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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经济生活中，我们经常用的项目投资分析方法有净现

值法、净现值率法、获利指数法和内部收益率法。其中净现值

法和内部收益率法又是最常用的两种方法。

净现值是指在项目计算期内，投资项目各年净现金流量

的代数和，也就是生产经营期各年净现金流量的现值与投资额

的现值之间的差额。而内部收益率是指投资方案可望达到的报

酬率，它是生产经营期净现值流量的现值正好等于投资额现

值的假设下所求出的折现率，也就是使投资项目的净现值等于

零时的折现率。一般而言，净现值法和内部收益率法对同一项

目的不同投资决策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但是在实务操作中，

我们采用这两种方法对 A和 B两个投资方案进行分析时，净

现值法表明 B方案较优，内部收益率法却表明 A方案较优，

这是为什么呢？下文将举实例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

二、案例分析

W公司是一个经济实力较强的机械加工企业，产品适销

对路，经济效益连年上升。基于市场的需求，公司计划扩大经

营规模，决定再上生产项目。经过多方调研、汇总、筛选，公司

只能投资 A和 B项目中的一个项目，投资额为 250万元，资

金成本为 10%。根据我们预测的现金流量情况，分别计算出净

现值，见表 1：

从表 1可以看到：A方案的净现值为 76.29万元，B方案

的净现值为 94.08万元。B方案净现值大于 A方案净现值，因

此 B方案比 A方案更优。

但是，当我们再进一步计算各方案的内部收益率时，情况

则截然不同。相关数据如表 2所示：

根据表 2中相关数据，进一步用插值法分别计算出两个

方案的内部收益率：

A 方案的内部收益率=10%+ 76.29-0
76.29-（-9.61）

伊（24%-

10%）=22.43%

B 方案的内部收益率=10%+ 94.08-0
94.08-（-49.07）

伊（28%-

10%）=21.83%

由以上计算结果可见，A方案内部收益率为 22.43%，比 B

方案的内部收益率 21.83%略高，因此可以说 A方案比 B方案

更优。这与用净现值法分析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那么，为什

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内部收益率法和净现值法到底哪个更

优呢？

我们对运用净现值法分析两种方案的数据进行了整理，

项目计算期内 A方案和 B方案产生的净现值变化情况以图

形来表示（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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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对于同一投资项目往往有几种投资方案，我们一般利用净现值法和内部收益率法来比较各种方案的优

劣，但有时候两种方法的分析结果是相反的。本文试图说明其中的原因，并通过举例分析得出结论：在投资决策中一般应优

先采用净现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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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投资方案每年净现金流量及净现值 金额单位院万元

折现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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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按不同折现率求出的净现值 金额单位院万元

折现系数

-

0.806 5

0.650 4

0.526 4

0.423 0

0.341 1

0.275 1

-

净现值

-250

80.65

65.04

39.03

31.73

17.06

6.88

-9.16

现金流量 折现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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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科学事业单位收入、支出类科目的定义和核算内容

由财政部、国家科委（现为科技部）于1997年联合制定。随着科

学事业单位预算形式、资金支付方式、业务内容以及科研项目

绩效考核等方面的改革，根据原科目的定义对收入、支出进行

核算已越来越不能适应部门预算、内部核算及单位考核的要

求。据此本文着重对科学事业单位收入、支出类等科目进行了

思考，对主要收支类科目定义和核算内容进行调整，同时增设

有关收支类科目。

一、现行科学事业单位主要收支类科目定义及核算内容

《科学事业单位财务制度》、《科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对

“财政补助收入”、“事业收入”、“事业支出”和“财政补助结存”

科目作了如下规定：

1援 财政补助收入即单位从财政部门取得的事业经费，包

括经常性经费和专项经费。科学事业单位取得的由财政部门

通过财务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转拨的科学事业费，以及由财

政部门和上级单位以科研课题和项目形式下达的科学事业

费，均属于财政补助收入。

2援 事业收入即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

的收入，包括科研收入、技术收入、学术活动收入、科普活动收

入及试制产品收入。其中：科研收入是单位承担科研课题（项

目）和接受委托研制样品样机取得的收入。技术收入是单位对

外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和技术承包

取得的收入。学术活动收入是单位开展科学知识宣传、讲座和

科技展览等活动取得的收入。试制产品收入是单位从事中间

试验产品的试制取得的收入。

3援 事业支出是单位开展专业业务及其辅助活动发生的

支出，按用途分为基本工资、补助工资、其他工资、职工福利

费、社会保障费、助学金、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

和其他费用。

4援 财政补助结存科目核算科学事业单位取得的财政补

助收入中具有专门用途的专项资金，需结转下年继续使用而

在期末形成的结存。

科学事业单位收支类科目调整的建议

缪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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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科学事业单位预算形式、资金支付方式、业务内容以及科研项目绩效考核等方面的改革，原有规章制度已

不能满足部门预算、内部核算及单位考核的需求，本文对科学事业单位收支类科目进行调整，以适应科学事业单位对收入、

支出核算的要求。

【关键词】科学事业单位 收入科目 支出科目 科目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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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可以发现，A方案的相关数据是一条下降的曲线，

且最高点和最低点离差很大；而 B方案的相关数据是一条上

升的曲线，且最高点和最低点离差较小。因此，B方案的风险

较小，这说明用净现值法进行投资决策时风险更小，更为可

靠，因而我们认为净现值法优于内部收益率法。

基于以上分析，作为内部收益率来说，它是净现值等于零

时的收益率，也是最高收益率，而 A方案的最高收益率根本

不能说明 A方案的一般水平，所以我们认为当内部收益率指

标和净现值指标作出相反的指示时，应该以净现值法为首选

决策方法。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净现值法比内部收益率法更加科学

合理。就本文案例而言，在 A方案和 B方案两个备选方案中，

我们应该选择 B方案。在项目投资决策中，有很多投资方法，

在资料充足有效的情况下应该首选净现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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