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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8-10】某企业生产 A产品，每月固定成本为 150000 元，销售单价为 300 元，变动成本为 60 元，假设每

月正常销售量为 700 件。

要求：

（1）若计划销售 800 件，计算预期的利润；

（2）计算该企业目前的单位边际贡献和盈亏平衡点销售量；

（3）计算目前的安全边际额；

（4）其他条件不变下，计算目标利润为 50000 元时的固定成本；

（5）计算单位变动成本的敏感系数；

（6）如果计划目标税前利润达到 200000 元且销售量达到 1000 件，计算可接受的最低售价。

答案：

（1）预期利润=800×（300-60）-150000=42000（元）

（2）单位边际贡献=300-60=240（元）

盈亏平衡点销售量=150000÷240=625（件）

（3）安全边际量=700-625=75（件）

安全边际额=75×300=2250（元）

（4）目标利润下的固定成本=700×（300-60）-50000=118000（元）

（5）正常的利润=700×（300-60）-150000=18000（元）

设单位变动成本增长 10%时，利润=700×（300-60×1.1）-150000=13800（元）

利润变动百分比=（13800-18000）÷18000=-23.33%

单位变动成本的敏感系数=-23.33%÷10%=-2.33

（6）可接受的最低售价=（200000+150000）÷100+60=410（元）

(二）生产工艺设备的选择

企业进行营运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获取利润，分析时应考虑哪个方案能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边际贡献，能够在最

大程度上弥补发生的固定成本，从而使企业获得更多利润。

【例题 8-11】某公司在原有生产线使用年限到期之后，面临着更换生产线的选择。可以选择购买与原来一样

的生产线，也可以购买一条自动化程度较高的生产线。原有生产线的价格为 150000 元，而新的生产线的价格

为 300000 元，两种生产线的使用年限均为 5年，无残值。两种生产线生产出来的产品型号、质量相同，市场

售价为 50 元/件。有关数据如下表所示。

项目 原来生产线 新生产线

直接材料 15 15

直接人工 12 10

变动制造费用 10 10

固定制造费用（假设只包括折旧） 30000 60000

年销售费用
固定部分 10000

变动部分 5

年管理费用（假设全部为固定费用） 10000



两条生产线盈亏平衡点计算分析过程

项目 原来生产线 新生产线

单位产品售价 50 50

单位变动成本 15＋12＋10＋5＝42 15＋10＋10＋5＝40

单位边际贡献 8 10

年固定成本 30000＋10000＋10000＝50000 60000＋10000＋10000＝80000

保本（盈亏平衡）点销量 6250 8000

假设年产销量为 X，则两种生产方式下的年利润分别为：

原生产线利润＝8X－50000

新生产线利润＝10X－80000

由 8X－50000＝10X－80000，得到 X＝15000。

这说明当年产销量为 15000 件时，使用两种生产线时的年利润相等；当年产销量低于 15000 件时，采用

原来的生产线所获得利润较多；当年产销量高于 15000 件时，采用新的生产线所获得的利润较多。虽然采用

新的生产线后，保本点变大了，风险增加了，但是如果年产销量能够超过 15000 件的话，采用新的生产线会

比使用原来的生产线创造更多的利润。因此，如何选择取决于对产销量的估计。

【总结】若预计业务量水平超过成本分界点，则应选择固定成本较高、单位变动成本较低的方案（增量成本

较少），但经营风险可能较大（盈亏平衡点及经营杠杆可能较高）。

（三）新产品投产的选择

【例题】沿用前例资料，假设该公司通过对产销量的估计决定采用新的生产线，并对原有的产品进行了研发，

开发出新产品 A和新产品 B。原有产品的产销量为 20000 件。企业面临投产决策，有以下三种方案可供选择：

方案一：投产新产品 A，A产品将达到 9000 件的产销量，并使原有产品的产销量减少 20%；

方案二：投产新产品 B，B产品将达到 4000 件的产销量，并使原有产品的产销量减少 15%；

方案三：A、B两种新产品一起投产，由于相互之间的影响,产销量将分别为 10000 件和 2000 件，并使原有产

品的产销量减少 50%。

另外，投产新产品 B还需要增加额外的辅助生产设备，这将导致每年的固定成本增加 10000 元。其他有关资

料如下：

项目 原有产品 新产品 A 新产品 B

年销售量（件） 20000 9000 4000

售价 50 60 75

单位变动成本 40 45 50

单位边际贡献 10 15 25

年固定成本 80000 － 10000

计算分析过程

项目 投产新产品A投产新产品B
投产新产品 A和 B视为联合单位，A和 B的比为

5:1

年销售量 9000 4000 2000

单位边际贡献 15 25 100

边际贡献总额 135000 100000 200000

原有产品减产损失 40000 30000 100000

增加的固定成本 0 10000 10000

投产新产品增加的息税前利润 95000 60000 90000

因为新产品的投产减少了原有产品的产销量，所以原有产品因此而减少的边际贡献为投产新产品的机会

成本，在决策时应予以考虑。

方案一：若投产 A产品原有产品减产损失＝20000×10×20%＝40000（元）

方案二：若投产 B产品原有产品减产损失＝20000×10×15%＝30000（元）



方案三：若两种产品一起投产原有产品减产损失＝20000×10×50%＝100000（元）

只投产新产品 A产品带来的利润较多，因此，该公司应选择投产 A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