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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业会计报表的分析方法

分析工业会计报表的方法很多。《 工 业会 计 概

论》 和《 工业会计 学（修订本）》 两本教材所用的方

法，主要是对比 分析法、平衡分析法、比率分析法、

连环替换 分析法和差异计算分析法等。

（一）对比 分析法。也称比较分析法。它是通过

实际数与基数的对比来揭示实际数与基 数 之间 的差

异，借以了解企业经济活动的成绩和问题的一种分析

方法。工业企业各种会计报表的分析都要采用这种方

法。这里的基数由于分析的目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一

般有计划 数、定额 数、前期实际数、 以往年度同期实

际数，以及本企业的历史先进水平和国内外同行业的

先进水平等。

将实际数与计划数或定额数对比，可以揭示计划

或定额的完成情况。但在分析时还应检查计划或定额

本身是否既先进又切实可行。因为实际数与计划数或

定额数之间的差异，除了实际工作的原因以外，还可

能由于 计划或定额太保守或不切实际。将本期实际数

与前期实际 数或 以往年度同期实际数对比，可以考察

经济活动的发展变化情况。将本期实际数与本企业的

历史先进水平对比，将本单位实际数与国内外同行业

的先进 水平对比，可以 发现与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

从而学习先进，赶上和超过先进。

（二）平衡分析法。它是将具有平衡关系的各项

指标进行对照、平衡， 借以发现工作成绩和问题的一

种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在资金平衡表的分析中用得特

别多。例如，工业企业的各项资金来源都有规定的用

途，因而表中资金来源项目与其相对应的资金占用项

目之间有着平衡关系，通过这些资金来源项目与资金

占用项目的对照、平衡，可以考察资金来源的保证程

度（是多余或不足），资金的使用情况，是否吸收了

计划外的资金来源，有无不应有的互相挤占资金的情

况等等，从而查明资金来源和资金占用的合理、合法

性。

（三）比率分析法。它是计算各项指标之间的相

对数，即比率，借以考察经济活动的相对效益的一种

分析方法。分析资金平衡表、商品产品成本表和利润

表等会计报表时，都要采用这种方法。例如，各个企

业的规模不同，简单地对比这些企业的资金占用或利

润等绝对数，不能说明这些企业资金利用的好坏和经

济效益的大小。而计算、对比各企业资金占用指标与

产值指标的相对 数，即产值资金率，或者计算、对比

各企业资金占用指标与利润指标的相对数，即资金利

润率，就可以 考察各企业资金利用的好坏和经济效益

的大小：产值资金率低的企业，资金利用好，产值资

金率高的企业，资金利用差；资金利润率则反之。因

此，分析时，还应将相对数指标的实际数与其基数进

行对比，揭示其与基数之间的差异。

（四）连环替换分析法。它是顺序用各项因素的

实际 数替换基数，借以计算各项因素影响程度的一种

分析方法。采用对比 分析法和比率分析法，可以揭示

实际 数与基数之间的差异，但不能揭示产生差异的因

素和各因素的影响程度。采用连环替换分析法，就可

以解决这一问题，从而找出主要矛盾，明确进一步调

查研究的主要方向。

这种分析法的计算程序是：（1）根据指标的计

算公式 确定 影响指标变动的各项因素；（2）排列各

项因素的顺序；（ 3）按排定的因素顺序和各项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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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数进行 计算；（4）顺序将前面一项因素的基数

替换为实际数，将每 次替换以后的计算结果与其前一

次替换以后的计算结果进行对比，顺序算出每项因素

的影响程度，有几项因素就替换几次；（5）将各项

因素的影响（有的正方向 影响，有的反方向影响）程

度的代数和，与指标变动的差异总额核对相符。其计

算原理可列表如下（假定指标为三项因素的乘积）：

连环替换分析法计算表

举例：假定某 车间某月的生产工人工资，计划为

10，000元，实际为11，340元，超支1，340元。其工人人

数、每人工作时数和每小时工资三项因素的数据为：

用连环替换分析法计算这 三 项 因 素对工资超支

1，340元的影响程度如下：

连环替换分析法计算表

上 表表明，工资超支1，340元，主要是由于每小时

工资增加，致使工资超支1，890元；其次是由于每人工

作时数增加，致使工资超支450元；而工人 人 数的减

少则 抵销了1，000元的工资超支额。因此，应进一步着

重 分析每小时工资增加和工人人数减少的具体原因，

以便采取措施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控制工资支出。

从以上举例可以看出，计算某项因素变动的影响

程度时，假定其他因素不变（只有这样才能算出该项

因素变动的影响程度）；还假定前 面 的因素已经变

动，后面的因素尚未变动。因此，采用这 种分析 方

法，必须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和各因素的相互依存关

系合理排列各因素的顺序。不同的排列顺序，算出的

结果不同。现将上例三项因素中的前两项加以颠倒，

其计算结果如下：

连环替换分析法计算表

上列两表说明：两种排列顺序算出的差异总额相

同，但各因素的影响程度不同。这是因为，不同的排

列 顺序，计算各项因素影响 程 度时 所假定的条件不

同。在上例第一种排列顺序下，工人人数是在每人时

数和每时工资都未变动的条件下变动的，而在第二种

排列顺序下，工人人数是在每人时数已变、 每时工资

未变的条件下变动的。各因素的排列顺序，一般应该

是：数量因素（例如上例的工人人数）在前，质量因

素（例如上例的每时工资）在后；实物量或劳动量因

素（例如上例的每人时 数）在前，货币量因素（例如

上例的每时工资）在后。应该明确的是：会计报表分

析不是数字游戏，因素的排列顺序不能是任意的排列

组合，只有 符合 事物发展规律、 实际可能发生的顺序

才有意义。

（五）差异计算分析法。它是根据各项因素的实

际数与基数的差异来计算各项因素影响程度的方法，

它是连环替换分析法的一种简化的计算方法。上述连

环替换分析法的计算原理，可按下列公式表示：

第 1 项因素的 影响程度=（第 1 项因素实际数 ×

第 2 项因素基数 ×第 3 项因素基数）-（第 1 项因素

基数 ×第 2 项因素基数 ×第 3 项因素基数）=（第 1

项因素实际 数-第 1 项因素基数）×第 2 项因素基数

×第 3 项因素基数

第 2 项因素的 影响程度=（第 1项因素实际数 ×

第 2 项因素实际数 ×第 3 项因素基数）-（第 1 项因

素实 际 数 ×第 2 项因 素基 数 ×第 3 项因素基数）=

（第 2 项因素实际数-第 2 项因素基数）×第 1 项因

素实际数 ×第 3 项因素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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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项因素的影响 程度=（第 1 项因素实际数 ×

第 2 项 因素实际数 ×第 3 项因素实际数）-（第 1 项

因素 实际数 ×第 2 项因素实际数 ×第 3 项因素基数）

= （第 3 项因素 实际数-第 3 项因素基数）×第 1 项

因素实际数 ×第 2 项因素实际数

在上列每一项计算公式中，第 2 个等号后的计算

公式都是 差异计算分析法的计算公式。这种分析法与

连环替换分析法的因素排列顺序如果相同， 计算结果

也 完全相同。仍以上 例资料， 用差异计算分析法计算

如下：

差异计算分析法计算表

在只有两项因素的情况下，由于能 够简便、合理

地排列因素顺序，普遍地采用着这种分析法。例如，

影响材料费用大小的因素只有材料消 耗数量和材料价

格两项，按照事物总是从量变到质变发展的规律，可

以很容易地确定材料消耗数量因 素排 列在前，材料价

格因素（质量因素）排列在后，因而在材料费 用的分

析工作中，普遍地采用这种分析法计 算材料消耗数量

变动（量差）和材料价格变动（价差）对材 料费用变

动的影响程度，计算既准确又简便。

学习工业会计报表的分析方法 ， 还应注意以下几

个问题：

（一）教材所述各种会计 报表的分析举例，都是

上述各种分析方法的具体应用，掌握了这些分析方法

的原理 ，才能比较容易地理解教材中的这些 举例。

（二）上述各种 分析方法 ，实质上都是对比分析

法。平衡 分析法是有着平衡关系的双方进行对比；比

率分析法是 分子指标与分 母指标的对比，以及据以算

出的相对数指标的实际数与基数的对比；连环替换分

析法和差异计算 分 析法 则 是 各项因素替换结果的对

比。有比较才有鉴 别，一切分析都是从对比中发现差

别、 发现矛盾开始的。

（三）不论什么分析方法，都只 能为进一步调查

研究指明方向，而不能代替调查研究。要确定经济活

动好坏的具体原因，并据以提出切实有效的建议和措

施来改进工作 ，都必须在进行上述 分析的基础上，深

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

本讲（二）思考题答案要点：

（ 1）资金平衡表包括基本部分和补 充资料两部

分。基本部分又包括固定资金、 流动资金和专项资金

三部分，分别按资金占用和资金来源两个方面反映。
该表各项目应根据总帐科目和有关的明细科目的期末

余额等资料直接填列 或计算填列。编制该表，可以综

合反映企业各项资金来源和资金占 用的增减变动情

况，以及资金来源和资金占用的相互对应关系；可以

检查资金 来源和资金占用的构成是否合理；可以考核

各项资金计划的完成情况； 可以对企业的财务状况进

行总的评价。

（ 2）商品产品成本表包括基本部分和补充资料

两部分。基本部分又包括可比产 品成本和不可比产品

成本两部分 、分别反映各该产品的实际产量、单位成

本、 本月总成本和本年累计总成本。该表应 根据产品

成本计算单和有关的 成本计划等资料编制。编制该表，

可以考核全部商品产品和主要 商品产品成本计划的完

成情况；可以分析各种可比产品 成本降低 计划的完成

情况。

（ 3）利润表包括基本部分和补充资料两 部分。

基本部分又分产品销售 收入、 利润总额、未留利润三

部分。该表应根据 “销售”、“利润”、“利润分配”

和 “应交税金”科目的明细记 录等资料计算填列。编

制该表，可以考核利润 及其分配 计划的完成情况，分

析利润增减变动的原因。

（本讲座到此全部讲完）

庆祝五 一国际劳动节

武军  锦琳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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