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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利润和成本

升降 百 分比的 测 算

廖 文 嘉

小丁看着报表上的几个百分比，觉得似乎不合情

理，就去找老会计。

那几个百分比是：产品销售量比 去 年同 期 上升

30% ，产品销售单价下降 4 %，产品销售单位成本下降

10% ，该产品的利润却比去年同期上升134%。

小丁感到，对利润有利的百分比是销售量上升30%

和销售单位成本下降10% ，不利的百分比是销售单价下

降 4 % ，为什么利润一下就上升了134%呢？

小丁问老会计：“是不是哪一个百分比错了？”

老会计猜出了小丁的疑惑，笑着说： “你是不是以

为13 % 和其它几个百分比相差很远，就觉得可疑？”

小丁点了点头。老会计说：“这并不奇怪，如果你怀

疑它，一个办法是再复核一次；另一个办法是进行快速

测算，只要几分钟就可以测算出这四个百分比是否全部

正确，不过，当肯定其中有错时，这个办法还不能确定

是哪个百分比错了。所以，它有局限性。”

小丁很感兴趣地说：“我看这个办法有用处，如果

通过测算肯定都是对的，就不必再怀疑它，更不必去复

算了。请您教给我好吗？”

“好。测算前还需要两个具体数字，就是去年同期

的销售单价和销售单位成本。如果一时查不出，有本期

的这两个数字也行。因为我们已有这两项的升降比，可

以推算出去年同期数。”

小丁从报表上查到了去年同期销售单价是150元 ，

销售单位成本是140元。老会计看了看说： “这个测算

法，可以列成一个象数学公式那样的式子；不过，把它

说清楚要麻烦一些。现在，我按照实际操作的测算程序

给你讲吧。”接着他在纸上写下一个公式：

销售量 ×（单位销价 -单位成本）=总利润

现在设销售量为N，单位销价为A，单位成本为B，

总利润为M 。那么，这式子就可写成：N ×（A - B）= M。
再设单位利润（A -B）为 C，那么式子也可以写 成：

N ×C = M。
“你看，如果单位利润C不变，那么，销售量N 不

管升降多少倍，总利润M 也就随之升降多少倍。至 于单

位利润C就不同了，它同时受单位销价和单位成本两者

的影响，对利润最有利的是销价上升而成本下降，最不

利的是销价下降而成本上升，介乎两者之间的是一升一

降。但它们三者之间，是存在着互相影响的比例关系的
。

拿现在这个例子来说，单位利润是10元，单位销价是150

元，两者之间的比例是10∶150 = 1∶ 15。也就是说，当销

售单价发生一倍的变化时，在销售单位成本不变的情况

下，单位利润将发生15倍的变化。现在，销售单价下降

4 %，单位利润就发生 4 % ×15=负值60%的变化；如

果销售量也不变，总利润也要下降60%”。
小丁试算了一下，果然与老会计说的一样。

老会计接着说： “同样的道理，单位利润和单位成

本的比例关系则是10∶ 140=1∶ 14。现在，单位成本下

降10%，发生的变化就该是10% ×14= 正值140%，这

是影响总利润上升的因素。

“把上面影响总利润下降60% 和影响上升140%相

抵，总利润应上升80%。另外，刚才说过，销售量升降

倍数直接和总利润发生关系，销售量上升30%，总利润

也该上升30%。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百分比，即30%
和80%，前者是单纯从销售量的变化而来，后者是单纯

从单位利润的变化而来。现在，两者都发生了变化，就

要再一次对总利润发生影响。具体说，还要发生一个上

述两者相乘的乘积的影响。在这个例子里就 是 30% ×

80% = 24 %。然后把三个百分比相加，它们对总利润上

升的影响一共是：30% + 80 % +（30% ×80%）= 134%。

可见原来报表上的几个百分比都是正确的。”

小丁高兴地说：“听起来绕了好几个圈圈，算起来

并不难。”

老会计说：“最多练习十次，就可以达到三分钟的

速度。不过，这个办法只能用于对一种产品的测算。如

果有几种产品，把几种产品的利润和其它因素捆在一起

的升降比，就不能用这个办法测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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