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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3533《标准化效益评价》拟分为如下两个部分:
———第1部分:经济效益评价通则;
———第2部分:社会效益评价通则。
本部分为GB/T3533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 GB/T3533.1—2009,与 GB/T3533.1—2009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

如下:
———标准全文把“效果”修改为“效益”,“效益”修改为“效率”;
———标准的范围修改为“本部分适用于预测、评价和计算实施标准的经济效益。”;
———修改了7个术语,即“标准化劳动耗费”(见3.2)、“标准化有用效果”(见3.1);“标准化投资回收

期”(见3.9)、“标准化投资收益率”(见3.10)、“基准年”(见3.5)、“评价年”(见3.6);将术语“标
准化经济效果”(见2009版中3.1)修改为“标准化经济效益”(见3.3),“标准化经济效益”(见

2009版中3.4)修改为“标准化经济效率”(见3.4);增加了术语“价值驱动因素”的定义

(见3.11);删除了术语“标准化经济效果系数”(见2009版中3.7);
———删除了2009版中第4章;
———将2009版中第6章与第5章合并成为4.3;
———将2009版中第7章并入本部分的附录A,成为A.3;
———增加了从国家、行业、企业层面进行标准化经济效益评价的原则和方法;
———删除了2009版中附录A“标准化经济效果的符号”,修改为“标准化经济效益的论证方法”;
———附录B修改为“标准化经济效益论证表的范例”;
———增加了附录C“C-D生产函数模型”;
———附录D修改为“价值链各环节的标准化有用效果指标”;
———附录E修改为“标准化有用效果主要指标的计算公式”,由规范性附录修改为资料性附录;
———增加了附录F标准化经济效益指标的计算;
———2009版中附录B“标准化节约与投资的动态计算公式和折算系数表”修改为本部分的附录G。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全国标准化原理与方法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6)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

技术经济研究所、海尔集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付强、王益谊、黄朝峰、欧阳劲松、逄征虎、刘辉、王丽君、吴学静、赵文慧、

纪建强。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3533.1—1983、GB/T3533.1—2009;
———GB/T3533.2—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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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效益评价 第1部分:
经济效益评价通则

1 范围

GB/T3533的本部分规定了评价、计算和论证标准化经济效益的原则和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预测、评价和计算实施标准的经济效益。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3533.3 评价和计算标准化经济效果 数据资料的收集和处理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标准化有用效果 usefuleffectofstandardization
制定与实施标准所获得的节约和有益结果,例如,产品产量的提高、采购/生产和交易成本的降低、

市场规模的扩大、生产和工程效率的提高和各种活动时间的减少等。
注:本标准中的制定含修订。

3.2
标准化劳动耗费 laboruseofstandardization
制定与实施标准所付出的活劳动与物化劳动耗费的总和,即标准化投资。
注:活劳动耗费是指劳动者进行该项技术活动、生产建设所消耗的劳动量,指劳动投入;物化劳动耗费是指原材料、

动力、工具等的直接消耗和设备、厂房、流动资金等的占用,指资本投入。

3.3
标准化经济效益 economicbenefitofstandardization
标准化有用效果(3.1)与标准化劳动耗费(3.2)的差。

3.4
标准化经济效率 economicefficiencyofstandardization
标准化有用效果(3.1)与标准化劳动耗费(3.2)的比。

3.5
基准年 benchmarkyear
评价标准化经济效益(3.3)和标准化经济效率(3.4)时,将实施标准前作为比较的基准年度。

3.6
评价年 valuationyear
评价标准化经济效益(3.3)和标准化经济效率(3.4)时,实施标准后与基准年(3.5)进行比较的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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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标准存量 standardstock
截至某一时间节点(通常是年)的现行有效标准的数量。
注:现行有效标准指仍在标准有效期内,尚未被废止或代替的标准。

3.8
标准有效期 validityperiodofstandard
从该标准的负责机构决定它生效之日起直到它被废止或代替之日为止所经历的时间。

3.9
标准化投资回收期 periodofreturnoninvestmentofstandardization
标准有效期(3.8)内实施标准所获得的年标准化经济效益(3.3)偿还标准化劳动耗费(3.2)所需的

时间。

3.10
标准化投资收益率 rateofreturnoninvestmentofstandardization
实施标准所获得的标准化经济效益(3.3)与标准化劳动耗费(3.2)的比。

3.11
价值驱动因素 valuedriver
对价值链的某环节起关键作用的价值要素。

4 评价、计算和论证标准化经济效益的原则

4.1 评价和计算标准化经济效益的原则

评价和计算标准化经济效益应遵循以下原则:
———充分考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我国的国情;
———与我国的经济管理与经济核算制度相结合;
———着眼于生产领域和非生产领域的经济效益;
———依据准确可靠的数据,并避免同一经济效益在不同环节上的重复计算;
———评价和计算标准化经济效益的方法应通俗、实用、简便易行;
———集中分析效益显著的项目,注意受标准化影响而扩展的效益项目。

4.2 论证标准化经济效益的原则

凡列入标准化规划、计划的项目,应在经济上是合理的。标准化经济效益的论证宜遵循如下原则:
———在确定标准计划项目时或标准立项前,除考虑标准配套和技术先进性外,宜预测实施标准将产

生的经济效益,对于经济效益高、投资回收期短的项目或标准宜优先立项;
———宜对拟立项的标准进行详细的经济效益论证,并将论证结果列入标准项目建议书;
———标准经济效益的论证可以有多种方案,参见附录A;
———凡不能定量计算经济效益的标准化项目或标准,在列入规划、计划或标准立项之前,宜以文字

叙述或图表形式,定性地阐述实施该项目或标准后可能产生的经济效益;
———拟立项的标准或项目如不能进行经济效益论证,宜写明理由和依据。

4.3 预测、评价和计算标准化经济效益的时机

宜在以下几个时机预测、评价和计算标准化经济效益。

a) 提出标准化规划、计划项目时。拟立项的标准在预研阶段宜调查并预测标准化经济效益。预

测标准化的经济效益宜参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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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审查报批标准时。在召开标准审查会(或函审)时,标准起草组宜详细说明经济效益论证的结

果,并审议其经济上的合理性。标准报批前,负责批准该项标准的主管部门宜对论证和审查的

结果进行复核,由起草组将其论证结果填入标准化经济效益论证表(格式参见附录B),随标准

报批稿一起上报。

c) 标准实施后。通过将评价年与基准年的经济效益指标比较,计算实施该标准获得的经济效益,
按第6章和GB/T3533.3的要求对标准实施后的经济效益进行计算和评价。

5 评价和计算标准化经济效益的方法

5.1 价值链分析法

5.1.1 价值链分析法适用于企业和行业层面的标准化经济效益评价。
价值链是指与生产产品、服务或某种输出相关的一连串活动。作业的输出按固定顺序贯穿价值链

各阶段,并在各阶段获得增值。价值链分析法是通过将企业内部结构分解为基本活动以及相关的辅助

活动方式来分析组织盈利模式的方法。应用价值链分析方法分析企业标准化经济效益,宜按以下4个

步骤进行:

a) 了解企业价值链。明确产业边界,分析企业价值链,识别企业主要业务功能。

b) 识别标准的影响。识别标准对主要业务功能及其相关活动的影响,选择相关营运指标以识别

标准的主要影响。

c) 确定价值驱动因素和关键营运指标。识别价值驱动因素,以便重点评价最相关的标准影响。
为每个价值驱动因素找到一个关键绩效指标并转换为成本或收入。

d) 衡量标准的影响。量化最相关标准的影响。计算每一标准对息税前利润(EBIT)的影响,整合

结果,计算对企业的总影响。

5.1.2 行业层面标准化经济效益评价,可通过将选取的若干样本企业数据推广到行业层面获得。

5.2 生产函数法

5.2.1 生产函数法适用于行业和国家层面的标准化经济效益评价。

5.2.2 标准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可用生产函数模型测算得到。应用生产函数方法计算和评估标准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应把行业(或国家)的标准存量数据作为投入要素,并与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一起共

同构成对行业(或国家)经济效益发挥作用的因素,采用增长核算方法或计量经济方法,对标准产生的作

用进行定量测量。目前,宜用C-D生产函数模型计算标准对我国宏观和中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计
算过程见附录C。附录C给出了C-D生产函数模型计算标准经济效益的过程。

5.3 模糊综合评价法

5.3.1 模糊综合评价法适用于行业和国家层面的标准化经济效益评价。

5.3.2 模糊综合评价法是一种基于模糊数学理论的综合评价方法,该综合评价法根据模糊数学的隶属

度理论把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在建立标准化经济效益评估指标体系基础上,
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权重,并根据调查问卷所得到的数据进行模糊综合评价。包括如下几个

步骤:

a) 设计行业标准化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b) 为各指标权重赋值,确定各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性;

c) 设定评价等级;

d) 确定模糊综合评判矩阵;

e) 进行逐层模糊评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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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得出评价结论。

6 标准化经济效益指标的计算

6.1 标准化经济效益指标的基础计算

6.1.1 标准化各类有用效果指标的分析见附录D。附录D给出了价值链各环节标准化有用效果指标、
对价值驱动因素的分析及对结果的评价和整合。

6.1.2 标准化主要有用效果指标的计算参见附录E。附录E给出了标准化有用效果的主要指标的计

算公式。

6.1.3 标准化经济效益指标的计算见附录F。附录F给出了标准化经济效益指标的计算公式。

6.1.4 标准化经济效益指标的量和单位。标准化经济效益的评价指标应采用货币单位或自然单位(千
克、千瓦、米、小时等)来表示,如无法进行定量计算时,可用文字或图表补充说明。

6.2 标准化经济效益指标的动态计算

在标准有效期内评价总的标准化经济效益时,对投资数额较大、效益延续时间较长的标准项目,应
采用动态计算。各年度的节约或投资应折算成相同年度的数额进行比较。计算公式见附录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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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标准化经济效益的论证方法

标准化经济效益的论证宜采用方案比较法。方案比较法是对标准实施前和实施后(包括修订标准

前、后)的经济效益情况进行分析比较,确定实施标准的实际经济效益。

A.1 方案分析

根据不同的技术、经济指标(如:技术参数、质量指标、系列参数、试验方法、工艺要求、标准化投资、
产品生产量、生产成本、标准化经济效益等)确定若干方案进行综合分析比较。

A.2 方案选择

在对各方案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计算出标准化投资、生产成本、标准化总节约、投资回收期等指

标,根据节约的最大值或投资的最小值,选取最佳方案。

A.3 论证基准选择

初次制定的新产品和新工艺标准,用一个在结构、工艺特性和技术指标上相似产品的实际生产水平

作为基准;修订许多企业生产的产品标准,用原标准达到的全行业平均实际生产水平为基准,如只涉及

一个企业时,用该企业原标准达到的实际生产水平为基准。根据选定的基准,确定基准年度。

5

GB/T3533.1—2017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标准化经济效益论证表的范例

表B.1给出了标准化经济效益论证表的范例。

表B.1 标准化经济效益论证表范例

指标名称
方案

Ⅰ Ⅱ Ⅲ

预计标准化投资K/万元

预计年生产成本C/万元

预计标准化总节约∑J/万元

预计总经济效益X∑/万元

预计年经济效益Xn/万元

标准化投资回收期TK/年

追加投资回收期tK/年

标准化经济效益系数E

  注1:标准经济效益的论证可以有多种方案。

注2:方案的选择参见附录A。

文字说明:

 
结论意见: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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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C-D生产函数模型

国家和行业层面的标准经济效益可通过C-D生产函数模型获得,C-D生产函数模型如式(C.1)
所示:

Yt=A×Pλ
t ×Sθ

t ×Kα
t ×Lβ

t ……………………(C.1)

  式中:

Yt ———t时刻的经济产出;

A ———常量,技术变动因素;

Pt———t时刻的专利存量;

St———t时刻的标准存量;

Kt———t时刻的资本投入;

Lt———t时刻的劳动投入。

α,β,λ,θ分别为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专利存量和标准存量对产出的弹性系数。
对式(C.1)两边取自然对数,加入回归误差项ut,得到式(C.1)的回归模型式(C.2):

lnYt=lnA+λlnPt+θlnSt+αlnKt+βLt+ut ……………………(C.2)

  式中:

ut———回归误差项。
利用线性回归模型参数估计方法,估计出标准对经济产出的弹性系数θ。
———若θ>0,则表明标准化对经济产出有正面影响;
———若θ<0,则表明标准化对经济产出有负面影响;
———若θ=0,表明标准化对经济产出无影响;

|θ|的大小反映了影响的强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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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价值链各环节的标准化有用效果指标

D.1 管理阶段

管理阶段可产生:
———招聘费用的减少;
———员工培训时间的缩短;
———员工培训费用的减少;
———人力资源管理的人力成本的节约;
———财务费用的节约;
———流动资金占用的减少;
———政府罚款的避免;
———员工职业病伤害损失额的减少;
———信息系统构建与维护的节约等。

D.2 研发阶段

研发阶段可产生:
———新产品研发时间的缩短;
———工艺设计时间的缩短;
———设计误差的减少;
———设计成本的降低;
———企业专利的增加;
———实验、试验费用的减少等。

D.3 工程阶段

工程阶段可产生:
———工程中标率的提高;
———工程建设工期的缩短;
———工程质量的提高;
———工程成本的降低等。

D.4 采购阶段

采购阶段可产生:
———采购产品质量的提高;
———采购品种的减少;
———采购时间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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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人员成本的减少;
———采购的原材料/零配件成本的减少等。

D.5 入厂物流阶段

入厂物流阶段可产生:
———原材料/零配件仓储费用的节约;
———库存周转率的增加;
———仓库面积利用率的增加;
———仓库容积利用率的增加;
———原材料入库时间的缩短、入库成本的降低;
———原材料/零配件质检时间和成本的减少;
———原材料/零配件退货次数的减少;
———零配件种类的减少;
———信息沟通时间的缩短等。

D.6 生产/运营阶段

生产/运营阶段可产生:
———产品合格率的提高;
———产品合格率提高获得的节约;
———材料费的节约;
———耗能设备燃料、动力的节约;
———用标准件、通用件代替专用件获得的节约;
———采用标准零部件减少工艺装备的节约;
———标准化使产品或零部件品种数变化获得的节约;
———制造工时费的节约;
———折旧费的节约;
———间接费(包括车间经费和企业管理费)的节约;
———维修费的节约;
———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生产准备时间的减少;
———生产周期的缩短;
———设备故障率的降低;
———生产批量的增加;
———模具投入费用的减少;
———设备故障率的降低等。

D.7 出厂物流阶段

出厂物流阶段可产生:
———产成品仓储费用的减少;
———库存周转率的增加;

9

GB/T3533.1—2017



———仓库面积利用率的增加;
———仓库容积利用率的增加;
———产成品包装费用的节约;
———产品运输成本的减少;
———产品出厂运输准备时间的减少;
———信息沟通时间的缩短;
———包装容器周转次数增加获得的节约;
———产品运输中损耗的节约;
———员工培训时间的缩短等。

D.8 营销和销售阶段

营销和销售阶段可产生:
———销售额的增加;
———销售量的增加;
———销售费用的节约;
———内部信息沟通效率的提高;
———员工培训时间的缩短;
———渠道关系的维护成本的降低;
———市场开拓时间的缩短;
———达成协议时间的缩短等。

D.9 售后阶段

售后阶段可产生:
———售后服务人员数量的减少;
———售后服务工时数的减少;
———顾客满意度的增加;
———员工培训时间的缩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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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标准化有用效果主要指标的计算公式

E.1 设计(工艺文件等)费用的节约

E.1.1 采用标准设计方法,设计费用的节约见式(E.1):

Js=Qs0Ts0Fg0-Qs1Ts1Fg1 ……………………(E.1)

  式中:

Js   ———设计费用的年节约,单位为元/年;

Qs0、Qs1 ———标准化前、后年设计(或工艺)图纸量(折合成4号图纸),单位为张/年;

Ts0、Ts1 ———标准化前、后设计(或工艺)图纸文件(折合成4号图纸)的工时,单位为小时/张;

Fg0、Fg1 ———标准化前、后设计绘图(工艺编制、描图、定额制定)工时费,单位为元/小时。

E.1.2 采用产品系列设计,减少图纸量和编制工艺文件费用的节约见式(E.2):

Js=∑
n

i=1

(Qs0i-Qs1i)TsiFgi ……………………(E.2)

  式中:

Js———减少图纸量和编制工艺文件费用的节约,单位为元/年;

Ts———设计(或工艺)图纸文件每张图纸(折合成4号图纸)的工时,单位为小时/张;

Fg———设计绘图(工艺编制、描图、定额制定)工时费,单位为元/小时;

i=1,2,……n 分别表示绘图、描图、工艺编制等项目。

E.1.3 采用标准设计后图纸和工艺文件复制费的节约见式(E.3):

Js=QpQD(DD+QLDL) ……………………(E.3)

  式中:

Js  ———图纸文件复制费的年节约,单位为元/年;

Qp ———减少的产品、零件种数,单位为台/年、件/年;

QD ———底图数(折合成4号图纸),单位为张/台、张/件;

QL ———每张底图复制蓝图的张数,单位为张/张;

DD、DL———4号图纸的底图、蓝图的单价,单位为元/张。

E.2 材料费的节约

E.2.1 实施标准,降低原材料消耗定额或使用廉价原材料获得的节约见式(E.4):

Jc=Q1(ec0Dc0-ec1Dc1) ……………………(E.4)

  式中:

Jc   ———原材料费用的年节约,单位为元/年;

Q1 ———标准化后产品年产量,单位为件/年;

ec0、ec1 ———标准化前、后原材料消耗定额,单位为千克/件;

Dc0、Dc1 ———标准化前、后原材料单价,单位为元/千克。

E.2.2 实施标准,提高原材料利用率的节约见式(E.5):

Jc=Qc1(Rc1-Rc0)(Dc-Dy) ……………………(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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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Qc1  ———标准化后原材料年消耗量,单位为千克/年;

Rc0、Rc1 ———标准化前、后原材料利用率,用百分数(%)表示;

Dc ———原材料单价,单位为元/千克;

Dy ———下脚料单价,单位为元/千克。

E.3 燃料、动力的节约

E.3.1 实施标准,耗能设备燃料、动力的节约见式(E.6):

Jd=αQdDd(W0Td0-W1Td1) ……………………(E.6)

  式中:

Jd   ———燃料、动力的年节约,单位为元/年;

α ———设备利用系数;

Qd ———数量,单位为台、件;

Dd ———燃料、动力的单价,单位为元/度、元/千克;

W0、W1 ———标准化前、后单台设备或产品额定功率,单位为千瓦;

Td0、Td1 ———标准化前、后设备运行或产品使用时间,单位为小时/年。

E.3.2 实施标准,提高设备热效率获得的节约见式(E.7):

Jd=(η1-η0)WDdRdTd ……………………(E.7)

  式中:

η0、η1———标准化前、后设备的热效率,用百分数(%)表示;

W ———耗能设备的功率,单位为千瓦、千克/小时;

Rd ———燃料或动力的单位消耗比,单位为千克/度、千克/千克;

Td ———耗能设备运行时间,单位为小时/年。

E.3.3 实施标准,降低燃料或动力单位消耗比的节约见式(E.8):

Jd=WTdDd(Rd0-Rd1) ……………………(E.8)

  式中:

Rd0、Rd1———标准化前、后燃料或动力的单位消耗比,单位为千克/度、千克/千克。

E.4 产品和工艺装备制造中的节约

E.4.1 用标准件、通用件代替专用件获得的节约见式(E.9):

Jzh=Q1[(C0-CB)(RB1-RB0)+(C0-CT)(RT1-RT0)] ……………(E.9)

  式中:

Jzh   ———产品和工艺装备制造费的年节约,单位为元/年;

Q1 ———工艺装备零件总数,单位为件/年;

C0 ———专用件的成本,单位为元/件;

CB ———标准件的成本,单位为元/件;

CT ———通用件的成本,单位为元/件;

RB0、RB1 ———标准化前、后的标准件件数系数,用百分数(%)表示;

RT0、RT1 ———标准化前、后的通用件件数系数,用百分数(%)表示。

E.4.2 采用标准零部件减少工艺装备的节约见式(E.10):

Jzh=QzhFzh ……………………(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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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Qzh———节省的工艺装备的套数,单位为套/年;
Fzh———每套工艺装备的平均费用,单位为元/套。

E.5 实施标准提高产品质量的节约

E.5.1 延长产品使用寿命的节约见式(E.11):

Jm=Q1Tm1
C0

Tm0
-

C1

Tm1

æ

è
ç

ö

ø
÷ ……………………(E.11)

  式中:
Jm   ———延长产品使用寿命的年节约,单位为元/年;

Q1 ———标准化后产品年产量,单位为件/年、台/年;

Tm0、Tm1 ———标准化前、后产品使用寿命,单位为小时/件、小时/台;

C0、C1 ———标准化前、后产品成本,单位为元/件、元/台。
当标准化前、后产品成本不变时,用式(E.12)表示:

Jm=Q1C
Tm1

Tm0
-1

æ

è
ç

ö

ø
÷ ……………………(E.12)

  式中:
C———产品成本,单位为元/件、元/台。

E.5.2 减少不合格品获得的节约见式(E.13):
Jb=Q1(Rb0-Rb1)(C1-Zb) ……………………(E.13)

  式中:
Jb   ———减少不合格品的年节约,单位为元/年;

Rb0、Rb1 ———标准化前、后不合格品率,用百分数(%)表示;

Zb ———不合格品残值,单位为元/件、元/台。
E.5.3 提高可修复品的节约见式(E.14):

Jf=Qb(Rf1-Rf0)(C1-Ff-Zb) ……………………(E.14)
  式中:

Jf   ———提高可修复品的年节约,单位为元/年;

Qb ———年不合格品总数,单位为件/年、台/年;

Rf0、Rf1 ———标准化前、后可修复品率,用百分数(%)表示;

Ff ———单件可修复品的返修费,单位为元/件、元/台。
E.5.4 提高一级品或等级品的节约见式(E.15):

J1=Q1(RⅠ1-RⅠ0)[(DⅠ -DⅡ)-(C1-C0)] …………………(E.15)
  式中:

JⅠ   ———提高一级品率的年节约,单位为元/年;

RⅠ0、RⅠ1 ———标准化前、后一级品率,用百分数(%)表示;

DⅠ、DⅡ ———一、二级品单价,单位为元/件、元/台。

E.6 品种规格合理简化的节约

E.6.1 产品或零部件品种数变化获得的节约见式(E.16):

Jp=Q1 C0-Fc0( ) 1-
1

(Qp0/Qp1)α
æ

è
ç

ö

ø
÷+(Fc0-Fc1)

é

ë
êê

ù

û
úú ………………(E.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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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Jp   ———品种规格合理简化的年节约,单位为元/年;
Q1 ———品种规格合理简化后产品年产量,单位为件/年;
C0 ———品种规格合理简化前每件产品的成本,单位为元/件;
Fc0、Fc1 ———品种规格合理简化前、后每件产品的材料费,单位为元/件;
Qp0、Qp1 ———品种规格合理简化前、后产品品种数;
α ———表征品种(产量)变化对制造成本的影响系数(根据不同产品α取0.2~0.5)。

E.6.2 产品或零部件产量增加获得的节约见式(E.17):

JQ=Q1 C0-Fc0( ) 1-
1

(Q1/Q0)α
é

ë
êê

ù

û
úú+(Fc0-Fc1){ } ………………(E.17)

  式中:
JQ      ———产量增加获得的年节约,单位为元/年;
Q0 ———品种规格合理简化前产品年产量,单位为件/年;

1
(Q1/Q0)α

———产量增加前、后或品种简化前、后每件产品制造成本的比率;

1-
1

(Q1/Q0)α
æ

è
ç

ö

ø
÷ ———产量增加前、后或品种简化前、后每件产品制造成本的节约率,也称单位产品

制造成本的节约因子。

E.7 制造工时费的节约

实施标准,降低定额工时获得的节约见式(E.18):
Jg=Q1(eg0Fg0-eg1Fg1) ……………………(E.18)

  式中:
Jg   ———制造工时费的年节约,单位为元/年;
Q1 ———标准化后的年产量,单位为件/年;
eg0、eg1 ———标准化前、后的定额工时,单位为小时/件;
Fg0、Fg1 ———标准化前、后一小时的工时费,单位为元/小时。

E.8 折旧费的节约

标准化后增加产品产量,减少单位产品分摊的折旧费获得的节约见式(E.19):

JZ=Q1
FZ0

Q0
-

FZ1

Q1

æ

è
ç

ö

ø
÷ ……………………(E.19)

  式中:
JZ   ———折旧费的年节约,单位为元/年;
FZ0、FZ1 ———标准化前、后每年的折旧费,单位为元/年;
Q0、Q1 ———标准化前、后的年产量,单位为件/年。

E.9 间接费(包括车间经费和企业管理费)的节约

E.9.1 产量增加较小、间接费用未发生变化时,减少单位产品分摊的间接费获得的节约见式(E.20):

Jj=Q1
Fj0

Q0
-

Fj0

Q1

æ

è
ç

ö

ø
÷ ……………………(E.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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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Jj   ———间接费用的年节约,单位为元/年;
Fj0 ———标准化前的年间接费用,单位为元/年;
Q0、Q1 ———标准化前、后的年产量,单位为件/年。

E.9.2 产量增加较大、间接费用已发生变化时,减少单位产品分摊的间接费获得的节约见式(E.21):

Jj=Q1
Fj0

Q0
-

Fj1

Q1

æ

è
ç

ö

ø
÷ ……………………(E.21)

  式中:
Fj1———标准化后的年间接费用,单位为元/年。

E.10 流动资金占用费的节约

E.10.1 标准化后缩短生产准备和制造周期,减少零部件等的储备,减少流动资金占用费的节约见

式(E.22):
Jl=(Rl0-Rl1)·Z∑·i ……………………(E.22)

  式中:
Jl   ———支付流动资金占用费的年节约,单位为元/年;
Rl0、Rl1 ———标准化前、后百元产值资金率,用百分数(%)表示;
Z∑

———全年工业总产值,单位为元/年;
i ———利率,用百分数(%)表示。

E.10.2 标准化后缩短生产周期,加速资金周转获得的节约见式(E.23):

Jl=(Tl0-Tl1)
Z∑

360
……………………(E.23)

  式中:
Tl0、Tl1———标准化前、后流动资金周转期,单位为天。

E.11 维修费的节约

E.11.1 实施标准获得大修费的节约见式(E.24):

Jw=
Rw0·Dw0

Tw0
-

Rw1·Dw1

Tw1
……………………(E.24)

  式中:
Jw   ———维修费的年节约,单位为元/年;
Rw0、Rw1 ———标准化前、后设备维修量(复杂系数);
Dw0、Dw1 ———标准化前、后维修期内一个复杂系数的维修价格,单位为元/复杂系数;
Tw0、Tw1 ———标准化前、后设备维修期,单位为年。

E.11.2 实施标准获得大、中、小维修费的节约见(E.25):

Jw=
Fw0

Tw0
-

Fw1

Tw1

æ

è
ç

ö

ø
÷+

Fw0

Tw0
-

Fw1

Tw1

æ

è
ç

ö

ø
÷ ……………………(E.25)

  式中:
Fw0、Fw1———标准化前、后在一个大修理期内中、小修理及日常维护的平均费用,单位为元/年;
Fw0、Fw1———标准化前、后在一个大修理期内的大修理费,单位为元/年。

E.12 实施试验、检验方法标准的节约

E.12.1 提高检验的准确度,减少出厂产品中的不合格品率的节约见式(E.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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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h=αQ1(Rb0-Rb1)Fu ……………………(E.26)
  式中:

Jsh   ———实施试验、检验方法标准减少出厂产品中的不合格品率获得的年节约,单位为

元/年;
α ———造成损失的不合格品系数,(0<α<1);
Q1 ———产品年产量,单位为件/年;
Rb0、Rb1 ———标准化前、后出厂产品中的不合格品率,用百分数(%)表示;
Fu ———每件漏检的不合格品造成的损失费(包括给用户造成的损失),单位为元/件。

E.12.2 实施试验、检验方法标准提高检验的准确度,减少产品错检获得的节约见式(E.27):
Jsh=Q1(Rr0-Rr1)(C-Zb) ……………………(E.27)

  式中:
Rr0、Rr1———标准化前、后产品的错检率,用百分数(%)表示;
C ———产品的成本,单位为元/件;
Zb ———不合格品残值,单位为元/件。

E.12.3 实施破坏性抽样检验标准,减少破坏性试验的产品的数量获得的节约见式(E.28):
Jsh=Qsh0(C+Fsh0)-Qsh1(C+Fsh1) ……………………(E.28)

  式中:
Qsh0、Qsh1———标准化前、后产品破坏性试验的样本数量,单位为件;
C ———产品成本,单位为元/件;
Fsh0、Fsh1———标准化前、后单位产品破坏性试验费,单位为元/件。

E.13 流通过程中的节约

E.13.1 实施包装容器质量标准,增加包装容器周转次数获得的节约见式(E.29):

Jr=n1Qz1
Cz0

n0
-

Cz1

n1

æ

è
ç

ö

ø
÷+

Fw0

n0
-

Fw1

n1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ê

ù

û
úú ……………………(E.29)

  式中:
Jr   ———包装费的年节约,单位为元/年;
Qz1 ———年包装容器数量,单位为只/年;
n0、n1 ———标准化前、后包装容器周转使用次数,单位为次/年;
Cz0、Cz1 ———标准化前、后包装容器单件成本,单位为元/只;
Fw0、Fw1 ———标准化前、后包装容器单件维修费,单位为元/只。

E.13.2 实施包装标准,减少产品运输中损耗的节约见式(E.30):
Jr=Q1[(Rz0-Rz1)(D-Zb)+(Cz0-Cz1)]……………………(E.30)

  式中:
Jr   ———减少产品损耗的年节约,单位为元/年;
Q1 ———标准化后年包装产品数量,单位为千克/年、件/年;
Rz0、Rz1 ———标准化前、后产品损耗率,用百分数(%)表示;
D ———产品的单价,单位为元/千克、元/件;
Zb ———被损产品的残值,单位为元/千克、元/件;
Cz0、Cz1 ———标准化前、后包装容器成本或按包装标准包装的成本,单位为元/件、元/千克。

E.14 提高仓库利用率的节约

采用标准件、通用件、组合件,减少储备的品种规格,合理使用仓库储存面积或容积获得的节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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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E.31):

Jch=Qch1(Ach0-Ach1)Fch ……………………(E.31)
  式中:

Jch   ———仓库储存费的年节约,单位为元/年;
Qch1 ———标准化后仓库年平均存放产品数量,单位为件/年;
Ach0、Ach1 ———标准化前、后单位产品占用的仓库面积,单位为平方米/件;
Fch ———仓库单位面积保管维护的平均费用,单位为元/米。

E.15 安全卫生、劳动保护、减少职业病方面获得的节约

安全卫生、劳动保护、减少职业病方面获得的节约见式(E.32):

Ja=(n0-n1)G ……………………(E.32)
  式中:

Ja  ———安全卫生、劳动保护的年节约,单位为元/年;
n0、n1 ———标准化前、后因职业病劳保开支的人数,单位为人/年;
G ———平均工资,单位为元/人。

E.16 创外汇和节约外汇额的效益

E.16.1 实施标准,或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提高了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能力,增加的外

汇收入见式(E.33):
Jh=Qh1D1-Qh0D0 ……………………(E.33)

  式中:
Jh   ———增加的年外汇额,单位为美元/年;
Qh0、Qh1 ———标准化前、后的出口量,单位为千克/年、件/年;
D0、D1 ———标准化前、后的单价,单位为美元/千克、美元/件。

E.16.2 实施标准,或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提高产品质量,减少进口,节省的外汇见

式(E.34):
Jh=D(Qh0-Qh1) ……………………(E.34)

  式中:
Jh   ———节省的年外汇额,单位为美元/年;
D ———进口物品单价,单位为美元/千克、美元/件;
Qh0、Qh1 ———标准化前、后的进口量,单位为千克/年、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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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规范性附录)

标准化经济效益指标的计算

F.1 标准化投资

第t年标准的制修订及实施过程的投资,按式(F.1)计算:

K =Kb+Kx+Kj+Kq ……………………(F.1)

  式中:

K ———企业投入在标准化工作中的费用,单位为元/年;

Kb ———企业投入的标准制修订费用,单位为元/年;

Kx ———企业投入的标准宣贯、培训费用,单位为元/年;

Kj ———企业投入的技术改造费用,单位为元/年;

Kq ———企业投入的其他标准化费用,单位为元/年。

F.2 标准化经济效益

企业第t年的标准化经济效益Xt,按式(F.2)和式(F.3)计算:

Xt=Jt-aK ……………………(F.2)

Jt=∑
n

j=1
Jtj

……………………(F.3)

  式中:

Xt ———企业第t年的标准化经济效益;

Jt ———样本企业在标准实施第t年的标准化有用效果,单位为元/年;

a ———标准评价期内,标准化投资折算成一年的费用系数,a=1/T。如标准有效期为5年时,
每年均摊的费用为投资的1/5,即0.2;其中T 为标准有效期,单位为年;

K ———样本企业的标准化投资,单位为元;

Jtj
———样本企业在标准实施第t年的第j 个价值链(j=1,2,3,……,n)环节的标准化有用效

果,单位为元/年。

F.3 标准化投资回收期

标准投资回收期,按式(F.4)计算:

TK=
K

1
T∑

T

t=1
1+r1( ) ×…× 1+rt( )Jt

……………………(F.4)

  式中:

TK ———标准化投资回收期,单位为年;

rt ———第t年的折现率,用当年的平均利率代替,用百分数(%)表示。
投资回收期如果需要用月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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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
K

1
T∑

T

t=1
1+r1( ) ×…× 1+rt( )Jt

×12

投资回收期如果需要用日表示:

TK=
K

1
T∑

T

t=1
1+r1( ) ×…× 1+rt( )Jt

×360

F.4 标准化投资收益率

标准化投资收益率分为标准有效期内总投资收益率 R∑ 和年度投资收益率 Rt 两种,分别按

式(F.5)和式(F.6)计算:

R∑ =
∑
T

t=1
Jt-K

K
……………………(F.5)

Rt=
Jt-aK

aK
……………………(F.6)

  式中:

R∑
———标准有效期内样本企业总投资收益率,用百分数(%)表示;

Rt ———标准有效期内样本年度投资收益率,用百分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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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规范性附录)

标准化节约与投资的动态计算公式和折算系数表

G.1 复利公式

为实施某一项目的标准化,需有一定的投资,假设这笔投资是银行贷款,随着时间的变化要支付利

息,累计一次偿还的本利可用式(G.1)表示:

K∑ =K(1+i)t ……………………(G.1)

  式中:

i ———年利率,用百分数(%)表示;

t ———时间,单位为年;

K ———投资(现值),单位为元;

K∑
———年后的本利和(未来值),单位为元。

(1+i)t 为复利系数,可查表G.1。

表 G.1 复利系数表

t
i

6% 8% 10% 12% 15% 20% 25% 30%
t

1
2
3
4
5
6
7
8
9
10

1.060
1.124
1.191
1.262
1.338
1.419
1.504
1.594
1.689
1.791

1.080
1.166
1.260
1.360
1.469
1.587
1.714
1.851
1.999
2.159

1.100
1.210
1.331
1.464
1.611
1.772
1.949
2.144
2.358
2.594

1.120
1.254
1.405
1.574
1.762
1.974
2.211
2.476
2.773
3.106

1.150
1.323
1.521
1.749
2.011
2.313
2.660
3.059
3.518
4.406

1.200
1.440
1.728
2.074
2.488
2.986
3.583
4.300
5.160
6.192

1.250
1.563
1.953
2.441
3.052
3.815
4.768
5.960
7.451
9.313

1.300
1.690
2.197
2.856
3.713
4.827
6.275
8.157
10.604
13.786

1
2
3
4
5
6
7
8
9
10

G.2 贴现公式

贴现法是复利法的倒数,已知未来值折算成现值,用式(G.2)表示:

K =K∑·
1

(1+i)t
……………………(G.2)

  式中:

K———已知未来值折算的投资现值,单位为元。

1
(1+i)t

为贴现系数,可查表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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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2 贴现系数表

t
i

6% 8% 10% 12% 15% 20% 25% 30%
t

1
2
3
4
5
6
7
8
9
10

0.9434
0.8897
0.8396
0.7924
0.7474
0.7047
0.6640
0.6274
0.5920
0.5583

0.9259
0.8576
0.7937
0.7353
0.6807
0.6301
0.5834
0.5402
0.5003
0.4632

0.9091
0.8264
0.7513
0.6831
0.6207
0.5643
0.5131
0.4664
0.4241
0.3855

0.8929
0.7974
0.7117
0.6353
0.5675
0.5066
0.4523
0.4039
0.3606
0.3220

0.8696
0.7559
0.6575
0.5718
0.4973
0.4323
0.3759
0.3269
0.2843
0.2472

0.8333
0.6944
0.5787
0.4822
0.4019
0.3349
0.2791
0.2326
0.1938
0.1615

0.8000
0.6398
0.5120
0.4097
0.3277
0.2621
0.2097
0.1678
0.1342
0.1074

0.7692
0.5917
0.4552
0.3501
0.2693
0.2072
0.1594
0.1226
0.0943
0.0725

1
2
3
4
5
6
7
8
9
10

G.3 动态计算

标准化节约与投资的动态计算仅在实施标准的第二年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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