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怎样看懂、看活、看透 

小企业会计准则下 

工业（制造业）企业财务报表 
 

 

 

 

 

 

 

 

 

 

 

 

 

 

 

 

 

 

 

因为专业、原创和权威，所以更好！ 

 

中华第一财税网(又名"智董网")，全球最大的中文财税（税务）网站 

  



讲义提纲 

 

第 1讲  怎样看懂、看透、看活小工业企业财务会计报告（综述） 

  第一节  看懂、看透、看活小工业企业财务会计报告的综述 

  第二节  看懂、看透、看活小工业企业财务会计报告的方法 

    1-2-1  趋势分析法 

    1-2-2  比率分析法 

    1-2-3  因素分析法 

    1-2-4  综合分析法 

第 2讲  怎样通过资产负债表看小工业企业特定日期财务状况 

  第一节  综述 

  第二节  小工业企业所有者权益分析 

  第三节  小工业企业负债分析 

    2-3-1  小工业企业负债分析综述 

    2-3-2  小工业企业流动负债分析 

    2-3-3  小工业企业非流动负债分析 

  第四节  小工业企业资产分析 

    2-4-1  小工业企业资产分析综述 

    2-4-2  小工业企业流动资产分析 

    2-4-3  小工业企业非流动资产分析 

  第五节  小工业企业资产负债表水平分析 

  第六节  小工业企业资产负债表垂直分析 



  第七节  小工业企业资产负债表综合分析 

    2-7-1  比较和百分比资产负债表分析 

    2-7-2  财务状况变化分析 

    2-7-3  资产与负债及所有者权益的对称性结构分析 

第 3讲  怎样通过利润表看小工业企业会计期间经营成果 

  第一节  综述 

  第二节  小工业企业收入分析 

  第三节  小工业企业成本、费用、税金和损失分析 

  第四节  小工业企业营业利润分析 

  第五节  小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分析 

  第六节  小工业企业利润构成和完成情况分析 

  第七节  小工业企业利润质量分析 

  第八节  小工业企业利润表水平分析 

  第九节  小工业企业利润表垂直分析 

  第十节  小工业企业业绩分析 

第 4讲  怎样通过现金流量表看小工业企业会计期间资金周转情况 

  第一节  小工业企业现金流量表的阅读 

  第二节  小工业企业现金流量表的分析 

    4-2-1  小工业企业现金流量表的分析概述 

    4-2-2  小工业企业现金流量表质量分析 

    4-2-3  小工业企业现金流量比率分析 

    4-2-4  小工业企业现金流量的结构分析 



    4-2-5  小工业企业现金流量的增减变动分析 

    4-2-6  小工业企业现金流量表综合分析（比较和百分比现金流量

表） 

第 5讲  怎样看懂、看透、看活小工业企业财务报表附注 

  第一节  小工业企业财务报表附注综合知识 

  第二节  小工业企业财务报表附注阅读与分析 

第 6讲  透过财务报表看小工业企业资产运营能力 

  第一节  综合知识 

  第二节  小工业企业短期资产运营能力的分析 

  第三节  小工业企业长期资产运营能力的分析 

  第四节  小工业企业总资产运营能力的分析 

第 7讲  透过财务报表看小工业企业偿债能力 

  第一节  小工业企业短期偿债能力分析 

    7-1-1  小工业企业短期偿债能力分析的概述 

    7-1-2  小工业企业短期偿债能力分析的内容 

  第二节  小工业企业长期偿债能力分析 

    7-2-1  小工业企业长期偿债能力分析的概述 

    7-2-2  小工业企业长期偿债能力分析的内容 

第 8讲  透过财务报表看小工业企业获利能力 

  第一节  小工业企业获利能力评析综述 

  第二节  小工业企业获利能力的定性分析 

  第三节  小工业企业获利能力的定量分析 



    8-3-1  小工业企业获利能力定量分析的常用指标 

    8-3-2  小工业企业各部门获利能力的定量分析 

    8-3-3  不同财务报表使用者对小工业企业获利能力的定量分析 

    8-3-4  以现金净流量为基础的小工业企业获利能力分析 

  



试读内容 
 

第二节  看懂、看透、看活小工业企业财务会计报告的方法 

 

 

1-2-1  趋势分析法 

 

 

一、什么是趋势分析法？ 

趋势分析法又称水平分析法或时间序列分析法，它是根据企业连续期的财务

会计报告，比较各个有关项目的金额、增减方向和幅度，从而揭示当期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的增减变化，分析引起变化的主要原因、变动的性质，并预测未来的

发展趋势。     

趋势分析法既可用文字表述，也可采用图解、表格或比较报告的形式。 

 

二、趋势分析法的方式是什么？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运用趋势分析法： 

    （一）主要财务指标的比较 

    它是将不同时期财务会计报告中的相同指标或比率进行比较，直接观察其增

减变动情况及变动幅度，考察其发展趋势，预测其发展前景。对不同时期财务指

标的比较，可以有两种方法： 

    1.定基动态比率 

它是以某一时期的数额为固定的基期数额而计算出来的动态比率。其计算公

式为： 

 

    2.环比动态比率 

它是以每一分析期的前期数额为基期数额而计算出来的动态比率。其计算公

式为： 

 

上述两种分析方法实质是一致的，只是分别侧重于从不同的角度对财务趋势

固定基期数额

分析期数额
定基动态比率

前期数额

分析期数额
环比动态比率



进行分析。在实际财务分析过程中，分析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其中一种分析

方法，或者将两种分析方法结合使用。 

（二）财务会计报告比较 

常用的财务会计报告比较包括纵向比较、横向比较和标准比较三种（见表 1-

19）： 

 

表 1-19 

常

用

的

财

务

会

计

报

告

比

较 

纵向比较 

纵向比较是比较连续数期的财务会计报告的增减变动金额和幅度，

据以判断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发展变化的一种方法。纵向比较的形

式有五种： 

    ①按绝对金额编制财务指标对比表或比较财务报表； 

②按定比式趋势比率编制财务指标对比表或比较财务报表；    

③按环比式趋势比率编制财务指标对比表或比较财务报表；     

④按结构比率编制比较财务报表； 

    ⑤按财务比率编制比较财务报表。 

    比较时，要计算出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的绝对额，还要计算出其

增减变动的百分比。 

横向比较 

横向比较是把该企业的主要财务指标与外部相关指标进行比较，

用以发现企业经营中存在的问题与差距，评价企业所处的地位。横向比

较的形式有很多，主要包括： 

①与行业平均指标比较；   

②与地区平均指标比较；   

③与行业中先进企业或主要竞争者同类指标比较； 

④与国外同类企业指标或国际平均指标比较。 

标准比较 

标准比较就是将本期实际指标与标准指标进行比较。标准指标数可

以是财务预算数，也可以是下达的计划任务数，或是长期经验积累的并

经人们一致认可的标准数。 

 

（三）小工业企业财务报表项目构成的比较 

它是以财务报表中的某个总体指标作为 100%，计算出其各组成项目占该总

体指标的百分比，来比较各个项目百分比的增减变动，以判断有关财务活动的变

化趋势。它比前述两种方法更能准确地分析企业财务活动的发展趋势。可用于同

一企业不同时期财务状况的纵向比较，又可用于不同企业之间的横向比较。这种

方法能消除不同时期（不同企业）之间业务规模差异的影响，有利于分析企业的

耗费水平和盈利水平。但在采用趋势分析法时必须注意：用于进行对比的各个时

期的指标，在计算口径上必须一致；剔除偶发性项目的影响，使作为分析的数据

能反映正常的经营状况；应用例外原则，应对某项有显著变动的指标作重点分析，

研究其产生的原因，以便采取对策，趋利避害。 

 

三、趋势分析法有哪些类型？ 

财务会计报告趋势分析法，通常采用的方法有横向比较法和纵向比较法。 



    横向比较分析侧重于同一项目在不同年度的金额增减百分比变化分析，而纵

向比较分析则侧重于某一项目在不同年度比重（重要性程度）的变化，二者相结

合，更有利于我们正确评价、预测企业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的演变。不仅如此，

纵向比较分析也建立了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可比性。这里，我们仍需强调，进行

比较的企业应基本上属于同一行业，并采用了大致相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和会计报}

表的编制程序；否则，将两家企业的纵向比较报表放在一起分析意义不大。 

（一）水平分析法 

水平分析法又称横向比较法，是在财务报表中，用金额、百分比的形式，对

各个项目的本期或多期的金额与基期金额相比，以观察企业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

变化趋势的方法。横向比较分析通常可以作为用户预测企业未来经营情况的依据。

通过观察报表中各项目的增减变化情况，可以发现重要的异常变化，并且对这些

变化作进一步分析，找出其变化的原因，判断这种变化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并

力求对这种趋势是否会延续作出判断。 

（二）垂直分析法 

    垂直分析法又称纵向比较法，是将常规的财务报表换算成结构百分比形式的

报表，然后将本期和前一期或前几期的结构百分比报表汇编在一起，逐项比较，

查明各特定项目在不同年度所占比重的变化情况，并进一步判断企业财务状况与

经营成果的发展趋势。结构百分比的变动可能是由于个别项目金额变动所引起，

也可能是总数金额变动或者两者共同变动所引起。例如，一家企业应收账款呈逐

年缓慢上升趋势，如果与此同时，总资产以更快的速度逐年上升，则很显然，纵

向比较分析将显示应收账款与总资产的百分比呈逐年下降趋势。具体分析时，我

们不仅应关注其所占比重下降这一事实，同时也不能忽视应收账款绝对数逐年上

升这一趋势变化。 

 

四、应用趋势分析法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趋势分析法应当注意以下问题（见表 1-22）： 

 

表 1-22 

应用趋势分

析法时的注

意事项 

计算口径上必须

一致 

    同其他分析方法一样，用以进行对比的各个时期  

的指标，在计算口径上必须一致。由于经济政策、财务

制度发生重大变化而影响  指标内容时，应将指标调

整为同一口径。 

偶然因素产生特

殊影响时，分析

时应加以剔除 

    由于天灾人祸等偶然因素对财务活动产生特殊影

响时，分析时应加以剔除，必要时对价格变动因素也要

加以调整。 

财务指标有显著

变动应重点研究 

分析中如发现某项财务指标在一定时期内有显著

变动，应作为分析重点研究其产生的原因，以便采取对

策，趋利避害。 

 

 



1-2-2  比率分析法 

 

 

一、什么是比率分析法？ 

比率是相对数，是指报告分析者在分析过程中，利用财务会计报告中一个指

标对另一个指标的比例关系，进行比率数值分析的一种方法。 

比率分析法是通过对财务相对数指标的比较、分析，得出评价结论。采用这

种方法，要把分析对比的数值变成相对数，计算出各种比率指标，然后进行比较，

从确定的比率差异中发现问题。 

采用这种分析方法，能够把在某些条件下的不同比指标变为可以比较的指标，

以利于进行分析。 

 

二、比率分析法的局限性是什么？ 

尽管对企业的财务会计报告进行比率分析可以使信息使用者获得许多关于

企业财务状况的信息，但是，对企业财务会计报告的比率分析仍不足以对企业的

财务状况整体作出全面评价。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见表 1-23）。 

 

表 1-23 

比

率

分

析

法

的

局

限

性 

财务会计报告信息并

未完全反映企业可以

利用的经济资源 

列入财务会计报告的仅是可以利用的、可以用货币计量

的经济资源。实际上，企业有许多经济资源受客观条件制约

或者受会计惯例的制约并未在财务会计报告中得到体现。例

如，企业的人力资源，历史悠久的企业账外存在的大量无形

资产，均不可能在财务会计报告中予以反映。因此，可以说，

财务会计报告仅反映了企业经济资源的一部分。 

受历史成本原则的制

约，企业的财务会计

报告资料对未来决策

的准确性受到限制 

会计信息处理中广泛坚持的历史成本原则，使会计信息

在通货膨胀面前的信任度大大降低。坚持历史成本原则，将

不同时点的货币数据简单相加，在严重通货膨胀时期会使信

息使用者不知道他所面对的会计信息的实际含义，这样的会

计信息对其现在和未来的经济决策准确性受到限制。 

会计政策运用上的差

异使企业难以做到自

身的历史与未来对

比、企业与企业间的

对比 

由于存在会计政策的差异问题，企业在不同会计年度间

采用不同会计方法以及不同企业以不同会计方法为基础形成

的信息具有极大的不可比性。   

企业对会计信息的人

为操纵可能会误导信

息使用者 

由于存在信息传递过程的不对称，在企业对外形成其财

务会计报告之前，信息提供者往往对信息使用者所关注的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进行粉饰，并尽力满足信息使用者对企业



财务状况的期望。这就难免形成“你想看什么，我尽力提供什

么”，“你希望我的业绩如何，我就编出什么样的业绩让你

看”的思维与实践。其结果极有可能使信息使用者所看到的

财务会计报告信息与企业实际状况相距甚远，从而误导信息

使用者作出错误决策。因此，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全面分析与

评价，除考虑货币因素外，还应注意非货币性因素，并加强信

息使用者对误导信息的抵御与防范。 

 

三、比率指标的主要形式是什么？ 

    比率指标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 

    （一）构成比率 

结构比率又称构成比率，是对于财务指标中同类的各个组成部分，分别计算

每个组成部分占总体的百分比，即用局部指标除以整体指标。 

 

例如，在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中，可以分别把资产总额和销售收入作为总体

指标，编制结构比率报表。 

 

【例 1-3】  以 F公司为例，其简化的结构比率报表见表 1-24 和表 1-25。 

 

表 1-24               F公司结构比率资产负债表 

20×8年 12月 31 日 

项目 

结构比率/% 

项目 

结构比率/% 

20×7

年 

20×8

年 

20×7

年 

20×8

年 

流动资产 25.44 27.26 流动负债 31.28 32.23 

长期投资 2.91 2.71 长期负债 21.39 20.70 

固定资产 68.80 67.09 负债合计 52.67 52.93 

无形及其他资产 1.94 1.84 所有者权益 47.33 47.07 

资产总计 100 100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合计 100 100 

 

由表 1-24可以看出 F公司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比率变化，流动资产比率 20×

8年比 20×7年有所增加，长期投资减少，流动负债增加，长期负债减少，如将

20×6 年、20×5 年、20×4 年的数据也一起比较，则可基本分析出各项的变化

趋势。 

 

表 1-25             F公司结构比率利润表 

20×8年度 

项目 结构比率/% 

%100
值（总体）某项财务指标的总体数

值（个体）某项财务指标的部分数
结构比率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主营业务利润 

    其他业务利润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净利润 

100 

77.75 

2.74 

19.51 

0.19 

3.30 

3.92 

0.73 

5.46 

 

表 1-25 列示了 F 公司利润表的主要项目占主营业务收入的结构百分比。其

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主营业务成本所占比率很大，达到 77.75%，说明 F 公司产品

的利润空间很小，至于该比率是否合理，要考虑行业特点，以及与同行业进行比

较。         

需注意的是，比率分析有一定的局限性。 

（1）比率分析采用财务会计报告上的数据都属于历史数据，对于未来的预

测只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在不同企业之间进行比率分析时，由于每个企业采用的会计方法不同

（如折旧有直线折旧法与加速折旧法；存货计价有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等；

费用分配标准也有多种方式，如分配制造费用的实际工时比例法、计划成本分配

法、直接工资分配法等），往往缺乏可比性，使求出的比率不一定能说明问题。 

（二）效率比率 

效率比率用用以计算某项经济活动中所费与所得比率，反映投入与产出的关

系。利用效率比率指标，可以进行得失比较，考察经营成果，评价经济效益。如

将利润项目与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收入、资本等项目加以对比，可计算出成

本利润率、销售利润率以及资本利润率等利润率指标，可以从不同角度观察比较

企业获利能力的高低及其增减变化情况。 

（三）相关比率 

    相关比率又称关系比率，是典型的财务比率。关系比率分析就是将两个性质  

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财务指标的数额相除后得出比率，并据此对企业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进行分析。 

 

    例如，资产负债表中的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两者的比率，称作流动比率，它

反映了企业偿还短期债务的能力；利润表中的净利润指标与资产负债表中的实收

资本两者的比率，称作资本收益率，它反映企业在一定时期内运用投资者投入的

资本而获得收益的能力等。概括起来关系比率可以分为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比率，

包括反映短期偿债能力和长期偿债能力的比率（其中反映短期偿债能力的比率一

般称为流动性比率，反映长期偿债能力的比率一般称为负债性比率）；反映企业

运营能力的比率，即反映企业资产周转速度的各种比率；反映企业活动能力的比

率，即反映企业投入产出效率的比率，用来衡量企业经济效益的好坏。 

（四）趋势比率分析 

趋势比率分析又称动态比率分析，是指将不同时期或不同时日的同类财务指

标进行动态分析，以揭示企业财务状况或经营成果的变动趋势。动态比率分析最

指标

指标
关系比率

B

A




为常见的做法是计算定期发展速度、环比发展速度、定期增长速度和环比增长速

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在小工业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分析中，经常对主营业务收入、总资产、净利润

进行动态比率分析，借以说明企业规模的发展趋势及企业长期获利能力。 

 

【例 1-4】  假设 D公司的经营利润构成，如表 1-26所示。 

 

表 1-26                D公司经营利润构成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4年 20×5年 

金额 百分比 金额 百分比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毛利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经营利润 

1 000 

600 

400 

200 

100 

100 

100% 

60% 

40% 

20% 

10% 

10% 

1 200 

744 

456 

300 

110 

46 

100% 

62% 

38% 

25% 

9.17% 

3.83% 

 

    通过分析，得出结论：20×5年 D公司的销售经营利润率为 3.83%，较 20×

4 年下降了 6.17 个百分点，主要减利因素为毛利率下降了 2 个百分点和销售费

用上升了 5 个百分点所致，管理费用下降了 0.83 个百分点为增利因素。对于毛

利率的降低，其主要影响因素有商品售价、销量和产品制造成本等因素，在本例

中，销售收入比上年增长了 20%，因此，销量变动不会导致毛利率的降低。假如，

企业的商品未降价的话，那么，影响毛利率降低的因素就可能是制造成本的升高

了，应继续分析制造成本的构成情况，找出制造成本升高的具体原因，分清责任，

采取措施，降低制造成本。对于销售费用的升高，企业应进一步按项目构成或销

售区域分析销售费用的构成，检查销售费用升高的具体原因，针对不利因素，寻

找降低的途径。 

    假设 D公司的经营利润趋势分析和收益构成分析，如表 1-27、表 1-28所示。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该公司经营税前利润的下降，主要是因为主营业

务成本和销售费用的增长速度超过了销售增长速度所导致的，应查明具体原因。

管理费用的增长速度低于销售的增长速度，是企业在管理费用控制方面取得的成

绩。 

 

表 1-27               D公司经营利润的趋势分析                

%100

%100

%100

%100















上期指标值

上期指标值报告期指标值
环比增长速度

基期指标值

基期指标值报告期指标
定期增长速度

上期指标值

报告期指标值
环比发展速度

基期指标值

报告期指标值
定期发展速度



单位：万元 

项目 
利润构成 增减幅度 

20×4年 20×5年 增减金额 增减百分比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毛利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经营税前利润 

1 000 

600 

400 

200 

100 

100 

1 200 

744 

456 

300 

110 

46 

200 

144 

56 

100 

10 

－54 

20% 

24% 

14% 

50% 

10% 

－54% 

 

    我们还可以通过对收益的构成分析，判断企业收益质量，即收益对企业经营

绩效的真实反映程度的方法。一般地说，如果经营利润占收益比重较大，说明企

业主业经营良好，企业的收益质量良好；如果非经营收益，如投资收益或营业外

收益占了较大的比重，则说明收益质量较差，企业的主业发展前景暗淡，因为企

业非经营收益不具有可持续性。 

 

表 1-28              D公司收益构成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4年 20×5年 

金额 构成百分比 金额 构成百分比 

经营利润 

投资收益 

营业外收支净额 

利润总额 

    100 

    －20 

    5 

    85 

    117.65% 

  －23.53% 

    5.88% 

 

    46 

    －30 

    10 

    26 

   176.92% 

  －115.38% 

    38.46% 

 

 

    从表 1-28 中可知，D 公司的利润构成中，经营利润占有绝对的比重，说明

经营主业仍是公司获取收益的主要来源。但值得注意的是：公司对外的投资发生

了损失，说明其投资控制的公司经营状况不佳。 

 

四、运用比率分析法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如表 1-29所述。 

 

表 1-29 

运

用

比

率

分

析

法

时

比率指标中的

对比指标要有

相关性 

比率指标根本上来说都是相关比率指标。对比的指标必须有关

联性，把不相关的指标进行对比是没有意义的。在构成比率指标中，

部分指标必须是总体指标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小系统，小系统只能

处在这个大系统中而且必须全部处在这个大系统中，才有比较的可

能。在效率比率指标中，投入与产出必须有因果关系，费用应是为

取得某项收入而花费的费用，收入必须是花费相应的耗资而实现的

收入。没有因果关系的得失比较不能说明经济效益水平。相关指标

中的两个对比指标也要有内在联系，才能评价有关经济活动之间是



应

该

注

意

的

问

题 

否协调均衡，安排是否合理。 

比率指标中对

比指标的计算

口径要一致 

同比较分析法一样，在同一比率中的两个对比指标在计算时

间、计算方法、计算标准上应当口径一致。特别要注意的是，如果

比率指标中的对比指标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指标，由于取得的资料来

源不同，可能所包括的范围有一定差异，使用时必须使其口径一致，

便于对比。有些容易混淆的概念，如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

现销收入和赊销收入、营业利润和主营业务利润等，使用时也必须

注意划清界限。 

采用的比率指

标要有对比的

标准 

财务比率能从指标的联系中，揭露企业财务活动的内在关系，

但它所提供的只是企业某一时点或某一时期的实际情况。为了说明

问题，还需要选用一定的标准与之对比，以便对企业的财务状况作

出评价。 

通常用作对比的标准有以下几种。 

    1.预定目标 

指企业自身制定的、要求财务工作在某个方面应该达到的目

标。将实际完成的比率与预定的经营目标比较，可以确定差异，发

现问题，为进一步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提供线索。 

2.历史标准 

指本企业在过去经营中实际完成的数据，它是企业已经达到的

实际水平。将企业本期的比率与历史上已达到的比率对比，可以分

析和考察企业财务状况和整个经营活动的改进情况，并预测企业财

务活动的发展趋势。 

3.行业标准 

指本行业内同类企业已经达到的水平。行业内同类企业的标准

有两种：一种是先进水平；另一种是平均水平。 

将本企业的财务比率与先进水平对比，可以了解同先进企业的

差距，挖掘本企业潜力，提高经济效益；将本企业的财务比率与平

均水平对比，可以了解本企业在行业中所处的地位，明确努力的方

向，处于平均水平以下者要追赶平均水平，达到平均水平者应追赶

先进水平。     

4.公认标准 

指经过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为人们共同接受，达到约定俗成

程度的某些标准。例如，反映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关系的流动比率，

一般公认标准为 2:1，速动比率一般公认标准为 1:1。企业分析时

可以此为标准，借以评价企业的流动比率是否恰当及偿债风险的大

小。 

 

 

1-2-3  因素分析法 

 

 

综合性财务指标的变动通常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些因素起积极作用，

有些因素起消极作用；相同作用的因素中，也有主次之分和影响程度的不同。通



过因素分析法，可以对构成综合性财务指标的各项因素进行分解，测定这些因素

变动的影响程度，查明原因，明确责任，提出改进的措施。因此，因素分析法也

是财务会计报告分析的重要方法之一。 

 

一、什么是因素分析法？ 

一个经济指标的完成往往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只有把这种综合性的指标分

解为它的各种构成要素，才能了解指标完成好坏的真正原因。这种把综合性指标

分解为各因素的方法称为因素分析法。 

因素分析法适用于多种因素构成的综合性指标的分析，如成本、利润、资产

周转等方面的指标。 

    用数学式可以表示如下： 

    设 0为比较基数，1为实际数，某指标受 a、b两个因素影响，则： 

比较基数：a0×b0                                     ①  

第一次替换：a1×b0                                   ②  

第二次替换：a1×b1                                   ③ 

分析对象为：③－①＝a1×b1－a0×b0 

    其中            a的影响＝②－①＝（a1－a0）×b0 

                    b的影响＝③－②＝a1×（b1－b0） 

一个经济指标通常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因素构成的，例如，计件工资是由

职工完成合格品的数量与规定的计件单价两个因素构成的；主营业务成本是由产

品销售数量与单位产品成本两个因素构成的；营业税金及附加是由产品销售数量、

销售单价和销售税率 3个因素构成的。 

 

二、因素分析法的特征是什么？ 

因素分析法具有以下 3个特征（见表 1-30）：     

 

表 1-30 

因

素

分

析

法

的

特

征 

按照影响因素

同综合性经济

指标之间的因

果关系确定影

响因素 

只有按照因果关系确定影响因素，才能说明综合性经济指标的

变动是由于哪些因素变化所导致的结果。因此，运用因素分析法进行

分析时，必须首先依据因果关系合理确定影响因素，并依据各个影响

因素的依存关系确定计算公式。这是运用因素分析法的基础。 

计算过程的假

设性 

即在分别计算各个因素的影响数时，要假设影响数是在某一因

素变化而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得出的。 

这是一个假设，但它是分别计算各个因素影响数的前提条件。 

因素替代的顺

序性 

即在运用因素分析法时，要按照影响因素和综合性经济指标的

因果关系，确定合理的替代顺序，且每次分析时，都要按照相同的替

代顺序进行测算，才能保证因素影响数的可比性。合理的替代顺序需

要按照因素之间的依存关系，分清基本因素和从属因素、主要因素和

次要因素来加以确定。 

 



三、因素分析法有哪些类型？  

（一）和差比较分析法 

    和差比较分析法适用于总体指标表现为各个因素的和差时采用。其基本模式

如下： 

设：某项总体指 N等于 A、B、C三个因素之和。基础数值为 N0，实际指标为

N1，则: 

N0＝A0＋B0＋C0 

N1＝A1＋B1＋C1 

分析对象: N1－N0   

A因素的影响＝A1－A0 

B因素的影响＝B1－B0     

C因素的影响＝C1－C0   

在财务分析中，适用于和差比较分析法的数量关系很多，如利润总额的分析。 

（二）连环替代法 

1.什么是连环替代法？ 

连环替代法是用来分析引起某个经济指标变动的各个因素影响程度的一种

方法。在几个相互联系的因素共同影响着某一经济指标的情况下，可应用这一方

法来计算各个因素对经济指标发生变动的影响程度。 

连环替代法适用于总体指标表现为各个因素的乘积时采用。 

2.连环替代法的属性有哪些？ 

连环替代法具有如下属性（见表 1-31）。 

 

表 1-31 

连

环

替

代

法

的

属

性 

计算结

果的假

定性 

    连环替代法下，每一个因素的影响值，都是在前面因素已经发生变动

的情况下，假设后面的因素不变，这种假设与实际情况是不相吻合的。在

企业的经济生活中，影响总体指标的因素是同时发生变动的，各因素变动

对总体指标的影响往往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就使得连环替代法的

计算结果带有人为的假定性。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假设，复杂的经济活动

被简单化和抽象化，从而能够界定影响总体指标的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分

清每一个因素的优劣，进而对企业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进行符合因素影

响本质的评价。 

替代计

算的连

环性 

    每一次因素的替代，都是在前面的因素已经替代的基础上顺序进行

的，此为连环。 

因素排

列的顺

序性 

在连环替代法下，各影响因素的排列顺序不同，所得出的各因素变动

对总体指标的影响值就不一样。因此，使用连环替代法，必须要考虑指标

之间的逻辑关系，将指标排列成合理的顺序。一般而言，对总体指标影响

重要的因素应排列在前，次要的排列在后；先数量指标，后价值指标；先

使用价值指标，后价值指标；先基本指标，后派生指标。合理的顺序排列

后，各期的分析就必须遵循这一顺序，以保持分析口径的一致性。 

 

3.连环替代法方法、步骤是什么？ 



计算步骤是先衡量某一因素对一个经济指标的影响时，假定只有这一因素在

变动，而其余因素都不变；其次，确定各个因素的替代顺序，一般而言，实物量

指标在前，货币量指标在后，数量指标在前，质量指标在后，大范围指标在前，

小范围指标在后，按照排列顺序依次替代计算；最后把几个指标与该因素替代前

指标相比较，确定因素变动所造成的影响。 

 

【例 1-5】  设某项总体指标 N是由 A、B、C 三个因素的乘积所构成，指标

之间的关系为：N＝A×B×C，则有：   

基础数值式: N0＝A0×B0×C0 

实际数值式：N1＝A1×B1×C1 

分析对象：N1－N0 

①第一次替代，以 A1替代 A0,B、C不变，得出 A因素变动后的总体指标数值，

令其为：N2:N2＝ A1×B0×C0则有： 

A因素的影响值＝N2－N0 

②第二次替代，在 A 因素已经替代的基础上，即 N2式的基础上，以 B1替代

B0,C 不变，得出 B 因素变动后的总体指标数值，令其为：则有 N3:N3＝ A1×B1×

C0,则有：B因素的影响值＝N3－N2 

    ③第三次替代，在 A、B已经替代的基础上，即 N3式的基础上，以 C1替代 C0，

得出 C因素变动后的总体指标数值，令其为：N1:N1＝A1×B1×C0则有： 

    C因素的影响值＝N1－N3  

上述各因素的影响值相加之和，等于总体指标的差异值，即: 

N1－N0＝N2－N0＋N3－N2＋N1－N3 

 

【例 1-6】  某企业某月份的预算与实际的原材料费用构成，如表 1-32。 

 

表 1-32                      原材料费用分析表 

指标 预算 实际 

产量 

单位产品某种原材料耗用量 

原材料单价 

原材料费用 

100件 

10千克 

20元 

20 000元 

120件 

12千克 

22元 

31 680 元 

 

    设指标之间的排列顺序为：原材料费用＝产量×单耗量×单价，则有： 

预算原材料费用＝100×10×20＝20 000（元）   

实际原材料费用＝120×12×22＝31 680（元）   

分析对象＝31 680－20 000＝11 680（元） 

    ①产量的影响＝120×10×20－100×10×20＝4 000（元） 

②单耗量的影响＝120×12×20－120×10×20＝4 800（元）   

③单价的影响＝120×12×22－120×12×20＝2 880（元）     

-------------------------- 

11 680元 

    

4.运用连环替代法时应遵循哪些原则？ 



运用连环替代法时应遵循以下原则（见表 1-33）： 

 

表 1-33 

运用连环替代法

时应遵循的原则 

应根据各个因素对某项指标影响的内在联系来确定替代顺序，依

次进行替代计算。一般把数量指标列在前面，价值指标列在后面。 

在测定某一因素对该指标的影响时，必须假定只有这一个因素发

生变动而其他因素不变。 

把替代该因素后的数据与替代该因素前的数据作比较，以确定该

因素变动对企业造成的影响。 

 

【例 1-7 】  B 公司本月生产某产品，该产品所需的材料计划消耗量 100千

克，材料计划采购价格是 20元/千克；生产之后发现，材料实际的价格 22元/千

克，实际消耗量 96 千克。 

    通过比较分析可知： 

计划成本＝100×20＝2 000（元） 

实际成本＝96×22＝2 112（元） 

成本差异＝112（元） 

    分析成本差异产生的原因如下： 

比较基数：a0×b0＝100×20＝2 000（元）                      ①  

第一次替换：a1×b0＝96×20＝1 920（元）                     ②  

第二次替换：a1×b1＝96×22＝2 112（元）                     ③ 

分析对象为：③－①＝2 112－2 000＝112（元） 

    其中 

材料消耗量的影响＝②－①＝1 920－2 000＝－80（元） 

材料价格的影响＝③－②＝2 112－1 920＝192（元） 

材料消耗量的影响＋材料价格的影响＝－80＋192＝112（元） 

    可见，B公司的材料成本之所以超支 112 元，是材料的消耗量和材料采购价

格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每节约材料消耗 1 千克，相当于节约成本 20

元，这属于有利差异；材料的价格每提高 1 元，会使材料成本提高 96 元，这属

于不利差异。至于什么原因引起材料价格上涨，还需要进一步到采购部门调查分

析。 

5.在应用连环替代法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连环替代法作为因素分析方法的主要形式，在实际中应用比较广泛。但是，

在应用连环替代法时应注意以下问题（见表 1-34）： 

 

表 1-34 

在

应

用

连

环

替

代

法

时

分析指标与其

影响因素之间

必须真相关 

通过分析影响因素的变动确实能说明分析指标差异产生的原

因。 

正确规定各个

因素的排列顺

序 

因素排列的顺序要根据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确定。各因

素替代顺序一般是：先替代数量因素，后替代质量因素；先替代

用实物量、劳动量表示的因素，后替代用质量表示的因素；先替

代主要因素，原始因素，后替代次要因素、派生因素；在初始关

系中，先替代分子，后替代分母。一般来讲，替代顺序在前的因

素对经济指标影响的程度不受其他因素影响或影响较小，排列在



应

注

意

的

问

题 

后面的因素中含有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成分。由此可看出，连环

替代法实际上是比较分析法的发展和补充。 

注意顺序替代

的连环性 

连环性因素是指在确定各因素变动对分析指标影响时，是按

规定的因素替换顺序逐次替代，而且每次替代都是在前一次因素

替换的基础上进行，将某因素替换后的结果与该因素替代前的结

果对比，一环紧扣一环。只有这样才能确定各因素的影响额，检

验分析结果的准确性。 

明晰分析结果

具有一定的假

定性 

连环替代法是在假定一个因素有变动，其他因素无变动的条

件下进行的，具有一定程度的假设性，因此其计算结果仅仅是为

进一步的分析指出方向。 

 

（三）差额分析法 

差额分析法是连环替代法的简化形式。在连环替代法各因素影响值的基础上，

提取公因式，即可得出差额分析法下各因素影响值的计算公式。也可以将差额分

析法定义为下列通用模式： 

各因素的影响值＝该因素的差额×该因素前面指标的实际值 

    各种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不同，因素分析法又有多种具体方法，通常

的因素分析法主要用连环替代法进行分析。 

 

四、在具体应用因素分析法的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因素分析法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见表 1-35）： 

 

表 1-35 

在具

体应

用因

素分

析法

的过

程中

应注

意的

问题 

因素分解的

相关性 

构成经济指标的因素，必须是客观存在的因果关系，要能够

反映形成该项指标差异的内在构成原因，否则就失去了其存在价

值。 

因素替代的

顺序性 

应根据因素之间的变动关系，恰当确定因素的前后排列顺序，

并依次按顺序替代计算。在确定因素替代顺序时，必须从因素的依

存关系出发，并符合分析工作的一般要求。确定因素替代顺序的一

般原则是：先内部因素后外部因素，先基础因素后从属因素，先数

量指标后质量指标。 

替代顺序的

连环性 

是在计算每一个因素变动的影响时，都是在前一次计算的基

础上进行的，并采用连环比较的方法确定因素变化影响的结果。 

计算结果的

假定性 

运用连环替代法所计算的各因素变动的影响数，会因替代顺

序不同而存在差异，因而计算结果带有假定性。在分析时应力求使

这种假设合乎逻辑，这样才不至于影响分析的有效性。 

 

……（试读结束啦。欢迎购买！“投资到大脑的钱可以给您今后带来更多的钱，早投资

早获益，机遇只钟情于有准备的头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