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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财务状况综合分析

◎ 董学秀

[摘 要]结合评价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财务状况的指标体系（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分别于2006年4月7日、2006年9月12日发布的《中央企业综合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

法》、《中央企业综合绩效评价实施细则》为依据），以红光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度财务报表

和相关管理方面的数据资料为依据，对该企业的综合财务状况进行详细而深刻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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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财务状况的指标体系介绍

1. 企业财务绩效定量评价指标

企业综合绩效评价由财务绩效定量评价和管

理绩效定性评价两部分组成。 

财务绩效定量评价是指对企业一定期间的盈

利能力、资产质量、债务风险和经营增长四个方

面进行定量对比分析和评判。 

（1）企业盈利能力状况主要通过资本及资产

报酬水平、成本费用控制水平和经营现金流量状

况等方面的财务指标，综合反映企业的投入产出

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6. 突出抓好“百年”文化培育

要想培育“百年”企业，必须打造“百年”

文化。企业文化是全体员工公认的理念、精神、

作风和行为规范的体现，也是区别于其它企业的

特征所在。文化的影响是无形的，但确是强有力

的、长期的、深远的和决定性的。打造百年文

化，首先需要树立文化意识，注意发掘，培育积

极的企业文化，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良部分，吸

收接纳外来的先进部分，形成积极向上、求实奉

献的特色文化。其次，要强化企业文化的认同，

通过舆论宣传，变成职工群众的共识，营造浓厚

的文化氛围。三是要充分发挥文化感召力的作

用，使职工群众的行为向文化的要求靠拢，逐步

从传统的管理方式，向靠文化管理的方向转变。

要通过企业文化建设，起到内聚人心、外树形象

的作用，促进企业各项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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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以及盈利质量和现金保障状况。 

（2）企业资产质量状况主要通过资产周转速

度、资产运行状态、资产结构以及资产有效性等

方面的财务指标，综合反映企业所占用经济资源

的利用效率、资产管理水平与资产的安全性。 

（3）企业债务风险状况主要通过债务负担

水平、资产负债结构、或有负债情况、现金偿债

能力等方面的财务指标，综合反映企业的债务水

平、偿债能力及其面临的债务风险。 

（4）企业经营增长状况主要通过销售增长、

资本积累、效益变化以及技术投入等方面的财务

指标，综合反映企业的经营增长水平及发展后

劲。 

（5）财务绩效定量评价指标分类。

财务绩效定量评价指标依据各项指标的功能

作用划分为基本指标和修正指标。 

●　基本指标反映企业一定期间财务绩效的主

要方面，并得出企业财务绩效定量评价的基本结

果。 

●　修正指标是根据财务指标的差异性和互补

性，对基本指标的评价结果作进一步的补充和矫

正。 

财务绩效定量评价标准分为优秀值、良好

值、平均值、较低值和较差值五个档次。 

财务绩效定量评价指标及其权重见下表：

2. 企业管理绩效定性评价指标

管理绩效定性评价是指在企业财务绩效定量

评价的基础上，通过采取专家评议的方式，对企

业一定期间的经营管理水平进行定性分析与综合

评判。 

管理绩效定性评价指标包括企业发展战略的确

立与执行、经营决策、发展创新、风险控制、基础

管理、人力资源、行业影响、社会贡献等方面。

企业财务绩效定量评价指标和管理绩效定性

评价指标构成企业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各指

标的权重，依据评价指标的重要性和各指标的引

导功能，通过参照咨询专家意见和组织必要测试

进行确定。

管理绩效定性评价标准根据评价内容，结合

企业经营管理的实际水平和出资人监管要求，统

一制定和发布，并划分为优、良、中、低、差五

个档次。管理绩效本文不进行研究，在此只是为

全面介绍评价指标体系，作简单介绍。

管理绩效定性评价指标及其权重见表1：

二、企业财务状况综合分析案例

以红光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度财务报表和

相关管理方面的数据资料为依据（财务报表见表

2）。

1. 盈利能力状况分析

企业盈利能力状况以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

报酬率两个基本指标和销售（营业）利润率、盈

余现金保障倍数、成本费用利润率、资本收益率

四个修正指标进行评价，主要反映企业一定经营

期间的投入产出水平和盈利质量。

（1）净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反映所有

者全部投资的获利能力。净资产收益率越高，表

明企业的获利能力越强。

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净资产×100％

平均净资产＝

（年初所有者权益＋年末所有者权益）/2

净资产收益率=

1,983,477.72/10,128,006.59×100％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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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净资产=

（9,136,282.73+11,119,730.45）/2

=10,128,006.59

该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为19.58％，行业优秀值

为8.7％，该企业净资产收益率超过行业优秀值，

说明企业所有者全部投资的获利能力非常强。原

因主要有，该企业所有者权益的规模较小，由于

2007年新引进印刷生产线，生产经营规模扩大，

收入规模迅速增长，企业加强对成本费用的控

制，使得2007年净利润比2006年度有了较大幅度

的提高。

（2）总资产报酬率。总资产报酬率反映企业

总资产的获利能力，是管理层利用现有资源创造

价值的能力。总资产报酬率越高，说明企业的获

利能力越强。

总资产报酬率=

息税前利润/平均总资产×100％

平均总资产=

（年初总资产+年末总资产）/2

总资产报酬率=

表1：企业综合绩效评价指标及权重表

评价内容

与权数

财务绩效(70％) 管理绩效(30％)

基本指标 权数 修正指标
权

数
评议指标 权数

盈利能

力状况
34

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报酬率

20

14

销售(营业)利润率

盈余现金保障倍数

成本费用利润率

资本收益率

10

9

8

7

战略管理

发展创新

经营决策

风险控制

基础管理

人力资源

行业影响

社会贡献

18

15

16

13

14

8

8

8

资产质

量状况
22

总资产周转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

10

12

不良资产比率

流动资产周转率

资产现金回收率

9

7

6

债务风

险状况
22

资产负债率

已获利息倍数

12

10

速动比率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带息负债比率

或有负债比率

6

6

5

5

经营增

长状况
22

销售(营业)增长率

资本保值增值率

12

10

销售(营业)利润增长率

总资产增长率

技术投入比率

10

7

5



2009年第5期 39

表
2：

现
　

金
　

流
　

量
　

表
  

  
  

  
  

会
企

03
表

   
编

报
单

位
：

红
光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20

07
 年

 1
2 

月
 3

1 
日

  
  
  
  
  
  
  
  
  
  
  
  
  
  

  
  

  
  

  
  

  
  

  
  

  
  

  
  

  
  

  
  

  
  

  
  

  
  

  
  

  
  

  
单

位
：

元
项

　
　

目
行

次
金

额
项

　
　

目
行

次
金

额
一

、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四
、

汇
率

变
动

对
现

金
的

影
响

额
55

　
　

销
售

商
品

、
提

供
劳

务
收

到
的

现
金

1
 4

7,
96

7,
32

0.
65

 
五

、
现

金
及

现
金

等
价

物
净

增
加

额
56

 -
1,

30
2,

18
8.

83
 

　
　

收
到

的
税

费
返

还
3

 1
,5

56
,4

38
.8

1 
　

　
收

到
的

其
他

与
经

营
有

关
的

现
金

8
补

  
 充

  
 资

  
 料

现
金

流
入

小
计

9
 4

9,
52

3,
75

9.
46

 
1.

将
净

利
润

调
节

为
经

营
活

动
的

现
金

流
量

　
　

购
买

商
品

、
接

受
劳

务
支

付
的

现
金

10
 4

4,
85

7,
92

5.
15

 
　

净
利

润
57

 1
,9

83
,4

47
.7

2 
　

　
支

付
给

职
工

以
及

为
职

工
支

付
的

现
金

12
 1

,4
97

,9
35

.8
9 

　
加

：
计

提
的

资
产

减
值

准
备

58
 -

 
　

　
支

付
的

各
项

税
费

13
 3

24
,2

07
.2

7 
　

　
　

固
定

资
产

折
旧

59
 1

,2
20

,5
24

.8
0 

　
　

支
付

的
其

他
与

经
营

活
动

有
关

的
现

金
18

 2
,8

24
,5

30
.2

4 
　

　
　

无
形

资
产

摊
销

60
　

　
现

金
流

出
小

计
20

 4
9,

50
4,

59
8.

55
 

　
　

　
长

期
待

摊
费

用
摊

销
61

 4
6,

42
3.

14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21

 1
9,

16
0.

91
 

　
　

　
待

摊
费

用
减

少
（

减
：

增
加

）
64

二
、

投
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预
提

费
用

增
加

（
减

：
减

少
）

65
　

　
收

回
投

资
所

收
到

的
现

金
22

 -
 

　
　

　
处

置
固

定
资

产
、

无
形

资
产

和
其

他
长

期
资

产
的

损
失

（
减

：
收

益
）

66
 3

2,
18

5.
11

 

　
　

取
得

投
资

收
益

收
到

的
现

金
23

 -
 

　
　

　
固

定
资

产
报

废
损

失
67

　
　

处
置

固
定

资
产

、
无

形
资

产
和

其
他

长
期

资
产

而
收

到
的

现
金

净
额

25
 3

2,
18

5.
11

 
　

　
　

财
务

费
用

68
 5

,2
20

.8
3 

　
　

收
到

的
其

他
与

投
资

活
动

有
关

的
现

金
28

　
　

　
投

资
损

失
（

减
：

收
益

）
69

 -
10

0,
00

0.
00

 
现

金
流

入
小

计
29

 3
2,

18
5.

11
 

　
　

　
递

延
税

款
贷

项
（

减
：

借
项

）
70

　
　

购
建

固
定

资
产

、
无

形
资

产
和

其
他

长
期

资
产

所
支

付
的

现
金

30
 8

,0
89

,3
21

.7
1 

　
　

　
存

货
的

减
少

（
减

：
增

加
）

71
 -

4,
76

4,
78

2.
11

 

　
　

投
资

所
支

付
的

现
金

31
　

　
　

经
营

性
应

收
项

目
的

减
少

（
减

：
增

加
）

72
 -

4,
68

4,
37

9.
46

 
　

　
支

付
的

其
他

与
投

资
活

动
有

关
的

现
金

35
　

　
　

经
营

性
应

付
项

目
的

增
加

（
减

：
减

少
）

73
 6

,2
80

,5
20

.8
8 

现
金

流
出

小
计

36
 8

,0
89

,3
21

.7
1 

　
　

　
其

他
74

　
　

投
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37

 -
8,

05
7,

13
6.

60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75
 1

9,
16

0.
91

 
三

、
筹

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2.
不

涉
及

现
金

收
支

的
投

资
和

筹
资

活
动

 -
 

　
　

吸
收

投
资

所
收

到
的

现
金

38
　

　
债

务
转

为
资

本
76

 -
 

　
　

借
款

所
收

到
的

现
金

40
 1

0,
20

0,
00

0.
00

 
　

　
一

年
内

到
期

的
可

转
换

公
司

债
券

77
 -

 
　

　
收

到
的

其
他

与
筹

资
活

动
有

关
的

现
金

43
 2

94
,4

91
.4

7 
　

　
融

资
租

入
固

定
资

产
78

 -
 

现
金

流
入

小
计

44
 1

0,
49

4,
49

1.
47

 
3.

现
金

及
现

金
等

价
物

增
加

情
况

　
　

偿
还

债
务

所
支

付
的

现
金

45
 3

,2
81

,1
79

.9
1 

　
　

现
金

资
金

的
期

末
余

额
79

 6
,3

50
,9

31
.1

8 
　

　
分

配
股

利
、

利
润

或
偿

付
利

息
所

支
付

的
现

金
46

 4
47

,1
78

.9
0 

　
　

　
减

：
现

金
资

金
的

期
初

余
额

80
 7

,6
53

,1
20

.0
1 

　
　

支
付

的
其

他
与

筹
资

活
动

有
关

的
现

金
52

 3
0,

34
5.

80
 

　
　

　
加

：
现

金
等

价
物

的
期

末
余

额
81

 -
 

现
金

流
出

小
计

53
 3

,7
58

,7
04

.6
1 

　
　

　
减

：
现

金
等

价
物

的
期

初
余

额
82

 -
 

　
　

筹
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54

 6
,7

35
,7

86
.8

6 
　

　
现

金
及

现
金

等
价

物
净

增
加

额
83

 -
1,

30
2,

18
8.

83
 



2009年第5期40

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Journal of BPMTI
财务审计

（ 2 , 3 1 5 , 8 2 0 . 8 5 + 2 6 9 , 3 6 6 . 5 0 ）

/39,560,716.51×100％=6.53％

平均总资产=

（30,988,903.45+48,132,529.57）/2

=39,560,716.51

该企业总资产报酬率为6.53％，超过行业优

秀值6.2％，总资产的获利能力较强。在行业处于

领先地位。主要原因是总资产规模适当，结构比

较合理，引进印刷材料生产线后，优化了企业的

资产结构，营业收入规模大幅提高，成本费用控

制措施比较得当，使得息税前的利润大幅增加。

（3）销售（营业）利润率。销售（营业）利

润率反映企业主营业务的获利能力，也是评价企

业管理层经营管理能力的重要指标。主营业务利

润率越高，说明企业主营业务获利能力越强。

销售（营业）利润率=

主营业务利润/主营业务收入净额×100％

销售（营业）利润率=

4,806,282.53/45,544,043.15×100％

=10.55％

该企业销售（营业）利润率是10.55％，行

业优秀值为18.2％、良好值为16.4％、平均值为

13.4％、较低值为5.2％，该企业处于行业平均值

之下，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弱，应采取措施，改

进产品设计，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控制主营业

务成本，增加主营业务利润，提高企业主营业务

的获利能力。

（4）盈余现金保障倍数。盈余现金保障倍数

反映企业利润质量的指标，利用该指标可以分析

企业利润的含金量。盈余现金保障倍数越高，说

明企业利润的质量好，有较高的现金保障。

盈余现金保障倍数＝

经营现金净流量/净利润

盈余现金保障倍数＝

19,160.91/1,983447.72=0.01倍

该企业盈余现金保障倍数为0.01倍，行业优

秀值为8.6倍、良好值为4.9倍、平均值为1.9倍、

较低值为0.1倍、较差值为-1.8倍，该企业处于较

低值和较差值之间，企业利润的现金保障程度非

常低，利润的质量较差，没有产生充足的经营活

动净现金流入量。该企业应加快应收账款的回收

速度、减少存货的无效占用、控制成本费用以减

少现金流出。

（5）成本费用利润率。成本费用利润率从投

入与产出的关系反映企业的盈利水平。成本费用

利润率越高，企业的获利能力也越强。

成本费用利润率=

利润总额/成本费用总额×100％

成本费用总额=

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销售费

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成本费用利润率=

2,315,820.850/43,348,107.41×100％

=5.34％

成本费用总额=

40,720,453.28+17,307.34+1,591,806.10+

1,013,319.86+5,220.83=43,348,107.41

该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是5.34％，行业优秀

值为10.3％、良好值为8.1％、平均值为4.5％，该

企业略高于平均值，投入与产出的效率处于行业的

平均水平。企业在增加收入的同时，应采取措施控

制成本费用增长，提高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率。

（6）资本收益率。资本收益率考核企业股东

投入资本的获利能力。资本收益率越高，企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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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投资的获利能力越强。

资本收益率＝

净利润/平均资本×100％

平均资本＝

[（年初实收资本＋年初资本公积）＋（年末

实收资本＋年末资本公积）]/2

资本收益率=

1,983,447,72/8,228,348×100％=24.11％

该企业资本收益率是24.11％，行业优秀值为

8.90％，远远超过行业优秀值。主要原因是企业

股东投资规模较小，该企业现行的股权结构会制

约企业未来的发展。

2. 资产质量状况分析

企业资产质量状况以总资产周转率、应收账

款周转率两个基本指标和不良资产比率、流动资

产周转率、资产现金回收率三个修正指标进行评

价，主要反映企业所占用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

资产管理水平与资产的安全性。

（1）总资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可以粗略

地计量企业资产创造收入的能力，反映企业管理

层管理企业资产的能力。

总资产周转率（次）=

主营业务收入净额/平均资产总额

总资产周转率=

45,544,043.15/39,560,716.51=1.15次

该企业总资产周转率是1.15次，行业优秀值

为1.3次、良好值为0.8次，该企业处于行业良好值

之上，接近于行业优秀值，说明企业总资产的利

用效率较高。

（2）应收账款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是反

映企业应收账款周转速度的指标，是企业年度内

应收账款平均变现的次数。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主营业务收入净额/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年初应收账款余额＋年末应收账款余额）/2

应收账款余额=

应收账款净额＋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45,544,043.15/7,125,513.29=6.48次

该企业应收账款周转率是6.48次，行业优秀

值为11.9次、良好值为6.7次、平均值为4.4次，该

企业接近行业良好值，应收账款的变现速度基本

正常。企业还应该加强应收账款的管理工作，尤

其是对账龄在3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加强管理，尽快

回收，对涉及诉讼的应收账款应重点进行管理，

尽快收回账款，加速应收账款周转和变现。

（3）不良资产比率。不良资产比率反映企

业资产整体的质量及变现水平。不良资产比率越

低，说明企业资产的质量越好。

不良资产比率=

（资产减值准备余额＋应提未提和应摊未摊

的潜亏挂账＋未处理资产损失）/（资产总额＋资

产减值准备余额）×100％

不良资产比率=

76,970.20/48,209,499.77×100％=0.16％

该企业不良资产比率为0.16％，行业优秀值

为0.1％、良好值为1.3％，该企业接近优秀值，

从指标值看企业资产质量较好，但也应进一步分

析。该企业2007年度除应收账款外，其他资产

均未计提减值准备，企业财务部负责人解释，企

业固定资产、存货、长期股权投资等没有减值迹

象，所以未计提减值准备，事实是存货和固定资

产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值，企业未计提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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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资产虚增，利润也虚增。

（4）资产现金回收率。资产现金回收率反映

企业总资产产生现金流量的能力，也是衡量企业

资产质量的指标。

资产现金回收率=

经营现金净流量/平均资产总额×100％

资产现金回收率=

19,160.91/39,560,716.51×100％=0.053％

该企业资产现金回收率为0.053％，行业优秀

值为12.1％、良好值为7.5％、平均值为3.2％、较

低值为-1.2％，该企业位于行业较低值之上，平

均值之下，总资产的现金回收能力极低。企业应

增加营业现金流入，控制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出，

提高企业总资产的现金回收水平和能力。

（5）流动资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衡量

流动资产创造主营业务收入的能力，反映企业管

理层管理企业流动资产的能力。

流动资产周转率=

主营业务收入净额/平均流动资产总额

平均流动资产总额=

（年末流动资产总额+年初流动资产总额）/2

流动资产周转率=

45,544,043.150/22,578,189.68=2.02次

该企业流动资产周转率为2.02次，行业优秀

值为2.6次、良好值为1.9次，该企业处于优秀值之

下，良好值之上，流动资产管理能力和利用流动

资产创造主营业务收入的能力较强。

3. 债务风险状况分析

企业债务风险状况以资产负债率、已获利息

倍数两个基本指标和速动比率、现金流动负债比

率、带息负债比率、或有负债比率四个修正指标

进行评价，主要反映企业的债务负担水平、偿债

能力及其面临的债务风险。

（1）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等于负债总额

除以资产总额，表示企业全部资金来源中拥有多

少来源于举借债务，也是衡量企业财务风险的主

要指标，是对企业负债状况的一个总体反映。

资产负债率=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资产负债率=

37,012,799.12/48,132,529.57×100％

=76.9％

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76.9％，行业优秀值

为40.1％、良好值为48.7％、平均值为65.40％、

较低值为69％、较差值为84.3％，该企业接近

行业较差值，企业的债务风险较高，偿债能力较

差，企业应扩大股东权益规模，减少应付账款和

其他应付款，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提高企业的

偿债能力，降低债务风险。

（2）利息保障倍数。利息保障倍数用于说明

是否有足够的利润支付到期的利息，通常该指标

会大于1，指标越大越好。

利息保障倍数=

2,585,187.35/269,366.5=9.6倍

该企业利息保障倍数为9.6倍，行业优秀值为

5.2倍，该企业高于行业优秀值，偿还利息比较有

保障。主要原因是企业取得出口贴息，使得利息

净支出减少，当期息税前利润比2006年度有较大

幅度提高。

（3）速动比率。速动比率是评价企业短期

偿债能力的指标。一个企业的速动比率为1：1，

通常是恰当的。比率越高，流动负债的偿还能力

越强。对速动比率指标的评价反映了企业的经营

能力和经营风格，结合行业特点与企业以前年度

财务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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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进行分析，有助于了解企业的战略及经营风

格。

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100％

速动资产=流动资产-存货

速动比率=

16,766,690.42/37,012799.12×100％

=45.30％

该企业速动比率为45.3％，行业优秀值为

161.8％、良好值为105.9％、平均值为56.4％、

较低值为37.7％，该企业处于行业平均值以下，

短期偿债能力较弱，主要原因是企业流动负债规

模过于庞大，与企业总资产规模不匹配，企业应

采取措施降低流动负债规模，提高企业短期偿债

能力，降低企业短期债务风险。

（4）现金流动负债比率。现金流动负债比

率反映企业能够偿付流动负债的能力，该比率越

高，企业短期偿债能力越强。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经营现金净流量/流动负债×100％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19,160.91/37,012799.12×100％=0.052％

该企业现金流动负债比率为0.052％，行业

优秀值为17.8％、良好值为13.9％、平均值为

8.7％、较低值为-0.2％，该企业接近行业较低

值，从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的角度看，短期偿

债能力较差，主要原因是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规

模过小，流动负债规模过大，企业应采取措施增

加现金营业收入，控制经营活动的现金支出，缩

小流动负债规模，提高企业短期偿债能力。

（5）带息负债比率。带息负债比率反映企业

需支付利息债务在企业债务总额中所占的比例。

该比率越低越好，说明企业债务风险较小。

带息负债比率＝

（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长期借

款+应付债券+应付利息）/负债总额×100％

带息负债比率＝

7,600,000/37,012799.12×100％=20.53％

该企业带息负债比率为20.53％，行业优秀值

为31.30％，该企业优于行业优秀值，从带息债务

比率看，企业的债务风险较小，但应结合其他指

标进行综合分析。

（6）或有负债比率。

或有负债比率=

或有负债余额/所有者权益×100％

或有负债余额=

已贴现承兑汇票+担保余额+贴现与担保外的

被诉事项金额+其他或有负债

该企业没有或有负债，或有负债比率为0。

4. 经营增长状况分析

企业经营增长状况以销售（营业）增长率、

资本保值增值率两个基本指标和销售（营业）利

润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技术投入比率三个修

正指标，主要反映企业的经营增长水平、资本增

值状况及发展后劲。

（1）销售（营业）增长率。销售（营业）增

长率反映企业主营业务增长状况的指标，该指标

越大，企业主营业务增长速度越快。

销售（营业）增长率＝

(本年主营业务收入总额－上年主营业务收入

总额)/上年主营业务收入总额×100％

销售（营业）增长率＝

（ 4 5 , 5 4 4 , 0 4 3 . 1 5 - 2 4 , 4 3 5 , 7 9 2 . 0 3 ）

/24,435,792.03×100％=86.38％

该企业销售（营业）增长率为86.38％，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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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值为26.30％，远远超过行业优秀值，主营业

务增长规模巨大，主要原因是引进生产线，提高

了产能，扩大销售规模，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2）资本保值增值率。资本保值增值率反映

企业投入资本保值增值情况，指标越大，保值增

值效果越好。

资本保值增值率=

扣除客观因素增减后的年末所有者权益/年初

所有者权益×100％

资本保值增值率=

11,119,730.45/9,136,282.73×100％

=121.71％

该企业资本保值增值率为121.71％，行业优

秀值为108.6％，超过行业优秀值，企业资本增值

情况很好，主要原因是企业实现的净利润规模比

2006年大幅增加，且未给股东分红。

（3）总资产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反映企业

总资产规模的变化。

总资产增长率=

（年末资产总额-年初资产总额）/年初资产

总额×100％

总资产增长率=

（ 4 8 , 1 3 2 , 5 2 9 . 5 7 - 3 0 , 9 8 8 , 9 0 3 . 4 5 ）

/30,988,903.45×100％=55.32％

该企业总资产增长率为55.32％，行业优秀值

为12.30％，该企业远远超过行业优秀值，主要原

因是引进生产线，固定资产大量增加，随着企业

生产经营规模扩大，企业应收账款和存货等资产

也大幅增加。

（4）销售利润增长率。销售利润增长率反

映企业主营业务利润增长情况的指标，该指标越

大，企业主营业务发展前景越好。

销售利润增长率=

（本年主营业务利润总额-上年主营业务利润

总额）/上年主营业务利润总额×100％

销售利润增长率=

（ 4 , 8 0 6 , 2 8 2 . 5 3 - 2 , 2 6 3 , 2 6 4 . 1 0 ）

/2,263,264.10×100％=112.36％

该企业销售增长率为112.36％，行业优秀值

为20.4％，该企业大大超过行业优秀值。主营业

务利润增长速度非常快，主要原因是企业生产经

营规模扩大，企业的毛利率水平比2006年提高。

（5）技术投入比率。技术投入比率反映企业

技术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净额的比率，该指标越

高，说明企业未来发展的潜力越大。

技术投入比率=

本 年 科 技 支 出 合 计 /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净 额

×100％

技术投入比率=

143,656.76/45,544,043.15×100％=0.32％

该企业技术投入比率为0.32％，行业优秀值

为1.0％、良好值为0.7％、平均值为0.6、较低值

为0.5、较差值为0.1，该企业技术投入处于较低水

平以下。企业应增加技术支出在主营业务收入中

所占的比例，为企业未来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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