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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管理会计应用指引第 406 号——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是指企业对其一定期间内的经营

成果，按照区域、产品、部门、客户、渠道、员工等维度进行计量，

分析盈亏动因，从而支持企业精细化管理、满足内部营运管理需要的

一种分析方法。 

第二条 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适用于市场竞争压力较大、组织结

构相对复杂或具有多元化产品（或服务）体系的企业。企业应用多维

度盈利能力分析工具方法，还要求具备一定的管理水平。 

 

第二章 应用环境 

第三条 企业应用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工具方法，应遵循《管理

会计应用指引第 400 号——营运管理》中对应用环境的一般要求。 

第四条 企业应用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工具方法，应按照多维度

划分管理职责，建立内部经营评价和成本管理制度，并按照管理最小

颗粒度进行内部转移定价、成本分摊、业绩分成、经济增加值计量等。 

管理最小颗粒度，是指企业根据实际管理需要与管理能力所确定

的最小业务评价单元。 

第五条 企业应用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通常需构建多维度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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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分析信息系统、模块或工具，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和规范，及时、

准确、高效地获取各维度管理最小颗粒度相关信息。 

 

第三章 应用程序 

第六条 企业进行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一般按照确定分析维度、

建立分析模型、制定数据标准、收集数据、加工数据、编制分析报告

等程序进行。 

第七条 企业应根据组织架构、管理能力，以及绩效管理、销售

管理、渠道管理、产品管理、生产管理、研发管理等管理需求，确定

盈利能力分析各维度的类别，通常包括区域、产品、部门、客户、渠

道、员工等。 

第八条 企业应以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利润总额、净利润、经

济增加值（EVA）等核心财务指标为基础，构建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

模型（见附录 1）。 

业财融合程度较高的企业可将与经营业绩直接相关的业务信息

如销售量、市场份额、用户数等纳入多维盈利能力分析模型。 

金融企业在构建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模型时，可加入经风险调整

后的经济增加值（EVA）、风险调整资本回报率（RAROC）等指标。 

第九条 企业应根据盈利分析各维度的分类规则和所构建的分析

模型统一制定统一的基础数据标准和数据校验规则，保证各维度盈利

能力分析数据基础的一致性，并通过系统参数配置、数据质量管控等

在信息系统中予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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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企业应根据管理最小颗粒度确定数据源的获取标准，从

信息系统中收集基础数据。有条件的企业可建立数据仓库或数据集市，

形成统一规范的数据集。 

第十一条 企业根据管理需求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加工，一般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一）按照管理最小颗粒度进行内部转移定价、成本分摊、业绩

分成及经济增加值计量等，并根据盈利能力分析模型，生成管理最小

颗粒度盈利信息。 

1．企业应遵循《管理会计应用指引第 405 号——内部转移定价》

的一般要求，确定内部转移价格。 

2．企业应遵循“谁受益、谁负担”原则,通过建立科学有效成本

归集路径，将实际发生的完全成本基于业务动因相对合理地分摊到管

理最小颗粒度，进行成本分摊。 

3．企业应依据业绩匹配原则，合理选择方法，对业务协同产生

的业绩进行分成。 

4．企业应遵循《管理会计应用指引第 602 号——经济增加值法》

的一般要求，计量经济增加值。 

（二）企业根据设定的数据标准，按管理最小颗粒度与区域、产

品、部门、客户、渠道、员工等维度的归属关系进行分类汇总，生成

各维度盈利信息。 

第十二条 企业应根据管理需求，进一步整理、分析多维度盈利

能力分析信息，综合使用趋势分析法、比率分析法、因素分析法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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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从不同维度进行盈利能力分析，编制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报告。 

企业应根据报告使用者需求确定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报告的具

体内容，一般包括多维度盈利目标及其在报告期实现程度、整体盈亏

的多维分析、各维度具体盈亏状况及其驱动因素分析（如区域下各产

品、渠道盈利性分析等）、各维度下经营发展趋势分析及风险预警、

下一步的建议措施（如优化资源配置）等。 

第十三条 企业编制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报告时，可采用排序法、

矩阵法、气泡图、雷达图等方法（见附录 2）对各维度盈利能力进行

评估与分类。 

 

第四章 工具方法评价 

第十四条 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的主要优点：可以灵活地支持企

业实现精细化内部管理，为客户营销、产品管理、外部定价、成本管

控、投资决策、绩效考核等提供丰富的相关、可靠的信息。 

第十五条 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的主要缺点：对企业管理能力、

内部治理的规范性和数据质量等要求较高，不易实现。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指引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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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模型示例 

项目 
区域 产品 部门 …… 

大区 城市 型号 批次 XX 部 XX 部 …… 

市场占比        

销售量              

销售收入              

减：销售折扣与折让              

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营业毛利              

减：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税金及附加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减：所得税              

净利润              

减：经济资本占用              

经济增加值（EVA）              

风险调整综合收益（若适

用） 
          

 
  

减：经济资本占用              

经风险调整后经济增加

值（若适用） 
          

 
  

风险调整资本回报率（若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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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评估方法 

 

1．排序法，是指将一定期间内各维度下的指标值进行排序，既

可以按利润贡献度排序，也可以按综合指标总分排序，由高到低或按

设定的标准分段。 

2．矩阵法，是指将一定期间内各维度下的指标值纳入盈利矩阵

的相应位置，以表示其盈利能力的类型。通常盈利矩阵以成本类指标

为横坐标，以利润类指标为纵坐标，组合成四个象限。 

3．气泡图，是指将一定期间内各维度下的指标值按其数值大小，

以气泡大小列示于坐标图中，以直观表示其盈利能力。 

4．雷达图，是指将一定期间内各维度下重要指标值纳入雷达图

中，同时展示各维度下盈利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