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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财务报告分析 

章节内容 

节 内容 知识点 

第一节 财务报告分析基础 

财务报告分析的概念 

财务报告分析的目的 

财务报告分析的方法 

第二节 偿债能力分析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资产负债率 

已获利息倍数 

第三节 营运能力分析 
存货周转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 

第四节 盈利能力分析 

销售净利润 

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息税前收益率 

第五节 现金流量比率分析 
现金流量分析 

财务弹性分析 

 

第一节 财务报告分析基础 

一、财务报告分析的概念 

是以财务报表和其他相关资料为依据，采用专门的方法对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及其变动进

行分析预测等，从而为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判断和决策提供依据 ，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重要的财务信息。 

二、财务报告分析的目的 

（一）评价企业的财务状况 

（二）评价企业的获利能力 

（三）评价企业发展趋势 

三、财务报告分析的方法 

比较分析法、比率分析法、趋势分析法、因素分析法等。 

（一）比较分析法（常用） 

1.含义：是指通过财务报表项目实际数与基数的对比来揭示实际数与基数的差异，借以了解经济活动的成

绩和问题的一种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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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比的指标：可以是绝对数指标（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也可以是相对数指标（资金周转率、资

产负债率）。 

3.对比的基数：计划数、前期实际数或以往年度同期实际数、企业历史先进水平或国内外同行业的先进水

平等。 

4.分类：横向比较法和纵向比较法。 

（二）比率分析法 

1.含义：在财务报表中具有重要联系的相关数字计算出的比率通常叫作财务比率； 

利用财务比率 ，一个单独比率或者一组比率 ，以表明企业某方面的业绩、状况或能力的分析，就是比率

分析法。 

2.优点：可以揭示财务报表中有关项目之间的相关性，可以为经济决策提供更为有用的信息，而且计算简

便，计算结果容易判断。 

3.分类：相关指标比率分析法和构成比率分析法 

（1）相关指标比率分析法 

案例：资产负债率、销售利润率、成本利润率、存货周转率。 

（2）构成比率分析法 

案例：在财务报表分析中，可以计算某项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重，某项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重等。 

（三）趋势分析法 

1.含义：是通过观察企业连续若干期的财务报表中的相同指标，比较各期有关项目的金额，确定其增减变

动情况，以揭示某一经济指标在连续几个会计期间内的增减变动情况 ，据以预测经济发展趋势的一种分析方

法。 

2.实质上：是对比较分析法和比率分析法的综合，它是一种动态的序列分析法。 

3.形式：绘制统计图表和编制比较财务报表（广泛运用）。 

4.编制比较会计报表应注意问题：应将企业前后两期或连续若干期的财务报表项目并列在一起，比较其相

同指标的增减变动金额和幅度，据此判断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变动趋势。 

（四）因素分析法 

1.含义：是用来确定某项综合性经济指标各构成因素的变动对该综合性指标影响程度的一种分析方法。 

2.与比较分析法、比率分析法、趋势分析法的差异 

（1）比较分析法、比率分析法、趋势分析法可以揭示实际数与基数之间的差异，但不能揭示引起差异的

因素和各因素的影响程度。 

（2）采用因素分析法则可以进一步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揭示相关因素对这一差异的影响程度。 

3.基本程序： 

第一步：分析某综合性经济指标的影响因素，用数学表达式表示该经济指标与其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联

系，各影响因素的排列顺序一般为： 

数量指标排在前，质量指标排在后； 

实物量指标排在前，价值量指标排在后； 

第二步：将各项因素的基数代入确定的数学表达式，计算出该综合性经济指标的基数； 

第三步：按数学表达式中排定的各因素的先后顺序，依次将各因素的基数替换为实际数，并将每次替换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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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的结果与前一次替换后计算的结果相减，顺序计算出每项因素的影响程度，有几个因素就替换几次； 

第四步：将各项因素的影响程度的代数和与指标变动的差异总额核对相符 。 

 

【单选题】能够揭示财务报表中有关项目之间相关性的财务报表分析方法是（）。 

A.因素分析法 

B.比率分析法 

C.趋势分析法 

D.比较分析法 

【答案】B 

【解析】比率分析法是通过计算财务报表中相关指标之间的比率，来分析和评价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的一种分析方法。 

 

【多选题】运用比率分析法应注意（    ）。 

A.必须单独使用 

B.衡量标准的科学性 

C.对比口径的一致性 

D.计算结果的精确性 

E.对比项目的相关性 

【答案】BCE 

 

【多选题】采用趋势分析法时，应注意（    ）。 

A.相关指标在计算口径上必须保持一致 

B.考虑偶发性因素的影响 

C.剔除偶发性因素的影响 

D.当基期的某个项目数据为零或负数时，不应该计算趋势百分比 

E.应用例外原则，对某项目有显著变动的指标进行重点分析 

【答案】ACDE 

 

【多选题】关于因素分析法的基本程序，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有（）。 

A.根据经济指标形成的过程，找出该项经济指标受哪些因素变动的影响 

B.根据经济指标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建立分析计算公式，确定替代顺序 

C.先数量指标，后质量指标；先价值量指标，后实物量指标 

D.按照确定的替代顺序，依次进行替代计算 

E.将各因素变动的影响数额相加，据此检查分析结果 

 

【答案】ABDE 

【解析】因素分析法的基本程序：第一步：分析某综合性经济指标的影响因素，用数学表达式表示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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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与其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各影响因素的排列顺序一般为：数量指标排在前，质量指标排在后；实

物量指标排在前，价值量指标排在后；第二步：将各项因素的基数代入确定的数学表达式，计算出该综合性经

济指标的基数；第三步：按数学表达式中排定的各因素的先后顺序，依次将各因素的基数替换为实际数，并将

每次替换后计算的结果与前一次替换后计算的结果相减，顺序计算出每项因素的影响程度，有几个因素就替换

几次；第四步：将各项因素的影响程度的代数和与指标变动的差异总额核对相符 。 

四、财务报表分析的意义 

1.总结、评价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揭示企业经营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为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提供方

向（经营者）。 

2.预测企业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为投资人、债权人、政府有关机构等进行决策和管理提供帮助

（股东、债权人等相关机构）。 

3.检查企业的计划或预算完成情况，考核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业绩，为完善企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提供

参考（考核经营管理人）。 

【单选题】财务报表分析是以财务报表和企业相关资料为依据，采用专门的方法，计算、分析、评价一下

各项，但不包括（    ）。 

A.企业的财务状况 

B.企业的经营成果 

C.企业的现金流量及其变动 

D.企业的管理绩效 

【答案】D 

【解析】财务报表分析是以财务报表和企业相关资料为依据，采用专门的方法，计算、分析、评价企业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及其变动，目的是；了解过去、评价现在、预测未来，为有关各方提供决策有用

的信息。 

第二节 偿债能力分析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包括：短期偿债能力分析债和长期偿债能力分析； 

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指标： 

偿债能力指标 指标 

短期偿债能力分析 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长期偿债能力分析 资产负债率、有形资产负债率、产权比率、已获利息倍数 

一、流动比率 

1.计算公式：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含义：表明企业每一元流动负债有多少流动资产作为偿还的保证，反映企业用可在短期内转变为现金的

流动资产偿还到期流动负债的能力。 

3.例题：某公司 2020 年年初流动资产合计 28 600 000 元，年末流动资产合计 32 900 000 元，年初流动

负债合计 16 500 000 元，年末流动负债合计 19300 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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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流动比率＝28600000÷16500000＝1.73 

年末流动比率＝32900000÷19300000＝1.7 

计算结果表明，企业每一元流动负债年初有 1.73 元流动资产保证，而年末有 1.7 元流动资产保证，企业

的短期偿债能力下降了。 

4.注意： 

流动比率越高，说明企业资产的流动性越好，短期偿债能力越强。 

一般认为，流动比率应为 2 左右，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才会有保证。 

二、速动比率 

1.含义：也称酸性测试比率，是指速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值。 

2.速动资产：指不需变现或变现能力较强、可以随时变现的那部分流动资产，它等于企业流动资产扣除存

货后的余额，主要包括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等。 

3.计算公式：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4.案例：某公司 2020 年年初流动资产合计 28 600 000 元，年初存货合计 12 000 000 元，年末存货合计

15 200 000 元，年末流动资产合计 32 900 000 元，年初流动负债合计 16 500 000 元，年末流动负债合计 19 

300 000 元。 

年初速动比率＝（28600000-12000000）÷16500000＝101% 

年末速动比率＝（32900000-15200000）÷19300000＝92% 

计算结果表明，该企业年末速动比率比年初速动比率降低了，表明企业的偿债能力有所降低。 

5.注意：一般情况下，速动比率为 1 较好。 

如果企业都是现金销售，速动比率低于 1 是正常的； 

一些应收账款很多的企业，速动比率可能要大于 1。 

三、资产负债率 

1.含义：也称负债比率，它是指企业负债总额除以资产总额的百分比。 

2.作用：该指标反映在资产总额中有多大比例是通过举债筹集的，以及债权人发放贷款的安全程度。 

3.计算公式：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4.案例：某公司 2020 年年初资产总计 50 000 000 元，年末资产总计 58 000 000 元，年初负债总计 24 

500 000 元，年末负债总计 28100 000 元。 

年初资产负债率＝（24500000÷50000000）×100%＝49% 

年末资产负债率＝（28100000÷58000000）×100%＝48% 

计算结果表明，该公司资产负债率年末比年初低。 

5.注意： 

（1）一般来说，资产负债率越低，对债权人就越有利，其贷款安全程度就越高，表明企业的长期偿债能

力越强；资产负债率越高，债权人承担的风险就越大，对债权人越不利。 

（2）但对股东而言，只要全部资本利润率大于借款利息率，则资产负债率越高越好。 

四、已获利息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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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含义：利息保障倍数，是指企业息税前利润与利息费用的比率。 

2.计算公式：已获利息倍数＝息税前利润／利息费用 

3.息税前利润： 

——含义：指利润表中未扣除利息费用和所得税费用之前的利润。 

——计算公式：利润总额＋利息费用（计入财务费用中的利息费用和计入固定资产成本中的利息费用） 

——注意：我国利润表中没有单设“利息费用”项目，因此外部报表使用者只好用“利润总额加财务费

用”来估算。 

4.已获利息倍数作用： 

不仅反映了企业获利能力的大小，而且反映了获利能力对偿还到期债务的保证程度； 

既是企业举债经营的前提条件，也是衡量企业长期偿债能力大小的重要标志。 

5.案例：某公司 2020 年利润总额为 780 000 元，利息费用为 340 000 元，已获利息倍数如下： 

已获利息倍数＝（780000＋340000）÷340000＝3.29。 

6.注意：该指标越大，企业支付利息费用的能力就越强。 

从长期看，已获利息倍数至少应大于 1；如果已获利息倍数过小，企业将面临亏损、偿债的安全性与稳定

性的风险。 

第三节 营运能力分析 

企业营运能力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高低。 

衡量企业营运能力的指标：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等。 

一、存货周转率 

1.存货周转率（存货周转次数）：企业产品或商品销售成本与存货平均余额的比率。 

    用时间表示的存货周转率就是存货周转天数。 

2 计算公式： 

存货周转率＝销售成本（主营业务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存货平均余额＝（存货期初余额＋存货期末余额）/2 

存货周转天数＝360／存货周转率 

3.案例：某公司 2020 年度主营业务成本为 300 000 元，存货期初余额 1072 000 元，存货期末余额为 1 

029 880 元，存货周转率和存货周转天数如下： 

存货周转率＝300000÷［（1072000＋1029880）÷2]＝0.29（次） 

存货周转天数＝360÷0.29＝1241（天） 

4.注意： 

存货周转速度越快，存货的占用水平越低，流动性越强，存货转换为现金和应收账款的速度就越快。 

二、应收账款周转率 

1.含义：指企业本期发生的赊销净额与同期应收账款平均余额的比率。是用来说明应收账款的流动速度的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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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间表示的应收账款周转速度是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也叫平均应收账款回收期，它表示企业从取得应收

账款的权利到收回款项所需要的时间。 

2.计算公式如下： 

应收账款周转率＝赊销净额／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赊销净额＝销售收入－现销收入－销售折扣和折让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应收账款期初余额＋应收账款期末余额）/2 

应收账款期初余额和期末余额为未扣除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金额。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360／应收账款周转率 

3.案例：某公司 2020 年度的应收账款销售收入中有 54 000 000 元为赊销取得。应收账款年初余额为

9000 000 元，年末余额为 11000 000 元。应收账款周转率（按未扣除坏账准备的金额计算）如下： 

应收账款周转率＝54000000÷［（9000000＋11000000）÷2]＝5.4（次）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360÷5.4＝67（天） 

4.注意：一般来说，应收账款周转率越高，平均收账期越短，应收账款的回收越快。 

第四节 盈利能力分析 

盈利能力也称为获利能力，是决定企业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论是企业的投资人、债权人，还是企业的

经营管理者，都十分重视和关心企业的盈利能力。 

企业的盈利能力可以用绝对数和相对数表示。 

一、销售净利润率 

1.含义：指净利润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它表示每一百元销售收入带来的净利润的多少，反映销售收入的

收益水平。 

2.计算公式：销售净利润率＝（净利润／销售收入）×100% 

3.案例：某公司 2020 年度的净利润为 2 700 000 元，销售收入为 13 000 000 元。销售净利润率如下： 

销售净利润率＝（2700000÷13000000）×100%＝21% 

二、净资产收益率 

1.计算公式： 

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净资产）×100% 

平均净资产＝（期初净资产＋期末净资产）/2 

2.案例：某公司 2020 年度的净利润为 2700000 元，平均净资产为 6700000 元，净资产收益率如下： 

净资产收益率＝（2700000÷6700000）×100%＝4.02% 

3.含义： 

净资产收益率反映企业所有者投入资本的获利能力，具有很强的综合性。 

该指标越大，说明所有者投入资本的获利能力越强。 

三、总资产息税前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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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算公式： 

总资产息税前收益率＝（息税前利润总额／总资产平均余额）×100% 

2.案例：某公司 2020 年度的利润总额为 237867 元，利息支出为 29934 元，期初总资产为 5839466 元，期

末总资产为 6532108 元，总资产息税前收益率如下： 

总资产息税前收益率＝（237867＋29934）÷［（5839466＋6532108）÷2］×100% 

＝（267801÷6185787）×100%＝4.3% 

3.含义：指标越高，表明企业投入产出的水平越好，全部资产的总体运营效益越高，盈利能力越强，经营

管理水平越好；反之则反。 

第五节 现金流量比率分析 

现金流量财务比率分析包括：现金流量分析和财务弹性分析。 

——分析企业现金流量的指标主要有： 

（1）分析流动性的指标：现金到期债务比、现金流动负债比、现金债务总额比； 

（2）分析获取现金能力的指标：销售现金比率、每股营业现金流量、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等。 

——分析企业财务弹性的指标：现金满足投资比率、现金股利保障倍数和营运指数。 

一、现金流量分析 

现金流量分析主要是根据现金流量表的信息进行现金的流动性分析和获取现金能力的分析。 

（一）现金流动比率分析 

1.现金到期债务比率 

（1）计算公式： 

现金到期债务比＝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本期到期的债务本金 

本期到期债务＝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应付票据 

（2）案例：某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为 18 000 000 元，本期到期债务本金为 15 000 000 元。 

现金到期债务比＝18 000 000÷15 000 000＝1.2 

（3）作用：反映企业偿还到期债务的能力。 

2.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1）计算公式：现金流动负债比率＝年经营现金净流量／年末流动负债 

（2）案例：某公司 2020 年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为 18000000 元，年末流动负债为 30000000 元。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18000000÷30000000＝0.6 

（3）作用：反映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对偿还流动负债的保障程度。 

该指标越大，表明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对企业偿还短期负债的保证程度越大或偿债能力越强。 

3.现金债务总额比率 

（1）计算公式：现金债务总额比率＝年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平均负债总额 

（2）案例：某公司 2020 年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为 18000000 元，2020 年初负债余额为 54000000 元，

2020 年年末负债余额为 66000000 元。 

负债平均余额＝（54000000＋66000000）÷2＝6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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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债务总额比率＝18000000÷60000000＝0.3 

（3）作用：比率越高，企业偿还债务的能力越强。 

这个比率同时也体现企业的最大付息能力。 

（二）获取现金能力分析 

1.销售现金比率 

（1）计算公式：销售现金比率＝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销售额 

（2）案例：某公司 2020 年度销售收入总额为 360000000 元，2020 年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为 18000000

元，则销售现金比率＝18000000/360000000＝0.05 

（3）作用：这个比率越高，企业的收入质量越好，资金利用效果越好。 

2.每股营业现金流量 

（1）计算公式：每股营业现金流量＝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普通股股数 

（2）普通股股数由企业根据实际股数填列。 

每股营业现金流量反映每股经营所得到的净现金，其值越大越好。 

3.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 

（1）计算公式：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全部资产平均余额 

（2）案例：某公司 2020 年度年全部资产平均余额为 180000000 元，该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为

18000000 元。 

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18000000÷180000000＝0.1 

（3）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说明企业资产产生现金的能力，其值越大越好。 

把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指标求倒数，则可以分析全部资产用经营活动现金回收需要的期间长短。因此，这

个指标体现了企业资产回收现金的期限，回收期越短，说明资产获取现金的能力越强。 

二、财务弹性分析 

（一）现金满足投资比率 

1.计算公式：现金满足投资比率＝近五年累计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同期内的资本支出＋存货增加＋现

金股利） 

2.作用：现金满足投资比率说明企业经营产生的现金满足资本支出、存货增加和发放现金股利的能力，其

值越大越好。比率越大，资金自给率越高。 

现金满足投资比率达到 1，说明企业可以用经营获取的现金满足企业扩充所需资金； 

若小于 1，则说明企业部分资金要靠外部融资来补充。 

（二）现金股利保障倍数 

1.计算公式：现金股利保障倍数＝每股营业现金流量／每股现金股利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现金股利 

2.案例：某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为 18000000 元，现金股利支出为 4500000 元。 

现金股利保障倍数＝18000000÷4500000＝4 

3.作用：现金股利保障倍数比率越大，说明支付现金股利的能力越强，其值越大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