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理工学院课程实施大纲

课程名称：投资项目评估

授课班级：投资 2016 级 1-2 班

任课教师：何怿昕

工作部门：经济学院

联系方式：17612837127

四川理工学院 制

2018 年 9 月



《投资项目评估》课程实施大纲

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投资项目评估

学 分：3

总 学 时：48

学 期：2018-2019 学年第 1 学期

上课时间：11-18 周，周一第 1-2 节；周二第 9-10 节；周四 11-12

节

上课地点：LA2-203；LA1-209；LA2-103

答疑时间和方式：课前、课间或课后，现场答疑；不定期，电话、

邮件或 QQ答疑

答疑地点：上课教室或教师休息室

授课班级：投资 2016 级 1-2 班

任课教师：何怿昕

学 院：经济学院

邮 箱：754636657@qq.com

联系电话：17612837127



目 录

1．教学理念............................................................................................... 1

1.1 关注学生的发展..........................................................................1

1.2 关注教学的有效性......................................................................1

1.3 关注教学的策略..........................................................................2

1.4 关注教学价值观..........................................................................2

2．课程描述............................................................................................... 3

2.1 课程的性质.................................................................................. 3

2.2 课程在学科专业结构中的地位、作用......................................3

2.3 课程的前沿及发展趋势..............................................................3

2.4 课程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4

2.5 课程内容可能涉及到的伦理与道德问题..................................4

2.6 学习本课程的必要性..................................................................4

3．教师简介............................................................................................... 4

3.1 教师的职称、学历......................................................................4

3.2 教育背景...................................................................................... 4

3.3 研究兴趣（方向）......................................................................4

4．先修课程............................................................................................... 5

5．课程目标............................................................................................... 5

5.1 知识与技能方面..........................................................................5

5.2 过程与方法方面..........................................................................5

5.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5



6．课程内容............................................................................................... 6

6.1 课程的内容概要..........................................................................6

6.2 教学重点、难点（详见教学过程）..........................................6

6.3 学时安排...................................................................................... 6

7.课程教学实施（见教学过程）.............................................................7

7.1 单元教学日期..............................................................................7

7.2 单元教学目标..............................................................................7

7.3 单元教学内容（含重点、难点）..............................................7

7.4 单元教学过程..............................................................................7

7.5 单元教学方法..............................................................................7

7.6 单元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7

7.7 课前准备情况及其他相关特殊要求（教师、学生）............. 7

7.8 教学单元的参考资料..................................................................7

8．学生课程学习要求...............................................................................7

8.1 学生自学的要求..........................................................................7

8.2 课外阅读的要求..........................................................................7

8.3 课堂讨论的要求..........................................................................8

8.4 课程实践的要求..........................................................................8

9．课程考核方式及评分规程...................................................................8

9.1 出勤（迟到、早退等）、作业、报告等的要求..................... 8

9.2 成绩的构成与评分规则说明......................................................9

9.3 考试形式及说明（含补考）......................................................9



10．学术诚信规定.....................................................................................9

10.1 考试违规与作弊........................................................................9

10.2 杜撰数据、信息等....................................................................9

10.3 学术剽窃等................................................................................ 9

11．课堂规范............................................................................................. 9

11.1 课堂纪律.................................................................................... 9

11.2 课堂礼仪.................................................................................... 9

12．课程资源............................................................................................. 9

12.1 教材与参考书............................................................................9

12.2 专业学术专著..........................................................................10

12.3 专业刊物.................................................................................. 10

12.4 网络课程资源..........................................................................10

12.5 课外阅读资源..........................................................................11

13．其他必要说明（或建议）...............................................................11

14．学术合作备忘录（契约）...............................................................11

14.1 阅读课程实施大纲，理解其内容..........................................11

14.2 同意遵守课程实施大纲中阐述的标准和期望..................... 11

15.教学过程............................................................................................. 12

第一教学单元 导 论.................................................................12

第二教学单元 企业资信评估.....................................................16

第三教学单元 项目概况、建设必要性和市场分析预测评估

....................................................................................................................28



第四教学单元 项目生产建设条件评估.....................................35

第五教学单元 项目环境影响和劳动安全卫生消防评估........41

第六教学单元 投资项目资金估算.............................................44

第七教学单元 项目融资方案评估.............................................52

第八教学单元 项目投资效益评估.............................................58



1

1．教学理念

“投资项目评估”课程教学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体，关注每一位学生成长和发

展，构建新型、高效教学模式，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先进的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热情和创造性，主动参与到课程教学过程中来，增强学习效果，引导学生树立科学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能力，提高综合素质。

1.1 关注学生的发展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对人才需求偏好转变，将来的人才必

须具备五个方面的能力，即整合能力、适应能力、交际能力、反挫折能力和专业能力。

这就对高等院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各类高素质人才。在

“投资项目评估”课程教学中，以学生为中心，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采取多元化教学方

法训练学生，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从而逐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竞争能力。在对所有同学统一提供共同教学内容的同

时，关注学有余力学生的个性发展。在课程教学中留出部分自学的内容，给予学生一些

选择的空间，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学习内容和方式，激发他们的探知兴趣、激情、

自信、责任感和创造力，培养多样化的人才。

1.2 关注教学的有效性

有效教学指的是在教学活动中教师遵循一定的教育教学规律，采用各种方式和手

段，以尽可能少的时间、精力、教学设施的投入，取得尽可能多的教学效果，实现特定

的教学目标，满足社会和个人的教育价值需求而组织实施的活动。“投资项目评估”是

一门实践性强的金融学科，不可能通过实验课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建设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中，新型的市场环境和财政政策促使着投资领域不断产生新情况、新经验和新理

论。现有的投资项目评估教材中某些内容就显得不足和落后，某些理论尚处于探讨之中。

如果在教学中单纯讲理论，学生会觉得枯燥无味，同时，觉得知识过时，学习这门课程

没意义。本课程将构建一种新型的、高效率的课堂教学模式，调动学生的兴趣、积极性

和创造性，主动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变被动为主动学习，提高学生兴趣，增强教学效

果，既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较好地实现具体的教学目的，又能使教师教得

轻松，学生学得愉快，实现高效低耗。

http://baike.baidu.com/view/1831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037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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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注教学的策略

教学策略是指在教学过程中，为完成特定的目标，依据教学的主客观条件，特别是

学生的实际，对所选用的教学顺序、教学活动程序、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和教学媒

体等的总体考虑。即教学策略是在教学的过程中，各个环节中使用的指导思想和方法。

在“投资项目评估”课程教学中，构建“计划科学、方法多样、手段先进”的教学模式。

（1）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教学目标设计实施计划或方案，并转化为教师与学生

的具体行动。同时，我根据对教学的进程及其各种要素的认识反思，及时把握教学过程

中的各种信息，及时反馈和调整教学的进程及师生相互作用的方式，推进教学的展开，

向教学目标迈进。

（2）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将课堂讲授、案例教学、观看教学录像、自学+重

点讲解和答疑、课堂讨论、辩论赛、模拟实习、参与课题、基地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

比如，根据投资项目评估课程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基本特点，通过创建模拟实

验室、建立校外教学实习基地和开展社会调查，形成“课堂讲授—模拟实验—社会调研”

相结合的课程教学模式。将抽象的理论与实际问题、热点问题紧密结合，让学生多动口、

多动手、多动脑，激发学生、教师的双向信息交流，教与学互动，相得益彰。锻炼学生

口头表达、书面语言、查阅整理资料、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等方面的能力。

（3）利用先进的教学手段，丰富和生动教学内容。采用现代教育技术——多媒体

教学，实现文字、动画、声音、图象视觉等的有机相结合。该课程全部制作了多媒体教

学课件，包括大量的图片资料，生动的投资项目分析和项目投资预算案例。在讲课过程

中保持一定量的板书，将板书与 PPT和电视录像片等多媒体教学相结合，实现了传统教

学方法与现代教学手段的优势互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培养学生自学能力，扩大学生

视野。

1.4 关注教学价值观

关注情感、态度、价值观是以人为本思想在教学中的体现，其实质是关注人。关注

人（关注情感、态度、价值观）与关注学科（关注知识、技能与过程、方法）是教学中

一对至关重要的关系，从学生的角度来说，它表现为乐学与学会、会学的关系；从教师

的角度来说，它表现为教书与育人（教知识与教做人）的关系；从教学的角度来说，它

表现为认识与情感的关系。在“投资项目评估”课程教学中，贯穿“一切为了每一位学

生的发展”的核心理念。具体为：第一，关注每一位学生，尊重、关心、牵挂他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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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第二，关注学生的情绪生活和情感体验。孔子说：知之者莫如

好之者，好之者莫如乐之者。教师用心施教，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热情，不做学科体系

的传声筒。用“心”施教体现着教师对本职的热爱，对学生的关切，体现着教师热切的

情感。第三，关注学生的道德生活和人格养成。课堂不仅是学科知识传递的殿堂，更是

人性养育的圣殿。教师不仅要充分挖掘和展示教学中的各种道德因素，还要积极关注和

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各种道德表现和道德发展，从而使教学过程成为学生一种高尚

的道德生活和丰富的人生体验，这样，学科知识增长的过程同时也就成为人格的健全与

发展过程，伴随着学科知识的获得，学生变得越来越有爱心，越来越有同情心，越来越

有责任感，越来越有教养。同时，我要加强自身修养，不断完善自己。

2．课程描述

2.1 课程的性质

《投资项目评估》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由国外介绍进来的有关投资项目管理

理论和方法。它采用一套科学、系统、完整的理论、方法和指标体系，在投资决策前对

拟建项目进 行全面分析、论证和评价，从而为正确的投资决策提供依据。

2.2 课程在学科专业结构中的地位、作用

地位：它是一门理论联系实际、应用性较强的课程。本课程应用于工程建设项目投

资决策和实施前，在项目可行性研究基础上，对拟建项目在市场销售、投资环境、工程

技术、组织管理和社会经济上的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的可靠程度与相互影响进行全

面地分析论证和评估。

作用：投资是市场经济下的一个热点话题，该课程使学生能够牢固掌握项目评估的

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实用的评估方法，能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对项目做出前期策划和

评估论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投资选择和做出投资决策。

2.3 课程的前沿及发展趋势

（1）推进金融市场健康良好发展；

（2）提高项目投资准确率，降低投资失败率；

（3）更好地把投资项目与国民经济联系起来；

（4）在评估项目财务效益同时注意环境影响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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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课程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金融市场的不断变革和这个行业政策的推陈出

新，投资领域急需大量有方法，有能力，有投资头脑和敏锐视角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

次人才。但是，目前我国面临金融市场不稳定，二级市场不景气的情况，“投资项目评

估”课程从总体上把把投资项目评估的各个体系和方法使学生了解、理解如何评估项目

和找到项目评估在国民经济体中的经济地位，为金融市场发展作出贡献。

2.5 课程内容可能涉及到的伦理与道德问题

“投资项目评估”内容丰富，涉及伦理与道德有：（1）可持续发展问题。投资项

目不能仅仅是以财务效益为目标更要注重保护环境，做好项目环境影响评估，要考虑生

态效益和社会效益。（2）财务报表准确真实。在评价一个项目的各项经济数据和预测

未来财务效益时我们会用到项目中的财务报表，这时就要求数据必须准确，真实。

2.6 学习本课程的必要性

投资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具备经济学、管

理学、金融学等发展问题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和相关投资专业科学知识，掌握投资

项目评估基本方法和技能，能在各级政府部门、各类相关企业、教学与科研单位等从事

投资、项目评估、财务效益分析等工作的复合型人才。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情况下，

在实体经济的崛起之上我们的学生必须要掌握足够前沿的投资学理论法方从而在行业

占据一席之地。因此，必须要学习“投资项目评估”课程。

3．教师简介

3.1 教师的职称、学历

何怿昕，助教，硕士研究生

3.2 教育背景

2014年—2015年，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金融与会计专业专业攻读硕士学位，

系统学习金融市场，企业财务报告等，主要研究股权投资、金融营销等。

3.3 研究兴趣（方向）

研究方向：投资项目，金融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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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先修课程

（1）经济学。如：宏观经济中的调控能为国民经济分析评估提供重要理论基础。

（2）微积分。如：微积分中的运算方式将会在项目效益预估计算中得到大量运用。

（3）会计学。如：会计核算方法为项目经济效益评价、评估等提供方法支撑。

（4）统计学。如：统计调查、分析理论为项目方案甄选提供方法支持。

5．课程目标

本课程是投资学专业的核心专业课程。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与训练，使学生准确地理

解投资项目评估的基本原理，了解如何进行项目评估分析的基本逻辑，从而培养学生运

用各大项目评估方法进行项目经济效益的预估以及投资项目评估及选择，并为学习其它

专业课程奠定基础，为学生从事日后从事股权，证券投资等相关金融方面的工作奠定坚

实的理论基础。

5.1 知识与技能方面

通过《投资项目评估》的学习，使学生明确投资项目评估的基本概念和和方法，系

统掌握现代经济评价方法。结合当前财政政策、时事新闻给金融市场带来的热点问题，

通过项目案例分析，让学生在投资项目评估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增强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

5.2 过程与方法方面

我将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如：理论讲授法、案例教学法、参与式讨论、指导学生做

调研、学长指导，使学生能够有更多的理论与实践训练，将抽象的投资项目评估方法体

系与实际问题、热点问题紧密结合，让学生所学知识跟上时代，让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

5.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

四川理工学院投资学专业的生源对投资本身都有很浓很的兴趣，且大部分学生对时

事政治极为关切。而目前我国各行业的政策改革都能对金融市场造成影响。通过“投资

项目评估”课程教学与训练，激发学生对自己专业的兴趣与热爱，增强对金融市场，项

目评估的兴趣，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能正确分析项目经济效益并合理作出项目评估，提

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社交能力和合作

精神，提高综合素质和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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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课程内容

6.1 课程的内容概要

投资项目评估是一门在投资决策前对拟建项目进 行全面分析、论证和评价的学科，

包括八大方面：从企业资信，市场分析预测，生产建设条件，项目环境，项目资金，融

资方案，财务效益，国民经济分析对项目进行评估

6.2 教学重点、难点（详见教学过程）

教学重点：项目可行性研究，市场分析预测评估（建设必要性评估）、项目资金估

算、项目融资方案评估、项目财务效益评估

教学难点：项目资金估算、项目融资方案评估、项目财务效益评估、项目国民经济

分析评估

6.3 学时安排

总学时：48学时（讲课时数 42学时，课堂讨论 6学时）

表 1 学时安排

章 序 内 容 学 时

第一章 导论 2

第二章 企业资信评估 4

第三章 项目概况，建设必要性评估 6

讨论与习题课 2

第四章 项目生产条件评估 2

第五章 项目形象和劳动安全卫生消防评

估

2

第六章 投资项目资金估算 6

讨论与习题课 2

第七章 项目融资方案评估 6

讨论与习题课 2



7

第八章 项目财务效益评估 6

讨论与习题课 2

第九章 项目国民经济分析评估 6

合计 48

7.课程教学实施（见教学过程）

7.1 单元教学日期

7.2 单元教学目标

7.3 单元教学内容（含重点、难点）

7.4 单元教学过程

7.5 单元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案例分析、讨论与探究法、自主学习法、实验与演示法等。

7.6 单元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7.7 课前准备情况及其他相关特殊要求（教师、学生）

7.8 教学单元的参考资料

8．学生课程学习要求

8.1 学生自学的要求

一共 48学时课堂教学，我把投资项目评估必须要了解的理论知识和相关案例讲解

给学生。部分内容，由于学时限制，需要学生自己查阅资料学习，学生要理解、掌握投

资项目评估原理，必须要课外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深入学习。广泛阅读项目评估相关方

面书籍、关心各行业时事政策，分析案例、看相关期刊、电子文献等，增强学术修养，

把握学科前沿。要求课后及时复习当天所学内容，课前预习将要学习内容。

8.2 课外阅读的要求

学生往往具有极大的阅读热情，但面对大量的读物，缺乏选择的能力。在授课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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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结合教学内容推荐一些适合的读物。这些读物大多应为投资学，金融学方面名家

撰写或主编，能够体现投资项目评估的基本方法，能够接触大量实际案例分析（而不会

产生误导），同时又深入浅出，贴近现实（而不会使读者畏惧）。学生可以到学校图书

馆、经管学院资料室阅读纸质文献，也可通过网络查阅电子文献，拓宽视野。学生随身

携带一个笔记本，记录有价值的知识点、养成写读书报告的习惯，积累专业知识。

8.3 课堂讨论的要求

为了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培养快速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我设置了课堂讨论环节。

讨论主题或题目，根据热点行业政策对金融投资领域产生的影响以及部分实际案例，可

以是视频、图片、文字材料等。提出考核规则：学生自愿举手发言的，不管对错，发言

一次加 1分；教师点名回答的，不加分。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学生发言时，教师很快把

答案要点写在黑板上，最后再进行归纳总结，使学生真正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掌握讨

论的知识点。我当场记下学生的名字，加分，欢迎学生随时查阅监督。

8.4 课程实践的要求

鼓励并支持学生参加我或者其他老师的科研项目、学生自己申报大学生创新基金、

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挑战杯”竞赛社会调研、实地项目调研等，增强感性认识，将所

学评估方法与实际紧密结合，提高交际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指导学生选题、

查阅文献、设计问卷、整理调查数据资料、处理分析数据，撰写调研报告等。专业实习

时，要求学生专业对口，到项目实习，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

9．课程考核方式及评分规程

课程考核采用平时成绩与期末闭卷考试成绩相结合方式。

9.1 出勤（迟到、早退等）、作业、报告等的要求

平时成绩 40分，由出勤、课堂提问、实践、讨论、作业、论文、调查报告等构成。

（1）出勤 20分，迟到（或早退）1次扣 2分；旷课 1次扣 5分；

（2）指定所有同学必须参与的课堂讨论或主题发言 10分，视参与情况和效果打分；

（3）作业 2次，每次 5分。作业可以是论文、调查报告或作业题等多种形式。

（4）非指定课堂讨论，学生主动参与讨论，加分，发言 1次单独加 1分，记入总

分，直到加到满分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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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成绩的构成与评分规则说明

最终成绩 ＝平时成绩（40%）+期末考试卷面成绩（60%）

9.3 考试形式及说明（含补考）

期末考试为闭卷考试，卷面分数总分 100分，按照 60%折算计入总成绩。

补考为闭卷考试。下一学期开学前考试。计算方式同正考。

10．学术诚信规定

10.1 考试违规与作弊

考试违规或作弊，按照《四川理工学院学生考试违纪和作弊处理办法》，报学校相

关部门处理。

10.2 杜撰数据、信息等

对于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学生出现杜撰数据、信息等学术不端行为，影响不严重的，

教师对其进行批评，并责令其改正；造成恶劣影响的，报学校相关部门处理。

10.3 学术剽窃等

对于学术剽窃等学术严重不端行为，报学校相关部门处理。

11．课堂规范

11.1 课堂纪律

学生要遵守课堂纪律，按时到教室上课，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上课时，不说

话，不玩手机，不做与课程无关的事情；手机设置为“静音”状态。

11.2 课堂礼仪

学生要注重仪表，衣冠整齐到教室上课。不穿拖鞋、背心进教室，不得在教室内抽

烟。保持教室整洁，不随意吐痰、乱丢果皮、纸屑，严禁在桌椅上刻画；爱护教室内的

公共设施，不得搬走桌椅、不得取走教室电器设备等，损坏公物照价赔偿。

12．课程资源

12.1 教材与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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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材：本课程选用的教材为刘艳博主编的《投资项目评估》（2017 版），该

教材是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校“十三五”规划教材，具有权威性，体系完善，

内容全面，融入了本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发展动态。

（2）参考书：

1 苏益.投资项目评估.商务印书馆，2003

2.施金亮．投资项目经济评价理论与实务，[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 2010.9

3.简德三．投资项目评估，[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12

4.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M]．北京：中国

计划出版社，2006

12.2 专业学术专著

1.[美]弗兰克·J·法博齐著、周刚等译：《投资管理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2.[美]查里斯·R·吉斯特著、郭浩译：《金融体系中的投资银行》经济科学出版

社；

3.[美]埃德加·E·彼得斯著、王小东译：《资本市 场的混沌与秩序》，经济科学

出版社；

4.[美] J·弗雷德·威斯通等著、唐旭等译：《兼并、重组与公司控制》经济科学

出版社；

12.3 专业刊物

1.金融研究

2.投资研究

3.资本市场

4.证券市场导报

5.中国证券报

12.4 网络课程资源

中国证监会 (http://www.csrc.gov.cn)

中国财政部 (http://www.mof.gov.cn)

中国人民银行 (http://www.pbc.gov.cn)

上海证券交易所(http://www.sse.com)

深圳证券交易所 (http://www.sse.org.cn)

http://www.lib.sicau.edu.cn/gdlisweb/otherresult.php?publishtion=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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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所 (http://www.hkex.com.hk)

上海期货交易所( http://www.shfe.com.cn)

12.5 课外阅读资源

1.[美]林达·艾伦(Linda Allen)著、王闻等译：《 资本市场与机构——全球视角》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美]威廉·F·夏普等著、赵锡军等译：《投资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陈松男著：《金融分析——投资、融资策略与衍生

创新》，复旦大学出版社；

4.托尼.普卢默著，《大众心理与趋势预测》，华夏 出版社，2001.10

5.侯成晓，《投资学》，华文出版社，2009

6.博迪，《投资学》，机械工业出版社，第 6版

7.夏甫，《投资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 5 版

13．其他必要说明（或建议）

投资项目评估是一门切实研究投资项目评新方法的学科，实践性很强，要求学生在学习中

理论联系实际学习。为此，我将在教学中结合国家政策、联系现实，采用案例教学，使抽

象的理论易于被学生理解。同时，我设置了一个项目，“主题发言”，要求学生参与实际

项目案例分析，每人必须到讲台上作 3-5分钟主题发言，培养学生的现实敏感性、语言表达

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本项目实施情况记入平时成绩。

14．学术合作备忘录（契约）

本课程我与学生均需要认真阅读本实施大纲的所有内容，并就如下条款达成合意。

14.1 阅读课程实施大纲，理解其内容

我与学生均已经完全阅读了本教学实施大纲（含附件）的每一个条款，并充分理解该

实施大纲（含附件）的内容与精神，对于本实施大纲的所有内容（含附件）的理解均清晰、

明确、一致。

14.2 同意遵守课程实施大纲中阐述的标准和期望

我与学生基于前述 14.1条的理解，就此达成合意，各方均同意遵守本科课程实施大纲

（含附件）中阐述的标准、期望以及具体条款要求，愿意按照该大纲（含附件）的所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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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严格执行，确保执行效果符合实施大纲（含附件）的标准。若任何一方违反本实施大纲

（含附件），愿意就此承担相应的责任，造成损失的，愿意进行相应的赔偿。

15.教学过程

本课程共 48 学时，分为 24 次授课，每次课 2学时，故将每个教学单元确定为一个

章节。学时分配：课堂讲授 40 学时，课堂讨论 8学时。

本课程教学实施包括：每个教学单元的教学目标、教学重点、教学难点、教学内容、

教学过程、教学方法、课前准备（教师、学生）、作业安排、参考资料。进度安排若无

特殊情况按下面计划执行，若遇特殊情况可能会根据实际授课情况小幅度调整。每一讲

教学实施的详细情况如下。

第一教学单元 导 论

教学日期：2018 年 11 月 12 日

教学学时：2学时

教学目标：掌握投资项目评估的基本概念，掌握可行性研究。

教学重点：投资以及项目的概念；投资的运动过程；项目评估的步骤。

教学难点：可行性研究与项目评估的区别。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案例分析。

课前准备：教师准备案例拓展图片 1 张

教学过程：

一、投资

投资（Investment）含义

广义：指投资者（Investor）为某种目的而进行的一次资源投放运动。

狭义：经济主体为经济目的而进行的一次资本金的投放运动。

两者在三层次上加以区别：1、主体；2、目的；3、对象。

投资特征

投资特征有：1、收益性；2、风险性；3、回收性；4、长期性。

投机

投机一般是指在证券或外汇市场上抓住机遇，大量套汇套利，利用价差来谋取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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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行为。投机与投资不同在于：1、动机；2、方式；3、资本金来源；4、数额；5、

风险；6、市场发育程度；7、对经济波动影响程度。

我们搞经济的，为促进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鼓励投资，

不主张过分投机。但适当投机，可加速金融市场运行，促进经济发展。过分投机，可导

致市场体制崩溃和暴发严重的经济危机。

二、投资项目

项目含义：投资项目是指完成一次预期的投资任务，包括立项、评估、设计、施工

和建成投产等全过程。

项目类型

按性质划分：新建项目；改建项目；扩建项目。

改建项目尤其是技术改造项目比新建项目具有投资额小，周期短，见效快等特点，

因此，为我国当前工业项目的投资重点。

按行业划分：农业、工业、水利、交通、通讯、能源、原材料、文教卫生和基础设

施等。

按规模划分：大、中、小三类。

可行性研究

一、可行性研究含义

可行性研究（Feasibility study）是指对拟建项目在政策上和经济上的可行性进

行研究。为项目投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即在国家产业政策允许下，对拟建项目的技术

先进性和经济合理性所进行的全面性的分析与论证，以期达到最佳经济效益的一种科学

工作方法和必经的决策程序之一。

二、可行性研究内容

可行性研究内容有：1、总论；2、产品市场需要调查和拟建项目规模研究；3、条

件分析；4、环境保护评价；5、经济分析评价；6、结论。

三、可行性研究步骤

可行性研究步骤如下：

1、制定计划，人员组织；

2、调查研究，收集有关资料；

3、优选最佳方案；

4、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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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行性研究的作用

可行性研究的作用一般为：

可作为拟建项目申报立项和获得批准的依据；

可作为向银行申请贷款的依据；

为项目初步设计提供依据；

为商务谈判和签订有关合同或协议提供依据

项目评估

一、项目评估含义

项目评估是可行性研究的再研究，即在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对拟建项目在政策上

和经济上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再进行一次研究，为投资项目最后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二、项目评估原则与要求

项目评估是一项系统性、科学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搞好项目评估，必须遵循一

定的原则与要求。

遵循效益性原则

效益性包含有：1、经济效益；2、资源效益；3、环境效益；4、社会效益。

要遵循系统性原则

系统性包含有：

1、内容体系的系统性；

2、指标体系的系统性；

3 、方法体系的系统性。

（三）要遵循选优性原则

选优性包含有：

1、厂址选择的优化；

2物质供应方案的优选；五、可行性研究的作用

3、工艺技术设备的优选；

4、资本金筹措方案的优化。

（四）要遵循公正、客观、科学的原则

这包含有：

1、评估组选择素质高的人员参加；

2、评估方法应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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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估程序科学化。

（五）要遵循统一性原则

统一性包含：

1、评价参数的统一；

2、评价方法的统一；

3、评估内容及基本格式的统一。

三、项目评估与可行性研究异同点分析

两者内容、目标、要求和评价方法基本相同，但两者也有本质的不同：

1、主体不同；

2、目的不同；

3、依据不同；

4、时序不同。

因此，从投资决策程序来看，项目评估比可行性研究更重要，因为它是项目投资最

后的决策。

四、项目评估的作用意义

项目评估作用意义可归纳以下几个方面：

1、评估是减少或避免投资决策失误的关键；

2、评估是项目取得贷款的依据；

3、评估是投资管理向两头延伸的需要；

4、评估是抓好重点建设项目的保证；

评估是使宏观效益和微观效益统一起来的手段；

评估是项目实施科学管理的基础。

复习思考题与习题

关键名词解释

投资，投机，投资主体，经济主体，资源，投资项目，投资特征，投资结构，

思考简答题

分析投资与投机的异同点，你的观点如何？

什么是可行性研究与项目评估？分析两者异同点？其作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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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教学单元 企业资信评估

教学日期：2018 年 11 月 13 日、11 月 15 日

教学学时：4学时

教学目标：了解企业资信评估内容、基本企业资信评估的概念、企业资信评估基本程序

和目的及实现手段。

教学重点：企业资信评估的内容、基本原则和程序。

教学难点：企业资信评估的基本程序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案例分析

课前准备：教师准备企业资信评估案例

教学过程：

一、 企业资信评估的目的

概念：资信评估是指对企业的资质和信用度进行检验和计量，并科学、客观地作出

全面评价的过程。

资质：指企业的经济技术实力、经营管理能力、经营状况等企业基本条件。

信用度：是指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履行承诺、讲求信誉的程度。

目的：根据家规定的“实行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的要求，项目法人对投资项目的

项目策划、资金筹措、建设实施、生产经营、债务偿还及资产保值增值等全程负责，因

此对其进行资信评估，是对项目法人承担项目经营管理能力和责任的考察（即是否堪当

大任？）。

其中，由于大部分筹措资金来源于银行或金融机构，因此银行对借款企业进行资信

评估尤为重要，目的在于：优化信贷资产结构，提高信贷质量，防范和减少贷款风险，

以此保障信贷资金的效益性、安全性和流动性。

二、 企业资信评估的内容

一般工业企业的资信评估，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企业素质、经营管理、经营效

益、企业信用和发展前景。

1、企业素质评估

对项目法人根本条件的评估。

企业素质主要包括企业法人和领导班子整体素质，也包括产品素质、技术装备素质、

资产素质、经营管理素质和企业行为等各种综合能力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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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法人和领导班子的整体素质评估---学识、信用、能力与业绩，以分析其

经营管理水平。

（2）产品素质评估---品质、市场竞争能力及生命周期等

（3）技术装备素质评估---技术上的先进性和适用性；生产规模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生产能力的协调性 和平衡性。

（4）资产素质评估---对资产的数量、质量及结构的分析。

（5）管理素质评估---对企业的组织、协调与控制能力的分析评估。

（6）企业行为评估---对企业行为目标、行为规模、社会责任感及企业文化等进行分

析评估。

2. 企业经营管理评估

包括对企业的经济地位评估、企业经营机制评估和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评估。

经济地位评估---行政隶属关系及历史沿革、企业所在行业和区域经济现状、前景

等

企业经营机制评估---法人性质、产权构成、经营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健全程度等。

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主要产品的质量、生产能力、销售及全部流动资金周转情况

等。

3. 企业经营效益评估

（1）企业经济实力评估---了解和分析总资产、净资产、固定资产净值及资产结构

等情况。

（2）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评估---考察企业的经营水平、经营效果及获利能力等。

（3）企业资产负债及偿债能力评估---分析和评价企业近三年各年末的资产、负债、

所有者权益等总额指标及其增长情况。

4. 企业信用评估

企业信用评估包括企业信用和信誉评估。

（1）企业信用评估---主要考核企业在一定资产结构条件下所表现出的信用状况，

通常采用企业借贷资金信用评估指标考核。

企业借贷资金信用评估：考察企业资金占用、使用和偿还情况及信誉状况，是反映

企业经营效益和资信品质的重要内容。相关指标有：全部资金自有率、定额流动资金自

有率、呆滞资金占压率、流动资金贷款偿还率、贷款按期偿还率等。

（2）企业信誉评估---是对企业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遵纪守法、合同履约、企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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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的行为质量等方面信誉的评价。主要包括：

①企业经济合同履约评估

合同履约率指标也可以定量评估企业的经济合同履约信用，即了解企业的法制意

识，与其它单位经济活动往来的信誉状况。

合同履约率＝{当期实际履行（或按期完成）合同份数/当期应履行（或完成）合同

份数}×100％

②企业产品信誉评估---评估产品的优质率和合格率、产品的占有率和市场竞争能

力，另外还需注意产品的外包装质量及产品的售后服务质量。

5. 企业发展前景评估

企业发展前景评估主要考察企业近期、远期的发展规划、目标与措施，产品的地位

与市场竞争能力，企业的应变能力及发展趋势。

从市场预测、发展规划与措施、管理手段三个方面入手，通过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

资本保值增值率、利润增长率、权益增长率、固定资产净值率等定量指标和其它定性指

标来反映和考核企业未来的发展能力和前景。

三、企业资信评估的程序和方法

1. 企业资信评估的程序

申请资格要求：凡是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法人资格，有三年以上的

完整财务会计资料，并在银行开设了基本账户的企业, 均可按下列步骤申请企业资信评

估。

（一）申请或委托企业资信评估

申请或委托企业资信评估的对象：银行各级评估委员会（申请）或社会上的专业评

估事务所（委托）。

填写“企业资信等级评估申报表”或“委托书”并报送至经办单位，另外还需提供

“营业执照、公司章程、股本和董事会名册，主要负责人资料、产品质量评定资料，近

三年企业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务状况变动表、利润分配表，财政、税收、物价大检

查结果及审计结论，企业内部管理的有关文件和其他资料”等资料。

（二）收集和核查信息资料

评估单位对企业提供的各类资料进行认真、严格、细致的实地现场访谈、调查与核

实，并且根据资信评估内容的要求补充收集企业的历史资料和现在情况。

重点关注相关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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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算指标，编制报表

即 从企业提供的、经过核实的财务报表和以往资料中寻找评估所需的数据，进行

指标计算，填制“企业资信等级评估计分表”（简称“计分表”）。

（四）综合评估，确定资信等级

依据步骤（三）的计算结果，按照“计分表”中各项指标的企业实际计算值与标准

参照值相比较，得出相适应的分值；然后，根据企业的实际得分总值再对照“企业资信

等级表” 规定的计分标准确定企业的相应资信等级，作为初步评估意见上报评委会。

（五）编写评估报告，审定颁发证书

首先，评委会根据上报的各类材料进一步复核无误后，撰写和拟定评估报告（资信

评估报告要针对“计分表”上未反映出来的情况做全面、完整的阐述，给出企业资信评

估意见。）；

然后，评委会根据评估报告和“计分表”进行评审，填写评审得分，做出确定企业

资信等级的最终结论；

最后，由评估单位（如银行或评估事务所）颁发企业资信等级证书。

企业资信评估报告的内容应包括：评估依据；企业的性质、注册资金的数额与来源；

资产的结构及运行情况;在同行业中所处地位等；企业的内部管理体制及经营方式;机构

设置、人员结构、知识层次和隶属关系等情况；企业法定代表人和领导班子的学历结构、

年龄结构、经营管理能力、政绩、社会关系、个人品德及爱好与习惯等；企业的履约守

信记录及其在社会上的声望；企业的发展前景以及其他应说明的情况等。

2、企业资信评估的方法

即 “三结合”综合分析评估方法：

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财务质量（资产结构、资金信用、经济效益等）方面：定量分析方法

整体综合企业素质、履约能力、发展前景等方面：定性分析方法

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

对企业的技术经济实力、经营管理能力及经济效益要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

综合分析评价法

对企业素质、企业信用、经营管理、经济效益与发展前景等五个方面进行定性和定

量的分析和计算后，还需将这五个方面的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指标、历史因素指标和未

来预测指标、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进行综合分析评估，这类方法主要有：专家评分法（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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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菲法）、加权平均法、模糊数学法和数学规划法等，通过上述方法计算从实际总分值，

再与标准参数值进行比较，套用相应的信用等级评估计分表，即可得出其信用等级。

四、 资信评估指标的计算

涉及 28 个可计算的指标 。

1、企业资产结构、素质评估指标

一、资产负债率

负债总额

资产负债率 = ×100％（＜70％）

资产总额

资产负债率是反映企业资产结构情况的主要指标，参照值通常为 70％。如果实际值

低于 70％，该企业的资产结构较理想；而高于或等于 70％，则反映企业的资产负债比

率不合理，投资风险较大。

二、固定资产净值率

固定资产净值

固定资产净值率＝ ×100％（＞65％）

固定资产原值

是反映企业固定资产新旧程度和折旧计提情况的指标。对于一个经济效益好且有发

展潜力的企业，该项指标应在 65％以上。

三、流动比率（又称偿债能力比率）

流动资产

流动比率＝ ×100％（130％～200％）

流动负债

是衡量企业流动资产流动性大小的主要评估指标，反映了企业流动资产在短期债务

到期前可以变现用于偿还流动负债的能力，又称偿债能力比率。该指标一般应维持在

130％～200％的水平，比率越高，偿还流动负债的能力越强。

四、速动比率

流动资产－存货

速动比率＝ × 100％（≥100％）

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是速动资产（即流动资产中扣除存货部分）与流动负债的比率值，反映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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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偿付流动负债的快慢，衡量流动资产中可以立即用于偿流动负债的部分的比重，又反

映了企业流动资产的总体变现能力或近期偿债能力，它比流动比率（反映偿债能力的大

小）精确地衡量一个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速动比率通常保持在 1：1左右。

五、长期资产与长期负债比率

长期资产

长期资产与 ＝ ×100%（150%）

长期负债比率 长期负债

这是反映企业长期偿债能力的指标，主要衡量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投资偿还长期负

债的程度。此项指标通常要求 150％以上。

六、存货周转率

销货成本

存货周转率＝ ×100％

平均存货

平均存货＝（存货年初数＋存货年末数）÷2

它反映了企业的产品销售能力和存货的周转速度，即一定时期（一年）内存货周转

或变现的次数。比率越高，周转次数的频率越快，说明存货的流动性越强（能很快转化

为应收账款或货币资金），进而企业的偿债能力也越强。

七、应收帐款周转率

销货收人

或劳务收入

应收帐款 ＝ ×100％（＞40O%）

周转率 平均应收帐款

平均应收帐款 ＝（应收帐款年初数 ＋应收账款年末数）÷2

是反映企业短期偿债能力和经营管理效率的指标之一。

反映了流动资产中应收账款转化为货币资金的变化速度（即周转次数），即反映了

应收款的流动速度。周转速度越快，说明企业销售一定产品所平均保持的应收帐款越少，

即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就越强。对于有经验的企业，此项指标能达到 400％以上。

2.企业信用程度评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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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部资金自有率

定资金＋流动资金

＋其它单位资金＋股金

全部资金自有率＝ ×100％（＞ 60％）

全部资金平均余额

这项指标反映了企业自有资金占全部投资资金的百分比，应按照国家规定的资本金

制度（法定资本金（本金）要求、资本金筹资方式、筹资期限等）考核。

二 、定额流动资金自有率

流动资金＋其它单位投入的流动资金＋股金

定额流动资金自有率＝ ×100%(＞

30%)

定额流动资金平均余额

这项指标反映了自有流动资金占全部定额流动资金的百分比，按照现行规定不应低

30%。

定额流动资金平均余额是指一定时期内企业、单位各种流动资产的价值的平均占用

量，有定额流动资金余额和全部流动资金余额。

三、流动资金贷款偿还率

流动资金贷款偿还率＝1- 逾期流动资金贷款额 ×100%（＝100%）

流动资金贷款总余额

该指标反映了流动资金贷款偿还能力，偿还率应接近于 100%较为理想。

四、呆滞资金占压率

呆滞资 ＝ A ×100%(＜5%)

金占压率 期末全部资金占有

A ＝积压物资＋待核销财产损失＋逾期未收款＋未补亏款

+应摊未摊费用＋挤占挪用资金

http://wiki.mbalib.com/wiki/%E4%BC%81%E4%B8%9A
http://wiki.mbalib.com/wiki/%E6%B5%81%E5%8A%A8%E8%B5%84%E4%BA%A7
http://wiki.mbalib.com/wiki/%E4%BB%B7%E5%80%BC
http://wiki.mbalib.com/wiki/%E5%AE%9A%E9%A2%9D%E6%B5%81%E5%8A%A8%E8%B5%84%E9%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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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滞资金占压率是企业积压物资、财产损失、未收款等呆滞资金占全部资金的比率，

它反映企业资金的流动性和占用、使用情况与经营管理水平。该项比率越低越好，最好

不要超过 5％。

五、货款支付率（或称应付款清付率）

A

货款支付率＝ B ×100%(＞95%)

A＝期初应付货款＋本期外购货款－期末应付货款

B＝期初应付货款＋本期外购货款

货款支付率反映企业对外购货物的支付能力和企业的支付信誉，是说明企业应付其

它单位或个人的货款清付情况的指标。应付款包括应付票据、应付帐款、预收帐款和其

它应付款等。该项比率应大于 95%为好。

六、贷款按期偿还率

报告期止按期实际偿还贷款额

贷 款 按 ＝ ×100%（＝100%）

期偿还率 报告期止应偿还贷款总额

这项指标是指企业按期实际偿还贷款额与同期应偿还贷款的总额的比值。它反映了

企业按期偿还贷款的能力和企业向银行贷款的信誉，偿还率应接近于 100%较为理想。

七、合同履约率

当期实际履行（或按期完成）

合同份数

合同履约率＝ ×100％（＞95％）

当期应完成（履行）

合同总份数

这项指标是指企业按合同规定按期完成（履行）的合同份数与同期应完成的合同总

数的比值，反映了企业经营者的管理水平和履行合同的信用程度．其比值大于 95％为好，

说明企业的履约能力较强。

3.企业经营管理评估指标

一、产品销售增长率（或称销售收入增长率）

本期销售收入总额—

上期销售收入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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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销售增长率＝ ×100％（＞10％）

上期销售收入总额

这项指标反映了企业产品销售收入的变化情况，说明了企业生产经营规模扩大或缩

小的程度，同时也表明企业的产品市场竞争能力。如果此增长率能保持在 10％以上说明

企业经营管理能力较强。

二、一级品率

一级品产品产值

一级品率＝ ×100％（＞国家目标值）

全部产品产值

该指标反映了企业产品质量和企业经营管理的整体素质，一级品率如能达到或超过

国家或行业部门规定的目标值，说明该企业的产品质量（优良品率与合格员率）较高和

经营管理素质好，也能增强其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和社会对其产品的信任度。

三、新产品开发计划完成率

新产品实际值

新产品开发＝ ×10O％（＝100％）

计划完成率 新产品计划值

这项指标反映企业对新产品开发的能力和企业经营管理的能力与素质。指标值接近

于 100％为好。

四、产品销售率

产品销售工厂成本

产品销售率＝ ×100％（＞95％）

全部产品工厂成本

此项指标说明企业的产品销售能力和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指标值应高

于 95％为好。

五、成品库存适销率

呆滞积压产品

成品库存适销率＝（1- ）×100％（＞95％）

期末成品资金

此项指标反映企业的产品库存积压呆滞程度，也反映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和产品适

销程度。其比值应大于 95％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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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部流动资金周转加速率

本期全部

流动资金周转天数

全部流动资金＝（1 - ）×100％（＞4％)

上期全部

流动资金周转天数

该指标能反映企业全部流动资金的周期加速度，也体现了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

流动资金的运用效率。其比值能达到 4％以上较好。

2-4-4 企业经济效益评估指标

一、资金利税率

企业全年税利总额

资金利税率＝ ×100％（＞15％）

A

A ＝ 固定资金平均余额＋全部流动资金平均余额

这项指标体现了企业的全面经济效益和对国家财政所作的贡献，该指标如能达到

15％以上就很好。

二、销售收入利润率

企业全年实现利润余额

销售收入利润率＝ ×100％ （＞15％）

企业全年销售收入

销售利润率不仅反映了企业经营总的利润水平和经济效益，同时也体现了企业

的经营管理水平。企业的销售收人应与利润同步同方向增长，而且利润的增长速度应高

于销售收入的增长率，才能证明企业经营效果良好。销售收入利润率希望能达到 15％以

上。

三、利润增长率

本期实现利润总额

-上期实现利润总额

利润增长率＝ ×100％（＞5％）

上期实现利润总额

该指标反映了企业实现利润总额的变化情况和企业经济效益增长或降低的程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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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率最好能保持在 5％以上。

四、资产报酬率

利润总额＋利息支出

资产报酬率＝ ×100％（＞部门行业规定的目标值）

平均资产总额

期初资产总额＋期末资产总额

平均资产总额＝

2

这项指标反映企业资产利用的综合效果。指标值越高，表明企业资产的利用效果越

好，说明企业在增收节支和节约资金使用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它用来衡量

企业运用全部资产获利的能力。

五、资本收益率（亦称资本金利润率）

利润总额 净利润

资本收益率＝ ×100％＝ ×100％（＞15％）

资本金总额 实收资本

该指标是衡量投资者投入资本利用效果和企业经营管理水平高低的综合指标，也

反映了企业运用投资者投入资本获得效益的能力，希望能达 15％以上。

六、资本保值增值率（亦称权益增长率）

期末所有者 权益总额

资本保值增值率＝ × 100％（≥100％）

期初所有者

权益总额

这项指标主要反映投资者投入企业的资本完整性和保全性，也反映了企业使投资者

投入的资本增值的能力，如资本保值增值率为 100％，说明资本保值。如大于 100％，

则资本增值。它是考核企业经营者对投资者的投资的责任心和经营能力的一项重要指

标。

七、社会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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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贡献总额

社会贡献率＝ ×100％

平均资产总额

企业社会贡献总额即为企业为国家（或社会）创造（或支付）的价值总额，它

包括工资（含奖金、津贴等工资性收入），劳保退休统筹及其它社会福利支出、利息支

出净额，应交增值税、所得税及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以及其他税收和净利润等。社会

贡献率用以衡量企业运用全部资产为国家或社会创造（或支付）价值的能力。

八、社会积累率

上交国家财政总额

社会积累率＝ ×100％

企业社会贡献总额

企业上交国家的财政总额应包括：应交增值税、应交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应交所

得税和其他税收等。这项指标用以衡量企业社会贡献总额中有多少是用于上交国家财政

进行国民经济积累的份额。这部分用于上交国家的财政积累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的主要动力源泉。

5. 企业资信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一、 企业资信等级的划分

根据国际惯例，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企业资信等级一般采用的是三类九级制。而在

实际工作中，一般只给评估得分达到 60 分以上的客户定级，因此，实际上是采用四级

评定的方法 即在企业资信等级表（表 2-1）中的 BBB 级以上才给予评定。表 2-2 为“常

用企业信誉级别及评定标准说明”。

二、企业资信等级的评定

表 2-3：部分评估机构对企业信誉级别设置与说明

中国工商银行系统中国建设银行系统、中国农业银行系统、大连市信誉评级委员会、

西安市资信评级委员会等四级评定的设置与说明

表 2-4：工业企业信用评级计分标准表

包括 指标名称、指标内容和计算公式、分数（满分值、标准值、实际值）、评分

方式（计分标准说明），该信用计分标准表一级指标五大项、二级指标 18 小项，满分

为 100 分，计算实际得分，比照等级表评定资信等级。

表 2-5：工业企业资信评级计分标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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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指标名称、分数（满分值、标准值、实际值、得分）、计分标准说明，该资

信评级计分标准表一级指标五项、二级指标 31 项、三级指标 5 项，满分为 100 分，计

算实际得分，比照等级表评定资信等级。

复习思考题

1.什么企业资信评估？它包括哪些内容？

2.企业资信评估的程序是什麽？

3.计算企业资信评估所有指标

第三教学单元 项目概况、建设必要性和市场分析预测评估

教学日期：2018 年 11 月 19 日,11 月 20 日，11 月 22 日

教学学时：6学时

教学目标：掌握必要性评估的主要内容、市场研究、市场预测

教学重点：市场研究与经济规模。

教学难点：市场预测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案例分析。

教学过程：

一、投资项目必要性评估是指对拟建项目投产后所产生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是否能

够满足市场需求和得到社会的承认， 所进行的审查，分析和评价。确认其确立或兴

建的必要程度，以确保项目投资的正确性和合理性。必要性的主要根据是将来的市

场需求。

二、必要性评估主要内容：

1.投资项目概况审查

2.市场需求与供给分析

3.国家政策、国民经济计划、行业规划和地区规划

4.产品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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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产规模

三、市场研究

市场研究包括市场调查与预测。

市场调查

（一）市场调查是指对拟建项目产品市场销售和供给两方面的资料作系统的收集，

记录和分析。以了解产品的现实市场和潜在市场，确定其需求量，为将来市场预测

和确定经济规模提供科学的依据。

（二） 市场调查内容

1.市场需求

2.市场供给 总需求缺口＝总需求－总供给

总需求缺口往往是决定项目生产规模的基础。

（三） 市场调查程序

1.制定调查计划

2.实际调查，收集有关资料

3.整理资料，编写调查报告

（四） 市场调查方法

1.全面调查法

2.抽样调查法

市场预测

市场预测是指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对未来一定时期内产品

的市场供求变化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测算。

（一）市场预测程序

1.确定预测目标

2.收集整理资料

3.选择预测方法

4.进行预测

5.分析预测结果

（二）市场预测方法

市场预测方法分定性和定量预测分析两大类。

定性预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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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家调查法

2.相关预测法

3.产品寿命期预测法

定量预测法

1.时序预测法

时序预测法就是按时间顺序排列，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供求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通过这种变化关系分析，对未来市场做出定量预测。

（1）算术平均法。用过去调查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将来的预测值： x＝ n

x
n

i
1

（2）加权平均法 x＝ 


i

ii

f
xf

（3）移动平均法

一次移动平均式：
)1(

tM
＝

)1(
1tM
＋ n

xx ntt 

二次移动平均式：
)2(

tM
＝

)2(
1tM
＋ n

MM ntt
)1()1(



预测式： TtY  ＝ ta ＋ tb T

系数： ta ＝２
)1(

tM
－

)2(
tM

； tb ＝ 2
2
n （

)1(
tM －

)2(
tM ）

（4）指数平滑法

一次平滑计算式：
)1(

tS ＝ tx +(1- )
)1(
1tS

二次平滑计算式：
)2(

tS ＝
)1(

tS ＋（１－ ）
)2(

tS

预测式： TtY  ＝ ta ＋ tb T

系数： ta =2
)1(

tS -
)2(

tS ； tb = 

1 （

)1(
tS -

)2(
tS ）

2.回归预测法 i

（1）时序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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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直线）时序回归预测式： Ŷ =a+bT

回归系数：a= n
Yi

；b= 


2
i

ii

T
TY

多元（二次曲线）时序回归预测式： Ŷ =a+bT+c 2T

参数 a,b,c 可用最小二乘法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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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回归

一元（线性）相关回归预测式： cY =a+bx

系数 a= n
xbY ii 

；b=  
  




22 )( ii

iiii

xxn
yxyxn

相关系数：r=
])(][)([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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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检验相关系数 r>0.7 相关较好，方能用回归式进行预测。

多元线性回归预测式： cy =a+ mm xbxbxb  2211

二元系数可用最小二乘法导出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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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数置换

x
c aby 

lg cy =lga+lgb x lga= n
yi lg

； lgb=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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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x
xy

,且  0ix

四、经济规模

项目规模是指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集中程度，一般用生产能力来衡量。

（一）规模类型及其特点分析

我国企业划分大，中，小三类，其划分标志有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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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生产能力分：如钢铁联合企业，年产钢材 100 万吨以上为大型企业；10-100

万吨位中型企业；10 万吨以下为小型企业。

2.用装机容量或设备数量分：如发电厂的装机容量在 25 万千瓦以上为大型企业；

2.5-25 万千万为中型企业；小于 2.5 万千瓦的为小型企业。

3.用固定资产原值分：如通用设备制造厂，固定资产原值在 3000 万以上的为大型

企业；800－3000 万为中型企业；小于 800 万的为小型企业。

不同规模企业具有不同的技术经济特点。一般说来，大型企业，有利于采用先进

技术和高效率设备，又利于全面而充分利用资源，自动化程度高，现代化管理，经

营成本低，经济效益好。但大型企业投资多，建设周期长，产品转向慢，因而对市

场的适应性差。一般适于基础工业和技术密集型工业项目，如钢铁、石油、煤炭、

化工、建材、电力、汽车等。

中小型企业具有投资小，建设周期短，见效快，市场应变能力强等优势，并能充

分利用分散的自然资源，有利于工业布局的均衡布局，吸纳较多的社会劳动力，促

进地区社会经济的综合发展。但中小型企业因规模小，技术水平低，资源利用率低，

产品成本高，因此，一般经济效益差。所以，中小型企业一般适于轻工、纺织、等

工业项目。

（二）规模的制约因素

１，市场需求；

２，条件制约；

３，国家地区经济发展规划和战略布局；

４，产品特点和经济效益；

（三）我国经济规模标准

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按年生产能力，我国规定了１８类项目经济规模标准。

分析比较可见：我国当前企业规模普遍偏小，规模经济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和利用。

因此，我国企业，尤其是国营企业经济效益低下。

（四）经济规模

理论分析——经济效益好的生产规模称之。

1.总收入Ｓ和支出Ｃ函数式

Ｓ＝ａＱ＋ｂ
2Q Ｃ＝ｃ＋ｄＱ＋ｅ

2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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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收益Ｒ函数式

Ｒ＝Ｓ－Ｃ＝ａＱ＋ｂ
2Q －ｃ－ｄＱ－ｅ

2Q

3.最小规模 minQ 和最大规模 maxQ

minQ ＝ )(2
)(4)( 2

eb
cebdaad




maxQ
＝ )(2

)(4)( 2

eb
cebdaad




4.最佳经济规模

0Q ＝ )(2 be
da



由经济规模分析图可见： minQ 和 maxQ
点为盈亏转折点，不亏不盈，也称规模临

界点，项目规模应在两临界之间，超出临界点之外，将发生亏损，经济项目是绝对

不可行的。最佳规模，其效益最佳，通常项目规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量接

近最佳规模，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益。

5.随机最佳规模的确定

在确定项目规模时，缺少信息和资料，可用随机概率来确定最佳规模。

)(xE ＝

n

ii xpx
1

)(

取损益期望值最高者为随机最佳规模。

复习思考题与习题

关键名词

市场调查，市场预测， 市场供给，市场需求，项目必要性评估，经济规模

思考题

项目必要性评估及其内容？

市场调查含义、作用、内容、程序和方法？

市场预测及其程序和方法？

市场预测定性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及其各自的特点和适用条件？

经济规模、制约因素、划分标准及其特点分析？

临界规模，最佳经济规模与随机最佳规模的确定？

习题

调查某产品 15 个月的销售量（万）如下，分别取ｎ＝３。用移动平均法和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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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用指数平均法，预测第 17 个月的销售量。

月

序

1 2 3 4 5 6 7 8 9 1

0

1

1

1

2

1

3

1

4

1

5

销

售

量

1

0

1

5

8 2

0

1

0

1

6

1

8

2

0

2

2

2

4

2

0

2

6

2

7

2

9

2

9

移动平均法答案：（ TY 15 ＝30.0+1.7T,33.4 万）

指数平均法答案：（ TY 15 ＝29.5+1.4T,30.9 万）

某产品 1995-2005 年销售量（万）分别为 20,23,26,28,31,33,36,39,42,45,48。

请分析预测 2010 年销售量，及其可信度６８％的变化幅度范围。

(
23.6611075.273.332010 Y

(万))

某地区 1997-2005 年钢材销售量（万吨）100，180，250，305，380，400，410，

415，请预测 2010 年销售量。

（
2

2010 37.575.382.348 TTy 
，162.7 万吨）

某地丝织品销售量与蚕茧收购量相关。两者 1996-2005 调查数据如下，若已知 2010

年蚕茧收购量 28 万吨，请预测丝织品销售量及其可信度 68%的变化幅度范围。

年

份

1

9

9

6

1

9

9

7

1

9

9

8

1

9

9

9

2

0

0

0

2

0

0

1

2

0

0

2

2

0

0

3

2

0

0

4

2

0

0

5

丝

织 品

销 售

量 ，

（ 亿

米）

2

.

8

4

2

.

4

3

3

.

2

0

3

.

6

0

3

.

4

5

3

.

8

0

4

.

4

0

4

.

8

6

5

.

0

0

5

.

2

0

蚕

茧 收

1

6

1

7

1

7

1

8

1

8

1

9

2

0

2

1

2

4

2

6



35

购 量

（ 万

吨）

.

8

.

0

.

5

.

8

.

0

.

5

.

9

.

7

.

3

.

3

（ 03.628273.0609.12010 y （亿米））

某项目年产量 Q（台）。预计年销售收入 S=600Q-0.03
2Q （元）年固定成本为 40

万，年可变成本为 200Q+0.03
2Q （元），求该项目临界规模和最佳经济规模，并绘

制分析曲线图。

（答： minQ =1225 台， maxQ
=5442 台， 0Q =3333 台， maxR

=26.67 万）

第四教学单元 项目生产建设条件评估

教学日期：2018 年 11 月 27 日

教学学时：2学时

教学目标：掌握项目生产建设条件评估的方法；了解项目实施计划分析评估。

教学重点：项目建设地点、规模评估、项目技术方案评估。

教学难点：建设地点选择和工艺设备和软技术评估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案例分析、课堂讨论。

课前准备：教师准备项目选址照片和案例。

教学过程：

项目条件包括生产建设条件，环境保护条件和项目建设实施条件等。但重要的是生

产建设条件，其核心是厂址的选择。

一、生产建设条件评估

生产建设条件影响因素很多，其中主要有：

1、自然资源条件。资源的有限性、复杂性、分布不均衡性给评价带来了难度。评

价资源必须坚持环保原则、综合利用原则、经济开发原则和永续利用原则，要抓住其 5

个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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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材料条件。注重原材料合理利用途径、原材料的供应条件的分析审查。

3、燃料和动力供应条件。要注重燃料需求与供给审查分析、电力的需求与供给审

查分析、水资源需求与供给审查分析和其他动力条件等审查分析。

4、交通运输条件。要注重厂内、厂外运输方式及其设备的选择。

5、通讯条件。通讯条件包括电讯、网络和邮电系统要审查分析项目所在地通讯系

统能否保证项目与外界信息的正常交流。

6、人力资源条件。要注重分析审查项目所需人员的数量、素质和技能，各类人员

来源是否保证以及人力成本。

二、厂址选择条件评估

厂址选择要遵守科学性、经济性、全面性和环保性原则；地区选择要考虑自然环境、

社会经济环境、基础设施条件等，最后根据项目不同类型特点综合分析决策。厂址选择

要满足项目基本要求，其选择方法有：

1、方案比较法：
0

21

12 T
CC
IIT 





(标准投资回收期) 追加投资方案不优

0T ，追加投资方案为优

2、评分选优法：得分值最高者为最佳的选址方案。

3、最小运输费用法（重心法）：

厂址选在各运输点的重心上，此时，其运输费用最小。

P0(x0,y0)位置点计算式为：

x0= 
 

i

n

ii

Q

xQ
1

y0= 
 

i

n

ii

Q

yQ
1

三、环境保护条件评估

（一）要注重分析投资项目可能造成环境污染与后果。投资项目可能造成环境污染

的因素主要有：废气、废水、废物（“三废”）和所有能源导致的污染，其后果：

1、土壤遭到破坏。

2、河流遭到破坏。

3、水质下降。

4、气体污染物将直接影响人们的健康和人类生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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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保护条件评价主要内容：

1、环境污染治理方法;

2、环境保护措施;

（三）安全防护条件评价

安全防护条件评价主要有：

1、防暴；

2、防火；

3、防腐；

4、防震；

5、防放射性污染。

四、投资项目建设实施条件评估

投资项目建设实施条件评估主要有：

1、项目设计单位评价

2、项目施工单位评价

3、施工阶段场地准备条件评价

4、项目同步建设条件评价

重点审查分析相关项目时间安排的同步性、相关项目生产能力的同步性、建设项

目内部的同步建设性。

五、投资项目技术方案评估

技术是指人们在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的经验、知识及操作技巧的科学总结。划分有

资金、劳动、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技术，也可按其存在的形态划分有有形和无形技术。随

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无形技术、知识密集型技术，将得到飞越发展，将成为知识经济时

代的核心。技术选择的主要制约因素有：需求、资源、环境等。技术评价原则：先进性、

适用性、经济性、安全性。技术评估程序：收集资料、确定评估原则、明确主要内容、

优选技术方案。

（一）项目工艺是指为生产某种产品所采用的工艺流程和制造方法。工艺选择评估主

要对工艺的可靠性、流程合理性、产品质量保证度、工艺与原材料的适应性和工艺经济

合理性进行分析评价。工艺取得有：许可证交易、工艺技术的购买，合资经营。

（二）项目设备评估包括设备选择和设备经济评价。设备选择要考虑主要因素有：生

产能力、安全可靠、先进适用、通用标准化和经济合理。要按设备选择基本原则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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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选择最经济合理的设备。设备选择的经济评价方法：

1.投资回收期法

优选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以投资回收期短的方案为优。

2.年均费用法

分析比较各备选设备的年均费用，以小者为优。

    OP
A

OA
A

P
OO

A CniP或C
T

niCP
C 


 ,,

,,

3. 综合效率法

综合效率是指设备在使用期内，其效益与费用之比：

C
NE 

综合效益往往指设备在使用期内的全面效用，凡是可用数量表示的，如产量，节约

费用等则用定量分析计算；不能用数量表示的，如生产性、安全性、可靠性、耐用性、

配套性、环保性等则用评分法来确定。评选时，以综合效率高者为优。

（三）软技术主要指专利、专有技术、商标权、软件和知识产权。其特点有无形性、

垄断性、不等价性（高利性）和两权分离性。为此，给软技术正确评价带来了难度。目

前，软技术转让计价方法有：

1. 成本法。用软技术所用的开发费用来计价。这在经济市场上难以实行，因软技

术拥有者有其谋取高利性和垄断性，不能将其等价转让。

2. 收益法。用使用软技术将来所能获得的收益按其比例提成计价。但未来收益却

难以准确计量，风险大。

3.合同法。用双方协商后所签订的合同价计之。这是当前软技术计价常用的方法。

其计价是否准确合理，则难以肯定。这决定双方谈判的技巧和对软技术的供需程度。

（1）专利评估

专利是指某项发明的专有权，受法律保护，其特征有：合法性、时效性、独占性、

地域性和获利性。评估时着重注意五点问题。

（2）专有技术评估

专有技术一般理解为：指从事生产活动所必需的、尚未向社会公开的秘密技术知识、

工艺流程、设计方案和实际经验等。其特点有：适用经济性、专有秘密性。转让专有技

术标准：应具有实用性，保密部分应能给予引进方以某种竞争优势，应具有产权的技术

资料。评价时，请注意五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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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技术帮助评估

技术帮助既不是专利，也不是专有技术，而是独立于这两者以外的技术帮助。专利

是有专利权规定的，受法律保护；专有技术部分是秘密的，不受法律保护；而技术帮助

所提供的资料与技能，既无专利权，又不是保密的，只是引进国内尚不掌握的一种技术

帮助。技术帮助有短期和长期服务之分。短期服务是关于生产设备设计和建造方面的服

务，又可分为咨询性服务和工程性服务。长期服务是工厂建成以后，为了达到经营目标

而由提供方经常提供的技术帮助、管理帮助；重点评价技术帮助的有效性和经济性。

（4）商标评估

商标是企业用来标明经营商品的一种专用标识，好的商标凝聚着社会的崇高信誉，

能为企业创造丰富的收入。商标转让费主要根据商标的社会信誉程度、吸引力大小和获

利能力高低来估价的。评价时，重点评价其转让费估价是否合理，商标获利能力是否可

靠，并检验双方签署转让合同的合法性。

（5）软技术评估

软技术评估着重评价引进的软技术计价的经济合理性和使用的有效性。

软技术转让提成率
 

S
Dr

其值一般在 2-6%。若提成率 r不变，则利润分享率α与销售利润率β成反比变化。

因此，确定提成率必须考虑引进技术的获利能力。利润率低，其提成率就必须要小，否

则，外商利润分享率就可能超出合理界限。若引进技术获利能力强，即使提成率高些，

其外商利润分享率也不会超出合理界限，引进技术还是可接受的。分析可见，发展中国

家引进技术，采用提成计价法是有利的。

六、 技术总评估

项目技术总评估是根据技术评估的基本原则、特点，在生产工艺评估和设备评估的

基础上，并结合项目性质，技术经济特点，对项目技术的先进适用性、经济合理性、安

全可靠性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并做出技术评估结论。

重点是对国家、地区、行业有较大影响的技术问题和项目本身所存在的主要技术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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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思考题与习题

一、关键名词

生产建设条件评估，厂址选择条件评估，厂址选择方法，建设实施条件评估，

项目技术评估，评估原则，评估程序，工艺评估，设备评估，软技术评估，技术总评估

二、思考题

1、为什么要进行项目的条件评价，评价主要内容？

2、生产建设条件评价的主要内容、特点、原则及其如何评价？

3、投资项目建设实施条件评价内容及同步建设性的重要性？

3. 项目技术评估原则、程序和主要内容？

4. 项目工艺及其方案评估？

5. 设备选择要考虑的主要因素，基本原则及其经济评价方法？

6. 技术总评估，重点及其应注意的几个方面？

三、习题

1、请自行调查设计一项目厂址选择多方案（至少 2 个）数据资料，用评分选优法

最后决策最佳厂址？

2、某项目原材料和产品销售点数量（万吨）及其坐标（x,y）分别为 300（100，200），

800（600，400），600（450，500），1200（700，300），1400（400，800），1000（300，

300）。试用最小运输费用法（重心法）决策最佳厂址位置 P0(x0,y0)？

3、自行设计：软技术引进案例，并进行技术经济分析，判断其引进的经济合理性。

4、某项目设备选型三方案，各设备使用期费用为 A 12 万，B 11 万，C 11.5 万，

其要素权重，评分如下，试用综合效率法优选设备。

要素 权重（%）

A B

C

得分 得分 得分

可靠

性

35 9 7 8

安全

性

15 10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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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用

性

25 6 9 8

环保

性

15 9 8 8

机动

性

10 10 7 7

合计 100 44 37 38

（权重值 A 0.71,B 0.68,C 0.67, A 优选）

第五教学单元 项目环境影响和劳动安全卫生消防评估

教学日期：2018 年 11 月 29 日

教学学时：2学时

教学目标：掌握项目环境影响和劳动安全卫生消防评估。

教学重点：项目环境影响的原则和内容，方法。

教学难点：项目安全检查表法。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案例分析

教学过程：

一、项目环境影响评估分析

1.项目环境影响评估的概念

大多数项目的建设和生产经营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在项目的研究阶段，就需要对其

未来可能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性进行分析和预估，并提出相应的治理措施。

2.项目环境影响评估的原则和内容

（1）建设地区的环境现状

（2）主要污染物和主要污染源

（3）资源开发可能引起的生态环境变化

（4）采用的环境保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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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控制污染和生态变化的初步方案

（6）环境保护治理措施方案的比选和评估

（7）环境保护投资估算

（8）环境影响评估结论及分析

3.项目环境评估的方法

（1）市场价值法：即利用因环境质量变化而引起的产品产量 和利润的变化，来评

估环境质量变化的经济效果分析方法。

S—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的价值损失 V-受污染或破坏物种的市场价格

ΔRi-某种产品受 i 类污染或破坏程度的损失产量，i 一般分为 三类（1，2，3）

分别表示轻度污染、严重污染或遭到 破坏。它的计算与环境要素的污染或损失过程有

关。

ΔRi=Mi(R0-Ri)

（2）人力资本法：是指劳动者受到教育、培训、实践经验、迁移、保健等 方面的

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亦称“非物力资本”。

（3）资产价值法：资产价值法是利用替代或相应产品的价格，来估计 无价格的环

境产品或劳务。

B—效益的变化，可以是由于项目引 起的效益损失,也可能是效益增加

a -边际支付意愿

Qi - Qi1 - 变化前和变化后 的环境质量

（4）工资差额法：利用环境质量不同条件下的工人工资的差异，来估 计环境质量

变化造成的经济损失或带来的经济效益。

（5）防护费用法：防护费用是指人们为了减少和消除环境污染或生态恶化的影响

而支付的费用

防护费用法采取补偿的方法对环境进行估价，也即以个人在自愿基础上为消 除

或减少环境恶化的有害影响而承担的防护费用作为环境产品和服务的 潜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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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恢复费用法：由于建设项目或环境管理措施不当造成环境质量下降,以及 由

此造成其他生产性资产损害,恢复环境质量或生产性 资产的初始状态所需的费用可作

为估计环境效益损失的 最低期望值.

二、项目劳动安全卫生消防评估

1、劳动安全卫生与消防预评估的概念

即是在工程项目建设前期的决策阶段预先进行的安全卫生评估。它是可行性研

究过程中进行的。

2、劳动安全卫生与消防验收评估

验收评估是指在工程项目建设施工时期竣工验收前的试运行阶段所进行的安

全卫生消除检查评估。

3、劳动安全卫生与消防现状评估

现状评估是指在工程项目竣工投产后生产运行了一定时间，达到全部设计生产

能力的正常生产年份内，对工程项目所进行的劳动安全卫生消防的评估。

4、劳动安全卫生与消防评估的方法

（1）安全检查表是进行安全检查、发现潜在危险、督促各项安全法规、制度、

标准实施的一个较为有效的工具。它是安全系统中最基本、最初步的一种形式。

（2）灾害模型评估法：根据火灾爆炸的不同类型可分为：蒸气云爆炸模型、

沸腾液体扩展蒸气云爆炸模型和池火灾模型等三种不同数学模型计算方法，得

出不同火灾类型 对人员伤害和对周围建筑物产生的破坏与损伤程度，以及财

产的危害性与损失程度，有针对性地 提出生产技术和管理安全防范措施和卫

生保健措施。

（3）事故树评估法是从要分析的特定事故或故障（顶上事件）开始，层层分

析其发生原因，直到找出事故的基本原因（底事件）为止。

（4）火灾、爆炸指数评估法是根据以往已经发生过的类似事故的统计资料，

以及火灾爆炸的潜在能量和现行安全措施为依据，定量地对拟建项目的工艺装

置及其所含无聊的实际潜在火灾、爆炸和反应危险性进行分析评价，然后再对

相关的安全措施对这种危险性的弥补作用用进行分析评估。

复习思考题与习题

一、关键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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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环境评估的方法

二、思考题

1、环境影响评估的内容有哪些？

2、劳动安全卫生与消防评估的方法有哪些？

第六教学单元 投资项目资金估算

教学日期：2018 年 12 月 11 日

教学学时：6学时

教学目标：投资项目投资构成，资金估算。了解项目总资金与年度资金估算评估。

教学重点：投资项目投资资金，流动资金估算。

教学难点：项目总投资构成。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案例分析。

教学过程：

第一节 项目总投资构成

一、项目总资金指投资项目从建设前期准备工作开始到项 目全部建成投产为止所

发生的全部投资费用，也即 该投资项目有计划地进行固定资产再生产和形成相 应的无

形资产、递延资产和流动资金的一次性费用 总和；反映项目建设期末的投资总额。

投资项目总投资是由建设投资、建设期利息和流动资金三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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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建设投资估算与评估

建设投资及构成分类

一、静态投资资金估算

1、建筑工程费估算

为建造永久性和大型临时性建筑物和构筑物所需 要的费用；如场地平整、厂房、

仓库、电站、设备基础、工业窑 炉、矿井开拓、露天剥离、桥梁、码头、堤坝、隧道、

涵洞、铁路、公路、管线敷设、水库、水坝、灌区等。

建筑工程投资估算常用方法：

①单位建筑工程投资估算法。

建筑工程投资估算 =单位建筑工程量投资 ×建筑工程总量

如：

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单位房屋建筑面积（m2）

工业窑炉砌筑——单位容积（m3）

水库——水坝单位长度（ m ）

铁路路基——单位长度（ 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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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单位实物工程量投资估算法。

建筑工程投资估算 =单位实物工程量投资×实物工程总量

如：

土石方工程——m3

矿井巷道衬砌工程——m

路面铺设工程 ——m2

③概算指标投资估算法。

按照设计概算方法进行分部分项工程详细估算

2、设备及工器具购置费估算

设备购置费 = 设备原价或进口设备到岸价＋设备运杂费

设备运杂费= 设备原价×设备运杂费率

价值较小——按类统计

价值高或主要设备——单台（套）估算

工器具及生产家具购置费额= 设备购置费× 定额费率

国内设备的价格估算

国产标准设备原价

（1）出厂价

（2）设备成套公司供应——合同价

国产非标准设备原价

（1）依据制造图纸，委托机械制造厂加工或施工企业在工厂制造或 施工现场加

（2）根据设备的类型、材质、结构、重量等逐台计算

国内设备购置费为设备出厂价加运杂费

（1）运输费、装卸费、供销手续费和仓库保管费等

（2）按运杂费率和设备出厂价的百分比计算

进口设备的价格估算

进口设备货价+进口从属费用+国内运杂费

（1）进口设备货价=离岸价×人民币外汇牌价

离岸价

到岸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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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设备到岸价=离岸价＋国外运费＋国外运输保险费

3、安装工程费估算

设备价值百分比法

综合吨位指标法

安装工程费=安装工程实物量×安装费用指标

4、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土地使用费

指项目通过划拨方式取得无限期的土地使用权，依土地管理法等规定所支付

的费用。

（2）建设单位管理费

建设单位管理费是指建设单位从项目开工之日起至办理竣工财务决算之日止

发生的管理性质的开支。

（3）可行性研究费

根据“国家计委关于印发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暂行规定的通知”（计价

格［1999］1283 号）估算。

5、基本预备费估算

基本预备费=基数×基本预备费率

基数：建筑工程费+设备及工器具购置费+安装工程费+ 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取费比例：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的基本预备费率 （5%——8%）

二、动态建设投资费用估算

1、涨价预备费估算

建设期内价格上涨可能引起投资增加而预留的费 用，亦称为价格变动不可预

见费。



48

2、建设期利息估算

采用自有资金付息时，按单利计算：

各年应计利息＝（年初借款本金累计＋本年借款额／2）×名义利率

建设期不支付利息，项目投产后偿还的，则需要从建设 期开始，采用复利方式

计息时：

各年应计利息＝（年初借款本息累计＋本年借款额／2）×有效利率

三、几种简单估算方法

1.单位生产能力估算法

由已建成的性质类似的建设项目的单位生产能力 投资乘以拟建项目的生产

能力来估算拟建项目的投资额。该方法将项目的建设投资预期生产能力的关系视

为简单的线性关系

2.生产能力指数法

是根据已建成的、性质类似的建设项目或生产装 置的投资额和生产能力来估算

拟建项目的投资额。该方法将项 目的建设投资预期生产能力的关系视为非线性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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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比例估算法

是根据统计资料，先求出已有同类企业主要设备 投资占全厂静态建设投资的比例，然后再

估算出拟建项 目主要设备的投资额，则可按比例求出拟建项目的静态 建设投资。

4.百分比估算法

根据经验，主要设备与其它辅助设备之间，往往存在着一 定的比例关系。同

样设备安装费和购置费间也有一定的比例关系。

以拟建项目的设备购置费为基数进行估算

设备购置费是主要部分，并且可以借鉴同类项目中 建筑工程费和安装工程费

占设备购置费的百分比

C=E(1+ f1P1 +f2P2)+I

C 为拟建项目的建设投资；E为根据设备清单按现行价格计 算的设备费（包

括运杂费）的总和；P1，P2 为已建成项目中 的建筑、安装及其他工程费用分别

占设备费的百分比；f1，

f2 为由于时间因素引起的定额、价格、费用标准等变化的综 合调整系数；I

为拟建项目的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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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资金周转率法

资金周转率=年销售总额/投资额=(产品的年产量×产品单价)/投资额 投

资额=(产品的年产量×产品单价)/资金周转率

第三节 项目流动资金估算

一、分项详细估算法

1、流动资金的构成

2、 流动资金估算

（1）现金的估算：停留于货币形态的那一部分资金，包括企业库存现金和银

行存款 。

（2）应收账款的估算：企业已对外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尚未收回的资金，包

括很多科目，在项目评估时，只计算应收销售款。

应收账款=销售收入\应收账款周转次数

（3）存货的估算

存货：原材料、辅助材料、燃料、低值易耗品、修理 用备件、包装物、在产

品、自制半成品和产成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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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流动负债的估算

流动负债是指在一年（含一年）或者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内，需要偿还的

各种债务。我们一般只考虑应付账款和预收账款。

预收账款=年预收营业收入/预收账款周转次数

（5）铺底流动资金的估算

据国家现行规定，新建、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必须 将项目建成投产后所需

的 30％铺底流动资金列入投资 计划，铺底流动资金不落实的项目，国家不予批准立 项，

银行不予贷款。

铺底流动资金＝流动资金×30%

铺底流动资金必须由自有资金来解决

（6）扩大指标估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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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思考题

一、关键名词

项目投资资金的构成

二、思考题

1、项目建设投资资金估算的方法有哪些？

2、项目流动资金估算的方法有哪些？

第七教学单元 项目融资方案评估

教学日期：2018 年 11 月 26 日

教学学时：6学时

教学目标：了解项目的融资目标与融资组织形式及几种常见的融资模式。

教学重点：项目的融资成本的计算方法。

教学难点：项目的融资结构及风险的分析方法。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案例分析。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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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融资目标和融资主体评估

（一）融资方案分析评估一般是在项目投资估算的资金总 用量的基础上，分析项

目建设资金和流动资金的来 源渠道及筹措方式，明确项目融资主体，设定初步 融资方

案。

通过对项目初步融资方案的资本结构、融资成本、 融资风险等方面的合理性和可

靠性的分析论证，结 合融资后财务分析评估，比选和优化拟订的初步融 资方案，

从中选择资金获取方便、融资方式合适、 资金来源来靠、融资结构合理、融资成

本最低和融 资风险最低的方案。

（二）项目融资主体

1. 新设项目法人

项目投资由新设项目法人筹集的资本金和债务资金构成；

由新设项目法人承担融资责任和债务融资风险；

从项目投产后的经济效益考察偿债能力。

2. 既有项目法人

由既有法人组织融资并承担融资责任和风险；

依托既有法人的资产和信用，形成增量资产；

从既有法人的整体财务状况考察偿债能力。

二、项目资金来源分析评估

（一）项目资金的筹措渠道

1.项目法人自有资金

2.政府财政性资金

3.银行等金融机构信贷资金

4.证券市场资金

5.外国政府、境外企业、团体 个人等资金

6.国内外企业、机构和个人 捐赠资金

（二）项目债务资金来源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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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贷融资

采用此方案需说明拟提供贷款的机构及其贷款条件，包括支付方式、贷款期限、

贷款利率、还本付息方式及其他附加条件等。

2.债券融资

即是指项目法人以自身的财务状况和信用条件为基础 ，通过发行企业债券或发行境外债券

来筹集资金，用于项目建设投资的方式。适用于资金需求大、偿债能力较强的项目。

3.融资租赁

即资产拥有者将资产租给承租人在一定时期内使用 ，由承租人分期支付租赁费

的融资方式。

（三）项目资本金的来源渠道和筹措方式

资本金的特点：

由投资者认缴；

非债务性资金（项目法人不承担这部分资金的任何利 息和债务）；

投资者按其出资的比例依法享有所有者权益；

可转让其出资，但一般不得以任何方式抽回。

1.发行普通股

2.发行优先股

3.吸收直接投资

4.企业内部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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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几种常见的融资模式

1.BOT 模式

BOT 融资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主要针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能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减轻政府的负债

有利于转移和降低风险

有利于提高项目的运作效率

提前满足社会和公众的需求

有利于加强国际经济合作

2.TOT 融资模式

3.ABS 融资模式

ABS 模式是以项目所属的资产为支撑的证券化融资方式。以项目所拥有的资产为

基础，以该项目资产可以带来的预期收益为保证，通过在资本市场上发行债券筹集资金

的一种项目融资方式。

ABS 模式的目的在于，通过其特有的提高信用等级方式，使原本信用等级较低的

项目进入高信用等级证券市场，利用该市场信用等级高、安全性好、流动性高、利率低

的特点大幅度降低发行债券筹集资金的成本。

（三） 融资成本分析评估

1.融资成本的概念

是指企业（项目）为了筹集和使用资金而付 出的全部费用。包括资金筹集费用

和资金占用费用。

2.个别资金成本

（1）.银行借款的资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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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利息和筹资费用

借款利息计入税前成本费用，使企业少缴了一笔所得税，企业实际负担的借款

利息费用应扣除相应的所得税税额。

分别计算建设期和运营期的利息，确定银行借款的资金成本

（2）.债券的资金成本

3.综合资金成本分析

加权平均资金成本

用加权平均来计算全部资金来源的综合资金成本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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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各种资金占全部资金的比重为权数，对个别资 金成本进行加权平均确定

四、融资结构和融资风险分析

融资结构指的是投资项目融资方案的 总资金构成中各类融集资金所占的比 例。

融资结构分析主要包括

资产负债结构分析（即资本金与债务资金的比例分析）

权益投资结构分析（即资本金内部结构比例分析）

负债融资结构分析（即债务资金结构比例分析）

1.资产负债结构分析

2.权益投资结构分析

国内与国外股东投资比例

普通股与优先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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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股东之间普通股控股比例结构

3.负债融资结构分析

各种负债融资方式的债务金额比例结构和期限结 构

提供债务资金的方式、附加条件、利率、汇率、 还款方式

内债与外债比例、政策性银行与商业性银行的贷 款比例及信贷资金、债券资金与融

资租赁等比例。

4.确定合理债务资金结构 考虑的因素

合理搭配债务期限，大型项目宜采用长期负债为 主；

债务偿还采取“先高利率后低利率”、“先硬贷 款后软贷款”；

产品内销项目不用外债；

选择可自由兑换货币；

合理选择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

（二）项目融资风险分析评估

导致资金不落实的原因很多，主要包括：

已承诺出资的股本投资者由于出资能力有限（或者由于 拟建项目的投资效益缺乏

足够的吸引力）而不能(或不 再)兑现承诺；

原定发行股票、债券计划不能实现；

既有企业法人由于经营状况恶化，无力按原定计划出资；

由于经济金融等政策变化，导致出资人或贷款银行无力 实现出资承诺；

投资估算不准确或由于工程方案变化等原因，出现资金 缺口。

复习思考题与习题

一、关键名词：

项目融资目标，组织形式，资金来源，常见的几种融资模式。

二、复习思考题

1、项目筹措资金的渠道有哪些？

2、通过发行股票来戳错资金的特点有哪些呢？

第八教学单元 项目投资效益评估

教学日期：2018 年 12 月 11 日

教学学时：6学时

教学目标：掌握财务效益的基本原理及方法，如何合适地用于评估的各种参数。了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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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分析财务报表。

教学重点：财务评估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如何合适地用于评估的各种参数。

教学难点：计算相关评估指标。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案例分析。

教学过程：

一、财务效益评估概念

财务效益评估是指在财务基础数据测算的基础上，按国家现行财税制度、现行价格

和有关法规规定，分析评价项目的费用和效益，从而考察项目的获利能力、清偿能力和

外汇效果，以判断项目财务的可行性。

（一）财务效益评估意义

1.财务效益评估是项目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

2.财务效益评估是银行贷款决策的主要依据；

3.财务效益评估是有关部门审批项目的重要依据。

（二）财务效益评估的基本目标

1.盈利能力；

2.清偿能力；

3.外汇效果。

（三）财务效益评估原则

1.效益与费用计算价值尺度一致的原则；

2.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相结合，以动态分析为主的原则；

3.以预测价格为原则。

（四）财务效益评估方法

1.静态法

静态法没有考虑资本金的时间价值和项目整个经济寿命期各年的获利能力，是一种

简便的分析评价方法。

2.动态法

动态法考虑资本金的时间价值和项目整个经济寿命期内各年现金流量的变化，是一

种较之静态法更为复杂、比较准确的评价方法。

（五）财务效益评估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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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内容 财务基本报表
财务评估指标

静态指标 动态指标

盈利能力

全部投资现金流

量表
全部投资回收期

净现值

净现值率

内部收益率

自有资金现金流

量表

损益表

投资利润率

投资利税率

资本金利润率

清偿能力

资金来源与运用

表

资产负债表

借款偿还期

资产负债表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外汇效果 外汇平衡表 换（节）汇成本

二、财务盈利能力评估

（一）静态指标

1．
100% 

年利润总额
投资利润率

总投资额

2．
100% 

年利税之和
投资利税率

总投资

3．
100% 

税后年利润额
资本金利润率

资本金

式中：税后年利润额=年利润总额—年所得税；资本金—项目全部注册资金

4.静态投资回收期 tP

其表达式： 1
( ) 0

Pt

t
t

CI CO


 

式中： ( )tCI CO —项目第 t年的净现金流量。

其计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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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 =累计净现金流量开始出现正值的年份数—1


上年累计净现金流量的绝对值

当年净现金流量

（二）动态指标

1.动态投资回收期 'tP

其表达式：

'

1
( ) (1 ) 0

Pt
t

t c
t

CI CO i 



  

式中： (1 ) t
ci  —按基准折现率 ci 第 t年的折现系数

其计算式：

1

1' 1

m

t

t
m

NPV
P m

NPV



  


式中：m—累计净现值开始出现正值的年份；

1

1

m

tNPV



—从 1至 m-1 年的累计净现值的绝对值；

mNPV —m年的净现值。

2．财务净现值 FNPV

其表达式： 1
( ) (1 )

n
t

t cFNPV CI CO i   

判别准则： 0FNPV  项目可行；否则，项目不可行。

3．财务净现值率 FNPVR

其计算式：

FNPVFNPVR
Ip



式中： Ip—全部投资现值。

4．财务内部收益率 FIRR

其表达式： 1
( ) (1 ) 0

n
t

tCI CO FIRR   

FIRR 几何含义为 FNPV（i）变化曲线与横座标 i的交点。

试算法计算式：

1
1 2 1

1 2

( )FNPVFIRR i i i
FNPV FN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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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1i —先假设收益率，一般可取实际贷款利率或基准收益率 ci 。求得净现值

1FNPV
，其值为正；

2i —后假设收益率，代入表达式求得净现值 2FNPV
，其值为负。

使用时注意： 2 1( ) 5%i i 
，理想为 1-2%。

判别标准： cFIRR I
，项目可行；否则，项目不可行。

使用中有多解和无解的问题。多解多出现在技术改造和扩建项目中，此时，要用其

真实含义检验其真价。无解时要改用其他指标，如用 FNPV 来评价项目的可行性。FIRR

不能用于多项目的优选上，有时会出现与 FNPV 指标相反的结果。

三．财务清偿能力评估

财务清偿能力评估主要是考察项目财务情况及偿债能力。

（一）借款偿还期

1．国内借款偿还期 dP

其表达式： 1

dP

d
t

I Rt




式中： dI —固定资产投资国内借款本金和建设期利息之和；

tR—第 t年可用于还款的资金，包括利润、折旧、摊销及其他还款资金。

其计算式：


当年应还借款额

借款偿还期 借款偿还后开始出现盈余的年份数-开始借款年份+
当年可用于还款额

2. 国外借款偿还期

（1）等额还本付息额
, ,AA P i nP

   

式中：P—建设期末国外借款本息和

每年支付利息=年初借款本金累计×年利率

每年偿还本金=A－当年应计利息

（2）等额还本，利息照付

每年应支付利息=年初借款本金累计×年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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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每年偿还本金
偿还期

（二）“三率”计算

“三率”为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

其值 一般在 1.0—1.2 为适合

四、财务外汇效果分析

（一）外汇平衡分析

外汇平衡分析主要是考虑评价项目建成投产后外汇收支平衡能力。通过编制财务外

汇平衡表反映出来。其关键是正确计算项目经济寿命期内各年的外汇来源和外汇支用，

在此基础上分析项目各年的外汇盈余或短缺情况，分析可能给国家外汇状况带来的影

响。

（二）外汇流量分析

1、外汇流量分析

式中：（FI —F0）t——第 t 年财务外汇净现金流量；i——折现率，一般可取外

汇款贷款利率。

指标为正值，项目是可取的；否则，项目是不可取的。

3、财务换汇成本

其计算式：

。其值要小于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负债率 1%100.1 

为合适。其值
流动负债总额

流动资产总额
流动比率 0.22.1%100.2 

%100-%100.3 
流动负债

存货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速动资产
速动比率

t
n

tf iFFIFNPV  )1()0(2
1

、财务外汇净现值

当时汇率
美元

人民币财务换汇成本 


















n
t

t

n
t

t

iFFI

iDR

1

1

)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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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值低于当时汇率，项目是可取的；否则，项目不可取。

4、财务节汇成本

其计算式：

DRt—项目第 t年为生产出口产品或进口产品而投入的国内资源。

其值低于当时汇率，项目可取；否则，项目不可取。

复习思考题与习题

一、关键名词：

财务效益评估，意义，目标，原则，方法；静态指标；动态指标；投资回收期；净

现值；净现值率；内部收益率，换（节）汇成本；基准收益率；判别准则；借款偿还期；

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

二、复习思考题

1、财务效益评估、意义、主要目标和基本报表？

2、财务盈利能力指标？静态与动态有何区别？

3、内部收益率、几何含义、计算方法、判别准则，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应如何处

理？

4、投资回收期、静态与动态，两者有何区别？为何动态投资回收期要大于静态投

资回收期？

5、反映项目清偿能力指标有哪些？

三、习题

1、某项目建设期 2年，第一年投资 100 万，第二年 150 万，第三年投产并达设计

产量，每年销售收入 200 万，销售税率 10%，经营成本 120 万，经济寿命期 15 年，基准

折现率为 12%，求静态、动态回收期、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并判别其可行性。绘制累

计净现金流量与净现值变化曲线，标出 Pt 和 Pt’点。绘制按 FIRR 值折现的累计净现值

当时汇率
美元

人民币财务节汇成本 


















n
t

t

n
t

t

iFFI

iDR

1

1

)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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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曲线，并加以分析比较。（Pt=6.16 年，Pt’=9.8 年）

2、某项目净现金流量如下表：求 FIRR？

年份 0 1 2 3 4 5

净现金流量、万 -1000 -800 500 800 1000 1200

4、已知资产负债表上的流 3、某项目初投资 870 万，第二年达产，每年净收入 300

万，ic=20%，n=10 年，试进行财务评价。

动资产为 120 万元，其中存货 40 万元，如果流动比率 2.4,则速动比率为（ ）

A、2 B、0.8 C、1.2 D、1.6

（D）

5、某项目投产后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年营业成本 380 万，其中折旧 150 万元，

所得税率 33%，则项目投产后年净现金流量为（ ）

A、80．4 万 B、230.4 万 C、120 万 D、234.5 万

（A）

6、某项目现金流量如下：

年份 0 1 2 3 4

净现金流量，万 -100 50 36 23 11

这是一个常规项目，求其唯一一个内部收益率，并用尚未收回投资收益率（真实含

义）和初投资收益率（错误含义）分别进行真值检验之

（IRR=10%）

第九教学单元 项目国民经济效益评估

教学日期：2018 年 12 月 24 日

教学学时：6学时

教学目标：理解项目国民经济评估与财务效益评估的区别，掌握国家参数的计算方法。

教学重点：项目国民经济效益与费用分析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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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难点：计算各种货物的影子价格。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案例分析。

一、国民经济效益评估是按照资源合理配置的原则，从国家整体角度考察项目的效

益和费用，用货物影子价格、影子工资、影子汇率和社会折现率等国家经济参数分析、

计算项目对国民经济的净贡献，评估项目的经济合理性。其评估目的：

1、合理配置有限资源；

2、真实反映项目对国民经济的净贡献；

3、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国民经济的评价对象

1、涉及国民经济若干部门的重大工业项目和重大技术改造项目；

2、严重影响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

3、有关稀缺资源开发和利用的项目；

4、涉及产品或原料进出口或替代进出口的项目，以及产品和原料价格明显失

真的项目

5、技术引进，中外合资经营项目

国民经济评价与财务评价异同点分析

相同点：评价目的、基础、经济寿命期、基本方法和指标相同。

不同点：评价目标、价值尺度、折现率和汇率不同。

国民经济评价的步骤

1、收集和整理有关数据资料

2、费用与效益的识别；

3、价格调整；

4、计算费用和效益

5、编制评估报表，计算并分析有关评价指标；

二、费用与效益的识别

（一）费用是指因项目的存在而使国民经济所付出的代价，有：

1、直接费用，指项目直接使用投入物所产生并在项目范围内计算的经济费用，

亦称内部费用。

2、间接费用，指由项目引起在直接费用中未得到反映的那部分费用，亦称外

部费用。这部分费用目前主要是项目所造成的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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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效益，主要是指项目产出对国民经济所做出的贡献，有：

1、直接效益，是由项目产出物产生并在项目范围内计算的经济效益，亦称内

部效益。

2、间接效益，是指由项目引起的而在直接效益中未得到反映的那部分效益，

亦称外部效益。

（三）转移支付

转移支付是指财务效益评估中某些费用和效益以货币形态在项目社会经济实

体之间相互转移，而不同时发生资源相应变动的经济现象，在国民经济评价中，既不是

效益，也不是费用，应予以剔除。

主要有：

1、税金；

2、补贴；

3、利息；

4、土地使用费；

三、国家参数

国家参数有

1、判断参数，是项目判断的标准和取舍的依据，如社会折现率
%12si 。

2、计算参数，是项目经济评估中费用和效益的计算基础，如影子价格、影子

汇率、影子工资和转换系数等。

（二）影子价格

影子价格是线性规划的对偶解，其经济含义为经济资源得到最充分利用时最合

理的价格。其确定原则是机会成本和消费者支付意愿，实际可用国际市场价格来定价。

（三）社会折现率

社会折现率是资金的影子价格，也是资金的机会成本，反映国家对资本金时间

价值的估量和资本金的稀短程度，我国目前为 12%。

（四）影子汇率

影子汇率是外汇的影子价格，我国换算式为：

影子汇率=影子汇率换算系数×官方汇率

我国目前影子汇率换算系数为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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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汇率可用国家定期发布的外汇牌价。

（五）影子工资

影子工资是劳动力的影子价格，应以劳动力的机会成本来度量。

影子工资=名义工资×工资换算系数

名义工资包括财务工资和福利费

（六）贸易费用率

贸易费用是指物质系统，外贸公司和各级商业批发站等部门花费在货物流通过

程中，以影子价格计算的费用，（长途运输费用除外）。贸易费用率是用以计算贸易费

用的一个综合比率系数，目前我国为 6%。

贸易费用计算式：

1、进口物贸易费=到岸价×影子汇率×贸易费用率

2、出口物贸易费=离岸价 FOB×影子汇率×贸易费用率

3、非贸易物贸易费=出厂影子价×贸易费用率

四、国民经济评价中的价格调整

调整范围：

1、价格严重不合理、价差大的投入物和产出物；

2、投入量和产出量大的，在费用和效益计算中比重大，影响大的投入物和产

出物；

1、外贸货物，是其生产、使用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国家进出口水平的货物；

2、非贸易货物，是其生产或使用将不影响国家进出口水平的货物；

3、特殊投入物，指劳动力和土地。

价格调整方法

外贸货

1、产出物

影子价格=离岸价 FOB×影子汇率-国内运费-贸易费

2、投入物

影子价格=到岸价 CIF×影子汇率+国内运费+贸易费

非外贸货

1、产出物、按国内市场供需关系决定其影子价格：

2、投入物，按其供给方式决定其影子价格。



69

3、成本分解法：是确定非贸易货物影子价格的一种重要方法，用此法按边际

成本构成要素，对货物进行分解，分解为贸易货物，非贸易货物、土地、劳动力和资金、

贸易货物按国际市场价格计算，非贸易货物和特殊投入物按影子价格定价。如果它的价

值很大，则需进行多次分解，最后分解成贸易货物和劳动消耗两个组成部分，分别按口

岸价定价。综合加总，便可得到该货物的分解成本。

4、换算系法

非贸易货物影子价格=财务价格×换算系数

特殊投入物

1、影子工资=财务工资×工资换算系数

2、土地使用费用，用占用土地的机会成本来计算

五、国民经济效益评估报表和指标

（一）国民经济效益评估报表

1、国民经济效益费用流量表（全部投资）

2、国民经济效益费用流量表（国内投资）

3、经济外汇流量表

（二）国民经济效益评价指标

1、经济净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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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判别准则：ENPV≥0

2、经济净现值率 pI
ENPVENPVR 

可行性判别准则：ENPVR≥0

净现值率最大化有利于实现有限资金的最优利用。

3、经济内部收益率 EI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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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试算法求解，其可行性判别准则： siEIRR 
。

4、经济外汇净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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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判别准则：
0fENPV

5、经济换（节）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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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判别准则：它应小于或等于当时的汇率。

六、社会效果评价

（一）收益分配效果

1、
%100

年国民收入净增值

福利正常生产年份职工工资
职工分配指数

2、
%100




年国民收入净增值

其他收益折旧年净利润
企业分配指数

3、
%100




年国民收入净增值

股息年利润保险费年折旧年税金
国家分配指数

4、
%100




年国民收入净增值

社会公共福利基金年后备基金年扩建基金
未分配增值指数

以上四项分配指数之和应等于 1。

地区分配效果

%100



年国民收入净增值

年福利收入年税金年利润年工资
地区分配指数

国内外分配效果

1、
%100

项目总净增值

留存国内净增值
国内分配指数

2、
%100

项目总净增值

汇出国外的净增值
国外分配指数

以上两次之和应为 1，而且国内分配指数＞国外分配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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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劳动就业效果

定额指标万元人
项目总投资

新增总就业人数
总就业效果  ]/[

或：
定额指标人万元

新增总就业人数

项目总投资
总就业效果  ]/[

总就业效果分直接就业效果和间接就业效果

直接就业效果为直接就业人数与项目总投资之比，或反之；间接就业效果为间

接引起就业人数与项目总投资之比或反之。

（三）自然资源耗损效果

1、
行业规定定额万元吨标准煤

项目年国民净增量

年综合能源消耗量
综合能耗指标  ]/[

2、
行业规定定额万元吨

项目年国民净增量

年水资源消耗量
综合水耗指标  ]/[

3、
行业规定定额万元亩

项目总投资

项目占用耕地面积
占用耕地指标  ]/[

（四）环境保护效果

1、环保效果

环保效果可用项目环保措施费用最小来评价，其表达式：

min],,/[],,/[
1

0  


tiAPCtiFPKKP t

n

t
t

上式中：P—为项目环保措施费用现值；

0K —为项目环保措施初始投资；

tK —为项目第 t年追加环保投资；

tC —为项目第 t年环保经常年费用；

n—为项目环保措施服务年限。

2、环保质量

环境质量指数 n
Q
Q

R

n

i ie

i

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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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项目排放污染物种类数，如废气、废水、废渣、噪声和放射物等；

iQ —第 i种污染物排放量；

ieQ —国家规定第 i种污染物最大排放量。

如果项目对环境影响很大，也比较复杂，则对各污染物影响环境程度给予不同

的权重，而后再求加权平均：

环境质量指数






 n

i
i

i

n

i ie

i

i

W

W
Q
Q

R

1

1

式中： iW —为第 i种污染物对环境影响的权重。

复习思考题与习题

一、关键名词

内部费用；外部费用；内部效益；外部效益；国家参数；影子价格；影子工资；

影子汇率；社会折现率；转移支付；外贸货物；非外贸货物；特殊投入物；经济内部收

益率；经济净现值；经济（节）换汇成本。

二、复习思考题

1、国民经济效益评估含义、特点、目的和对象？

2、国民经济效益评估与财务效益评估异同点？

3、国民经济效益评估步骤，费用与效益的识别和度量？

4、国家参数有哪些，为什么要用机会成本和影子价来计量费用与效益？

5、国民经济评价中，如何进行产出物和投入物的价格调整。

6、国民经济评价指标有哪些？其可行性判别准则如何？

7、社会效果评价有哪些，如何评价环境保护效果？

三、习题

1、影子汇率可以认为是（ ）

A、官方汇率 B、套算汇率 C、即期汇率 D、远期汇率

E、外汇的机会成本

2、确定外贸货物影子价格的基础是（ ）

A到岸价 CIF B、离岸价 FOB C、口岸价 D、国内市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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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自行设计实例数据，计算占用农田的土地费用。

4、请自行设计实例数据，计算分析，社会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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