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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中级会计职称考试

财务管理

第十章 财务分析与评价

蒋雪韵

一、财务分析的方法

比较分析法

（1）分类：趋势分析法、横向比较法和预算差异分析法。

（2）比较分析法的具体运用主要有重要财务指标的比较（定基动

态比率、环比动态比率）、会计报表的比较和会计报表项目构成

的比较三种方式

比率分析法

（1）比率指标的类型主要有构成比率、效率比率和相关比率三类。

（2）构成比率：资产构成比率、负债构成比率；

效率比率：成本利润率、营业利润率和资本金利润率；

相关比率：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

（3）注意：对比项目的相关性；对比口径的一致性；衡量标准的

科学性

因素分析法

（1）具体有两种：连环替代法和差额分析法。

（2）注意：因素分解的关联性；因素替代的顺序性；顺序替代的

连环性；计算结果的假定性

（3）结合杜邦分析：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净利率×权益乘数

＝营业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

二、基本财务报表分析

（一）偿债能力分析

短期偿债能力分析

1.营运资金＝流动资产－流动负

债

营运资金是绝对数，不便于不同企业之间的

比较

2.流动比率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3.速动比率 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4.现金比率 现金比率＝（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流动负债

长期偿债能力分析

1.资产负债率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2.产权比率 产权比率＝负债总额÷所有者权益×100%

3.权益乘数
权益乘数＝总资产/股东权益＝1＋产权比率＝1/（1－资产负

债率）

4.利息保障倍数
利息保障倍数＝息税前利润÷应付利息

＝（净利润＋利润表中的利息费用＋所得税）÷应付利息

（二）营运能力分析

应收账款周转

率

应收账款周转次数＝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计算期天数÷应收账款周转次数

存货周转率 存货周转次数＝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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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周转天数＝计算期天数÷存货周转次数

流动资产周转

率

流动资产周转次数＝营业收入÷流动资产平均余额

流动资产周转天数＝计算期天数÷流动资产周转次数

固定资产周转

率

固定资产周转次数＝营业收入÷平均固定资产

式中：平均固定资产＝（期初固定资产＋期末固定资产）÷2

总资产周转率 总资产周转次数＝营业收入÷平均资产总额

（三）盈利能力分析

营业毛利率
营业毛利率＝营业毛利/营业收入×100%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收入×100％

营业净利率 营业净利率＝净利润/营业收入×100％

总资产净利率
总资产净利率＝净利润/平均总资产×100％

＝营业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

净资产收益率

（结合杜邦分

析法）

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所有者权益×100％

＝总资产净利率×权益乘数

＝营业净利率×总资产周转次数×权益乘数

用于反映权益资本经营的盈利能力。该指标是企业盈利能力指标

的核心，也是杜邦财务指标体系的核心，更是投资者关注的重点

（四）发展能力分析

营业收入增长率
营业收入增长率＝本年营业收入增长额/上年营业收入×

100%

总资产增长率 总资产增长率＝本年资产增长额/年初资产总额×100%

营业利润增长率
营业利润增长率＝本年营业利润增长额/上年营业利润总额

×100%

资本保值增值率
资本保值增值率＝扣除客观因素影响后的期末所有者权益

÷期初所有者权益×100%

所有者权益增长

率

所有者权益增长率＝本年所有者权益增长额/年初所有者权

益×100%扣除客观因素影响后，所有者权益增长率＝资本保

值增值率－1

（五）现金流量分析

（一）获取

现金能力

分析

1.营业现金比率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营业收入

2.每股营业现金净流量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普通股股数

3.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平均总资产

（二）收益

质量分析

4.净收益营运指数 经营净收益÷净利润

5.现金营运指数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经营所得现金

提示

①收益质量是指会计收益与公司业绩之间的相关性。

②经营净收益＝净利润－非经营净收益

③经营所得现金＝经营净收益＋非付现费用

三、上市公司财务分析

指标 计算公式

基本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发行在外的

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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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

企业存在稀释性潜在普通股的，应当分别调整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和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据以计算稀释每

股收益

每股股利 每股股利＝现金股利总额/期末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

市盈率 市盈率＝每股市价/每股收益

每股净资产 每股净资产＝期末普通股净资产/期末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

市净率 市净率＝每股市价/每股净资产

四、财务评价与考核

一、企业综合绩效分析的方法

（一）杜邦分析法

（二）沃尔评分法

1.传统的沃尔评分法

存在的问题：

（1）未能证明为什么要选择这七个指标，而不是更多些或更少些，或者选

择别的财务比率；

（2）未能证明每个指标所占比重的合理性；

（3）当某一个指标严重异常时，会对综合指数产生不合逻辑的重大影响。

这个缺陷是由相对比率与比重相“乘”而引起的。财务比率提高一倍，其综合指

数增加 100%；而财务比率缩小一倍，其综合指数只减少 50%。

2.现代沃尔评分法

一般认为企业财务评价的内容首先是盈利能力，其次是偿债能力，最后是成

长能力，它们之间大致可按 5∶3∶2的比重来分配。

盈利能力的主要指标是总资产收益率、营业净利率和净资产收益率，这三个

指标可按 2：2：1的比重来安排。偿债能力有四个常用指标。成长能力有三个常

用指标（都是本年增量与上年实际量的比值）。

（三）经济增加值法

经济增加值是从股东角度去评价企业经营者有效使用资本和为企业创造价

值的业绩评价指标。

经济增加值＝税后净营业利润－平均资本占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注意】

1.经济增加值为正，表明经营者在为企业创造价值；经济增加值为负，表

明经营者在损毁企业价值。

2.在计算经济增加值时，需进行相应的会计科目调整，如营业外收支、递延

税金等都要从税后净营业利润中扣除，以消除财务报表中不能准确反映企业价值

创造的部分。

二、综合绩效评价

（一）综合绩效评价的内容

企业综合绩效评价由财务绩效定量评价和管理绩效定性评价两部分组成。

1.财务绩效定量评价指标由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状况、资产质量状况、债务风

险状况和经营增长状况等四个方面的基本指标和修正指标构成。

2.管理绩效定性评价指标包括企业发展战略的确立与执行、经营决策、发展

创新、风险控制、基础管理、人力资源、行业影响、社会贡献等方面。

（二）企业综合绩效评价计分方法

企业综合绩效评价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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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绩效定量评价分数×70%＋管理绩效定性评价分数×30%

在得出评价分数之后，应当计算年度之间的绩效改进度，以反映企业年度之

间经营绩效的变化状况。计算公式为：

绩效改进度=本期绩效评价分数÷基期绩效评价分数

绩效改进度大于 1，说明经营绩效上升，绩效改进度小于 1，说明经营绩效下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