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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业生产评价考核指标体系的儿点看法

从去年开始，全国实行新的工业生产评价考核指标体系。具体山以下六项指标组成：心

上业产品销售率，＠工业资金利税率； ＠工业成本利润率； ＠工业净产值率； ＠全员劳动生
产率； ＠全部流动资金周转次数。综合评价时，分别给上述指标定权数为：15、30、15、

10、10、20;综合评价公式为：

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心（某项经济＿效益指标报告期数值
该项指标全国标准值

X权数 ) +，总权数

新体系对促使企业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将起积极的作用，但新体系也尚作在一 些问题，付
必要进行一 些探讨。

一、工业产品销售率（即工业销售产值／工业总产值）的分子分母口径不一致，且现行统

计制度对分子的定义不妥。
众所周知，工业总产值是以货币表现的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生产的工业产品产址。它是

以工业产品的生产量为计算对象的，只要是本期生产的成果，不论是成品、L业性作业还是

半成品、在制品都应计入工业总产值；它既包括用作对外销售的商品产品，也包括只在企业
内部使用或留待继续加工的非商品产品（如对本企业基本建设部门、生活福利部门等非工业

生产部门提供的工业产品和工业性作业价值，自制设备价值和自行完成的大修理价值，半成
品、在制品期末期初结存的差额价值）。换言之，企业在报告期生产的全部.l.业成果并不一

足都是打算用作销售的()
从理论上讲，工业销售产值是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已销售的工业产品价值。它是以销仕

垃为计算对象的，凡没有销售出去的产品不应计入工业销售产值。它包括本期完1本期销仕
的产品价值，也包括上期完工本期销售的产品价值。因此，报告期的工业销售产值可能包含

了一部分上期生产的成果面不包含 一 部分本期的生产成果。
由此可见，工业总产值与工业销售产值的口径是不同的。一个是生产屈指标，而另 一 个

是销售量指标 J
一 个既包括已销售的商品产品也包括尚未销售的商品产品同时还包括非商品

产品，而另 一 个则仅指已销售的商品产品； 一 个反映本期工业生产的全部成果，而另 一 个可

能只反映本期生产的 一 部分成果（而不是全部）； 一 个不包括上期已完工的产品，而另一个

可能包括上期巳完工的产品。

现行统计制度显然已认识到这两个指标口径不 一致的问趣，故规ALI�业销售产值包括对

本单位儿本建设面）和生沽福利部门提供的工业实物产品才ILL业性作11�价仇）女日制设备的价
伯，几允i/1'-±:.{周期长的机器行业按T时进宵法把半成品 1 在制品价值计入l业销售？1｛扣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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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 如此定义工业销售产值（或者说如此调整工业销售产值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是有违
经济学理论的，其内容与名称是不相符合的。何谓销售， 销售即卖出，没有卖出去的产品怎
么能算销售量呢？ 一旦产品完工后卖不出去， 那么以前已上报的上业销售产值又如何作调整
呢？而且， 即使现行统计制度对工业销售产值作了如此调整， 也仍然存在其他的问题，其与
工业总产值的口径也并不完全一致。在存在以前完工而本期销售或本期完工但本期尚未销售
的情况下， 两指标显然是不一致的。另外， 由千工业销售产值可能小千工业总产值也可能大
于工业总产值，故而工业产品销售率没有一个自身的数值界限，这就给如何进行客观公正的
评价带来了困难。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要客观公正地反映产品的销售情况，应从企业打算销售的产品中
实际已销售产品的比重指标来考虑。工业销售产值是一个实际销售指标，可作工业产品销售
率的分子。而工业总产值包括的产品并不一定都是打算销售的，故而不适宜用作工业产品销
售率的分母。笔者认为可用报告期工业商品产值与期初库存品之和（即待销产值）作分母指
标， 即

工业（商品）产品销售率＝ 工业销售产值 工业销售产值X 100% = 工业商品产值＋期初库存品 工业待销产值
X 100%

工业商品产值是工业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预定发售到企业外的工业产品总价值。它
反映工业产品中的全部商品产品的价值，是企业打算出售的产品的价值，即是一 个计划销售
指标。工业销售产值则是全部商品产品中已销售产品的价值（即实际销售的商品产品价值）。
但是，报告期工业销售产值的来源除了本期完工的商品产品外，还有以前完工的商品产品这
一来源，如果仅以报告期的工业商品产值作分母，还没有包括全部的计划销售产品，而且其数
伯可能大千工业销售产值也可能小于工业销售产值，没有自身的数值界限，仍缺乏一个客观
公正的评价标准。因此， 只有把本期的工业商品产值加期初库存品才是计划销售总值（或称
待销产值），用它作分母才能与工业销售产值（即实际销售总值）这个分子口径一 致，其数
值不超过100%，越接近 100%， 说明销售工作做得越好， 反之则越差，使产品销售率指标有
了 一 个客观於正的评价标准。

有人提议把工业产品销售率的分子改为产品销售收入。笔者认为不妥当。所谓产品销售
收入是指销售产品而实际取得的货币收入， 它包括本期销售本期收到的货款，也包括以前销
售而在本期收到的货款。实际工作中， 销售产品与收入货款有时不是同步的， 尤其在存在
“三角债” 的情况下， 两者的不同步则更为突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往

往不是本企业的责任， 企业也无能为力。其实，产品销售率指标并不是一 个经济效益指标，
设置该指标的目的是考核企业的产品是否适销对路， 是否能满足杜会的需求，促使企业达到
产诮平衡。如果用产品销售收入作分子，在本期销售收入低的情况下，据此计算的产品销售
率自然也低，但这并不能表示本期销售量少或销售工业做得不好。况且，产品销售收入与工
业总产值的口径也是不一 致的， 要达到一 致则需调整更多的项目，可能与本期的生产成果相
去甚远。另外，在现有的指标体系中， 已用到产品销售收入这个指标（流动资金周转次数的
分子），就不必再重复使用了。

总之， 笔者认为工业产品销售率指标的分子仍为工业销售产值（但不是现行统计制度所
定义的工业销售产值，而是内容与名称相符合的工业销售产值），分母则为工业商品产值与
期初库存品之和（即工业待销产值）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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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业成本利润率指标的分子分母口径不一敦，
现行统计制度定义工业成本利率为：

工业成本利润率＝报告埋塞现利润忠额
报告期产品销售成本

X 100%

其分子既包括工业生产所创造的利润，也包括非工业生产所创造的利润 ， 而分母则仅仅
指的是工业生产成本，两者的口径显然是不一致的。既然是工业成本利润率 ， 就应是工业利
润与工业成本之比，所以我认为工业成本利润率指标应调整为如下公式：

工业成本利润率＝ 报告期产品销售利润
报告期产品销售

一
成本：

X 100%

三、与新的理民经济核算休系不衔撩，与工业增加值指标不配奢。
新的国民经济指标体系的核心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 也即各部门的增加值之和。因而，

在工业领域， 产值指标的重点已由工业总产值转移到工业增加值。但现行的工业生产评价考
核指标体系中，没有一 项涉及到工业增加俏，而工业净产值却重复使用（净产值率的分子和
劳动生产率的分子）。因此，吃者认为可将全员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分子换成工业增加值，其
计算公式为：

全员劳动生产力＝ 工业增拥值＿＿＿
全部职工平均人数 X 100%

四、全国标准筐在各行业间缺乏可比性。
全国标准值是国家统计局根据 “七五 ” 期间的年度数据平均计算而得的，数值分别为：

工业产品销售率为97.48，工业资金利税率为13.55,工业成本利润率为8.41,工业净产值率
为29.01，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5683,流动资金周转次数为1.83 。 其实，各行业的上述六
项指标数值的大小是不 一 样的，比如有的行业成本利润率很高 ， 有的行业成本利润率却很
低，这主要是由于价格与价值背离所造成的。资金利润率指标也存在类似悄况。再如 ， 由于
各行业的原材料占总产值的比重不同，因而净产值率在各行业间的数值大小也是不一 样的。
因此，全国标准值在行业间缺乏可比性。那么由于各省市的行业结构不同，故而根据个同标
准值和人为规定的权数所计算的综合指数在各省市间也缺乏充分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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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加强收入分配的间接管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各项税收制度要
严格执行，减少偷税现象。同时要扩大征收范围，开征新税种，开辟国家财源渠道。凡是漏
税抗税的，要实行重罚制度，对隐瞒收入、偷税漏税者，视不同情况课以亟税，直至追究刑
事法律责任。

4.推进福利供给的货币化进程。
减少供给制福利型消费比重 ， 推进福利供给的货币化。这里包括加快住房商品化步伐，

全面消除财政补贴，推进医疗保健、养老、失业救济的福利制度向保险制度过渡。在住房制
度改革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可以先在群众能够承受的范围内适当提高房租标准 ， 对于超
标准部分可以加倍提高房租，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鼓励个人买房。工费医疗和教育制度方
面，可以先有一 部分经费转由个人奂担， 逐步减少国家财政补贴，待条件成熟再全部转为个
人负担。公用事业的服务价格也应适当提高，使这些部门逐步自主经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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