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财务比率分析 

【知识点三】营运能力比率  

营运能力比率是衡量公司资产管理效率的财务比率。这方面常用的财务比率有：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

率、流动资产周转率、营运资本周转率、非流动资产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等。 

 

（一）应收账款周转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是营业收入与应收账款的比率。它有应收账款周转次数、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和应收账款与收

入比三种表示形式，计算公式分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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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与收入比=应收账款/营业收入 

应收账款周转次数，表明 1年中应收账款周转的次数，或者说每 1元应收账款投资支持的营业收入。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也称为应收账款收现期，表明从销售开始到收回现金所需要的平均天数。 

应收账款与收入比，则表明每 1元营业收入所需要的应收账款投资。 

【何你说】 

（1）营业收入的赊销比例问题。从理论上讲，应收账款是赊销引起的，其对应的是营业收入中的赊销部

分，而非全部，计算时应使用赊销额而非营业收入。实际上外部人员无法获得相关数据，直接使用营业收

入。（高估） 

（2）应收账款年末余额的可靠性问题。应收账款是特定时点的存量，容易受季节性、偶然性和人为因素影

响。在用应收账款周转率进行业绩评价时，可以使用年初和年末的平均数，或者使用多个时点的平均数，以

减少这些因素的影响。 

（3）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问题。财务报表上列示的应收账款是已经计提坏账准备后的净额，而营业收入并

未相应减少。其结果是,计提的坏账准备越多，计算的应收账款周转次数越多、天数越少。这种周转次数增

加、天数减少不是业绩改善的结果，反而说明应收账款管理欠佳。（高估）如果坏账准备数额较大，应该进

行调整，或按未计提坏账准备前的应收账款进行计算。 

（4）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不是越少越好。应收账款是赊销引起的，如果赊销有可能比现销更有利，周转天数

就不是越少越好。 

（5）应收账款分析应与赊销分析、现金分析相联系。应收账款的起点是赊销，终点是现金。正常情况是赊

销增加引起应收账款增加，现金存量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也会随之增加。如果公司应收账款日益增加，

而现金日益减少，则可能是赊销产生了比较严重的问题。譬如，大为放宽信用政策，甚至随意发货，未能收

回现金。 

（6）此处应收账款实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的合计，为顺应习惯称法，此处将其简称为“应收账

款”。 

 

 

【例题·多选题】下列各项措施中，可降低应收账款周转天数的有（  ）。 

A.延长信用期限 



B.提高现金折扣率 

C.提高坏账准备计提比率 

D.提高信用标准 

答案：BD 

解析：A会导致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增加，C不影响。 

 

【例题·单选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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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 1和年末 12，这两个月是企业的生产经营淡季，应收账款的数额较少，使用这两个月份的应收

账款余额平均数算出的应收账款周转次数会比较高，一定程度高估应收账款周转速度。所以，选项 A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