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财务分析与评价

第一节 财务分析概述

【考点 1】财务分析的基本方法（重点）

(一)比较分析法

(二)比率分析法

比率分析法是通过计算各种比率指标来确定财务活动变动程度的方法。比率指标的类型主要有构成比率、效

率比率和相关比率三类。

1.构成比率，又称结构比率，是某项财务指标的各组成部分数值占总体数值的百分比，反映部分与总体的关

系。

构成比率=某个组成部分数值/总体数值

2.效率比率，是某项财务活动中所费与所得的比率，反映投入与产出的关系。

3.相关比率，是以某个项目和与其有关但又不同的项目加以对比所得的比率，反映有关经济活动的相互关系。

(三)因素分析法

因素分析法是依据分析指标与其影响因素的关系，从数量上确定各因素对分析指标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的一

种方法。

因素分析法有两种具体方法：连环替代法和差额分析法。

第二节 基本财务分析

【考点 1】反映偿债能力的比率（重点）

（一）短期偿债能力

流动比率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现金比率 现金比率=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流动负债

（一）短期偿债能力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产权比率=（负债总额÷所有者权益总额）×100%

已获利息倍数=息税前利润÷利息总额=（利润总额＋利息费用）÷（利息费用+资本化利息）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年经营现金净流量/年末流动负债×100%。

带息负债比率=带息负债总额/负债总额×100%

带息负债总额=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长期借款+应付债券+应付利息

【考点 2】反映资产质量状况的比率（重点）

（一）应收账款周转率

1.应收账款周转次数

应收账款周转次数=营业收入净额÷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营业收入净额=营业收入-销售退回、折让、折扣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期初应收账款+期末应收账款）/2

2.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360÷应收账款周转次数

或：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应收账款平均余额×360/营业收入净额

（二）存货周转率

1.存货周转次数



存货周转次数=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平均存货余额=（期初存货＋期末存货）÷2

2.存货周转天数

存货周转天数=360÷存货周转次数

或:存货周转天数=存货平均余额×360/营业成本

(三)流动资产周转率

流动资产周转率(次)=营业收入净额/平均流动资产总额

平均流动资产总额=(流动资产年初数+流动资产年末数)/2

（四）总资产周转率

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净额÷平均资产总额 平均资产总额=（期初总资产＋期末总资产）÷2

【考点 3】反映盈利能力的比率（重点）

营业利润率=利润总额/营业收入净额×100%

总资产报酬率=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

平均资产总额=（期初资产总额＋期末资产总额）÷2

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净资产

成本费用利润率=（利润总额/成本费用总额）×100%

资本收益率=（净利润/平均资本）×100%

利润现金保障倍数=经营现金净流量/净利润×100%

【考点 4】反映经济增长状况的比率（重点）

营业收入增长率=本年营业收入增长额/上年营业收入×100%

总资产增长率=（本年资产增长额/年初资产总额）×100%

营业利润增长率=（本年营业利润增长额/上年营业利润总额）×100%

资本保值增值率=（期末所有者权益÷期初所有者权益）×100%

资本积累率=（本年所有者权益增长额/年初所有者权益）×100%

技术投入比率=（本年科技支出合计/本年度营业收入净额）×100%。

【考点 5】反映获取现金能力的比率（重点）

销售现金比率=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销售收入

每股营业现金净流量=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普通股股数

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平均总资产）×100%

【考点 6】反映上市公司特殊财务分析的比率（重点）

（一）每股收益

1.基本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净利润/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其中: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期初发行在外普通股股数+当期新发行普通股股数×（已发行时间/报告期时间）

-当期回购普通股股数×（已回购时间/报告期时间）

2.稀释每股收益。

稀释性潜在普通股是指假设当期转换为普通股会减少每股收益的潜在普通股

分

类

可转换公

司债券

计算稀释的每股收益时

1.分子的调整项目为可转换债券当期已确认为费用的利息、溢价或折价摊销等的税后影响额

2.分母的调整项目为增加的潜在普通股，按照可转换公司债券合同规定，可以转换为普通股

的加权平均数



3.当期已确认为费用的利息、溢价或折价的摊销金额，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计算

认股

权证

按照认股权证合同和股份期权合约，认股权证、股份期权等的行权价格低于当期普通股平均

市场价格时，应当考虑其稀释性。计算稀释的每股收益时：

1.分子的净利润金额不变

2.分母应考虑可以转换的普通股股数的加权平均数与按照当期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能够发

行的普通股股数的加权平均数的差额

股份

期权

多项潜在

普通股

1.每次发行或一系列发行的潜在普通股应当视为不同的潜在普通股，分别判断其稀释性，而

不能将其作为总体考虑

2.企业对外发行不同潜在普通股的，应当按照其稀释程度从大到小的顺序计入稀释每股收

益，直至稀释每股收益达到最小值

3.稀释程度根据增量股的每股收益衡量，即假定稀释性潜在普通股转换为普通股时，将增加

的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除以增加的普通股股数的金额

4.期权和认股权通常排在前面计算，因为此类潜在普通股转换一般不影响净利润

（二）每股股利

每股股利=现金股利总额/期末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

（三）市盈率

市盈率=每股市价/每股收益

（四）每股净资产

每股净资产=期末净资产/期末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

（五）市净率

市净率=每股市价/每股净资产

第三节 综合分析与评价

【考点 1】杜邦分析法（重点）

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报酬率×权益乘数

总资产报酬率=销售（营业）净利润率×总资产周转率

权益乘数=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总额=资产总额/（资产总额-负债总额）=1/（1-资产负债率）=1+产权比率

【考点 2】综合绩效评价

综合绩效评价是指运用数理统计和运筹学的方法，通过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照相应的评价标准，定量

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2.财务绩效定量评价是指对企业一定期间的盈利能力状况、资产质量、债务风险和经营增长四个方面进行定

量对比分析和评判。

3.管理绩效定性评价是指在企业财务绩效定量评价的基础上，通过采取专家评议的方式，对企业一定期间的

经营管理水平进行定性分析与综合评判。包括（1）企业发展战略的确立与执行（2）经营决策（3）发展创新

（4）风险控制（5）基础管理（6）人力资源（7）行业影响（8）社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