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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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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生产企业 M IS 经济效益的评价方法作了新的探讨
,

分析了 M IS 获取经济效

益的过 程
,

提出了评价算法
,

讨论了评价中应注意的问题
。

文章中首次引入若干
“

效果系数
” ,

从不同角度体现了 M ls 运行后对经济效益的不同影响程度
。

关键词 管理信息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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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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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F 2 2 4

生产企业建立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 ( 以后简称 M I )S 是现代化管理的需要
。

建立 M is

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必须对 M IS 进行经济可行性分析
,

其中最关键的基础 内容则是对 M IS

的经济效益进行分析与评价
。

1 M ls 获取经济效益的过程分析

M IS 的建立不属于外延扩大再生产的范围
。

M IS 的投运
,

不直接参与生产实物商品
,

它 只有通过改善企业管理质量的途径才能发挥 作用
。

M IS 经济效益的评价应如实反映

M IS 内涵扩大再生产的实质内容及其过程
。

生产企业利润的增值是通过增加产量和节约生产成本而获得的
。

产量的增加取决于

生产企业生产能力的充分挖潜
。

只有充分挖掘原材料供应
、

劳动力资源
、

生产设备利用方

面的潜力
,

努力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
,

才有可能增加企业生产能力
,

增加产量
。

M IS 与人

力系统相 比
,

无疑将帮助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上述 目标
。

具体表现在
: I M S 的

“
供应管

理子系统
”

由于加强了对原材料消耗的管理
,

因而具有减少原材料盘亏损失的功能
,

可

以提高企业原材料供应的及时性
; M ls 的

“

劳资管理子系统
”

由于加强了对生产人员在

正常生产条件下 (除停电
、

停水
、

停机外 ) 的合理安排
.

因而具有增加年出勤时间的功

能
,

可以提高企业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率
;

M IS 的
“

设备管理子系统
”
由于加强了对生产

设备在正常运行状态下 (除停 电
、

检修外 ) 的点检
、

巡检
,

因而具有加强设备维修与利

用的功能
,

可以提高企业设备的可开动率
;

M IS 的
“

销售管理子系统
”
由于加强了对生

产系统在市场信息和计划外用户信息方面的反馈
,

从而可加强对生产系统的实时控制
,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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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企业销售合同的签订率和满足率
,

提高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

企业的生产成本由进入产品的原材料费
、

能耗费
、

管理经费等部分构成
。

这其中每项

费用的减少
,

都能达到生产成本降低的目的
。

在这些方面
,

M IS 与人力系统比较
,

无疑也

能给企业提供很大程度的帮助
,

具体表现在
:

M IS 的
“

供应管理子系统
”

具有对 各类原

材料消耗情况进行统计和效益分析的功能
,

可加强对原材料消耗的控制
,

减少原材料盘

亏和报废损失
,

降低单位原材料消耗系数
,

节约生产成本
; M IS 的

“

能源管理子系统
”
具

有帮助企业完善实际能耗考核的功能
,

可辅助制定能耗的投入产出计划
.

对企业所耗能

源 ( 电
、

水
、

煤
、

气等 ) 进行控制与管理
,

降低能耗
,

节约生产成本
; M IS 的

“

生产管

理子系统
”

可以帮助将企业产品质量检验的事后检收抽样检验方法发展成为能够调整或

改善加工工艺的判断方法
.

帮助提 出制定产品质量标准化的合理 依据
,

减少产品最终废

品率
,

降低生产成本
; M IS 可减轻各级管理人员的工作负担

,

减少管理统计人员的加班

现象
,

甚至精简企业管理人员
,

节约加班费和工资开支
,

降低生产成本
; M IS 还可通过

帮助确定库存的经济采购量减少仓库经费
,

同时也可通过信息共享减少企业管理记录
,

节

约企业办公费
,

使企业管理费开支中的这些可控部分得到控制
,

节约生产成本
; M IS 的

辅助库存管理还可以压缩原材料及设备的备品备件库存超储
,

节约储备资金
。

同时通过对

产品生产流程的统计
、

计划
、

监视与控制
,

保证生产的均衡性
,

缩短原有生产周期
,

压

缩在制品在途资金
,

节约生产资金
。

另外 M IS 还可帮助合理确定成品库存
,

优化成品交货

发运计划
,

减少成品资金 占用
。

上述储备资金
、

生产资金
、

成品资金占用的减少
,

可带来

定额流动资金周转加快
,

从而相应可节约利息支付费
,

降低生产成本
。

M IS 投运带来的实际利润增值
,

除考虑产量增加和成本节约外
,

还应剔除 M IS 的年

营运费用支 出
。

2 M IS 经济效益指标体系及其评价

下面采用
“
回溯追踪式

”

基本方法来评价生产企业 M IS 的经济效益
,

即从反映生产

企业经济效益的利润总指标开始
,

逐步 回溯追踪
,

将效益总指 标先分解为效益分指标
,

再

评价确定分指标效益值
,

最后将分指标的效益值归纳合并为 M IS 的利润总指标的增值
。

要对建立的 M IS 经济效益指标体系进行评价
,

必须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 况下比较

M IS 投运前后各指标的不同效益值
,

其差值才能真正反映 M IS 的投运带来的经济效益
。

为此
,

我们选定企业采用 M IS 的前一年作为被 比较的基年
。

2
.

1 关于产量提高实现产值增值的评价

令产量提高实现的产值增值为乙夕
,

保证原材料供应时的产值增值为 。 0
: ,

开发劳动力

资源带来的产值增值为 乙0
: ,

利用生产设备的产值增值为 乙 0
3 ,

市场占有率提高带来的产

值增值为 匕口
。 ,

于是有

、 ,了、 J
产

110乙
廿

矛̀、了、

式中
,

。 0 = m i n {m i n ( 。 8
, ,

。 夕
2 ,

。 8
3

)
,

。 夕
;

= 自 {△况}

乙0
,
一 乙么/月

; ,

月
:
一 (氏

。
一 。氏) / 0

。 ,

0么 = y :

么

这里
,

氏为基年原材料盘亏和毁损净额 (单位
:

万元 ) ; ) 1

为 M IS 投运后原材料损失

报废 减少系数 ( 为 (0
,

1) 中的数 ) ; 。民为 M IN 投运后原材料报废的减少量 (单位
: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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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
010为基年原材料消耗 费用 (单位

:

万元 ) ; 0
。

为基年产值 (单位
:

万元 ) ;夕
:

为 M is

投运后生产每万元产值的原材料消耗 (单位
:

万元 /万元 ) ;公口
,

为减少原材料毁损后可能

增加的产值 (单位
:

万元 )
。

。 8
2

= 。氏/夕
2 ,

月
:

= (口
2。
一 △氏) /氏

,

乙氏 = y Z

氏 ( 3 )

这里
,

少
2

为基年非正常停工时间 (单位
:

万人时 ) ; y :

为 M IS 投运后非正常停工时间

的减少系数 (为 (0
,

l) 中的数 ) ; 乙氏为 M IS 投运后非正常停工时间的年减少量 (单位
:

万人时 ) ; 氏
。

为基年工时年消耗量 (单位
:

万人时 ) ; 月
2

为 M IS 投运后生产百万元产值的

工时消耗量 (单位
:

万人时 /万元 ) ;

动
2

为减少年非正常停工时间后可能增加的产值 (单

位
:

万元 )
。

乙夕
。
一 乙氏/月

3 ,

夕
3

~ (0
3。
一 乙氏) /氏

,

△氏 一 孔氏 ( 4 )

这里
,

氏为基年设备年实际停运时间 (单位
:

万台时 ) ; y 3

为 M IS 投运后设备年实际

停运时间的减少 系数 (为 (0
,

1) 之 间的数 ) ; 。氏为 M IS 投运后设备年实际停运时间的

减少量 (单位
:

万台时 ) ; 氏
。

为基年的设备实际运行时间 (单位
:

万台时 ) ;
夕

3

为 M IS 投

运后生产每万元产值的设备消耗 (单位
:

万台时 /万元 ) ; 。 6
3

为减少设备闲置时间后可能

增加的产值 (单位
:

万元 )
。

乙8
;

= (月
;
一 l ) 0

4 。
( 5 )

这里 夕
4

为 M IS 投运后与投运前用户合同满足率之比
; 64

。

为基年满足用户合同而实现

的产值 (单位
:

万元 ) ; △口
;

为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而可能增加的产值 (单位
:

万元 )
。

据此
,

可算出 M IS 投运后产值的增长系数
a :

a = 口/ 8
。

= ( 8
。

+ △8 ) / 8
。

= l + 动 / 8 ( 6 )

这里 口为 M IS 投运后的产值
。

2
.

2 关于生产成本节约实现产值增值的评价

M IS 投运后生产成本的节约
,

既要考虑在原有产量基础上的节约
,

还要考虑 由于

M IS 投运增加产量的成本节约
。

令节约生产成本带来的产值增值为 。 eC ; 节约的生产成本

为 乙C ; C
。

为基年的成本消耗 ( 以上各指标单位均为万元 )
,

于是有
:

乙C ,
= 乙C 只 a X C

。

/ 8
。

( 7 )

又设 △ C
:

为 M IS 投运后降低原材料消耗而节约的成本
; △C

Z

为 M IS 投运后能耗成本的可

能节约值
; △C 3

为 M IS 投运后减少量终废品率节约的成本
; △C

;

为 M IS 投运后减少工资和

加班费节约的成本
; 乙 C

S

为节约仓库经费和企业办公费减少的成本
; 乙C

`

为利息费支出减

少节约的成本 (以上各指标的单位均为万元 )
,

则有
:

、 .户、户OUOJ了吸
、
了̀

、

` 一 艺`
,

式中
,

这里
,

y ;

为 M IS 投运后能耗的可能降低系数 ( 为 (0
,

成本值 (单位
:

万元 )
。

( 1 0 )

l) 之间的数 ) ; Q
。

为基年能耗

010一c0oCz
月斌入

一一一一戈配

乙C
3

= C
。

( l 一 月
5

) y s
(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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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夕
5

为基年产品最终合格品率
; y s

为 M IS 投运后最终废 品率的可能降低 系数
。

乃C
;

= 月
` ·

乙C
4 ,

+ y ` ·

乙C
4:

( 1 2 )

这里 尹
6

为 M IS 投运后减少的管理人员人数 (单位
:

人 ) ; O C
; ,

为企业管理人员的平均

工资 (单位
:

万元 ) ; y 6

为 M IS 投运后管理统计人员加班费的可能减少系数 (为 (0
,

1)

之间的数 ) ; 乙 c
4 2

为基年的年加班费 (单位
:

万元 )
。

乙C
S

= y : ·

乙C S:

+ y 。 ·

乙 C
s :

( 1 3 )

这里 y 7

和 y 。

分别为 M IS 投运后仓库经费和企业办公费的可能减少系数 (均 为 (0
,

l) 之 间的数 ) ; △C
S ,

和 △ c
5 2

分别为基年的仓库经费和企业办公费 (单位
:

万元 )
。

。 C
。

= 1 Z x 月
, 又 乙C屯 ( 1 4 )

这里 召
7

为月利息率
; △试为 M IS 投运后定额流动资金节约额 (单位

:

万元 ) ; 乙c
。

为

M IS 投运后利息支出费的节约额 (单位
:

万元 )
。

2
.

3 关于定额流动资金节约额 △ C孟的评价

令 △么
, ,

乙试
, ,

△么
3

为 M IS 投运后储备资金
、

生产资金
、

成品资金的节约额
,

则有
:

乙嵘 一 习式
.

( 1 5 )

去~ 1

式中
,

。试
,

= 。 C
6 , y g

/月
。

( 1 6 )

这里 乙6C
,

为基年储备资金平均占用额 (单位
:

万元 ) ; y 。
为 M IS 投运后储备定额 日数

的可能减少值 (单位
:

天 ) ; 夕
。

为基年实际储备 日数 (单位
:

天 )
。

乙C乌
2

= 乙C
o Z ·

y l 。
( 1 7 )

这里 △ c
G Z

为基年生产资金平均占用额 (单位
:

万元 ) ; 艺
。

为 M IS 投运后生产周期的

缩短系数 (为 (0
,

1) 之间的数 )
。

。〔飞
3

= 乙C
6: ·

y , ;

/夕
,

( 18 )

这里 乙认
3

为基年成品资金平均 占用额 (单位
:

万元 ) ; y : ,

为 M IS 投运后成品资金额

日数的可能减少值 (单位
:

天 ) ; 月
。

为基年实际成品资金定额 日数 (单位
:

天 )
。

2
.

4 关于 M ls 投运总经济效益指标的评价

令 M IS 投运带来的实际利润增值为 。 P
,

M IS 的年营运费用支出为 X
,

于是有

乙P 一 乙8 + 乃C 。
一 X ( 1 9 )

3

式中 X 一 艺X
`

.

这里 x
;

为 M IS 新增加人员的工资 (单位
:

万元 ) ; X
Z

为软盘
、

打印
h = l

纸等消耗品费用 (单位
:

万元 ) ; X
3

为 I M S 设备
、

机房折旧 费用
,

即 M is 的总投资额被

M IS 寿命年限除时的商值 ( 单位
:

万元 )
。

3 M IS 经济效益评价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 l) 从上面给出的关于 I M s 经济效益的评价算法可以看出
,

评价时需要确定一些计

算机辅助管理效果系数
,

即确定 y ,

一 y l ,
.

事实上
,

计算机辅助管理的效果
,

肯定优于人

工系统的效果而劣于最佳管理效果
。

因此
,

对上述 M is 效果系数
,

可以按人工系统的实际

效果值规定其下限
,

再结合考虑 M IS 的实际辅助功能
,

确定计算机辅助管理的
“

可行效

果系数
”

即给 y 一 y , :

赋值
,

然后再对 M IS 的经济效益进行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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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行效果 系数

”
的确定可利用

“

台尔菲专家调查法
”

进行
。

先列出调查表发放给各

位专家
,

将结果收集上来后再加以整理
,

得出统计结果
;
再将统计结果列于调查表中发

放给各位专家
,

并允许专家们修改自己的意见
,

最后将结果收集起来
,

重新得到的统计

结果便可作为
` ’

可行效果系数
”

的赋值
。

( 2) 评价时需要利用基年的基础数据
,

但有时可能会出现实际统计数据的涵义与要

求数据的涵义不相符的情形
。

例如
,

现在一般大 中型企业对设备年运行时间的统计只限于

公司控
、

总厂控一级设备的范围
,

而没有统计全部投运设备的实际年运行时间
。

这时可采

用统计推断方法
,

根据已统计的部分设备实际运行时间近似推出所需要的全部设备的年

实际运行时间
,

再进行评价
。

( 3) 上面所评价的效益只是有形效益
,

即可以估算出效益值的效益
。

事实上
,

M IS 的

投运还能带来一些无形效益
,

它 们虽可预见
,

但不能直接估算
,

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

第

一
,

提高 了管理信息的时效性
。

M IS 可帮助管理者及时了解各种生产经营管理信息
,

从而

有可能及时有效地安排企业的经营活动
。 “

时间就是金钱
” ,

管理信息时效性的提高
,

往

往会给企业带来极大的效益
。

第二
,

提高了管理信息的可靠性
。

在人工系统下
,

某些管理

信息转抄次数多
,

可靠性降低
,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产经营决策
。

采用 M IS
,

可以做到

一数多用
,

提高了管理信息的可靠性
。

另外
,

由于人工计算失误大
,

也增加了管理信息的

失误率
,

M IS 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 问题
。

第三
,

改善了管理劳动的性质
。

计算机

具有迅速
、

方便的特点
,

能帮助管理者从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
,

去从事信息的

分析
、

判断和决策从事创造性工作
。

第四
.

促进 了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
。

由于计算机的推

广运 用
,

可以促进企业各项基础工作的开展
,

提高企业各类管理人员的素质
,

从而增强

企业竞争的能力
。

第五
,

扩大了企业的社会影响
.

为企业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

无形经济

效益往往 比有形经济效益影响更大
,

更为 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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