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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经营杠杆在企业生产过程中被经常使用并发挥着推动经济增长的效用 ,正确运用经营杠杆进行
筹资结构的规划和资产配置组合的决策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针对东北老工业基地面临的现实问题 ,
结合经营杠杆的影响因素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对策。

[关键词 ] 杠杆作用 　经营杠杆 　东北老工业基地
经营杠杆是指在某一固定成本比重的作用下 ,销售量变动对息税前利润产生的作用。经营杠杆的大小

通常用经营杠杆系数 (DOL)表示 ,它是企业计算息税前变动率与销售额变动率之间的比率 ,是由于企业存在
固定成本而产生的 ,因此 ,任何企业都存在经营杠杆 ,而以制造业、采掘业为主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来说 ,经营
杠杆的作用就更明显了。

1. 经营杠杆的计算 　经营杠杆系数 DOL =
△EBIT/ EBIT

△S/ S
式中 : EBIT :息税前利润 ; △EBIT:息税前增减额 ;S :销售额 ; △S:销售增减额。
由于 ,EBIT = Q(P - V) - F , △EBIT = △Q(P - V) ,S = QP , △S = △QP
式中 :Q :销售量 ;P :销售单价 ;V :单位变动成本 ;F :固定成本。

所以 : 　DOL =
△Q(P - V) / Q(P - V) - F

△QP/ QP
=

Q(P - V)
Q(P - V) - F

= 1 +
△QP/ QP

Q(P - V) - F
=

F
EBIT

2. 经营杠杆的影响因素。由上述公式可以看出影响经营杠杆系数变动的因素有 :单位产品变动成本
(V) 、单位产品销售价格 (P) 、固定成本总额 (F) 、产品销售量 (Q) 。它们中一种因素或因素间组合变动都会引
起经营杠杆率的变化 ,如果把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看作一个大的系统 ,则 V、P、F共同反映了企业自身产品的
盈利结构 ,属于系统内因素 ,而 Q 反映了市场对产品的需求水平 ,属于系统外因素。因此 ,经营杠杆系数受系
统外因素和系统内因素的双重影响 ,是二者共同的结果。

观和审美标准 ,否则当地人不能有效地理解和识别广告所传递的信息 ,达不到广告宣传的预期效果 ,这也不
可避免地导致广告策略适应化。

3.价格标准化与适应化。由于影响各国产品价格的因素 ,诸如成本结构、产业竞争状况、汇率、利率、通
货膨胀以及政府管制等 ,在国与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实现价格标准化有相当大的难度。Vrontis 则明确
指出了价格是营销组合中适应化程度最高的因素 ,价格适应化主要体现在价格水平、价格变动水平以及频率
上 ,其次是价格折扣、佣金、付款条件等方面。但是迫于激烈的国际竞争压力 ,价格适应化产生的价格歧视差
别不会太大。

4. 渠道标准化与适应化。由于各国分销渠道、购买习惯、物流设施和仓储费用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
异 ,采用标准化的分销策略是不明智的 ,也是很难实现的 ,因此关于分销标准化和适应化的相关研究较少 ,两
派的争论几乎不存在。跨国公司必须综合考虑上述各项要素 ,建立起适应当地环境的渠道系统。

四、标准化与适应化之争的意义和借鉴
标准化与适应化的争论加深了对国际营销的认识和理解 ,并促进了国际营销实践水平的提高 ,但是争论

双方都集中于自己的狭隘理论视角之中 ,难免有偏颇之处。实事上 ,大部分企业在采用标准化营销时对营销
过程和营销组合内容进行了适应性的裁剪 ,或是采用适应化营销战略时 ,也坚持了部分营销过程和营销组合
内容的标准化。从另一个意义上说 ,企业采用的国际营销战略介于标准化和适应化这一连续统一体的中间 ,
只是程度随影响因素而有所变化 ,因此争论使国际营销理论界和实务界认识到没有绝对的标准化与适应化
营销 ,从而指出了未来国际营销的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国际营销正在向全球本地化营销战略方向演进 ,因
此 ,未来需要研究影响营销过程和营销组合内容的各种因素 ,指出在何种情况 ,何种国际营销活动采用标准
化或适应化 ,其程度大小如何 ,以及各种国际营销活动如何有机地组合起来 ,以实现最佳的国际营销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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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若变动成本总额为销售额的 40 % ,则在不同的 F水平下 ,S变化对 DOL 的影响情况计算如下表 :
表 1 　销售额变化对的影响表

销售额 (万元) 400 200 133. 33 100 80 40

变动成本总额 (万元) 160 80 53. 33 40 32 16

固定成本
F60 万元

DOL 1. 33 2 4 ∞ - 4 - 0. 67

EBIT 180 60 20 0 - 12 - 36

固定成本
F80 万元

DOL 1. 5 3 ∞ - 3 - 1. 5 - 0. 43

EBIT 160 40 0 - 20 - 32 - 56

　　将表中数据绘成图如下 :
由图可知 : (1)随的增加 (或减少)而下降 (或上升) ,两者之间呈反向变动关系 ,而随的增减而增减 ,两者

为同向变动关系。
(2)虚线 ①和 ②分别表示为 60 万元和 80 万元下的保本点 (分别为 100 万和 133. 3 万) 。当由高向低 (或由

低向高)变化接近保本点 ,即边际利润 ()趋于时 , →+ ∞(或 →- ∞) 。它说明销售的微量变化将导致息税前
利润的剧烈变动 ,甚至引起企业经营状况的“质变”,企业由盈转亏或扭亏为盈。因此 ,保本点附近为高杠杆、
高风险区域 ,销售变动情况对企业盈亏影响至关重要 ,应加以严密控制。

(3)虚线 ①和 ③的右侧区域分别是两种水平下的盈利区 ,在 (1 , + ∞) 内分布 ,的发生使 ≠1。虚线左侧为
亏损区 ,当 0 ≤边际贡献 ≤时 ,则分布于 ( - ∞,0) ,反映的是销售的变化与营业亏损呈反方向变动关系 ,企业
减亏幅度取决于销售的增长百分比和的高低。在增长幅度相同的情况下 ,较低的要比较高的减亏幅度大 ,这
是因为前者有较高的负值 (参见例中数据) 。

3. 从经营杠杆看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对策
结合影响经营杠杆系数的几大因素 ,提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对策如下 :
3. 1 从价格上。结合东北老工业基地来说 ,许

多企业产品呈现“四多四少”的特征 :初级产品和
中间产品多 ,最终产品少 ;低附加值产品多 ,高附
加值产品少 ;高能耗、技术含量低的产品多 ,低能
耗、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少 ;“大路货”多 ,精品名品
少。这样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企业产品的档次和
竞争力 ,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对此 ,东北老工
业基地应该通过现代化技术对传统工业进行改
组、改造 ,提高原材料工业和装备工业的产业素质
和发展潜力。一方面压缩淘汰技术落后、附加值
低、没有市场的小塑料、小钢铁、小化工、小火电、
小建材等 ,另一方面重点提高大型骨干企业装备水平和工艺技术水平 ,搞好精深加工 ,增加品种 ,搞高产品质
量和档次 ,降低成本 ,提高效益。企业只有加大产品开发力度 ,进行充分的市场调查 ,明确市场定位 ,对产品
的结构进行调整 ,生产适销对路和高附加值的产品 ,才能提高企业产品竞争力 ,从而适当提高产品价格 ,使其
获得最大利润 ,增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3. 2 从变动成本上。结合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现状 ,多数老企业都是在“一五”或“二五”期间建立的 ,有的
甚至是“日伪”时期建厂的 ,经过几十年的超负荷运转 ,这些企业早已进入更新改造期 ,但是由于技术改造欠
账太多 ,设备严重老化 ,工艺十分落后 ,劳动生产率低下 ,污染严重 ,导致许多企业以高变动成本来弥补企业
设备老化、技术陈旧带来的问题 ,随之企业经营杠杆系数增大 ,经营风险提高。而一般情况下企业的生产技
术和固定资产的使用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变动成本 ,生产技术越新、固定资产的使用效率越高 ,
企业的变动成本就能越有效的控制下来 ,因此加强技术更新和提高固定资产的使用效率是控制变动成本的
关键。对此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企业应该根据各企业的实际情况和行业情况 ,加快企业技术和设备更新的步
伐 ,同时大力挖掘潜力提高企业固定资产的使用效率 ,最大程度上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从而达到企业脱困的
目的。

3. 3 从固定成本上。结合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现状 ,许多企业存在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资产利用率低
下 ,企业盲目求大 ,过分热衷规模经营 ,进行大规模的、重复的固定资产投资 ,使机器设备开工不足 ,生产能力
未能充分发挥 ,单位上升 ,企业以较低的维持高额的 ,使变大 ,出现规模不经济现象 ,经营杠杆的负效应凸现。
对此 ,企业应结合市场需求 ,积极处置闲置固定资产 ,剥离非生产用固定资产使用效率 ,形成合理的规模经
济 ,最大程度上降低单位固定成本 ,使企业最大程度上的利用经营杠杆正效应 ,实现企业资产的良性循环 ,迅
速摆脱经营危机。

3. 4 从销售量上。结合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情况 ,许多困难企业存在的问题是产销严重失衡 ,企业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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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农村市场抵御伪劣商品的信息措施
安徽农业大学管理学院 　王丘 　黄世祥

[摘要 ] 本文针对近年来伪劣商品在农村市场盛行的现象 ,探讨信息在农村市场抵御伪劣商品中的重要作
用 ,提出加强普法教育及科普宣传 ,加强消费信息导向和预警功能 ,发挥媒体的信息放大作用 ,选择合适的信
息传播工具 ,营造安全的消费环境等信息措施。
[关键词 ] 伪劣商品 　信息措施

1. 信息缺失及信息不对称是伪劣商品盛行的土壤
伪劣商品在农村市场盛行的原因虽然复杂多样 ,但信息缺失及信息不对称是伪劣商品盛行的土壤。伪

劣商品往往以低价大量侵入市场 ,而受伪劣商品侵害的多是在经济实力和信息实力上处于劣势的消费群体 ,
如务农人员、“农民工”。在缺乏商品质量信息的状况下 ,只要能满足最低的生理需要 ,价格低廉是此类消费
者的必然选择。除质量信息的缺失之外 ,道德信息、法律信息的缺失 ,也将助长伪劣商品的盛行。在“阜阳劣
质奶粉案”于 2004 年 3 月曝光的前一年 ,该地区工商部门早已公布过 33 种劣质奶粉的“黑名单”,但身处农村
的消费者并不知此“黑名单”的存在 ,依然选择价格便宜的“奶粉”,因信息缺失造成孩子重度营养不良直至死
亡。

世界银行《1998/ 1999 年世界发展报告 ———知识与发展》,将知识分为两类 ,即技术知识 (如关于耕作、卫
生保健或会计的知识)及有关属性的知识 (如产品质量、借款人的信用度或雇员的勤奋度) ,并将有关后者的
不平衡性称为信息问题。技术知识水平的提高非一日之举 ,我国至今依然存在着几千万的“文盲”且大多分
布于农村 ,此外 ,还存在大量接受过文化教育的“科盲”与“法盲”。所谓“×盲”就是对某类技术信息处于相对
缺乏状态 ,低于社会平均信息水平。据报道 ,“广东毒酒”的制造者多是文化水平和收入水平“双低”的农民 ,
面对低成本高利润的诱惑 ,在不知甲醇为何物 ,不知制造的“商品”可害死人命的状况下 ,用工业酒精大肆勾
兑出多达几十吨的“致命酒”,致使多人中毒死伤。提升国民的整体技术知识水平是我国必须解决的事关国
家长远发展的宏观问题。而对于有关属性的知识的不平衡性问题却是与当事人密切相关的微观问题。解决
此类问题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充分发挥信息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2. 信息在打击农村伪劣商品市场中的作用
2. 1 可以快速提升国民整体信息意识。信息无处不在 ,但要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却必须具有信息意识。我

国农村消费者的信息缺失原因复杂 ,但消费者信息意识薄弱却是主因之一。2004 年 4 月 ,西安“宝马”体彩案
的受害者刘亮爬上了广告牌 ,随即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 ,从而引爆“体彩”造假内幕 ,最终将不法者绳之以法 ,
还公道于“彩民”。刘亮是一个 17 岁的农村青年 ,他的这种制造“热点”的行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具有较
强的信息意识。诸如此类的“亮点”报道经常出现于媒体 ,但亮点闪现的另一面也说明我国消费者整体资金

被严重挤占 ,导致企业进入恶性循环。通过对经营杠杆系数的敏感性分析知道 ,在影响的销售量和价格两种
因素中 ,价格比销售量更加敏感。因此 ,在结合企业产品定价过程中 ,应优先综合考虑产品的价格因素 :对于
价格弹性较小的产品 ,提高产品价格 ;对于价格弹性较大的产品 ,在考虑价格和销售量敏感性的同时 ,应采取
薄利多销的价格策略。对此 ,企业应加快营销推广 ,对积压产品采取薄利多销的价格策略 ,增加企业的销售
量 ,从而提高企业的资金流动速度 ,使企业的发展逐步步入正轨。

4. 结论
综上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过程中 ,结合经营杠杆作用 ,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 (1) 在企业改造决策过程

中 ,由于影响息税前利润的几大因素敏感性不同。同时 ,企业客观上也不可能对所有因素进行调整。因此 ,
笔者认为企业应以这几大因素的敏感性大小的优先顺序对企业经营决策进行调整。其顺序如下 :价格、销售
量、变动成本、固定成本。(2)销售量的变动直接产生了经营杠杆的变动 ,而价格、变动成本、固定成本的变动
是不会产生传统意义上的杠杆变动 ,所以企业只有扩大市场 ,提高产品销售量 ,才能使企业充分利用杠杆作
用。(3)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过程中 ,面临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不同。因此 ,企业应针对自身条件和情
况 ,权衡利弊 ,选择适当的营销策略 ,最大限度发挥经营杠杆作用 ,使整个改造过程发挥最好效果。例如 :在
市场潜力巨大时 ,企业应采取薄利多销的策略 ,最大限度的获取利润。在市场饱和时 ,企业应走奇异化发展
道路 ,生产特色产品 ,通过提高特色产品售价来获取最大利润。(4)结合东北不同地区的现实情况 ,在改造过
程中 ,我们应加强对整个工业基地的调查研究 ,重点进行宏观结构调整 ,因地制宜 ,充分发挥各地区区位优
势 ,发展优势经济 ,从而达到改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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