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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重盈余”业绩评价模式简介

1998 年英国 Sustain Ability 公司总裁 John Elkington
在“社会责任投资”（SRI）中提出了“三重盈余”理论，指出

“公司在追求自身发展过程中，需要同时满足经济繁荣、

环境保护和社会福利三方面平衡发展”，即实现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同步发展，使现代企业成为社会

生态的经纪人。

“三重盈余”业绩评价模式框架如下图所示。该模式

业绩评价分为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环境层面三个维度：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构成了三维业绩评

价体系。从价值增值分析，三大功能体现了上市公司经济

价值、社会责任价值和环境责任价值。通过对三者进一步

的分析和细化，可以找到影响企业价值增长的驱动因素，

从而为企业的长期增值奠定基础。目前理论界和社会公

众均要求企业提高社会责任价值和环境责任价值。因此

把“三重盈余”的投资理论引入到企业业绩评价体系中，

形成财务、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业绩评价模式，是一个体现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之间相互依存、和谐发展

的可续发展业绩评价模式。

“三重盈余”模式是以社会、环境和经济为三角支撑

点，以企业为核心，整合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

益，实现企业的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协调一致。

二、基于“三重盈余”业绩评价模式的评价体系构建

1. 经济效益层面。经济效益层面因素是对一个公司

经营状况最直观的表现，也是决策层首先关注的目标。因

此“三重盈余”模式一般将其分为经济绩效、经济成本、经

济增加值和利润四个价值驱动因素，将企业的收入、成

本、费用以及利润全部纳入评价体系中，并从偿债能力、

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创造价值能力四个方面选择。具体

评价指标如表1所示：

2. 社会效益层面。社会效益一般指改善和提高公众

生活质量，满足社会各利益相关者需求，促进社会公正、

安全、文明、健康发展。社会效益层面分为社会绩效因素、

社会资本因素、社会责任因素以及多重公平因素。社会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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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指标

流动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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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增长率

营业收入增长率

总资产增长率

总资产周转率

存货周转率

流动资产周转率

表 1 经济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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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主要表现在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方面，一般是指企

业最大限度地增进包括股东利益在内的社会公众的利

益。在社会效益层面上一般的利益相关者分为股东、员

工、债权人、供应商、客户以及地方利益等整个社会效益

的涉及者，社会效益的相关者和企业是融为一体的，利益

息息相关。通过对社会层面的因素分析，该层面指标从工

作与劳动方面、社会方面、债权人方面和客户方面四个方

面选择，具体如表2所示：

3. 环境效益层面。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带来了环

境污染的问题，因此保护环境，将把生态环境效益作为业

绩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很有必要。“三重盈余”模式

将环境效益分为生态效益、生态成本、节约资源以及保护

环境四个因素，具体到环境层面，可从环保项目投入、资

源利用、污染处理、生态计划和政策四个方面选择指标，

具体如表3所示：

4. 权重选择。目前，用于权重选择的方法，最常见的

是层次分析法，该方法是T．L．Saaty在 20世纪 70年代提

出的，它分为四个步骤：①建立递阶层次结构模型；②构

造各层次所有的判断矩阵；③确定相关的权重；④进行一

致性检验。

按照此四个步骤，计算出“三重业绩”评价模式下各

指标权重。（经济层面、社会层面、环境层面）=（0.476，
0.262，0.262）

（1）经济层面。

经济层面一级指标权重=（0.15；0.35；0.35；0.15）
偿债能力指标权重=（0.2；0.5；0.3）
盈利能力指标权重=（0.5；0.25；0.25）
创造价值能力指标权重=(0.5；0.25；0.25)
营运能力指标权重=（0.4；0.3；0.3）
（2）社会层面。

社会层面一级指标权重=（0.25；0.25；0.25；0.25）
工作与劳动层面指标权重=（0.3；0.3；0.4）
社会层面指标权重=（0.3；0.3；0.4）
债权人方面指标权重=（0.5；0.5）
客户方面指标权重=（0.5；0.5）
（3）环境层面。

环境层面一级指标权重=（0.3；0.3；0.3；0.1）
环保项目投入指标权重=（0.4；0.4；0.2）
资源利用指标权重=（0.5；0.5）
污染处理指标权重=（0.3；0.3；0.4）
生态计划和政策指标权重=（0.5；0.5）
三、案例分析

1. 案例公司介绍。X公司作为一个矿山上市公司，经

过最近几年的大力发展产金量已位于我国黄金产业的前

列，是大型的国有矿山企业。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是黄金地

质探矿、开采、选冶，贵金属、有色金属制品、黄金珠宝饰

品提纯、加工、生产、销售，黄金矿山专用设备及物资、建

筑材料的生产、销售等。X公司主要产品是黄金和白银。

2. 指标计算。指标计算数据来自该矿山上市公司

2010 ~ 2012年三年的财务报告。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环

境绩效的指标计算见表4至表6。

一级指标

工作与劳动方面

社会方面

债权人方面

客户方面

二级指标

人均收入增长率

培训费用增长率

安全事故发生率

所得税增长率

公益性捐赠增长率

就业贡献率

逾期借款比率

利息支付的及时性

付款及时性

供应商供货及时性

表 2 社会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环保项目投入

资源利用

污染处理

生态计划和政策

二级指标

环保投资比重

环保投资增长率

企业绿化情况

水资源利用率

能源利用率

废渣（物）处理率

外排废水达标率

污染事件的发生情况

管理层环保重视程度

环境报告书提供频率

表 3 环境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偿债能力

盈利能力

创造价值

能力

营运能力

二级指标

流动比率

资产负债率

已获利息倍数

EVA资产率

资产报酬率

现金流量满足率

EVA增长率

营业收入增长率

总资产增长率

总资产周转率

存货周转率

流动资产周转率

2012年

0.6

0.50

11.58

0.12

0.07

0.74

0.33

0.27

0.38

3.34

14.33

0.39

2011年

0.71

0.51

15.81

0.13

0.09

1.1

0.35

0.25

0.32

3.54

12.33

0.48

表 4 经济层面指标值

注：EVA资产率=EVA/平均资产总额×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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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重计算。

（1）2012年比重值计算。

经济层面比重值=0.15×（0.2×0.6+0.5×0.5+0.3×
11.58）+0.35×（0.5×0.12+0.25×0.07+0.25×0.74）+0.35×
（0.5×0.33+0.25×0.27+0.25×0.38）+0.15×（0.4×3.34+0.3×
14.33+0.3×0.39）=1.645 9

社会层面比重值=0.25×［0.3×（-0.08）+0.3×（-
0.52）+0.3×0］+0.25×［0.3×（-0.02）+0.3×（-0.21）+0.3×
1］+0.25×（0.5×1+0.5×1）+0.25×（0.5×0.8+0.5×0.9）=
0.475 25

环境层面比重值=0.3×（0.4×0.022+0.4×0.69+0.2×
1）+0.3×（0.5×0.92+0.5×0.9）+0.3×（0.3×0.96+0.3×0.92+
0.4×0）+0.1×（0.5×1+0.5×1）=0.687 64

2012 年企业业绩比重值=0.476 × 1.6459 + 0.262 ×
0.475 25+0.262×0.687 64=1.09

（2）2011年比重值计算。参照2012年比重值计算过程

得出2011年比重值：①经济层面=1.797 85；②社会层面=
0.606 25；③环境层面=0.620 56。综合 2011年企业业绩比

重值=1.17。
4. 业绩评价结果分析。2012年企业业绩<2011年企业

业绩。依据以上分析发现，2012年企业业绩评价比重值为

1.09，而2011年企业业绩评价比重值为1.17，因此，可以得

出2011年的企业业绩要比2012年企业业绩要好。

四、“三重盈余”模式与其他业绩评价模式的比较

1. 与传统的业绩评价模式比较。传统业绩评价模式

重点是财务指标业绩评价。而“三重盈余”业绩评价模式

中，财务指标评价只作为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同时选择与

企业息息相关的社会层面和环境层面的指标进行综合分

析，因此，相比传统的业绩评价方式更准确和全面。

2. 与EVA为代表的财务评价模式比较。EVA评价模

式相比传统业绩评价模式有较大的改善，考虑了资金成

本，强调企业的真实价值，虽然财务数据为主，但不完全

依靠报表数据。

“三重盈余”业绩评价模式将EVA增长率和EVA资产

率作为经济层面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指标，即该模式将

EVA评价模式的核心部分纳入企业业绩评价体系中，使

经济层面业绩评价与企业实际业绩更加贴近，更具有实

用性。同时“三重盈余”业绩评价模式的社会层面和环境

层面借鉴了平衡计分卡业绩评价模式的部分原理，使得

整个业绩评价体系更加综合和完善，因此该业绩评价模

式更具有实用性。

五、结语

“三重盈余”业绩评价模式的经济效益层面、社会效

益层面以及生态效益层面相互关联，将企业各利益相关

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效的评价考核机

制，这完全符合企业的发展方向和时代的潮流。企业在采

用该业绩评价方法时，最重要的是在指标选择和权重设

计两个方面，其关系整个业绩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

性。鉴于其重要性，建议企业在实施时，首先依据企业的

实际情况选择合理有效的指标，其中包括具有综合性的

财务指标、具有代表性和易量化性的非财务指标，只有这

样，业绩评价出结果才能更有意义；依据层次分析法合理

有效的赋值，设定有效的权重，才能使业绩评价结果更贴

近实际，整个业绩评价体系才更加科学有效。本文的案例

表明，“三重盈余”业绩评价模式要比EVA为代表的财务

指标评价模式更系统和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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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工作与劳动

方面

社会方面

债权人方面

客户方面

二级指标

人均收入增长率

培训费用增长率

安全事故发生率①

所得税增长率

公益性捐赠增长率

就业贡献率②

逾期借款比率③

利息支付的及时性

付款及时性

供应商供货及时性

2012年

-0.08

-0.52

0

-0.02

-0.21

1

0

1

0.8

0.9

2011年

0.95

0.17

0

0.44

-0.81

1

0

1

0.9

0.9

表 5 社会层面指标值

注：①该公司无特大安全事故；②该公司积极响应政

府就业政策；③该公司无逾期借款。

一级指标

环保项目投入

资源利用②

污染处理③

生态计划和政策④

二级指标

环保投资比重

环保投资增长率

企业绿化情况①

水资源利用率

能源利用率

废渣（物）处理率

外排废水达标率

污染事件的发生情况

管理层环保重视程度

环境报告书提供频率

2012年

0.022

0.69

1

0.92

0.9

0.96

0.92

0

1

1

2011年

0.023

0.13

1

0.92

0.9

0.96

0.92

0

1

1

表 6 环境层面指标值

注：①该企业注重绿化面积的建设，建设生态矿山；

②注重水资源循环利用；③无较大污染事件，注重水源保

护、废渣回填以及尾矿库环境保护；④管理层注重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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