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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央企业负责人年度经营

业绩考核指标的一点意见

姜 靖  刘 进

2004年1月1日，国资委施行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

绩考核暂行办法》（以 下简称《暂行办法》），该办法中附件1

《年度经营业绩考核计分试行办法》对“年度经营业绩考核

的综合得分”的计算公式为：

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的综合得分=年度利润总额指标得分 ×经营

难度系数+净资产收 益率指标得分×经营难度 系数+分类指标得分 ×

经营难度 系数

笔者认 为，以“利润总额”作为计算综合得分的指标之

一不尽合理：

1、利润总额指标混淆了企业出资人与国家的界限

在《暂行办法》中，利润总额是指经核 定后的企业合并

报表利润总额。在合并利润表中，“利润总额”列在“所得税”

前，也就是说 ，利润总额中 包含了所得税。所得税 实质上是

一种费用，即企业为 了获得净利润而 支付的税收成本，它与

运杂费、劳务费等具有相近的性质。所得税不属企业出资人

投资所得，将所得税这种上缴给 国 家的费用 包含在利润总

额中，作为企业负责人的业绩，便混淆了企业出资人与国 家

的界限。

2、利润总额指标混淆了企业出资人与 少数股东的界限

与“所得税”一样，在合并利润表中“少数股东损益”也

列在“利润总额”之后，作为利润总额的减项，以 准确计算合

并净利润。正是由于这种合并技术的特点，报表合并后的合

并利润总额 包含了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 司的利润总额。子

公 司的利润总额是由母公 司与 少数股东共同出资取得的经

营成果，按 照“谁投资、谁受益，投资多少、受益多少”的原

则，其业绩应由作为大股东的母公 司与 少数股 东按出资比

例共同享有。以 合并利润总额作为母公 司 负责人经营业绩

考核指标之一，显然使大股东“部分出资，全面受益”。从业

绩考核的角度而言，大股东的企业负责人便侵占 了 少数股

东的利益。在这种考核 方法下，少数股东的出资成了大股 东

的企业负责人做 大业绩的“财务杆杠”。
3、利润总额指标混淆了企业出资人与债权人的界限

在合并利润表中“未确认投资损失”列在“利润总额”之

后，“净利润” 之前，作为利润总额的减项和净利润的调增

项。与所得税、少数股东损益相反，它对企业负责人的经营

业绩起到了低估的作用。《公 司法》规定，纳入合并范围的子

公 司 为 独立法人，自主经营，自 负盈亏，母公 司以 出资额 为

限对其承担有限责任。上述规定决定了母公 司对资不抵债

的子公 司的长期投资的核算方法，即纳入合并范围的净资

产为 负数的子公 司，长期投资核算到零为限，继 续亏损的，

不再确认投资损失。这样，母公 司的利润总额不 包括上述投

资损失，但合并利润总额 包括。因此 ，未确认投资损失低估

了企业负责人的经营业绩，而造成这种低估作用的投资损

失本应该由债权人来承担。
综上所述，笔者认 为 ，作为 市场独 立主体的国有企业，

在建立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的情况下，以 净利润代替利润

总额作为企业负责人年度经营业绩考核指标更为合适。同

时，对于上述三个指标可分别处理，如 对国 家收入起了重要

开源作用的所得税，可以 把它作为分类指标之一依据其重

要性赋予一定的权重；对少数股东所做的贡献，则可以 从资

本运营的角度加 以 考虑；而未确认投 资损失，顾 名思 义，由

于处于未确认 状 态，也就不予确认 ，即剔除这项 对企业负责

人来说 不公 正的因素。
（作者单位：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总公司

  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03级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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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权益结合法在我国

上市公司吸收合并中的应用

马兰芳

对于企业并购中的会计处理问题，目前实务中主要有

两种处理方法，即购买法与权益结合法。购买法将企业合并

视为一家企业购买另一家企业净资产的行 为 ，以 被并企业

净资产的公 允价值作为入账价值，购买法支付的购 买成本

与被并企业可辨认 净资产的公 允价值的差额 确认 为 商誉，

被并企业合并前的留存收 益及 利 润构成购 买 方的 购买成

本。而权益结合法的理论依据是，企业并购不是一家企业购

进另一家或另 几 家企业的资产交易行为，而是两个或两个

以 上经营主体经济资源的联合。因此其会计处理以 被并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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