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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2】营运能力

营运能力主要指资产运用、循环的效率高低。一般而言，资金周转速度越快，说明企业的资金管理水平越

高，资金利用效率越高，企业可以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多的收益。主要分析指标包括流动资产营运能力分析、

固定资产营运能力分析和总资产营运能力分析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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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动资产营运能力分析

1.应收账款周转率

（1）营业收入应该是销售折扣和折让后的销售净额，理论上讲，应收账款由赊销额引起，但数据难以取得，

则选取利润表中的“营业收入”。

（2）应收账款包括会计报表中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3）应收账款应为未扣除坏账准备的金额。应收账款在财务报表上按净额列示，计提坏账准备越多，应收账

款周转率越高、周转天数越少，对应收账款实际管理欠佳的企业反而会得出应收账款周转情况更好的错误结

论；

（4）应收账款期末余额的可靠性问题，应用平均数（时期数）表示。

【判断题】（2020 年）在计算应收账款周转次数指标时，不应将应收票据考虑在内。（ ）

【答案】×

【解析】应收票据是销售形成的应收款项的另一种形式，在计算应收账款周转次数指标时，应收票据也应包

含在应收账款内。



2.存货周转率

（1）存货周转速度越快，存货占用水平越低，流动性越强，存货转化为现金或应收账款的速度就越快，由此

可增强企业短期偿债能力及盈利能力。

（2）应用时应注意以下 3点：

（a）存货周转率与企业经营特点有关，应注意行业的可比性；

（b）存货周转率只反映存货整体周转情况，不能说明企业经营各环节的存货的周转情况和管理水平；

（c）应结合应收账款周转情况和信用政策进行分析。

【单选题】(2022 年)某公司 2021 年度营业收入为 9000 万元，营业成本为 7000 万元，年初存货为 2000 万

元，年末存货为 1500 万元，则该公司 2021 年的存货周转次数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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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存货平均余额＝（2000＋1500）/2＝1750（万元），该公司 2021 年的存货周转次数＝7000/1750

＝4（次）。

3.流动资产周转率

（1）流动资产周转次数越多，表明相同的流动资产完成的周转额越多，流动资产利用效果越好；流动资产周

转天数越少，表明流动资产在经历生产销售各阶段所占用时间越短，可相对节约流动资产，增强盈利能力。

（二）固定资产营运能力分析

（1）固定资产周转率高，说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得当，结构合理，利用效率高；反之亦然。

（三）总资产营运能力分析

（1） 若资产总额比较稳定，波动不大时，

平均总资产=（期初总资产+期末总资产）/2

（2）若资金占用波动性较大时，

月平均总资产＝（月初总资产＋月末总资产）/2

季平均占用额＝（1/2 季初＋第一月末＋第二月末＋1/2 季末）/3

年平均占用额＝（1/2 年初＋第一季末＋第二季末＋第三季末＋1/2 年末）/4

【判断题】(2022 年)总资产周转率可用于衡量企业全部资产赚取收入的能力，故根据 该指标可以全面评价企

业的盈利能力。（ ）



『正确答案』×

『答案解析』各项资产的周转率指标用于衡量各项资产赚取收入的能力，经常与企业盈利能 力的指标结合在

一起，以全面评价企业的盈利能力。

【综合题】（2020 年）甲公司是一家制造业公司，两年来经营状况稳定，并且产销平衡，相关资料如下：

资料 1：公司 2019 年度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如下：

2019 年度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单位：万元

资产 2019 年

年末余额

负债和股东权益 2019 年

年末余额

项目 2019 年

发生额

货币资金 1000 应付账款 2100 营业收入 30000

应收账款 5000 短期借款 3100 营业成本 18000

存货 2000 长期借款 4800 期间费用 6000

固定资产 12000 股东权益 10000 利润总额 6000

资产合计 20000 负债与股东权益合计 20000 净利润 4500

资料 2：存货采购成本为 9450 万元，公司永久性流动资产为 2500 万元。

资料 3：公司收紧赊销政策导致收入减少 6000 万元，变动成本率为 70%，机会成本减少 500 万元，收账费

用减少 200 万元。

要求：

（1）根据资料 1 计算 2019 年年末营运资金数额。

（2）根据资料 1 计算：①营业毛利率；②总资产周转率；③净资产收益率。

（3）根据资料 1、2 计算：①存货周转期；②应收账款周转期；③应付账款周转期；④现金周转期（以上计

算结果均用天数表示，一年按 360 天计算）。

（4）根据资料 1、2，依据公司资产与资金来源期限结构的匹配情况，判断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属于哪种类型。

（5）根据资料 3，计算收缩信用政策对税前利润的影响额（税前利润增加用正数，减少用负数），判断是否

应收紧收款信用政策。

【答案】

（1）2019 年年末营运资金数额＝（1000＋2000＋5000）－（2100＋3100）＝2800（万元）

（2）①营业毛利率＝（30000－18000）/30000×100%＝40%

②总资产周转率＝30000/20000＝1.5（次）

③净资产收益率＝4500/10000×100%＝45%

（3）①存货周转期＝2000/（18000/360）＝40（天）

②应收账款周转期＝5000/（30000/360）＝60（天）

③应付账款周转期＝2100/（9450/360）＝80（天）

④现金周转期＝40＋60－80＝20（天）

（4）波动性流动资产＝（1000＋2000＋5000）－2500＝5500（万元）

临时性负债（短期借款）＝3100（万元）

由于波动性流动资产大于临时性负债，所以公司采用的是保守型融资策略。

（5）收益增加=—6000×（1-70%）=—1800（万元）

成本费用增加＝－700（万元）

税前利润增加＝－1800－（－700）＝－1100（万元）

由于税前收益减少 1100 万元，所以不收紧赊销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