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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选题

【例题•多选题】下列各项中，属于业务预算的有（）。

A.资本支出预算

B.生产预算

C.管理费用预算

D.销售预算

【答案】BCD

【解析】业务预算是指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直接相关的经营业务的各种预算。它主要包括销售预算、生产预

算、直接材料预算、直接人工预算、制造费用预算、产品生产成本预算、销售费用预算和管理费用预算等。

【例题•多选题】下列关于财务预算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A.财务预算多为长期预算

B.财务预算又被称作总预算

C.财务预算是全面预算体系的最后环节

D.财务预算主要包括现金预算和预计财务报表

【答案】BCD

【解析】一般情况下，企业的业务预算和财务预算多为 1 年期的短期预算，所以选项 A 错误；财务预算主要

包括现金预算和预计财务报表，它是全面预算的最后环节，它是从价值方面总括地反映企业业务预算和专门

决策预算的结果，所以亦将其称为总预算。选项 B、C、D 正确。

【例题•多选题】滚动预算的特点在于（）。

A.能使预算与实际情况更相适应

B.预算期始终保持为一个固定长度

C.便于考核预算的执行结果

D.能够使预算期间与会计年度相配合

【答案】AB

【解析】滚动预算法又称连续预算法或永续预算法，是指在编制预算时，将预算期与会计期间脱离开，随着

预算的执行不断地补充预算，逐期向后滚动，使预算期始终保持为一个固定长度（一般为 12 个月）的一种预

算方法,。但其预算期与会计年度脱离。能够保持预算的持续性，有利于结合企业近期目标和长期目标，考虑

未来业务活动；使预算随时间的推进不断加以调整和修订，能使预算与实际情况更相加适应，有利于充分发

挥预算的指导和控制作用。而定期预算能够使预算期间与会计年度会计期间相配合，便于考核预算的执行结

果。

【例题•多选题】在编制生产预算时，计算某种产品预计生产量应考虑的因素包括（）。

A.预计材料采购量

B.预计产品销售量

C.预计期初产品存货量

D.预计期末产品存货量



【答案】BCD

【解析】某种产品预计生产量=预计销售量+预计期末存货量产成品存货-预计期初存货量产成品存货，可见预

计生产量不需考虑材料采购量。

【例题•多选题】在编制现金预算的过程中，可作为其编制依据的有（）。

A.日常业务预算

B.预计利润表

C.预计资产负债表

D.专门决策预算

【答案】AD

【解析】现金预算亦称现金收支预算，它是以日常业务预算和专门决策预算为基础编制的。

【例题•多选题】编制现金预算时，如果现金余缺大于最佳现金持有量，则企业可采取的措施有（）。

A.销售短期有价证券

B.偿还部分借款利息

C.购入短期有价证券

D.偿还部分借款本金

【答案】BCD

【解析】财务管理部门应根据现金余缺与理想期末现金余额的比较，并结合固定的利息支出数额以及其他因

素，来确定预算期现金运用或筹措的数额。当现金余缺大于最佳现金持有量时，企业可以偿还部分借款的本

金和利息，并购入短期有价证券使现金余缺回归到最佳现金持有量以内。

【例题•多选题】下列属于利润表预算的编制依据的有（）。

A.销售预算

B.专门决策预算

C.现金预算

D.预计资产负债表

【答案】ABC

【解析】编制预计利润表的依据是各业务预算、专门决策预算和现金预算。预计资产负债表是编制全面预算

的终点。

【例题•多选题】下列各项预算中，与编制利润表预算直接相关的有（）。

A.销售预算

B.生产预算

C.产品成本预算

D.销售及管理费用预算

【答案】ACD

【解析】利润表预算中“销售收入”项目数据来自销售收入预算；“销售成本”项目的数据，来自产品成本预

算；“销售及管理费用”项目的数据来自销售及管理费用预算。所以，选项 A、C、D是正确的。生产预算只涉

及实物量指标，不涉及价值量指标，所以生产预算与利润表预算的编制不直接相关。

【例题•多选题】下列关于全面预算中的资产负债表预算编制的说法中，正确的有（）。

A.资产负债表期末预算数额面向未来，通常不需要以预算期初的资产负债表数据为基础

B.通常应先编资产负债表预算再编利润表预算



C.“存货”项目的数据，来自直接材料预算、产品成本预算

D.编制资产负债预算的目的，在于判断预算反映的财务状况的稳定性和流动性

【答案】CD

【解析】预计资产负债表的编制需以计划期开始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结合计划期间各项业务预算、专门

决策预算、现金预算和预计利润表进行编制，编制资产负债预算要利用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根据销售、生

产、资本等预算的有关数据加以调整编制，选项 A 错误；存货包括直接材料、在产品和产成品，所以选项 C

正确。资产负债表中的未分配利润项目要以利润预算为基础确定，选项 B 错误。编制资产负债预算的目的，

在于判断预算反映的财务状况的稳定性和流动性。如果通过资产负债表预算的分析，发现某些财务比率不佳，

必要时可修改有关预算，以改善财务状况，选项 D正确。

【例题•多选题】编制资产负债表预算时，下列预算中，能够直接为“存货”项目年末余额提供数据来源的有

（）。

A.销售预算

B.产品成本预算

C.直接材料预算

D.生产预算

【答案】BC

【解析】资产负债表中，“存货”项目年末数据直接来源为产品成本预算，直接材料预算。

【例题·多选题】下列关于财务预算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A.财务预算多为长期预算

B.财务预算又被称作总预算

C.财务预算是全面预算体系的最后环节

D.财务预算主要包括现金预算和预计财务报表

【答案】BCD

【解析】一般情况下，企业的业务预算和财务预算多为 1 年期的短期预算，所以选项 A的表述不正确。

【例题·多选题】预算是对未来活动的细致、周密安排，是未来经营活动的依据，其最主要的特征是（）。

A.数量化

B.可执行性

C.一致性

D.系统性

【答案】AB

【解析】预算具有两个特征：首先，预算与企业的战略或目标保持一致；其次，预算是数量化的并具有可执

行性。其中，数量化和可执行性是预算最主要的特征。所以本题正确选项为 AB。

【例题·多选题】下列通常属于短期预算的有（）。

A.业务预算

B.专门决策预算

C.现金预算

D.预计利润表

【答案】ACD

【解析】通常将预算期在 1 年以上的预算称为长期预算，预算期在 1年以内（含 1 年）的预算称为短期预算。



一般情况下，业务预算和财务预算多为 1 年期的短期预算，其中财务预算包括现金预算和预计财务报表，而

预计利润表属于预计财务报表，因此选项 A、C、D 都属于短期预算。专门决策预算通常跨越多个年度，因而

一般属于长期预算。

【例题·多选题】在编制业务预算的过程中，可作为产品成本预算编制依据的有（）。

A.制造费用预算

B.直接材料预算

C.销售费用预算

D.直接人工预算

【答案】ABD

【解析】产品成本预算，是销售预算、生产预算、直接材料预算、直接人工预算、制造费用预算的汇总。

【例题·多选题】下列各项预算中，与编制利润表预算直接相关的有（）。

A. 销售预算

B.生产预算

C.产品成本预算

D.销售及管理费用预算

【答案】ACD

【解析】利润表中“销售收入”项目的数据来自销售收入预算；“销售成本”项目的数据来自产品成本预算；

“销售及管理费用”项目的数据来自销售及管理费用预算，所以选项 ACD 是答案。生产预算只涉及实物量指

标，不涉及价值量指标，所以生产预算与利润表预算的编制不直接相关。

【例题·多项选择题】相对固定预算法而言，弹性预算法的优点有（）。

A.避免管理人员的短期行为

B.预算编制工作量小

C.便于预算执行的评价与考核

D.预算适用范围宽

【答案】CD

【解析】弹性预算法的优点包括：（1）扩大了预算的适用范围；（2）可以计算实际业务量的预算成本，便于

预算执行的评价和考核；避免管理人员的短期行为是滚动预算法的优点，弹性预算的编制工作量通常高于固

定预算，所以本题的答案为选项 CD。

【例题·多项选择题】下列各项中，属于固定预算法缺点的有（）。

A.适应性差

B.可比性差

C.按公式进行成本分解比较复杂

D.容易导致短期行为

【答案】AB

【解析】固定预算是根据预算期内正常的、可实现的某一固定的业务量水平（如生产量、销售量等）作为唯

一基础来编制预算的方法，适应性和可比性差；按公式进行成本分解比较复杂是采用公式法编制弹性预算的

缺点；容易导致短期行为是定期预算的缺点。所以本题答案为选项 AB。

【例题·多项选择题】采用列表法编制的弹性预算的主要特点有（）。

A.不管实际业务量多少，不必经过计算即可找到与实际业务量相近的预算成本



B.混合成本中的阶梯成本和曲线成本可按其成本性态直接在预算中反映

C.评价和考核实际成本时往往需要使用插值法计算实际业务量的预算成本

D.无须以成本性态分析为前提

【答案】ABC

【解析】采用列表法编制的弹性预算的优点是不必经过计算即可找到与业务量相近的预算成本，阶梯成本和

曲线成本可按总成本性态模型计算填列，缺点是往往需要使用插值法计算“实际业务量的预算成本”，弹性预

算无论是采用公式法还是列表法，都必须以成本性态分析为前提，所以本题的答案为选项 ABC。

【例题·多项选择题】与传统定期预算方法相比，属于滚动预算方法优点的有（）。

A.预算期间与会计期间相对应

B.有利于结合企业近期目标和长期目标

C.便于将实际数与预算数进行对比

D.保持预算的持续性

【答案】BD

【解析】预算期间与会计期间相对应、便于将实际数与预算数进行对比属于定期预算方法的优点，选项 AC 排

除；滚动预算方法可以保持预算的持续性，有利于结合企业近期目标和长期目标，考虑未来业务活动，同时，

预算随时间的推进不断加以调整和修订，能使预算与实际情况更相适应，有利于充分发挥预算的指导和控制

作用，所以本题的答案为选项 BD。

三、判断题

【例题•判断题】专门决策预算主要反映项目投资与筹资计划，是编制现金预算和资产负债表预算的依据之一。

（）

【答案】√

【解析】专门决策预算的要点是准确反映项目资金投资支出与筹资计划，它同时也是编制现金预算和资产负

债表预算的依据。

【例题•判断题】业务预算是全面预算编制的起点，因此专门决策预算应当以业务预算为依据。（）

【答案】×

【解析】首先，销售预算是全面预算的编制起点。业务预算包括很多，不仅包括销售预算，也包括其他的一

些预算，有些业务预算，如销售费用预算并不是预算的编制起点；其次，编制专门决策预算的依据，是项目

财务可行性分析资料以及企业筹资决策资料。

【例题•判断题】财务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对本单位财务预算的执行结果承担责任。（）

【答案】√

【解析】此题主要考查的知识点是预算工作的组织。企业所属基层单位是企业预算的基本单位，在企业财务

管理部门的指导下，负责本单位现金流量、经营成果和各项成本费用预算的编制、控制、分析工作，接受企

业的检查、考核。其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财务预算的执行结果承担责任。

【例题•判断题】采用弹性预算法编制成本费用预算时，业务量计量单位的选择非常关键，自动化生产车间适

合用机器工时作为业务量的计量单位。（）

【答案】√

【解析】编制弹性预算，要选用一个最能代表生产经营活动水平的业务量计量单位。所以自动化生产车间以



机器工时作为业务量的计量单位是较为合理的。

【例题•判断题】编制弹性预算时，以手工操作为主的车间，可以选用人工工时作为业务量的计量单位。（）

【答案】√

【解析】编制弹性预算，要选用一个最能代表生产经营活动水平的业务量计量单位。

【例题•判断题】弹性成本预算编制方法中列表法比公式法的编制预算的工作量大。（）

【答案】√

【解析】公式法的优点是便于在一定范围内计算任何业务量的预算成本，可比性和适应性强，编制预算的工

作量相对较小。

【例题•判断题】滚动预算能够使预算期间与会计年度相配合，便于考核预算的执行结果。（）

【答案】×

【解析】滚动预算法，又称连续预算法或永续预算法，是指在编制预算时，将预算期与会计年度会计期间脱

离开。而定期预算能够使预算期间与会计年度会计期间相配合适应，便于考核预算的执行结果。

【例题•判断题】在产品成本预算中，产品成本总预算金额是将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以及销售与管

理费用的预算全额汇总相加而得到的。（）

【答案】×

【解析】产品成本预算，是销售预算、生产预算、直接材料预算、直接人工预算、制造费用预算的汇总。不

考虑销售与管理费用的预算。

【例题•判断题】企业财务管理部门应当利用报表监控预算执行情况，及时提供预算执行进度、执行差异信息。

（）

【答案】√

【解析】企业财务管理部门应当利用财务报表监控预算的执行情况，及时向预算执行单位、企业预算委员会

以至董事会或经理办公会提供财务预算的执行进度、执行差异及其对企业预算目标的影响等财务信息，促进

企业完成预算目标。

【例题•判断题】企业调整预算，应当由财务管理部门逐级向企业预算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提出预算指标的

调整幅度。（）

【答案】×

【解析】企业调整预算，应当由预算执行单位逐级向企业预算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阐述预算执行的具体情

况、客观因素变化情况及其对预算执行造成的影响程度，提出预算指标的调整幅度。企业财务管理部门应当

对预算执行单位的预算调整报告进行审核分析，集中编制企业年度预算调整方案，提交预算委员会以至企业

董事会或经理办公会审议批准，然后下达执行。

【例题•判断题】企业正式下达执行的预算，执行部门一般不能调整。但是，市场环境、政策法规等发生重大

变化，将导致预算执行结果产生重大偏差时，可经逐级审批后调整。（）（2015 年）

【答案】√

【解析】企业正式下达执行的预算，一般不予调整。预算执行单位在执行中由于市场环境、经营条件、政策

法规等发生重大变化，致使预算的编制基础不成立，或者将导致预算执行结果产生重大偏差的，可以调整预

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