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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速查

一、 单项选择题

１ Ｄ ２ Ｃ ３ Ｃ ４ Ｂ ５ Ｄ

６ Ｃ ７ Ａ ８ Ｂ ９ Ｂ １０ Ｄ

１１ Ｃ １２ Ｃ １３ Ａ

二、 多项选择题

１ ＢＣＤ ２ ＡＣＤ ３ ＡＢＤ ４ ＡＤ ５ ＡＢＣＤ

６ ＣＤ ７ ＡＢＣＤ ８ ＣＤ ９ ＡＣ １０ ＡＢＣ

１１ ＢＣＤ １２ ＣＤ

一、 单项选择题

１． Ｄ　 【解析】 应收账款周转次数＝营业收入 ／ 应收账款， 其中应收账款是指未扣除坏账准备前的账面

余额（注： 扣除坏账准备后的称为应收账款账面净额或账面价值， 资产负债表列示的金额为账面净

额）。 应收账款周转次数＝ ９ ０００÷［（９００＋６００）÷２］ ＝ １２（次），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３６０ ／ １２＝ ３０（天）。

２． Ｃ　 【解析】 第一季度生产量＝ ３００＋２５０×１０％－３００×１０％ ＝ ２９５（件）

第一季度材料采购量＝ ２９５×１０＋５５０－６００＝ ２ ９００（千克）

预计第一季度材料采购金额＝ ２ ９００×４０＝ １１６ ０００（元）

３． Ｃ　 【解析】 根据固定增长股利模型， 可以得到期望报酬率 Ｒ＝Ｄ１ ／ Ｐ０ ＋ｇ ＝股利收益率＋股价增长率，

由于股利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股价的增长速度， 因此， ｇ 可以解释为股价增长率或资本利得收益率，

所以甲、 乙股票的股价增长率和资本利得收益率不相同， 选项 Ｂ 错误， 选项 Ｃ 正确。 甲股票的股利

收益率＝ ０ ７５×（１＋６％） ／ １５ ＝ ５ ３％， 乙股票的股利收益率 ＝ ０ ５５×（１＋７％） ／ １８ ＝ ３ ３％， 选项 Ａ 错

误。 甲股票的期望报酬率＝ ５ ３％＋６％ ＝ １１ ３％， 乙股票的期望报酬率 ＝ ３ ３％＋７％ ＝ １０ ３％， 选项 Ｄ

不正确。

４． Ｂ　 【解析】 对于溢价发行的平息债券而言， 在折现率不变的情况下， 发行后价值逐渐升高， 在付

息日由于割息导致价值下降（但是注意债券价值不会低于面值， 因为每次割息之后的价值最低， 而

此时相当于重新发行债券， 由于票面利率高于市场利率， 所以， 一定还是溢价发行， 债券价值仍然

高于面值）， 然后又逐渐上升， 总的趋势是波动下降， 最终等于债券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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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Ｄ　 【解析】 甲方案的现值指数小于 １， 不可行； 乙方案的内含报酬率 １１ ４３％小于项目资本成本

１２％， 也不可行， 所以排除选项 ＡＢ； 由于丙、 丁方案寿命期不同， 应选择等额年金法进行决策。

由于资本成本相同， 因此可以直接比较净现值的等额年金。 丙方案净现值的等额年金 ＝ ９８０ ／ （Ｐ ／ Ａ，

１２％， １０）＝ ９８０ ／ ５ ６５０ ２＝ １７３ ４５（万元）， 小于丁方案净现值的等额年金 １８５ ４６ 万元， 所以本题的

最优方案应该是丁方案。

６． Ｃ　 【解析】 在期权估价过程中， 价格的变动性是最重要的因素。 如果一种股票的价格变动性很小，

其期权也值不了多少钱。

７． Ａ　 【解析】 利息＝息税前利润 ／ 利息保障倍数 ＝ ６００ ／ ３ ＝ ２００（万元）， 联合杠杆系数 ＝边际贡献 ／ （息

税前利润－利息）＝ ２ ０００×（１－５０％） ／ （６００－２００）＝ ２ ５。

８． Ｂ　 【解析】 客户效应理论认为， 对于高收入阶层和风险偏好者， 由于其税负高， 并且偏好资本增

长， 他们希望公司少发放现金股利， 并希望通过获得资本利得适当避税， 因此， 公司应实施低现金

分红比例， 甚至不分红的股利政策。

９． Ｂ　 【解析】 部门可控边际贡献 ＝部门销售收入－部门变动成本总额－部门可控固定成本 ＝ ２４ ０００－

１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 ３ ０００（元）

１０． Ｄ　 【解析】 可转换债券的底线价值应该是纯债券价值和转换价值两者中的较高者， 本题中， 该可

转换债券纯债券的价值＝ １ ０００×６％×（Ｐ ／ Ａ， １０％， ５）＋１ ０００×（Ｐ ／ Ｆ， １０％， ５）＝ ８４８ ３５（元）， 转换

价值＝ ２０×４２＝ ８４０（元）， 所以底线价值为 ８４８ ３５ 元。

１１． Ｃ　 【解析】 支付的利息 ＝ ５ ０００× ８％ ＝ ４００（万元）， 支付的承诺费 ＝ （８ ０００－ ５ ０００） × ０ ５％ ＝ １５

（万元）， 实际资本成本＝（４００＋１５） ／ （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 ５％）×１００％ ＝ ８ ３７％。

１２． Ｃ　 【解析】 固定制造费用闲置能力差异 ＝ （生产能力－实际工时） ×固定制造费用标准分配率 ＝

（２ ４３０－２ １００）×２＝ ６６０（元）

１３． Ａ　 【解析】 现有订单加工时间 ＝ １３ ０００× ６ ＝ ７８ ０００（小时）， 剩余产能 ＝ ９０ ０００－ ７８ ０００ ＝ １２ ０００

（小时）， 新订单需要的加工时间＝ ２ ０００×６＝ １２ ０００（小时）， 等于剩余产能， 由于剩余生产能力无

法转移， 不用考虑机会成本， 因此公司增加的营业利润＝ ２ ０００×（９０－７０）＝ ４０ ０００（元）。

二、 多项选择题

１． ＢＣＤ　 【解析】 为了防止经营者背离股东目标， 一般有两种方式： 监督和激励。 选项 Ｂ、 Ｄ 属于激

励措施， 选项 Ｃ 属于监督措施。

２． ＡＣＤ　 【解析】 营运资本＝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长期资本－长期资产， 所以选项 Ｂ 的说法正确。 流

动比率＝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营运资本越多， 只能说明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差额越大， 不能说

明二者的比值越大， 所以选项 Ａ 的说法不正确。 营运资本是绝对数， 不便于不同历史时期及不同企

业之间的比较， 所以选项 ＣＤ 的说法不正确。

３． ＡＢＤ　 【解析】 企业作为整体是由部分构成， 是各部分的有机结合， 而非各部分简单的相加，

所以选项 Ａ 的说法错误； 企业价值评估的意图在于确定一个企业的公平市场价值， 并不是现

时市场价值， 所以选项 Ｂ 的说法错误； 在进行企业价值评估时， 需要明确拟评估的对象是少

数股权价值还是控股权价值， 两者是不同的概念， 主要是由于评估的对象不同， 所以选项 Ｄ

的说法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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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ＡＤ　 【解析】 由于股票回购不影响每股面值， 因此选项 Ａ 是答案。 股票回购减少企业外部流通股的

数量， 由于净利润不变， 所以， 每股收益提高， 即选项 Ｂ 不是答案。 股票回购会减少企业的股东权

益， 由于不影响长期有息负债， 资本结构变化， 所以选项 Ｃ 不是答案。 股票回购是利用企业多余现

金回购企业股票， 因此， 减少了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 即选项 Ｄ 是答案。

５． ＡＢＣＤ　 【解析】 本题中的组合属于“空头看涨期权＋空头看跌期权”， 由于： 空头看涨期权净损

益 ＝空头看涨期权到期日价值（即净收入） ＋看涨期权价格， 空头看跌期权净损益 ＝空头看跌期权

到期日价值（即净收入）＋看跌期权价格， 因此： （空头看涨期权＋空头看跌期权）组合净损益 ＝ （空

头看涨期权＋空头看跌期权）组合净收入＋（看涨期权价格＋看跌期权价格）＝ （空头看涨期权＋空头

看跌期权）组合净收入＋期权出售收入， 所以选项 Ａ 的结论正确； 由于（空头看涨期权＋空头看跌

期权）组合净收入 ＝空头看涨期权净收入＋空头看跌期权净收入 ＝ －Ｍａｘ（股票价格－执行价格， ０） ＋

［－Ｍａｘ（执行价格－股票价格， ０）］， 因此， 如果股票价格＞执行价格， 则： 空头看涨期权净收入＋

空头看跌期权净收入 ＝ －（股票价格－执行价格） ＋０ ＝执行价格－股票价格； 如果股票价格＜执行价

格， 则： 空头看涨期权净收入＋空头看跌期权净收入 ＝ ０＋［ －（执行价格－股票价格）］ ＝股票价格－

执行价格， 由此可知， 选项 ＢＣ 的结论正确； 进一步分析知道， 只有当股票价格和执行价格的差

额小于期权出售收入时， 组合的净损益才大于 ０， 即才能给投资者带来净收益， 所以选项 Ｄ 的结

论正确。

６． ＣＤ　 【解析】 服务于某种型号或样式产品的作业称为品种级作业。 如， 产品设计、 产品生产工艺规

程制定、 工艺改造、 产品更新等。 选项 Ａ 是单位级作业， 选项 Ｂ 是批次级作业。

７． ＡＢＣＤ　 【解析】 现行标准成本， 是指根据其适用期间应该发生的价格、 效率和生产经营能力利用

程度等预计的标准成本。 在这些决定因素变化时， 需要按照改变了的情况加以修订。

８． ＣＤ　 【解析】 根据计算公式可知， 在存货经济订货量基本模型中， 经济订货量与存货年需要量、 每

次订货的变动成本同向变动， 与单位存货变动储存成本反向变动， 与单位缺货成本无关。

９． ＡＣ　 【解析】 ２０１９ 年盈亏临界点的销售量 ＝ ２０ ０００ ／ （２０－１２）＝ ２ ５００（件）， 盈亏临界点的销售额 ＝

２ ５００×２０＝ ５０ ０００（元）， 安全边际率＝（５ ０００×２０－５０ ０００） ／ （５ ０００×２０）×１００％ ＝ ５０％， 所以选项 Ａ 的

说法正确， 选项 Ｂ 的说法不正确； ２０１９ 年的边际贡献总额 ＝ ５ ０００×（２０－１２）＝ ４０ ０００（元）， 息税前

利润＝ ４０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 ２０ ０００（元）， ２０２０ 年的息税前利润 ＝ ５ ０００×（１＋２０％） ×（２０－１２） －２０ ０００ ＝

２８ ０００（元）， ２０２０ 年的经营杠杆系数＝（２０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 ／ ２０ ０００＝ ２， 或者 ２０２０ 年的经营杠杆系数 ＝

［（２８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 ／ ２０ ０００］ ／ ２０％ ＝ ２， 所以选项 Ｃ 的说法正确， 选项 Ｄ 的说法不正确。

１０． ＡＢＣ　 【解析】 所谓可控成本通常应符合以下三个条件： ①成本中心有办法知道将发生什么性质的

耗费； ②成本中心有办法计量它的耗费； ③成本中心有办法控制并调节它的耗费。 凡不符合上述

三个条件的， 记为不可控成本。

１１． ＢＣＤ　 【解析】 企业的关键绩效指标一般可分为结果类和动因类两类指标。 结果类指标是反映企业

绩效的价值类指标， 主要包括投资报酬率、 权益净利率、 经济增加值、 息税前利润、 自由现金流

量等综合指标； 动因类指标是反映企业价值关键驱动因素的指标， 主要包括资本性支出、 单位生

产成本、 产量、 销量、 客户满意度等。 所以选项 ＢＣＤ 是正确答案。

１２． ＣＤ　 【解析】 税后净营业利润＝净利润＋（利息支出＋研究开发费用调整项） ×（１－２５％）； 调整后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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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平均所有者权益＋平均带息负债－平均在建工程

三、 计算分析题

１． （１）方案一：

年折旧额＝（１０×１００＋１０×１００×１０％） ／ ８＝ １３７ ５（万元）

ＮＣＦ０ ＝－（１０×１００＋１０×１００×１０％）＝ －１ １００（万元）

ＮＣＦ１－５ ＝ １５０×３００×１００×（１－２５％） ／ １０ ０００－（０ ２＋０ ３５＋０ ０５） ×１００×（１－２５％）－２０ ５×（１－２５％）＋

１３７ ５×２５％ ＝ ３１１ ５（万元）

ＮＣＦ６－８ ＝ １５０×３００×１００×（１－２５％） ／ １０ ０００－（０ ３＋０ ３５＋０ ０５） ×１００×（１－２５％）－２０ ５×（１－２５％）＋

１３７ ５×２５％ ＝ ３０４（万元）

方案二：

年折旧额＝（２０×５０＋２０×５０×１０％） ／ １０＝ １１０（万元）

ＮＣＦ０ ＝－（５０×２０＋５０×２０×１０％）＝ －１ １００（万元）

ＮＣＦ１－６ ＝ ８４０×２５０×２０×（１－２５％） ／ １０ ０００－（０ ５＋３＋０ ５） ×２０×（１－２５％） －１０×（１－２５％） ＋１１０×

２５％ ＝ ２７５（万元）

ＮＣＦ７－１０ ＝ ８４０×２５０×２０×（１－２５％） ／ １０ ０００－（１＋３＋０ ５）×２０×（１－２５％）－１０×（１－２５％）＋１１０×２５％ ＝

２６７ ５（万元）

（２）方案一的净现值 ＝ ３１１ ５ × （Ｐ ／ Ａ， １２％， ５） ＋ ３０４ × （Ｐ ／ Ａ， １２％， ３） × （Ｐ ／ Ｆ， １２％， ５） － １

１００＝ ３１１ ５×３ ６０４ ８＋３０４×２ ４０１ ８×０ ５６７ ４－１ １００＝ ４３７ １８（万元）

方案二的净现值 ＝ ２７５×（Ｐ ／ Ａ， １２％， ６） ＋２６７ ５×（Ｐ ／ Ａ， １２％， ４） ×（Ｐ ／ Ｆ， １２％， ６） －１ １００ ＝

２７５×４ １１１ ４＋２６７ ５×３ ０３７ ３×０ ５０６ ６－１ １００＝ ４４２ ２４（万元）

（３）方案一净现值的等额年金＝ ４３７ １８ ／ （Ｐ ／ Ａ， １２％， ８）＝ ４３７ １８ ／ ４ ９６７ ６＝ ８８ ０１（万元）

方案二净现值的等额年金＝ ４４２ ２４ ／ （Ｐ ／ Ａ， １２％， １０）＝ ４４２ ２４ ／ ５ ６５０ ２＝ ７８ ２７（万元）

（４）方案一的永续净现值 ＝ ８８ ０１ ／ １２％ ＝ ７３３ ４２（万元）， 方案二的永续净现值 ＝ ７８ ２７ ／ １２％ ＝

６５２ ２５（万元）， 由于方案一的净现值的等额年金（或永续净现值）高于方案二， 所以应该选择方

案一。

说明： 本题第（４）问不计算永续净现值不会影响得分， 因为折现率相同。

２． （１）营业净利率＝ ４００ ／ ５ ０００×１００％ ＝ ８％

股利支付率＝ ２００ ／ ４００×１００％ ＝ ５０％

流动资产销售百分比＝ ３ ０００ ／ ５ ０００×１００％ ＝ ６０％

流动负债销售百分比＝ １ ０００ ／ ５ ０００×１００％ ＝ ２０％

因为既不发行新股也不举借新债， 所以外部融资额为 ０， 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为 ０， 即：

０＝ ６０％－２０％－（１＋增长率） ／ 增长率×８％×（１－５０％）

解得： 销售增长率＝ １１ １１％

所以， ２０１９ 年可实现的销售额＝ ５ ０００×（１＋１１ １１％）＝ ５ ５５５ ５０（万元）

（２）外部融资额＝（５ ５００－５ ０００）×（６０％－２０％）＋１００－５ ５００×６％×（１－８０％）＝ ２３４（万元）

（３）２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０％－２０％）－６ ０００×８％×（１－股利支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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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得： 股利支付率＝ ５８ ３３％

可以支付的股利＝ ６ ０００×８％×５８ ３３％ ＝ ２７９ ９８（万元）

（４）２０１９ 年的销售额＝ ５ ０００×（１＋２５％）×（１－８％）＝ ５ ７５０（万元）

外部融资额＝（５ ７５０－５ ０００）×（６０％－２０％）－５ ７５０×１０％×（１－７０％）＝ １２７ ５（万元）

外部负债融资额＝外部融资额－外部权益融资额＝ １２７ ５－１００＝ ２７ ５（万元）

（５）２０１８ 年可持续增长率＝利润留存 ／ （期末股东权益－利润留存）＝ ２００ ／ （６ ０００－２００）＝ ３ ４５％

２０１９ 年可以达到的销售额＝ ５ ０００×（１＋３ ４５％）＝ ５ １７２ ５（万元）

３． 题意分析可知：

（１）当月经营现金收入＝当月销售收入×６０％＋上月销售收入×３０％＋上上月销售收入×１０％

（２）直接材料采购支出

＝本月采购本月支付的货款＋上月采购本月支付的货款

＝本月采购额的 ５０％＋上月采购额的 ５０％

＝下月销售收入×６０％×５０％＋本月销售收入×６０％×５０％

＝下月销售收入×３０％＋本月销售收入×３０％

＝（本月销售收入＋下月销售收入）×３０％

编制的现金预算如下：

２０２０ 年 ４ 至 ６ 月份现金预算 单位： 元

月份 ４ 月 ５ 月 ６ 月

（１）期初现金余额 ６ ３００ ６ ３００ ６ ３００

（２）经营现金收入 ４５０ ０００ ５５０ ０００ ６５０ ０００

（３）直接材料采购支出 ３３０ ０００ ３９０ ０００ ４５０ ０００

（４）支付直接人工 ７０ ０００ ９５ ０００ １０９ ０００

（５）支付制造费用 ３０ ０００ ３５ ０００ ６０ ０００

（６）支付销售费用 ２０ ０００ ２５ ０００ ３０ ０００

（７）支付管理费用 ３０ ０００ ３０ ０００ ３０ ０００

（８）预交所得税 ８ ０００ ８ ０００ ８ ０００

（９）预分股利 ５ ０００ ５ ０００ ５ ０００

（１０）购置固定资产 １５ ０００

（１１）现金余缺 －５１ ７００ －３１ ７００ －３５ ７００

（１２）向银行借款 ５８ ０００ ３８ ０００ ４５ ０００

（１３）归还银行借款

（１４）支付借款利息 ２ ９５０

（１５）期末现金余额 ６ ３００ ６ ３００ ６ ３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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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６ 月份借款的计算：

６ ０００≤－３５ ７００＋Ｘ－（５８ ０００×３％＋３８ ０００×２％＋Ｘ×１％）≤７ ０００

６ ０００≤－３８ ２００＋０ ９９Ｘ≤７ ０００

４４ ６４６≤Ｘ≤４５ ６５７

取 １ ０００ 元的整数倍数， 则为 ４５ ０００ 元。

因为 ４ 月初的借款 ５８ ０００ 元在 ６ 月底支付利息， 一共有三个月， 所以利率应该是 １２％ ／ １２×

３＝ ３％；

５ 月初的借款 ３８ ０００ 元在 ６ 月底支付利息， 一共有 ２ 个月， 所以利率应该是 １２％ ／ １２×２＝ ２％；

６ 月初的借款 ４５ ０００ 元在 ６ 月底支付利息， 一共有 １ 个月， 所以利率应该是 １２％ ／ １２＝ １％。

这三笔借款发生的时间不同， 所以利息计算的时间长度也是不一样的。 因此， ６ 月末支付的借

款利息＝ ５８ ０００×３％＋３８ ０００×２％＋４５ ０００×１％ ＝ ２ ９５０（元）。

４． （１）质量检验的成本动因分配率＝ ６ ０００ ／ （１０＋２０）＝ ２００（元 ／ 次）

订单处理的成本动因分配率＝ ６ ０００ ／ （４０＋２０）＝ １００（元 ／ 份）

机器运行的成本动因分配率＝ ６０ ０００ ／ （４００＋８００）＝ ５０（元 ／ 小时）

设备调整准备的成本动因分配率＝ ３ ０００ ／ （１２＋８）＝ １５０（元 ／ 次）

（２）甲产品：

分配的本月发生的作业成本＝ ２００×１０＋１００×４０＋５０×４００＋１５０×１２＝ ２７ ８００（元）

单位作业成本＝（２７ ８００＋５ ２００） ／ （２００＋４０×５０％）＝ １５０（元 ／ 件）

单位成本＝ １００＋６０＋１５０＝ ３１０（元 ／ 件）

乙产品：

分配的本月发生的作业成本＝ ２００×２０＋１００×２０＋５０×８００＋１５０×８＝ ４７ ２００（元）

单位作业成本＝（４７ ２００＋５ ６００） ／ （３００＋６０×５０％）＝ １６０（元 ／ 件）

单位成本＝ １２０＋５０＋１６０＝ ３３０（元 ／ 件）

（３）本月发生的制造费用分配率＝ ７５ ０００ ／ （４００＋８００）＝ ６２ ５（元 ／ 小时）

甲产品分配本月发生的制造费用＝ ６２ ５×４００＝ ２５ ０００（元）

甲产品单位制造费用＝（２５ ０００＋５ ２００） ／ （２００＋４０×５０％）＝ １３７ ２７（元 ／ 件）

甲产品单位成本＝ １００＋６０＋１３７ ２７＝ ２９７ ２７（元 ／ 件）

乙产品分配本月发生的制造费用＝ ６２ ５×８００＝ ５０ ０００（元）

乙产品单位制造费用＝（５０ ０００＋５ ６００） ／ （３００＋６０×５０％）＝ １６８ ４８（元 ／ 件）

乙产品单位成本＝ １２０＋５０＋１６８ ４８＝ ３３８ ４８（元 ／ 件）

（４）甲产品单位售价＝ ２９７ ２７＋１０＝ ３０７ ２７（元）

乙产品单位售价＝ ３３８ ４８＋１０＝ ３４８ ４８（元）

与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相比， 作业成本法能够提供更加真实、 准确的成本信息。 因此， 本题中

甲产品的真实单位成本应该是 ３１０ 元， 而决策者制定的单位售价为 ３０７ ２７ 元， 如果与传统的单位

成本 ２９７ ２７ 元比较， 好像是有利可图， 结果实际上是在畅销的同时， 每销售一件产品， 就要亏损

２ ７３（３１０－３０７ ２７）元， 如果按照作业成本法计算， 则会避免这个决策失误。 对于乙产品而言，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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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单位成本应该是 ３３０ 元， 显然 ３４８ ４８ 元的定价偏高， 会对销量产生负面影响， 给企业造成损失。

而如果按照作业成本法计算， 把单位售价降低一些， 则会避免这个损失的发生。

四、 综合题

（１）第一车间：

甲产品实际耗用的直接材料＝ ２８０ ０００×［１５０ ０００ ／ （１５０ ０００＋１００ ０００）］ ＝ １６８ ０００（元）

乙产品实际耗用的直接材料＝ ２８０ ０００×［１００ ０００ ／ （１５０ ０００＋１００ ０００）］ ＝ １１２ ０００（元）

甲产品耗用的生产工人薪酬＝ ３０ ０００×（１ ６００ ／ ２ ４００）＝ ２０ ０００（元）

乙产品耗用的生产工人薪酬＝ ３０ ０００×（８００ ／ ２ ４００）＝ １０ ０００（元）

甲产品耗用的制造费用＝ １２０ ０００×（１ ６００ ／ ２ ４００）＝ ８０ ０００（元）

乙产品耗用的制造费用＝ １２０ ０００×（８００ ／ ２ ４００）＝ ４０ ０００（元）

第二车间：

甲产品耗用的生产工人薪酬＝ １４０ ０００×（４ ２００ ／ ７ ０００）＝ ８４ ０００（元）

乙产品耗用的生产工人薪酬＝ １４０ ０００×（２ ８００ ／ ７ ０００）＝ ５６ ０００（元）

甲产品耗用的制造费用＝ ３５０ ０００×（４ ２００ ／ ７ ０００）＝ ２１０ ０００（元）

乙产品耗用的制造费用＝ ３５０ ０００×（２ ８００ ／ ７ ０００）＝ １４０ ０００（元）

（２）直接分配法：

供电车间的分配率＝ ８８ ５００ ／ （３６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 ０ ２５（元 ／ 度）

第一车间应该分配的电费＝ ２２０ ０００×０ ２５＝ ５５ ０００（元）

第二车间应该分配的电费＝ １３０ ０００×０ ２５＝ ３２ ５００（元）

锅炉车间的分配率＝ １９ ９００ ／ （４０ ０００－２００）＝ ０ ５（元 ／ 吨）

第一车间应该分配的锅炉费用＝ ２ ０００×０ ５＝ １ ０００（元）

第二车间应该分配的锅炉费用＝ １ ０００×０ ５＝ ５００（元）

第一车间应该分配的辅助生产成本＝ ５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 ５６ ０００（元）

第二车间应该分配的辅助生产成本＝ ３２ ５００＋５００＝ ３３ ０００（元）

交互分配法：

供电车间分配转入的锅炉车间费用＝ ２００×（１９ ９００ ／ ４０ ０００）＝ ９９ ５（元）

锅炉车间分配转入的供电车间费用＝ ６ ０００×（８８ ５００ ／ ３６０ ０００）＝ １ ４７５（元）

供电车间的分配率＝（８８ ５００－１ ４７５＋９９ ５） ／ （３６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 ０ ２４６ １（元 ／ 度）

第一车间应该分配的电费＝ ２２０ ０００×０ ２４６ １＝ ５４ １４２（元）

第二车间应该分配的电费＝ １３０ ０００×０ ２４６ １＝ ３１ ９９３（元）

锅炉车间的分配率＝（１９ ９００＋１ ４７５－９９ ５） ／ （４０ ０００－２００）＝ ０ ５３４ ６（元 ／ 吨）

第一车间应该分配的锅炉费用＝ ２ ０００×０ ５３４ ６＝ １ ０６９ ２（元）

第二车间应该分配的锅炉费用＝ １ ０００×０ ５３４ ６＝ ５３４ ６（元）

第一车间应该分配的辅助生产成本＝ ５４ １４２＋１ ０６９ ２＝ ５５ ２１１ ２（元）

第二车间应该分配的辅助生产成本＝ ３１ ９９３＋５３４ ６＝ ３２ ５２７ ６（元）

（３）第一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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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产品分配的辅助生产成本＝ ５５ ２１１ ２×（１ ６００ ／ ２ ４００）＝ ３６ ８０７ ４７（元）

乙产品分配的辅助生产成本＝ ５５ ２１１ ２×（８００ ／ ２ ４００）＝ １８ ４０３ ７３（元）

第二车间：

甲产品分配的辅助生产成本＝ ３２ ５２７ ６×（４ ２００ ／ ７ ０００）＝ １９ ５１６ ５６（元）

乙产品分配的辅助生产成本＝ ３２ ５２７ ６×（２ ８００ ／ ７ ０００）＝ １３ ０１１ ０４（元）

（４）

甲产品（半成品）成本计算单

第一车间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单位： 元

项目 产量（件） 直接材料费 直接人工费 制造费用 合计

月初在产品定额成本 ５ ０００ １ ２００ １ ４００ ７ ６００

本月生产费用 １７３ ０００ ２０ ０００ １１６ ８０７ ４７ ３０９ ８０７ ４７

合计 １７８ ０００ ２１ ２００ １１８ ２０７ ４７ ３１７ ４０７ ４７

完工半成品转出 ２ ０００ １７１ ６００ １９ ７００ １１６ ６０７ ４７ ３０７ ９０７ ４７

月末在产品定额成本 ６ ４００ １ ５００ １ ６００ ９ ５００

提示： １７３ ０００＝ １６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 其中的５ ０００指的是 ８ 月份甲产品直接领用的５ ０００元直接材料；

１１６ ８０７ ４７＝ ８０ ０００＋３６ ８０７ ４７。

半成品明细账

月份

月初余额 本月增加 合计 本月减少

数量

（件）

实际成本

（元）

数量

（件）

实际成本

（元）

数量

（件）

实际成本

（元）

单位成本

（元 ／ 件）

数量

（件）

实际成本

（元）

８ ３００ ３８ ０９２ ５３ ２ ０００ ３０７ ９０７ ４７ ２ ３００ ３４６ ０００ １５０ ４３ ２ １００ ３１５ ９０３

９ ２００ ３０ ０９７

计算说明： ①８ 月份增加的实际成本３０７ ９０７ ４７ 元： 甲产品（半成品）成本计算单中的完工半成品

转出金额。 ②本月减少金额＝ １５０ ４３×２ １００＝ ３１５ ９０３（元）。

甲产品（产成品）成本计算单

第二车间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单位： 元

项目 产量（件） 直接材料费 直接人工费 制造费用 合计

月初在产品定额成本 ５０ ０００ １２ ０００ １４ ０００ ７６ ０００

本月生产费用 ３１５ ９０３ ８４ ０００ ２２９ ５１６ ５６ ６２９ ４１９ ５６

合计 ３６５ ９０３ ９６ ０００ ２４３ ５１６ ５６ ７０５ ４１９ ５６

—８—



模拟试卷（一）参考答案及详细解析

续表　

项目 产量（件） 直接材料费 直接人工费 制造费用 合计

产成品转出 １ ０００ ３０１ ９０３ ８１ ０００ ２２７ ５００ ６１０ ４０３

单位成本 ３０１ ９ ８１ ２２７ ５ ６１０ ４

月末在产品定额成本 ６４ ０００ １５ ０００ １６ ０１６ ５６ ９５ ０１６ ５６

提示： ２２９ ５１６ ５６＝ ２１０ ０００＋１９ ５１６ ５６， 直接材料费３１５ ９０３元是半成品明细账中 ８ 月份减少金额。

（５）还原分配率＝ ３０１ ９０３ ／ ３０７ ９０７ ４７＝ ０ ９８０ ５

还原后产成品成本中的直接材料＝ １７１ ６００×０ ９８０ ５＝ １６８ ２５３ ８（元）

还原后产成品成本中的直接人工费＝ ８１ ０００＋１９ ７００×０ ９８０ ５＝ １００ ３１５ ８５（元）

还原后产成品成本中的制造费用＝ ２２７ ５００＋１１６ ６０７ ４７×０ ９８０ ５＝ ３４１ ８３３ ６２（元）

还原后产成品单位成本中的直接材料＝ １６８ ２５３ ８ ／ １ ０００＝ １６８ ２５（元）

还原后产成品单位成本中的直接人工费＝ １００ ３１５ ８５ ／ １ 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２（元）

还原后产成品单位成本中的制造费用＝ ３４１ ８３３ ６２ ／ １ ０００＝ ３４１ ８３（元）

—９—



财务成本管理最后冲刺 ８ 套模拟试卷

模拟试卷（二）参考答案及详细解析

答案速查

一、 单项选择题

１ Ｂ ２ Ｄ ３ Ｂ ４ Ａ ５ Ｂ

６ Ｃ ７ Ｄ ８ Ｃ ９ Ｂ １０ Ｃ

１１ Ｂ １２ Ａ １３ Ｄ

二、 多项选择题

１ ＡＤ ２ ＡＢ ３ ＡＣＤ ４ ＡＢＣ ５ ＣＤ

６ ＡＢＤ ７ ＣＤ ８ ＡＢＣ ９ ＡＤ １０ ＡＢＤ

１１ ＡＢＣ １２ ＡＢＤ

一、 单项选择题

１． Ｂ　 【解析】 资本市场的工具包括股票、 公司债券、 长期政府债券和银行长期贷款等， 选项 Ｂ 是答

案。 选项 Ａ、 Ｃ、 Ｄ 属于货币市场工具。

２． Ｄ　 【解析】 净财务杠杆＝净负债 ／ 股东权益＝ １５ ／ ２０＝ ０ ７５， 税后利息率 ＝税后利息费用 ／ 净负债 ＝ ６ ／

１５＝ ４０％， 权益净利率＝净经营资产净利率＋（净经营资产净利率－税后利息率） ×净财务杠杆 ＝ ５０％＋

（５０％－４０％）×０ ７５＝ ５７ ５％， 所以正确的选项是 Ｄ。

３． Ｂ　 【解析】 利率 ＝无风险利率＋违约风险溢价＋流动性风险溢价＋期限风险溢价 ＝ ５％＋２％＋３％＋

２％ ＝ １２％

４． Ａ　 【解析】 平均风险补偿率 ＝ ［（ ５ ４６％ － ４ ２２％） ＋ （ ５ ６０％ － ４ ５６％） ＋ （ ５ ８８％ － ４ ６８％）］ ／ ３ ＝

１ １６％； 该公司的税前债务成本＝ ５％＋１ １６％ ＝ ６ １６％。

５． Ｂ　 【解析】 经营营运资本增加＝ ２３０－１５０＝ ８０（万元）， 营业现金净流量＝税后经营净利润＋折旧与摊

销－经营营运资本增加＝ ３００＋５５－８０＝ ２７５（万元）。

６． Ｃ　 【解析】 由于债券半年付息一次， 半年的票面利率 ＝ ８％ ／ ２ ＝ ４％， 半年的折现率 ＝ （ １ ＋

８ １６％） １ ／ ２－１＝ ４％， 所以该债券平价发行， 由于刚刚支付过上期利息， 所以， 目前的债券价值 ＝债

券面值＝ １ ０００（元）。

７． Ｄ　 【解析】 假设购买股票数量为 ｘ， 借款为 ｙ 元， 则有：

如果股价上行： １０×（１＋２５％）ｘ－ｙ×（１＋３％）＝ １０×（１＋２５％）－１０ ７

—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