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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产和财产的定义与若干理解

张 华
（辽宁省对外贸易学校，辽宁 大连 116023）

摘 要：资产是会计学中最为重要的概念，自20世纪初以来，许多学者试图定义资产并解释其本质。通过重点对我国资

产定义的评估和分析，识别当前国内外资产定义，可以将资产定义为：资产是指通过过去的交易或事件形成、拥有或管理的资

源，指的是具体实体。资产源自资源，能够可靠地计量特定实体控制的资源的成本或价值。只有当与资产相关的资源的成本

或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时，资产才能满足计量要求。因此，在定义资产时，需要注意实际计量的需要。而相对于财产来说，财

产是指物质财富，如金钱、货物、房屋和土地。国有财产个人财产货币价值受法律保护的权利的总称。一般来说，财产分为三

类：动产、不动产和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本文详细分析了资产和财产的定义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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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企业的生产经营来看，资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企

业的生产力。可以说，资产是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需

的资源，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只有资产才能创

造财务要素，例如收入、费用和负债。同时，会计要素不仅是

检查和计量会计的依据，而且是确定财务报表结构的内容和

依据。因此，非常需要对每个会计要素进行明确定义，尤其是

资产的准确定义。这是一个会计理论的问题，从20世纪初开

始仍然值得研究。

现有的研究对如何界定居民财产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和测

量方法，根据国际上较为规范的居民财产定义，居民家庭财产

有总财产与净财产之分，前者是由金融资产、房产、生产性固

定资产、耐用消费品、土地和其他资产构成，而后者是总财产

与负债的差额。在测算家庭财产存量时，大多数研究文献是

使用净财产而不是总财产的概念，如谢宇和靳永爱（2014）；但

是也有研究文献采用了总财产的概念，如甘犁等（2012）。从

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出发，为了更好地衡量家庭消费的财富效

应，采用净财产的定义具有更大的合理性；而使用总财产的定

义既不能合理地反映居民拥有财产的真实情况，也不能与收

入分配和财产分配研究领域的国际惯例接轨。

一、问题的提出

自 20世纪 90年代中期讨论现代企业产权关系，提出“出

资者对企业拥有资产所有权、企业拥有法人财产权”的说法以

来，关于什么是资产，什么是财产，学术界就一直没有一个准

确的定义。经查阅360百科，关于资产和财产的说法如下：资

产是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由过去的交易和事件形成的，预期

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财产是指金钱、物资、房屋、土

地等物质财富。

有人认为资产是财务会计中最有争议的概念之一。一直

以来，会计人员都试图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资产定义，但到目

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一个学术界和实务界都认可的权威定义。

其实，与资产的概念相比，对财产概念的界定更是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以至于我们打开企业资产负债表，虽然能够看懂

企业有哪些资产，却看不懂企业有哪些财产。由于受制于数

据的限制，现有的研究对上述问题并没有给出很好的解答。

即使一些研究在试图回答上述个别问题，由于使用了不同来

源的数据、采用了不同财产定义或财产差距的测量方法，其研

究结果仍存在很多争论。按前述说法，出资者拥有的资产虽

然一目了然，但企业拥有的财产却是一头雾水，看不出有哪

些，有多少。因此，弄清资产特别是财产的概念非常必要。本

文略陈管见，以供各方面参考[1]。

二、对资产和财产的理解与定义

根据笔者的理解，现代经济学中所说的资产一般是指资

本意义上的资产，有时也指财产意义上的资产。资本意义上

的资产，是指从资产与资本的关系中对资产的定义。因此，笔

者认为资产来源于资本，是资本的转化形式或应用形式。就

企业而言，他们拥有的资本在经营过程中被用作经营资本，并

转化为特定的经营资产。例如，流动资金转化为流动资产，如

现金、存款、收到的票据、赊销、证券、原材料、在制品、库存等。

固定资本转化为土地、厂房、机器设备、在建工程、资本所有

权、商标权、专利权等固定资产。

至于财产意义上的资产，从资产与财产的关系来界定资

产。可以说，资产是财产的存在形式或表现形式。这意味着

财产不仅可以以资产的形式存在，也可以以资产的名义存在。

比如国家、家庭和个人所有的土地叫土地资产，房子叫房子资

产，现金、存款和有价证券叫金融资产等等。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而

资本资产作为资本的转化形式或应用形式，也具有资本的属

性。因此，资本资产也是一种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相

比之下，财产意义上的资产不具备这种资本属性。为了解释

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给财产一个科学准确的定义。马克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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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剩余价值向资本转化时曾说过:“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的财

产”，“财富表现为‘巨大的商品积累’，而单一的商品表现为这

种财富的一种要素形式。”“不管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2]，使用

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根据这三句话，笔者认为财

产是财富积累的产物，是正在被持续保存或使用的各种货币、

物质、自然资源等物质财富和人类精神财富的总称。财富积

累既包括自然财富积累，也包括社会财富积累。其中，自然财

富的积累是土地、矿产、森林、海洋等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自

然资源的积累。既然这些自然财富的积累与人类的社会劳动

无关，而自然财富本身又不能带来剩余价值，那么积累起来的

财产就不是资本。社会财富的积累是国家、企业、家庭和个人

的收入积累，是与人类社会劳动相关的积累。社会财富是商

品的积累，其物质内容是使用价值，其积累的财产只能是资本

的产物而不能是资本。因为财产不是资本，所以现有形式或

表现形式的资产不具有资本的属性。

财产虽然不是资本，但当它与社会劳动相结合时，就可以

转化为资本，最初的资本都是由财产转化而来的。从实际情

况来看也是如此。只要个人将自己拥有的资金或土地用于投

资或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其拥有的财产就会转化为资

本。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积累的财产往往作为自有资本的一

部分。在上述过程中，虽然财产的自然形态没有改变，但其社

会形态却发生了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变化[3]。

根据上述分析，很容易判断出什么资产，什么是财产。以

一个人或家庭有一台小汽车为例，当小汽车被用于上下班、出

门、旅游的代步工具时，那么这台小汽车就是个人或家庭的财

产；而当这台小汽车被用于出租车赚钱时，那么这台小汽车就

是个人或家庭的资产。再以个人或家庭拥有 1万元为例，当

这1万元被放在抽屉或保险柜里时，那么这1万元就是个人或

家庭的财产；而如果这 1万元存放银行或买了国债、股票、保

险等有价证券，那么这 1万元就是个人或家庭的资产。个人

和家庭是这样，企业更是这样。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所有的土

地、厂房、机械设备、现金、存款、承收票据，赊销款、有价证券、

原材料、在制品、库存品以及在建工程项目、资本所有权、商标

权、专利权等都处于运营状态，都是企业的资产。相比之下，

在企业筹建的过程中，上述所有资产都是财产；而在企业破产

清算的时候，上述所有资产都还原为了财产。

三、对资产与财产的进一步理解

如果把资产限定为资本意义上的资产，即资本性资产，则

可进一步对资产和财产做如下的理解：

（一）资产和财产的形成不同

企业中的各种资产不仅在企业成立之初，而且经过几年

的经营，都是通过交换获得的。而且流通过程不创造价值，所

以社会资产向企业转移的过程中没有财富的积累，所以不可

能形成财产。企业拥有的财产只有在经营过程中才会产生，

即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取得经营收入并积累为利润，才形成企

业拥有的财产。至于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形成的财产数量，除

了经营资本总额或经营资产总额的规模外，还取决于经营效

率的高低和利润积累的比例。这意味着只有经营效率好、积

累了剩余利润的企业，才会在经营中形成财产，而经营效率差

甚至亏损的企业或者完全分配了剩余利润的企业，则不能在

经营中形成财产。这与企业只要有资本就可以形成资产，企

业只要有大量资本就可以形成大量资产是截然不同的[4]。

（二）资产和财产的运动形态不同

因为资产具有资本的属性，资本是一种能够带来剩余价

值的价值，而剩余价值只能在资本的使用中产生，所以资本必

须是不断运动的，也就是说，它必须不断地改变各种具体的转

化形式或应用形式。否则，一旦资本停止流动，例如企业停止

经营或破产清算时，由于资本不再能带来剩余价值，其有用价

值仅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因此资本将恢复为财产。而其

具体的资产转化形式或应用形式也将以财产存在或表现的形

式还原为财产资产。相比之下，由于财产不能带来剩余价值，

其有用价值仅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因此处于相对静止的

状态，其存在形式或表现形式很少变化。

（三）资产有虚拟膨胀的性质

根据各种统计，社会和企业的总资产远远超过总资产。

然而，如上所述，资本最初是由财产转化而来的，在财产转化

为资本和资本转化为资产的过程中，没有创造任何价值。在

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会形成资产与资产总额的悬殊呢？当财

产被国家、企业、家庭和个人直接用作资本时，毫无疑问，等价

财产转化为等价资本，然后转化为等价资产。然而，在财产被

国家、企业、家庭和个人间接用作资本的情况下，即上述各方

都使用他人的资本的情况下，情况并非如此。例如，在直接金

融中，当个人用全部资金购买股票时，在个人手中形成股票资

产，在企业手中形成自己的资本，转化为经营性资产。这样，

个人和企业拥有的总资产相当于初始资本或财产的两倍。在

间接金融中，个人把钱存在银行，就形成了个人手中的金融资

产和银行手中的存款，也就是别人的资本。当银行用别人的

资本贷款给企业时，金融资产（债权）在银行手中形成，别人的

资本在企业手中形成，转化为经营性资产。这样，个人、银行

和企业拥有的资产总额相当于初始资本或财产总额的三倍。

如果别人的资本重复使用，总资产和初始资产的差距就会拉

大，这就叫资产的虚拟扩张。由于上述现象在社会中普遍存

在并进一步发展和复杂化，社会资产总额越来越大于社会财

产总额。

（四）财产是实实在在的社会财富

由于企业在经营中形成的财产直接作为自有资本并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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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种资产，因此企业在经营中形成的财产金额等于总资产

减去他人资本和资本形成的资产后的差额，即总资产减去总

负债后的净资产。国家、家庭和个人也有一部分资产依赖于

负债，所以他们的资产等于总负债减去总资产后的净资产。

这样，社会财产总额等于国家、企业、家庭和个人的净资产总

额，即社会财产总额等于社会净资产总额。因此，财产是真正

的社会财富。

那么，当社会资产规模无形中扩大，社会资产总额大大超

过社会资产总额时，如何判断哪部分资产是社会财产的一部

分，哪部分资产不是呢？唯一的方法是看资本在应用时是否

需要价格。由于财产是财富的积累，无论国家、企业、家庭还

是个人，在使用自己的财产作为资本时，都需要付出任何代

价。上述资本无论是握在手里还是转化为具体的应用形式

后，都不会增加或减少社会财富的积累，因此是社会财产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相反，如果国家用发行国债筹集的资金作为

社会资本，企业用发行股票、债券、贷款筹集的资金作为经营

资本，家庭和个人用贷款作为借贷资本，就要付出相应的代

价。上述资本无论是握在手里还是转化为具体的应用形式

后，都不会增加或减少社会财富的积累，因此不是社会财产的

组成部分。虽然就目前来说，还难以估计它对我国社会稳定

与居民生活所带来的影响，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我们认为它对

社会公众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冲击是远远不可被低估的。尤其

是在部分人群中，其财产来源的公正性与合法性受到质疑的

大环境下，过大的社会财富分配差距或者说随着差距的快速

扩大，无疑会成为未来影响我国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危险因素。

（五）使用代价和转让方式的差别

资产的使用是有代价的。有资产就有负债，即资产和负

债相对应，资产增加，负债减少。相反，财产的使用是无成本

的，财产与负债之间不存在对应关系，与负债的增减无关。

因为资产的使用是有成本的，所以资产只能在所有者之

间以等价的价格进行交换，不能赠送或继承。由于财产的使

用是免费的，除了等价交换外，还可以在所有者之间给予和继

承财产。

（六）运用目的和增值的差别

使用资产的目的是获取剩余价值或经营效益，所以资产

是否增值取决于现有资产能否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或经营效

益。使用财产的目的是利用其使用价值，因此财产是否会增

值取决于现有财产是否会有新的使用价值。

总之，在估计财富水平和财富差距的过程中缺乏高收入

样本的代表性，这对富人的财富水平和财富分配的研究提出

了挑战。此外，由于实际研究使用的方法不同，文献中对同一

主题的估计存在很大差异。针对这一问题，本文系统性整理

了国内外有关财产与资产的定义、分类、数据来源、估算方法

等方面的文献，比较了不同处理方法得出的各种结论。在此

基础上，本文基于文献综述，通过对各项调查结果的合理性进

行点评，可以全面总结房地产缺口调查的重要任务，总结出中

国居民财产水平和资产差距的结论，并对未来的财产分配研

究加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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