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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弹性分析法的全面预算管理绩效评价
——以MK公司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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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梳理国内外关于全面预算管理及其绩效评价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MK公司财务业绩
数据的全面预算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了弹性分析法模型确定指标权重，并采用非线性加权综合法评价公

司的具体绩效情况。结果表明：建立的综合评价模型能够较好地评价企业的全面预算管理绩效情况，对于相关企业

制定全面预算管理绩效评价制度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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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全面预算管理主要是对企业现有的资源进行合理应

用，协调企业各部门之间工作，促使企业增加效益。作为

企业进行内部控制的有效管理模式。如何选择并制定出

一个科学合理的预算管理方案，对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

提高和收益的增加显得尤为重要。在企业预算管理中，弹

性分析法是有效工具之一。弹性分析理论，因为它主要是

围绕进出口商品的供求弹性展开的，故被称为弹性分析

法。随着理论的不断深化，弹性分析法运用的范围也逐渐

扩大，其中弹性预算作为一种预算编制方法开始得到普

遍应用，如用于成本预算和利润预算。

弹性分析的关键在于选择合理的弹性系数作为变

量，这也是弹性分析法优于现行全面预算管理绩效评价

的要素分析法的重要体现。

二、研究设计

本文以国内汽车行业前四强、微车行业第一、汽车工

业自主创新的领军企业之一MK汽车及发动机制造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MK公司”）为例，从MK公司全面预
算管理的执行效果角度出发，采用基于弹性分析法与非

线性加权综合法的评价方法，评价该公司的全面预算管

理效果。

1. 指标体系设立。所确定的指标是基于MK公司的
财务业绩指标设定的，旨在通过搜集具体的财务业绩指

标数据，分析该公司的全面预算管理在各项指标上的完

成情况。对各项财务业绩指标进行综合考评的结果即反

映了MK公司全面预算管理的绩效情况，并且基于MK公
司具体数据的分析更为客观、公正，评价结果也更为准

确。主要就MK公司的销售收入、销售量、生产量、销售毛

利率、回款率、现金比率等几个指标进行了考评。其中，销

售收入、销售量、生产量能够从该公司的财务报告中直接

得到，而销售毛利率、回款率、现金比率则需要根据具体

财务数据计算得到：

销售毛利率=销售利润/销售总额×100%
回款率=［现销收入-（应收账款期末数-应收账款期

初数）］/销售总收入×100%
现金比率=（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流动负

债×100%
对MK公司全面预算管理进行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

构建情况如下图所示：

2. 模型构建。
（1）权重系数模型构建。在确定指标权重时，采用弹

性分析法，分析各项指标的变动所引起的利润变动百分

比，并根据变动百分比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考虑到所涉

及的各项指标之间不具有明确的函数关系，但各指标间

又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采用交叉弹性公式进行指标权重

的确定。

综合评价指标主要是指MK公司的财务业绩指标，反
映的是MK公司全面预算管理的执行情况，主要包括销售
收入、销售量、生产量、销售毛利率、回款率、现金比率等。

而公司的净利润反映的是企业的经营情况、经济效益，研

究财务业绩指标与净利润之间的弹性关系，可以反映全

面预算管理对企业效益的影响情况，进而达到评价全面

销售收入 销售量 生产量

全面预算管理硬评价指标体系

销售毛利率 回款率 现金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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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管理绩效的目的。通过计算各项财务业绩指标与净

利润之间的弹性值，来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即确定各项

指标对综合评价体系的影响程度。

由于各项指标与净利润之间的函数关系难以确定，

采用交叉弹性测度方法来求解弹性值。用Xi（i=1，2，…，
6）分别表示销售收入、销售量、生产量、销售毛利率、回款
率、现金比率，用 Y 表示净利润。则弹性系数可以表示为：

e i = ΔY
Y /ΔX i

Xi

= ΔYΔXi

× Xi

Y，i = 1，2，…，6 （1）

式中，e i表示各项指标对企业经济效益（用净利润来

表示）的弹性系数；ΔXi 表示各项指标 X i在研究的评价

期内的变动量；ΔY表示企业经济效益在Y研究的评价期
内的变动量；Xi表示各项指标在研究的评价期内的年初

值，即上年年末值；Y表示企业净利润或利润率在研究的
评价期内的年初值，即上年年末值（当指标是数量值时采

用净利润，当指标是百分比值时采用利润率）。

各项评价指标对企业经济效益影响的弹性分析模型

中的弹性系数反映了各项指标对全面预算管理绩效变化

的反映程度，可以体现各项指标在全面预算管理绩效评

价体系中的重要性。当各项指标变动1%时，企业经济效益
的变动 e的经济意义为：
当|e|>1时，称为富有弹性，说明企业经济效益的变

动率大于各项指标的变动率，即各项指标对全面预算管

理绩效影响显著，e越大，说明影响程度越大。
当|e|<1时，称为缺乏弹性，说明企业经济效益的变

动率小于各项指标的变动率，即各项指标对全面预算管

理绩效影响不显著。

当|e|=1时，称为单位弹性，说明企业经济效益的变
动率与各项指标的变动率是相等的。

参考MK公司各项财务业绩指标对净利润的弹性系
数的大小，计算各项指标对全面预算管理绩效的权重，按

照各项弹性系数之间的比值确定。

（2）综合评价模型构建。在求解综合评价分值时，采
用综合评价方法对MK公司的全面预算管理绩效进行评
价。综合评价法是指运用多个参评单位进行评价的方法，

称为多变量综合评价法，或简称“综合评价法”。其基本原

理是将多个指标转化为一个能够反映综合情况的指标来

进行评价。对指标数据进行采集与分析时发现，全面预算

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之间具有极大的相关性，符合非线性

加权综合法的特点及要求，对MK公司的全面预算管理绩
效均采用非线性加权综合评价法进行评价。

由于所涉及的评价指标存在着各自不同的单位与数

量级，在综合评价过程中容易出现“大数吃小数”的错误

结果，需要对各项评价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用Xi（i=
1，2，…，6）分别表示销售收入、销售量、生产量、销售毛利

率、回款率、现金比率，并采用功效系数法对各指标进行

无量纲化处理，具体公式如下：

X′
i = c + X i - mi

Mi - m i

× d，（i=1，2，…，6） （2）

其中，X′
i表示无量纲化处理后的各项指标值；Xi表

示各项指标原值；M i表示各项指标中的最大值；mi表示

各项指标中的最小值；c、d均为确定常数，c表示平移量，
而d表示旋转量，则 X′

i ∈［c，c+d］，取c=50，d=1 000。
经过无量纲化处理后，构建非线性加权模型，具体公

式如下：

K1 =∏
i = 1

6

X′wi

i （3）

其中，K1表示硬评价结果；w i表示各项指标的权重，

且∑
i = 1

6

w i ≥ 1；X′
i 表示无量纲化处理后的各项指标值，且

X′
i ≥ 1。
非线性加权综合评价法能够突出各项指标值的一致

性，当评价指标值较小时，也能体现指标的影响作用。但

线性加权综合评价法要求评价指标值（无量纲）都大于或

等于1。因此，在综合评价过程中，对数据处理的要求相对
较高。

三、全面预算管理绩效实证分析

1. 指标值的计算。从MK公司年度财务报告中搜集
并整理相关数据资料，得到MK公司 2011年至 2013年的
汽车销售收入、销售量、生产量、销售毛利率、回款率、现

金比率、净利润的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利用上述统计数据求得各项财务业绩指标相对于净

利润的弹性系数如下表2所示：

销售收入（百万元）

销售量（万辆）

生产量（万辆）

销售毛利率（%）

回款率（%）

现金比率（%）

净利润（百万元）

2011年

2 655.19

166.38

166.19

2.84

96.18

23.94

92.57

2012年

2 946.26

174.15

175.65

3.13

87.33

14.90

141.50

2013年

3 848.19

212.00

211.03

8.14

96.65

16.67

346.85

表 1 2011~2013年MK公司部分财务业绩指标

销售收入 e1

销售量 e2

生产量 e3

销售毛利率 e4

回款率 e5

现金比率 e6

2012年

4.82

11.32

9.29

5.18

-5.75

-1.40

2013年

4.74

6.68

7.20

0.91

13.60

12.22

表 2 各项财务业绩指标相对于净利润的弹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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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结果中可以看出：2012年该公司的各项财务

业绩指标相对净利润的弹性系数绝对值均大于1，说明各
项财务业绩指标有较小变动时，均会引起净利润的较大

变动，对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绩效影响较大。2013年该公
司除销售毛利率的弹性系数小于 1（为 0.91，也接近于 1）
外，其他各项财务业绩指标的弹性系数均大于 1，也说明
当年的各项财务业绩指标对全面公司全面预算管理绩效

有较大的影响。

参考MK公司各项财务业绩指标对净利润的弹性系
数的大小，计算各项指标对全面预算管理绩效的权重，按

照各项弹性系数之间的比值确定，结果见表3、表4。

上述权重情况说明：

2012年，MK公司的各项财务业绩指标的指标权重从
大到小依次为销售量、生产量、回款率、销售毛利率、销售

收入、现金比率，其中销售量、生产量、回款率的权重之和

达到69.81%，对该公司的全面预算管理绩效影响较大，其
指标权重分别为0.299 8、0.246 0、0.152 3。

2013年，MK公司的各项财务业绩指标的指标权重从
大到小依次为回款率、现金比率、生产量、销售量、销售收

入、销售毛利率，其中回款率、现金比率、生产量的权重之

和达到 72.81%，对该公司的全面预算管理绩效影响较大，
其指标权重分别为0.299 9、0.269 5、0.158 8。
通过对MK公司全面预算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

行的弹性分析，使得公司的全面预算管理部门以及其他

职能部门充分了解各项财务业绩指标对公司全面预算管

理绩效的影响程度，能够在全面预算管理过程中有针对

性地开展相关管理工作。

2. 综合评价分值计算。各项指标经过无量纲化处理
后的值如下表5所示：

将各项指标经过无量纲化的值以及与指标相对应的

权重值代入综合评价模型公式中，得到2012年、2013年的
全面预算管理绩效综合分值分别为 K11、K12：

K11 = 1 0500.127 6 × 108.10.299 8 × 108.60.246 0 × 500.137 2 ×
78.60.152 3 × 53.990.037 1 = 120.81

K12 = 1 0500.104 5× 103.10.147 2 × 102.80.158 8 × 500.020 1×
73.00.299 9 × 52.220.269 5 = 97.16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MK公司 2012年全面预算管
理绩效的综合评价分值为120.81，高于2013年的97.16。从
评价分值来看，MK公司 2012年的全面预算管理绩效好
于2013年，说明2012年全面预算管理的执行效果更优。虽
然 2013年的各项财务业绩指标均高于2012年，但从预算
执行情况来看，2012年的效果相对更好一些，公司的全面
预算管理部门及相关职能部门应加强对预算管理的调整

工作，以提高全面预算管理的绩效。

四、结论

实证结果表明，MK公司的全面预算管理整体效果较
好，2013年较2012年管理效果有所下降，但分指标完成效
果较好。

从各项指标来看，MK公司应加大在生产量、回款率
以及现金比率等方面的控制与监督工作，这些指标对MK
公司全面预算管理的效果影响较大。只有了解各项指标

的具体情况，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全面提

高MK公司的全面预算管理水平。
同时，从实证分析过程和结果来看，构建的全面预算

管理绩效评价体系能够发现全面预算管理实施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客观评价MK公司预算管理的实际实施效果，
帮助相关部门及人员采取对策及时进行调整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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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1

2

3

4

5

6

指标

销售量

生产量

回款率

销售毛利率

销售收入

现金比率

权重

0.299 8

0.246 0

0.152 3

0.137 2

0.127 6

0.037 1

表 3 2012年各项财务业绩指标相对全面预算管理绩效的权重

排序

1

2

3

4

5

6

指标

回款率

现金比率

生产量

销售量

销售收入

销售毛利率

权重

0.299 9

0.269 5

0.158 8

0.147 2

0.104 5

0.020 1

表 4 2013年各项财务业绩指标相对全面预算管理绩效的权重

销售收入

销售量

生产量

销售毛利率

回款率

现金比率

2012年

1 050

108.1

108.6

50

78.6

53.99

2013年

1 050

103.1

102.8

50

73.0

52.22

表 5 各项指标经过无量纲化处理后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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