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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伟人毛泽东主席要求共产党员一定要有“认真实干”的精神，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强调“少说空话、多干实事”，

只有“干”才能出实效，只有“干”才能赢得民心。人民领袖

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践行实干兴

邦，实干惠民!

反对空谈、强调实干、注重落实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

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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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关于如何正确认识“多维度盈利能”分析的哲思



一、关于如何正确认识“多维度盈利能”分析的哲思



1、数字化管理：数字化管理是指利用计算机、通信、网络等技术，通过

统计技术量化管理对象与管理行为，实现研发、计划、组织、生产、协调、

销售、服务、创新等职能的管理活动和方法。

2、数字化管理的优点在于: 能准确评判企业技术创新、生产经营、营销与

服务、、运营、财务、人力资源管理方面质量与绩效。

一、关于如何正确认识“多维度盈利能”分析的哲思



3、成绩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利润是挣出来的，不是算出来的。

4、企业“数字化转型”只有与实体经济相结合，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才能为

社会创造财富。任何轻视企业的生产经营，过分强调业绩计量的管理机制到头

来都是一场空。也就是说，离开了提高生产、经营能力，改善服务的本质， 大

谈“多维度盈利能”分析，不利于企业的竞争、生存于发展。

5、企业务必坚持“创新驱动发展，聚焦主业做强实业”，通过“优化资源配

置”，才能“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劳动产出效率和价值创造能力”，最终“实

现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的发展。”--国务院国资委，“40号”令。

一、关于如何正确认识“多维度盈利能”分析的哲思



第二部分  盈利能分析能增值吗？



二、盈利能分析能增值吗？



二、盈利能分析能增值吗？



二、盈利能分析能增值吗？

根据上述分析框架，委托代理理论认为：企业经营业绩考及薪酬激励

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具有激励约束作用。因此，如果企业实施准确的

“多维度盈利能”分析，会引导各个责任中心负责人，为实现公司整

体利益而做出贡献。



第三部分  何为“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中的“时空维度”



第一章  总 则

三、何为“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中的“时空维度”

一、概念：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是指企业对一定期间内的经营成 果，按照区域、产品、部门、客户、
渠道、员工等维度进行计量，分 析盈亏动因，从而支持企业精细化管理、满足内部营运管理需要的一 种
分析方法。（第一条）

1.1 时间维度，周、旬、月、季度、半年、年（年度考核）、三年（任期考核）、五年、10年！

1.2 空间维度，区域、产品、部门、客户、渠道、员工

1.3  管理最小颗粒度，是指企业根据实际管理需要与管理能力所确定的最小“业务单元”（Business 
unit，Strategy business unit）(第四条）

从仿生管理学角度看：生命系统结构层次，细胞、组织、器官、系统、个体、（群体）种群和群落。只有
到达个体的程度，才是一个整体的生命现象，才能够生存，只有到了群体才能够延续与发展。因此，企业
管理的最小最小颗粒度不宜太小

1.4 指标维度，是针对“盈利能力”分析，不能计算利润指标的责任中心，不属于本指引规范范畴。

1.5  空间维度应该利润中心，利润中心包括自然利润中心和人为利润中心，因此，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的
课题，至少是人为利润中心。



第一章  总 则

三、何为“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中的“时空维度”

第二条：实施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必要性与充分性

1、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主要适用于企业组织结构相对复杂或具有多元化产品（或服务）体系
的企业。

2、企业应具备一定的信息化程度和管理水平。 使用“用友软件”，实施“内部转移定价”，
采用作业成本管理法(ABC).



第二章 应用环境

三、何为“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中的“时空维度”

第三条 企业应用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工具方法，应遵循《管理 会计应用指引第 400 号——营
运管理》中对应用环境的一般要求。

第四条 企业应用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工具方法，应按照多维度建立内部经营评价和成本管理
制度，并按照管理最小颗粒度进行内部转移定价、成本分摊、业绩分成、经济增加值计量等

1、维度选择与确定

2、内部转移定价（见指引404）

3、成本分摊



三、何为“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中的“时空维度”

解释：1、收入中心无法控制成本，所以无法考核利润；2、成本中心无法控制
收入，所以也没法考核利润，但可以考核产品产出的数量和质量；3、费用中
心无产品可售，只能评价其服务质量，可以通过满意度加以考核，但不构成盈
利能力。故而上述三类责任中心本质上均不能构成本指引所谓的“空间维度”。

如果赋予成本中心可以按内部转移价格，在内部出售自己生产的产品，则可以
构成人为利润中心。



三、何为“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中的“时空维度”

经济增加值=税后净营业利润-资本成本 =税后净营业利润-平均资本占用×加
权平均资本成 本率

因此，指引中的维度应该包括子公司和分公司， 通常只有子公司和分公司和战
略业务单元（SBU，Strategy business unit)才可能有独立投资决策权,对投
入资本负责。



维度确立（第七条 ）



花街之战
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四月，在台州之战中，参将戚继光指挥明军在台州花街与倭寇进
行的遭遇战。此战戚家军大获全胜，歼倭寇1000余人，斩首300余人，俘寇首2人，淹死
倭寇甚多，缴获武器650余件，救出被掳男女5000余人。戚家军仅阵亡3人。

戚家军一队“鸳鸯阵小组”就是一个最小业绩考察的单位。因为每一个小组边界清晰，
权责明确、功能完整，业绩可以可靠计量。

现代企业中的“班组制”，必须明确投入产出。



第四部分  盈利能力分析中的转移定价、成本分摊



第四条 企业建立内部经营评价和成本管理制度，并按照管理最小颗粒度进行内部转移定价、成

本分摊、业绩分成、经济增加值计量等(应用环境）

1、转移定价包括成本型转移定价、价格型转移定价、协商型转移定价，具体见“管理会计应用

指引第404号——内部转移定价”

2、成本分摊，传统成本法与作业成本法，应用举例：  

3、作业成本法应用原因：（1）由于自动化生产替代了人工劳动，因此，生产高度自动化的前提

下，很多企业间接成本高达总成本的50%以上。（2）很多企业由于间接成本分配方法不合理，

导致成本核算信息失真，最后引发决策失误，使企业损失惨重（3）目前成本会计最具挑战性的

工作就是如何将间接成本准确的分配到各个成本对象之中去。

四、盈利能力分析中的转移定价、成本分摊



传统的成本核算系统和营业收入表

所有间接资源$22万 所有未分配的
价值链
成本

100000美元成本动因(直接人工工时）

直接
材料
为笔
外壳

22500美元

直接
劳动
为笔
外壳

135000美元

直接
材料
手机
外壳

12000美元

直接
劳动
手机
外壳

15000美元

销售360000美元 销售80000美元 未分配的
100000美元



传统成本法下营业利润表

销售收入 $440,000 $360,000 $80,000
直接材料 34,500 22,500 12,000
直接人工 150,000 135,00               15,000
间接生产成本 220,000   198,000 22,000
毛 利 $  35,500 $    4,500 $31,000
经营与管理费 100,000
营业利润 ($  64,500)
毛利率 1.25%               38.75%

传统成本法成本分配

水笔外壳 手机外壳 



作业成本法

所有未分配的
价值链
成本

100000美元

未分配的
100000美元

直接
材料
为笔
外壳

22500美元

直接
劳动
为笔
外壳

135000美元

直接
材料
手机
外壳

12000美元

直接
劳动
手机
外壳

15000美元

销售360000美元 销售80000美元

厂房及机械
80000美元

生产支持
140000美元

处理活动
76000美元

生产支持
活动144000美元

成本动因
(dir。劳动小时。)

成本动因
(部分)

80%

20%

60%
40%



作业成本法下损益表

外部报告 内部的目的

销售额 $440000          $360000        80000
直接材料 34500                22500          12000
直接劳工 150000           135 ，000      15，000
加工活动 143，000         128，700     14，300
生产支持活动 77000               15400           61600
毛利 $ 35,500             $ 58,400     ($22,900)
企业费用 100,000
营业亏损 (64，500)
毛利率 （8.07% ）          16.22%       (28.63%)

笔
外壳

手机
外壳



A&P’s CASE：Because of the absence of detailed profit-and-loss statements, and a 

[cost accounting] system that did not reflect true costs  ，For example, distribution 

costs were shared equally among all the stores in a marketing area without regard to 

such factors as a store’s distance from the warehouse.  A&P’s strategists could not be 

sure whether an individual store was really unprofitable.  They could not make rational 

decisions, because they did not have a fact basis.”

译文：由于企业成本会计核算系统无法反映真实的成本，比如企业物流配送成本在门店间分配时，

竟然连门店距离仓库的远近的因素都不欲考虑，直接按照门店数评分。因此，使企业缺乏详尽的

损益表信息，导致决策者无法判断到底是哪家企业亏损，也就无法做出理性的决策。

A&P's CASE，案例背景



作业成本法原理简介



元亨仓库向企业内部甲、乙、丙三个门店配送货物，共发生240元的运费，企业原来按照门店分配、每一个

门店分配80元。经查收费具体明细账及相关资料如下：为甲、乙、丙三门店距离仓库分别是6公里、4公里

及10公里；所运输运货物重量分别为10吨、15吨、8吨，企业每吨公里收费0.5元/吨公里。甲、乙、丙三门

店的货物装卸时间分别为3小时、2小时、4小时，装卸工人的小时工资率为10元／小时.此外。乙门店商品

需要防碎包装，支付包装材料20元，丙门店产品需要冷链运输，支付费用30元。要求，1，请应采用作业成

本法原理，对上述三个门店的实际成本进行核算。

A&P真实案例：成本分配对利润考核的影响



第二章 应用环境

第五条 企业需构建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的信息系统，制定统一的数据标
准和获取各维度相关信息，包括三个层次：

1、建立信息系统

2、制定数据标准，例如，在确定综合资本成本时权益资本成本和债务
资本成本的选择

3、采集相关信息



第三章 应用程序

3.1、应用程序基本流程

第六条 企业进行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的基本流程：

1、确定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维度

2、建立分析模型、制定数据标准

3、收集、加工数据、编制报告并加以分析

第七条 企业应根据组织架构、管理能力，以及企业相关管理要求，确定
盈利能力分析各维度的类别，通常包括区域、产品、部门、客户、渠 道、
员工等



二、维度确立

总的原则：边界清晰，功能完整，利润可以客观计量。

1、战略业务单元（简称SBU）划分，一个SBU就是公司的一种业务，该业务有独立的宗旨和目标，
而且能不依赖其他业务进行计划。一个SBU可以是公司的一个部门，也可以是一个部门内部的一
条产品线，有时甚至可以是单一的产品或品牌。

2、不同产品划分：不同产品设置不同的利润中心，可以看到每个产品收入、成本、费用和利润
的情况，对每个产品的利润有清晰的认知，对经营管理决策有帮助；

3、不同客户划分：每个大客户设置不同的利润中心，可以准确核算每一个大客户给公司贡献的
收入、成本、费用和利润的情况，可以做一些相应的决策。

4、按照区域分，

5、按照营销渠道分，线上线下。

注释：管理人员用于内部分析决策时维度之间可以交叉，重新组合；但是在决定
责任中心业绩，并以此作出奖惩时，不宜交叉，应权责明确！



3.2、维度确立举例



第五部分   “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中的“利润指标维度”



五、何为“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中的“利润指标维度”（第八条)

1、企业应以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利润总额、净利润、经 济增加值（EVA）等核心财
务指标为基础，构建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模型。（见附录 1）

2、业财融合程度较高的企业可将与经营业绩直接相关的业务信息（非财务信息）， 如
销售量、市场份额、用户数等，纳入多维盈利能力分析模型。

3、 金融企业在构建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模型时，可加入经风险调整 后的经济增加值
（EVA）、风险调整资本回报率（RAROC, Risk adjusted return on capital）等指标

4、“此处，应用指引”只强调了盈利效率指标，金额大小；没有强调盈利效益指标，
如毛利率、净利率投资报酬率，企业可以自行设计，构成全面的考核体系。

5、举例：公司甲事业部的利润为500万，乙事业部的利润为700万。进一步分析表明，
甲事业部投入资本5000万，而以事业部的投入资本为一亿元。则甲事业部的投资报酬率
为10％，以事业部投资报酬率为7%。因此，单纯用利润总额来评价业部的盈利能力有
失偏颇。



附录1



第六部分  “利润指标维度”—经济增加值（EVA）



六、 “利润指标维度”—经济增加值（EVA）
本讲座注重介绍本指引强调的参数选取

第八条 ：企业应以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利润总额、净利润、经济增加值（EVA, Economic 
value added）等核心财务指标为基础，构建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模型.

经济增加值（EVA）=税后经营净利润（NOPAT）-资本成本

                       =税后经营净利润-调整后资本(TC)*平均资本成本率（WACC)

NOPAT(Net operating profit after tax); 

TC(Adjusted total capital);

WACC (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



“利润指标维度”—经济增加值（EVA）



“利润指标维度”—经济增加值（EVA）



“利润指标维度”—经济增加值（EVA）



“利润指标维度”—经济增加值（EVA）



第七部分  盈利能力分析



七、盈利能力分析
第十一条 企业根据管理需求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加工，一般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一）按照管理最小颗粒度
进行

（1）内部转移定价、（2）成本分摊、（3）业绩分成（4）经济增加值计量等。

重点讲授（3）业绩分成：企业应依据业绩匹配原则，合理选择佣金法、量价法、比例法等方法，对业务协
同产生的业绩进行分成

收入—成本—费用==利 润 总 额—所得税==税后净利

企业的收入首先补偿一般劳动力的人力成本（工资薪金），同时补偿债权人的资本成本（利息费用），如
果有剩余（本年利润)可以在税法允许范围内支付特殊人力资本，然后支付国家税收，税后利润全部归所有
者享有。

A、“佣金法”必须设置合理，固定佣金比例高，雇主有风险，雇员没有积极性；变动佣金比例高（出租车
司机），（收入—变动成本）—固定成本=利润，雇员风险高，积极性高（被迫）

B、“量价法”，几名教师共同接受委托讲授培训机构CPA考前网课辅导，总价为80万，会计15万，审计与
财务管理12.5万，经济法、税法、战略各10万（按照服务数量分），剩余10万按照评教结果和学生通过率
分配（质量，优质优价）

C、比例法, 公司法规定企业实现的税后净利按股东实缴的出资比例分配。举例，某老板投资广东顺德老板



利润中心常用业绩考核指标
1、利润中心边际贡献总额

边际贡献=销售收入-变动成本

以边际贡献作为利润中心的业绩评价依据只有变动成本是部门可控成本。事实上部门也可能发生
专属固定成本。

2、利润中心部门可控边际贡献总额；

部门可控边际贡献=边际贡献-可控固定成本

以可控边际贡献作为业绩评价依据可能是最好的，它反映了部门经理在其权限和控制范围内有效
使用资源的能力。

3、利润中心部门税前经营利润总额。部门税前经营利润=部门可控边际贡献-不可控固定成本

以部门税前经营利润作为业绩评价依据，可能更适合评价该部门对企业利润贡献，但是不适合于
部门经理的评价。因为部门经理承担了部门不可控成本，且不可控成本的分摊标准并不一定合理。



比率分析法、趋势分析法、成长性分析法
第十二条 企业应根据管理需求，进一步整理、分析多维度盈利能力信息，综
合使用趋势分析法、比率分析法、因素分析法等方 法，从不同维度进行盈

利能力分析，编制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报告。现举例如下



案例：因素分析法
元恒分公司对生产经营采用预算控制，并采用标准法进行成本核算，本月预计生产产品10000件，材料耗
标准为2公斤每／件，预计采购单价为5元／每公斤。由于企业产品市场需求上升，企业根据市场需求本月
调整生产计划，本月实际生产12000件。因为企业采用新的生产工艺及工人生产技术水平提高，节约了原
材料，实际单耗为1.8公斤／每件，但是由于疫情影响，物流成本上升，材料实际采购单价为6元/每公斤。

根据上述信息，采用因素分析法分析，计算结果如下：

企业实际材料成本=12000*1.8*6=129.6千元

1、企业计划标准成本=  10000*2*5=100千元 （1）

2、实际产量标准成本=12000*2*5=120 千元 （2）

3、实际产量实际单耗=12000*1.8*5=108千元 （3）

4、企业实际材料成本=12000*1.8*6=129.6千元 （4）

因素分析：产量增加使材料成本超支（2）-（1）=  +20

材料单耗下降使成本节约（3）-（2）= -12

价格上涨使材料成本增加（4）-（3）=+21.6

三因素合计影响材料成本共超支 29.6千元

分析具体与奖惩！



第四章 工具方法评价

第十四条 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的主要优点：可以灵活地支持企业实现精细
化内部管理，为客户营销、产品管理、外部定价、成本管 控、投资决策、
绩效考核等提供相关、可靠的信息。

第十五条 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的主要缺点：对企业管理能力、 内部治理
的规范性和数据质量等要求较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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