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规解读

反映  诊断  引导
——《中央企业综合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

及实施细则解读

廖家生  辛健松

国务院国资委于2006年4月和9月先后发布了《中央企

业综合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和《（中央企业综合绩效评

价实施细则》，这标志着国资委对中央企业的绩效管理迈

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出台综合绩效评价办法的背景

当今世界国与国的竞争，主要体现在经济实力上的竞

争，而经济实力上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企业之间的

国际竞争。培育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对提

升我国的综合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务院国资委作

为授权范围内中央企业的出资人，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就

是加快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促进形成30～50家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大型企业集

团。在国资委目前监管的161家中央企业中，虽然一些企业

已经是国际知名的大公司，在2006年《财富》500强企业

中，也有中石化、中石油、宝钢等13家中央企业榜上有名，

但是中央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与国际上的优秀公司相比还

有较大差距，央企中真正的跨国公司寥若晨星。作为中央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国资委需要创新监管手段，引

导企业不断做强做大。

“评价什么，就得到什么”。监管机构用何种指标、何

种方法考核评价企业，企业便有与之相应的经营行为。因

此，考核评价工作是国资监管机构重要的引导工具。早在

2003年11月国资委成立后不久，即出台了《中央企业负责人

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建立了以实现利润和净资产收

益率为主要考核指标的考评机制，将考核结果与企业负责

人的薪酬挂钩。该办法实施后的三年时间里，中央企业的

经济效益不断提高，销售收入每年增长1万亿元以上，实现

利润每年增长1千亿元以上，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0 % 。但是

潜藏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一些企业为了获取更高的薪酬系

数，过分重视年度实现利润，而不重视有利于核心竞争能力

培养的投入，或者过度负债经营，放大了经营风险和财务风

险，甚至不惜浪费资源、损害环境，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持续

经营和经营质量。

此外，在日常监管工作中，也凸显对企业真实经营业绩

进行客观评判手段的缺乏，往往受企业表面经营业绩增长

的蒙蔽，看不到企业的经营管理风险，从而影响监管决策。

尤其是在企业负责人管理工作中，缺乏对企业财务效益和

管理业绩的综合反映，影响对企业负责人任期经营业绩的

客观评判。

因此，从出资人监管的角度，国资委迫切需要调整监管

手段，完善考核评价方法，正确反映企业经营绩效，有效诊

断存在的问题，并引导企业树立科学的经营业绩观，促进

企业全面、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综合绩效评价办法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综合绩效评价办法，对企业综

合绩效评价的目标、评价内容、评价指标、评价标准、评价

方法、组织方式、评价结果运用等作出了具体规定，是一套

完整的评价体系。其主要内容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在评价内容上，评价财务绩效与评价管理绩效相

结合。评价办法将企业经营绩效分为财务绩效和管理绩

效。前者主要是从财务报表上直接反映出来的企业经营

绩效，包括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效益。后者主要反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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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的经营管理措施及其效果，它贯穿于企业经营管理过

程，从财务报表上往往不能直接得到反映，或者体现为未

来的财务绩效。要综合、客观地反映企业经营绩效，仅仅考

查企业财务绩效是不够的，还必须分析企业的管理绩效，

尤其是经营环境比较困难的企业，需要实施财务绩效和管

理绩效两方面的综合评价。

（二）在财务绩效评价上，建立了多个测评纬度。单一

利润导向的考核评价方式带来的危害，不必赘言。此次发

布的评价方法从出资人角度出发，虽然仍以企业盈利能力

评价为核心，但是不仅仅考查企业的盈利能力，它还同时

关注企业的资产质量、债务风险和经营增长状况。因为一

个企业短期账面盈利较好，并不代表企业健康和能够真

正实现保值增值。如果企业账面盈利靠的是规模扩张和大

举负债经营，或者账内账外存在大量的不良资产，那么这

个企业资产的安全性就存在严重隐患。同时，如果一个企

业年度之间波动较大，经营规模不能稳定增长，不重视长

期发展能力的培育，出资人资本的保值增值也将是一个泡

影。

（三）在评价指标上，实行多指标立体透视和递进修

正。在企业经营绩效考评领域，关于考评指标的多与少问

题，已经争论了多年。主张指标少而精的人认为，指标过多

使企业无所遵循，而且增加了考评的难度，尤其是要下达

考核目标时，难度更大。但实施综合绩效评价的指标过少，

就不能全面反映企业的经营绩效，也容易导致企业经营行

为的短期化，出现不健康的财务状况。由于此次发布的中

央企业综合绩效评价是运用行业评价标准实施事后评价，

不对企业下达评价目标，因此，采取了多指标立体透视的方

法，设计了包含22个财务绩效指标和8个管理绩效指标在

内的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其中22个财务绩效评价指标

又划分为8个主要指标和14个修正指标，使企业经营绩效

更加立体地显现出来（具体指标见附表）。在具体指标设置

上，充分体现了出资人监管的特点和现阶段的监管要求，有

的指标在一般的财务分析教科书中很少运用，有的纯粹属

于财务管理指标。比如针对中央企业普遍存在应收账款比

重大的问题，设置了应收账款周转率，并赋予较高的权重；

针对一些企业财务风险较大甚至出现财务危机等情况，设

置了带息负债比率、或有负债比率等指标；针对一些企业科

技投入不足、制约企业发展后劲问题，设置了技术投入比

率指标，等等。这些指标的设置，均体现了国资委的监管要

求和监管重点。

（四）在评价标准上，采取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相结合。

评价标准是企业绩效评价的三大要素之一，评价结果的客

观公正性与评价标准的制定和选择存在密切关系。评价标

准，一般包括预算标准、经验标准、历史标准和行业标准四

种类型。业绩考核一般采取预算标准，事后评价一般采用

经验标准和历史标准。但开展中央企业综合绩效评价显然

不宜采取经验标准和历史标准，因为前者抹煞了行业差异，

后者容易鞭打快牛。所以，中央企业综合绩效评价中的财

务绩效主要运用行业标准，即以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发展水

平为参照进行评价。由于需要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大型企业集团，在综合绩效评价体系中引入了国际标准，

即对中央企业在运用国内标准进行评价的同时，运用国际

优秀企业的标准进行评价。这个国际标准可以是行业中某

个优秀企业的水平，也可以是行业中一组先进企业的平均

值。采用国际标准进行评价有利于促进中央企业开展国际

对标，向优秀企业看齐。

（五）在评价方法上，采取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

合。由于信息采集原因，一个企业的经营绩效不可能完全

做到量化，完全进行定量评价存在一定局限性。根据财务

绩效和管理绩效的特点，企业综合绩效评价工作采取定量

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其中财务绩效主要采取定量评

价的方法，运用有关模型进行评价计分；管理绩效主要采

用定性评价的方法，聘请咨询专家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进行

评议。下一步，将对管理绩效指标进行细化，能够用量化指

标进行辅助评价的，将设置相关量化指标。同时，为了客观

反映企业的经营绩效，企业综合绩效评价办法还设置了相

关加分和减分因素。对企业经济效益上升显著、经营规模

较大、有重大科技创新的企业，给予适当加分；对评价当

期出现重大资产损失、重大安全生产与质量事故、存在巨

额表外资产和巨额逾期债务等事项的，要适当扣分，以充分

反映企业经营责任的履行情况。

（六）在评价方式上，采取年度评价与任期评价相结

合，任期评价与任期审计相结合。企业综合绩效评价工作

按照产权隶属关系进行组织，分为年度评价与任期评价。

年度评价在企业年度财务报告审核完成后由国资委直接组

织实施。一般情况下，年度评价仅实施财务绩效评价，任期

评价必须同时进行管理绩效评价，以考查企业经 营者在一

个任期内所采取的各项管理措施及其成效。由于企业经营

者一个任期结束后要开展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所以在任期

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中同时开展任期评价工作，可以为评估

经营者任期经济责任提供评判依据。

三、综合绩效评价的作用

评价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手段。企业综合绩效评价

结果是反映企业经营成果、财务状况、资产质量以及管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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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综合性信息，可以为出资人财务监督、经营者管理以及

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提供决策支持。

附表  企业综合绩效评价指标及权重表

（一）深化财务监督工作。一是可以应用绩效评价指标

体系各指标间存在的校验关系，帮助审核人员甄别虚假数

据，去伪存真，提高财务分析结果的可靠性，进一步检验企

业经营成果；二是可以应用综合绩效评价体系加强财务分

析，通过对财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层层分解，分析影响

企业整体财务绩效的主要因素和经营管理中存在的薄弱环

节，诊断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三是通过开展企业绩效

评价工作，反馈或者在一定范围通报评价结果，引导企业重

视财务健康状况，防范企业财务风险。

（二）完善企业负责人管理。一是应用综合绩效评价手

段建立企业负责人年度财务绩效档案，为企业负责人的年

度考核与管理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二是应用综合绩效评

价手段加强企业负责人任期管理，将任期综合绩效评价

结果作为企业负责人任期经营业绩认定的重要依据，同时

与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相结合，为任期经济责任认定提供参

考；三是与企业负责人薪酬分配挂钩，完善企业负责人薪

酬激励制度，增强年薪制在促进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

经济效益上的激励作用。

（三）提升企业管理水平。一是通过开展企业综合绩效

评价工作，引导企业树立正确的业绩观，企业不能仅仅盯

着考核目标，而是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大核心竞争能力

的培养力度，努力降低成本费用，提高投资回报水平和资产

质量，防范经营风险；二是企业也可以利用绩效评价手段

进行管理诊断和完善内部考核评价方法，改进人力资源管

理。

企业综合绩效评价结果以分数表示，并划分为优（A）、

良（B）、中（C）、低（D）、差（E）五个等级，分别代表了企业经

营绩效在行业中所达到的水平。在应用评价结果进行决策

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要通过企业年度间绩效水平

的对比，反映企业经营绩效的改善状况，进而判断企业经

营者的努力程度；二是由于行业利润率差异导致不同行业

评价标准值水平不同，因此，用行业标准进行评价的结果，

在不同行业企业间不能简单比较；三是在综合绩效分析中

应将绩效评价结果与单个财务指标分析相结合，诊断影响

企业绩效水平的主要因素，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改

进，促进提高企业的整体绩效水平。

（作者单位：国务院国资委统计评价局）

责任编辑  闫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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