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讨论
对《“正弦函数法”是计

算承包企业奖金额的好

办法》一文的商榷

丁庆山

《财务与会计》 1991年第 1 期刊登了王利群、曹

伟二位同志的《 “正弦函数法”是计算承包企业奖金

额的好办法》 的文章。我认为，用“正弦函数法”计算

承包企业奖金额，能够解决甲乙双方在确定承包利润

基数时讨价还价及争论不休的问题，确实是一种好办

法。但对完成效益较好的企业在应用加奖系数方面，
笔 者 有不 同看法。现提出来同王、曹二同志商榷。

如果要对较好的企业考虑加奖系数，笔者认为可

采取如下两种方法：

①成本降低率加奖系数。对一些完成利润较好的

企业，看它的可比产品成本降低了多少，根据降低幅

度规定加奖系数。也设这部分为E，E的取值范围为

O < E≤1.1（上限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不宜过高）。

这时，原公式变为：

y=a+E· b·Sin△L·C

只有利润完成好，同时

成本降低的企业才能得到这

部分超额奖金.对一些消耗

过高的企业，不但不能得到

超额奖金，反而还要受罚，

将E 取小于 1 的系数。这样

能促使利润完成 较 好的 企

业，节支降耗，狠挖内部潜

力，狠抓“双增双节”，加

强经营管理，全面完成承包

任务，走“投入少，产出多，
质量优，效益高”的路子。

②销售增长率（或资金周转加速率）加奖系数。

也设这部分指标为D，将原公式变为：

y = a+E·D · b·S in△L·C

D的取值范围为O < D≤1.1（上限根据具 体情况

确定，但不宜过高）。如果企业销售量没有增加，费

用没有下降，资金周 转没 有加快，说明 企业利润增

长，主要是靠涨价因素取得的效益，这部分价格利益

就应在奖金额中扣除。因此，根据涨价 情况，可取D

小于 1的系数来调节，直至将此项加奖系数取O，使企

业只得基本奖。这样就能促使企业一方面抓生产，一

方面抓销售，不断 进行 市场 预测，提高 生产 经营水

平，减少产成品积压，加速资金周转，用较少的资金

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

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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