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部负责人就企业经济效益
评价指标体系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从今年起，财政部建立了一套新的企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

系。新的企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一披露，就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为了帮助广大读者了解

这套指标体系及有关问题，记者采访了财政部负责人。

记者：制订一套覆盖全国的效益评价指标是一件大事。财政部为什么选择在今年初这个关键时

机出台新的企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负责人：财政部选择在今年初出台新的企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可以说，时机是成熟的。一

是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很重视企业经济效益问题，并提出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经济工作方

针。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二是 1994 年

出台的包括财税、金融、外汇、外贸、投资等各项宏观改革，运行良好，为企业改革和加强内部管理，

提高经济效益创造了良好条件。三是从 1993 年 7 月 1 日起，我国实行新的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统一

了不同所有制、不同组织形式、不同经营方式的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消除了因财务会计制度不统

一给企业经济效益评价考核带来的障碍。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为促进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制定一套新的企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就

显得十分重要和紧迫。财政部经过反复研究和充分论证，从各种评价企业经济效益指标中筛选并综

合出 10 项指标，构成了一套企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记者：这一套指标体系主要是从哪几个方面考虑的？

负责人：我们设计的这一套指标体系主要是从企业投资者、债权人以及企业对社会的贡献等三

个方面来考虑的。

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侧重于关心企业盈利能力和资本保值增值情况。这是投资者创办企业的

初衷，也是企业经营的目标或方向。其指标包括销售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资本收益率、资本保值

增值率 4 项指标。

从债权人的角度来看，侧重于关心企业财务状况，即企业资产负债水平和偿债能力。其指标包

括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或速动比率）、应收帐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 4 项指标。

从国家或社会的角度来看，主要是衡量企业对国家或社会的贡献水平。其指标包括社会贡献

率、社会积累率。

记者：这一套指标体系从何时起执行？

负责人：近日财政部已经下发文件，决定从 1995 年起先在全国工业企业试行。

记者：这一套指标体系有何作用？

负责人：首先要说明的是，企业效益是企业通过生产经营活动创造出来的，综合评价企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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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状况是为了推动企业提高经济效益。这套新指标体系在推动企业提高经济效益方面大体有以

下作用：一是为综合评价和反映企业经济效益提供了一个衡量尺度，从而为各级政府部门制定和实

施包括产业政策在内的各项宏观政策措施提供了依据。如过去我们一直考虑按经济效益高低对企

业排队，有关支持企业的政策和资金尽可能向优势企业倾斜，现在有了这套评价指标体系，就可以

做到了。二是为企业之间进行横向比较也提供了尺度，从而促使效益低的企业找差距，内部挖潜，通

过自身努力来改善和提高经济效益。三是引导企业改变过去注重追求产值、高投入等做法，逐步转

向提高企业综合经济效益，包括提高盈利水平、增强资本保全意识以及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职工

三者的关系。

记者：试行这套指标体系，对各级财政部门有何要求？对企业有何要求？

负责人：新的指标体系是企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不同于以往的一些硬性考核指标。所以，它对

各级财政部门、对企业的要求也是指导性的。

对各级财政部门提出以下几点要求：第一，要做好指标的解释、宣传工作，让企业和其他各方面

了解各项指标的含义及计算方法；第二，要结合建立全国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系统工作，选择一批企

业进行试点，综合评价企业经济效益，并探索、总结一套具体考核方法；第三，各地可结合实际工作，

运用新的企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开展评“百强、百优”等活动，推动和促进企业改进内部管理，提高

经济效益。

对企业提出以下几点要求：第一，要利用当前有利时机，注重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为

转机建制打好基础；第二，以发展生产和提高盈利水平为经营目标，兼顾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的利

益关系；第三，要注重企业财务状况，维护所有者权益，努力实现资本保值增值。

记者：这套指标刚刚建立，各方面运用起来可能还不大熟悉，那么运用这套指标体 系需要注意

些什么问题？

负责人：这套指标体系目前正处于推广、试行阶段，我们将根据试行中出现的问题，对指标体系

进一步进行修改和完善。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提醒大家注意：

第一，新的企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是对原有的评价考核指标的改进和完善。10 项指标中，

销售利润率、资本收益率、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或速动比率）、应收帐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 6 项

指标在新企业财务制度中已经作了规定，总资产报酬率、资本保值增值率、社会贡献率、社会积累率

4 项指标是综合有关指标后设计出来的。可以这么理解，这套指标体系是对原有的指标体系的改进

和完善，但不是否定。原有的一些行之有效的评价考核办法，可以结合起来运用。

第二，社会贡献率和社会积累率两个指标包含了实现利税和上交利税指标，更具有适用性。过

去我们也曾提出过，用实现利税和上交利税多少来衡量企业贡献大小，对盈利企业是可以的，而对

一些主要体现为社会效益的企业来讲，则无法适用。但长期以来，还是习惯用实现利税和上交利税

作为衡量指标。现在企业税收制度和财务会计制度统一了，特别是增值税由价内税改为价外税，上

述两个指标显得越来越不适用了，所以，我们设计了社会贡献率和社会积累率两个指标。目的是，能

通过这两个指标兼顾反映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方面，以便较全面地评价企业对国家或社

会的贡献情况。上述两个指标衡量企业的贡献不仅包括了利税这部分，还包括支付的工资、福利以

及利息支出等，这是重大改进。当然，对盈利企业来讲，实现利税和上交利税这个指标还是可以保留

的。

第三，目前价格体系尚未完全理顺，企业生产经营受宏观经济调整和其他政策性调整的影响较

大。在评价和反映企业经济效益时应注意考虑上述因素。从长远来看，价格体系理顺了，国家宏观

调控手段健全了，将会越来越显示上述指标体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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