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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现行国民经济评价影子价格的选取进行剖析
,

指出了现行评价价格的选取存在有诸多

不足之处
。

应 用波及效用理论对国家控制价格的物品给出了评价价格确定的方 法
,

给出了较为 系统的影

子价格选取方法体 系和思路
。

关 键 词 影子价格二 转换系数 ; 波及效益理论; 国民经济评价

中图分类号 F 2 24
.

5

建设项 目的国民经济评价的关键是所采用价格的选取
,

不论价格是市场上 自发形成的还是由国家统

一制订
,

或者由国家政策对市场形成的价格修正的
,

它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速度都有重大

影响
。

正确
、

合理的价格体系应能反映商品的价值和供求关系
,

有利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利益

的合理分配
,

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
;

而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会阻碍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
,

甚至起到破

坏作用
。

在通常情况下
,

财务评价中所采用的实际价格不足以用来进行费用效益分析
。

目前流行的影子

价格泛指实际价格以外
、

较能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社会价值的那种价格
,

是资源机会成本的货币表现
,

它反映的是有限资源得到合理配置时的机会成本川
。

现行费用效益分析把那些人为确定
、

更为合理 (相

对现行价格 ) 的价格统称为影子价格
。

这样
,

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

本文针对现行国民经济评

价影子价格的选取存在的不足
,

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国民经济评价影子价格选取理论体系和方法
。

1 现行评价价格的弊端
西方经济学家们将 19 68 年以后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O E C D ) 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 U N ID O )

提出的项 目评价方法称为新方法论 lz]
。

在现行的项 目评价方法体系中
,

O E C D 法 ( L
一

M 法 ) 和 I
~

NJ I D O

法两种方法最为基本
。

由于工农业产品与进出口品之间的比价不合理也不可比
,

因此必须对这些商品价

格用修正系数予以修正
,

同时将国际价格与国内价格换算为可比价格
。

也就是说
,

国际边境价与国内市

场价不能简单相加
,

一定要转换为可比价后再加总
。

L
一

M 法建议采用以世界市场价格 (国际边境价 ) 为基础的价格体系
,

在对货物进行具体的估价时
,

把货物分为两类 (贸易货物和非贸易货物 )
。

贸易货物分为进 口货物和出口货物两类
,

进 口货物以到岸

价为计算基础
,

出口货物以离岸价为计算基础
;
非贸易货物用转换系数法转换成国际边境价

,

可简单地

表示为

净现金流 = 离岸价 (到岸价 ) x 官方汇率 士 国内市场价格 只转换系数 (影子汇率 ) ~ 国际边境价 (l )

U N I D o 法采用以国内价格为计算基础的价格体系
,

它从项 目产出物和投人物两个角度出发
,

分别

估算其影子价格
,

用支付意愿来衡量
。

对于贸易货物用消费者支付意愿乘以影子汇率加以修正
,

非贸易

货物按国内价格或支付意愿衡量
,

可简单地表示为

净现金流 = 离岸价 (到岸价 ) x 影子汇率士国内市场价格 = 国内市场价格 ( 2)

L
一

M 法和 U N DI O 法在影子价格选取中存在以下不足
:

1) L
一

M 法 l3]
:

( l) 用边境价格作为计算各类货物和劳务的影子价格基准
,

没有和国内价格政策直接

联系起来
,

在对外贸易不发达国家
,

这种方法的实用性受到影响
; (2) 对于项目投人与产出的贸易货物

来说
,

其影子价格并不能简单地使用当前的国际边境价格
,

还应考虑其弹性系数以及国内运输等费用
,

在项 目评价中能否正确地区分货物类型对其定价影响很大
;

(3) 对某些具体货物能不能作为贸易物
,

不

能简单地以当前进出 口贸易为准
,

而应与国家一定时期内的外贸政策和外贸机会结合起来考虑
,

否则会

使项 目评价出现虚假
。

如某些货物只能在国家出口 (进口 ) 限额之内作为局部贸易物
,

评价时就不能把

一卯8 年 10 月 2 5 日收稿
,

19 9 8 年 11 月 2 日修改定稿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基金号
:

7 9 5 7 00 60
* *

男 4 0 岁 在职博士生 副教授



电 子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第2 8卷

全部该物品都考虑为可贸易品
。

国际市场作为商品交换的机会
,

从目前中国的现状来看
,

还是缺乏这种

机会
。

项 目投人
、

产出品在国际市场上实现的可能性
,

直接影响着评价价格的选取
。

又由于国家为了发

展本国经济
,

需要保护民族产业
,

对某些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产品
,

政府可通过关税和限

制进 口的办法提高其国内价格
。

对于这类产品国际市场价格未必能实现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有限资源得到

合理配置
,

可以也按非贸易品对待
:

(4) 影子价格的选取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

不容易为人们所理解
; ( 5) 分

配效果考虑的不充分
,

费用效益分析理论假定 目前的分配状态是好的
; (6) 在 L

一

M 法中
,

对于非外贸品

影子价格的测算采用转换系数法 ( C F A )
,

转换系数法是把非外贸品的国内价格转换成边境价格 (用本

国货币表示 )
,

这种转换通过转换系数 ( C )F 来进行的
,

相应的方法就称为转换系数分析法
。

从理论上

讲
,

项 目的投人增加了对某种非外贸物品的需求
,

需求的一部分可以通过扩大其他厂商对该种商品的生

产来满足
,

其余部分可以通过减少其他用户对该商品的需求来满足
。

增加生产的那部分
,

需要计算其边

际社会费用
。

而减少其他用户的消费
,

需要计算其边际社会效用
。

则项 目中所使用的非外贸货物的费用
,

可以表示为边际社会费用与边际社会效益之间的最大值
,

这个费用和其相应的国内价格之比
,

就是把非

外贸货物的国内价格转换成与其等价的边境价格时所用的转换系数
。

转换系数分析法的不足主要表现在

转换系数时效性太差
。

转换系数的研究是责成研究单位
,

经过长时间的研究
、

测算得到的
,

适应经济形

势变化的转换系数法是无法实现的
,

而长时期采用固定不动的转换系数显然是不合理的
。

2) U N ID O 法的缺点
:

( 1) t J’’N ID O 法对非贸易物的国内价格一般用消费者支付意愿 ( w T P ) 来衡量
,

然而要去求得支付意愿 ( w T )P
,

必须知道需求曲线的现状
,

要做大量的市场调查和预测工作
,

而人们

易变的偏好将随时影响着支付意愿
,

衡量支付意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难以做到的
; (2) IJN DI O 方法的

前提是假定人们对于自己的利益有最好的判断 (通过支付意愿来表达 )
,

消费者能得到充分的有关信息
,

事实上
,

信息是很难实现对称的
; ( 3) 1」N ID o 法隐含一种假定

,

即认为各种货物的国内市场价格能正确

反映它们对消费的贡献
,

实际上这种假定是站不住脚的
;

(4) 影子汇率 ( s E R ) 的测定是件复杂的事情
,

主观随意性较大
,

有关部门可能会反对使用影子汇率
; (5) 分配效果考虑的不充分

,

费用效益分析理论

假定 目前的分配状态是好的
。

2 波及效益理论应用一合理价格的确定
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逐步取代计划经济

,

但市场机制仍还不够完善
。

项 目产出的价格
,

尤其基础产业的产出物 (如铁路运输
、

能源供给等等 ) 的现行价格不能真实反映其社会价值 (通常其现

行价格是偏低的 )
,

不同部门间存在着效益的转移
。

比如我国属于基础产业的并主要服务于农业
、

工业
、

建筑业等部门的铁路项 目
,

其产出物 (客运或货运 ) 的价格通常是由政府决定的
,

政府制定的价格低于

相应的市场价格
。

因此
,

我国铁路运输项目的转移效益是突出的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基础建设项 目或公共建设项 目可被视为是其他生产部门的延伸
,

这种项目应该取

得接受该项 目的产品或服务的各部门加权平均收益率
。

设 A 为被评价项 目
,

它与 m 个部门有着联系
。

即 A 向这 m 个行业提供自己的产品
,

提供的数量假

定为 乌 (=j 1
,

2
,

一 。 )o 又假定这 m 个行业 间不存在效益转移
,

这些部 门的收益率分别为

I , ,

1 2 ,

…
,

I。
。

于是
,

加权平均收益率 I
,

可用下式计算

( 3 )

其中 Q =

艺Q、 。

j = l

我们的目标是在这 m 个部门产品的价格不发生偏离的条件下
,

合理地计量出项 目的合理价格 (万 )
。

设习0) = 川0) 一 C
, = (P 0) g 一 C, 为项 目 A按现布示价格计算的第 ,年的净现金流量

。

其中
:

可0) 为项 目

A 第 t年的现金流人量
:

C 为项 目 A 第 t 年的现金流出量
: (P 0) 为项 目 A 产出物的现行价格

;
Q, 为项

目 河第 t年的产出量
。

于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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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沪
` 0 ,。 , 一 C

,

)

俞
= “

( 4 )

可以求得项目 A 的收益率 I护
。

其中
,

N 为项 目 A 的分析期
。

了;0) 也可用如下的静态方法求出

蹭
,

_

(0P )Q
一 C

K 刁
( 5 )

式中 Q为项 目 A 的年产量
; c 为项目 A 的年经营成本

;
凡为项目 A 的总投资

。

如果玲 , = 砂 ,
,

则 (P 0) 就是项目 A 的产出物的合理价格
,

并且在这种情况下
,

项目 A 的转移效益

将不存在
。

否则
,

项 目 A将存在转移效益
,

并且当了尹
<

形
0) 和 1 10)

>
形

0) 时
,

其转移效益将相应地分别

为正和负
。

如果珍
, 半形

0)
,

项目 A 产出物价格可用迭代方法得到
。

具体步骤为
:
令

n一 o

、 、产、,/Ù7`
r

`

l ) 求 p +̀n , ,
。

令 I犷
+ ` , = I著

n
,

P (
n + 、 )

一

客
C

, `
;

,

了犷一

丫艺
。 (

; I穿
,+ , ,

,
r )

或 尸`, ,+ , , = ( I穿
,+ , , K , + C ) / Q

其中 (P / F
,

I +ln
l)

,

t) = 1 l(/ + I +ln l))
`

为折现系数
。

2) 求彩+n l)
。

由于部门
.

刀= 1
,

2
,

…
,

m) 的总经营成本将随着项目 A 产出物的价格变动而变动
,

若

价格变动量为护沁
l) = (P +n 1) 一 (P 哟

,

则总经营成本变动量
,

△几 = jQ夕伽 l), 于是部门 j的收益率可表

示为

` (一 , =

&卫望立些业
=

K心

凡 一

心
,

凡

△

妙
l)

- 八
, 一 1 、

一

一
= \I’ ,) 一盯哗

” (8 )

K 心 J 了

于是可求得

韧沙=l) 艺
j
二 l

3 ) 检验
。

若满足一致性检验 I心
+ , , 一形“

, ,

卜
“ ( “ 一 “

·

,% 一“
·

5% )
,

则 尸`" `
l) 可认为是项 目产出品的

合理价格
,

为了方便起见
,

记 户= (P +n l)
,

了= I少
l)

。

否则
,

转向 1)
。

3 影子价格的选取体系
3

.

1 影子价格选取体系的原则

l) 影子价格的选取应该追求选取标准的客观性 [’]
,

即用客观的基准和方法进行选取
,

避免人为操纵
;

2) 选取的影子价格是有限资源合理配置时的机会成本
;

3) 影子价格的选取方法应是规范化
、

表格化
、

程序化和简单化的
;

4) 影子价格的选取应该遵循协调性原则
,

即规定的选取方法对于同一被评对象不能得出两个不同

的量度来
;

5) 影子价格的选取应该遵循完备性原则
,

即任何被评对象都应该由该选取体系得出一个确定的量

度来
。

3
.

2 影子价格选取体系

依据影子价格的定义
,

本文给出以下影子价格选取体系
。

l) 对于可外贸物品
,

其贸易不受任何限制
,

总可以把国际市场看作是有相对无限大的吞吐量的市

场
,

外贸交换总是可以进行的
,

国际市场价格可以作为这类物品的交换的机会成本
。

因此
,

国际市场价

格是可贸易物品的机会成本的货币表现
,

是可贸易品的影子价格
。

2) 对于那些非外贸商品
,

国家没有控制其价格
,

价格的形成是通过市场竞争方式形成的
,

而市场

经济的显著特点是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
,

这类商品的国内市场价格就反映了有限资源的合理配

置
。

其影子价格即为国内市场价格
,

无需另做人为调整
。

3) 对于国家限制的价格
,

市场交换的机会成本不足以表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

其影子价格的选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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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采用人为的调整价格
。

但是
,

评价作为一门科学
,

总是追求评价的客观实在性
,

避免人为的操纵
。

本文给出一种计算影子价格的迭代方法
,

可以对国家限制价格的物品进行计算其影子价格
。

当然
,

类似

于这样的研究还可以不断地加以补充和完善
。

4) 对于减少出口
、

增加进口的商品
,

其评价价格的选取就向着对项目不利的一面确定
,

即投人品

的评价价格的选取是在国内市场价格和边境价格间取大的
,

产出品的评价价格的选取是在国内市场价格

和边境价格间取小的
;
减少进 口

、

增加出口的商品
,

评价价格的选取就向对项 目有利的一面确定
,

即投

人品的评价价格的选取是在国内市场价格和边境价格间取小的
,

产出品的评价价格的选取是在国内市场

价格和边境价格间取大的
。

非市场交换的物品
,

如自然资源
、

土地等
,

由于这些资源的稀缺性
,

用最高边际机会成本加以估算

其影子价格
。

影子价格选取体系归纳如下
:

限制) 用外贸价格减去相关的外贸费用

影子价格

选取体系

交换的物品怀
}的交换物品

:

受国家控制价格) 就用国内市场价格
用波及效应理论情理价格的确定卜观的计算

伽自然资源
、

土地等) 用最高边际机会成本加以估算

4 结 束 语
本文对影子价格选取的明显特点是

:

详细地进行了被测量价格物品的划分
,

每一类侧量物品有着各

自独有的选取影子价格的方法
,

一类一类地去转换
,

使每一类选取的价格均为合理的
,

若合理就不再去

调整
,

最终项 目评价体系里的影子价格选取还是合理的
。

这有别于 oE C D 法和 U N ID O 法用总体的转换

思路进行影子价格的选取
。

采用本文提出的影子价格选取体系
,

易于理解
、

便于操作
、

选取方式具有客

观性
,

可以避免人为操纵
。

但是
,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
,

投人
、

产出品价格选取时
,

要客观地进行分类
,

如果分类不合理
,

易导致人为地造成偏向
,

使得评价不合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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