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营企业信用状况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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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高 ,信用将成为关系到民营企业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因素。本文根
据我国民营企业的特点 ,建立了民营企业信用状况评价指标体系 ,分析了其具体内容 ,并设计了评价模型。
[关健词 ]民营企业 　信用评价 　指标体系 　评价模型

一、问题的提出
信用是商品经济矛盾发展的产物。在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 ,曾相继出现过三种基本的信用形式 :高

利贷信用、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随着现代经济发展 ,信用出现了细分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现代经济
领域 ,信用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信用指货币信贷中的偿债能力 ,履约状况 ,守信程度及由此而形
成的社会声誉。广义的信用指各类市场的参与者 (包括各类企业、金融机构和社会组织) 及各类金融工具 (股
票、债券、基金等)的发行主体履行各类经济承诺的能力及可信任程度。本文所论及的民营企业信用是指民营
企业履行各类经济承诺的能力及可信任程度。在经典的经济框架中 ,信用不是稀缺资源 ,也不需要研究。其
主要原因在于信用在市场内部不断被培育起来 ,固化为文化和伦理观念 ,已经不再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信用
具有与市场同等的发达程度。但现实中的市场有着成熟程度的差别 ,因而企业在经营活动过程中存在信用风
险。一般而言 ,市场越不成熟 ,企业越缺乏信用 ;反之 ,市场越规范、越成熟 ,企业的信用越好。

二、民营企业信用状况评价的必要性和原则
1、必要性。我国民营企业缺乏信用的原因很多 ,但根源在于制度和文化两方面。制度方面又有三个原

因 : (1)公司治理结构缺失 ; (2)现阶段政策多变 ; (3)法律制裁不力。从文化方面来说 ,在中国社会建立信任的
首要障碍是家庭主义 ,家庭之外的不信任比较普遍地存在 ;另一个障碍是存在于国人头脑中的“无商不奸”的
观念 ,认为商人是通过投机取巧获得利润的。商人本身缺乏诚信的伦理取向 ,对别人也缺少信任 ,商人之间的
信任也就很难建立起来。随着我国加入 WTO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朗 ,企业的信用风险也越来越引人
注目 ,治理企业的信用问题已成为我国企业能否顺利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有效治理企业
的信用风险应首先从评价企业的信用状况入手 ,因此 ,有必要建立一套科学的、行之有效的企业信用状况评价
指标体系 ,来综合反映企业的信用状况。

2、基本原则。建立一套科学的、行之有效的企业信用状况评价指标体系是开展企业信用评价的前提。指
标的选择决定整个评价的效果。指标选取应遵循以下原则 : (1) 代表性原则。为全面刻画企业的信用变化特
征 ,应选取少数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蕴涵信息量大的指标 ; (2) 独特性原则。对企业信用状况的评价应考虑企
业内在机制和资产经营的特点 ,建立一套独特的符合企业经营特色的指标体系 ; (3)独立性原则。此处所谓的
独立 ,是指各指标变量间应相互独立。如果指标间重复信息过多 ,就不利于指标评价作用的发挥 ; (4) 可行性
原则。在建立指标体系时应充分考虑指标的可行性 ,否则评价也就成了无米之炊 ; (5)相关性原则。即评价指
标不能脱离企业信用评价的内涵。在国外 ,对信用状况评价的内涵分析存在两种理论 :一种是“5C”,包括

1507 亿元 ,为了避免如此庞大公股释出可能带来的冲击 ,主管机关采取多元化的释股方式 ,如全民释股、海外
释股、策略性投资人售股等 ,以争取海外资金以及民间储蓄的参与。

总之 ,台湾民营化进程表明 ,虽然民营化趋势似乎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性潮流 ,但是决策者必须看到 ,民营
化是经济体制的重大变迁 ,涉及到多方主体的利益再分配 ,因此其决策必然是艰难的 ,进程必然是缓慢的 ,挫
折也是在所难免的 ,绩效则更是不确定的。从台湾民营化过程的阻力重重 ,到我国自然垄断产业引进竞争的
艰难 ,上述结论是不难得出的。前人已经率先尝试了民营化的苦与乐 ,这些应当成为我们决策是否实施民营
化、怎样实施民营化以及在哪些领域实施民营化的可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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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 (品格) 、Capacity(能力) 、Capital (资本) 、Colateral (担保) 、Condition (经营状况) ;另一种是 5P ,包括 Per2
sonal (个人因素) 、Purpose (目的因素) 、Payment (偿还因素) 、Protection (保障因素) 、Perspective (前景因素) 。对
企业信用状况的评价指标的建立应以企业的内涵为理论依据。

三、民营企业信用状况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根据企业信用状况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及我国民营企业内涵的基本特征 ,其评价内容主要包括

以下五个方面 :
1、规模实力
企业的规模实力是企业经营规模、竞争能力的反映。包括以下指标 :
(1)注册资本。企业的注册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所有者的经济实力。企业经济实力越强 ,其承

担责任、偿还债务的能力越强 ,其信用状况相对较好 ;
(2)客户总数。企业的客户总数反映了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在一定条件下 ,企业客户

总数越多 ,说明企业的经营状况越好 ,其发展后劲越足 ;
(3)年销售收入总额。企业的年销售总额反映了企业的经营能力和管理能力。企业销售状况良好 ,说明

企业承担责任的能力强 ,企业也就具备了树立良好信用的经济基础。同时 ,企业销售总额的走势还决定了企
业的发展前景。

2、企业品格。企业的品格反映了其在经营过程中承担责任的态度、保护客户权益的意向。包括以下两个
指标 : (1)企业素质。企业素质是指企业为完成一定的任务而必备的各种要素的质量以及将各种要素有机结
合起来的能力。该指标主要衡量企业领导群体素质和员工素质及企业的现代化管理水平。在评价时 ,应综合
考虑企业所处的地理位置、设备的先进程度、企业领导群体及企业员工素质、企业的内部管理制度等。较高的
企业素质是企业在未来的竞争和发展中不断开拓新产品、新业务 ,提高市场占有率 ,获得更大经济效益的有力
基础 ; (2)守规指数。企业的经营活动是否遵守法律法规、是否按行业规范运作、是否遵循市场规律等 ,在很大
程度上体现了企业的品格。毫无疑问 ,企业越遵规守纪、出现的违规行为越少 ,企业的品格就越好 ,就越值得
信赖。在评价时应综合考虑企业的以下行为 :企业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态度和程度、企业对社会及公众履行
承诺的态度和程度、及时交货及支付货款的态度和程度、及时履行服务义务的态度和程度、及时偿还贷款本息
的态度和程度等。

3、财务效益。企业的财务效益反映了企业赢利能力的水平 ,体现了企业经营风险的高低 ,能够衡量企业
管理绩效的优劣。赢利水平越高 ,企业的营运状况就越好 ,其经营风险就越低。包括以下六项指标 : (1) 负债
比率 = 期末负债总额/ 期末资产总额 ; (2)资本利润率 = 年利润总额/ 平均资产总额 ; (3) 成本利润率 = 年利润
总额/ 年成本总额 ; (4)销售利税率 = {年利税总额/ 年销售总额} ×100 % ; (5)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
(6)年利润增长率 = { (本年利润总额 - 上年利润总额) / 上年利润总额} ×100 %。

4、风险控制能力。企业的风险控制能力反映了其对风险的抵御能力。企业风险控制能力越强 ,其抵御
风险的能力越强 ,值得信任的程度就越高。包括以下三项指标 : (1) 风险承担力 = 风险准备金总额/ 年销售总
额 ; (2)资产保留率 = (净资产/ 注册资本) ×100 % ; (3) 担保系数 = 调整后的净资产/ 保证金总额 (调整后的净
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风险准备金 - 1 年以上账龄的应收账款 - 待摊费用 - 固定资产净值 - 无形资产 - 开办
费及长期待摊费用) 。

5、发展前景。评价一个企业的信用状况 ,不仅要分析、考察企业的素质、品格、财务效益及其风险控制能
力 ,而且还要考察、评价企业的发展前景。它反映了企业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及企业对外的影响力。企业的
发展前景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 ,一般包括市场预期影响、新产品开发能力、效益预测等三个要素。

四、企业信用状况评价的密切值法模型
设企业 Ai (i = 1 ,2 , ⋯,m)在指标 Sj (j = 1 ,2 , ⋯,n)下取值为 Xij ,得到指标矩阵
X = (Xij) 。由于指标体系中各指标反映问题的角度和形式不同 ,指标较多 ,且各指标的量纲不同 ,为便于

比较 ,对指标矩阵进行规范化处理。　令 　aij = Xij/ ∑
m

i = 1
(Xij)

2得到规范化指标矩阵 　A = (αij) mxn 　定义 1 　A

= (αij) mxn为规范化指标矩阵 ,令 aj
+ = max{aij} ,aj

- = min{aij} , (j = 1 ,2 , ⋯,n) ,则 :最优点集为 :A + = (a1
+ ,

a2
+ , ⋯,an

+ ) ;最劣点集为 :A - = (a1
- ,a2

- , ⋯,an
- )

定义 2 　任一企业 Ai 的信用状况与最优指标之间的密切程度为 :

Ci = 1 - (di
+ / d + - di

- / d - ) ;其中 di
+ = ∑

n

j = 1
(aij - ai

+ ) 2 　　di
- = ∑

n

j = 1
(aij - ai

- ) 2 ; d + = min{di
+ } , d - =

max{di
- }

Ci 的大小反映了企业 Ai 的信用状况与最优指标之间的密切程度 ,其值越大 ,越接近最优指标 ,企业的信

用状况越好。

五、结束语
随着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的进一步强化 ,民营企业信用已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如何合理

衡量民营企业的信用状况 ,对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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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员工离职因素实证分析
安徽省委党校管理学教研部 　刘庆宝 　合肥工业大学人文经济学院 　王立平

[摘要 ]民营企业人才高流失现象使企业困惑不已 ,高比例的人才流失已经严重危及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本文利用宁波市民营企业问卷调查的数据 ,运用回归分析等对影响民营企业员工离职行为的主要因素进行了
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和职业生涯发展对员工离职影响显著 ,缺乏有效沟通也是影响员工
离职的主要因素。
[关健词 ]民营企业 ;员工离职 ;实证研究

一、引言
关于员工离职现象的研究由来已久 ,早在 1958 年 March 和 Simon 就对此进行了研究。员工离职的英文

名称是“Employee Turnover”,Mobley(1982)对员工离职做出了最一般性的解释 :“一个从企业领取货币性报酬
的人中断作为企业成员的关系的过程。”离职有主动和被动之分 ,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 ,人们把注意力大多
集中在对主动离职的研究上。本文的研究正是基于这种观点进行的 ,如果没有特别说明 ,行文中的“离职”均
指“主动离职”。员工离职问题研究 ,在国外是作为组织心理学的研究课题 ,其内容主要是强调员工离职的共
性问题 ,其研究基本上都局限于从某一角度考察单一的少数几个因变量对离职行为的影响 ,而很少系统地从
多因素角度同时考察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综合影响作用。著名心理学家麦格雷戈指出 :“除非我们能对牵
涉某一行为的全部影响因素都能明了 , (否则)我们便无法了解人的行为。”离职是一种多因素交互作用产生的
个体行为 ,必须进行多变量研究才能准确理解。我国管理心理学界研究结果也表明 ,文化因素对管理的影响
非常之大 (凌文辁 ,2000) 。由于国外研究出来的离职模型中的构想概念主要是在西方国家 ,尤其是在美国社
会文化背景下建立的 ,所取得的管理研究结论 ,在我国有可能完全不同。我国文化有其自身的魅力 ,文化对其
国民的影响会使得员工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而且 ,目前我国的社会、经济环境与西方都有较大差异 ,在这种
环境下 ,我国企业员工 ,尤其是民营企业员工的离职表现会怎样呢 ? 这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在国内 ,由于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人才流动受到了很大限制 ,以前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很少。作为
非公有制的民营企业兴起只是近 20 年的事 ,已有的国内员工离职实证研究 ,几乎没有涉及一般民营企业员工
离职问题 ,目前有关民营企业员工离职问题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因此 ,本文试图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 ,通过实
地问卷调查 ,探询民营企业员工离职的原因 ,研究民营企业员工离职的主要影响因素。

二、研究方法
本文引入的变量都需要构建测试量表。测试量表里的测量项目主要来自以下途径 :首先根据本人 2003

年 7 月对宁波市民营企业员工和人事部经理个人随机访谈的结果 ,构建出最能反映变量的测试内容 ,并以第
一人称陈述句的形式表达出来。其次是参阅了国外最著名的企业员工满意度调查问卷的相关内容 ,主要有
(1)明尼苏达大学心理系 D.J . Weiss 等人开发的明尼苏达满意问卷 (MSQ) ; (2)西澳大利亚大学工业关系系的
J . R. Weaver 等人编制的工作人员观念调查表 (Worker Opinion Survey. WOS) ; (3) P. C. Smith 等人开发出的工
作描述指标 (Job Pescriptive Index. JDS) . 最后参考了国内学者张勉和王玉芹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所设计的测量
项目。这次问卷调查除个人背景材料外 ,其余均采用李克特式 (Likert - type Scale) 5 点量表法。学者 Berdie
(1994)根据研究经验 ,认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5 点量表法是最可靠的 ,应是态度量表通常采用的量表法。5
点量表有 5 个备选答案 A B C D E ,分别代表 A. 非常不赞成 ,B. 不赞成 ,C. 赞成 ,D. 赞成 ,E. 非常赞成 ,并依次
记为 1 分、2 分、3 分、4 分和 5 分。要求被试者根据实际情况对每个题项所陈述的情况作出判断 ,然后选择其
中一个答案。在对量表与变量的信度和效度分析上 ,本文借鉴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吴维库教授等人设计
的因素分析法。为了检验量表里各个测量项目得分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一般要进行因素分析。可信度分析是
指量表的可靠性或稳定性分析 ,是对各个测量项目与变量的信度检验 ,看是否存在一致性问题。可信度结果
采用 Cronbach Alpha 值表示。Cronbach Alpha 的值一般介于 0 和 1 之间 ,越接近于 1 ,说明可信度越高。关于

处于完善过程中 ,一些相应的法规制度还不健全 ,尤其是一些民营企业正处于起步发展阶段 ,尚未建立和完善
现代企业制度 ;这些客观因素对民营企业信用状况的评价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 ,必须收集准确的第
一手资料 ,然后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价 ,进而准确地反映民营企业的信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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