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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本分析揭示了企业盈亏的数量界限，在经济预

测和经济决策中具有重要作用。但保本分析的理论模

型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之下的：（ 1）总成本可

以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运用的方法是变动成本

法；（ 2）收入线和成本线都是线性的：（ 3）单品

种生产；（ 4）有关因素都是准确可知的，不存在不

确定性因素。这些假定 把现实 的 经营 环境过于简单

化、静止化，因而削弱了在复杂的现实经营条件下使

用的有效性。本文试图探索在这些非假设条件下如何

进行保本分析。多品种生产的保本 分析方法已为大家

所熟知，略去不谈。

一、全部成本法下的保本分析

在全部成本法下，期末库存产 成品成本不但包含

了变动生产成本，而且还分 摊了相应 份额的固定成

本。当期固定成本发生额被分割成两部分，又因上期

结转固定成本的加入，使得固定成本本期发生额与本

期销售收入补偿额产生了较大的不一致。这样，传统

的保本分析模型已不适应全部成本法的要求。

首先，研究全部成本法下销售成本与销售量的函

数关系。因为在全部成本法下，销售费用已全部作为

期间成本列支，故 在此只 研究销 售生产 成本，的表达

式。为便于分析，设：

N 0，计划期初库存产品数量；Q 0，基 期产 品数

量；N 1，计划期末库存产品数量；Q 1，计划 期产 品

产量；x，计划期产品销售 量；a，固定生产成 本总

额；b，单位变动生产成本（设a
.
b各期数额不变）；

y，销售产品工厂成本。

这样，计划期初库存产品 生产成本总额为：

y1= · N 0；计划期生产 产品生产 成 本 总

额为：y 2= a+ bQ 1；计划期末库存产 品 生产成本总

额为：y3= ·N 1；由于N 1= N 0+Q 1- X，

化简得：

分析如下：

（ 1）若期初、期末无产品结存，当期生产量=
当期销售 量，N 0= O，x= Q 1，则y=a+bx，与 变

动成本法下销售成本表达式相同。

（ 2）若期初结存量为O、期末有产 品结存时，

N 0= O，则y=a· +bx。即：构成销售生产成本

的固定成本总额仅是当期发生额的一 部分（本期发生

额 ×产销率 ）。

（ 3）当期初期末结存量相等，但不等于零时，

x= Q 1，则y=a+ bx+a· 。此时，若 各

期产量相等，Q 0= Q 1，则：y= a+ bx，说明各期产

品所含固定成本份额相等，期末结存固定成本等于期

初结存固定成本，固定成本本期发生额全额构成本期

销售生产成本，此表达式与变动成本法下相同。若各

期产量不相等，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当基期产量Q 0＞
计划期产量Q 1时，基期产品所含固定成本份额小于计

划期产品所含固定成本份额，期初期末同等结存量所

含固定成本不等，前者小于后者。这时，固定成本本

期发生额a大于构成本期销售 生产成本的固定成本，必

须用一负数去抵减a，这一负数是a·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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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Q 0＜Q 1时，构成本期销售生产成 本的固定成本

包括两部分：本期发生额a和期初结存固定 成本 大于

期末结存的部分，也就是在本期固定成本本期发生额

a上附加一正数.这一正数是

（4）除上述三种特殊情况外，此表达式表示全

部 本 法 下 销售生产成本随销售量变化的一般函数关

系。

其次，我们研究全部成本法下保本分析的模型。

在一般情况下，保本点可用下式求得：

举例（例中将销售费用考虑在内）：设某企 业产

销一种甲产品，销售单价P为100元，单位 变动生产 成

本b为60元，单位变动推销费用为10元，各月固 定制

造费用a均为7 000元，固定推销费用均为2 000元，产

品销售税率为10%，本年 1 、 2 月份产销情况如下：

利用 2 月份资料代入保本分析模型：

保本点x= 341（件），（四舍五入取整数）。

按先进先出法验证：

若按传统方法计算：

先进先出法验证：

二、非线性保本分析

当企业的产销收入、总成本与销售量的 关 系为非

线性时，企业的保本点有两 个（如图示），一个是由

亏变盈的界点X 0 1，一个是由盈 变亏 的 界点X 0 3，另

外还存在一个界于两个保本点之间的利润最大点X 0 2。
这三个界点对企业都是至关重要的。在保本分析中，保

本点可利用总收入与总成本相等求得。设总收入函数

为P（z），总成本函数为A （x），则：

P（x）-A（x）= 0

利润最大点可利用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求得，亦即

产销收入函数的一阶导数等于成本函数的一阶导数。

即：

P’（x）- A’（x）= 0

可见，进行非线性保本分析，关键 在于确定收入

函数P（x）和成本函数A（x）。在实际中，产销收

入函数表现得最多的或保本分析中用得最多的都是线

性的，即使不是这样，非线性收入函数的线性相关性

也极强。所以，一般 地产 销收 入函数 可表示为线性

的：P（x）= P·x。对于非线性成本函数，最多见的是

二次成本函 数，A （x）= a+ bx+cx2（a.b.c为待

定系数）。二次成本函数可根据有关数学理论确定，

只要取得三个点上的产销量及对应的成本资料，就可

以通过解下列方程组使之满足二次函数的一般式。

方 程组中x 1、x 2、x3：A 1 、 A 2 、 A 3分别 表示

三个点上的产销量和总成本。

举例：某企业 1 ， 2，3 月份产销量分别为 4，

5， 7 百件，其总成本分别为48，60，90万元，销售

单价为15万元/百件。

产销收入函数可写成：P（x）= 15x

将资料代入上述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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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得：a=20，b= 3，c= 1 ，

则二次成本函数可写成：A（x）= x2+ 3 x+ 20

确定保本点：15x=x2+ 3 x+20

求解得：x1= 2（百件），x2= 10（百件）

确定利润最大点：

（15x）′=（x2+ 3 x+ 20）’

15= 2 ×+ 3

x= 6（百件）

说明：当该产品的产销量大于 2 百件时，企业由

亏变盈；在大于10百件时，由盈变亏；在产销量为 6

百件时，企业实现利润最大，最大利润为：15 ×6 -
（6 2+ 3 ×6 +20）= 16（万元）。

三、风险条件下的保本分析

由于市场供求状况的波动、科学技术（特别是企

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以及国家政策的调整，同种产品

的销售单价、单位变动成本、固定成本总额和销售税

率在不同的时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就是保本分

析中的风险。风险条件下的保本分析要充分借助概率

分析方法。首先，要通过主客观判断确定各因素将来

出现各种可能情况的概率；然后，计算各因素的期望

值并代入传统保本点模型求得保本点期望值。

（作者单位：山 东大学经济管理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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