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财务比率分析 

【知识点三】营运能力比率  

（二）存货周转率 

存货周转率是营业收入与存货的比率。它有存货周转次数、存货周转天数和存货与收入比三种表示形式，计

算公式分别如下： 

存货周转次数=营业收入/存货 

存货周转天数=365/（营业收入/存货） 

存货与收入比=存货/营业收入 

 
评估存货的变现能力，分子用营业收入，评估存货管理业绩，分子用营业成本，分解总资产周转率时，分子

用营业收入 

【何你说】 

（1）计算存货周转率时，使用“营业收入”还是“营业成本”作为周转额，要看分析的目的。 

（2）存货周转天数不是越少越好。存货过多会浪费资金，存货过少不能满足流转需要，在特定的生产经营

条件下存在一个最佳的存货水平，所以存货不是越少越好。 

（3）应注意应付账款、存货和应收账款（或营业收入）之间的关系。 

（4）应关注构成存货的原材料、在产品、半成品、产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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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慢了生产节奏。 

 

【例题·单选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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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收入/（Σ各月末存货/12） 

B.存货周转率=销售收入/[（年初存货+年末存货）/2] 

C.存货周转率=销售成本/[（年初存货+年末存货）/2] 

D.存货周转率=销售成本/（Σ各月末存货/12） 

答案：D 

解析：甲公司销售具有明显季节性，用月平均数更合理；管理层拟用存货周转率评价全年存货管理业绩，计

算存货周转率分子要用营业成本。 

 

流动资产周转率/营运资本周转率/非流动资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 

XX 周转次数=营业收入/XX 

XX 周转天数=365/（营业收入/XX） 

XX 与收入比=XX/营业收入 

（三）总资产周转率 

总资产周转次数，表明 1年中总资产周转的次数，或者说明每 1元总资产投资支持的营业收入。 

总资产周转天数，表明总资产周转一次需要的时间，也就是总资产转换成现金平均需要的时间。 

总资产与营业收入比，表明每 1元营业收入需要的总资产投资。 

总资产由各项资产组成，在营业收入既定的情况下，总资产周转率的驱动因素是各项资产。通过驱动因素分

析，可以了解总资产周转率变动是由哪些资产项目引起的，以及哪些是影响较大的因素，为进一步分析指出

方向。  

总资产周转率的驱动因素分析，通常使用“资产周转天数”或“资产与收入比”指标，不使用“资产周转次

数”。因为各项资产周转次数之和不等于总资产周转次数，不便于分析各项目变动对总资产周转率的影响。 

 



【例题·多选题】下列有关营运能力比率分析指标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有（  ）。 

A.非流动资产周转次数＝销售成本/非流动资产 

B.总资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非流动资产周转率 

C.在用应收账款周转率进行业绩评价时，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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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以及存货周转天数越少越好 

答案：ABD 

解析：选项 A中分子应是“销售收入”而非“销售成本”；选项 B的等式不成立，各项资产周转次数之和不

等于总资产周转次数；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及存货周转天数并不是越少越好，选项 D的说法不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