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务管理

十
六
项
主
要
经
济
效
果
指
标
计
算
方
法
简
介

宫

言

珍

为了提高工业生产的经济效果，促

进各地区、各行业、各企业之间比学赶帮

超活动的开展，今年四月，国家经委、国

家计委、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国家劳动

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出《定期公

布主要经济效果指标的实施细则》 （以

下简称《实施细则》），规定按季公布各

省、市、区十六项主要经济效果指标完

成情况，并计算工业生产综合经济动态

指数。这对于从宏观上反映工业生产经

济效果的动态情况，具有重要意义。现

对指标的计算方法简介如下：

1.工业总产值和增长率。工业总

产值是以价值形式表现的工业企业生产

的产品总量，包括成品价值和已完成的

对外承做的工业性作业的价值。它反映

工业生产的总规模和发展水平，可以用

来计算生产发展速度和各种比例关系。
工业总产值采用工厂法计算，即在

一个企业内只计算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

成果，不得重复计算，不能把企业内各

车间生产活动的成果相加。为了消除各

个时期价格变动的影响，以保证前后期

之间，地区之间以及计划与统计之间总

产值资料的可比性，在一定时期内，采

用一种全国统一制订的不变价格。解放

以来，我国陆续编制和采用了1952年、

1957年、1970年、1980年四种不变价格。
从1982年1 月1 日起，一律按1980年不

变价格计算。统计范围为全部工业企业。
增长率用百分数表示，计算公式为：

（下面几个指标的增长率可参照这个公式

计算，从略）

2.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完成计划情况。这

是用来反映各地区按国家计划组织主要工业产

品生产的情况和完成计划的均衡性。采用的指

标是：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完成计划进度的产品

所占比重。如何确定检查 的 品种 数，
《实施细则》 都做了具体的 规定 和说

明。计算公式为：

3.主要工业产品质量稳 定提高

率。这是从宏观上反映产品 质量提高

（或下降）的动态情况，其计算公式为：

4.主要工业产品原材料、燃料动

力消耗降低率。这是从宏观上反映单位

产品消耗的原材料和燃料动力降低的动

态情况，其计算公式为：

《实施细则》中规定 3 、4 两项指

标，都采用多指标综合计算的办法。这

是因为，目前在计划统计和工业管理上

都没有一个综合指标，能全面反映工业

产品质量或消耗的变动情况，而某种产

品质量或消耗指标的变动，又不能代表

所有工业产品质量或消耗的变动情况。

因此，就采用了多指标综合计算 的 办

法，大体反映一个地区主要工业产品质

量、消耗的变动情况。这里有两点必须

注意，一是确定检查的指标必 须 足 够

多，二是确定检查的工业产品要能大体反映本

地区工业生产的发展水平。《实施细则》还规定，

单项指标相对变动幅度小于或等于 5‰的视为

持平，超过 5‰的视为改善或下降。其中，相

对变动是指报告期指标数值除以基期指标 数

值，而不是两个数值相减。这个计算方法是为

3、4 两项指标而特定的。
5.工业产品优质品率。这是反映国家和

省、市、区级命名的优质产品数量增加、产量

扩大的情况，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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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品产量，是指经国家经委，中央各部，
各省、市、区，正式命名颁发证书的优质品的产

量，不是指某种产品质量标准中规定的优质品

的产量；是指获得优质品证书的某一型号产品

的产量，不是指生产优质品的企业所生产的全

部产品产量。价格，是指1980年不变价格，不

是指出厂价格或销售价格。全部工业总产值，

是指一个地区全部工业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不

是指生产优质品企业的工业总产值。
6.每万元产值消耗的能源和降低率。这

是用来反映工业生产对能源的利用和节约的情

况，也可以用来计算工业生产与能源的比例关

系。统计范围为全年消耗能源在 5万吨以上的

工业企业。计算公式为：

计算结果如是正数，表示能源消耗降低；如是

负数，表示能源消耗上升。
7.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收入和增长率。销

售收入用来反映工业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

的产品销售情况，与其它有关指标联系起来，
可以分析企业的经营成果和产品适销对路的情

况。产品销售收入包括已经销售的产成品、自

制半成品和工业性作业等全部收入，并包括卷

烟厂的应交卷烟提价收入在内。
8.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和增长率。实现利

润即利润总额。实现利润是综合反映工业企业

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指标。目前，我们在计算

实现利润时，为了与过去的资料进行比较，把

定额补贴前的利润总额、固定资金占用费、流

动资金占用费（不包括有些利改税企业交纳的

固定资金占用费和流动资金占用费）三项加在

一起。

9.工业企业上交利润和增长率。上交利

润即交国库利润指工业企业上交给中央和地方

预算的利润，并以国家金库实际收 到 企 业 交

纳的金额为准。企业上交利润是国家预算收入

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现行制度，计算上交利润

要把交预算的利润、固定资金占用费、流动资

金占用费和实行利改税企业上交的所得税（包

括资源税和调节税），各项相加合并计算。各

省、市、区和各部门的所属企业隶属关系如有

改变，要按全年实际数按可比口径相应调整上

年同期数。
10.工业企业产值利税率和增长率，亦称

每百元产值提供的实现利润和销售税金。这是

用来反映利润和税金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
重。这个指标数值越大，说明劳动消耗和物质

消耗越小。其计算公式为：

11.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利润率和增长率，
亦称每百元销售收入提供的利润。这是用来反

映利润在销售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用这个指标

可以分析利润和销售收入之间的关系，以及产

品价格、成本和税率的变动对利润的影响。其计

算公式为：

12.工业企业定额流动资金周转天数和加

速率。它是评价企业资金运用和经营成 果的

重要指标之一。定额流动资金周转天数是工业

企业流动资金周转一次的天数。工业企业的定

额流动资金指资金平衡表的定额流动资 产合

计。
有关定额流动资金周转天数的计算公式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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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如是正数，表示资金周转加快；如是

负数，表示资金周转延缓。
13.工业企业成品资金占用额和降低率。

产成品资金是工业企业已经验收入库，准备销

售，但尚未销售的产成品按成本计算的资金。
企业已经发出但尚未向银行办理托收手续的也

计算在内。产成品资金占用额减少反映库存产

成品减少。产成品资金占用额如果增加，要分

析库存增加的原因，产品是否适销对路，组织

销售是否合理，并研究改进企业的经营管理。
14.可比产品成本降低额和降低率。可比

产品指上年正式生产过而本年仍在继续生产的

产品。通过可比产品成本降低额和降 低率 指

标，可以反映生产过程中物质消耗的节约和劳

动效率提高的成果。由于可比产品成本是按现

行价格计算的，因此，这个指标受价格变动因素

的影响。

计算结果如是正数，表示可比产品成本降低；

如是负数，表示可比产品成本升高或超支。
销售收入、实现利润、上交利润、产品销

售税金、产值利税率、销售收入利润率、定额

流动资金、产成品资金、可比产品成本等财务

指标的统计范围均为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
15.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和增长率。

这是用来反映生产效率提高和劳动力节约的情

况。计算公式为：

公式中的平均人数是指报告期内每天平均

的实有人数。
16.工业企业职工重伤、死亡人数和降低

率。这是反映工业企业安全生产的重要指标。
职工重伤、死亡人数是指工业企业职工因重伤

和死亡的人数。降低率采用千人死亡或重伤人

数计算。统计范围为县以上工业企业，包括全

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财务管理
	十六项主要经济效果指标计算方法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