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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范正绮 施锡铨

无形资产评估中的统计学方攸
近些年来，有关无形资产的评估正在引起人们的重视。 由于无形资产是

“

看不到
“

、"摸不

着
“

的非实体，其评估比起固有资产的评估要难。 因此，科学的评估需要研究科学的统计学方

法。

L确定影响无形资产的若干因素

在评估无形资产时要充分注意到哪些因素具有重要影响。从定性的角度分析，形成无形资

产过程中所耗费的
“

成本人从产生到目前为止的经济效益与社会影响、今后较长时期的市场预

测、同行的竞争力等等因素均对价值的评估具有一定的影响。 其实，影响到无形资产的因素有

众多，一来我们难以罗列所有因素，二来众多的考虑因素也会产生众多的误差。然而，在大部分

情况下，因素（或变量）之间存在着 一定的相关性，因此可用较少的变量来代替原来较多的变

量，并尽可能地反映了原来变量的信息。统计学中多元分析的主成份分析、相应分析、典型相关

分析、因子分析等方法提供了
“

降维
＂

的若干手段。 所谓降维，实质上是选择主要的因素以对无

形资产进行评估。但是由千不同类型的无形资产可能受到影响的因素会有所不同，因此确定主

要因素的统计学方法只有对不同类型的无形资产分别处理才有现实意义。 例如技术专利与名

牌商号都是属千无形资产，但它们的
”

评估模型
”

却大相径庭。

2．评估公式的确定与检验

某类型无形资产的评估因素一旦确定，最理想的事情是通过某种评估方法建立一个基本

公式。 不少学者为此作了不懈的努力。 以成本—收益现值结合法为例，1994年《国有资产研

究》中
“

略论无形资产的评估
”

提出如下公式： P=(C+V+M) •a• �+I+R。 其中： C 表示物

质劳动消耗，V表示科研直接投资，M表示盈利，a表示创造劳动的倍加系数，P表示科研劳动

的倍加系数，I表示技术对效益的贡献，R表示技术投产后增加的利润。 我们无法得知该公式

的来源，但公式本身可商榷之处颇多。举例来说，I与 R的含义是否有重叠之疑，千是使人产生

P被高估的印象。 从定性的角度研究问题，该公式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它断定无形资产的

的价值相当于该项资产的投入与盈利之和(C+V+M)的适当加倍再加上由于它所额外获取

的利润。 那末这个公式是否值得推而广之呢？自然希望通过检验的方法加以判断。 需要指出

的是，这里的检验与传统的数理统计检验有所不同。 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是无形资产的价值P

是一个永远无法核实的数字。 为解决此类困难，大致可以采用如下方法试探：

(1)利用目前已经实施的一些评估结果（注意这些结果是通过各种评估手段而得到的），取

其中一些被公认为合理的，或合理程度较高的结果进行关千公式的检验。事实上也相当千以一

些异议少的结果作为基点以开展评估工作，这对无形资产的评估显然有一定参考价值。

(2)对同类型同等规模的无形资产，利用已确定的主要影响因素，使用非参数统计方法先

将它们分类。我们认为将待评估的无形资产确定在名符其实的档次，再进一步地确定其价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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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这样的作法是科学合理的。 取各种档次中各若干项来检验公式的合理性也许是妥当的。

上述两点不仅仅用千检验公式的合理与否，它还将用于对公式中参数的估计，例如(C+V

+M)前的倍加数就是个需要估计的参数。

3．时间序列分析的应用

以上分析表明，考虑各种影响因素以及组成一 定的公式其实有着相当的难度。有时候无形

资产的评估主要着眼千收益的多少，例如某外商想买断国内某名牌，他主要放眼千该名牌在今

后较长时期内将为他带来多少收益；而国内在出让该名牌时也必然要考虑产生名牌的投入以

及从产生到现在为止所产生的效益，综合这两方面给出了该无形资产在转让时的价格。这时候

我们考虑的常常是从产生到今后的较长过程的收益情况，这种情况的分析要用到时间序列分

析的方法。时序分析的一个特点是纯粹研究过程中的收益而摒弃其他的影响因素，在一 定程度

上克服了前面两点中所遇到的困难。

时序分析方法无非使我们去摸索该序列有可能的发展趋势，并预测今后若干时期内可期

望的利润，这对评估无形资产的价值显然极其重要。 这个步骤要通过时序建模来完成，诸如

TSP等统计软件均可作为有效的工具。 应当指出，即使建立的模型与现实拟合得非常好，用千

预测未来也只能针对适当的有限年，因为我们摸索到的规律与发展趋势不可能适合千永远。

我们注意到不少对无形资产的评估根本不考虑时间序列分析手段，因为他们仅仅以无形

资产的成本与迄今为止的收益为基点来评估。 这种做法也许并不妥当，我们认为，无形资产之

所以有价值是由千前期的收益与信誉，而无形资产价值多少却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今后的获

益，在无形资产的买卖或转让时尤其如此。因此利用时间序列分析来预测今后的获益对评估的

精确性有着现实意义。 此外，这种方法还将为评估带来如下好处：

(1)时序分析预测重视了无形资产的增值性与增值过程。无形资产所评估的价值具有一定

的时间性、阶段性。一项无形资产经评估之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无形资产的

价值会发生变化。有理由认为，每隔一段时期对无形资产作一次评估对该无形资产价值的真正

认识将会有所加强，对该无形资产的今后发展会有所帮助。

(2)利用时序分析手段可以对评估的误差程度有所估计。评估存在误差这一点是没有异议

的，如何估计这种误差是一个较复杂的问题。 时序分析方法可以从历年的系列数据，通过前 m

个数据预测第 (m+l)个值，然后再比较第 (m+l)个数据的真实值，这样一系列的比较提供了

预测误差的有关信息。利用系列自身数据来估计误差的方法在数理统计中常称之谓
“

自助法”。

4．关千评估的质蜇问题。

假设有10个评估事务所受委托对同 一项无形资产各自进行独立的评估工作。可以设想这
10个评估结果可能不会一样，甚至差异极大。 就委托方而言，大概会选择评估最高的结果，众

所周知这样做未必合适。 因此评估存在一个质量问题。从定性的角度出发，主要是看评估的手

段是否合适与科学。 但即使所使用的评估手段得到大家的公认，评估本身仍会存在质量问题。

任何一项无形资产的评估都是以一 定的数据为依据的，正如我们在本文前面所论述的那

祥，在收集到必要的数据时，我们的评估最好基于从数据所形成的统计建模，而这个模型恰好

也是我们检查评估质址的出发点。 可能的办法有许许多多，替如我们可以采用抽样检验的办

法，这种从模型来进行抽样的办法可以通过计算机来实施，每一次抽样可以得到 一个评估结

果，而若干次重复抽样所得到的若干个评估结果之间会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当然地反映了评估

的误差与质批的有关信息。 这里面，如何统计建模，又如何重复抽样是两个关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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