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财务预测和财务预算

第一节 资金需要量预测

【考点 1】资金需要量预测的方法

（一）因素分析法

资金需要量=（基期资金平均占用额-不合理资金占用额）×（1±预测期销售增减率）×（1-预测期资金周转

速度变动率）

（二）销售百分比法

经营性资产增加额=基期经营性资产额×销售增长率＝销售增加额×经营性资产销售百分比

经营性负债增加额=基期经营性负债额×销售增长率 ＝销售增加额×经营性负债销售百分比

预测留存收益增加额＝预计销售额×销售净利率×（1－股利支付率）

总融资需求额=经营性资产增加额-经营性负债增加额

外部融资需求额=经营性资产增加额-经营性负债增加额-预测留存收益增加额

（三）资金习性预测法

Y=a＋bX

式中，a为不变资金；b 为单位产销量所需变动资金。

1.高低点法;2.回归直线法

第二节 利润预测

【考点 1】本量利分析概述

（一）本量利分析的基本原理

1.本量利分析的基本关系式

利润=销售量×单价-销售量×单位变动成本-固定成本=销售量×（单价-单位变动成本）-固定成本

2.边际贡献

边际贡献总额=销售收入-变动成本

边际贡献率=边际贡献总额/销售收入=单位边际贡献/单价

变动成本率=变动成本总额/销售收入=单位变动成本/单价

边际贡献率+变动成本率=1

（四）盈亏临界点的确定

1.盈亏临界点销售量=固定成本/（单价-单位变动成本）=固定成本/单位边际贡献

2.盈亏临界点销售额=盈亏临界点销售量×单价=固定成本/边际贡献率

3.盈亏临界点作业率=盈亏临界点销售量/正常经营销售量×100%=盈亏临界点销售额/正常经营销售额×100%

（五）安全边际和安全边际率

1.安全边际

（1）安全边际额=正常销售额-盈亏临界点销售额

（2）安全边际量=正常销售量-盈亏临界点销售量

2.安全边际率

安全边际率=安全边际量/正常销售量（或实际订货量）×100%=安全边际额/正常销售额（或实际订货额）×

100%

3.盈亏临界点作业率与安全边际率的关系

盈亏临界点销售量+安全边际量=正常销售量

盈亏临界点作业率+安全边际率=1



【考点 2】预测实现目标利润必须达到的经济指标

影响企业利润的主要经济指标有产品销售数量、销售价格、固定成本、变动成本等。为了保证目标利润的实

现,企业可以从以上几个方面采取相应措施。

【考点 3】利润敏感性分析

（一)各因素对利润的影响程度

敏感系数=利润变动百分比/因素变动百分比

第三节 财务预算

【考点 1】全面预算

（一)全面预算的内容

（二）预算的编制方法

（一）增量预算法与零基预算法

按其出发点的特征不同，预算编制方法可分为增量预算法和零基预算法。

1.增量预算法

增 量

预 算

法

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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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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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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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零基预算法

零基预

算法

原

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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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适用的程序：明确预算编制标准、制定业务计划、编制预算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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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编制工作量较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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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固定预算法与弹性预算法

按其业务量基础的数量特征不同，可分为固定预算法和弹性预算法。

1.固定预算法

固定预

算法

原

理

固定预算法又称静态预算法，是指以预算期内正常的、最可实现的某一业务量水平为固定基

础，不考虑可能发生的变动预算编制方法。



缺

点

（1）适应性差，不论预算期内业务量水平实际可能发生哪些变动，都只按事先确定的某一业

务量水平作为编制预算的基础

（2）可比性差，当实际的业务量与编制预算所依据的业务量发生较大差异时，有关预算指标

的实际数与预算数就会因业务量基础不同而失去可比性。

2.弹性预算法

弹性预

算法

原理 弹性预算法又称动态预算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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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编制工作量大

（2）市场及其变动趋势预测的准确性、预算项目与业务量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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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定期预算法与滚动预算法

编制预算的方法按其预算期的时间特征不同，可分为定期预算法和滚动预算法两大类

1.定期预算法

原理思路 以固定会计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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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将实际数与预算数进行对比，也有利于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分

析和评价。

缺点 不利于前后各个期间的预算衔接，不能适应连续不断的业务活动过程的预算管理

2.滚动预算法

原 理

思路

滚动预算法是指企业根据上一期预算，执行情况和新的预测结果，按既定的预算编制周期和滚动频率，

对原有的预算方案进行调整和补充、逐期滚动、持续推进的预算编制方法

优点 通过持续滚动预算编制、实现动态反应市场、建立跨期综合平衡，从而有效指导企业营运，强化预算

的决策与控制职能。

缺点 （1）预算滚动的频率越高，对预算沟通的要求越高，预算编制的工作量越大；

（2）过高的滚动频率容易增加管理层的不稳定感，导致预算执行者无所适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