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质上，“比例法” 、 “因素中 值比例法” 同 “分

解法”建立的假定前提是相同的。提出“比例法” 的

同志列举了下面的例子：

计划：产量100台 ×单耗40公斤 ×单价 2 元=产品 材料总

成本8 000元

实际： 产量90台 ×单 耗35公斤 ×单价 1.80元= 产品材料

总成本5 670元

产 品材料总成本实际比计划降低2 330元

先分别假定一个因素变 动而其余因素不变，计算

出各因素的单 独影响值，再以各因素单独影响值的比

例分配 材料总成本差异总额，算出产量、单耗、 单价

的变动分别 使材料总成本降低717元、 896元、717元。

但这样的数值能说明什么实际 经 济 内 容呢？717元是

由下降多少产量与单耗、单价构成的？896元又是由下

降多少单 耗与产量、 单价构成的？不可能找到答案。

象 这样的分析怎么能用以指导工作？ “分解法”、“比

例法” 、 “因素中值比例法” 等的共同特点是将各因

素当作“互不牵连” 的所谓 “并行因素” 进行计算，

所作分析都逃不出上述结果。

上例 构成产品材料总成本的三个因素相互之间的

依存关系是明显的，其主从地位的次序是产量、单耗、

单价。若应用传统的连锁替代 法 对上 例 进行因素分

析，产 量、单 耗、 单价的下降分别使材料总成本降低

800元、900元、 630元。它们的实际经 济内容：800元

是由产 量下降10台与单耗40公斤、 单价 2 元构成的；

900元是由单耗下降 5 公斤与产 量90台、（材 料）单价

2 元 构成的；630元是由（材料）单价下降0.20元与产

量90台、单耗35公斤 构成的。根据这些数据结合实际

经 济活动情况进一步分析，就可找出实际脱离计划的

各种原因，作 出正确的评价，并据以指导工作。

按经 济管理的具体要求来确定因素替代顺序的连

锁替代法，其建立的前提是以单位产品的原材料费用

为例的几何图形。这种几何图形表示单耗、单价两因

素 的变动对原材料费用的影响值可分为三部分：A 为

单耗变动影响部分；B为单价变动影响部分；C为单耗

和单价共同影响部分。由于认 为 “C”归并到哪一因

素变动 影响值上，哪一因素变动的影响值的正确性就

受到影响，由此提出了要按经济管理的具体要求来确

定 因素的替 代 顺序。这种几何图形同“分解法”的

数学模型相比，形式不同但实质完全相同，仍然是将

各因素变动对综合指标的影响分解为单独影响值和交

叉影响值，因而几个项目间仍然是矛盾的。

因素分析的方法都可以用一定的数 学 模型 来表

示，传统的连锁替代法也是可以用数学模型来表示的 _

建立数学模型，符合数学的数量 运算规则，这仅仅是

建立正确的因素分析方 法的一个条件，更重要的还要

符合客观事物内部的联系。上述各种因素分析的新方

法，仅仅是符合数学的数量 运算规则，而不符合客观

事 物内部的联系。因此，使用这些新方法进行因素分

析是得不出正确结果的。

（作者单位：四川省达县地区 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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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枉花一文钱

1959年春天，董必武与贺龙、聂荣臻等中央领导

同志到湖南视察工作。据当时参加接待工作的同志回

忆，在到达当天吃午饭后，董 老 对 身 边的同志说：

“伙食太好了，不要多 搞菜，不要搞肉、鱼，尤其不能

摆酒。每餐有两碟子青菜就很好了，贺老总喜欢吃冬

苋菜，可以炒一盘。早餐有两片馒 头干，一碗稀饭就

最好。” 后来就照董老的指示办了。每天早餐都是馒

头干，稀饭或豆浆，外加一碟苋菜和几块豆腐乳。董

老还不吃公家的招待茶叶。招待 所的 茶叶 是一号龙

井。董老对工作人员说：“不应拿这样好的茶叶来招

待自己的同志，应把它卖出去，建设国家。”于是，

他叫服务员把公家的茶叶收起来，自 己掏钱买了一斤

湖南熏茶。一天，董老一行到长沙市郊去视察。公社

利用一间敞亮的房子做接待室，室内并排放着两张长

条桌。桌上摆着香烟、糖果。有两个女青 年临时担任

服务工作，负责斟水倒茶。聂荣臻同志对公社干部说：

“你 们 不 应 这样做，一不要摆糖，二不要买烟，有

一杯茶水就行了。” 董老 接着说：“茶叶子也不要，

就准备一桶白开水，谁喝谁斟。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是

白手起家，你们公社也是刚起家，就是以后家底厚了，

也不能把钱用到这上头，不能枉花一文钱。”

（李翎摘自 《 安徽财 会》 1983年 第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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