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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科技进步综合效果贡献模型‘ 

肖 维 品” 

(建筑管理工程系) 

摘 要 本文讨论的问题是。建筑业科技进步管理 
- 的 重要组成部分。文中建立 1企业递阶动态生产函敷模型．企业科技进 步综合效 

果评价楼型，以及企业科技进步对年度总产值、年度劳动力投入 年度生产资金投 

入，年度制税效果和年度生产总成本等的贡献摸型。 

葶键 ，嚏薹圭苎墨竺，科学技术 莨墨J 中图法分类号
F270．7 

建筑业的生产技术经济活动及产品形态与一般工业企业有着不同的特点。工业企业 

的生产过程是在特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进行的，生产规模和产品形态一般都具有确定性 

的特点；而建筑业对不同产品的生产过程是在不同的技术经济条件下进行的，生产规横及 

产品形态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 因此，如果采用科布——遘格拉斯生产函数和索洛增长速 

度方程来曩I定建筑业科技进步的发展水平，由于生产要素(劳力和资金)的弹性系数测定 

比较困难或因测定的数值波动太大，势必会影响到对企业科技进步贡献测量的精确性。本 

文在建立了施工企业递阶动态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应用指标法来测定企业科技进步综合 

效果的增值率，进而建立了企业科技进步效果的贡献模型。经实践验证，模型运行效果精 

度较高。 

I 建筑业递阶动态生产函数模型 

式中 

定义 l 建筑业科技进步综合效果对企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率 凰( )为 

蹦  ∞ )· 

0(幻一 年度企业科技进步综合效果的增值率； 

P ( )一 年度企业总产值，ev(0)为基年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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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2 企业递阶动态生产函数 P (f)为 

P (z)= (1+ ( ))·PV(t— 1) 

其中 (￡)·Pv(t— 1)为 年度企业科技进步综合效果对该年总产值增长的贡献。 

定理 l 企业科技进步综合效果对年度总产值增长的贡献率 (t)为 

肿 一 ‰ 
将公式(23代入公式(1)，化筒即得公式(3)． 

2 建筑业科技进步综合效果增值率的测定 

(2) 

(3) 

本文从企业生产、经营 、技术 、管理等诸方面的统计指标中，筛选出能反映企业科技进 ’ 

步水平的 t大类 l2项硬、软指标作为衡量企业科技进步综合效果的年度统计指标．且归 

类分述如下： 

第一类，反 映企业科技进步对企业经营效果影响的统 计指标有年度 合同履 约率 

∽ ( ))、年度综 合中标率( ( ))、年度工程(产品)折算优良率(以 ( ))和年度工程事 

故损失率( ( ))； 

第二类 ，反映企业科技进步对职工素质效果影响的统计指标有年度工人平均技术等 

缀 ( sT(}))、年度 技、经、管干部 当量级 别(c (I))和年 度企业领导 层决策素 质能 力 

(c， ( ))，包括决策经验(工龄)、决策知识(文化程度)和决策应变能力(再教育培训)； 

第三类，反映企业科技进步投入与产出效果的统计指标有年度 科技进步投资率 

(c。 ( ))、年度科技进步收益率(凸 ( ))和年度科技进步三材(钢材 、术材和水泥)节约率 

( l0 ( ))； 

第四类，反映企业科技进步组 织效果的统计指标有年度科技进步 基础工作效果 

( (￡))和年度科技进步管理工作效果( z ( ))．这两项指标量化参照建设部 1991年 

12号文件(“关于施工企业科技进步综台效果考核韵暂行办法 )，组织专家评分 

上述 12项指标的量化 另文说明，其各项指标评价值可分别采用下述两公式计算。 

对正效果指标评价值为 

)一 _ lI2，⋯ I】2，洋 t 

对负效果指标评价值为 

式中 

(￡)= _c,T (t) -- C,T(O d (5) 

C，( )一￡年度第 项指标的评价值，i— l，2，⋯．12； 

c (￡)一 年度第 项指标的统计值 ．i— l，2，⋯，l2+ 

笔者应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上述 l2项指标的权值，在构成判断矩 阵的过程中，采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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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菲法组织专家提供咨询进行了三轮次调查，参与专家达 150人次 以上 最终经分析计算 

确定出 l2项评价指标的权值，分别为 t= 0．060，嘶一0．0505， 一 0．0506，aI= 0．085， 

s= 0．0687， 6— 0．0687，“，= 0．1373， B= 0．0685，嘶 = 0．1706， 10— 0．1074，啦l一 

0．0787IaI。一0．05,10．这些权值在一定时期内不仅可以作为某企业的评价指标权值 ．也可 

以作为某地区内各企业评价指标的通用权值 于是，应用加权平均法来测定企业科技进步 

综合效果增值率 G( )为 
J 2 

G(￡)= a。． ，( ) (6) 
L一 1 

式中 
一 第 项评价指标权值 ，i— l，2．⋯，12； 

．(￡)— 年度第 i项评价指标的评价值 ， 一 l，2'̈·l2，分别由公式(d)和(5)计 

算 企业科技进步综合效果水平 (￡)为 

fG，( )； (1+ G(￡))·at( 一 1) 

l (D)一 l， ： l，2，⋯ 

3 建筑业科技进步指标效果分析 

(7) 

指标效果分析主要是确定企业因科技进步对企业年度总产值、劳动力投入、资金投 

入、生产总成本、上缴利税和利润留成等产生的贡献率和年度评价值 

3．1 对总产值的贡献 

由公式(2)计算总产值的评价值为 

eva(t)= (1+ 玩 ( ))ev(t— 1) (8) 

式中 

ev(t～ 1)一 评价年度前一年的实际总产值 ； 

( )一 评价年度科技进步对总产值的贡献率 ，由公式(3)计算 

由公式(8)可作出如下结论： 

1)若 eva(t)≤ ev(t)，pv(t)为评价年度的实际总产值 ，则企业科技进步潜力得到充 

分发挥； 

2)若 eva(t)> pv(t)，则企业科技进步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3．2 对劳动力投人的贡献 

定义 3 企业科技进步对劳动力投入的评价值为 

pA,a(t)= (1+ (￡))PN(t— 1) (0) 

式中 

凡(￡)一￡年度企业科技进步综台效果对劳动力投入的贡献率 } 
．  

PN(t—1)一 评价年度前一年企业实际投入劳动力的平均人数。 

由公式(9)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著 PNG(t)≥ PⅣ(f)．P1Y(幻为评价年度实际平均用工人数 ，刚企业科技进步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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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充分发挥； 

2)若 PA'G(O< PN( )，则企业科技进步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 

定理 2 建筑业科技进步综合效果对劳动力投入的贡献率 ( )为 

凡(c)一 厕  

式中 

G( )一 由公式(6)计算 ； 

R(c)一c年度全员劳动产值的变化率，即 

一  二 

m ㈣ 一 一 

两 =_ 

PV(t)·PN(t一 1)一 PV(t一 1)·pⅣ(c) 

P．，(c一 1)·PN( ) 

其中 pⅣ( )一 年度企业实际平均用工人数； 

P．，(￡)一c年度企业实际总产值 

证明： 

将公式(2)代入公式(11)，并考虑到公式(3)，则有 

故 

于是 

PI, (c)= 

PN( ) 

pⅣ“ 一 1)一 pⅣ(c) 

1 

(1一 G( ))(1 

pⅣ(c) 

日 (￡)一 

+ PVR(O) pⅣ“ 一 1) 

(1一 G(1))(1+ PVR(Z)) 

(1O) 

证毕 

推论 当且仅当全员劳动产值变化率 PVR(O大于企业科技进步综合效果对总产值 

的贡献率 如(￡)时，企业平均甩工人数 PN(t)有所下降}否则 ，PⅣ(‘)将增加。(证明从略) 

3-3 对生产资金投人的贡献 

定义 d 建筑业科技进步综合效果耐生产资金投入的评价值为 

BVC．(t)一 (1+ E (c))BV(Z— 1) (12) 

式中 

％ (1)一c年度企业科技进步综合效果对生产资金投入的贡献率 ； 

BV(t—1)一 评价年度前一年企业生产资金投入的实际值。 

由公式 (12)可以得到下列结论 。 

1)若 BVC*(t)> BV(t)，且 BV(O为评价年度生产资金实际金额，则企业生产资金不 

足； 

2)若 BVC,(t)≤ ( )．则企业生产资金充足。 

定理3 建筑业科技进步综合效果对生产资金投入的贡献率 E (c)为 

)一 蹁 一l (13) 
式中 p加：(1)一c年度企业产值利税率的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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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PLR( 

及 PL(￡)= LY面(t) 

其中 

Ly(￡)一￡年度企业上缴利税实际金额} 

( )—￡年度企业总产值实际金额 l 

肌R( )一￡年度企业资产利税率的变化率。 

即 BLR(c)= 

及 BL( 

其中 

肌 (￡)一 年度企业资产利税率} 

LY(t)和 BV(t)意义同前。 

证明： 

将公式(2)代入公式(14)．化简得 

PSR( 

故 LY(t)= (1+ PLR(t))(1+ 如 ( ))LY(t— 1) 

由公式 (16)，有 

BL(t)= (t+ BLR(t))·BL(t一 1) 

考虑到公式(17)．上式改写为 

BV( 丽  ·BY( 

将公式(18)代入上式 ．化简为 

BY( 等 ·BV(c一， 
于是 ‘ )

=  等 一， 

式中 

推论 1 建筑业科技进步综合效果对企业利税总额的贡献率 r(￡)为 

吼 (f)= (1+ PLR(t))(1+ 玩 (￡))一 1 

由公式(18)即可证明，从略。 ， 

推论 2 建筑业科技进步综合效果对企业利税总额的评价值 LYG(t)为 

LYo(t)一 (1一 既 (￡))LY(tl_ 1) 

证毕 

(1 4) 

(15) 

(16) 

(17) 

(18) 

(19) 

(20) 

LY(t一 1)一 评价年度前一年企业利税总额实际值。证明从略。 

推论 3 当且仅当 PLR(t)>一 G(f)时，企业利税增加 }否则，利税下降。证明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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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 d 当且仅当 (￡)> —BL_『R( t)_再-- P LR『-(t)时
，企业生产资金投入增加{否则 ，生产 

资金投入减少 证明从略。 

推论 5 建筑业固定资产 、流动资金增长与生产资金增长同步 ，即 

13．r(t)= 月 (￡)= 目 ( ) 

式中 

( )—￡年度企业科技进步综合效果对流动资金投入的贡献率； 

” (￡)一￡年度企业科技进步综合效果对固定资产投入的贡献率。 

证明从略 

推论 6 建筑业科技进步综合效果对固定资产、流动资金的评价值分别为 

8肼 (￡)= (1+ 月̈ ( ))·BB(t一 1)= (J+ (￡))·BB(t— 1) 

引 (f) (1+ 13~j(t))·BF(t— 1)= (1+ 13 ( ))·BF(t一 1) 

式中 

BBG(f)-- 评价年度固定资产评价值； 

日PG( )一 评价年度流动资金评价值 { 

BF(t— 1)一 评价年度前一年流动资金实际值 。 

s．4 对生产总成本的贡献 

定义 5 建筑业生产总成本的评价值 G( )为 

PCG(t)； (1+ ( ))·Pe(t— 1) 

式中 

(￡)一 年度企业科技进步综合效果对总成本的贡献率； 

PG(t一 1)一 评价年度前一年企业总成本的实际值 

定理 d 建筑业科技进步综合效果对企业生产总成本的贡献率 ( )为 

(￡)= (1+ ％ ( ))(1+ PCR(t))一 1 

式中 P R( )一 年度企业产值成本比的变化率 ，即 

PCR(￡)= —P
— —

C
— — —

(
—

t
— —

)
— —

／
— ．

P
．  

V
． — ．

(
．

$
— —

)
— —

]
— — —

--

— ． ， ． ．
E
． —

P
— —

c
— — —

(
— —

t
— — —

-

． ．  ． ．

1
— —

)
—

／
— — ．

P
— ．

g
． ．

(
． ．

t
． ． ．

-

— — — —

1
—

) 

PC(t一 1)／PV(t— 1) 

(22) 

(23) 

(2d) 

(25) 

(26) 

其中 Pc( )一￡年度企业总成本实际值； 

PP( )一￡年度企业总产值实际值； 

凡( )一 由公式(3)计算。 

证明： 

由公式(26)得 

∽ · =丽PC(k)一 

将公式(2)代入上式，消去 PV(t一 1)，化简得 

PC(t)一 (1+ (￡))(1+ PC13(0)·PC(t一 1) 

故 

( )一 (1+ ( ))(1+ PcR(t))一 1 证毕 

推论 当且仅当企业科技进步综合效果对总产值的贡献率 ( )小于等于产值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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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的变化率 PCR(t)时 ，则生产总成本降低}否则，总成本增加。证 明从略。 

4 建筑业科技进步年度综合效果分析举例 

下面以重庆市某国营建筑工程公司1988年和 1989年度 l2项统计指标为例，应用上 

述贡献模型对该公司 1989年度科技进步综合效果作出评价，并计算主要指标评价值． 

表 l列出该公司 l2项统计指标值及 1989年度各项指标评价价值． 

表 l l2项指标统计值与评价值 

兰 矮 盎 进 璺 譬 茎 娄 袭 薹 薹 缀 素 赍 益 列 罕 
别 质 率 卓 卓 作 作 

!! !!!!!!!!!!!! !!! !!! !!： !! !!! !!!! !!!! !!!! 
98g 0．4．5 O．6O 0．45 0．O0oS 5．22 I_85 O．37 0．0 J7 0．O3l O．009 4O 49 

l989 0．36 0．61 0．50 0．OOO6 6．33 1．90 O．45 0．019 O．025 O．0l7 45 50 

指标评价值 一 O．20 O．OI 7 0．1I1 0．25 0．2l 3 0．027 0．0216 0．118一 O．I940．889 O．1l1 O．020 

评价值 

实际值 

误差(1∞％) 

0．1 425 4204．57 5574 3645 22l1．54 926．24 1 28．5．3O 279．O2 

4002．I 1 5402 3885 2100．89 820．28 I 389．72 265．16 

一 O．048 一 O．048 O．O66 一 O．05O — O．1l 4 0．08 J 一 0．050 

由表 2可以得如下几点结论 

1)由表 2的第 2列，说明该企业科技进步综台效果比 1988年提高 1d．23％． 

2)由表2的第3列，固总产值评价值大于总产值实际值，说明该企业科技进步潜力未 

能充分发挥。 

3)由表 2的第 d列，因年度用工人数评价值大于实际值，说明企业劳动力投入不足． 

d)由表 2的第 5列列，固年度总成本评价值小于实际值，说明该企业生产管理效果较 

好 。 

5)由表 2的第 6列到 8列 ，说明企业固定资产不足，流动资金充足。 

6)由表 2的最后一列 ，说明该企业经济效果欠整。 

工人平均技术等级 

工程 事故 损失 率 

产 品 折算 优蛊 率 

练 合 中 标 卓 

台 同 履 约 率 

皮 

年 

计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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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本文所建立的企业科技进步贡献模型已开发出计算机软件‘。该软件运行精度高，能 

为企业管理人员提供对企业科技进步综合效果分析， 及能对企业科技进步管理进行辅 

助决策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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