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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绩效评价是指运用数理统计和运筹学方法，采用特

定的指标体系，对照统一的标准，按照一定的程序，通

过定量定性对比分析，对企业一定经营期间的经营效益

和经营者业绩作出客观、公正和准确的综合评判。

 公司绩效评价伴随现代公司制度的形成而产生，并

逐步发展、完善。是评价理论与方法在经济领域的具体

应用，是在会计学和财务管理学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经

济学原理和现代分析技术而建立起来的系统评价现代企

业经营绩效的一门多元性学科。



 绩效评价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今

理论界研究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课程简介



绩效评价的动因与理论解释1

绩效评价体系的构成要素2

绩效评价的历史演变
与实践启示

3



第一章

绩效评价的动因与理论
解释



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绩效评价，是在人类生产经营活

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现代企业制度即公司这一组

织形式出现之后。

绩效评价是人类生产经营活动的产物。自从人类有

了生产活动，即产生了绩效评价思想。

一、绩效评价产生的动因

“由一组支薪的经营者所管理的多层次组织，方可

称之为现代企业”     ----阿尔弗莱德﹒钱德勒

“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产权明晰、权责明确、

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



二、绩效评价的理论基础

1.产权理论：

现代企业中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企业绩效评价

产生的根本原因。

2.代理理论：

现代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与代理人利益

目标的不一致和委托人与代理人的信息不对称，决定了

企业绩效评价制度存在的逻辑基础。

3.激励理论：

现代企业中有效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建立需要以绩效

评价为合理依据。



三、企业开展绩效评价的理论意义

1.绩效评价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然要求

2.绩效评价是现代企业管理系统的重要内容

3.绩效评价是实现企业管理目标的系统保障



第二章

绩效评价体系的构成要素



“谁”来评价？

企业绩效评价的主体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所有者

（股东）、经营者（管理层）、政府部门及其他相关利

益主体（债权人、客户、供应商、员工等）

不同评价主体的评价角度：

1.外部利益相关者----侧重于财务视角（关注财务绩效）

2.内部利益相关者----侧重于经营视角（既关注财务绩效，

也关注管理绩效）

绩效评价要素一：评价主体



绩效评价要素二：评价客体

评价“谁” ？

企业绩效评价的客体是指绩效评价的对象。

绩效评价对象取决于评价主体。

绩效评价对象包括三个层面:

1.企业整体层面----评价范围最广、评价内容最多、评价

指标最全、评价边界相对清晰

2.部门层面（内部单位）----依据企业组织结构和业务特

点划分，评价没有固定模式

3.个人层面----企业负责人和员工



绩效评价要素三：评价目标

“为什么”评价？

1.不同的评价主体其评价目标不同：

所有者（选聘经营者）；投资人（投资决策）；债权人

（借贷决策）等

2.不同的评价对象其评价目标不同：

企业整体评价目标----提升管理水平、经营质量和持续

发展能力

部门评价目标----考核部门业绩、实施奖罚

个人评价目标----薪酬、激励与约束



绩效评价要素四：评价指标

评价“什么” ？

评价指标是绩效评价内容的载体，是绩效评价系统的关

键要素。

通常而言，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应包括:

1.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

2.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

3.相对指标与绝对指标

评价指标的设计对绩效评价至关重要



绩效评价要素五：评价标准

“参照什么”评价？

评价标准是判断评价对象绩效优劣的参照物，是评价指

标对应的目标值。

通常使用的绩效评价标准有:

1.历史标准（上期实际、历史同期实际、历史最好水平）

2.预算标准

3.外部标准（行业平均水平、标杆水平）



绩效评价要素六：评价方法

“如何”评价？

评价方法是根据评价指标，对照评价标准，形成评价结

果的手段。

1.从技术角度，绩效评价方法有：功效系数法、综合分

析判断法、主成分法、因子分析法等。

2.从导向立场，绩效评价方法有：标准成本法、杜邦分

析法、沃尔评分法、经济增加值法、平衡计分卡法等。



绩效评价要素七：评价报告

结果“怎样”？

评价报告是绩效评价系统的输出信息，形成评价的结论

性文件。

评价报告通常包括：

1.企业基本情况

2.评价主体、评价对象、评价执行机构、数据资料来源、

评价指标体系和标准方法、评价责任等

3.评价结果和结论

4.对评价主体和对象的分析、预测、建议等。



第三章

绩效评价的历史演变
与实践启示



一、管理方式视角：企业绩效评价演变

1.“经验管理阶段”
（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末）：
评价主体、客体及目标单一（企业主对工人的工作效率
评价）；评价的执行存在随意性。
2.“科学管理阶段”
（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
评价重点转向对部门和业务机构；评价模式与评价用途
趋于明确。
3.“现代管理阶段”
（20世纪40 年代以后）：
多元化、系统化的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



二、管理重心视角：企业绩效评价演变

1.“成本绩效评价时期”

（19世纪到20世纪初）：以成本为中心

以本求利→降本增利：标准成本分析

2.“财务绩效评价时期”

（20世纪初到20世纪80年代）：以利润为中心

投资报酬率→净资产回报率：杜邦系统

3.“综合绩效评价时期”

（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价值为中心

经济价值→相关者利益：经济增加值与平衡计分卡



三、财务目标视角：企业绩效评价演变
1.“产值最大化”目标
（西方企业19世纪20年代以前中国企业90年代以前）：
企业绩效评价：以成本指标为主
2.“利润最大化”目标
（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
企业绩效评价：以财务指标为主
3.“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20世纪80年代前后）
企业绩效评价：资本保值增值（现金流量、股价）
4.“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21世纪）
企业绩效评价：企业经济价值及相关者利益



四、中国企业绩效评价实践的变迁

1、计划经济时期企业考核以实物量为核心

2、改革开放初期企业考核以产值和利润为主

3、90年代开始探索建立企业财务绩效评价方法体系

4、《企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试行）》出台

5、《国有资本金绩效评价规则》实施

6.《企业综合绩效评价》制度颁布



五、我国企业绩效评价的现实意义

1、为出资人行使对企业经营者的选择权提供基础依据。

2、可有效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管与约束。

3、为有效激励企业经营者提供可靠依据。

4、能促进企业经营观念和发展战略的转变。

5、有助于建立科学规范的企业绩效管理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