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伊利公司财务报告分析(汇总5篇)
随着个人素质的提升，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在写
报告的时候要注意逻辑的合理性。报告书写有哪些要求呢？
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报告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
告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伊利公司财务报告分析篇一

医院的财务分析要想真正的起到作用，必须设置科学合理的
财务分析指标。一般情况下，财务分析指标主要有偿债能力、
赢利能力等。这些财务分析指标能够正确的反映出医院经营
的情况，尤其是为有效地解决医院所面临的财务问题提供了
依据。现阶段，有些医院对财务分析的问题并不是非常的看
重，致使医院出现财务方面的问题时，医院领导无从抓起，
这对未来医院的发展非常不利。

一、医院财务分析的意义

对于医院来讲，其财务分析的依据是财务报表以及与之相关
的资料。财务分析主要是对医院财务情况进行剖析，并以此
为依据对经验成果作出正确的评价，以此显示出医院经营期
间，存在着优势以及劣势，由此促进财务管理工作水平的提
高，为医院的经济决策提供了依据。除此之外，医院财务分
析的意义还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科学合理的财务分析，能够对医院已经实现的经营成果
进行合理评价

现阶段，医院财务报表的内容有医疗收支明细表、基本数字
表、资产负债表等。财务人员借助财务报表，能够充分地认
识到医院现有的偿债能力以及未来的发展能力，这样医院经
营者才能够作出更加合理的决策。



(二)医院通过财务分析，能够使资产结构得到最合理的优化

这对提升现有的经营管理能力有着积极的作用。财务人员借
助财务指标的设置，能够了解到哪些因素阻碍医院发展，这
对充分利用人力、物力资源，提高医院的盈利能力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

二、医院财务分析的方法

(一)趋势分析法

此种方法不但能够应用在相同医院不同时间内纵向分析，还
能应用在不同医院之间的横向分析。借助趋势分析法，财务
人员能够掌握引起医院指标变化的重要因素，进而对医院未
来的发展进行预测。但是财务人员需要格外注意，在计算不
同时期的数据时，计算方法必须相同，并且要将偶然发生的
因素扣除，这样财务数据才能够反映出医院真正的经营情况。

(二)比率分析法

此种方法主要是需要计算结构比率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比率，
以便能够从不同的方面，来反应医院经营现状。但是由于行
业标准不统一，以此判断比率无法确定是高、是低，也许能
够将每个指标的数据数值都能够计算出来，但是却也难以找
到与其能够进行比较的指标。

(三)因素分析法

此种方法主要是指如果某些因素对财务分析指标造成了影响，
如果其他因素没有发生改变，依据顺序确定方法来判断各个
因素之间应该产生的各个变化。因为每个因素变动都会对计
算顺序产生影响，所以运用此方法的重要性就是明确影响指
标的每个因素，同时还需要了解到这些因素对指标能产生多
大程度的影响。



三、医院财务分析指标

(一)偿债能力指标

该财务分析指标主要包括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资产负债
率主要是用负债总额除以资产总额。从这一计算中可以明确
的看出，资产负债率能够有效地显示出企业资产与负债之间
的关系，现如今，其已经成为世界上普遍认可的衡量企业长
时间负债偿还能力的不可缺少的指标。站在经营的角度，医
院的资产负债率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因为过高则表示
医院没有充足的发展资金，经营过程中存在着比较大的风险，
其偿债能力比较差，但是如果过低，则表示医院的外部资金
并未得到充分利用。流动比率主要是通过医院流动资产除以
流动负债计算所得。该指标主要是为了反映出医院所具有的
流动资产在短时间内债务到期之前，能够变现来偿还负债的
能力。影响流动比率的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分别为应收医
疗款，即日常经营过程中，收到的医疗款项、药品周转速度。
因为我国医院属于事业单位，为此，应该执行适度负债的方
法，防止医疗活动受到严重影响。流动比率作为正指标，也
不能过高，过高则说明医院的存货过多或者是待摊费用有所
增加，这就需要财务人员进行分析。通常情况下，流动比例
达到2：1最佳，这说明医院的财务情况保持稳定。

(二)营运能力指标

该指标主要包括应收账款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总资产
周转率等。这其中应收账款周转率是业务收入除以平均应收
账款余额。通过该比率能够表示出应收账款变现情况，以此
采取措施最短的时间内收回应收账款，这样既能够保证医院
短期偿债能力，同时还能够反映出医院在应收账款方面的管
理效率。

(三)盈利能力指标



其主要包括总资产结余率以及业务收入结余率。这其中总资
产结余率主要是通过业务收入结余除以平均资产总额而获得。
该指标能够表示出医院所有的资产具体的获利水平。总资产
结余率与医院的资产结构、管理水平等密切相关。

(四)发展能力指标

该指标主要包括业务收入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业务收入
增长率主要是通过本年业务收入增长额除以上年业务收入。
该比率能够反映出医院的发展趋势以及增加业务收入的能力。
该指标能够反映出医院现有的生存与发展水平。总资产增长
率主要是通过本年总资产增长额除以年初总资产。该比率能
够表明医院本期资产是否实现了增长，以此衡量医院的发展
能力。在财务分析过程中，有关人员应该对资产扩张结构有
所重视，同时对医院的后续发展能力要加以研究，防止医院
资产出现过度扩张的情况。

(五)成本控制指标

该指标主要包括管理费用率、人员经费支出比率。管理费用
率=管理费用/业务支出。医院的管理费用被分摊到医疗支出
和药品支出项目中，在财务报表上没有显示。此比率能够反
映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率。人员经费支出比率=人员经费支
出/业务支出。人员经费支出一般是医院的主要支出，此比率
反映医院人员支出是否合理。提示管理者应当结合医院的`发
展特点和技术状况，合理配置人力资源。

(六)工作效率指标

病床使用率=实际占用总床日/实际开放总床日。此指标反映
医院病床的使用效率和资源利用的有效性。病床使用率过高，
则说明床位比较紧张;若过低，则会浪费医院的资源。病床周
转率=出院人数/平均开放床位数。此比率反映医院资源的使
用效率。病床周转率越高，资源的利用效果越好，工作效率



越高。出院者平均住院天数=出院者实际占用床日数/出院人
数。是反映医院工作效率的重要指标，在保证医疗质量的前
提下，越低越好。

(七)社会效益指标

药品收入比率=药品收入/业务收入。由于医疗机构特殊性，
不仅要追求经济利益，还要顾及社会效益，充分体现医院的
公益性。医院应当不断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减少对药品收入
的过度依赖，切实减轻患者的就医负担。每门诊人次收费水
平=门诊业务收入/门诊人次。对医院而言，应当寻求一个适
当的标准，既可以减少门诊病人的就医费用，又能维持正常
的经营。出院者平均收费水平=住院收入/出院人数。此指标
是一个平均数，应当注意区分病种。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上述介绍的医院财务分析指标，能够全方位
的反映出医院管理的问题。财务分析人员在进行相关指标分
析时，应该考虑到各个指标之间存在着的内在联系，这样比
较复杂的问题才能够便于研究与分析。医院之所以应该进行
财务分析，主要是因为医院经营者通过分析能够了解医院资
产配置是否达到最佳;偿债能力是否出现问题;未来医院能否
向前发展等，由此经营者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做好成本控制
工作，使得资源配置合理有效，由此实现医院的良性发展。

伊利公司财务报告分析篇二

壹号食堂成本利润分析报告（10年10月份）

根据黄愈提供《学生食堂10月份结算表》所示，承包方20xx
年9月营业收入235028.5元；其中卡片消费230540.5元，现金
消费4487.5元。



根据承包方提供原始凭证所示，承包方20xx年10月份直接成
本为：食材+调味品+水电费+燃料费；合计211177.33元。其
中：

1、肉品类64445.43元，占营业额27%；

2、蔬菜瓜果35701.3元，占营业额15.20%；

3、粉档58829元，占营业额25%；

4、糖水档829元；占营业额0.35%；

5、面点档17688.7元；占营业额8%；

6、调味品类22453元；占营业额9.6%；

7、水电费5363.3元；占营业额2.3%；

8、燃料费5868元，占营业额2.5%；

根据承包方提供原始凭证所示，壹号食堂20xx年10月份间接
成本为：人工费+管理费+卫生费+低值易耗类+其他杂费；合
计56746元。其中：

1、人工工资28014元；占营业额11.9%；

2、管理费23502.85元；占营业额10%；

3、低值易耗品类4953元；占营业额2.1%；

4、职工房租、水费177元；

5、卫生费100元。

本月卡片消费总额为74910人/次，人均消费为3.17元/人/次。



其中：

1、中厨42049人/次，占总卡片消费人数56.13%；人均消费
额3.77元/人/次。

2、糖水档6586人/次，占总卡片消费人数8.8%；人均消费
额2.37元/人/次。

3、粉档8051人/次，占总卡片消费人数10.74%；人均消费
额3.57元/人/次。

4、面点档17504人/次，占总卡片消费人数23.4%；人均消费
额1.83元/人/次。

根据承包方提供原始凭证显示，当月各项成本费用合计
为267923.73元，即承包方20xx年10月份总成本率为114%；根
据上述数据计算，承包方20xx年10月份的净利润为元。

本月营业收入比上月减少18468元，同比下降8%；总成本比上
月增长36418.5元，同比增长15.7%；其中：

1、本月卡片消费部分比上月减少7698元，同比下降3.3%；

2、现金消费部分比上月减少10770.4元，同比下降240%；

9、燃料费比上月增长2433元，同比增长70.8%；

10、人工福利比上月减少4436元，同比下降15.5%。

1、营业收入分析。

根据黄愈（制表人）提供的《学生食堂9月份结算表》所示，
本月卡片消费部分的收入总金额比上月减少7698元，同比下
降3.3%；主要是因为新增“快餐部”分流客源所致，另一部



分来自刚开学新生和家长、工作人员使用现金消费，以及校
方3910元招待券。这一点从卡片消费人数的相应下降得到验
证。从卡片消费金额与卡片消费人数（下降5%）的递减比例
来看，属于正常的市场分流。按照3.17元/人/次的餐标来计
算，至少有4286人/次x3.17元/人=13586.62元的营业额被分
流。

现金消费收入部分比上月减少10770.4元，同比下降240%，再
对比卡片消费额和消费人数的同比数据，就显得极为反常。
这意味着10月份大致有10770.4元/3.17元/人/次=3177人/次
的消费者无故减少。学院是一个典型的闭环市场，无论是消
费需求的总量还是消费总人次都相对稳定，因此，卖方的营
业额和成本也都是相对稳定的和可以预期的。一般说来，只
要有一定的餐饮经营经验，就能够做到低库存甚至零库存。
而根据承包方提供的原始凭证，再参照十月份的营业额来看，
承包方应该库存量巨大。出现此种情况的可能性有三：

一是出现了新的餐饮消费热点，且无刷卡机，因此吸引了大
量的持现金消费人群。

二是因刷卡人数大幅增加，而使原先使用现金消费的人群大
幅减少。

三是承租方大幅度瞒报、漏报和少报了真实的现金消费金额。

根据现在校园内各个餐饮经营点的经营情况，并未出现能够
在一个月内容纳3177人/次，并产生10770.4元营业额的餐饮
项目，所以第一种情况不存在；二是根据黄愈处统计出来的
九月份和十月份办卡总人数的对比来看，十月份卡片充值总
额比九月份充值总额下降12.4%，所以也不存在因刷卡人次增
加而导致现金消费额下降的问题。所以，第三种情况可能性
最大。原因有三：

第一，校方拿到的承包方现金消费收入总额，是承包方自己



报的，并且没有一张机打小票消费的原始凭证，所以存在虚
报嫌疑。

第三，在交易现场，即使是承包方工作人员收取来的现金，
也只是放在一个塑料盒子里，无专人操作，也未进行任何记
录和监控，所以存在少报嫌疑（投资人自己恐怕也未能监控
到位）。

基于上述分析，得出两个推论：一是卡片消费部分的营业额
减少属于正常的市场分流；二是承包方10月现金消费部分的
实际收入金额，应大于呈报金额。

如果第二个推论属实，那么则是两个原因造成：一是为了逐
利；二是因不能按合同约定结款，承包方只能用该部分现金
收入进行周转。

2、成本结构分析。

在营业收入比上月减少，同比下降8%的形势下，采购总成本
竟反而比上月增长同比增长了15.7%；而据承包方提供的原始
凭证所示，各项常规原料采购的单价（如蔬菜、猪肉、牛肉、
鸡蛋、大米等）也并未出现大面积涨价现象，整体价格趋于
平稳。

该数据已经极度背离正常的企业经营规律，更有违餐饮行业
的一般常理。另外，承包方提供的原始凭证存在下列四个问
题：

a、经常漏写或不写经手人、验货人和供货商的姓名，且无供
货商地址、电话和名称。

b、原始凭证中的部分关键数字（如日期、价格和重量等）有
涂改痕迹或书写不全，且部分字迹潦草，模糊不清。



c、规格、重量单位不清。如袋、件等，或不写。

d、大部分凭证并非正式收据和发票，而是随意用其他纸张手
写。

如果上述数据和推论无误，那么就有理由认为：承包方所提
供的原始凭证不实。这是形成账面上亏损，成本高企的第一
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盘点结余”导致的账面上成本高企。餐企
为压低进货价，往往一次性大批量采购货物；而上个月采购
的生产资料（如低值易耗、干货、调味品、废旧木材、煤气
煤球等）不可能全部用完，必有一部分结余到本月用；而本
月采购的生产资料也不可能全部用完，也必定结余一部分到
下个月用。如承包方不肯拿出真实的盘点数据，则无法确认，
承包方实际使用成本是多少。

此外，一般餐企都会有卖废旧和潲水的收入，用来冲减部分
成本；但是承包方从未提供任何相关收入证明；按照行业经
验，有理由认为，该部分收入已冲减部分成本。

1、校方拿出《原始凭证填写规范》，在与承包方协商好后，
承包方应按照要求填写。

2、将承租方的现金打票机放到黄愈处由专人负责收银，然后
消费者凭票取食物。现金部分的收入，校方方凭机打小票作
为原始凭证按日（或按周）结算给承包方。

3、参与承包方每月盘点，参与人签名方可认同实盘金额。

伊利公司财务报告分析篇三

财务分析报告是企业依据会计报表、财务分析表及经营活动
和财务活动所提供的丰富、重要的信息及其内在联系，运用



一定的科学分析方法，对企业的经营特征，利润实现及其分
配情况，资金增减变动和周转利用情况，税金缴纳情况，存
货、固定资产等主要财产物资的盘盈、盘亏、毁损等变动情
况及对本期或下期财务状况将发生重大影响的事项做出客观、
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评价，并进行必要的科学预测而形成的
书面报告。

一、财务分析报告的内涵及特点

财务分析报告是企业财务主管以实际的财务资料为依据，系
统地研究分析企业财务运作的应用文书。随着商品流转的不
断进行，企业的资金不断循环周转，构成了资金的筹集、运
用、耗费和分配等方面的运动，这就是企业的财务活动。企
业财务活动的结果，反映在资金来源、资金占用、流通费用、
税金、利润等财务指标上，企业的财务分析报告就是对这些
指标在一定时期内的完成情况用一定的方法进行综合性地计
算和分析，并用书面文字加以阐述。

财务分析报告的作用主要有：通过检查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的
财务计划执行情况和对企业各项财务指标实绩的分析，总结
企业经营管理中的经验及教训，并提出具体的工作建议，提
出对资金运用、费用开支、利润完成状况的总评价，作为检
查、考核企业财务管理优劣的重要依据。它是帮助领导决策、
指导企业业务的重要手段。

财务分析报告可分为综合分析、专题分析、简易分析、典型
分析、财务预测五种。

综合财务分析报告分为年度和上半年度两种，它全面反映企
业的财务活动状况及其成果，并对资金、费用、利润等数据，
对主要经济指标的完成状况进行综合分析，从而总结经验教
训，对今后工作提出建议。

简易财务分析报告是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通常是季度或月



度，对企业财务活动及经营成果作简要的分析，以发现经营
活动和财务资金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

专题财务分析报告是企业在经营管理实践中发现某一财务状
况对业务经营的开展有很大影响而作出的专门分析。如商品
库存结构分析;资金分析;财经纪律状况分析等。

典型财务分析报告是分析与财务活动有关的、重大突出的、
有普遍意义的典型事例所写的报告，多数是上级单位或同级
财税，金融，工商管理部门编写，常用第三人称。

财务预测报告也称财务可行性预测，是企业在某一特定时期
或对某一经营业务的财务成果进行预测时所写的报告，供领
导作决策之用。

财务分析报告具有真实性、同比性、议论性等特点。

(一)真实性

财务分析报告的主要作用是供领导正确决策之用，作为企业
健康有序发展之用，因而材料的真实性至关重要。任何虚假
的材料都会导致判断的失真，进而导致决策的失误，导致工
作的失败。

(二)同比性

财务状况的优劣，一定与某特定时期的背景分不开，一定与
企业发展的一定阶段性分不开，所以，比较法是最为常见的
分析方法，尤其是历史上的同比很有必要，这有助于帮助企
业找到发展的坐标。

(三)议论性

财务分析报告的表现手法，侧重在议论，其他的记叙、说明



都是为议论服务的，最后的结论也是建立在议论分析基础上
的。所以应该不断地夹叙夹议。

二、财务状况分析报告的主要分析指标

(一)经营指标分析

主要说明企业基本情况、本期企业生产经营业务的主要经济
指标完成情况等，如产量、营业量、销售量等实际完成额及
同比增减值。

计算反映企业发展能力状况的财力评价指标有：销售增长率，
资本积累率，总资产增长率，三年资本平均增长率;三年销售
平均增长率。

伊利公司财务报告分析篇四

1、总资产增长率

20xx年期末总资产10，868，761.48元，比20xx年期末总资
产10，270，927.98元增加597，833.50元，总资产增长率
为6%。说明公司总资产规模有一定的增长，主要是本期新增
固定资产比较多；与上期11%的总资产增长率相比，本期增长
比率较慢。

2、经营资产增长率

20xx年期末经营性资产为10，868，761.48元，比20xx年期
末经营性资产10，270，927.98元增加597，833.50元，经营
资产增长率为6%。说明公司经营资产规模有一定的增长；但
与上期11%的经营资产增长率相比，本期增长比率较低。因全
部资产皆为经营性资产，故经营资产比率为100%，说明所有
资产都参与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3、流动资产比率

20xx年期末流动资产总额为7，548，061.95元，期末总资
产10，868，761.48元，流动资产比率为69%，与上年度流动
资产比率76%相比下降了7个百分点，说明公司流动资产占总
资产的比率有所下降，资产的变现能力减弱，短期偿债能力
有所下降。

1、应收账款周转率

20xx年度应收账款周转率为47次，比20xx年度应收账款周转
率38次上升了9次；说明贵公司应收账款回收及时，资产运营
效率提高。

2、经营资产周转率

20xx年度经营资产周转率为1.4次，比20xx年度应收账款周
转率1.6次下降了0.2次；经营资产周转次数降低，资产运营
效率下降。主要原因是20xx年度资产增加的同时、收入和利
润却在下降，导致资产运营效率低下。

1、营业利润率

20xx年度营业利润为2，195，558.09元、销售净额为14，680，
787.75元，营业利润率为15%，比20xx年度的营业利润率19%
减少了4个百分点。其主要原因是公司收入在减少的同时营业
费用却大幅提升；管理费用虽然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远低
与收入的下降幅度。在收入降低的同时，营业费用不但不能
缩减，反而有所提高；未开源却增流，导致营业利润率降低。

2、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

20xx年度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为15%，比20xx年度总资产息
税前利润率19%降低了4个百分点，说明总资产获利能力在逐



步降低。

3、经营资产利润率

20xx年度经营资产利润率为21%，比20xx年度经营资产利润
率30%降低了9个百分点；说明经营资产获利能力较弱且逐年
下降，公司应对此应予以足够重视。今后应进一步提高资产
使用效率，避免资产闲置；压缩成本，节省开支，以提高经
营性资产的收益能力，确保公司的持续经营。

1、销售现金比率

20xx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264，275.35元、
销售净额为14，680，787.75元，销售现金比率为29%，
比20xx年度销售现金比率21%上升了8个百分点。公司每100元
销售净额只能获取29元的经营活动现金净额，说明从经营活
动获取现金的能力较强。

2、经营资产现金回收率

20xx年度经营资产现金回收率为40%，比20xx年度经营资产
现金回收率33%上升了7个百分点。公司每100元经营资产只能
产生40元的现金，需约2.5年的时间，就能从营业收入收回全
部经营资产；说明公司从经营活动获取现金的能力较强，不
会因资产需更新换代而发生资金短缺问题。

3、营业利润和经营活动现金净额比率

20xx年度营业利润和经营活动现金净额比率为51%，比20xx
年度营业利润和经营活动现金净额比率91%下降了40个百分点，
说明公司从经营活动获取现金的能力较20xx年度有一定幅度
的降低，但总体获取现金还是很强的。



伊利公司财务报告分析篇五

一、经营指标分析

主要说明企业基本情况、本期企业生产经营业务的主要经济
指标完成情况等，如产量、营业量、销售量等实际完成额及
同比增减值。

计算反映企业发展能力状况的财力评价指标有：销售增长率，
资本积累率，总资产增长率，三年资本平均增长率;三年销售
平均增长率。

将这些指标与标准指标及上年同期值相比计算增减值，并从
以下几方面分析生产经营中取得的业绩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是经营环境变化的影响，主要分析企业生产经营内、外部
条件变化的影响;二是营业范围调整及影响;三是需披露的其
他业务情况和事项的影响等。从中找出主要影响因素，并说
明企业取得成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说明企业经营中出现问
题与困难的原因是什么，使企业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

二、盈亏指标分析

1、对利润表所反映的本期实际利润数与计划数及上年同期实
际数进行对比，分析利润实现情况及增减值。本期实现利
润(亏损)总额是多少，比计划及上年同期数增减额及增减率;
分析本期实际利润总额构成情况，其中：主营业务利润、其
他业务利润、营业外收支等情况与计划数及上年同期数的增
减额及增减率是多少。

2、计算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报酬率、主营业利润率、成本
费用利润率等盈利能力分析指标，并用标准值与上年同期值
相比计算增减值。

3、根据分析与计算结果，分析评价企业盈利能力的强弱，并



从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减额的影响、成本费用同比增减额影
响、其他业务利润、营业收支净额等因素分析其对本期利润
的影响程度，查找导致盈利能力增强(减弱)的原因。

三、资金指标分析

1、通过资金结构比例分析，分析本期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等
报表中各项目的构成比例，以行业比例和上年同期项目比例
相比较，将增长分析与结构分析结合起来，判断各项目构成
比例的合理性、科学性。

2、对企业资产的营运能力进行分析，评价企业资产管理效率
情况。其评价的`指标主要包括：总资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
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如
通过对应收账款周转率的分析，可以得出企业应收账款变现
速度的快慢及管理效率的高低。如果周转率高则表明：收账
速度快，账龄较短，资产流动性强，短期偿债能力强，可以
减少收账费用及坏账损失。同时借助应收账款周转期与企业
信用期限的比较，还可以评价委托加工单位的信用程度，调
整原订的信用条件，制定出相应的收账政策。对固定资产周
转情况的分析，可以知道固定资产的利用率是否合理，固定
资产结构是否恰当。

3、计算企业的偿债能力情况，其主要指标有：速动比率、流
动比率、资产负债率、产权比率等。

4、指标变动差异分析，将本期各项指标计算结果与标准值及
上年同期值比较，找出变动较大或不正常的指标作为重点分
析对象，揭示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分析

1、衡量国有资体保值增值情况指标是国有资本增值率，通过
对该指标进行分析，能充分体现对国有资产的保护，能及时、



有效发现侵蚀国有资产的现象，反映国家投入资本的保全性
和增长性。

2、一般认为资本的保值增值率越高，表明企业的资本保全越
好。当保值增值率达到100%时为保值，超过100%时为增值，
若小于100%则表明国有资本减值，说明国有资产受到了侵蚀、
流失、损失等，没有实现资本保全。

3、根据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实现的程度，分析其原因，特别是
对没有实现资本保值的要高度重视，查找漏洞，研究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