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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讲 “一种科

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了数

学之后，才算达到了完善

的地步”。要使财务会计

这门科学逐步 达到 成 熟

和完善的 地步，就 要 求

我们在工作实 践 中注意

运用数学方法，进行各种

定量分析。定量表现的经

济现象的因果关系，就是

数量经济学所要揭示的经

济运动的客观规律。定量

分析与定性分析相配合，
可以使我们能 动地运 用

客观经济规律 来 权 衡轻

重得失，预测未 来 发 展

趋势，提供最 优 选 择 方

案。

下面介绍一种确定固

定资产最佳使用年限的数

学方法。

一、问题的提出

某工厂购入某一固定资产投入 使 用，试问从核

算的角度来看，该固定资产使用多少年再更新比 较经

济？

我们知道，固定资产是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物质手

段，适当确定其使用年限，对维持正常生产能力，保证

产值、利润的完成和产品质量的稳定等，都有重要的意

义。
那么，如何用数学的方法解答这个问题呢？

二、定性、定量及因果关系分析

每一固定资产都有使用年限、原 值、折旧、修 理

费、残值和清理费用等财会方面的数量概念。为了简化

问题，假定固定资产的残值和清理费用等值 而相互 抵

消，我们只就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原值、折旧和修理

费这几个主要方面来进行分析。显然，在这几个量中，
购建固定资产的原值是一个常量，其余 均 为变 量。所

以，我们只就这几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就可

以了。

（1）固定资产使用年限与折旧费的相互关系。我
们知道，固定资产的特点是使用时间长，能长期地在生

产过程中发挥作用，并保持其实物形态。它的再生产资

金是通过折旧逐渐地回收并积累起来的。固定资产使用

的年限越长，每年从产品成本中提取的折旧费就越少；

反之，就越多。因此我们说，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与折

旧费成反比例关系。
（ 2）固定资产使用年限与修理费的相互关系。固

定资产使用的年限越长，其磨损程度就越大，其精度和

效率就越低，花费的修理费用就越多。所以，固定资产

的使用年限同修理费用成正比例关系。
（ 3）固定资产使用年限与折旧费、修理费两者之

间的相互关系。我们知道，当折旧费同修理费这两项费

用之和达到最少时，进行固定资产更新最为 经济。因

此，我们将这个最为经济的时间，称为固定资产的最佳

更新时间。

三、数学语言描述

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以上因果关系的分析，建立

函数关系。
设某一固定资产的最佳更新时间为 x 年，固定资

产原值为a，则根据以上因果关系分析，可知该固定资

产的每年折旧费为 a/x。
又设该固定资产每年平均的修理费用随使用年限

的延长而以等值 b递增，则该固定资产使用 年限 为 x

年时，平均每年需要修理费为 bx。
再设 y为年折旧费和年修理费之和，则根据以 上

因果关系分析可建立如下函数关系：
y= a/x+ bx

根据以上因果关系的分析，只有当y值达到最小的

那个时间，才是固定资产的最佳更新时间。因此，我们

要计算在函数关系式 y= a/x+ bx中，当 x取何值时，
y 值为最小。

这样，我们就将如何确定固定资产最佳更新时间的

问题划归为一个数学中的极值问题。

四、公式推导

我们应用高等数学中的极值 理 论，只须对 函 数

y= a/x+ bx 求导，并令其一阶导数为零，即可求解 x

的值。

（1）求导：

故，该固定资产的最佳更新时间为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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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可称为固定资产的最佳更新时间 计算

公式。

由此可见，只要有了 a和 b 这两个数据，就可立刻

根据公式计算出某一固定资产的最佳更新时间，而这两

个数据的获得，在实际上是很容易的。为了直观起见，

还可以将上述推导出来的计算公式，用解析几何的方法

作出示意图。因篇幅限制，这里不详述。

五、实例验证

例：陕西省医药科研试验厂购入生产设备压 片 机

一台并投入使用，设备价值6，000元，经技术部门鉴定，
预计该台设备的平均年修理费用，随使用年限的延长每

年以等值120元递增，假若这台设备的残值和清理费用

可以相抵而不予考虑，问该台设备使用多少年进行更新

最为经济？

解答：应用以上推导出的固定资产最佳更新时间计

算公式：

故，该台设备使用到第七年时进行更新最为经济。实际

上，在六年半至七年半这个时间内，任何一个月更新设

备都是最经济的。

财 会

知 识 亏 损 产 品

问 题 分 析

刘 洪江西赣州水泵厂

消灭亏损产品，亏损企业可以扭亏为盈，盈利企

业可以提高盈利水平。过去，计划由国家下达，产品由

国家包销，亏损由国家弥补，所以，尽管国家多次强调

要改善经营管理，逐步消灭亏损产品，但并未 引起企

业足够的重视；特别是盈利企业，亏损产品发生的亏损

被盈利产品提供的利润所掩盖，更容易被人忽视。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企业

实行以责、权、利相结合的经济责任制，促使企业加

强经济核算，如何处理亏损产品的问题就非常重要了。
对待亏损产品这个问题，有的同志认为，既然是亏

损产品，多生产不如少生产，少生产不如不生 产。有

的同志则认为，造成产品亏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通过

亏损产品分析，抓住主要矛盾加以解决，因素起了 变

化，亏损产品完全有可能转化为盈利产品。
为了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且看下面企业利润的

表达式：

P =（S 1 + S2 +… + Sn）-（S1r1 + S2r2+……+ Snrn） - F
即：P =S1（1 - r1）+ S2（1 -r2）+……

+ Sn（1- rn）-F……………………………（ 1）

上式中，P表示企业月（或季、年） 的 利 润 额；

S1，2……n 表示企业1#2#……n# 产品的商品产值（销售

额）；r1，2……n表示企业1#，2#……n#号产品的变动成本

率；F表示企业月（或季、年）的固定成本总金额。

企业的产品成本是由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组成的。
造成亏损产品，除了订价过低的因素外，有两种情况，一

是变动成本过高（往往是主要因素），二是变动成本并

不高，而所分摊的固定成本过大。第二种情况又牵涉到

生产工效、废品率、工时利用率或某些固定成本控制不

严、开支过大等问题，情况比较复杂。为了进一步说明，
我们设：Sn= Nn·Vn

N1，2… …n 为1#2#……n #产品产量（销售量）
V1，2……。为1#2#……n #产品单价

则：P = N 1V 1（1- r1）+ N 2V 2（1 - r2）+……

+ N nV n（1- rn）- F…………………………（ 2）

假定某厂今年一季度有1#2#3#三种产品，其中2#为

亏损产品。
N1 = 400  N 2 = 500  N 3 = 100

V 1 = 200  V 2= 250  V 3 =1，000
r1 =0.3  r2 = 0.55  r3 =0.4
F =150，000

将这些数据代入（ 2）式：

P1季 = 400 ×200（1- 0.3）+ 500 ×250（1-0.55）+ 100
×1，000（1- 0.4）-150，000 =22，250元

假定2#产品亏损的原因并非由于订价过低，而所需

加工工时，也并不太多，显然2#产品亏损的原因主要是

变动成本率过高。在这种情况下，2#产品是不是生产越

多亏损越大呢？可以根据以上算式作出回答。这也有两

种情况，假定：

（1）1#3#产品供不应求，销路无问题，这时适当

压缩2#产品，并扩大1#3#产品的产量，就可使利润增加

（也要考虑满足社会需要）。
（ 2）假定1# 3#产品已处在饱和状态，如果压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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