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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核算
:

西方国家的理论与实践

谢 立 中

社会核算是本世纪 六七十年代 以来在西方国家兴起 的一项重要社会运动
。

本文

围绕着社会核算的产生原 因
、

定义
、

基本模式
、

基本概念
、

具体项 目
、

计量单位
、

报告 以

及 社会核算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与前景等方面
,

对西方国家迄 今为止在社会核算方面

的理论与实践作 了简单
、

系统介绍和评析
,

对我国的学术工 作者与实际工作者有重要

参考价值
。

.

作者
:

谢立中
,

男
, 1 9 5 7 年生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
。

一
、

社会核算产生的基本原因

社会核算产生于本世纪 60 年代后期
,

其主要发源地是美国
。

对于它产生的原因
,

有不少学

者做过论述
。

归纳起来
,

主要有以下两点
。

1
.

战后西方 国家中经济成就与社会问题的同时增 长
,

暴露 了传统经济核算方法的局限

性
,

产生了制定一种新的更为综合的核算方法来对人们的各项社会活动进行评估的迫切需要
。

在社会核算运动产生以前
,

人们通常只用各种经济指标 (如固定 资产投入
、

原材料投入
、

工资
、

成本
、

产值
、

利润
、

国民收入等等 )来考核一个企业
、

一个部门或一个国家的活动过程
,

社会的发

展往往被等同于某些经济指标 (如 G N 尸 )的增长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

国家获得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
,

这些国家的经济很快恢复与发展起来
。

进入 60 年代后
,

其经济增长更为迅速
。

然而
,

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
,

各种社会问题与环境问题也 日益激化
。

经

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这种不协调性
,

使许多人开始明白单纯用经济指标来衡量社会发展是极

其有害的
。

社会发展不只限于经济增长
,

还包括一系列其它 目标
。

因此
,

在考察社会发展过程

时
,

不仅要对经济指标进行测定
、

评估
,

而且也要对各种非经济的指标进行测定与评估
。

这就要

求把传统的核算体系加以扩展
,

使之不仅可以对社会的经济过程加以考核
,

而且也可以对社会

的非经济过程加以考核
。

这就导致了
“

社会核算
”
理论的出现

。

2
.

战后西方国家中
“

公共部门
”

的增长也迫切要求建立一种新的核算体系来考查
、

评估它

们的活动效果
。

公共部门的巨大增长
,

是战后美国及西方其它国家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

和

传统的赢利部门不一样
,

在这些部门中
, “

通常不可能采用单一的货币形式来测量活动结果
,

因

为在这里我们处理的正是人类本身— 以教育或健康的水平
,

以无形 的需要和满意
”

等等
。 ①

对这些部门的投入与产出的测量与评估
,

已远远超出了传统经济核算的范围
,

非传统经济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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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与框架
、

手段与方法所能胜任
。

它要求发展出一种新核算体系
,

也就是能对各种非经济

性活动的投入与产出进行测定
、

评估的核算体系
。

这种核算体系就是社会核算体系
。

因此
,

可以说
,

社会核算理论是在战后西方国家中社会发展与传统核算体系之间的矛盾 日

益尖锐的情况下
,

为了弥补传统经济核算体系的缺陷
,

作为与传统经济核算体系既相对立又相

补充的一种新的核算工具而提出来的
。

战后的美国
,

经济增长和公共部门增长的程度相应说来

在西方各国中都居于前列
,

创制这种新核算工具的社会要求相应说来也最为迫切
,

因而也就成

了社会核算理论最初的探索者和实践者
。

二
、

社会核算的定义

琳

坏

那么
,

到底怎样来给
“

社会核算
”

下个准确的定义呢 ?对此
,

西方学者也有许多不同的回答
。

以下试举几例
,

以窥一斑
。

1
.

D
·

F
·

林奥依斯①曾经把
“

社会核算
”

称之为
“

社会一经济核算
” 。

他把
“

社会一经济核

算
”

定义为
“

核算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应用
,

这些领域包括社会学
、

政治科学和经济学
” 。 “

自然
,

经济学处理生产
、

分配以及投入和财产的使用等问题
;
社会学处理发展

、

组织化和人类社会的

功能等问题
;
政治科学则处理政府行为

。 ”

这些学科都要进行测量— 不管测量对象是指数
、

比

率还是趋势
。

社会一经济核算就是贯串于这些测量中的共同的东西
。

②

2
.

5
·

C
·

莫伯内也采用
“

社会一经济核算
”
这个词

。

但他认为
“

社会一经济核算
”

一词意指
“

对政府和企业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与经济后果的整理
、

测量与分析
” 。

他指出
: “

据此定义
,

社会一经济核算被视为包含和扩展了现存的核算
。

传统的核算把它 自己的关心限制在选定的

经济后果上— 不管是在财政的
、

管理的还是国民收入的领域
。

社会一经济核算扩张了所有这

些领域
,

把当前未被考虑的社会后果象经济效果一样包括进去
。 ” ③

.3 .R .K 埃利奥特认为社会核算可以被定义为对一个企业或任一实体所使用的资源所作

的核算报告
。

他指出
: “
企业 (在经济核算中 ) 已经就财政资源 的使用 (状况 ) 向它们的供给者

— 所有人和债权人作了报告
。

而在社会核算过程中
,

企业则要就人力资源和 自然资源的使用

状况 向它们的供给者—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就是普通公众— 进行报告
。 ”

他还认为社会核

算要考核企业行为对人们生活质量的影响
。

④

4
.

K
.

V
.

拉曼纳森认为
: “

社会核算的目的在于协助评价企业等经营单位完成其社会契约

的状况
。

为达此 目的
,

社会核算提供着经营单位对社会发生影响的确切数据
。 ” ⑤

5
.

阿
·

贝尔卡沃依指出
:

普遍的财政核算重点考察单位之间的经济交易
,

忽略了经营单

位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交换
。

社会核算旨在克服此缺陷
,

它要测量
、

揭示经营单位与其社会环

① s
·

C
·

莫伯内认为林奥依斯可称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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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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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之间的交换关系
,

表达经营单位的社会责任
,

它所要求的是一种总的核算
? ①

6
.

丹尼尔
·

贝尔认为
,

社会核算
“

将扩大我们的成本和效益概念并把经济核算置于比较

广泛的结构之中
。

最终目的是制定一个有利于说明政策选择的
`

资产负债表
’ ” ; “

创立社会核算

系统的努力可以推动我们从四个方面衡量我们社会中利用人力资源的情况
:

一
、

衡量社会成本

和发明创造的净收益
;二

、

衡量社会弊病 (例如犯罪
、

家庭分裂 )
;
三

、

在内容明确的社会需要领

域内 (例如住房
、

教育 )制定
`

活动预算
’ ; 四

、

确定经济机会和社会地位升迁的指标
” 。

⑧

以上各个定义都有所不同
,

但概括起来
,

可以看到它们大致包含了以下几点意思
。

( l) 社会

核算首先仍然是一种核算体系
;
作为一种核算体系

,

它也是要以计量的方式
,

对经营实体各种

活动的成本与收益进行比较
,

以对活动的过程与结果作出定量的描述与分析
。

( 2) 社会核算是

一种与传统经济核算完全不同的新型核算体系
,

它是要从一种更为全面
、

更为综合的角度
,

来

对社会活动的成本和收益进行 比较
,

以对社会活动的过程与结果作出比传统经济核算更为全

面
、

更为综合的描述与分析
。

所谓
“

更为全面
、

更为综合的角度
”
包括两方面的涵义

:

第一
,

是指

要从社会结构总体 (而不是从某一局部机构如某一企业
、

某一组织
、

某一部门等 )的角度来测定

某项 活动的成本与收益
;
第二

,

是指要从社会利益总体 (而不是单从某一种利益如物质利益或

经济利益 ) 的角度来测定某项活动的成本与收益
,

要揭示活动实体与活动实体之 间
、

活动实体

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全面交往关系 (而不 只是某一方面如经济方面的交往关系 )
。

因此
,

简而言

之
,

可以把社会核算定义如下
:

社会核算是从一种全面
、

综合的角度
,

采用计量的方式
,

对各种

社会活动的耗费与收益进行测量和 比较
,

以对社会活动 的过程及其结果作出全面描述与分析

的工具系统
。

拓

三
、

社会核算的基本模式和基本概念

上述社会核算的基本涵义可以用下列公式表达出来
: ③

5 5 一 艺B
,

一 艺几

式中 5 5 一社会剩余或亏损 ( s
oc i a z , u

rP z u : or 己ife
c i t )

刀 i 一第 i 项社会收益 ( s oc i a z 香e n

求
t )

jC 一第 j 项社会耗费 ( s
oc i al : os )t

根据此公式
,

一项社会活动对社会所提供的最终利益
,

等于它所提供的各项社会收益的总

和减去它所使用的各项社会耗费的总和所得的算术差
。

假如核算结果 为一正值
,

那么表明这项

活动为社会提供了剩余利益或净利益
;
假如核算结果为一负值

,

表明这项活动不但没有为社会

提供净利益
,

反而还使社会出现了一定 的利益亏损 (减少了原有的利益 ) ;
假如核算结果为零

,

则表 明社会收支相抵
,

社会既没有因这项活动而得到新增利益
,

也没有因这项活动而减少原有

① 阿
·

贝尔卡沃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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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8 1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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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

利益
。

无疑
,

社会追求的 目标应是使每一项社会活动都能为社会带来一定的净利益
,

从而使社

会利益总量能够不断增长
。

上述公式可以被称为社会核算的基本模式
。

因为它表达了社会核算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形

式
。

在实际生活中
,

人们可能会设计出种种外观不同的具体社会核算模型
,

但基本思想都不外

乎是要通过对一项活动的社会收益与社会耗费进行比较和计算
,

来测定它对社会利益增长过

程的作用
。

上述公式也为社会核算提供了几个基本的概念
,

即社会利番
、

社会耗费
、

社会剩余利益 (或

净利益 )与社会利益亏损
。

对这几个基本概念
,

美国一些学者曾做过比较明确的说明
。

按照 R
·

埃斯特思的定义
,

所谓社会收益泛指
“

对社会 (或社会的专门部分 )来说所获得的

任何利益
,

不管是经济的还是非经济的
,

内部的或外部的
。

因而
,

正如那些未补偿 (或未适当补

偿 )的外部经济属于社 会收 益一样
,

社会收益也包括一个 实体所提供的那些被补偿 了的利

益
’ ,

①
。

所谓社会耗费则泛指
“

对社会造成的任何耗费
、

牺牲或损害
,

不管是经济的还是非经济

的
,

内部的或外部的
。

例如
,

某个实体对一块土地的使用
,

就其使社会牺牲了对那块土地进行使

用的另一些最佳选择来说
,

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的耗费 (既使使用这块土地的实体可能为此偿付

一定的土地租金
;
这种返还的租金代表了一种社会收益 )

’ ,

②
。

埃斯特斯的定义至少提供了理解
“

社会收益
”

与
“

社会耗费
”

概念的两个要点
。

第一
,

从内容上看
,

无论是社会收益还是社会耗费
,

都包括了
“

不管是经济的还是非经济的
”
内容在内的所有项 目

。

因此
,

正如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与

劳务属于一项社会收益一样
,

企业为职工所提供的就业机会
、

生活福利等也属于社会收益
;同

样
,

正如企业在生产中所消耗的原材料与设备
、

劳动力等属于社会耗费一样
,

由于企业生产所

造成的工伤事故
、

职业疾病
、

精神损失等也应属于社会耗费
。

第二
,

从范围上看
,

无论是社会收

益还是社会耗费
,

都包括了产生于一个实体
“

内部的或外部的
”

所有收益或耗费
。

因此
,

正如企

业由于向社会提供产品或劳务所获得的收入属于社会收益一样
,

由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

给它的外部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所带来的一切利益 (如居 民的开化
、

生活更加便利等 )也都属

于社会收益 (尽管企业可能并未因此得到报偿 ) ;
同样

,

正如企业内部所消耗的物资
、

劳力
、

精神

资源等属于社会耗费一样
,

由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给它的外部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所造

成的一切损耗 (如民风败坏
、

环境污染等 )也都属于社会耗费 (尽管企业也可熊并未因此而受到

惩罚 )
。

把握
“

社会收益
”

与
“
社会耗费

”
概念的这两个要点

,

对于准确理解社会核算来说显然是

极为重要的
。

相对说来
, “

社会剩余收益
”

与
“

社会利益亏损
”

这两个概念就 比较简单
:

社会收益超出社会

耗费的部分就是社会剩余收益
;
反之

,

社会耗费超出社会收益的部分就是社会利益亏损
。

这里

毋需过多解释
。

因此
,

社会核算中最基本的两个概念就是社会收益与社会耗费
。

对一项社会活动所产生的

收益与耗费从一个综合的角度重新定义是使社会核算区别于传统经济核算的基本特征
。

按照

这种重新定义的收益与耗费概念来对一项社会活动进行核算
,

其结果与传统的经济核算大不

相同
。

① 同前引书
,

第 1 86 页
。

⑧ 同前引书
,

第 1 86 页
。



四
、

社会收益与社会耗费的具体项 目

收益概念与耗费概念在内涵上的变化自然要通过它们外延 (即各自的具体项 目 )上的变化

反映出来
。

社会核算框架中一项社会活动的收益与耗费
,

其具体内容或项 目要比在经洗核算框

架中广泛得多
。

我们以企业的社会核算为例来加以说明
。

在西方企业的经济核算体系中
,

费用概念在范围上主要包括企业为提供一定的产品或劳

务而以货 币形式加以支付的生产费用 (在产品的生产或劳务的提供 中直接耗费的那些材料与

人力 )
、

制造费用 (为产品的生产过程直接所需但又不能象生产费用那样直接计人到每件产品

中去的那些费用
,

如车间管理费用
、

购销差旅费等 )
、

期间费用 (包括企业行政管理部门为组织 心

和管理生产经营活动而支付的各种管理费用以及企业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而发生的财务

费用如利息支出
、

汇兑损失等 )三大项
。

① 收益概念则主要指企业通过生产
、

销售产品或劳务所

取得的那些货币收入
。

在企业的社会核算体系中
,

情况则大不相同
。

以下是两个具沐例子
。

第一例是美国 A bt 咨询公司为考察自己公司的活动所制定的社会核算体系
。

这个体系中

耗费概念与收益概念各自的具体项目如下
: ②

例 1 表

社社会耗费费 社会收益益

.111 对职员的社会耗费费 1
.

对职 员的社会收益益

解解雇与
_

〔 作的偶然终止止 健康保险
,

人寿保险
,

病假假

卡卡付报酬的过度工作作 专业方面的进步步

机机会不均等等 公司学校与学费补偿偿

假假假期
,

节日
,

娱乐乐

食食食品服 务
,

儿童照 看
,

停车场场

生生生活质量 (空间及其质量 )))

222
.

对社区的社会耗费费 2
.

又寸社仄的社会收益益

地地方税的消费费 支付给地 方的税金金

环环环境的改善善

地地地方税对创造就业职位的净价值值

333
·

对一般公众的社会耗费费 3
.

对 一般公众 的社会收益益

联联邦服 务的消费费 支付给联邦的税金金

州州服务的消费费 支付给 州的税金金

对对对知 识 (出版物等 ) 的贡献献

联联联邦税 与州税对创造就业职位的净价值值

梅

第二例则见于美国学者 R
·

埃斯特思所建议的企业社会收益 /耗费报告模式
。

在这个模式

中
,

企业活动所导致的社会收益与社会耗费应包括以 下具体项 目
: ③

\1) 这三项费用中
,

前两项 属于成本费用
,

期间费用 则属 于当期损 益
,

不计人成本
.

但从企业收入中直接扣除
。

② 据 A bt 公司
“
社会收益帐 目整理

” ,

见前引书第 2 13 页
。

⑧ 见前引 书
,

第 19 4一 19 5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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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表

社会耗费 社会收益

尸

伙

1
.

人类服务 的使用
2

.

购买的原材料
3

.

购买的建筑与设备
4

.

其它商品与材料的使用
5

.

其它社会要素对企业所作的支付
为商品和劳务向企业所作的支付
追加的资本投人
贷款
其它支付

6
.

环境破坏
土坡破坏
空气污染
水污染
噪音
固体废料
视觉污染
其它环境破坏

7
.

公共服务的使用
8

.

公共设施的使用
9

.

与工作有关的伤害与疾病
1 0

.

其它社会耗费

1
.

产品与劳务的提供
2

.

向其他社会要素所作的支付
雇佣职位的提供
为购买商品和其他服务所作的支付
级税

捐脂
红利和利息的支付
其它支付

3
.

为雇 员提供的服务
. 4 环境投资
5

.

作为捐赠付给他人的劳务
6

.

捐 蹭给他 人的设备与工具服务
7
.

其他收益

峨

这两个例子中的社会耗费与社会收益概念其具体项 目不仅在名称上而且在范围上都有所

不同
。

从范围上看
,

前一例中未把企业为提供产品或劳务所支付的各种生产费用 (原材料
、

人力

等 )和制造费用及由此所产生的直接收益包括在核算范围内
。

后一例则弥补了这个缺陷
,

因而

显得更为全面
。

这两个例子所包含的上述差别 (实际上 目前所有被建设采用或已被采用的社会

核算体系都包含着上述差别 )从一个方面表明社会核算的不成熟性
。

但尽管如此
,

社会耗费与

社会收益概念与传统经济核算体系中耗费与收益概念在具体项 目上 的区别
,

在上面两个例子

中则都得到了体现
。

五
、

社会核算中的计量单位问题

橄

社会核算理论中一个一直未能获得完全解决的问题是它的计量单位问题
。

传统的经济核

算是统一以货 币为单位进行测量和核算的
。

这里的
“

统一
”
意味着

:
( l) 测量耗费与测量收益的

计量单位之间是统一的
; ( 2) 不同行动实体之间

、

不同活动内容之间在进行核算时所采用的计

量单位是统一的
; ( 3 )测量不同资源的耗费之间与测量不同的利益之间的计量单位是统一的

。

所有行动实体在所有不同活动中所耗费的所有资源
、

所取得的所有利益都可以统一地换算为

一定量的货币
,

因而也就可以对它们进行精确的比较与分析
。

然而
,

社会核算却缺乏这种
“

计量

单位统一
”

方面的便利性
。

它缺乏一种可靠的统一计量单位
。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社会耗

费与社会收益都不是单一以货币或其它测量尺度来进行结算的
。

但是
,

尽管如此
,

仍然有不少研究者与实践者试图采用统一的货币单位来进行社会核算
。

他们试图把被核算的活动过程 中所发生的一切社会耗费与社会收益都统一换算为一定量的货

币
。

这在 目前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
:

一是为某种本不是以货币计量的社会耗费或社会收益

寻找一项可以货币来计量的替代指标
,

如以职工月工资的增长率来表示职工专业能力的进步

率
,

以企业对环境保护设备的投资来表示社会在环境改善方面所获得的收益等
;
二是为某种本

不是以货币计量的社会耗费或社会收益确定一个可以货 币来计量的
“
影子价格

” 。

但这两种途
.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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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其结果上的可靠性都很难得到保证
。

就某种本不是以货币计量的社会耗费或社会收益而言
,

无论是它的替代指标还是它的影子价格都不是唯一的
,

因而在试图加以确定时都不免带有一

定程度的主观性
。

此外 :还有不少社会活动 (如解放奴隶等 )给人们带来的社会收益
,

其替代指

标和影子价格几乎无法加以确定
。

因此
,

对于相当大的一批其他研究者与实践者来说
,

他 们宁

可放弃统一测量单位的理想 (尽管这种理想始终有着巨大的诱惑力 )而选用其它解决办法
。

就 目前来说
,

西方国家对社会核算中的测量单位间题
,

主要采取了以下三种解决方式
:

1
.

社会耗费与社会收益都以货币单位计量
;

2
.

社会耗费以货币单位计量
,

而社会收益则以各种非货币单位 (物理单位
、

社会指标等 )

计量
;

3
.

社会耗费与社会收益都以非货币单位计量
。

前述美国 A bt 公司实际应用的社会核算体系
、

美国学者 R
.

埃斯特思荐用的社会核算体

系等都采用了第一种解决方式
。

法国的社会核算也采用统一货 币计量方式
。

瑞典的社会核算

则采用了第二种解决方式
。

德国的社会核算则以货 币形式测量社会耗费
,

而对它们在社会 目标

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仅以文字形式加以评估
。

这三种解决计量单位问题的方式各有优劣
。

第一

种方式由于计量单位统一
,

便于对不同行动实体
、

不同活动中所发生的各种不同种类的社会耗

费或社会收益进行归总和比较
,

缺点则如前述
。

第二
、

三种方式的测量结果 比较可靠
,

但却难以

对不同的社会耗费或社会收益进行归总和 比较
。

如何使社会核算中的计量单位问题得到更为

合理的解决
,

是社会核算理论中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

、

才

六
、

社会核算报告
海

社会核算中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制定社会核算报告
,

即以表格等形式化方式对社会耗费
、

社

会收益以及社会利益的盈亏状况等信息加以呈示
。

目前西方国家中学者们所建议或政府
、

企业所实际试行的社会核算报告在形式上还很不

规范
,

可谓形形色色
、

多种多样
。

但大致说来
,

还是可以对它们做一粗略的分类
。

西方国家现有的各种社会核算报告模式首先可以根据其内容划分为单一型与综合型两大

类
。

所谓单一型
,

就是单纯只对社会耗费或社会收益进行报告
,

因此也可分别称之为
“

社会耗费

核算报告
”

或
“

社会收益核算报告
” 。

所谓综合型
,

就是把社会耗费与社会收益的核算数据列在

一起加以报告
,

并对两者进行比较
,

计算出社会利益的盈亏状况
。

它也可以称为
`

社会耗费 /收

益核算报告
” 。

无论是单一型还是综合型社会核算报告
,

又都可 以按照其构造形式分为总量型与结构型 辛

两大类
。

所谓总量型
,

就是对行动实体在某一时段内可能同时进行的几种活动过程不加区分
,

而把在这些活动过程中所分别发生的社会耗费或社会收益汇总来加以报告
,

它在形式上作 为

一个单纯的帐目表出现
。

所谓结构型
,

则是对行动实体在某一时段同时进行的几种活动所分别

发生的社会耗费或社会收益分别加以报告
,

它在形式上作为一种矩阵表出现
。

这样
,

西方国家现有的社会核算报告模式大致可 以概括为以下具体类型
:

单一型 综 合型

产

一— — 一一

— 一入— —
~

——社会耗费报告 社会收益报告 社会耗费 /收益报告



总量型
:

总量型社会耗费报告 总量型社会收益报告 总量型社会耗费 /收益报告

结构型
:

结构型社会耗费报告 结构型社会收益报告 结构型社会耗费 /收益报告

限于篇幅
,

以下仅就
“
总量型社会耗费 /收益报告

”
和

“

结构型社会耗费 /收益报告
”

举出两

个实例如下
。

例 1表 R
.

埃斯特思建议的企业总 t 型社会收益 /耗费报告模式

火 X 企业年度社会核算报告 ( 1 9 8 4年 1 2 月 3 1 日 )

乍

一
、

社会收益

1
.

产品与劳务的提供

2
.

向其它社会要素所作的支付

雇佣职位的提供 (薪金和工 资 )

为商品和 其它服务所作的 支付

缴 税

捐赠

红 利和利
』

息支付

其它支付

3
.

为雇员提供的服务

4
.

环境投资

5
.

作为捐赠付给他人的劳务

6
.

捐 赠给他 人的设备 与工具服务

7
,

其它收益

社会总收益

二
、

社会耗费

1
.

人类服务的使用

2
.

原材料的购买

3
.

建筑 与设备的购买

4
.

其它商品与材料的使用

5
.

其它社会要素对企业所作的支付

为商品和劳务对公司所作的支付

迫 加的资本投人

贷款

其它支付

6
.

环境破坏

上壤破坏

空气污染

水污染

噪音

固体废料
.

视觉污染

其它环境破坏

7
.

公共服务的使用

8
.

公共设施的使用

9
.

与工作有关的伤害与疾病

] .0 其它社会耗费

$ X X X

$ 只 X 火

火X X

只X X

X X X

X X 只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只

X X X

成 $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斗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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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总耗费

三
、

年度社会利益剩余 (或亏损 )

四
、

企业
_

上年积 累的剩余 (或亏损 ) ( 1 9 8 3 年 12 月 31 日 )

五
、

企业本年积 累的剩余 (或亏损 ) ( 1 9 8 4 年 12 月 31 日 )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附注 (略 )

来源
:

R
·

埃斯特思
: “
一个综合性的企业 社会报告模式

”
( 1 9 7 5 )

。

以上各种类型的社会核算报告有不同的功能
。

比较起来
,

综合型报告比单一型报告
、

结构

型报告比总量型报告能够提供更多
、

更详细的核算信息
。

但制作结构型或综合型报告需耗费更

多的人力与物力
,

因此
,

在没有必要采用结构型 (或综合性 )报告的时候
,

采用总量型 (或单 一

型 )报告也就够 了
。

七
、

社会核算的发展
:

间题与前景

社会核算运动自本世纪 60 年代末在美国产生以来
,

到 70 年中
、

后期逐渐达到高潮
,

并先

后传播
、

扩散到瑞典
、

法国
、

德 国等欧洲国家
。

在此期间
,

出现了一批很有价值的研究著作和应

用范例
。

前者如 D
.

林奥依斯的论文《社会一经济核算 》
,

R
.

G
.

金的论文 《费效分析
:

对核算学

家的含义 》
,

5
.

莫伯内的论文《社会一经济核算的挑战 》
,

J
.

赛德勒的论文 《社会收益帐 目中的

货 币估价 》及其主编的文集 《社会核算
:

理论
、

间题与案例 》
,

R
.

W
.

埃斯特思的论文《社会耗费

的核算 》
、

《一个综合性的企业社会报告模式 》及其主编的文集《核算与社会 》
,

R
.

道夫曼主编的

一本包括对 9 个分离的社会工程的耗费与收益进行测量的案例研究集《政府投资收益的测量 》

等
; 后者则如美国 A bt 公司制定的年度社会核算报告

,

美国东方煤气与燃料公司的社会核算报

告
.

美国健康
、

教育与福利部对 1 00 个地 区进行空气污染净化活动 计划 的社会核算报告
,

N
.

特内基等人进行的美国 1 9 7 4一 1 98 3 年国民生活质量改善计划的社会核算
,

德国鲁尔地区对水

质管理活动的社会核算
,

法国政府所要求的所有雇佣 30 。 人或 3 00 人 以上的企业必须提供的
“
社会平衡表

”
及瑞典

、

德国的企业应政府要求制定的类似的社会核算报告等等
。

这些研究著作

和应用范例从不同的角度和范围对企业一级或国家一级的社会核算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有益探

索
,

为社会核算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一个 良好的基础
。

但进人 80 年代以来
,

社会核算作为一项运动在西方国家渐趋低潮
。

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
,

但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社会核算自身在理论
、

方法及实际应用上存在着一些一时难以完全

解决的问题
。

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两个重要间题
: 1

.

社会耗费与社会收益到底应包括哪些具体

项 目? 2
.

如何为社会核算确定 一个能 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统一计量单位 ? 这是两个一直令社会

核算学者们头痛的难题
。

R
.

埃利奥特曾明确写道
: “

对社会核算来说要作出的最困难和最重要

的或许是这样一个实际问题
:

什么是要被测量的以 及什 么是测量的单位 ? ” ①另一个重要问题

则涉及到实行社会核算的动力方面
,

即怎样才能使企业 (或其它行动实体 )普遍 自觉地进行持

久的社会核算 ?格罗叶和斯达克曾经指出
.

以企业而言
.

要使企业普遍愿意 自觉进行社会核算
,

海

R
.

E l l i
( ) t t , “

M
e a s u r 一n g t h

e
Q u a l

一t y o f l 一f
e . ”

I n s ,侧压/ 」“ 刁胡
刀权夕

.

E d s
.

i n g C o m p a n y , 1 9 7 5
,

p
.

1 6
.

·

5 0
·

.

S e 一d l r e a n d l
` .

[
`

S
e

id L
r e

.

M
e

l v 忆I L P u b l i
s

h
-



例表2 结构型社会耗费 /收益报告模式举例

N
.

特内墓等人制定的美国国民生活质 t 改进计划 ( 1 94 7一 1 98 3)的耗费 /收益报告 (局部 )①

乍

挑

卒

活活动项 目目 总耗耗 目标产生出指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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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 9444 7健康与安全全 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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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 与与

阿阿 /////////// !与详绛性 }}}}}}}自由时间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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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例 2表

活活动项目目 总耗耗 目标产生出指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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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9 7 444 健康与安全全 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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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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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控制制 1 7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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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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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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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间的减少少 10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6 00000

222 8
、

节时 型发明明 9 lllllllllllllll 444444444 lllll 222222222222222 3 1 999 5000

总总计③③ 3 3 9 99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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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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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 4 4 888 2 7777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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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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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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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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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6 999 999 l 222 1 111 88888 2 888 6 000 8 111 3 1555 6 7 777 16 000

注
:

①限于篇幅
,

此处只列出原表部分内容及数据
。

②此处 19 8 3 年数据为若不采取后面所列各项行动
,

按 19 73 年现有趋势进行到 1 9 8 3 年时将有的数字
。

③因数据未全列入
,

总计数与各行数字之和不相等
。

④本表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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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那么至少要具备下述条件之一
: 1

.

存在着要求进行社会核算的巨大社会压力
; 2

.

从事社会核

算能使企业获利 (这是推动企业普遍 自觉实行经济核算的基本动力 )
。

①而这两个条件并不普

遍存在
。

目前西方国家的企业社会核算多是在政府强制下推行的
。

而在当前社会核算的理论

与方法尚不成熟的情况下
,

政府推行社会核算的意志也往往是不坚定的和多变的
。

理论上与实

践上的这些问题
,

都给社会核算运动的持续推进造成了不利影响
,

使得它只能以时高时低波浪

形的方式渐渐发展
。

然而
,

尽管如此
,

社会核算的基本思想却已为人们普遍接受
,

已有的理论与方法也暂被人

们作为分析与评估社会活动的重要工具而不断被继续应用并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

有的学者甚

至认为
,

人类在 5 00 年前进入了经济核算的时代
,

而今正在进入社会核算的时代
。

可以肯定
,

随

着时间的推移
,

社会核算的理论 与方法必将逐步成熟起来
,

成为人们普遍运用的有效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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