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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六章。
第一章是经济增加值管理体系介绍。
首先从判断什么样的企业才是优良企业的标准出发，引出了经济增加值的基本概念，然后针对我国国
有资产管理的现状，提出如何解决存在的问题，并重点介绍了经济增加值所倡导的管理理念和“4M”
管理体系，以及经济增加值与其他业绩考核体系的关系。
第二章是经济增加值的计算方法。
重点介绍了经济增加值的计算方法及相关公式中涉及的指标调整说明。
第三、第四章是国内外应用经济增加值的案例剖析。
提出了成功实施考核和管理的关键要素，同时通过比较国内企业经济增加值应用现状，提出了我国推
广经济增加值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解决方案。
第五章是经济增加值业绩考核体系的推进方案及实施中的核心问题。
提出了推进和实施经济增加值的方案建议。
第六章是介绍如何持之以恒地提升企业长期价值创造能力。
以经济增加值为核心，从企业战略管理、价值驱动因素分析、标杆管理、建立健全企业风险管理体系
和有效的薪酬激励方案等方面，综合阐述了经济增加值作为价值管理体系，在提升企业长期价值创造
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方面的运用方法。
本书的最大特点是结合我国的国情，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解决方案，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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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什么样的企业才是好的企业?这不是一个很好回答的问题，主观判断的差异和客观标准的不统一使
得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难以回答。
即使剔除主观判断的影响，也不容易找到统一、权威、公认的客观标准，因而对企业的评价常常陷于
见仁见智、观点各异的境地。
但即便如此，在不同的时期人们对企业的评价还是有一个相对一致的评价基准。
对企业的评价基准通常体现了企业决策者对企业性质、发展目标、价值取向、经营方式所做出选择的
原则，它对企业管理方式和内部员工的行为会产生强烈的导向作用。
　　实际上，对企业的评价基准随着历史的演变以及人们对企业评价认识的深化有一个不断进步的过
程。
19世纪以来，企业目标经历了从利润最大化、效益最大化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演进。
特别是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企业治理体制的逐步完善和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
企业对价值创造越来越重视，并对如何制定和实现反映价值创造的企业目标进行重新思考和调整。
随着企业目标的变动，衡量企业经营业绩的标准也得到了相应的调整和完善。
　　(一)利润最大化阶段，主要以利润绝对值为衡量企业经营业绩的标准　　直到19世纪，企业尚处
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企业不但数量少，而且规模小。
这个时期典型的企业是私有企业，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二为一。
在这种情况下，获取利润是企业发展的动力，也是企业主(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梦想，因此，追求利润
最大化自然成为企业的目标，与此相对应，以利润为核心的财务指标成为企业经营业绩的主要评价指
标。
　　(二)效益最大化阶段，主要以投资收益率、总资产报酬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盈利为衡量企业
经营业绩的标准　　从20世纪初开始，企业发展进入到快速成长阶段，企业数量迅速增加，规模扩大
。
随着企业的发展，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发生了分离，而且证券市场也日益成熟。
企业的所有者追求资产的回报率即期望投人生产经营的资产能够带来更多的利润。
人们发现利润指标的欠缺，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
譬如，从利润指标只能看出企业盈利总量的情况，但不能看出企业间的规模差异对企业盈利水平的影
响，难以衡量股东对企业的投入和产出(即回报)的关系，也难以判断资产利用的效率。
为弥补这些缺陷，就需要对原有的指标体系进行改进，把投资收益率、总资产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
和每股盈利等反映股东投入产出的指标作为衡量企业经营业绩的标准。
　　(三)价值最大化阶段，主要以经济增加值为衡量企业经营业绩的标准　　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以
后，企业发展到了成熟阶段。
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效益最大化目标也有不足，有关指标都只反映了债务成本，没有考虑股东的
机会成本即股权成本，因此很可能会造成公司决策的短期行为，忽视企业长期价值的创造。
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过度追求利润、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盈
利等指标会导致企业的过度投资和过度生产。
公司投资规模越大，会计收益就越多，因而采用这些会计指标往往导致管理层忽视资本的使用效率，
容易造成过度投资。
当该项投资的投资回报率低于资本成本率(债务成本率和股权成本率的加权平均)时，投资规模越大，
则股东价值损失就越多。
另外，采用会计收益方法时，由于不考虑库存商品的资本成本，企业可能不考虑自身的销售能力而盲
目追求生产量，还会造成过度生产，而这些库存积压产品也占用企业的资本成本，同样造成股东价值
的损失。
　　2．追求过高的投资回报率容易忽视那些投资回报率高于资本成本率的项目，从而放弃使股东价
值增加的机会。
投资回报率是投资收益与投入资本之比，反映了投资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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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回报率作为业绩评价指标也有缺陷，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方面，企业可能为了达到较高的投资回
报率而采用缩减投资的方法。
这会导致企业不关注其他投资回报高于资本成本的项目，从而放弃使股东价值增加的机会。
另一方面，由于会计准则的规定使得所计算的资产未能代表企业实际占用的经营资产，因此计算出的
投资回报率也不能反映企业的真实投资回报情况。
　　3．无论是利润、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还是每股盈利指标，都难以反映企业所面对的行
业风险。
不同行业企业所面对的行业风险是不一样的，行业风险越高股东所要求的回报也越高，而传统的财务
指标都是静态的，不能反映由于企业所处的行业不同所面对的风险大小，这在衡量不同行业的企业的
经营业绩时表现得尤为突出。
　　由此可见，传统的财务评价指标都存在着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生产经营
业绩，也不能准确反映企业对股东价值的追求。
企业迫切需要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中心的财务指标来评价经营业绩，并以此来指导经营管理工作。
在这种背景下，一批以股东价值为核心的业绩评价方法应运而生，而美国思腾思特公司所提出的经济
增加值指标则是其中影响最大、应用最广的衡量股东价值的指标，把企业的经营业绩考核提升到一个
新的高度。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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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企业价值创造之路：经济增加值业绩考核操作实务》这部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由国资委业
绩考核局与毕博管理咨询公司共同编著的书籍，系统介绍了经济增加值的价值管理体系，经济增加值
计算方法，国外应用经济增加值的案例及成功实践，国内应用经济增加值的现状及教训，经济增加值
考核体系的推进方案及实施中的核心问题等，并对企业经济增加值业绩考核的其它相关理论与操作实
务进行了研究和阐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企业价值创造之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