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05                                 兵工自动化                                           
29(5)                               Ordnance Industry Automation                            ·93·

doi: 10.3969/j.issn.1006-1576.2010.05.030 
军用软件利润测算 

赵龙，张霞 
（装备指挥技术学院 装备采办系，北京 101416） 

摘要：针对目前军用软件行业利润测算没有明确的管理办法这个问题，分析军用软件利润的特点，指出现行利

润率确定的局限性，提出采用动态利润率方法和分级奖励方法分别测算一般军用独立软件和有重大影响军用独立软

件利润的方法，并给出具体方案。该方案强调利润水平与创造效益的一致性，能节约军方经费，改变军方在军用软

件定价中的被动局面和促进军用软件产业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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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t Prediction of Military Software 
ZHAO Long, ZHANG Xia 

(Dept. of Equipment Acquisition, Institute of Command & Technology of Equipment, Beijing 101416, China) 

Abstract: View of the problem that there is no clear management approach about prediction of military software profit 
in current military software industry.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litary software profits, pointed out the deficiency of 
existing profit calculation methods, introduced using dynamic margin methods and grading award methods to measure the 
profits of general military independent softwar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military independent software respectively. The 
program emphasizes the level of profits consistent with the creation of benefits, which can save the military funding, 
change the passive situation of military in military software pricing,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softwar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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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公平合理的军用软件价格包括精确计算的成本

与公正的利润。但现行的《军品价格管理办法》对

军用软件的利润测算未做出明确规定，只能沿用老

的利润测算方式。军用软件种类繁多，各种软件的

复杂程度和产生的效益不尽相同，加之其价值测度

和使用目的上的特殊性，使其利润的测算既不能等

同于硬件装备的利润测算，也不能等同于普通商业

软件的利润测算。如果按我军现行的利润确定方式，

即固定成本的 5％  确定利润，显然无法真正反映它

的价值，不合理的利润水平会极大地降低军用软件

开发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抑制软件承制单位进行改

进和创新的积极性，影响和制约军用软件行业的良

性发展。故对其进行研究。 

1  军用软件利润的特点 

设计科学合理的军用软件利润测算方法，最基

本的要求就是要准确反映军用软件利润的特点。 
第一，军用软件在利润确定上不同于普通商业

软件。普通商业软件的服务对象是普通客户，其目

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军用软件属于公共产品，

其服务对象是国防事业，目的是提升军事指挥能力

或者武器系统性能、提高作战效率，满足国家的安

全需要。因此，在军用软件利润确定的问题上不能

一味的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应该在成本补偿的基础

上根据军用软件特点和市场平均利润率确定合适的

利润水平。 
第二，军用软件的利润水平具有多样性。军用

软件分为很多类型，各种类型军用软件的复杂程度

和产生效益的方式各不相同。故军用软件的利润测

算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各类军用软件的特点选择

合适的利润测算方式。 
第三，军用软件的利润水平应高于同样开发难

度的民用软件。军用软件作为军品，具有许多特殊

性需要在利润中给与补偿。首先，由于使用环境比

较恶劣，军用软件一般要求更高的技术指标（可靠

性、保密性、稳定性、适应性等），这就大大增加了

软件测试的工作量。其次，由于保密的要求，军用

软件的开发过程一般采取封闭办公，开发人员将会

付出更多的辛苦。最后，军用软件只有有限的市场

需求，对于同样开发难度的软件，付出同样的努力

从事军品生产所得利润会远小于民品生产，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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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的利润中应适当补偿这部分损失。 
第四，军用软件的利润水平与所付出的劳动可

能不成正比，有时甚至差异很大。军用软件是知识

产品，是研发人员脑力劳动的结晶，与研发人员的

灵感和创新能力有很大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少数

的几个人经过短时间的劳动就可能创造出巨大的经

济军事效益，而有些软件虽然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

力资源，但可能因为出现了更好的替代技术而导致

其效用极大降低甚至降为零。因此，军用软件的利

润测算不能以劳动量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 

2  军用软件利润确定方案 

军用软件的利润问题已经引起了军方的广泛关

注，学术界也提出了一些利润测算方法，如：将利

润分为平均利润和激励报酬，即军用软件价格=成
本+平均利润+激励报酬；以“作业困难度决定作业

利润率”即基于困难度的利润计量方法；还有借鉴

使用美国的利润加权准则的利润计算方法等。这些

方法既有合理之处，又有其局限性。军用软件利润

率的确定应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遵循双赢原则。即软件承制单位可以尽

可能地获得更多利润，而军方也只需支付较少的费

用。首先确立一个利润率范围，然后在该范围内进

行利润率分配，分配依据是承制单位的努力水平，

努力水平是一个定性标准，可通过进度、质量、成

本等定量指标来衡量。 
第二，遵循软件利润与软件创造的效益相一致

的原则。由于军用软件产生的效益与开发软件所付

出的努力可能不成正比甚至差异很大，对于军用软

件的利润测算不但要能反映软件的自身价值，还要

反映软件所创造的效益，才能有效激励军用软件企

业的创新动力，以推动军用软件产业的良性发展。 
按照以上原则，军用软件应该分为 3 类：装备

配套软件、普通独立软件和创新程度很高、产生巨

大效益的独立软件，分别计算利润率。 

2.1  装备配套软件（装备软件）利润率确定方法 

装备软件是指嵌入、集成于装备硬件 (计算机

芯片、磁盘或光盘 )中，并与装备硬件一起形成战

斗力的各种计算机程序及相应文档的统称。装备软

件具有如下特点：第一，装备软件只是整个武器系

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和装备硬件结合在一起才

能产生效用，不具备独立发挥作用的能力；第二，

装备软件设计的工作量客观存在，应获得相应利润。 
基于以上分析，装备软件的利润率应该取军用

软件利润率的平均水平，即军用软件行业平均利润

率。其利润计算表达式如下： 

平均利润 KC ×=V
 

其中，C 表示装备软件成本，K 平均表示军用

软件行业平均利润率。 

2.2  一般独立软件利润率确定方法 

一般独立软件是指创新程度和开发难度一般，

产生的效益一般，即使出现问题，影响也不是很大

或者易于补救的独立运行软件。 
这类软件的利润率方案设计思路是：首先确立

一个利润率范围，然后在该范围内进行利润率分配。

利润率分配遵循双赢原则，即承制单位可以尽可能

的获得更多利润，而军方也只需支付较少的费用。

分配依据是承制单位降低成本的努力水平。承制单

位的努力水平是一个定性标准，可通过进度、质量、

成本等定量指标来衡量。 
此时的利润计算模型为：利润(V) =定价成本

(C)×动态利润率(R)。在该模型中，利润（V）和成

本一起决定价格，而不再仅仅是成本的副产品。 
具体的设计步骤为： 
1) 确定可调利润率范围 
(1) 最大利润率的选取 
同一价格水平下，最低成本带来最大利润，从

而实现最大利润率。因此，采用行业最低成本（软

件承制单位通过努力可能达到的最低成本）来确定

最大利润率，此时，最大利润率＝行业最大利润/

行业最低成本。当承制单位通过努力达到行业最低

成本时，军方调节利润率时只要不超过该最大利润

率，最终的价格都将小于当前价格，这是军方所希

望看到的。同时，对承制单位而言，承制单位也更

愿意选择降低成本而不是虚增成本，举例说明如下： 
假定当前某军用软件成本一般（或标准）水平

为 100 万元，则按照当前 5％的利润率，承制单位

获得利润 100×5％＝5 万元，软件价格为 100+5＝
105 万元。假定承制单位甲为一般成本水平，而承

制单位乙通过技术创新和加强成本管理等手段，将

成本降至 90 万元。如果军方同样接受其 105 万元的

价格，那么乙将获得 105－90＝15 万元的利润，此

时，相当于军方给乙的利润率为 15/90＝16.67%，

对于甲而言，要想获得与乙同等的利润，其成本水

平应为 15/5%=300 万元，显然，这是不可能，也是

不允许的。即使军方只偿付 100 万元，承制单位乙

仍可获得 10 万元的利润，此间，军方节约了 5 万元，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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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承制单位甲须将成本增至 200 万元才能得到相同

的利润额。不仅如此，由于承制单位乙的价格低于

当前价格，可以获得更多的市场，而承制单位甲由

于价格较高，其市场较少，获利会更少。相比之下，

承制单位甲就会主动采取措施降低成本。这样，承

制单位愿意降低成本，军方也节约了经费，即实现

了双赢的局面。 
(2) 最小利润率的选取 
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为保持软件承制单位正

常生存与发展的能力，在软件不存在质量问题的情

况下，最小利润率取当前 5％是比较合适的。虽然

此时利润率与现行政策规定的利润率没有变化，但

随着利润率方案的改变，军方更愿意选择成本水平

较低的承制单位。成本较高的承制单位，在这种利

润不平等的激励之下，必然也会努力去降低成本，

追求更大的利润，进入良性循环。 
2) 分配利润率 
确定了可行的利润率范围，剩下的工作就是在

该范围内如何分配利润率的问题。依据承制单位降

低成本的努力水平来进行利润率分配，分配曲线如

图 1。 

 
图 1  利润率分配曲线 

该分配曲线形状与正切函数曲线形状相似，前

期和后期利润率增加速度较快，中期增加速度平稳。

这是因为，承制单位前期稍作努力即可获得相对较

大幅度的利润率增加，因而具有较强的动力；中期

利润率随承制单位努力水平平稳增加；后期随着降

低成本的困难度增加，相应的加快利润率增加速度，

对此进行奖励。虚线部分表示军方给定的利润率小

于最大利润率，即军方支付的价格小于一般或标准

价格，也表示军方节约支付的部分。 
在利润率分配时，仅考虑承制单位努力水平的

因素，可补充其他因素，如软件购买批量。军用软

件只要开发成功，其生产过程只是简单的刻录和复

制，生产成本非常低，和开发成本相比几乎可忽略。

如果购买批量较大，则应该选择较低的利润率，这

样可以避免承制单位因为卖出的批量大而获得过高

的利润，取较小的利润率，可称批量因素对利润率

选取起负向影响。考虑各因素对军用软件利润率选

取的影响，有利于选择更为科学的利润率，如图 2。 

 
图 2  因素影响利润率选取 

2.3  有重大影响的独立软件利润率确定方法 

有重大影响软件是指创新程度非常高，能够产

生巨大经济效益、军事效益和深远影响的软件，一

旦发生问题将造成重大影响且难于补救。为了充分

反映出其所创造的巨大效益，此类军用软件的利润

应包含平均利润和激励利润 2 个部分。 
平均利润是指开发人员为设计该军用软件所付

出的一般性劳动所应得到的报酬，其计算方法可参

考前文所述装备软件的利润计算方法，即： 

平均平均 KC ×=V  
激励利润是指开发人员为设计该军用软件所付

出的创造性劳动所应得到的报酬，是对军用软件开

发人员创新成果的一种额外奖励，是对促进军用软

件开发人员进行创新的一种正向激励。理论上讲，

激励利润的数值应该同该军用软件的创新程度和所

创造的效益成正比，但军用软件所产生的综合效益

一般很难甚至不可能量化。因此，总的设计思路是：

遵循激励利润水平与军用软件所创造的效益成正比

的原则，采用分级奖励的办法确定激励利润的数值，

等级划分的依据是军用软件的创新程度和效益。 
具体的方法是： 
1) 建立军用软件创新程度和军用软件效益的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2) 确定奖励等级划分标准，以划分 4 个奖励等

级为例，假定总分为 25 分，则划分情况见表 1。 
3) 采用专家打分法或者 Delphi 方法对待评价

软件进行各项指标的打分； 
4) 根据得分总和所对应的等级实施奖励。 

表 1  划分情况 

等级  分数范围  奖金  

1 级  20~25 分（含 20 分）  500 万  

2 级  15~20 分（含 15 分）  300 万  

3 级  10~15 分（含 10 分）  100 万  

4 级  10 分以下  50 万  

该软件最终应得利润为平均利润和激励利润之

－ 

Rmin Rmax 

批量 努力水平 

+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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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表达式为： 

nVKCVV +×=+= 平均激励平均利润   V
 

式中，n 表示激励利润的等级，Vn 表示 n 等级

所对应的激励利润数值。 

3  结论 

市场经济条件下，利润率是维护市场物价稳定

和对放开的价格进行必要调控的有效手段。该利润

率方案以激励思想贯穿始终，强调利润水平与创造

效益的一致性，强调循序渐进，增强方案的可行性，

采用因素调节利润率，改变军方在军用软件定价中

的被动局面和促进军用软件产业的良性发展，实现

了以下功能：1) 设计同一软件时，成本较低的承制

单位较成本较高的承制单位获得更多的利润；2) 承

制单位在降低成本方面做出的努力越大、效果越明

显，获得的利润越多；3) 利润率调整后的价格低于

一般或标准价格，军方从中节约了经费；4) 利润水

平基本上反映了软件的创新程度和所产生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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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某坦克可靠性审查报告中关于分布 iα 和

iβ 的值，可求出均值 im ，见表 2。 

表 2  底事件的均值和左右分布 

符号  基本事件  均值 im  分布 iα iβ  

X2 电机故障  0.003 19 0.000 80 
X3 装弹机按钮故障  0.001 59 0.000 40 
X5 J11 故障  0.007 87 0.001 98 
X6 J11 没有接通  0.000 79 0.000 20 
X7 XS-DT2 故障  0.002 07 0.000 52 
X8 XS-DT1 故障  0.002 07 0.000 52 

2.2  求出系统模糊故障率函数 

根据式  (9)、表 1 真值函数和表 2 中的数据，

计算中间事件和顶事件发生概率的模糊数为： 

),,(~
1111 XXXX mp βα= =（0.006 48，0.002 19，0.002 19） 

),,(~
2222 XXXX mp βα= =（0.003 19，0.000 80，0.000 80） 

),,(~
3333 XXXX mp βα= =（0.001 59，0.000 40，0.000 40） 

),,(~
444 4 XXXX mp βα= =（0.005 17，0.002 13，0.002 13） 

),,(~
TTTT mp βα=  = （0.008 88，0.003 28，0.003 28） 

从计算结果来看，旋转输弹机不旋转发生的概

率均值为 0.008 88，从中间事件的模糊数来看，中

间事件 X1 发生的概率比其它事件发生的概率都高，

也就是说是旋转输弹机不旋转的主要因素。所以要

降低旋转输弹机不旋转概率，要提高 X1 可靠性，而

影响 X1 的主要原因是中间事件 X5，也就是 J11，所

以应提高 J11 的可靠性。考虑旋转输弹机不旋转故障

的随机不确定因素和模糊不确定因素时，且故障概

率均值隶属度为 0.08 时，旋转输弹机不旋转的隶属

函数曲线（如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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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旋转输弹机不旋转隶属函数曲线 

如图 3，在给定隶属度的情况下，旋转输弹机

不旋转故障概率的变化范围，参照这一概率变化范

围，在可靠性分配时可以提供故障概率依据。 

3  结束语 

对旋转输弹机不旋转变一事件进行故障树分

析，在各底事件故障率为模糊数的基础上应用模糊

数理论做了定量运算。该方法既可以解决经典方法

难以精确赋值等缺点，又可将现场和少量实验数据

与工程技术人员的经验结合起来，因此在可靠性工

程上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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