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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够本分

析只是企业短期经营

决策的有效工具，我

认为够本分析在企业

长期投资决策中也具

有应用价值。
一、企业长期投

资决策的够本分析

评价长期投资方

案经济效果的一般数

量方法有非贴现的现

金流量法和贴现的现

金流量法两大类。非

贴现的现金流量法包

括平均报酬率法和回

收期法，其特点是不

考虑货币时间价值因

素。贴现的现金流量

法包括净现值法、现

值指数法和内含报酬

率法，其特点是考虑

货币 时 间 价 值。但

是，这两大类方法不

论是否考虑了货币时

间价值这一因素，它

们都无法回答两个问

题：（ 1）该投资方

案的最低生产能力应

是多少才能保证其在

一定时 期 内 够本；

（ 2）该方案实施后

生产的产品能否在市

场上 全 部 出 售。因

此，我认为非贴现的

现金流量法和贴现的

现金流量法评价长期

投资方案不够全面，
不能从市场角度来研

究问题，而结合够本

分析，能使方案评价

更全面，计算也甚简便。
设某企业欲购置一全自动设备以 生产A 产

品。该设备的购价和安装费共为6 000元，预计

可用 4 年，A产品售价 为10元，单位变动成本 2

元，年固定成本15 000元；假定贴现率为10%，
在分析时不考虑税率的影响。

贴现的现金流量法考虑货币时间价值，企

业长期投资决策中的够本分析也考虑货币时间

价值这一因素，但其目的是为了分析该方案实

施后，每年应生产或销售多少产品，使原投资

额与现金流入量相等，以及通过该方案的生产

能力与够本点比较来决定投资方案的取舍。
设X代表A 产品年销售量，P为售价、V为

单位变动成本，F是固定成 本。则利润（π）

方程为

π=（P-V）X-F ……（1）

把上列数字代入（1）式，得利润：

π =（10- 2 ）x-15000

= 8x-15000

假定未来 4 年每年的现金流入量相等，都

发生在年末，则利润现 值（P V）为

  ……（ 2）

= 3.17

把3.17代入（ 2）式得：
pv=（8x-15000）×3.17 ……（3）

全自动设备的原投资额为6000元。因此，

净利润现值（N P V）是现 金流入 量 现值大于

原投资额的差额。
N PV =（8x-15000）×3.17-6000

= 25.36x-53550 ……（4）

年现金流入量现值等于原投资额时，净利

润现值为 0，根据够本点定义，此时的销售量

就是够本点。因此根据（ 4）式就得到够本点

销售量X：
25.36x-535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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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够本点的意义是（ 1）全自动设备购

进后，年产量必须在2 112单位以上，企业才有

利可得。同时，每年销售或生产2 112单位，企

业就能在 4 年内收回投资。（ 2）贴现率与投

资报酬率相等，如果企业在该设备投产后产量

达不到2 112单位或投资报酬率低于10%，则此

方案不可取。
如果企业欲在 3 年内收回全部投资，则每

年的产销量必须达到：

19.896x= 43305

X≈2177单位

若企业每年生产2 177单位就能在3年内 收

回全部投资。若想在两年内收回全部投资。也

照上例计算。
根据以上两例，可以得到长期投资决策够

本分析的模型。设原投资额为I，则 净利 润现

值方程可表示为

……（5）

（ 5）式整理后就是长期投资决策够本分

析的模型：

  …… （6）

（ 6）式中， 是企业单一产品够本

模式； 是在预计投资报酬率下要

求抵补的投资方案的原投资额。
从以上分析可知，长期投资决策采用够本

分析模型，除了其它评价方法所具 有的 优 点

外，还在于它规定了投资方案必须达到的最低

生产能力，以及需要考虑市场销售情况，简便

明了，易于 被实际工 作者接受，具 有实 用价

值 。
二、设备更新决策的够本分析

在设备更新决策中，应用够本分析，使问

题更为简单。如前例，假定该企业原先采用半

自动设备生产A 产品，售价10元，单位变动成

本为 4 元，年固定 成本是12 000元。现打算购

置全自动设备来代替半自动设备。全自动设备

有关数据与前例中相同。现用够本分析评价这

一更新方案。
（ 1 ）半自动设备的总成本是4x + 12000，

成本现值为：

=（4x+ 12000）×3.17

（ 2）全自动设备的总成本是2X + 15 000

+ 6000，其成本现值是：

=（2X+ 15000）×3.17+ 6000

（ 3）当N C V半 = N C V全时，即 两 种设

备总成本现值相等：

（4X+12000）×3.17=（2X+15000）×3.17+6000

上式左边是采用全自动设备后每单位产品

节约 2 元变动成本；右边是采用全自动设备增

加的固定成本和投资报酬率为10% 的投资额。
当节约的变动成本等于增加的固定成本时，求

得够本生产量：
X = 2 446单位

此够本点2 446单位不是一般意义上讲 的

够本点，而是两种设备总成本现值相等时的生

产量。如果全自动设备达不到这个生产量，或原

设备超过这个生产量，更新方案不可取。2 446

单位是全自动设备必须达到的最低生产量。
设原设备生产产品的单位变动 成本为V 1，

固定成本为F 1；新设备生 产产品的单位变动成

本为V 2，固定成本F 2，投资额I，使用年限为

n，利率为r，则可得设备更新决策够本模型：

本文对够本分析在企业长期投资决策中的

应用，只是作了试探性的摸索，有待于会计界

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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