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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中小企业成长性的评价模式从评价指标体系的角度可以分为单一指标体系和复合指标体系 ,从评价方法

的角度可以分为客观评价法和主客观相结合的评价方法。本文在对现有的评价模式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在

现代计算机技术的辅助下 ,可以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小企业的成长性进行综合评价 ,进而得出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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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 ,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的问题还很多 ,主要是

我国中小企业的成长性不强。在我国成长性中小企

业中 ,真正具有高成长性和渐进成长能力的企业不

足 3132 % , 96148 %的企业集中在“缓慢成长”档

次〔1〕。

成长性是中小企业发展的核心 ,研究和开发适

合于中小企业成长性的评价模式和技术 ,客观、公允

地反映中小企业的成长状况 ,有利于促进中小企业

稳定健康地发展 ,客观地分析中小企业的产业结构

状况和地区分布状况。同时 ,也有利于进一步研究

中小企业成长机理 ,为改善企业的成长环境提供必

要的数据支持 ,在投资界与企业界搭建一架投资与

合作的桥梁 ,对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 　中小企业成长性的评价模式

目前 ,国内外有关中小企业成长性评价的研究

成果可以从评价指标体系的角度和评价方法的角度

进行归类。

211 　中小企业成长性的评价指标体系

中小企业成长性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归结为两

类 :

21111 　单一指标体系

利用单一指标体系对中小企业的成长性进行评

价 ,是基于某个单一指标对中小企业的成长性进行

评价。从国内外的研究文献看 ,运用单一指标体系

评价中小企业的成长性 ,主要是采用销售额增长

速〔2 - 3〕、平均发展速度〔4〕、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5〕、

企业规模的扩大〔6〕、净销售额增长〔7 - 8〕、期间销售

额的 平 均 变 化〔9 - 10〕、期 间 雇 员 数 量 的 变 化

率〔11 - 13〕、企业资产的净增长〔14〕等指标。这些指标

主要是从企业外在表现出的“量”的方面来度量中小

企业的成长性 ,缺少从企业内在“质”的方面来评价

中小企业的成长性 ,对企业成长性的评价缺乏全面

性。

21112 　复合指标体系

运用复合指标体系评价中小企业的成长性 ,主

要是运用多个指标 ,全面地对中小企业的成长性进

行评价。这些指标既包括“量”的衡量 ,也包括“质”

的考核 ,相比单一指标体系的评价模式更全面、更合

理 ,理论界也越来越倾向于用复合指标体系来评价

中小企业的成长性。

代表性的研究有 : ①以定量指标测评系统、定性

指标测评系统和未来成长预期测评系统三个子系统

构成的评价体系〔15 - 16〕; ②全部用定量指标 ,主要是

用财务指标作为中小企业成长性的评价体系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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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模型包括了非财务的定量指标〔17 - 24〕; ③运用

三级指标体系对中小企业的成长性进行综合评价 ,

其中包括财务指标和一般类指标 ,财务指标又包括

成长能力指标、盈利能力指标和资金运营能力指标 ,

一般类指标包括市场预期和企业规模指标〔25 - 26〕,

这些指标体系有的是结构松散的模型 ,有的则形成

了综合性的评价模型。

212 　中小企业成长性的评价方法

中小企业的成长性评价方法也分为两大类 :

21211 　客观评价法

主要是定量评价法 ,包括 : ①销售收入法 :运用

反映销售收入增长的某个指标来衡量中小企业成长

性 ,其指标有销售额增长速度、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率、净销售额增长、期间销售额的平均变化等指标 ,

并依据这些单一指标的大小值来对中小企业的成长

性进行排名〔3 - 10〕; ②积分法 :对参评的企业 ,运用

六个指标对他们作个别排名 ,各指标单项名次作为

该项积分 (例如第一名 1 分 ,第二名 2 分 ,依此类

推) ,六项指标相加作为总分 ,总分越低者 ,则排名愈

靠前。这六个指标是连续三年营收复合平均成长

率、连续三年税前净利复合平均成长率、连续三年

ROE 复合平均成长率、前一年营收成长率、前一年

税前净利成长率、前一年股东权益报酬率〔18〕; ③多

指标替换法 :运用多个成长性评价指标作为对中小

企业的成长性的替换评价指标 ,观察对成长性评价

的不同效果 ,这些单一的指标本质上都可以反映中

小企业的成长性〔20 - 22〕; ④突变级数法 :该法对评价

目标进行层次分解 ,然后将突变理论与模糊数学相

结合产生突变模糊隶属函数 ,再由归一公式进行综

合量化运算 ,最后归一为一个参数 ,即求出总的隶属

函数 ,从而对评价目标进行排序分析的一种评价方

法。它考虑三级指标 ,一级指标包括财务指标和一

般类指标 ,财务指标又包括成长能力指标、盈利能力

指标和资金运营能力指标等二级指标 ,一般类指标

包括市场预期和企业规模两个二级指标 ,这些二级

指标下面又包括共十二个三级财务指标 ,最后计算

出企业的成长指数 ,据此对成长性进行排名〔25〕; ⑤

灰色关联度分析法 ( GRA) :该法依据各因素的样本

数据 ,用灰色关联度来描述因素间关系的强弱、大小

和次序 ,若样本数据反映出的两因素变化的态势 (方

向、大小和速度等) 基本一致 ,则它们之间的关联度

较大 ;反之 ,关联度较小。其与突变级数法所涉及的

指标相同 ,但计算方法不同 ,主要是通过确定序列、

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求绝对差序列和关联系数等

步骤 ,最终得到所有样本公司的关联度值 ,关联度越

大即成长性越好〔26〕; ⑥建立时序立体数据表法 :该

方法从“差异驱动”原理出发 ,动态地评价上市公司

的成长性。选取总资产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增长

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贡献率以及

净利润增长率等五个指标对上市公司的成长性作综

合评价。它主要是以上市公司成长性指标值构成的

时序立体数据表为样本 ,首先对时序数据表进行变

换 ,确定各指标的权重系数 ,然后得出上市公司成长

性的综合评价结果〔27〕。

21212 　主客观相结合的评价法

主客观相结合法的评价指标体系中既包括了定

量指标 ,也包括了定性指标。①二维判断法和模糊

数学法相结合法 :《中小企业发展问题研究》课题组

指出 ,衡量企业的成长性应当包括综合考察企业的

定量指标测评系统 (A 系统) 、定性指标测评系统 (B

系统)和未来成长预期测评系统 (C 系统) 三个子系

统。鉴于对企业未来成长预测指标的设定和实际测

算方法尚乏共识 ,且人为因素会在较大程度上左右

预期指标值 ,造成评估结果的人为偏差 ,暂不考虑未

来成长预期评价系统。A 系统包括发展状况、赢利

水平、经济效率、偿债能力指标 ,其运用二维判断法

评估企业是否具有成长性 ;B 系统包括管理能力、人

力资源状况、创新能力、融资能力、成长环境几个大

类指标 ,采用模糊数学法评估企业是否具有成长性。

在测算出定量指标值 DA 和定性指标值 DB 的基础

上 ,加入国家产业政策和企业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

水平等因素 ,可测算出企业综合成长指数〔15〕。②浙

江省中小企业成长性评价方法 :其主要采用二维判

断评估法 ,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发展状况、盈利水平、

经济效率、营运能力和行业成长性六个方面十五个

指标 ,同时也结合一些定性指标对成长性企业进行

综合评价 ,这些指标包括企业战略、企业管理、企业

信用、产品创优、出口创汇和环境保护等〔16〕。③层

次分析法 (AHP 法) :该方法对企业初创阶段使用定

性指标体系 ,其第一因素层包括人力资本、产品与市

场两个方面 ,第二因素层分别包括管理者素质、员工

素质以及产品技术特性、市场销售能力四个方面 ,最

后一个层次即具体评价指标层共包括 20 个指标 ,使

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调查法确定指标权重进行评

价 ;成长、扩张阶段运用定量财务指标进行评价 ,第

一因素层包括资本扩张能力和盈利增长能力两个方

面。资本扩张能力下设三个具体的影响指标 :总资

产增长率、净资产增长率、持续可能增长率 ;盈利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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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能力下设四个具体的影响指标 :净利润增长率、销

售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率。该阶段同样建立递阶层次结构模型 ,结合专家

调查法得出具体评价指标的排序权重 ,计算企业成

长性的综合得分〔28〕。

3 　发展趋势

由此可见 ,尽管现有的评价方法很多在实践中

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效果也不错 ,但这些评价方法

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需要加以完善 ,主要在于这些

评价模型的实用性有待提高。单一指标并不能反映

企业成长性的所有特征 ,只能反映企业成长性外在

的显性特征 ;复合指标能较为全面地反映企业成长

性的特征 ,但大多数评价方法没有形成综合性的评

价模型 ,主要是运用某个指标或某几个分散的指标 ,

也只能反映企业成长性的某几个方面的特征。也有

评价模型形成了综合性的评价方法 ,但这些综合性

的评价模型在运用的过程中也存在着理论性太强、

计算过于繁琐的弊端 ,其应用性也要打折扣。所以

构建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适用性更强的中小企业

成长性综合评价方法 ,将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

义。

由于影响中小企业成长性的因素有很多 ,所以

对成长性进行评价必然涉及到很多指标 ,并且最后

还要根据这些指标做出综合评价 ,得出中小企业的

成长性状况。实际上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 ,可以对

成长性所涉及的众多指标的主成分或公共因子进行

提取并计算出值 ,然后据其得出最终的综合评价分

值〔29〕。这种方法既避免了因指标过多而计算不便

的问题 ,也避免了因指标过少、综合性过强而不能全

面反映中小企业成长性特征的问题 ,计算既简单 ,也

快捷 ,应用价值更高 ,前景更广。从实践来看 ,很多

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也运用过这种方法 ,例如 :魏宏

杰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贵州省各区县的发展状况等

级进行了排名〔30〕,何晓群则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企

业的综合经济效益进行了排名〔31〕,他们运用该方法

均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所以 ,本文认为 ,可以借用因

子分析法或主成分分析法 ,并结合 SPSS 统计软件

来对中小企业的成长性进行综合评价 ,利用其最终

的综合评价结果对同行业企业的成长性进行排名 ,

以为其提供可以比较的参考 ,为企业的发展决策提

供一定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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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se years the“three dimensional rural issues”expressed as the low developing speed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 the heavy burden of farm2

ers , the serious social problem in rural area , though the causes of these issues could be various , but the shortage of public goods is definitely a very im2

portant aspect1 This makes me arrange the supply of rural public goods and services scientifically and find new paths in rural public finance needs un2

equivocal supplier of rural public goods and serv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financ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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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Growth Evaluation Models of SMEs

L U J un2yi ,CHEN Zhong2wei
(School of management ,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Economics , Bengbu Anhui 233030 ,China)

Abstract : The growth evaluation models of SMEs include single index system and composite index system from the aspect of index system , and objec2

tive method and subjective - objective method from the aspect of evalua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existing ones ,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with the aid of modern computer technology , the PCA model can be used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growth of SMEs , and then the evaluation

conclusion can be g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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