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金的不同特点，搞好资金的筹集、调配和使用。因

此，将自有资金中内部积累的资金（股东权益）与国

家作为投资者投入的资金（国家基金）对立起 来，无

视这两部分资金的共同点（无需归 还，使 用中不付出

利息），是缺乏科学的划分依据的。

应该指出，企业自有资金概念的混乱已经给我国

经济理论和实践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因此，搞清企业

自有资金的概念，有利于理顺企业的产权关系，深化

国有企业财务管理的改革，为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的

效率找到一条切实有效的 途径。

学术研究 因 素连乘式建立
的 理论和方法

张修 齐

因素连乘式是连锁替代法的基础公式。其核心问

题是正确建立因素的连乘顺序，它关系到替代分析的

准确性。如何建立连乘顺序，目前 在 理 论 和方 法上

有多种说法，诸如： “目的论”、 “数量质量论”、

“主从关系论”等等。笔者认为，因素连乘的顺序应

由经济事物的本质属性来决定。

经济指标是反映经济现象所体现的客观经济事物

本质属性的科学概念。因此，必须以经济事物的本质

属性及其发展规律为理论基础，去研究经济指标内在

因素的分解和连乘规律，建立连乘式。经济事物的本

质属性有：

1.可分性：经济指标反映的经济事物是多层多元

因子的组合体，从而具有可分性。在其组合体中，存

在着可分因素和不可分因素。例如，反映物质生产的

材料消耗额，可分解为耗用量 ×单价，其中单价为不

可分因素；而耗用量 又可再分 解为产量 ×单耗，其中

单耗为不可分因素，产量则可继续分解。因而按因素

个数可以有二因素、三因素、四因素等连乘式.
2.方向性：任何事物都是沿着一定方向发展，因

而经济指标内在因素的出现也就具有方向 性。在上例

中，发展方向只能是从生产活 动 到 材 料消耗额的计

算，而不能是相反。在由一个指标或因素分解为两个

因素时，如：材料消耗额=耗用量 ×单价，后两个因素

对 材 料 消 耗额来说，都是变量，是平行关系，无主

从之分，从而不能以主从关系来确定两者的先后。但

从方向性来判断，作为生产活动的耗用量应在前，单

价则应在后。由于前者是可分因素，后者为不可分因

素，所以，也可以说：可分因素 在前，不 可分因素在

后。

3.渐进性：经济事物沿着一定的方向发展，总是

有序地、逐渐地进行。从而，经济指标内在因素的出

现也必然具有渐进性。如前例中，内在因素反映的事

物的渐进性是：产量—→耗材 计量—→耗材计价。因

为耗材计价的前提条件是耗用量，耗用量又取决于产

量。从这个角度讲，因素又可分为前提因素和后续因

素，前者也就是可分因素，后者即为不可分因素。这

种前后因素的依存关系，是决定因素排列顺序的关键

所在。如果按主观目的去排列因素顺序，破坏因素分

解的方向性和渐进 性，则 不 能客观 地反映事物的发

展。

4.界定性：由于经济指标的定义域决定着其反映

经济现象的范围，因而因素分解也具有界定性。从这

个意义上讲，因素有前界因素和后界因素。前者反映

发展的始点，后者反映其 终 点。同 一指标反映的事

物，随着分析角度不同，则有不同的终点和始点.在

前例中：从产品形成角度分析其材料消耗额，渐进流

程是：投料—→加工—→制品检验—→成品入库—→

耗材计量—→耗材计价。所以其前界 因素为投产量，
后界因素为单价。若仅从产量（成品入库）为始点，
则掩盖了其它环节非工艺性耗损的影响。若超越投产

量，则会虚增生产前的耗损影响。由此可见，前界因

素不仅界定了因素分解的范围，而 且界定了其发展趋

势。

依据上述 “四性”的要求，因素连乘式的建立，
可按下述步骤进行：正确理 解经济指标的定义域，依

照界定性，确定前界因素和后界因素；依照渐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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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因素流程；依照可分性、分 解因素；建立因素连

乘式。
建立因素连乘式的简便方 法，按指标性质，有如

下两种。

1.一分为二法（适于绝对数指标）

它是将一个经济指标逐层一分为二，按逆顺序渐

进地分解，籍以建立连乘式的方法。现仍以材料消耗

额为例，分解因素如下图：

将上图最低一层乘式与以上各层最 后 一个因素连

乘，即为：

材料消耗额=投产量 ×加工率 ×送检率 ×合格 率 ×平

均单耗 ×平均单价。或：

2.斜线法（适于相对数或平均数指标）

它是一种按企业生产经营过程排列渐进流程，用

斜线分割，转化为除式，建立连乘式的方法。
例如：钢材利用率这一指标，对滚针轴承套圈生

产来说，从钢材采购到加工，产品装配的流程为：

采购—→入库—→投料—→下料—→冲 压 成型

—→退火—→中转仓库—→金工切削—→淬火—→磨

削—→装配。
把流程线转化为斜线，即为：

采购重量/入库重量/投料重量/下料重量/冲压重

量/退火重量/中转重量/金切 重量/淬火 重量/磨削重

量/装配重量。
再把斜线转 化 成 除 式，用 ×号 连接，即成连乘

式：

上述方法建立的因素连乘式，其顺序完 全是依据

客观事物发展的 前 提 因素（可分因素）和后续因素

（不可分因素）的依存关系必然形成的。每个因素都

只反映其自身的经济现象，并 具 有独特的经济含义。

它们之间并不是 “评价与被评价”的 关系，更不能以

此为据，说成是 “数量指标在前、质量 指标在后”。
归结说来，按经济指标反映的客观经济事物本质

属性及其发展规律，建立连乘式，将 有关指标及其因

素的基数和比较数分别代入公式中，建立基数连乘式

和比较数连乘式，进行连锁替代 计算，各影响因素中

根本不会夹杂不纯成份，而是能准确地 反映客观经济

事物变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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