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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多项选择题】下列关于资产负债率的说法中，错误的有（    ）。

A.资产负债率越高，表明长期偿债能力越强

B.对股东而言，希望资产负债率越高越好

C.营业周期短，资产周转速度快，可以适当提高资产负债率

D.资产负债率越高，产权比率也越高

【答案】 AB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资产负债率的经济含义。资产负债率越低，表明长期偿债能力越强，选项 A 说法错误，

当选；对股东而言，只有在全部资本利润率＞借款利率（前提）时，才希望资产负债率越高越好，选项 B 说

法错误，当选；营业周期短，资产周转速度快，说明企业营运能力强，资金回流速度快，因此可以适当提高

负债的比例，不会影响偿债能力，选项 C说法正确，不当选；资产负债率和产权比率成同向变动关系，选项

D 说法正确，不当选。

【例题·多项选择题】下列各项中，影响应收账款周转率指标的有（    ）。

A.应收账款

B.预付账款

C.应收票据

D.销售折扣与折让

【答案】 AC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计算应收账款周转率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应收账款周转率受“营业收入”和“应收账

款”影响。应收账款包括会计报表中“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等全部赊销账款，因为应收票据是销售形

成的应收款项的另一种形式，选项 AC 正确；销售收入净额是销售收入扣除了销售折扣、折让等以后的金额，

选项 D 正确；预付账款不影响应收账款周转率的计算，选项 B 错误。

【例题·多项选择题】计算下列各项指标时，其分母需要采用平均数的有（    ）。

A.资本保值增值率

B.稀释每股收益

C.总资产净利率

D.每股净资产

【答案】 BC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财务指标统一口径的方法。当分子、分母一个是时期数（利润表或现金流量表数据）、

一个是时点数（资产负债表数据）时，为使计算口径一致，通常需要将时点数取平均值。选项 AD 的分子、分

母均为资产负债表的数据，无须取平均，不当选；选项 BC 的分子为利润表数据，分母为资产负债表数据，需

对分母取平均数，当选。

【例题·多项选择题】 杜邦分析体系中所涉及的主要财务指标有（    ）。

A.营业现金比率

B.权益乘数

C.营业净利率



D.总资产周转率

【答案】 BC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杜邦分析法的基本原理。杜邦分析体系下，净资产收益率=营业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

×权益乘数，选项 BCD 正确。

【例题·多项选择题】下列各项措施中，能提高净资产收益率的有（    ）。

A.提高营业净利率

B.降低资产负债率

C.提高总资产周转率

D.提高权益乘数

【答案】 AC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因素分解。净资产收益率=营业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

因此选项 ACD 正确；资产负债率与权益乘数同向变化，因此降低资产负债率相当于降低权益乘数，从而降低

净资产收益率，因此选项 B错误。

【例题·多项选择题】现代所使用的沃尔评分法相较于原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它认为企业财务评价的内

容应当包括（    ）。

A.盈利能力

B.偿债能力

C.营运能力

D.成长能力

【答案】 AB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沃尔评分法。现代社会与沃尔的时代相比，已有很大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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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ABD 正确、选项 C错误。

【例题·多项选择题】下列企业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中，属于评价企业资产质量状况的指标有（    ）。

A.总资产周转率

B.总资产增值率

C.总资产收益率

D.不良资产比率

【答案】 A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综合绩效评价指标。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中，评价企业资产质量状况的指标基本等同于

营运能力指标，选项 A 正确；不良资产比率属于评价资产质量状况的修正指标，选项 D 正确；除此之外，还

有资产现金回收率、流动资产周转率。总资产增值率是评价经营增长状况的指标，选项 B 错误；总资产收益

率是评价盈利能力状况的指标，选项 C 错误。

三、判断题

【例题·判断题】企业债权人在进行财务分析时，主要关心其投资的安全性，因此会进行偿债能力分析，但

不关注盈利能力。 （    ）

【答案】 ×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财务分析的内容。企业债权人关心其投资的安全性，因此会进行偿债能力分析，同时

也关注盈利能力，因此本题说法错误。



【例题·判断题】在计算利息保障倍数时，为了保障分子、分母口径一致，位于分母的应付利息应当是财务

费用中的利息费用，但不包括计入固定资产成本的资本化利息。（  ）

【答案】 ×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利息保障倍数的计算。应付利息是指本期发生的全部应付利息，既包括财务费用中的

利息费用，也包括计入固定资产成本的资本化利息，因此本题说法错误。

【例题·判断题】一般来说，存货周转速度越快占用水平越低，流动性越强，存货转化为现金或应收账款的

速度越快，从而增强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及盈利能力。 （    ）

【答案】 √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存货周转率的经济含义。本题说法正确。

【例题·判断题】在计算应收账款周转率时，营业收入理论上应使用“赊销收入”作为周转额，而应收账款

也应为扣除坏账准备后的净额。 （    ）

【答案】 ×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应收账款周转率的计算。应收账款应为未扣除坏账准备的金额，因此本题说法错误。

【例题·判断题】营业现金比率大于 1，说明企业收益质量高。 （    ）

【答案】 ×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营业现金比率的经济含义。营业现金比率是经营现金流量净额与营业收入的比，不是

与 1比较，也不反映收益质量，而是获取现金的能力，因此本题说法错误。

【例题·判断题】净收益营运指数是收益质量分析的重要指标，一般而言，净收益营运指数越小，表明企业

收益质量越好。 （    ）

【答案】 ×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净收益营运指数的经济含义。净收益营运指数=经营净收益/净利润，所以净收益营运

指数越小，经营净收益所占比重越小，非经营收益所占比重越大，收益质量越差，因此本题说法错误。

【例题·判断题】净收益营运指数作为一个能够反映公司收益质量的指标，可以揭示净收益与现金流量之间

的关系。 （    ）

【答案】 ×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净收益营运指数的经济含义。净收益营运指数是指经营净收益与净利润之比，揭示经

营净收益与净利润之间的关系。现金营运指数更多反映了收益与现金流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本题说法错误。

【例题·判断题】净收益营运指数大于 1，说明企业受益质量高。 （    ）

【答案】 ×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净收益营运指数的经济含义。净收益营运指数并不是和 1 比较，且一般情况下，净收

益营运指数应当小于 1。如果净收益营运指数大于 1，说明存在非经营净损失，这并不表明收益质量好，因此

本题说法错误。

【例题·判断题】市盈率是反映股票投资价值的重要指标，该指标数值越大，表明投资者越看好该股票的投

资预期。 （    ）



【答案】 √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市盈率的经济含义。市盈率的高低反映了市场上投资者对股票投资收益和投资风险的

预期，市盈率越高，意味着投资者对股票的收益预期越看好，投资价值越大，因此本题说法正确。

【例题·判断题】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信息披露遵循的原则是不定期披露原则。（  ）

【答案】 ×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的披露原则。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信息披露遵循的

是强制与自愿相结合原则，因此本题说法错误。

【例题·判断题】甲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其 2019 年的净利润较计划水平高出 18%，因此该公司应当在年报

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详细说明造成差异的原因。 （    ）

【答案】 ×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相关披露要求。若企业实际经营业绩较曾经公开披露过的本年度

盈利预测或经营计划低于 10%以上或高于 20%以上，应当详细说明造成差异的原因。本题中，经营业绩上涨幅

度未达到 20%，无须详细披露。因此本题说法错误。

【例题·判断题】由于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成长阶段等的公司，其会计调整项和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各

不相同，故经济增加值指标的可比性较差。 （    ）

【答案】 √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经济增加值的局限性。本题说法正确。

【例题·判断题】综合绩效评价是一种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该方法是站在企业经营管理者的

角度进行的。 （    ）

【答案】 ×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综合绩效评价的含义。该方法是站在所有者的角度进行的，因此本题说法错误。

【例题·判断题】企业综合绩效评价由财务绩效定量评价（占比 70%）和管理绩效定性评价（占比 30%）两部

分组成，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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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答案】 √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综合绩效评价内容和计分方法。本题说法正确。

四、计算分析题

【例题·计算分析题】丁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显示：资产总额年初数和年末数分别为 4800

万元和 5000 万元，负债总额年初数和年末数分别为 2400 万元和 2500 万元。丁公司 2017 年度营业收入为 7350

万元，净利润为 294 万元。

要求：

（1）根据年初、年末平均值，计算权益乘数；

（2）计算总资产周转率；



（3）计算营业净利率；

（4）根据要求（1）、（2）、（3）的计算结果，计算总资产净利率和净资产收益率。

【解析】

（1）年初股东权益＝4800－2400＝2400（万元）

年末股东权益＝5000－2500＝2500（万元）

平均总资产＝（4800＋5000）÷2＝4900（万元）

平均股东权益＝（2400＋2500）÷2＝2450（万元）

权益乘数＝4900÷2450＝2

（2）总资产周转率＝7350÷4900＝1.5（次）

（3）营业净利率＝294÷7350×100%＝4%

（4）总资产净利率＝4%×1.5＝6%

净资产收益率＝6%×2＝12%

【例题·计算分析题】丙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管理层要求财务部门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进行评价。

财务部门根据公司 2013 年和 2014 年的年报整理出用于评价的部分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丙公司部分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4 年期末余额 2013 年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 65000 55000

流动资产合计 200000 220000

流动负债合计 120000 110000

负债合计 300000 300000

资产总计 800000 700000

利润表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420000 400000

净利润 67500 55000

要求：

（1）计算 2014 年末的下列财务指标：①营运资金；②权益乘数。

（2）计算 2014 年度的下列财务指标：①应收账款周转率；②净资产收益率；③资本保值增值率。

【解析】

（1）营运资金＝200000－120000＝80000（万元）



权益乘数＝800000/（800000－300000）＝1.6

（2）应收账款周转率＝420000/[（65000＋55000）/2]＝7

2013 年期末所有者权益＝700000－300000＝400000（万元）

2014 年期末所有者权益＝800000－300000＝500000（万元）

净资产收益率＝67500/[（500000＋400000）/2]×100%＝15%

资本保值增值率＝500000/400000×100%＝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