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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预算管理

本章属于重点章节, 考分在8分左右,客观题与主观题均课呈现，考点如下：

（一）预算编制方法（三对方法）

（二）预算编制具体内容

【考点1】预算编制方法（三对）

增量预算法与零基预算法

固定预算法与弹性预算法

定期预算法与滚动预算法

【多选题】下列各项中，属于零基预算法特点的有（ ）。

A.零基预算法假定现有业务是合理的，不需要进行调整

B.零基预算法使预算编制更贴近预算期实际需要

C.零基预算法较增量预算法编制工作量大

D.零基预算法有助于增加预算编制透明度

【答案】BCD

【解析】增量预算法假定现有业务是合理的，不需要进行调整，选项A错误；选项B、D是零基预算法的两个

优点；选项C是零基础预算法相比增量预算法的缺点。

【判断题】编制弹性预算时，以手工操作为主的车间，可以选用人工工时作为业务量的计量单位。（ ）

【答案】√

【解析】编制弹性预算，要选用一个最能代表生产经营活动水平的业务量计量单位。例如，以手工操作为主

的车间，就应选用人工工时；制造单一产品或零件的部门，可以选用实物数量；修理部门可以选用直接修理

工时等。

【单选题】某企业上年销售10万件产品，对应的制造费用是50万，今年预计销量增加到12万件，仍然把制造

费用预算划为50万，由此看出该企业采用的预算编制方法是（ ）。

A.固定预算法

B.弹性预算法

C.增量预算法

D.零基预算法

【答案】A

【解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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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算编制方法。

【单选题】（2015年）随着预算执行不断补充预算，但始终保持一个固定预算期长度的预算编制方法是（ ）。

A.滚动预算法 B.弹性预算法 C.零基预算法 D.定期预算法



【答案】A

【解析】滚动预算法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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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点2】预算编制——经营预算

【单选题】（2019年）公司编制下一年的生产预算，每季度末产成品存货按照下季度销量的20%予以安排，预

计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的销售量分别为150件和200件，则第二季度的预计生产量为（ ）件。

A.190 B.140 C.160 D.170

【答案】C

【解析】第二季度的预计生产量＝第二季度的销售量＋第二季度的期末存量－第一季度的期末存量＝150＋

200×20%－150×20%＝160（件）

【单选题】（2017年）某企业2017年度预计生产某产品1000件，单位产品耗用材料15千克，该材料期初存量

为1000千克，预计期末存量为3000千克，则全年预计采购量为（ ）千克。

A.16000 B.17000 C.15000 D.18000

【答案】B

【解析】全年预计采购量＝预计生产需要量＋期末材料存量－期初材料存量＝预计生产量×单位产品消耗量

＋期末材料存量－期初材料存量＝1000×15＋3000－1000＝17000（千克）。

【多选题】（2019年）全面预算体系中，编制产品成本预算的依据包括（ ）。

A.制造费用预算 B.直接材料预算 C.直接人工预算 D.生产预算

【答案】ABCD

【解析】产品成本预算是销售预算、生产预算、直接材料预算、直接人工预算和制造费用预算的汇总。

【单选题】（2019年）制造业企业在编制利润表预算时，“销售成本”项目数据来源是（ ）。

A.销售预算 B.生产预算 C.直接材料预算 D.产品成本预算

【答案】D

【解析】产品成本预算的内容包括单位成本、生产成本、期末存货成本和销货成本。

【多选题】某企业批发销售甲产品，某年7~10月各月预计的销售量分别为1 000件、1 200件、1 100件和1 500

件，企业计划每月月末商品存货为下月预计销售量的20%。下列各项计算中，正确的有（ ）。

A.8月期初存货为240件 B.8月采购量为1180件

C.第三季度采购量为3300件 D.8月期末存货为220件

【答案】 ABD

【解析】 8月期初存货量=7月期末存货量=1 200x20% =240 (件); 8月期末存货量=1 100x20% =220 (件); 8月采购

量=本月销售量+月末存货量-月初存货量=1 200+220-240=1 180 (件);所以选项A、B、D均正确;第三季度采购量

=第三季度销售量+第三季度期末存货量-第三季度期初存货量=(1000+1 200+1 100) +1 500x20% -1 000x20% =3

300 +300-200=3 400.(件)，所以选项C不正确。



【考点5】财务预算编制——资金预算

【单选题】在编制资金预算时，计算某期现金余缺不需考虑的因素是（ ）。

A.期初现金余额 B.当期现金收入 C.当期现金支出 D.现金筹措与运用

【答案】 D

【解析】因为“某期现金余缺=该期可运用现金合计-该期现金支出=期初现金余额+当期现金收入-该期现金支

出”，所以本题答案为选项D。

【单选题】资金预算由可供使用现金、现金支出、现金余缺、现金筹揩与运用四部分构成。下列项目，不能

列示在“现金支出”部分的是（ ）

A.所得税费用 B.购买设备支出 C.借款利息费用 D.股利分配

【答案】 C

【解析】“现金支出“部分包括预算期的各项现金支出。包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销

售及管理费用”“购买设备”等，还包括所得税费用、股利分配等现金支出，借款利息费用在“现金筹措与

运用”部分列示。所以本题答案为选项C。

【单选题】某企业编制第四季度资金预算，现金余缺部分列示金额为-18500元，现金筹措与运用部分列示归

还长期借款利息500元。企业需要保留的现金余额为10000元，若现金不足需借入短期借款，短期借款年利率

为8%，新增借款发生在季度期初，偿还借款本金发生在季度期末，先偿还短期借款;借款利息按季度平均计提，

并在季度期末偿还。银行借款的金额要求是1000元的整数倍，那么企业第四季度的借款额为（ ）元。

A.30000 B.29000 C.32000 D.31000

【答案】A

【解析】企业第四季度最低借款额=18 500+ 10 00 +500 +借款额x8%/4最低借款额=29 591.84 (元)，由于借款金

额是1 000元的整数倍，所以借款额为30 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