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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必讀財報：損益表

毛
利的意義是將營收扣除營業成本之後，所剩下來的利潤。其中

營業成本是跟營業收入有相關的直接成本，如果是製造業，就

是銷售產品的製造成本；如果是買賣業，營業成本就是進貨的成本。

毛利率是毛利占營收的比率，也就是將毛利除上營業收入，公式如下：

主要的意義是毛利總共占了營業收入的多少比率，簡單說就是每做

1元的生意，扣除掉營業成本後有多少的利潤。例如 25%的毛利率，

就是每做 100元的生意，可以有 25元的利潤，直接成本占了 75%。

營業成本只是跟銷貨相關的直接成本，尚未包括管理及銷售所需

要的費用，純粹從成本的角度來考量。這裡只計算已銷售部分，還留

在倉庫中的也不計算。例如工廠生產出一批成品，進到成品倉，這些

進倉的成品，會以成本金額入帳到存貨科目，直到銷貨後才會轉為銷

想知產品競爭力
就看毛利率

第2章 貨成本。

毛利率愈高，產品競爭力愈強

大體來說，毛利率愈高的公司，產品的競爭力愈大，是企業經營

的重要指標。例如一個產品，市場上可接受的賣價是 100元，A公司

做出來的成本要 80元，毛利率只有 20%；然而 B公司的成本卻只要

70元，也就是有 30%的毛利率，顯然 B公司的毛利率較高，競爭力

較大。

圖 1是大立光（3008）合併損益表，民國 100年的毛利率是

43%，那是個不錯的數字，也就是說每做 100元的生意，直接成本只

要 57元，毛利有 43元，在製造業中可以有這樣的成績，是非常難

能可貴的。

相同產業才有比較價值

雖然說毛利率愈高，競爭力愈大，但前提必須在相同產業下比較

才成立。相同行業價格壓力是一樣，所以能夠擁有較高的毛利，競爭

力當然就較好。不同的產業別，價格競爭壓力不同，其毛利率也會不

一樣。

毛利率 ＝ 毛利 
＝

 （營業收入－營業成本）
  營業收入  營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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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必讀財報：損益表

一般說來服務業的毛利率較高，製造業的毛利率較低。例如民國

100年，鴻海（2317）的毛利率只有 7.7%，以及台達電（2308）的

19%，都是屬於毛利率較低的製造業；而王品集團（2727）的餐旅服

務業毛利率就高達 53.7%，以及晶華酒店（2707）也是有 38.7%的毛

利率。

大立光、玉晶光電（3406）以及亞洲光學（3019）都同屬於光學

這個領域，公開資訊觀測站資料顯示（詳見表 1），民國 100年的毛

利率卻是相差許多，亞洲光學整年度做的生意比大立光還要多，但是

毛利卻只有大立光的 1/3，無怪乎大立光能長期穩坐光學產業的股王

寶座。

從合併損益表找出營業毛利數字
── 大立光（3008）合併損益表

圖1

民國100年毛利率43%，代表營
收100元，毛利有43元

註：資料日期為民國100年及99年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　　整理：怪老子

生意做得大，毛利不一定高
── 3家光學廠毛利率比較

表1

大立光 玉晶光電 亞洲光學

營業毛利（毛損）
單位：新台幣千元

6,940,667 2,155,721 2,001,122

銷貨收入淨額
單位：新台幣千元

15,984,098 8,430,158 24,283,374

毛利率
單位：%

43 26 8

註：資料日期為民國100年第4季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　　整理：怪老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