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财务报表分析和财务预测

第二节 财务比率分析

计算公式 注意问题

（一）计算公式

指标 计算公式

总资产周转率 总资产周转次数 ＝ 营业收入 ÷ 总资产

总资产周转天数 ＝ 365 ÷ 总资产周转次数

总资产与收入比 ＝ 总资产 ÷ 营业收入

流动资产周转率 流动资产周转次数 ＝ 营业收入 ÷ 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周转天数 ＝ 365 ÷ 流动资产周转次数

流动资产与收入比 ＝ 流动资产 ÷ 营业收入

应收账款周转率 应收账款周转次数 ＝ 营业收入 ÷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 365 ÷ 应收账款周转次数

应收账款与收入比 ＝ 应收账款 ÷ 营业收入

存货周转率 存货周转次数 ＝ 营业收入 or 成本 ÷ 存货

存货周转天数 ＝ 365 ÷ 存货周转次数

存货与收入比 ＝ 存货 ÷ 营业收入

【规律总结】

1.营运能力比率属于母子率指标。

2.XX 周转次数=周转额（营业收入或营业成本）÷XX

3.XX 周转天数=365÷XX 周转次数

4.XX 与收入比=XX ÷营业收入

（二）指标计算与分析时应注意的问题

1.应收账款周转率

（1）营业收入的赊销比例问题

计算时应使用赊销额而非营业收入。但是，外部分析人员无法取得赊销的数据，只能直接使用营业收入计算。

（2）应收账款年末余额的可靠性问题

在应用应收账款周转率进行业绩评价时，可以使用年初年末的平均数、或者使用多个时点的平均数，以减少

季节性、偶然性和人为因素的影响。

【思考】用赊销和营业收入分别计算该指标，谁大谁小？

（3）应收账款的减值准备问题；

如果坏账准备的金额较大，就应进行调整，使用未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计算周转天数、周转次数。

（4）应将应收票据纳入应收账款周转率的计算；

（5）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不是越短越好。（与公司的信用政策有关，教材第 10 章营运资本投资详解）

（6）应收账款分析应与赊销分析、现金分析联系起来。

【单选题 2014】甲公司的生产经营存在季节性，每年的 6月到 10 月是生产经营旺季， 11 月到次年 5 月是生

产经营淡季。如果使用应收账款年初余额和年末余额的平均数计算应收账款周转次数，计算结果会（ ）。

A.高估应收账款周转速度 B.低估应收账款周转速度

C.正确反映应收账款周转速度 D.无法判断对应收账款周转速度的影响



【答案】A

【解析】应收账款的年初余额是在 1 月月初，应收账款的年末余额是在 12 月月末，这两个月份都是该企业的

生产经营淡季，应收账款的数额较少，因此用这两个月份的应收账款余额平均数计算出的应收账款周转速度

会比较高。

2.存货周转率

（1）使用“营业收入”还是“营业成本”作为周转额

适用场合

营业收入 短期偿债能力分析；分解总资产周转率（分子一致性）

营业成本 评估存货管理的业绩

（2）存货周转天数不是越短越好。

（3）应注意应付款项、存货和应收账款（或营业收入）之间的关系。

（4）应关注构成存货的产成品、半成品、原材料、在产品和低值易耗品之间的比例关系。

【问】为什么存货周转天数不是越短越好？

1.结合应付账款、存货和应收账款（或营业收入）之间的关系。（外部比较关系）

企业接受大的订单时，先要增加采购（应付账款），然后依次推动存货、销售（应收账款）增加。这种周转天

数增加，预示着未来的销售增长。

2.关注存货中产成品、半成品、原料、在产品和低值易耗品之间的比例关系。如果产成品大量增加，其他项

目减少，很可能是销售不畅，生产放慢。（内部比较关系）

主动为订单安排采购导致的存货周转天数增加，预示着未来的销售增长，对企业来说，是好现象。

【单选题 2015】甲公司是一家电器销售企业，每年 6 月到 10 月是销售旺季，管理层拟用存货周转率评价全

年存货管理业绩，适合使用的公式是（ ）。

A.存货周转率 =营业收入 /（ Σ各月末存货 /12） B.存货周转率 =营业收入 /［（年初存货 +年末存货）/2］

C.存货周转率 =营业成本 /［（年初存货 +年末存货）/2］D.存货周转率 =营业成本 /（ Σ各月末存货 /12）

【答案】 D

【解析】使用多个时点，如个月末的平均数，可以减少季节性、偶然性或人为因素的影响。管理层拟用存货

周转率评价全年存货管理业绩，应使用“营业成本”作分子。

3.总资产周转率的驱动因素

总资产周转率的驱动因素分析，通常可以使用 “资产周转天数 ”或 “资产与收入比 ”指标，不能使用 “资

产周转次数 ”（无法相加）。

总资产周转天数 =Σ各项资产周转天数

总资产与营业收入比 =Σ各项资产与营业收入比

【推导】



【多选题 2011】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下列计算方法的改变会导致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减少的是（ ）。

A.从使用赊销额改为使用营业收入

B.从使用应收账款平均余额改为使用应收账款平均净额

C.从使用应收账款全年日平均余额改为使用应收账款旺季的日平均余额

D.从使用已核销应收账款坏账损失后的平均余额改为核销应收账款坏账损失前的平均余额

【答案】AB

【解析】导致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减少=导致应收账款周转次数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