自然科学的内容,又包含了社会科学的内容;既包含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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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内容,又包含了经济科学的内容.技术经济学将技术问题置于客观经济规律和经济理

论基础之上进行综合研究,从而进一步揭示技术和经济这对矛盾的运行、变化及发展规律.

２．实践性

技术经济学研究与国民经济直接相关的技术与经济问题,是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科学.
技术经济学的实践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１)技术经济学是为适应生产实践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为了达到某一经济目的,将面临若干个

可供选择的技术方案,这就需要进行分析、论证、比较,从中挑选出最为经济合理的方案,这
就产生了技术经济学.因此,技术经济学是一门产生于生产实践的应用科学.

(２)技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资料来源于经济实践.
大到研究和制订一个地区的综合发展计划,小到确定一项具体技术的应用,都必须依靠

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大量技术经济资料和信息.离开了经济发展的实践,任何技术经济

问题都无从研究.所以,技术经济学是一门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的应用科学.
(３)技术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指导和影响着经济实践.
无论是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还是具体工程项目的决策,都与技术经济研究成果密切相

关,任何一项重大工程项目的决策或一项具体技术的应用,也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得出

正确与否的结论.因此,技术经济学是一门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科学.

案例阅读１－２

苹果的失败产品

据国外媒体报道,近１０年来,苹果借助iPod、iPhone、iPad等一系列产品获得繁荣,但

却有一个例外.２００６年面市的 AppleTV 是一款机顶盒,可以用于播放电影和其他数字内

容.该产品的销 量 至 今 不 到 ３００ 万 台,而iPad 上 市 ３ 个 月 的 销 量 就 达 到 了 这 一 数 字.

AppleTV 最大的障碍在于,他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来出售电视节目.三名与苹

果进行过谈判的传媒行业高管表示,内容制作商每年都能够通过有线电视运营商获得数

十亿美元的收入,由于担心因此而惹恼这些有线电视运营商,他们拒绝与苹果合作推出付费

服务.消费者原本能够通过自选模式购买他们喜欢的频道,而不必一次性购买数百个从来

都不看的频道.上述传媒行业高管表示,苹果２０１０年春天放弃了这个想法,不再继续寄希

望于取代有线电视公司,而是将注意力放在通过多个设备观看相同的内容上.参与谈判的

高管透露,苹果并没有要求内容制作方大幅降价,而是申请了租赁权,并以每集０．９９美元的

价格出租这些剧集.尽管明知很难成功,但内容制作商的高管还是在借助各种方式拓展全

新的电视播放方案.雅虎和亚马逊都已经与手机厂商、电视制造商和其他硬件公司签订了

协议.谷歌也推出了类似的服务,与索尼和罗技共同开发机顶盒.最终,只有新闻集团旗下

的２０世纪福克斯和迪士尼旗下的 ABC允许苹果提供内容出租业务.对于新闻集团而言,
这一业务还处于试用阶段.

思考:尝试分析先进技术在实践应用中遇到的瓶颈,并对技术的实践性特点进行更深入

的思考.
资料来源:网易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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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导论 ７　　　　

３．社会性

技术经济学与经济实践关系密切,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社会制度、经济体制、经济

发展水平、社会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其经济实践也有所不同.所以,技术经济学必然要

受到社会制度和具体国情的影响,技术经济分析的基础、出发点、目的和方法,都必须与具体

的国情、区情相适应,不能照搬照抄国外的做法.而且,技术经济学对于一些技术问题研究

的结论和成果应用于经济实践必须与一定的条件相适应.在不同国家或者在同一国家的不

同地区,其经济实践与经济发展的内容和水平不同,资源条件各异,为满足同一经济目标所

采用的合理技术方案也不尽相同.因此,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必须逐步建

立起与我国基本国情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经济学体系.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资源条件也各不相同,在进行技术经济分析时,必须因地制宜.由此

可见,技术经济学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

４．未来性

技术经济学所研究并回答的问题,一般都不是目前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未来将要发生

的事情及其后果.如一项新的工程项目的开始,一项新技术方案或技术措施的采用,都要经

过一段时间后,其所研究并采用的方案才能付诸实施,实施方案的效果则需要经过更长的时

间才能显现出来.因此,技术经济学不仅要对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及其时间进行总结,以验

证过去通过技术经济分析做出的决策是否正确,揭示经济发展的规律,进一步完善技术经济

学的理论与方法,为今后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为在经济发展中解决各项具体的技术经济

问题提供更为可靠的科学决策依据.而且,更需要对未来社会经济的增长与发展、科学技术

的进步以及与之相关的有待解决的问题进行准确可靠地预测.还要对可能导致未来发生变

化的不确定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以准确地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事先对未来实施的

技术方案或技术措施进行经济分析与评价,使得技术经济学带有显著的未来学学科的特点.

５．边缘性

技术经济学的学科性质既不是自然科学,又不是社会科学,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边缘性

交叉科学.所研究的问题既涉及具体的自然科学,又涉及有关的社会科学.在研究某一具

体工程项目时,技术经济学必然涉及相关的工程技术知识.在工程项目实施前,必须对其经

济性进行事先评价,并对未来时期影响该技术方案经济性的各种因素变化趋势进行预测,因
此技术经济学又与经济学原理、投资经济学、有关的部门经济学以及预测学等学科关系十分

密切.在收集、分析、处理技术经济学研究问题所需资料、信息以及对各类技术方案进行优

选的过程中,还要运用数学、数理统计学、概率论、运筹学等学科知识.在对技术方案的经济

性进行评价时,还涉及财政、金融、法律、财务、会计等学科的有关理论和方法.技术经济学

的这种多学科交叉性、边缘性特点,要求从事技术经济研究工作及实际的工作人员必须具备

宽广的知识面,掌握多方面的科学知识,否则很难适应工作的需要.

１．２．２　技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

１．研究技术实践的经济效果,寻求提高经济效果的途径与方法

技术在经济实践中的应用,直接涉及生产活动中的各种资源投入(包括各种厂房、设备、
原材料、能源等有形要素和具有各种知识、技能的劳动力的消耗和占用)和相应的产出(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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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产品和劳务).在特定时期,可供人类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使用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人

类的需求却是无限的,由此导致了资源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品质上都是稀缺的.而且,特定

资源一般都有多种用途,可以生产多种产品;人类的需求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得

到满足.因此,如何在一定技术水平下,合理地配置各种资源,并加以最充分地利用,以尽可

能地满足人类无限的需求,即以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就成为技术经济学必须加以认

真研究的基本问题.在技术经济分析中,一般都用投入与产出的货币形态来计算其费用和

效益,所以,技术经济学也是研究技术应用的费用与效益的科学.

２．研究技术和经济的相互关系,探讨技术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途径

技术与经济之间存在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密切关系,使得任何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都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经济问题.研究技术与经济的关系,探讨如何用技术

进步来推动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中推动技术进步,就成为技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在研究技术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技术选择,也就是在特定的经

济环境下,选择什么样的技术以实现预定目标.如果技术选择适当,就可以带来预期经济效

果,否则将制约经济效果的改善和提高.技术选择不仅是企业经营活动的重要决策之一,直
接影响着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和经济效益,而且最终将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技术和社会

的发展.尤其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从具体国情出发,立足于经济效果,按照既

先进适用,又经济合理的原则来选择技术.

３．研究通过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途径

经济增长是指生产的产品与劳务的增长,通常用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

值)的增长来表示.经济增长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既可以通过增加投资、增加劳动力等

要素的投入实现经济增长,也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显然,靠
增加要素投入实现经济增长是有限度的,只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才是无限的.

技术进步中最活跃的因素就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就是将科学知识与技术发明应用于

生产活动,并在市场上实现其价值的一系列活动,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技

术创新包括:新产品的生产,新技术、新工艺在生产中的应用,新资源、新市场的开发等.技

术创新是通过技术开发、生产、流通和消费这四个环节构成的完整系统,以实现其促进经济

增长的作用.其中,生产和流通这两个环节是关键,缺少这两个环节,技术创新就没有经济

意义.技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就是从实际出发,研究技术创新的规律及其与经济

发展的关系,探讨推动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途径.

１．３　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正如对其研究对象存在不同见解一样,人们对于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同样存在不同

的观点.长期以来,技术经济学学科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学术和实践的多方研究,从而明确了

技术经济学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２０世纪末我国对学科体系进行了一次调整,将技术经济

学学科调整为目前的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是一门新兴学科,同时也

是一门交叉学科,其理论体系的构建离不开其他传统学科的支持,在产业经济学、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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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导论 ９　　　　

学、管理学等领域均有涉猎.
同时应当看到,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具有鲜明的特点,其理论体系、技术分析方法、评价

指标等成果对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并且已经不容怀疑地渗透到其他传统学科,
对于促进传统学科的高水平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１．３．１　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１．科技进步、生产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科技进步因素原由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研究,而经济学家把它作为经济增长的“外生

变量”不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直到英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经济周期

理论”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以后这一情况才逐渐有了变化.按照熊彼特的理论,“创
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实现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一种新组合,包括引进新

产品、引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实现企业的新组合等.经

济发展就是整个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他的“经济周期理论”进一步认为,一种“创
新”通过扩散,刺激了大规模的投资,引起了经济高涨;一旦投资机会消失,便转入了经济衰

退.由于“创新”的引进不是连续平稳的,而是时高时低的,因而就导致了经济波动和经济周

期变化.他把经济周期划分为三种,即“长波”(康德拉季耶夫周期),５０年左右;“中波”(尤
格拉周期),１０年左右;“短波”(基钦周期),４０个月左右.熊彼特对技术发展所引起的“创
新”的重大作用,以及由“创新”引起的社会生产过程、组织方式、管理方式的变化,做了比较

充分的论述.他是较早地把技术进步视作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并把它放在最重要位置

的学者.
以后,丁伯根、索洛、丹尼森、乔根森、罗斯托、贝尔、托夫勒等人对现代科学技术与经济、

社会发展的关系及其变化趋势做了许多定性或定量研究,用综合要素生产率计算了科技进

步、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把这个问题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２．项目可行性研究

技术经济及管理是工程技术科学和工程建设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集中表现在所有

工程项目在决策前都必须经过周密的技术经济论证,即必须进行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可行

性研究构成了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的重要内涵.现有评价的侧重点是,从企业经济和国民

经济两个角度评价项目的可行性,其不足之处在于,前述“可行性分析”的立论基础是“前期

预测”,评价结论是“可能值”抑或“期望值”,项目投产后,究竟效果如何,则很少得到重视,这
方面的研究也相对欠缺.因此,为了确保工程项目的实际可行以及为了积累丰富的评价经

验,应将“可行性研究”从贯穿于“投资前、投资中、生产中”三个阶段,扩张到“投资前、投资

中、生产中、生产后”四个阶段,实地研究项目建成后的现实经济效益.

３．其他相关内容

(１)时间因素的研究

资金有时间价值,对该问题的研究已有大量成果,从理论引进到在经济建设中的实际应

用,从对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到方法计算,比如投资的时间因素对经济效益的影响、动态研

究的科学性等都取得了很大进展.这方面的研究,对于计算工程项目的投资收益以及正确

判断项目的可行性,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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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

过去产业发展多是按国家计划,搞棋盘作业式地平行推进,各地区、各产业也均按相同

或相近速度发展,形成了各地区的产业结构趋同化和“大而全”“小而全”的产业发展体系,造
成盲目建设、低水平重复建设、产大于销、产品积压、资源浪费、规模效益差等后果,又切断了

各部门、各地区的经济联系,使地区需求同步震荡、产业需求严重颠簸.近几年,技术经济学

科针对这种产业发展模式的缺陷,对我国产业发展模式、产业发展序列、产业投资结构、支柱

产业选择以及产业技术政策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３)工程项目技术经济论证

这是计算、分析、评价各种技术方案、建设项目和生产经营决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的一种科学方法.采用最普遍的是对工业建设的可行性研究.在这方面,我国技术经济及

管理学界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提出了项目评价的“方法与参数”,对引进的论证方法根据我国

情况做了必要的修正补充,已由国家正式颁布执行.
(４)环境、资源的技术经济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与资源问题日益突出,各方面都对这一问题日益重视.
我国技术经济研究部门较早地采用技术经济分析方法对能源、水资源、重要矿产资源和人力

资源开发利用潜力方面开展了相关研究.
(５)部门技术经济研究

结合各部门的技术、工程特点,我国技术经济研究部门进行了各部门的技术引进、技术

转让、技术创新以及工程项目评价等方面的研究,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如能源技术经济、机
械工业技术经济、交通运输技术经济、农业技术经济、化工技术经济、冶金技术经济、邮电技

术经济、建筑技术经济、物流技术经济、水利技术经济、纺织技术经济、轻工技术经济、林业技

术经济等理论研究方面均有较大发展.
(６)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的新增长点

①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测算

技术进步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是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长期以来研究解决的

焦点问题,国内外在该领域均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其中常用的方法是将技术因素理解为:除
了资本、劳动力以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一切其他因素.

而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技术”的内涵不断创新、丰富,不同类型、特点、层次

的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然不可统一概括.因此,应当进一步研究技术进步与经济

增长的关系理论、创新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测算体系,特别是量化模型的构建与完善.

②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技术创新的巨大功效前所未有地显示于世人面前,如何通过

创新,特别是通过合理扩散,将创新成果广泛地运用于生产实践中,实现其效益最大化,将成

为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今后深入研究的问题.

③技术贸易与技术市场

技术市场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知识经济时代,这种“不可或

缺”将更为人们所认同.同样,技术商品的价值量衡量以及技术商品的市场交换,也成为市

场交换中日益重要的闪光点.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在有关技术贸易手段的研究等领域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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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导论 １１　　　

优势,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大趋势下,如何促进技术贸易的国际运作以及技术市场的国际融

合,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④技术引进与技术选择

技术引进对于迅速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提高落后国家的技术水平,发挥

着重要作用.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条件下,由于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调整,技术引进的

类型、方式、途径必将做出弹性跟进.因此,应当研究不同条件下技术选择的原则、手段等,
从而更大程度地发挥技术引进的重要作用.

１．３．２　技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在方法与方法论的研究方面有了很大进展,使技术

经济评价方法日趋完善.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我国曾从国外引进了技术经济论证方法、投资计算

方法,７０年代末又从西方引进了可行性研究方法、价值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等.目前,我国

在吸收国外各种方法的同时,也建立了适应我国国情的一套评价方法、指标体系,在我国技

术经济分析与管理中采用的定量分析方法主要有:

１．可行性分析法

该内容见后续相关章节知识.

２．系统分析法

就是以系统为对象,把要分析研究的内容,用概率、统筹、模拟等方法,经过分析、推理、
判断、综合,建立系统分析模型,进而以最优化方法求得系统的最佳结果.

３．效益分析法

主要是分析、评价经济效益的方法.其实质是根据多个待选方案,评选各方案的成本费

用和效益价值并加以比较,从中选择出最佳或较佳的方案.这种分析方法包括历史考查法、
差额法、方案比较法、比率法、费用效益法、专家评分法、利润率法、投资回收期法、增量法以

及综合法等.

４．优化规划法

这是将资源按某种方式分配到各项活动中,使其以某种数量表示的效果为最优.如在

一组线性约束条件下,效果是几个变量的某一线性函数,则优化规划归类为线性规划;涉及

多级决策过程的优化规划属于动态规划,包括非线性规划、几何规划、整数规划、大系统优

化等.

５．决策法

这是研究理性的人类和非理性的自然之间的一种理性活动,是人类为达到某一目标而

选择自己行动方案的过程.如自然以不同概率可能出现多种状态,而理性的人有多种可采

取的行动策略,其中可能存在一个较满意的方案.寻找这个满意方案就要用到决策法,它包

括风险决策、多目标决策等.

６．投入产出法

这是在一定的经济理论指导下,应用数学和电子计算机,研究经济系统中投入与产出关

系的理论和方法.它广泛地应用于国民经济战略规划、计划、产业分析、生产函数、测定资本

与能源、原材料、劳动需求量、测定生产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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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预测法

这是探索重大问题的未来趋向,是为决策者提供所需信息的一种手段.根据不同的问

题,使用不同的预测方法,进行不同层次的预测,目前常用的方法有专家评估法、类推法、趋
势外推法、指数平滑法、自回归法、鲍克斯—詹金斯法、回归分析法和各种经济数学模型等.
８．模拟法

这是用计算机对经济活动、经济政策进行模拟,并根据模拟的经济结果调整政策与

行为.
９．统筹法

这是研究工程项目或科研活动中关键路线和计划评审技术等有关问题的科学方法.例

如关键路线分析对于一项工程的施工和组织管理是十分有益的,这项分析需要首先确定各

项活动的顺序,将实施的成本和时间降到最低限度;其次,要鉴别哪些活动是关键性的活动,
然后采取必要的步骤以保证这些工作能及时完成.

１．４　技术经济分析的一般程序

技术方案在实施之前,应用技术经济学原理、方法进行技术经济分析评价、选优时必须

遵循科学的程序,才能够做出最佳选择,为决策提供依据.技术经济分析的一般程序如图

１Ｇ１所示.

图１Ｇ１　技术经济分析的一般程序

ht
tp

://
www.ne

ub
ooks

.co
m



第１章　导论 １３　　　

１．确定分析目标

技术经济分析的目的在于比较各方案的优劣,要比较就需要有共同的目标.目标是建

立方案的基础,也是方案比较的依据.确定合适的目标是技术经济分析中非常关键的步骤,
如果目标设定错误,就会造成投资决策失误.

２．调查研究,收集资料

根据所确定的目标进行调查研究,分析过去,总结现状,预测未来.重点收集与之有关

的技术、资源、经济、市场、政策、法规等方面的资料.资料是分析的基础,资料正确与否会直

接影响分析的质量.

３．拟订备选方案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能够解决某一具体目标的问题,往往会有多种可能的方案.例

如,为了解决电力短缺问题,可采用建火电站、核电站、水电站等方案,而建核电站,又有重水

式、轻水式等方式可供选择.拟订备选方案,实际上是一项创新活动,应当根据所掌握的国

内外技术经济情况,实事求是地进行全面考虑,尽可能多地列出各种可能的技术经济方案,
以备比较,从中选优.

４．建立技术经济分析评价指标体系

为了全面衡量各种可能的技术方案的优劣,要建立一套评价指标体系,并规定这些指标

的计算方法,同时还要处理指标的可比性问题.

５．方案综合分析评价

要选择依据国家政策法令和反映决策者意愿设定的指标体系,通过定量分析和定性分

析,判断各种技术方案在技术经济方面的利弊得失,然后进行综合分析评价,淘汰不可行方

案,保留可行方案.

６．确定满意方案

根据综合分析评价的结果,优选出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的最佳方案.若选优结果不

满意,应重新开展上述工作,并检查评价工作的合理性.

７．完善方案并付诸实施

根据综合评价选优的结果,在可能的条件下进一步对优选方案采取适当措施,使其更好

地被应用,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上述分析程序只是技术经济分析的一般步骤,而不是唯一的、不能改变的程序,在实际

工作中,要根据问题的复杂程度及所涉及的范围等进行调整.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介绍了技术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含义、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技术经济

学研究方法和内容的重要性,最后分析了技术经济决策的一般程序.
国外技术经济的发展起步较早,经过三个阶段的成果积累使得技术经济研究相对成熟.

国内技术经济的发展经历了萌芽、发展、停滞、成熟四个阶段.技术和经济之间相互制约、协
调发展的紧密关系,决定了技术经济学的三大研究对象分别是研究技术方案的经济效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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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具有最佳经济效果的方案;研究技术和经济的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研究技术创新推动技

术进步,促进企业发展和国民经济增长.技术经济分析的一般过程主要包括确定分析目标、
调查研究收集资料、提出备选方案、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方案评价、选择最优方案和完善方案

并实践等阶段.

开放思维导航

从技术经济角度看LED照明节能技术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０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国家重点节能低碳技术推广目录»,
涉及轻工、纺织、建筑、交通、通信１３个行业,共２６６项重点节能技术.其中涉及 LED照明

节能技术的有四项,分别是:LED道路照明技术、LED隧道照明技术、LED地铁照明技术和

LED广告灯箱节能技术.典型应用案例如下:
案例１:扬州市文昌西路节能改造工程(LED道路照明技术)
建设规模:１４４５盏LED路灯.主要设计改造内容为:扬州市文昌西路３×２５０W 高压

钠灯改造为３×１２０W LED 路灯,主要设备为防眩光高效 LED 路灯.节能改造投资额为

３００万元,年节能量约８９４tce,年减排约２３６０tCO２.年节能经济效益为２２３万元,投资回

收期约１．５年.
案例２:上海市大连路隧道基本照明系统LED节能改造项目(LED隧道照明技术)
建设规模:线路总长约２．５km,安装１６００盏 LED 隧道灯.主要技术改造内容为:将

１６００盏传统的荧光灯换为LED灯,每盏灯的功率为８０W,使用寿命约为８０００h,投资额为

１１８万元,建设期为４个月.每年节省耗电约７３２００kwh,约合每年节约２３４tce,年减排

约５１０tCO２,年节能经济效益为１１６万元,投资回收期约１年.
案例３:深圳市地铁２号线LED综合节能照明工程(LED地铁照明技术)
建设规模:在２９个地铁车站公共区、出入口通道、设备区有人值班房间及走廊、垂直电

梯轿厢、车辆段建筑内办公室、走廊、洗手间、门厅、列车检修地沟、停车场等场所安装２５５９０
盏LED节能灯,项目投资额为３３９２万元.深圳市地铁２号线每天早上６点半开始运营至

晚上２３点半结束,灯具照明使用时间按每天１７h计算,２５５９０盏LED节能灯的灯具总功率

为９３７．５３kW,每天耗电１５９３８kWh,每年用电５８１７３７０kWh.在满足地铁照明设计

要求的前提下,通过每盏灯的系统调光技术调节亮度和照度,减少光衰,实现照明系统的综

合节能.与 T８荧光灯照明系统平均水平相比,LED节能灯整体节能超过５０％,平均每年节

能２７８７tce,年减排６０７６tCO２,年节能经济效益达６８８万元,投资回收期约３年.
案例４:广州市地铁广告灯箱全线网的节能改造项目(LED广告灯箱节能技术)
建设规模:全线网广告灯箱数量为６６４１个.主要技术改造内容为:使用广告灯箱专用

LED光源系统替代荧光灯管光源系统.总年投资额为２７００万元,建设期为６个月.项目

年节能量为３８５２tce,年减排约１．０２万tCO２.节能经济效益为９９４万元,投资回收期约

２．７年.
资料来源:根据网络信息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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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导论 １５　　　

讨论题:
请从技术经济角度评价LED照明节能技术.

实践环节设计

１．项目名称:JD物流公司技术经济方案分析流程再造

２．项目课时:１学时

３．项目任务: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分析和讨论,最终形成小组的综合报告.该报告

应该包含的基本内容有以下几项:
(１)JD物流公司技术部和财务部的主要矛盾集中点;
(２)为JD物流公司建立一套完善的技术方案分析流程;
(３)画出相关的流程图.

习题及资源

１．单项选择题

(１)下列关于技术与经济关系的描述中,错误的是(　　).

A．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和手段

B．经济环境是技术进步的物质环境

C．经济的发展为技术的进步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发展方向

D．经济处于主导地位,技术处于从属地位

(２)处理技术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的核心问题是(　　).

A．技术选择 B．技术使用

C．技术评价　　　　　 D．技术创新

(３)技术经济学是一门决策性科学,以下(　　)不是它的特点.

A．综合性 　　　　　 B．社会性

C．片面性 　　　　　 D．未来性

(４)(　　)不是技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A．可行性分析法 　　　 B．系统分析法

C．预测法 　　　　　　 D．单利法

(５)(　　)不是技术经济学的一般程序.

A．确定分析目标 　　　 B．选择最优方案

C．经济研究　　　　　 D．拟定备选方案

(６)为确保工程项目的实际可行,以及为了积累丰富的评价经验,应将可行性研究从贯

穿于投资前、投资中、生产中三个阶段扩展到(　　)实地研究项目,建成后的现实经济效益.

A．投资前、投资中、生产中、发展中 B．投资前、投资中、生产中、发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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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投资前、投资中、生产中、销售中 D．投资前、投资中、生产中、生产后

(７)以下对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描述错误的是(　　).

A．项目可行性研究 B．时间因素的研究

C．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 D．科技进步、生产率与经济衰退关系的研究

２．简答题

(１)技术经济学的特点是什么?
(２)技术经济分析的一般步骤有哪些?
(３)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哪些?
(４)技术经济学主要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５)你认为技术经济学有哪些新的研究内容?
(６)技术经济学在我国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７)请收集相关资料阐述世界(一个国家、地区或企业)经济发展史实际上就是技术发

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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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章　技术经济活动的基本要素

一、单元概述

任何经济活动都有预定的目标,为了达到预定目标,可以制定多种不同的备选方案,并

通过技术经济分析和评价,从多个备选方案中选择相对最优的方案.因此,了解和掌握经济

性评价的基本要素是进行技术经济分析和评价的基础.本章主要介绍经济效果、投资、成

本、税收以及利润等基本要素,为今后进行技术经济分析打下基础.

二、单元重点与难点

１．重点:各种成本的概念及应用

学习指导建议:采用比较学习法掌握各项成本的概念,并能够针对每种类型的成本举例

说明其在实践中的应用.

２．难点:固定资产折旧的方法

学习指导建议:首先学习直线折旧法,其次是加速折旧法,并配合例题和习题进行练习.

三、知识单元正文

JD物流公司在２０１７年曾经打算新建一个仓库,并请了一家公司做过可行性分析,支付

咨询费５万元,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该项目被搁置下来.２０１８年旧事重提,在进行投资分析

时,这笔咨询费是否需要考虑呢? 此外,拟新建仓库需要使用公司现在拥有的一块土地(据

财务记录,该土地是２０１５年以２０万元的价格购入;据市场部最新调研数据,出售该土地的

现市场价格为１５万元),由于公司不必动用资金去购置土地,可否不将该土地的成本考虑在

内? 如果考虑,则土地的成本确定为多少?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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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正文

２．１　经济效果

２．１．１　经济效果的概念

经济效果指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目的所从事的实践活动的成果与劳动消耗的比较.将经

济活动中所取得的有效劳动成果与劳动耗费的比较称为经济效益.应当指出,为了对上述

经济效果的概念做出正确理解,必须注意以下三点:

１．成果和劳动消耗相比较是经济效果的本质所在

在现实生活中,较常见的三类对经济效果的误解,包括:第一类,将产出(产量或产值)的
多少视作经济效果,产量大、产值高就代表经济效果好;第二类,把“快”和“速度”视作经济效

果;第三类,认为经济效果就是企业利润,“钱”赚得多,就是经济效果好.为了防止对经济效

果的概念产生误解,必须强调将成果和劳动消耗联系起来综合考虑的原则,而不能仅使用单

独的成果或劳动消耗作为指标.不将成果与劳动消耗投入与产出相联系,就无法判断其优

劣、好坏.当然在投入一定时,也可以单独用产出衡量经济效果,产出越多效果越好;在产出

一定时,投入越少效果越好.

２．技术方案实施后的效果有正负之分

比如环境污染就是负效果.经济效益概念中的产出是指有效产出,即对社会有用的劳

动成果,也就是对社会有益的产品或服务.不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或服务,生产越多,浪费

就越大,经济效益就越差.

３．经济效果概念中的劳动消耗由三部分组成

经济效果概念中的劳动消耗,包括技术方案消耗的全部人力、物力、财力,即包括生产过

程中的直接劳动消耗、劳动占用、间接劳动消耗三部分.直接劳动消耗指技术方案在生产运

行中所消耗的原材料燃料、动力、生产设备等物化劳动消耗以及劳动力等活劳动消耗.这些

单项消耗指标都是产品制造成本的构成部分,因而产品制造成本是衡量劳动消耗的综合性

价值指标.劳动占用通常指技术方案为正常进行生产而长期占用的用货币表现的厂房、设
备、资金等,通常分为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两部分.投资是衡量劳动占用的综合性价值指

标.间接劳动消耗是指在技术方案实施过程中社会发生的消耗.

２．１．２　经济效果表达式

成果与劳动消耗或产出与投入进行比较通常有三种表达方式:

１．差额表示法

这是一种用成果与劳动消耗之差表示经济效果大小的方法.其表达式为:
经济效果＝成果－劳动消耗

如利润额、利税额、国民收入、净现值等都是以差额表示法表示的经济效果指标.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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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章　技术经济活动的基本要素 １９　　　

这种表示方法要求劳动成果与劳动消耗必须使用相同的计量单位,其差额大于零是技术方

案可行的经济界限.

２．比值表示法

这是一种用成果与劳动消耗之比表示经济效果大小的方法.其表达式为:

经济效果＝
成果

劳动消耗

采用比值法表示的指标有:劳动生产率和单位产品原材料、燃料、劳动力消耗水平等.
比值法的特点是劳动成果与劳动消耗的计量单位可以相同,也可以不相同.当计量单位相

同时,比值大于１是技术方案可行的经济界限.

３．差额一比值表示法

这是一种将差额表示法与比值表示法相结合来表示经济效果大小的方法.其表达

式为:

经济效果＝
成果－劳动消耗

劳动消耗

如成本利润率、投资利润率等是用差额—比值表示法表示的经济效果指标.

２．１．３　经济效果的分类

１．企业经济效果和国民经济效果

这是根据受益分析对象不同所做的分类.将人们站在企业立场上,从企业的利益出发,
分析得出的技术方案为企业带来的效果称为企业经济效果.而将技术方案对整个国民经济

以至整个社会产生的效果称为国民经济效果.
对于同一个技术方案,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来看,有时会有数量不同的收益与成本,

并可能出现企业经济效果评价结果与国民经济效果评价结果不一致的现象,这就要求不仅

要进行企业经济效果评价,而且还要分析国民经济效果.对技术方案的取舍应主要取决于

国民经济评价的结果.

２．直接经济效果和间接经济效果

直接经济效果是指项目自身直接产生并得到的经济效果,即项目系统直接创造的经济

效果.间接经济效果是指项目带来的自身之外的经济效果.一个技术方案的采用,除了给

实施企业带来直接经济效果外,还会对社会其他部门产生间接经济效果.如一个水电站建

设,不仅给建设单位带来发电收益、旅游收益,而且给下游带来防洪收益.一般来说,直接经

济效果容易看得见,不易被忽略,但从全社会角度则更应强调间接经济效果.

３．有形经济效果和无形经济效果

有形经济效果是指能用货币计量的经济效果,比如利润.无形经济效果是指难以用货

币计量的经济效果.例如技术方案采用后对改善环境污染、保护生态平衡、提高劳动力素

质、填补国内空白等方面产生的效益.在技术方案评价中,不仅要重视对有形经济效果的评

价,还要重视对无形经济效果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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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投资

２．２．１　投资的概念

投资是一种特定的经济活动,即为了将来获得收益或避免风险而开展的资金投放活动.
投资活动按其对象分类,可分为证券投资和产业投资两大类.

证券投资是指投资者用积累起来的货币购买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借以获得收益的行

为.产业投资是指经营某项事业或使真实资产存量增加而进行的投资,它是为了保证项目

投产和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而开展的投资活动.本书所述投资活动主要是指产业投

资.产业投资投入的资本可以是资金,也可以是人力、技术、设备、房屋、土地等.对于一般

建设项目来说,投资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流动资产投资、无形资产投资和递延资产投资,下面

将逐一进行介绍.

２．２．２　投资的构成

１．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是指用于建设或购置固定资产所投入的资金.固定资产是指使用期限超

过一年的房屋建筑物、机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他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设备、工具、器具等.
固定资产投资由建筑工程费用、安装工程费用、设备及工器具购置费用、其他工程费用、不可

预见费、建设期利息等构成,如图２Ｇ１所示.

图２Ｇ１　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属于企业耐用资产,在生产经营中经常使用,可供企业在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内为企业生产产品或提供劳务服务,而不是为了出售.由于固定资产使用的期限长,参与生

产的过程,其特点是:从实物形态上看,固定资产能以同样的实物形态为连续多次的生产周

期服务,而且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始终保持原有的实物形态,从价值形态上看,固定资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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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以同样的实物形态为连续多次的生产过程服务.因此,固定资产的价值应当随着固定资

产的使用而磨损,其损耗的价值以折旧的形式逐渐转移到产品成本中去,并通过销售收入得

以补偿.固定资产使用一段时间后,其原值扣除累计的折旧费称为固定资产净值,固定资产

报废时的残余价值称为固定资产的残值.

２．流动资产投资

流动资产投资是指项目在投产前预先垫付在投产后生产经营过程中周转使用的资金.
流动资产是指可以在一年或者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内变现或者耗用的资产.它由货币

资金、应收及预付款项以及存货等项目构成,如图２Ｇ２所示.

图２Ｇ２　流动资产构成

流动资产的特点是:在生产过程中,流动资产的实物形态不断发生变化,在一个生产周

期中,其价值一次全部转移到产品成本中去并在产品销售后以货币形态获得补偿.每一个

生产周期流动资产完成一次周转,但是流动资产的货币形态在整个项目寿命周期内始终被

占用,到项目寿命结束时,全部流动资产才以货币资金的形态退出生产和流通,并被如数

收回.

３．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产投资的关系

首先,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果形成劳动手段,对未来企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在什么地方

以多大规模进行生产起着决定性影响.流动资产投资的结果是劳动对象,而投在劳动对象

上的价值要和固定资产的大小所决定的生产规模相适应,流动资产投资的数量及其结构是

由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及其结构所决定的.
其次,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都是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固定资产投资必须有

流动资产投资的配合.
再次,固定资产投资从项目动工到建成交付使用,往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在这期间,

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投入的资金好像被冻结起来.因此,一个企业和社会究竟能在多大规

模上经受得住这种暂时的“冻结”而不至于影响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客观

上就有一个界限.而流动资产投资,一般时间短,只要流动资产投资的规模与固定资产投资

的规模相适应,产品适销对路,流动资产投资很快就可以回收.
最后,固定资产价值的回收依赖于流动资产的顺利周转.这是因为,固定资产的转移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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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以折旧的形式,只能在列入生产成本以后,作为产品销售成本的一部分,通过产品销售,从
销售收入中得到实现.假如流动资产不能顺利周转,意味着存货不能顺利地转化为货币资

金,也就难以实现销售收入.因此,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产投资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

４．无形资产投资和递延资产投资

无形资产投资是指用于购置无形资产所投入的资金.无形资产指没有物质实体,但却

可使拥有者长期受益的资产.它是企业拥有的一种特殊权利,有助于企业取得高于一般水

平的收益.无形资产主要包括专有技术、专利权、商标权、土地使用权、经营特许权等.无形

资产的价值随着无形资产的使用而磨损,其损耗的价值以无形资产摊销的方式逐渐转移到

产品成本中去,并通过销售收入得到补偿.
递延资产是指不能全部计入当年损益,应当在以后的年度内分期摊销的各项费用.它

包括开办费、固定资产改良支出、租入固定资产的改良支出以及摊销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其他

待摊费用.递延资产价值的损耗一般以递延资产摊销的方式逐渐转移到产品成本中去,并
通过销售收入得到补偿.

２．３　固定资产折旧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流动资产的实物形态不断发生变化,在一个生产周期中,其价值一

次全部转移到产品成本中去并在产品销售后以货币形式得到补偿.但是对于非流动资产

(包括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递延资产),一般可以在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为企业生产服

务,因此,其价值不能在一个生产周期中全部转移到产品成本中去,而需要逐期进行转移.
对于无形资产和递延资产,主要通过无形资产摊销和递延资产摊销的方式将其价值逐期转

移到生产成本之中,对于固定资产,则通过固定资产折旧的方式将其价值逐期转移到生产成

本当中.由于无形资产摊销、递延资产摊销的基本思路和固定资产折旧类似,因此,本节将

主要介绍固定资产折旧的具体计算方式,对于无形资产摊销和递延资产摊销的计算,可参照

固定资产折旧的计算方法和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２．３．１　固定资产折旧的含义

固定资产折旧是指在固定资产的使用过程中,随着资产损耗而逐渐转移到产品成本费

用中的那部分价值.将折旧费计入成本费用是企业回收固定资产投资的一种手段.按照国

家规定的折旧制度,企业把已发生的资本性支出转移到产品成本费用中去,然后通过产品的

销售,逐步回收初始的投资费用.根据我国财务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

范围包括:房屋、建筑物;在用的机器设备、仪器仪表、运输车辆、工具器具;季节性停用和在

修理停用的设备;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出的固定资产;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结合

我国的企业管理水平,将固定资产分为三大部分、二十二大类,按大类实行分类折旧.在进

行建设项目的经济分析时,可分类计算折旧,也可综合计算折旧,要视项目的具体情况而定.
我国现行的固定资产折旧方法,一般采用直线折旧法、工作量法或加速折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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