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ance	&	Accounting

财务与会计·2014	1170	 2014	11·财务与会计 71

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在编制财务报

表的过程中,企业管理层应当利用所有

可获得信息来评价企业自报告期末起至

少12个月的持续经营能力。如何评价企

业的“持续经营能力”？本文以全国规模

以上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统称煤炭工业

企业）为例作一些探讨。

一、企业持续经营能力评价的

指标设计

设计持续经营能力评价指标有五个

原则：一是要用发展性指标来衡量；二

是要用综合性指数来衡量；三是要用关

键性指标来衡量；四是要同行业平均水

平进行比较；五是要符合会计准则对

持续经营能力评价提出的基本要求。企

业会计准则指出,企业持续经营能力“评

价时需要考虑宏观政策风险、市场经营

风险、企业目前或长期的盈利能力、偿

债能力、财务弹性以及企业管理层改变

经营政策的意向等因素”。根据上述原

则,笔者设置了以下关键指标进行企业

持续经营能力评价。

1．宏观政策风险指标。工业企业

评价宏观政策风险就是看国家方针政

策可能对企业产生哪些影响。2012年12

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能源

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

“煤炭消费比重降低到65%左右”。长期

以来,我国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比例一直是70%左右。降低煤炭能源占

比,对煤炭企业发展极为不利。更大的

政策风险是低碳环保的发展方式对降

低煤炭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的要求及

后续影响等。因此,煤炭企业至少要设

置“煤炭能源占比降低率”、“碳排放降低

率”指标反映国家宏观政策对煤炭企业

发展带来的影响。

2．市场经营风险指标。工业企业应

密切关注产品的市场销售情况,可用“主

营业务收入发展率”评价市场经营风

险。企业还可用“市场占有发展率”来衡

量市场风险。市场占有发展率即用当年

市场占有率除以上年市场占有率。工业

企业计算市场占有率有两种方法：一是

某企业全年销售数量占整个行业销售数

量的比率；二是某企业全年主营业务收

入占整个行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率。从

宏观经济发展角度看,笔者选择用煤炭

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全部工业企业主营

业务收入的比率来计算煤炭行业的市场

占有率。

3．盈利能力评价指标。评价企业

盈利能力的指标很多,但首要的是看企

业生产经营是否获利。盈利水平高,才

能为抵御经营风险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创

造条件。评价指标有：主营业务利润发

展率、营业利润发展率、利润总额发展

率、净利润发展率等。其中,主营业务利

润发展率是评价企业盈利能力最关键的

指标,这一指标代表了企业主导产品强

劲的发展优势。

4．偿债能力评价指标。评价企业

偿债能力的指标有营运资金比率、流动

比率、速动比率、现金比率、资产负债

率、获息倍数等。笔者采用因子分析法

提取的最有代表性的公因子是资产负债

率。结合煤炭工业企业实际,企业经济

效益好,资产负债自然降低,偿债能力

强；企业经济效益差,资产负债自然升

高,偿债能力弱。因此,选择资产负债率

作为衡量偿债能力的关键指标。由于资

产负债率是个反向指标（越大越不好）,

其正向指标=1÷（当年资产负债率÷上

年资产负债率）。

5．财务弹性评价指标。财务弹性

也叫财务适应能力,是指企业适应经济

环境变化和利用投资机会的能力,具体

是指企业应对可能发生的或无法预见的

紧急情况的调整能力、动用闲置资金和

剩余负债的能力、把握未来投资机会的

能力。这种能力来源于现金流量和现金

的支付能力。评价企业财务弹性的指标

通常有：现金股利保障倍数、资本购置

比率、全部现金流量比率、再投资现金

比率等,其中,最关键的指标是“现金流

量”。然而,非上市公司一般不对外公布

朱亮峰■

工业企业持续经营能力评价
——	以煤炭工业企业为例

交流驿站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Finance	&	Accounting

财务与会计·2014	1172	 2014	11·财务与会计 73

现金流量表,涉及现金流量的指标较难

取得。笔者认为,企业的现金流量增加

通常会产生两种现象：一是企业要扩大

生产规模,二是投资者的资本积累增加。

企业可用“总资产发展率”、“资本保值增

值率”（或称“所有者权益发展率”）指标

间接反映企业的财务弹性。

二、煤炭工业企业持续经营能

力评价实例

2002-2011年是煤炭工业企业的黄

金发展时期,2012年开始滑波。笔者选

择《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相关数据代

表黄金时期持续经营能力,选择2012-

2013年相关数据代表持续经营能力衰

退状态。具体指标的计算和评价如下：

1．宏观政策风险指标的选择与应

用。（1）选择“煤炭能源占比降低率”计

算煤炭工业企业持续经营能力。2011-

2013年,煤炭能源占全部能源消费总量

的比例分别为：68.4%、66.6%、65.7%,

平均每年负增长 2%,发展速度是98%	

（	 	 	 	 	 	 	 	 	 	 	 	 	 	 	 	 	 	 	,下述计算相同）,即发

展指数为0.98。（2）选择“二氧化硫排放

量”计算“碳排放率”。2010-2013年,全

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为2	185.1万吨、

2	217.91万吨、2	117.63万吨、2	044.00万

吨,其中,煤炭排放占45%,其碳排放

率（比上年）分别为：101.5%、95.5%、

96.5%。碳排放降低是一件好事,评价绩

效时要将其换算成“正向碳排放率”（等

于“碳排放率”的倒数）,换算结果是：

98.5%（1÷101.5%）、104.7%（1÷95.5%）、

103.6%（1÷96.5%）,平均每年发展速度为

102.5%,即发展指数1.025。

2．市场经营风险指标的选择与应

用。评价市场经营风险的关键指标是“主

营业务收入发展率”和“市场占有发展

率”。由于这两个指标都涉及到“主营业

务收入”,为了避免同一指标多处使用而

降低评价质量,故仅选“市场占有发展率”

来衡量企业的市场经营风险。2010-2013

年,全国规模以上煤炭工业企业主营业

务收入分别为23	609.59亿元、31	413.27

亿元、34	049.98 亿元、32	404.73 亿元,

同期,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

收入分别为697	744.00亿元、841	830.24

亿元、929	291.51亿元、1	029	149.8亿元。

换算成发展指标,2011-2013年市场占有

发展率分别为110.3%、98.2%、85.9%,平

均每年发展速度为88.3%,即为负增长,

发展指数0.883。

3．盈利能力评价指标的选择与应

用。评价企业盈利能力的关键指标是“主

营业务利润发展率”。主营业务利润=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

务税金及附加。2010-2012年,全国规

模以上煤炭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成本分

别为16	788.74 亿元、22	632.84 亿元、												

25	908.44亿元,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分

别为409.49 亿元、509.79 亿元、499.35

亿元,其主营业务利润分别为：6	411.36

亿元、8	270.64亿元、7	642.19亿元。2013

年主营业务利润=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

务利润率=32	404.73×6.28%（注：6.28%

引自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统计与信息部编

《财务效益——	2013》“全行业进入效益

拐点,推动持续健康发展任务紧迫——	

2013年煤炭行业财务效益情况解读”第

5页）=2	035.02（亿元）。则：2011-2013

年全国规模以上煤炭工业企业主营业

务利润发展率（以上年为100）分别为：

129.0%、92.4%、26.6%,平均每年发展

速度为45.4%,即为负增长,发展指数

0.454。

4．偿债能力指标的选择与应用。评

价企业偿债能力的关键指标是“资产负

债率”。2010-2013年,全国规模以上煤

炭工业企业资产总额分别为29	941.66

亿元、37	936.27亿元、44	807.04 亿元、

48	527亿元,负债总额分别为17	418.53

亿元、22	557.63 亿元、27	205.07亿元、

32	173.23 亿元,其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8.2%、59.5%、60.7%、66.3%,换算成

正向指标后,2011-2013年全国规模以

上煤炭工业企业正向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97.8%、97.9%、91.6%,平均每年发展

速度为96.7%,即为负增长,发展指数

0.967。

5．财务弹性指标的选择与应用。

笔者选择“总资产发展率”和“资本保值

增值率”计算煤炭工业企业的财务弹

性。2011-2013年全国规模以上煤炭工

业企业总资产发展率（比上年）分别为

126.7%、118.1%、108.3%,平均每年发

展速度为92.5%,即为负增长,发展指数

0.925。2010-2013年全国规模以上煤炭

工业企业所有者权益分别为：12	444.7

亿元、15	293.73 亿元、17	488.74 亿元、

17	455亿元,则：2011-2013年全国规模

以上煤炭工业企业资本保值增值率分别

为122.9%、114.4%、99.8%,平均每年发

展速度为90.1%,即为负增长,发展指数

0.901。

6．整个煤炭工业企业持续经营能力

指数汇总。2011-2013年全国规模以上煤

炭工业企业平均每年发展指数=（0.98+		

1.025+0.883+0.454+0.967+0.925+0.901）

÷7=0.88（＜1）,说明2011-2013年煤炭

工业企业持续发展能力较弱。其中：

2011年全国规模以上煤炭工业企业

持续发展能力指数=（68.40%+98.5%+	

110.3%+129.0%+97.8%+126.7%+122.9%）

÷7=1.08（＞1）,说明煤炭黄金期的最后

一年——	2011年煤炭工业企业持续发

展能力很强。

2012年全国规模以上煤炭工业企业

持续发展能力指数=（66.60%+104.7%	

+98.2%+92.4%+97.9%+118.1%+114.4%）

÷7=0.99（＜1）,说明2012年煤炭工业

企业持续发展能力不够强。

2013年全国规模以上煤炭工业企

业持续发展能力指数=（65.70%+103.6%

+85.9%+26.6%+91.6%+108.3%+99.8%）

÷7=0.83（＜1）,说明2013年煤炭工业

企业持续发展能力较弱。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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