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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本文主要研究工业企业的投入产出核算）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是宏观
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子系统， 其本身又是自成体系的典型的微观经济系统。企业只要有生产和

管理活动， 就存在着信息的流动， 信息伴随着产品的生产过程和价值的形成过程不断产生，

并且不断反馈， 因此，企业本身也是一 个信息系统。 然而，作为企业主要信息管理部门的企业
综合统计部门， 却在大部分企业中仅履行生产统计的职能和起到统计信息 “收发“ 机构的作
用。

长期以来企业统计工作仅停留在反映企业实况的描述范围。 企业统计工作围绕着统计报

表展开， 企业按统计报表的要求健全各种原始记录，设立统计台帐，准确、及时填报各种统计
报表， 因此企业统计工作人员的工作也局限于准确、及时、全面、系统地提供数据， 填报统
计报表。 由于这种纯 “报告“ 性统计资料过于粗略， 未能确立一种能从经济系统的高度统率
企业各环节各要素统计资料的有效方法， 使得企业综合统计部门难以成功地将散布于各职能

部门的统计资料加以综合处理成为对企业经营所渴求的完整的经营信息， 企业综合统计部门
无法承担统计信息对企业经营的导向作用， 致使企业综合统计部门在企业中的作用愈弱至

削。
为适应深化改革的需要， 企业统计改革已蓬勃展开， 企业统计将从 “报告型” 转变为

“报告决策型” ， 企业统计的职能将由 “服务、监督 ” 扩展为 “服务、监督、管理” 。要实现
上述两个方面的转型， 除了统计体制改革外，， 寻求一种有效的企业综合统计方法以建立企业

系统的核算体系，是关键所在。

由瓦西里·列昂杰夫首创的投入产出分析， 作为 一种现代的经济数量分析 方 法， 已在

我国宏观经济领域和微观经济领域中广泛应用。 但无论在宏观领域或微观领域， 均尚未处于
主导的核算体系地位。由于这种方法本身的特点，体现了系统论的整体思想，揭示了研究对象
与外界环境的联系以及对象内部各分系统之间的联系， 因此它适合于企业经济系统的描述和

分析， 并可作为企业系统的核算体系统率传统的会计、统计、业务核算。

一、企业投入产出分析的系统性特点

任何系统都具有整体性、有序性、相关性、规范性、动态性和目标性。微观的工业企业
经济系统也不例外。为了能充分体现这些特性， 必须寻求适当的计量分析方法对企业经济系

统作出描述。

企业投入产出模型， 主要分析企业经济系统从系统外界获取生产力要素， 并经过系统内
转换后，提供外界所需要的产品或服务能力， 同时也是研究企业经济系统内部各车间和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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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之间的生产 联系、物资供应、设备和劳动力利用的经济计量模型， 这种膜型是以 “以销定

产、以产定购” 来确定企业系统与外界的联系， 达到企业系统供、产、销的平衡；同时这种
模型以各种物资在企业系统内部的流向、流僵来确定企业系统的生产结构和分析各车间和产
品之间的联系及比例关系， 且与企业系统的生产计划、财务成本、劳动工资等都 有直接关
系。

由于企业投入产出分析是一种系统的经济计晕方法。 因此， 它具备对企业系统六大特征
充分表现的能力。

1. 系统的整体性要求系统要素相互之间以及要素与系统之间的关系必须以系统整体目
标为准进行协调， 也即局部必须服从整体， 且构成系统的各要素具有不可分割的性质。 企业

投入产出模型体现了这一整体性。 在编制企业投入产出模型时即已考虑了整体原则， 不排除
任何构成企业系统的要素， 予以在棋盘式表上明确反映， 在应用时整体性更为明显。 当最终

需求一旦确定， 整个企业系统的生产结构即予确定。 当由千某些要素的限制， 而对最终需求
作 调整时， 将对企业系统产生牵一发动全身的整体效应。

2. 系统的有序性要求系统内部各要素按严格序列组成复合而不是随意的组合， 它的各

组成部分既有各自发展的特殊规律， 同时又都有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辩证 关系。 企业投入
产出模型在编制时即注意到这一问题， 模型的列是按生产过程的顺序由左向右排列， 直至与

外界发生联系的销售， 最后是合计总产出即全部劳动成果， 模型的行是按投入的生产力要素

由上至下排列， 体现了价值的形成过程和生产力要素的使用过程的规律， 其相互制约与模型
优化的限制条件就是有序性的最好例证。

3. 系统的相关性，指系统要素之间的必然联系。 在企业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是企

业的组织结构和层次， 以及各种生产活动的关系。 例如 企业供产销的耦合关系： 供应今生产

今销售， 在企业投入产出模型中得到了深刻的反映。 供应体现于行向的物资分配关系， 生产

体现于列向的生产力 要素的消耗关系， 销售在模型的最终消费列得到反映， 它是在生产能力
限制下， 由总产出扣除企业系统内部自耗后的剩余部分， 反之销售目标又决定了物资的供应
与生产力要素的投入。

4. 系统的规范性就是理论、定律、概念和方法的普遍适应性， 因此系统的规范性又称

为系统的适应性， 即表示系统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 企业投入产出模型定式可以证实这种方

法的规范性， 自从它问世以来， 它的模式给社会经济系统和企业经济系统以矩阵式的概念

化。 至于它的适应性， 众多的企业系统实例是不容置疑的例证。
5. 系统的动态性指任何系统都是发展变化的。 动态的投入产出方法将研究企业系统的

发展变化规律。
6. 系统的目标性指任何系统都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企业投入产出模型能根据企业系

统目标随意调整， 并对目标进行优化处理， 使企业系统在限制条件下达到目标最优， 且模型
对企业目标的优化是建立在其它计量方法所不及的企业系统综合平衡的基础之上。 例如对某

产品质量进行价值工程分析后， 该种产品的投入发生了变化， 总产出也随之发生变化， 那么
整个企业系统的生产结构 可以依据模型作出调整， 并进行目标优化。

二、企业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的经济性特点

由于工业企业系统同时也是一个信息系统， 因此每个企业系统必须寻求一种计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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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立最经济最有效的企业信息系统。
作为能够充分表述企业系统特征的企业投入产出方法， 已经具备了企业信息系统的有效

性， 只有这种方法同时具备较其它方法为优的经济性， 才能被最后确认为企业信息系统的备
择方法。

一个企业信息系统的经济性， 主要取决于以该信息系统所提供的信息所作出的决策给企
业带来的效益。 剔除决策者自身的素质因素后， 准确决策取决于信息的质量， 而信息的质量

又取决于信息系统所必备的信息源、信息通道和决策规则。
若以投入产出方法建立一个包括信息源、信息通道和决策规则的企业信息系统， 它具有

企业系统其它计量方法所不及的独到之处。
1. 企业投入产出信息系统具备可靠的信息源、直观的信息通道和严谨的决策规则。

企业投入产出信息系统是根据企业系统管理的不同情况， 选择不同的投入产出表式与模
型建立起来的。 企业投入产出表式即为该企业信息系统的二维棋盘式信息传输通道， 根据表
式要求对信息源一一会计、统计、 业务数据作出处理， 编表形成基础信息一一对企业系统的
直观描述；编表后的进一步处理， 使信息蜇得到倍增一一对企业系统的分配结构 、 消耗结
构、产出结构、价值结构等予以深刻揭示；企业决策者借助企业系统各种结构信息， 根据系
统内外的限制条件， 按企业目标作出决策， 这些决策都建立于严谨的数学规则之上， 也即按
照企业投入产出的数学模型对企业系统的生产结构作出统筹安排。

2. 企业投入产出提供的信息数出一 门。
一个信息系统的优劣， 其提供决策依据为企业所带来的效益均取决于信息的可靠性。 企

业投入产出方法所输出的信息源于企业会计、统计、 业务核算数据， 这些数据按投入产出要
求被加以处理， 在编表过程中满足了各种平衡关系的平衡要求。 因此企业投入产出信息系统
提供的信息，已不可能是会计、统计、业务核中算某单方面的单独事件、单独职能的单个信息，
而是相互关联的、 已转化为企业投入产出意义的 “数出一 门” 的数据信息， 从而保证了信息
的可靠性。

3. 建立企业投入产出信息系统的追加费用有限。
成本低、效益高是选择信息系统的依据， 企业投入产出信息系统的建立，所需 投 入甚

微， 因为企业投入产出的信息源是现有的会计、统计、 业务核算资料，企业投入产出信息系
统所需的软硬件是企业拥有的尚未充分开发、利用的计算机设备和工作人员， 至于企业投入
产出信息系统的效益， 通过模型优化就能体现， 具体地可将经优化而获取的超额利润扣除建
立企业投入产出信息系统的追加投资作为效益的数鼠化。

三、企业投入产出信息系统确立了企业统一的核算体系

目前工 业企业的核算体系，存在着核算内容不完整， 核算表式和指标不配套， 统计、会
计、 业务三种核算的标准不统一、不衔接、互相矛盾， 企业综合统计蜕化为报表的汇总、填
报工作，企业缺乏有效的、立足于企业决策层的综合统计方法等缺陷。 将投入产出方法确立
为企业系统的核算体系， 有助于统计、会计、 业务核算的统一， 完善企业系统的经济核算体
系， 为企业的综合统计提供了有效的综合平衡的统计方法， 使企业综合统计成为名符其实的
综合统计。

l，企业投入产出核算体系既能满足企业及上级部门所需要的综合指标， 如总产值、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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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本期产品销售收入、应得利润等总量指标， 又能提供企业内部各车间生产成 果的指

标， 如各种产品、半成品的产量。
2. 企业投入产出核算体系能描述企业各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占用蜇， 以及各车间之间

的相互依存关系。 例如＄ 原材料 的耗用量、劳动力的投入掀、固定资产的占用量、半成品的流

量流向、同种产品由不同车间生产的比例、同一车间生产不同产品的结构等等。
3. 企业投入产出核算体系能揭示企业的产出与投入之间的效率， 在提供常规的原材料

单耗、劳动生产率逆指标、自制品单耗等直接消耗系数的基础上， 还 能进一步揭示出原材料

的完全消耗系数， 劳动和自制产品的完全消耗系数， 固定资产的直接占用和完全占用系数。
况且完全消耗在传统核算中是不存在的， 离开了投入产出方法也是不可能计算的，然而它的
深远意义是众所公认的。

4. 企业投入产出核算体系对企业管理某些方面的突破均属首创。 例如， 企业内部价格
的科学化、合理化， 生产计划的整体性是其它管理方法不可比拟的。

凡企业投入产出核算体系为企业计算机应用开拓了新的领域。
6. 企业投入产出核算休系能适应于不同的企业种类， 因为任何企业都要从企业系统外

界组织生产力诸要素， 在企业系统内部都存在着各部门间的生产联系，所以 从理论上说， 任
何企业都能编制投入产出表，从而每个企业都能建立投入产出核算系统。 当然，从使用效果上

说， 它更适用于大批量生产、原料加工多工序、生产工艺复杂、生产设备专业化强的大中型
企业使用。 至千工序少、工艺简单的小型企业， 由于原本所需处理的信息少， 投入产出分析

的优越性难以充分体现， 正如用计算机发放工资， 大型企业能节约 大量的工作量， 而小型企

业由于收效不大， 如无其它应用领域， 不可能去化费巨资购置计算机。 但从理论上说任何企

业都是计算机应予开发的领域。
7. 企业投入产出核算体系能与宏观的国民经济投入产出核算体系相衔接， 因为原本就

是同一种统计方法对不同规模的系统的研究而已。
总之， 企业投入产出核算体系这一综合统计方法的确立， 将能充分体现工业企业生产、

流通、分配、消费的全过程， 全面反映产、供、销平衡， 重点刻划人、财、物等各要素运行
的数量特征， 明确揭示企业内部结构的外部环境，从而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依据， 为制定 企

业经营、生产计划， 为实施管理提供信息， 并能与宏观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相衔接。

，心

（上接第29页）每年国家至少可以节约243.9亿元的补贴支出。 其具体发放方式为： 第 一 ，将
本年债券用于当年的价格补贴，下一年的债券做为本年债券的还 本 金。 债券偿还期为一年。

第二，年息18.702% 中， 3.96％ 用于补偿银行因存款下降造成的损失（按活期存款年息计

算），14.74％用于债券利息，这一 标准比1989 年 2月1日调整储蓄利率后整存整取定期储蓄

利率高30%。 即1000元债券， 到期时可得到利息147,4 元， 比定期储蓄高34元。 第三， 补贴
债券也 可实行保值。 目前， 居民存款加上手待现金高达7000亿元，1988年全国财政补贴总额
仅相当 于它的10.89%。 如果居民能够从7000 亿元的节余购买力中拿出十分之一用于购买补

贴债券， 不仅个人经济不受损伤， 国家的财政负担也被缓解了。因此， 以价格债券形式以补

贴养补贴， 不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也是可行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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