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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么孓1生石 工程投资决策的效益分析

口盛明泉[安徽财经大学蚌埠233041]

[摘要]社会工程投资决策时面临的核一心难题之一，是对投资效益的全面而科学的评价。

本文基于广义效益观，比较全面地探讨了社会工程的“效益”和“超效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社会工程项目方案综合优选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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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缘起

社会工程设施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与国民经济的发

展有着高度的相关性，社会工程项目的兴建对于全社会综合

生产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相关产业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质量

的改善都有着直接的影响。国际经验证明以基础设施为核心

的社会工程项目在工业化初期与中期具有先导作用”1。从总

体上看，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工程设施建设相当薄弱，发展较为

滞后，而且个别地区某些社会工程设施却出现了短缺与过剩

(重复投资)并存的局面。之所以如此，核心问题之一是没有

科学地解决“社会工程项目投资决策的效益分析”问题。

我们初步将社会工程定义为，通过研究制定和实施新的

社会发展规划、政策、法律、制度和方案等，改造社会的活

动oj。而本文所探讨的社会工程则主要指有形性项目，即由

各级政府或国际组织举办的事关社会发展大计的基础性、公

益性建筑工程。

二、社会工程项目投资决策的效益分析

由于社会工程项目投资额大、建设周期长、技术风险高．

某些大型社会工程项目的实施对区域经济结构、宏观经济状

况、土地利用、生态环境、城镇建设、劳动就业等有着现时和长

远的影响。社会工程投资决策的效益分析不仅涵括财务效

益，更要侧重社会效益(包括环境效益)。

(一)基于可量化因素的“效益”分析

1．社会效益评价

社会工程社会效益评价是按照资源合理配置的原则，从

全社会的整体角度考察工程项目所耗费的社会资源和对社会

的贡献，采用影子价格、影子工资、影子汇率和社会折现率等

社会经济评价参数体系，评价工程项目的经济合理性。

应当指出，社会工程项目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其中包括能够以货币计量的经济效益的增加及国民生产总值

的增长；以及不易以货币计量的影响，如增加就业机会、提高

人民文化教育水平、提高人民消费水平、达到社会公平分配；

还可能对科学技术、生产力布局、国家经济实力与国际竞争

力、社会生态环境等方面产生诸多的影响。总之，效益评价时

应关注项目的外部效果。

社会效益评价应建立一整套评价指标体系，可考虑采用

的主要评价指标如下：

(1)经济净现值(ENPv)

经济净现值是反映项目对国民经济净贡献的一项绝对效

果指标，它是按指定的社会折现率，将项目建设和生产服务年

限内各年的净收益流量折算到基准年的现值之和。当经济净

现值大于零时，表示项目除得到符合社会折现率的经济效益

外还可以得到以现值计算的超额社会盈余。计算公式如下：

ENPV=>：(B～c)。(1+i，)一
=i

式中曰一一效益流入量；

c一一费用流出量；

n一一计算期；

(口一c)。一一第t年的净效益流人量；

i．一社会折现率。

(2)经济净现值率(ENPvR)

经济净现值率是反映项目单位投资对国民经济所作贡献

的相对效果的动态评价指标。它等于经济净现值与总投资现

值之比，其计算公式如下：

ENPvR：曼巢掣
lr

式中ENPvR～一项目的经济净现值率；

ENPv一一项目的经济净现值；

-[收稿日期]2005一04 13

-*[基金项目] 本文为作者承担的安徽省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研究项目“安徽社会工程项目财务决策机理研究”(2005KJ05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盛明泉(1964一)男．安徽财经大学套计学院教授，会计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万方数据



Journal of UESTC(social scie几ces edjtion)

IP一一项目总投资的现值。

(3)就业效果指标

Dec．2005，vOI．7，NO．4

社会工程项目的就业效益是指工程建成后，给社会所创

造的新的就业机会，包括直接就业和间接就业机会。在我国

当前就业问题十分突出的情况下，就业效果是一个很好地衡

量社会工程社会效益的指标。

单位投资总就业效果：堑篆差差器含警譬萎窘雾驾亲解
(4)发展带动效果指标

(a)社会工程项目对地区影响力指标

项目运营后地区GDP增值额=项目运营后CDP总量一

项目运营前GDP总量

计算该指标时应运用“有无对比法”，剔除那些非项目因

素，对归因于项目的效果加以正确的确认和度量。

(b)社会工程投资对相关投资的拉动效果

投资拉动系数=雩券要鞋墓翟甍蓦黼
社会工程投资不是政府独资，一方面社会工程项目自身

要尽可能地吸引民间等多种形式的投资，另一方面要充分发

挥社会工程项目的经济、社会效益及辐射效应，为相关经济产

业的加速升级和社会福利的实现提供良好的平台，以体现社

会工程项目设立的初衷。

(5)环境质量指数

社会工程项目除能够取得一系列正向效益外，也有可能

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主要有洪灾损失、涝灾损失、水土流失

损失、次生环境破坏、水体污染损失、大气污染损失、土壤污染

损失、人群健康损害、野生动植物的损失。我们可设置环境质

量指数这一综合指标对环境影响总体情况加以评价，但其前

提条件是国家、行业必须建立损失程度或污染物排放量标准。

<、鱼
_n

环境质量指数月：立L二二

式中0。——第f种损害量或污染物排放量；

Q。——国家或行业规定的第f种损害量或污染物排放量

的最大允许值；

n——工程项目所造成的环境损害的种类。

2财务效益评价

社会工程财务效益评价，就是根据国家现行财税制度、价

格体系等有关规定，从社会工程项目本身的财务角度，分析计

算该项目的直接效益和直接费用，考察该项目的盈利能力、清

偿能力以及外汇平衡等财务状况，据以判别该项目的财务与

商业上的可行性。其作用主要有如下几点：一是考察项目的

财务盈利能力，为将该项目推向市场、成功进行商业化运作提

供重要的依据；二是制定适宜的项目融资规划及金融机构确

定项目贷款的重要依据；三为协调社会整体利益和企业利益

提供依据，对于某些社会效益评价结论好，财务评价不可行，

但叉为国计民生所急需的大型社会工程项目，必要时可采取

经济优惠措施、土地补偿办法或政府补贴的形式，使项目具有

财务上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财务效益评价也可建立一整套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

系至少应包括投资利润率、财务净现值、财务内部收益率等。

为了使某些社会效益较好的社会工程项目具有实施的可行

性，可变换不同的优惠、补贴条件对上述指标进行多轮次测

算，以寻求较佳的市场化实施方案。

(二)基于不易量化因素的“超效益”分析

对于中小型社会工程项目依据上述社会效益、财务效益

指标体系进行决策，一般能够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但

对于大型社会工程项目而言，仅仅根据社会效益等评价指标，

已不能满足决策者的要求。要对那些不属于效益评价范围，

却对社会工程项目的决策起着制约作用的重要因素进行系统

分析一一这就是“超效益”分析。

“超效益”分析需要尽可能地把决策所涉及的各方面因

素，如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法律上的、技术上的，甚至资源、生

态环境及心理等方面的，全部综合起来进行评价。由于需要

分析的问题很多，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如果认为仅仅利用数学

模型和计算机手段就能够给出这些问题的满意答案，是非常

天真的。某些大型社会工程项目的特点就是很难找到或不可

能找到全部变量，更难用数学模型或概率统计的方法将其回

归到运行的轨道，使得全部用定量分析方法解决问题遭遇不

可逾越的困难。由于不可避免个人偏好和非理性的主观价值

的判断，因而造成社会工程项目决策的困难。

笔者认为，大型社会工程项目的决策需要采用定量与定

性相结合分析的方式，对于能够定量分析的因素应尽可能建

立数学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对于不能定量分析的因素也应采

取恰当的定性分析方法进行科学的分析，以尽可能避免决策

中的个人或组织偏好及主观价值判断。

以下是我们所给出的基于不易量化因素的“超效益”分析

所必须关注的几个重要方面：

1．国力分析

对国力的涵义有广义和狭义的理解。广义的国力是指一

个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政治组织能力、军事实力等的

总和。我国通常称之为综合国力。而狭义的国力是指国家的

经济实力，主要指国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笔者认为在研究

大型社会工程项目与国家经济实力的关系时，最好采用狭义

的概念。大型社会工程项目的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相适应，

这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规律。“如果特大型项目挤占资源

过多，导致其他领域所需资源无法满足将阻碍发展进程；或者

由于特大型项目使用的投入品过多，引发该物品供应紧张，加

剧通货膨胀，说明国力不能承担该项目”01。

就人力而言，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一般不需要

对此作专门的分析，但对于大型特定社会工程项目的特殊人

才的供给、开发和使用，还是需要研究的。这里的财力是指国

民经济各行业在一定时期内新创造的剩余价值，或者我们称

之为“社会剩余”。大型社会工程项目的建设规模要与国家所

能支配的剩余产品量相适应。在特定情况下外资可作为社会

工程建设的一种辅助性财力。而物力则主要指工程建设所需

的物资资源，如钢材、水泥、木材、燃料等。目前正在实施的

“三峡工程”即开创了我国重大社会工程项目国力承受能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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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先例。 工程能够顺利完工。

2．利益格局分析

社会工程项目的兴建是社会利益的再分配过程。由于社

会工程项目具有投资额大、建设周期长、突变性及风险性高等

特点，在项目实施中，必然会影响到与项目相关的一些部门、

地区等利益主体的经济运行，或引起他们之间发生利益冲突，

有时还会有很多变数。而由于项目的受益与受损可能分别由

不同部门、地区承担，利益主体间的既有平衡会发生变化，利

益关系处理不当，可能将会影响社会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

对于特大型社会工程项目更是如此，“特大型投资项目涉及的

利益主体复杂，不仅包括中央政府或主管的政府部门，而且包

括项目所在地区的政府、项目所在地区的居民，项目主持单

位、项目受益单位等，彼此价值判断不同，因而要全面权衡，使

各主体利益协调一致””1。

按照新福利经济学的观点，当国民经济发生一项变化时，

受益者的受益总量足以补偿受损者的受损总量时，社会福利

将得到改进⋯。以社会工程投资评价而论，如果该项目提高

了社会福利，就应该得到支持，反之则应该反对。在计划经济

年代，新福利经济学的观点在工程项日决策中有着一定的市

场。此时，决策者以宏观效益为标准，当微观利益与宏观利益

冲突时，微观利益服从宏观利益，为了达到宏观上的整体最

优，往往迫使微观范围内的一些利益主体作出某些牺牲。当

然，这增进了整个社会福利，却隐含着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

方、地方与部门之问的利益矛盾。市场经济堕得这种隐性矛

盾显性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利益主体对于社会工程项目

的决策目标及目标结构的层次和序列有着各自的偏好，在决

策过程中若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或忽略了这类问题，或企图

用西方经济理论中新福利经济学的最优状态一一利益最大化

原则为依据，武断地处理各利益主体问的经济利益关系，即使

从总体上看项目的决策是正确的，但由于局部利益相互冲突，

也可能得不到作为项目执行者及参与者的积极支持，甚至遭

到利益受损者的反对，因此可能难以取得很好的结果。这也

是大型社会工程项目后评价中．项目持续性评价应重点关注

的问题。

3．上马时机分析

对于一般的社会工程项目，对于上马时机可不作为专门

的问题进行研究。但对于大型社会工程项目而言，由于工程

投资额大、建设工期长，容易对国民经济产生一定程度的冲

击，在工程的社会效益评价通过以后，最好能够就工程上马时

机做专门的研究，选择国力对其支持的最有利的时机，以确保

三、社会工程项目方案的综合优选

对于大型社会工程项目的决策，需在可量化因素的“效

益”分析以及不易量化因素的“超效益”分析的双重评判的基

础上，综合优选。

即一个可实施的大型社会工程项目的最终决策，除主要

考虑社会效益等指标外，还应综合考虑各种决策影响因素，做

出周密的安排。不仅要考虑可以用货币定量计算的有形经济

效益，也要考虑不易直接用货币定量计算的无形经济效益，如

加速效益、连带效益、重组效益和创新效益等。此外还应就国

力承受力、利益格局协凋、上马时机等因素进行全面的“超效

益”分析。

另外，从融资的角度看，对于所有的}土会工程项目，均采

用政府独资的形式是不可行、也是不现实的。必须分类区别

对待，某些项目需采取合理的形式，推出恰当的商业运作方

案，尽可能地吸引企业、外商、民间等多种形式的投资，并协调

安排好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尤其是受损利益主体，以确保

大型社会工程项目的成功。为此，政府在可能的情况下应推

出土地补偿、财政补贴、赋予特定收费权等多种组合的一系列

方案，以使社会工程项目也具有财务效益，并首先确保项目融

资的成功。这就需要对一系列方案的社会效益和财务效益进

行多次测算，进行可供操作方案的综合优选。

从上述分析可见，大型社会工程项目实施方案的最终决

策，绝非简单地计算几个定量指标就能解决问题。决策时既

要考虑可量化的社会效益、财务效益等指标．还必须全面考虑

不易量化因素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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