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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预算管理

本章主要考点总结

一、预算的组织、执行与考核

二、预算的分类

三、增量预算法与零基预算法

四、固定预算法与弹性预算法

五、定期预算法与滚动预算法

六、业务预算的编制

七、财务预算的编制

考点 1：预算的组织、执行与考核

1.预算工作的组织

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由公司董事会制订，经股东会审议批准后方可执行。

预算工作的组织包括决策层、管理层、执行层和考核层。

负责机构 职责

董事会或类似机构 对预算管理工作负总责。

预算管理委员会或财务管理部门 拟定预算目标、政策，制定预算管理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审议、平衡预算

方案，组织下达预算；协调解决预算编制和执行中的问题；组织审计、考

核预算的执行情况，督促企业完成预算目标

财务管理部门 具体负责企业预算的跟踪管理，监督预算的执行情况，分析预算与实际执

行的差异及原因，提出改进管理的意见与建议。

内部各职能部门 具体负责本部门业务涉及的预算编制、执行、分析等工作，并配合预算管

理委员会或财务管理部门做好企业总预算的平衡、协调、分析、控制与考

核等工作。

所属基层单位（预算的基本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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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制、控制和分析工作，接受企业检查、

考核。

2.预算的调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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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调整预算。

2）调整预算应由预算执行单位逐级向企业预算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

3）调整要求

a.不能偏离企业发展战略；

b.应当在经济上能够实现最优化；

c.重点是重要的、非正常的、不符合常规的关键性差异。

3.按预算指标覆盖的时间长短的分类

短期预算：预算期≤1 年 （经营预算、财务预算）

长期预算：预算期＞1 年 投融资决策预算（专门决策预算）



考点 2： 预算的分类

按预算内容分类（预算体

系）

内容 按预算期分类 地位

业务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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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预算、销售费用预算

和管理费用预算

短期

预算

分预算（辅助预算）

专门决策预算 资本支出预算 长期预算

财务预算 现金预算和预计财务报表

（预计资产负债表、预计

利润表）

短期预算 总预算（最后起到总结作

用）

考点 3：增量预算法与零基预算法

增量预算法：指以历史期实际经济活动及其预算为基础，结合预算期经济活动及相关影响因素的变动情况，

通过调整历史期经济活动项目及金额形成预算的预算编制方法。增量预算法以过去的费用发生水平为基础，

主张不需在预算内容上作较大的调整。

零基预算法：指企业不以历史期经济活动及其预算为基础，以零为起点，从实际需要出发分析预算期经济活

动的合理性，经综合平衡，形成预算的预算编制方法。零基预算法适用于企业各项预算的编制，特别是不经

常发生的预算项目或预算编制基础变化较大的预算项目。

出发点不同 有关内容 优缺点

增量预算法

遵循假定：

（1）企业现有业务活动是合理的，

不需要进行调整；

（2）企业现有各项业务的开支水平

是合理的，在预算期予以保持；

（3）以现有业务活动和各项活动的

开支水平，确定预算期各项活动的

预算数

优点：较零基预算法简单。

缺点：可能导致无效费用开支无法

得到有效控制，使得不必要开支合

理化，造成预算上的浪费

零基预算法

应用程序：

（1）明确预算标准；

（2）制订业务计划；

（3）编制预算草案；

（4）审定预算方案

优点：（1）不受历史期经济活动中

的不合理因素影响，能够灵活应对

内外环境的变化，预算编制更贴近

预算期企业经济活动需要；（2）有

助于增加预算编制透明度，有利于

进行预算控制。

缺点：（1）编制工作量大，成本较

高；（2）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受企业

管理水平和相关数据标准准确性影

响较大

考点 4：固定预算法与弹性预算法

（一）固定预算法与弹性预算法的含义及优缺点

业务量基础不同 含义 优缺点



固定预算法（静态预算法） 指以预算期内正常的、最可实现的

某一业务量（产量、销售量、作业

量等）水平为固定基础，不考虑可

能发生的变动的预算编制方法

缺点：

（1）适应性差；

（2）可比性差。

弹性预算法（动态预算法） 指企业在分析业务量与预算项目之

间数量依存关系的基础上，分别确

定不同业务量及其相应预算项目所

消耗资源的预算编制方法

优点：考虑了预算期可能的不同业

务量水平，更贴近企业经营管理实

际情况；

缺点：编制工作量大；市场及其变

动趋势预测的准确性、预算项目与

业务量之间的依存关系的判断水平

等会对弹性预算的合理性造成较大

影响。

（二）弹性预算法的具体方法

编制方法

公式法

含义：根据总成本性态模型编制成本费用预算的方法。

优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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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点：按公式进行成本分解比较麻烦，工作量大；阶

梯成本和曲线成本只能用数学方法修正为直线；有时

还需要进行备注说明不同业务量范围的固定费用和单

位变动费用

列表法

含义：指通过列表的方式，在业务量范围内依据已划

分出的若干个不同等级，分别计算并列示该预算项目

与业务量相关的不同可能预算方案的方法。

优点：不管实际业务量多少，不必经过计算即可找到

与业务量相近的预算成本；混合成本中的阶梯成本和

曲线成本，不必修正为近似的直线成本。

缺点：用插值法计算“实际业务量的预算成本”，比

较麻烦

考点 5：定期预算法与滚动预算法

方法

（预算期时间不同）

含义 优缺点

定期预算法

以不变的会计期间（如日历年度）作为预算

期的一种编制预算的方法

优点：预算期间与会计期间相对应，

有利于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分析和

评价。

缺点：缺乏长远打算，导致一些短

期行为

滚动预算法

（连续预算法、永续预算

法）

预算期与会计期间脱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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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预算编制方法。

按照滚动的时间单位不同可分为：逐月滚动、

逐季滚动、混合滚动

优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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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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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点：工作量大

混合滚动 同时以月份和季度作为预算的编制和滚动单

位的方法，近细精远。

------

考点 6： 业务预算的编制



1.销售预算：全面预算的起点；依据收款条件预测预计现金收入（现金预算）、预算期末应收账款余额（预计

资产负债表）。

2.生产预算：只涉及实物量指标，不涉及价值量指标，不直接为现金预算提供资料。

预计生产量＝预计销售量＋预计期末产成品存货－预计期初产成品存货

（1）期末产成品存货＝下期预计销售量×一定百分比；预算年末产成品存货根据长期销售趋势确定

（2）期初产成品存货＝上期期末产成品存货＝本期销售量×一定百分比；预算年初产成品存货在编制预算时

预计

3.直接材料预算

（1）预计采购量＝生产需用量＋期末材料存量－期初材料存量

（2）依据付款条件预测预计现金支出（现金预算）、预算期末应付账款余额（预计资产负债表）。

4.直接人工预算：不需要另外预计现金支出，可直接参加现金预算的汇总。

5.制造费用预算：变动制造费用预算以生产预算为基础来编制，固定制造费用预算通常与本期产量无关。全

部制造费用扣除折旧费后，参与现金预算的编制。

6.产品成本预算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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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包括生产成本、存货成本（预计资产负债表）和销货成本（预计利润表），与现金预算无关。

考点 7：财务预算的编制

1）现金预算

①可供使用现金＝期初现金余额＋现金收入

②现金余缺＝可供使用现金－现金支出

③现金筹措与运用

现金余缺＜理想期末现金余额，表明现金不足，需要筹措现金，例如（期初）借入短期借款或出售有价证券。

现金余缺＞理想期末现金余额，表明现金多余，需要运用现金，例如（期末）偿还短期借款或购入有价证券。

④期末现金余额＝现金余缺＋现金筹措－现金运用

2）利润表预算

所得税费用通常不是根据“利润总额”和所得税税率计算，而是在利润规划时估计，并已列入现金预算。

3）资产负债表预算——全面预算的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