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财务活动的资本经营性质 

文/陈万江 

   财务管理的性质是财务活动的性质特征规定性。一个学科只有在其质的规定性得以明确后，
这一学科才具有独立存在的理论依据。 
   财务管理活动首先应该被定义为是企业资本的管理活动。 
   这一定义首先强调财务活动是一种管理。定义财务活动的管理性质主要是强调财务管理是一
种能动的人类社会活动。财务活动具有能动性是管理这一范畴的本质所决定的。通常管理这一范畴
被理解为：主体对客体所实施的一种能动的影响作用，以使客体发生主体所预期的变化及结果。这
种理解体现了管理活动的两个根本特征：主体行为的能动性和时间上的未来性。 
   管理范畴的这些特征在财务管理活动的具体内容上得到典型体现。财务管理活动的具体内容
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理解。一是从财务管理本身的工作内容上理解，这主要表现为包括目标资本的
确定和预测、资本的计划和决策、对资本运动的控制和资本运作结果的考核评价。财务管理活动的
这些内容是管理范畴的外延同企业资本管理的的具体内容结合的结果。财务管理的各个工作环节，
实际上是在财务活动中具体再现了管理循环的内容。二是从财务管理的对象即资本运动变化内容上
理解，这主要表现为企业的资本筹集、投放、使用和收益分配管理。这些内容则从财务活动对象的
角度体现了财务活动的管理性质，也体现了财务活动主体对财务活动客体即资本的能动性影响和作
用。这种能动影响，体现为财务管理主体具有独立的意志，具有基于其独立意志的活动目标以及为
实现目标而采用的相应计划、方法和手段。同时由于财务活动是对资本在未来应该如何运动的一种
导向，所以也体现了财务活动在时间属性上的未来性特征。显然，财务活动的特征同管理的特征具
有一致性。 
   企业会计活动表现出典型的对过去活动进行总结的特征，亦即企业会计具有历史性特征。企
业会计活动的这一特征源于会计的基本理论结构。在会计准则中，真实性准则是导致会计活动产生
历史性特征的主要前提。真实性准则严格地要求会计活动只能对已经发生的经济事项作出相应的确
认、计量、记录和反馈处理，而绝不能够以预测计划或定额资料来代替已经发生的会计事项。已经
发生的事项本质上就是过去的历史的事项。会计活动的对象既然只能是过去的历史，这就表明会计
活动的时间属性特征是过去的。这一分析明显地表现出会计活动在时间属性上的特征。 
   其次，在活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方面，企业会计活动也具有明显的特征。在会计活动中，从
事会计信息加工的主体，必须遵循有关的会计理念和会计准则的规范，绝对排斥信息加工者以自己
主观意愿的发挥来代替会计准则的规范和约束。可以说，会计信息的加工者虽然也是法律主体，但
是作为信息加工者，就只能是会计准则的人格化体现。在信息加工的意义上讲，信息加工者的个人
人格已经失去意义，因为在信息加工中，信息加工者不能以自己主观意志的发挥来影响信息加工过
程，以免所加工的信息受到加工者个人的价值判断标准的影响、从而产生有利于某些市场主体而不
利于另一些市场主体的作用。这就是会计信息的公允性要求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在公允性要求
下，会计信息加工者就不可能发挥其活动从事者自身主观能动性。会计活动之所以具有这些特征，
同会计活动乃是一种以“公认正确”的技术方法为其理论结构体系为其核心内容的特征相关。会计
活动的技术体系一经公认正确，就对任何使用会计方法技术体系的主体形成约束，即对运用这一技
术体系的主体之独立意志的发挥形成排斥。这样就使得会计具有了在主体意志方面的又一个重要特
征。 
   基于上述分析和比较，我们可以确认，无论是从管理范畴的内涵或是外延考察，财务活动都
具有典型的管理属性，是典型的管理活动。 
   现代财务管理在进行其活动时首先所遵循的重要理念就是资本商品理念。前已述及，财务活
动以资本为其管理对象。而在传统的商品经营中，资本不过是经营的基础或条件。在商品经营中，
一般地，随垫支资本的数量规模扩大和质量的提高，商品经营活动的规模将因之扩大且经营活动质
量或者效率也会相应提高，自然地，商品经营的结果——利润也就扩大或增加。显然，资本对于商
品经营而言，乃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具有了一定量资本，就具有了经营的基础条件，经营就能够进
行。离开适量的资本，商品经营就失去了基础。当然，这里所说的经营是传统意义的商品经营，而
经营对象是传统意义的商品。 
   所谓资本商品理念是指传统商品经营活动的基础——资本本身已经成为商品，从而成为经营
的对象。资本的商品化，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因为它标志着新的经营形式——资本经营已经形
成，传统商品经营时代已经进步到资本经营时代。资本成为经营对象并取得商品的形态和性质特



 

征，首先是基于资本是一种稀缺的经济资源，从而产生稀缺性并同时获得同普通商品一样的价格形
态。更进一步地说，资本获得其价格形态的深层次原因是资本商品的使用价值抑或效用。资本商品
的效用就是资本在经营环境中可以使自身数量发生增加的功能。正是资本的这一功能使得市场对资
本产生需求，而资本量的有限性使得资本成为市场的一种稀缺资源。与一般商品的效用不同，资本
商品的效用是一种特殊效用。在性质上一般商品的效用满足人类的基于自然属性的需求，而资本商
品的效用则对于人类基于社会属性的需求具有意义。普通商品的效用是以自然状态而存在的，资本
商品的效用必须以现代广义的资本市场为其存在前提，也就是说，资本商品必须建立在资本经营的
环境中。 
   并且，当我们将管理与管理对象联系起来考察时，依据对被管理的对象所持的观念态度，管
理可以划分为如下两种：一是将管理对象纯粹作为一种财富，意在获取其所有权中的原始归属权能
的管理类型；二是将管理对象视为一种资源，意在获取其使用权并进行经济性消费的管理类型。前
者的理念是保护所获得财富的安全完整，后者是通过对资源的经营（经济性消费）而使资源产生增
值；前者从理念上看是静态的，只要在实物形态意义上将对象完好地进行了保存就实现了目标。这
在理念上就已经构成对经营的排斥。而后者则是动态的，且必须要对所获得的使用权加以行使、对
所获得的使用价值或效用进行经济性消费，才能实现其增值的目的。所以后者必然是经营性的。而
现代财务活动是对资本财富基于其资本商品化理念而进行的一种管理，所以现代财务活动就绝不是
静态的财富完整保存型的管理，而必然是动态的管理，从而是一种以资本商品为经营对象、目的在
于使资本商品的效用增加的管理。这种管理的经济本质是经营。因此，财务活动不仅是管理，还尤
其是企业的资本经营活动。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资本经营，就是将资本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实现分离，而将资本商品的
使用价值商品化，从而进行的经营。更具体地，资本经营就是以商品化的方式取得资本的使用价值
（或资本商品的效用），并以特定的方式将所取得的资本效用在强度上最大化地扩大，从而获得对
资本效用的最大化的市场评价。这一评价就表现为：具有一定效用的资本的市场价格。应该指出，
评价的结果，可以是实际的市场已实现的交易价格，也可以是仅存于观念中的未实现的价格。资本
经营本质上是对资本商品的使用价值、进一步地说是对资本商品的效用进行的经营。 
经济学意义的价值范畴，在法理分析上就意味着拥有亦或归属权能；经济学意义的使用价值范畴，
在法理分析意义上就意味着使用权。这是两组对应的概念。所以对资本经营相应进行的经济法理分
析就是：使资本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实现分离，并对资本的使用权进行商品式经营。在此还能看到，
资本经营就是对使用权的经营，取得资本的使用权，并行使这一权力，并以此获得更多的资本使用
权。由此可以获得一个重要结论：资本经营的宗旨不是资本的所有权，而是以资本的使用权或效用
为其重心，掌握资本使用权为其所用，以获得更大的结果。 
   在具体的企业财务活动中，从筹资活动角度来看，是以特定的代价取得资本的使用权，这种
代价本质上当然就是资本使用权在这一交易中的价格。而从投资或用资活动来看，则本质上是出售
资本使用权或对其的经济性消费，无论出售或经济性消费，所获得的结果本质上仍然是市场价格。
在财务活动中，这种资本的使用权的卖与买总是以资本的使用与原始意义的归属权实现了商业化的
分离为基本前提。所谓商业化分离就是拥有资本所有权完整权能的主体，将资本的控制和使用权有
偿的转让给资本使用权的买方。于是对于资本使用权的获得方而言，其所拥有的资本使用权，是购
买所得。这里因购买而支付的代价就是通常意义的筹集和使用资本的成本。而对于资本使用权的出
让方而言，就获得了资本使用权的让渡价格，也就是特定方式的投资收益。如果资本使用权获得方
以所获得的资本使用权进行生产性消费，该主体也同样能够获得类似的收益，只是形式上曲折一
些。就上述对财务活动内容的分析来看，资本经营的特征就在这里得以明显地得以展现。 
   就财务活动的目标而言，财务活动的目标是使所管理的资本在增值能力上实现最大化并由此
获得最大化的市场评价。如前所述，财务管理以企业的资本为对象；同时还论及企业的财务管理是
以资本商品化为理念的一种管理，而不是一种静态的非经营化管理。这就决定了企业的财务管理必
然是商品经营式的管理。虽然这种管理的对象是资本，但是基于资本商品化的理念，商品经营的特
征就必然地体现在这种管理中。毫无疑问，任何经营，其最本质的核心就是要实现所经营对象的市
场评价最大化，即最大化市场价格。财务管理是企业资本经营，所以其最根本的目标就是要实现资
本商品的市场评价最大化。这种评价是市场主体对资本商品的评价，更进一步地是对资本商品的使
用价值（即增值能力）的评价。应该特别强调，这里的评价是市场化的评价。因为这是市场主体在
市场背景下对资本商品按照商品交易原则所作的评价。而对特定资本商品的市场评价结果就是资本
商品的市场价格。作为财务活动的目标评价具有市场性质，这就从财务活动的目标角度赋予了财务
活动的资本经营性质。至于对财务管理的目标解释为企业价值最大化，这其实同前述分析正好相
符。因为企业其实是资本的存在形式之一。企业价值就是企业作为资本效用的经济学表述，而企业
的价格也就是企业价值的市场化表现。因此追求企业价值的最大化，本质上就是追求资本商品的市
场价格的最大化。 
   综上可见，企业财务管理以企业资本为管理对象，且具有动态的市场化的特征，所以我们将

 



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性质归纳为企业的资本经营(作者单位：西华大学管理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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