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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收入与分配管理    
一、单项选择题

【例题·单项选择题】下列净利润分配事项中，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应当最后进行的是（    ）。

A.向股东分配股利

B.提取任意公积金

C.提取法定公积金

D.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答案】 A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利润分配的顺序。净利润的分配顺序为弥补以前年度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提取任

意公积金、向股东分配股利，选项 A正确。

【例题·单项选择题】下列销售预测分析方法中，属于定量分析法的是（    ）。

A.专家判断法

B.因果预测分析法

C.产品寿命分析法

D.营销员判断法

【答案】 B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销售预测分析的方法。选项 ACD 均属于定性分析法，选项 B属于定量分析法。

【例题·单项选择题】下列各项中，以市场需求为基础的定价方法是（    ）。

A.保本点定价法

B.目标利润法

C.边际分析定价法

D.全部成本费用加成定价法

【答案】 C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产品定价方法。以市场需求为基础的定价方法主要有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定价法和边际

分析定价法，选项 C 正确。选项 ABD 属于以成本为基础的定价方法。

【例题·单项选择题】 某企业生产 H 产品，本期计划销售量为 10 000 件，应负担的固定成本总额为 250 000

元，单位变动成本为 70 元，适用的消费税税率为 5%。运用保本点定价法测算的单位 H 产品的价格应为（    ）

元。

A.100

B.120

C.150

D.180

【答案】 A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以成本为基础的定价方法。假设单价为 P，根据单位收入×（1-税率）=成本+利润，令



利润=0，则有：P×10 000×（1-5%）=70×10 000+250 000+0，则 P=100（元），选项 A正确。

【例题·单项选择题】某企业生产 M产品，计划销售量为 20 000 件，目标利润总额为 400 000 元，完全成本

总额为 600 000 元，不考虑其他因素，则使用目标利润法测算的 M 产品单价为（    ）元。

A.10

B.30

C.50

D.20

【答案】 C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以成本为基础的定价方法。假设单价为 P，根据收入×（1-税率）=成本+利润，令利润

=400 000，则 P×20 000=600 000+400 000，求得 P=50（元），选项 C 正确。注意：本题并未考虑消费税。

【例题·单项选择题】在税法许可的范围内，下列纳税筹划方法中，能够导致递延纳税的是（    ）。

A.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法

B.费用在母子公司之间合理分劈法

C.转让定价筹划法

D.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法

【答案】 A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纳税筹划的方法。采用有利的会计处理方法是企业实现递延纳税的一个重要途径，主

要包括存货计价方法的选择和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选择，选项 A正确。选项 BD 均属于减少应纳税额方法中的

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选项 C属于减少应纳税额方法中的转让定价筹划法。

【例题·单项选择题】股利无关论认为股利分配对公司市场价值不产生影响，下列关于股利无关理论的假设

表述中，错误的是（    ）。

A.投资决策不受股利分配的影响

B.不存在股票筹资费用

C.不存在资本增值

D.不存在个人或公司所得税

【答案】 C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股利无关论的基本假设。股利无关论是建立在完全资本市场理论之上的，假定条件包

括：第一，市场具有强式效率，没有交易成本，没有任何一个股东的实力足以影响股票价格；第二，不存在

任何公司或个人所得税（选项 D 说法正确，不当选）；第三，不存在任何筹资费用（选项 B说法正确，不当选）；

第四，公司的投资决策与股利决策彼此独立，即投资决策不受股利分配的影响（选项 A说法正确，不当选）；

第五，股东对股利收入和资本增值之间并无偏好。选项 C 不属于股利无关理论的假设，说法错误，当选。

【例题·单项选择题】 当公司宣布高股利政策后，投资者认为公司有充足的财务实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从

而使股价产生正向反映。持有这种观点的股利理论是（    ）。

A.所得税差异理论

B.信号传递理论

C.代理理论

D.“手中鸟”理论

【答案】 B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股利理论类型的辨析。此题所述观点认为公司通过股利政策向投资者传递了“公司有

充足的财务实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的信息，从而影响公司股价，属于信号传递理论的观点，选项 B正确。



【例题·单项选择题】下列股利理论中，支持“低现金股利有助于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观点的是（    ）。

A.信号传递理论

B.所得税差异理论

C.“手中鸟”理论

D.代理理论

【答案】 B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股利理论类型的辨析。所得税差异理论认为，由于普遍存在的税率以及纳税时间的差

异，资本利得收益比股利收益更有助于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公司应当采用低股利政策，选项 B 正确；

信号传递理论和“手中鸟”理论均支持高现金股利，选项 AC 错误；代理理论要求股利水平应当使得代理成本

与外部融资成本之和最小，选项 D 错误。

【例题·单项选择题】有种观点认为，企业支付高现金股利可以减少管理者对于自由现金流量的支配，从而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管理者的在职消费。持这种观点的股利分配理论是（    ）。

A.所得税差异理论

B.代理理论

C.信号传递理论

D.“手中鸟”理论

【答案】 B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股利理论类型的辨析。题干表述符合代理理论的观点，关键词为“管理者”，即出现了

代理关系中的一方。该理论认为股利的支付减少了管理者对自由现金流量的支配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

制公司管理者的过度投资或在职消费行为，从而保护外部投资者的利益，选项 B 正确。

【例题·单项选择题】下列股利理论中，无法直接判定应当采用高股利政策还是低股利政策的是（    ）。

A.信号传递理论

B.所得税差异理论

C.“手中鸟”理论

D.代理理论

【答案】 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股利理论类型的辨析。根据“手中鸟”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公司应当采用高股利政

策，而根据所得税差异理论公司应当采用低股利政策，选项 ABC 错误；根据代理理论，高水平的股利政策降

低了企业的代理成本，但同时增加了外部融资成本，理想的股利政策应当使两种成本之和最小，选项 D正确。

【例题·单项选择题】根据“手中鸟”股利理论，公司的股利政策应采用（    ）。

A.低股利支付率

B.不分配股利

C.用股票股利代替现金股利

D.高股利支付率

【答案】 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股利理论类型的辨析。“手中鸟”股利理论认为，用留存收益再投资给投资者带来的收

益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林中之鸟），并且投资的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进一步加大，厌恶风险的投资者会偏

好确定的股利收益（手中之鸟），不愿将收益留存在公司内部去承担未来的投资风险。因此，当公司支付较高

的股利时，公司的股票价格会随之上升，公司价值将得到提高，选项 D 正确。



【例题·单项选择题】某公司目标资本结构要求权益资本占 55%，2020 年的净利润为 2 500 万元，预计 2021

年投资所需资金为 3 000 万元。按照剩余股利政策，2020 年可发放的现金股利为（    ）万元。

A.850

B.1 150

C.1 375

D.1 125

【答案】 A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剩余股利政策的运用。按照目标资本结构的要求，公司投资方案所需的权益资本额为

3 000×55%=1 650（万元），2020 年可发放的现金股利为 2 500-1 650=850（万元），选项 A正确。

【例题·单项选择题】一般而言，适合采用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的公司是（    ）。

A.处于稳定发展且财务状况也较稳定的公司

B.经营比较稳定或正处于成长期的企业

C.处于初创阶段的企业

D.盈利随着经济周期而波动较大，或者盈利与现金流量很不稳定的公司

【答案】 A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股利政策的适用条件。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容易使公司面临较大的财务压力，因为公

司实现的盈利多（账面利润），并不代表公司有足够的现金流用来支付较多的股利额，所以稳定发展且财务状

况也较稳定（现金流充裕）的公司更适合采用该政策，选项 A 正确。选项 B 是固定或稳定增长股利政策的适

用条件，选项 C是剩余股利政策的适用条件，选项 D是低正常股利加额外股利政策的适用条件，因此选项 BCD

错误。

【例题·单项选择题】对于依靠股利度日或对股利有较高依赖性的股东而言，下列股利政策中，最不符合其

预期的是（    ）。

A.剩余股利政策

B.固定或稳定增长股利政策

C.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

D.低正常股利加额外股利政策

【答案】 A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股利政策类型的辨析。剩余股利政策的股利发放额每年随着投资机会和盈利水平的波

动而波动，不利于投资者安排收入与支出，选项 A说法错误，当选；固定或稳定增长股利政策有助于投资者

安排股利收入和支出，有利于吸引那些打算进行长期投资并对股利有很高依赖性的股东，选项 B 说法正确，

不当选；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体现了“多盈多分、少盈少分、无盈不分”的股利分配原则，虽然具有一定的

不稳定性，但相较于剩余股利政策而言，股东获得股利的可能性、优先级均较高，选项 C说法正确，不当选；

低正常股利加额外股利政策使那些依靠股利度日的股东每年至少可以得到虽然较低但比较稳定的股利收入，

从而吸引住这部分股东，选项 D说法正确，不当选。

【例题·单项选择题】下列各项中，属于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优点的是（    ）。

A.股利与公司盈余紧密配合

B.有利于树立公司的良好形象

C.股利分配有较大灵活性

D.有利于稳定公司的股价

【答案】 A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股利政策的特点。固定股利支付率的优点之一是股利与公司盈余紧密地配合，体现了



“多盈多分、少盈少分、无盈不分”的股利分配原则，选项 A 正确；在收益不稳定的情况下，波动的股利容

易给投资者带来经营状况不稳定、投资风险较大的不良印象，不利于股价的稳定，选项 BD 错误；从企业支付

能力的角度看，虽然这是一种稳定的股利政策，但并不具有灵活性，因为容易使公司面临较大的财务压力，

即使公司实现的盈利多（账面利润），也不代表公司有足够的现金流用来支付较多的股利额，选项 C 错误。

【例题·单项选择题】下列股利政策中，有利于保持企业最优资本结构的是（    ）。

A.剩余股利政策

B.固定或稳定增长的股利政策

C.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

D.低正常股利加额外股利政策

【答案】 A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股利政策的特点。剩余股利政策的优点是留存收益优先满足再投资需要的权益资金，

有助于降低再投资的资金成本，保持最佳的资本结构，实现企业价值的长期最大化，选项 A 正确。选项 BCD

均不涉及与最优资本结构的关系。

【例题·单项选择题】下列关于股利分配政策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采用剩余股利分配政策，可以保持理想的资本结构，使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

B.采用固定股利支付率分配政策，可以使股利和公司盈余紧密配合，但不利于稳定股票价格

C.采用固定股利分配政策，当盈余较低时，容易导致公司资金短缺，增加公司风险

D.采用低正常股利加额外股利政策，股利和盈余不匹配，不利于增强股东对公司的信心

【答案】 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股利分配政策的特点。采用低正常股利加额外股利政策，使得一些依靠股利度日的股

东每年至少可以得到虽然较低但比较稳定的股利收入，从而吸引住这部分股东，选项 D错误。

【例题·单项选择题】股东可以通过证券交易所按交易方式领取利息的日期为（    ）。

A.股利宣告日

B.股权登记日

C.除息日

D.股利发放日

【答案】 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股利支付的程序。公司按照公布的分红方案向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实际支付股利的

日期为股利发放日，在该日期或期间，股东可以通过证券交易所按交易方式领取利息，选项 D 正确。

【例题·单项选择题】确定股东是否有权领取本期股利的截止日期是（    ）。

A.除息日

B.股权登记日

C.股利宣告日

D.股利发放日

【答案】 B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股利支付的程序。股权登记日，即有权领取本期股利的股东资格登记截止日期，在这

一天之后取得股票的股东则无权领取本次分派的股利，选项 B 正确。

【例题·单项选择题】下列各项中，受企业股票分割影响的是（    ）。

A.每股股票价值



B.股东权益总额

C.企业资本结构

D.股东持股比例

【答案】 A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股票分割的影响。受股票分割影响的有：股数（增加）、面值（降低）、每股市价（降

低）、每股收益（降低），故选项 A 当选。不受股票分割影响的有：资产总额、负债总额、所有者权益总额、

所有者权益的内部结构、股东持股比例，因此选项 BCD 不当选。

【例题·单项选择题】在净利润和市盈率不变的情况下，公司实行股票反分割导致的结果是（    ）。

A.每股面额下降

B.每股市价下降

C.每股收益上升

D.每股净资产不变 9

【答案】 C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股票反分割的影响。股票反分割也称股票合并，是股票分割的相反行为，即将数股面

额较低的股票合并为一股面额较高的股票，其影响方向正好与股票分割相反，即导致每股面值上升（选项 A

错误），每股市价上升（选项 B 错误）、每股收益上升（选项 C正确）。股票反分割不影响股东权益总额，但由

于股数减少，所以每股净资产上升，选项 D 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