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42　　　中国会计年鉴2018

案例分析题一（本题15分）

1.（1）优势：公司经营规模逐年攀升，营业收入增速高

于行业平均水平。　　　　　　
（2）劣势：国际承包项目管理相对粗放，出现多个亏损

项目。　　　
（3）机会：我国基础设施工程和生态环保类投资规模仍

将保持较高增速。　　　　
（4）威胁：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海外建筑市场面临

诸多不确定因素。　　　　

2.净资产收益率＝ ×100％＝ 8％　　　　　　　　　　　　　　　　　　　　

销售净利率＝ ×100％＝ 4％　　　　　　　　　　　　　　　　　　　　　　　　　　　　　

可持续增长率＝ ×100％＝ 6.38％　　　　　　　　　　　　　　　　

驱动因素：提高销售净利率水平、加速资产周转能力和

削减现金股利等。　
3.财务问题：资本需求与融资压力。　　
财务策略：发售新股、增加借款以提高杠杆率、削减股

利、剥离无效资产、供货渠道选择、提高产品定价等。　　　　　　　　　　　　　　　　　　　　　　　　　　　　　　　　　　　　　　　　
4.甲公司 2017年在不对外融资的情况下可实现的最高

销售增长率

总资产报酬率= ×100％ =2％

现金股利支付率= ×100％ =25％

内部增长率= ＝ 1.52％　　
　　　　　　　　　　　　　　　　　　　　

案例分析题二（本题10分）

1.2016年之前采取的预算编制方式：权威式预算。　
2016年采取的预算编制方式：混合式预算。

2.预算编制方法：增量预算法。　　　　　　　　　　　　　　　　　　　　　　　　　　　　　　　
优点：编制简单，省时省力。　　　　　　　　　　　　　　　　　　　　　　　　　　　　　　　
缺点：预算规模会逐步增大，可能会造成预算松弛和资

源浪费。

3.不恰当。　　　　　　　　　　　　　　　　　　　　　　　　　　　　　　　　　　　　　　　　　　　　　　　　　
理由：全面预算草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应当报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后下达执行。

4.积极作用：非财务指标能反映企业的未来业绩，良

好的非财务指标的设计与应用有利于促进企业实现未来财

务成功。　　　　　　　　　　　　　　　　　　　　　
5.体现的考核导向：（1）新增经济增加值指标，并赋予

50%的权重，旨在引导子公司更加关注资本使用效率，提升
价值创造能力。　　　　　　　　　　　　
（2）存货周转率指标的权重由 15%提高至 20%，旨在引

导子公司更加注重降低库存。　　　　　

案例分析题三（本题10分）

1.风险类别：机会风险。　　　　　　　　　　　　　　　　　　　　　　　　　　　　　　　　　　　　
管理建议：机会风险应尽量通过量化或半量化的手段

评估，可通过对企业财务、基础结构、声誉、市场地位各项

影响因素的分别评估，获得企业风险敞口的数值，从而确定

是否接受该业务。　　　　　　　　　　　　　　　　　　　　　　　　　　　
2.在确定风险应对的过程中，管理层应该考虑：

（1）不同拟应对方案对风险的可能性和影响程度，以及

哪个应对方案对主体的风险容限相协调。　　　　　　　　　　　　　　　　　　　　　　　　　　
（2）不同拟应对方案的成本和效益。　　　　　　　　　　　　　　　　　　
（3）实现企业目标可能的机会。　　　　　　　　　　　　　　
3.定量技术分类：包括概率技术和非概率技术。

具体方法：概率技术包括风险“模型”（风险价值、风险

现金流量和风险收益）、损失分布、事后检验等；非概率技

术包括敏感性分析、情景分析、压力测试、设定基准等。

4.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的主要功能：

（1）实现风险信息的共享，提升风险信息的搜集及传播

效率。　　　　
（2）风险预测和评估。　　　　　　　　　　　　　　　　　　　　　　　　　　　　　　　　　　　　　　
（3）开展信息系统风险监控。　　　　　　　　　　　　　　　　　　　　　　　　　　　　　　　

案例分析题四（本题15分）

1.资料（1）中：

事项①存在不当之处。　　　　　　　　　　　　　　　　　　　　　　　　　　　　　　　　　　　
改进措施：企业境外发展战略方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报经股东（大）会批准实施。　　　　　　　　　　　　　　　　　　　　　　　　　　　　　　　　　　　　　　　　　　　　　　　　
事项②存在不当之处。　　　　　　　　　　　　　　　　　　　　　　　　　　　　　　　　　　　
改进措施：企业应当加强预付账款和定金的管理，涉及

大额或长期的预付款项，应当定期进行追踪核查，发现有疑

问的预付款项，应当及时采取措施。　　　
事项③不存在不当之处。　　　　　　　　　　　　　　　　　　　　　　　　　　　　　　　　　　　
事项④存在不当之处。　　　　　　　　　　　　　　　　　　　　　　　　　　　　　　　　　　　　
改进措施：境外子公司（被担保人）要求变更担保事项

的，企业应当重新履行调查评估与审批程序。　　　　　　　　　　　　　　　　　　　　　　　　　　　　　　　　　　　　
事项⑤存在不当之处。　　　　　　　　　　　　　　　　　　　　　　　　　　　　　　　　　　　　
改进措施：企业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对存货开展

全面盘点清查，盘点清查结果应当形成书面报告。　　　　　　　　　　　　　　　　　　　　　　　　　　　　　　　
2.B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时应发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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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意见。

理由：注册会计师审计范围受到限制，无法对内部控制

有效性发表意见。　
3.B会计师事务所对审计中发现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重大缺陷须以书面形式与董事会和经理层沟通。　　　　　　　　　　　　　　　　　　　　　　　　　　　　　　　　　　　　　　
注册会计师在已执行的有效程序中发现内部控制存在

重大缺陷的，应当在“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对已发

现的重大缺陷作出详细说明。　

案例分析题五（本题10分）

1.A产品单位目标成本= =180（元）　
　　　　　　　　　　　　　　　　　　　　　　

B产品单位目标成本= =280（元）　　　　
　　　　　　　　　　　　　　　　　　　
2.B产品更具有成本优势。　　　　　　　　　　　　　　　　　　　　　　　　　　　　　　　　　　　　
理由：在作业成本法下，B产品的单位成本为 275元，

低于单位目标成本 280元；而A产品的单位成本为 220元，

高于单位目标成本 180元。　　　　
3.A产品的单位生命周期成本=13+220+8=241（元）　　　　　　　　　　　　　　　　
B产品的单位生命周期成本=18+275+12=305（元）　　　　　　　　　　　　　　　
4.财务可行性判断：

A产品销售价格为 207元，低于单位生命周期成本 241

元，在财务上不具有可行性。　　　　　　　　　　　　　　　　　　　　　　　　　　　　　　　　　　　　　　　　　　　　　　　　　　　
B产品销售价格为 322元，高于单位生命周期成本 305

元，在财务上具有可行性。

案例分析题六（本题10分）

1.并购类型：纵向并购。　　　　　　　　　　　　　　　　　　　
2.乙公司所采取的战略类型：收缩型战略。　　　　　　　　　　　　　　　　　　　　
3.丙公司所处的业务类型：明星业务。　　　　　　　　　　　　　　　　　　　　　　
理由：丙公司在欧美市场享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且销

售增长率处于较高水平。　
4.并购收益=160-132-16=12（亿元）　　　　　　　　　　　　　　　　　　　　　　　　　　　
并购溢价=16.8-16=0.8（亿元）　　　　　　　　　　　　　　　　　　　　　　　　　　　　　　
并购净收益=12-0.8-0.5=10.7（亿元）　　　　　　　　　　　　　　　　　　　　　　　
甲公司并购乙公司后能产生10.7亿元的并购净收益，从

财务管理角度分析，此项并购交易是可行的。　　　　　　　　　　　　　　　　　　　　　　　　　　　　　　　　　　　　　

案例分析题七（本题10分）

1.事项（1）的处理不正确。　　　　　　　　　　　　　　　　　　　　　　　　　　　　　　
理由：项目支出预算一经批复，单位应严格执行，未经

批准不得自行调整。　
2.事项（2）的处理正确。　　　　　　　　　　　　　　　　　　　　　　　　　　　　　　　　　
3.事项（3）的处理正确。　　　　　　　　　　　　　　　　　　　　　　　　　　　　　　　　　　　　
4.事项（4）的处理不正确。　　　　　　　　　　　　　　　　　　　　　　　　　　　　　　　　　
理由：一次性处置账面原值在 800万元以上的国有资

产，应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核后报财政部审批。　　　　　　　　　　　　　　　　　　　　　　　　　　　　　　　　
5.事项（5）处理存在的不当之处：随机抽取了 2家供

应商参与竞争性谈判。　　
理由：应随机抽取不少于 3家供应商参与竞争性谈判。　　　　　　　

案例分析题八（本题20分。本题为选答题，在案

例分析题八、案例分析题九中应选一题作答）

1.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理由：收购前，甲公司与A公司不受同一方或相同多

方最终控制。　　　　　　
购买日为 2016年 3月 30日。　　　　　　　　　　　　　　　　　　　　　　　　　　　　　　　
2.甲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为 10亿元。　　　　　　　　　　　　　　
应确认商誉。　　　　　　　　　　　　　　　　　　　　　　　　　　　　　　　　　　　　　　　　　　　　　　
理由：企业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

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应确认为商誉。甲公司对A
公司的合并成本为 10亿元，大于购买日按持股比例享有的

A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8.4亿元，差额为 1.6亿
元，故应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确认商誉 1.6亿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资

产，以其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计量，故W固定资产反映在
合并资产负债表的金额是其公允价值为 0.7亿元。　　　　　　　　　　　　　　　　　　　　　　　　　　　　　　　　　　　　　　　　　　　　　　

3.资料（2）会计处理不正确。　　　　　　　　　　　　　　　　　　　　　　　　　　　　　　　　　
正确的会计处理：应以合并日B公司所有者权益在最

终控制方乙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值 7.2亿元，作为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资料（3）会计处理不正确。　　　　　　　　　　　　　　　　　　　　　　　　　　　　　　
正确的会计处理：出售C公司部分股权取得的价款与

所处置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 0.35亿元，应确认为投资
收益，计入甲公司当期个别利润表。　
资料（4）的会计处理不正确。　　　　　　　　　　　　　　　　　　　　　　　　　　　　　
正确的会计处理：甲公司应将该优先股作为金融负债

进行会计处理。

资料（5）的会计处理正确。　　　　　　　　　　　　　　　　　　　　　　　　　　　　　　　　　
4.会计处理不正确。　　　　　　　　　　　　　　　　　　　　　　　　　　　　　　　　　　　　　　　　
正确的会计处理：甲公司应将股权激励的取消作为加

速行权处理，立即确认原本应在剩余等待期内确认的金额，

不调整2015年已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费用的有关服务。　　　　　　　　　　　　　　　　　　　　　　　　　　　　　　　　　　　　　　　　　　　　　　　　

案例分析题九（本题20分。本题为选答题，在案

例分析题八、案例分析题九中应选一题作答）

1.事项（1）的处理正确。　　　　　　　　　　　　　　　　　　　　　　　　　　　　　　　　　　
2.事项（2）的处理不正确。　　　　　　　　　　　　　　　　　　　　　　　　　　　　　　　　　　
理由：甲单位发生的培训费不属于乙单位的预算支出

范围，不应在乙单位经费中列支。　　　　　　　　　　　　　　　　　　　　　　　　　　　　　　　　　　　　　　　　　　
3.事项（3）的处理不正确。　　　　　　　　　　　　　　　　　　　　　　　　　　　　　　　　　　
理由：项目支出结余资金原则上由财政收回，单位不得

自行安排使用。

4.事项（4）的处理不正确。　　　　　　　　　　　　　　　　　　　　　　　　　　　　　　　　　　　
理由：行政单位出借国有资产，应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　　　　　　
5.事项（5）的处理不正确。　　　　　　　　　　　　　　　　　　　　　　　　　　　　　　　　　　　
理由：该项目添购金额超出前一合同采购金额的 10%，

不符合单一来源采购条件。

6.事项（6）的处理正确。　　　　　　　　　　　　　　　　　　　　　　　　　　　　　　　　　　
7.事项（7）的处理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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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不符合不相容岗位分离设置原则。　　　　　　　　　　　　　　　　　　　　　　　　　
8.事项（8）的处理不正确。　　　　　　　　　　　　　　　　　　　　　　　　　　　　　
正确的会计处理：

增加经费支出50万元，减少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50万元；　　　　　　　
同时，增加预付账款和资产基金各 50万元。　　　　　　　　　　　　　　　　　　　　　

9.事项（9）的处理不正确。　　　　　　　　　　　　　　　　　　　　　　　　　　　　　　　　
正确的会计处理：

增加长期投资和非流动资产基金各 110万元；同时，增

加其他支出 10万元，减少银行存款 10万元。　　　　　　　　　　
　　　　　　　　　　　　　　　　　　　　　　　　　　　　　　　　　　（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供稿）

调研报告

2016 年上市公司年报分析报告

截至 2017年 4月 30日，我国沪深两市共有 3　049家上市
公司如期公布了其 2016年年度报告，其中，沪市 1　181家，
深市 1　868家。本报告重点关注和研究了上市公司总体财务
情况、部分具体会计准则的实施以及金融风险防范等方面。

一、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分析

（一）　审计情况分析。
在审计意见方面，3　049家上市公司中，被出具“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有 2　945家，占比 96.59%；被出具非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有 104家，占比 3.41%。其中：“保留意见”20家，
占比 0.66%；“无法表示意见”10家，占比 0.33%；“带强调
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74家，占比 2.42%，其中包括 3家钢

铁行业企业（抚顺特钢、安泰集团、八一钢铁）以及 1家煤炭

行业企业（*ST大有）。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原因汇总见表 1-1。
（二）　经营成果分析。
1.整体分析。2016年，沪深两市 3　049家上市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和净利润分别为 32.35万亿元、3.58
万亿元和 2.96万亿元。其中：金融行业企业共 65家（占比

2.13%），实现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和净利润分别为 5.76万亿

元、1.95万亿元和 1.56万亿元，占全部上市公司比例分别为
17.79%、54.60%和 52.68%；非金融行业企业共 2　984家（占
比 97.87%），实现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和净利润分别为 26.59
万亿元、1.62万亿元和 1.40万亿元，占全部上市公司比例分
别为 82.21%、45.40%和 47.32%。经营成果的具体信息见表
1-2。

2.变动分析。非金融行业中，钢铁行业和煤炭行业的经
营情况均有所好转。钢铁行业方面，和上年相比，钢铁行业

32家企业的收入总额略有上升，营业利润和净利润总额均

实现扭亏为盈，但是，行业内部个别企业的亏损情况仍然

较为严重，拉低了行业整体水平，例如*ST重钢和华菱钢铁
2016年的净亏损分别为 46.86亿元和 15.53亿元。煤炭行业
方面，和上年相比，煤炭行业 28家企业的收入总额增加约

10%，收入占比基本持平，营业利润和净利润比上年均大幅
提升，但是，安源煤业和 *ST大有亏损严重，净亏损分别为
21.43亿元和 20.67亿元。具体情况见表 1-3。
从动态来看，非金融行业的增长率均呈现显著上升趋

势，各项增长率的变动值均为正。这表明，大多数非金融行

业的增长趋势显著提升。其中，钢铁行业和煤炭行业的增长

趋势非常明显，除销售收入增长率以外的各项增长率变动

表 1-1　　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原因汇总表

（单位：家）

原因
年报　　
审计意见

持续经营能力
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

重大不确定事项
其他 *

无法获取充
分、适当的审
计证据

合计
未决诉讼 监管行动 债务担保

带强调事项段

的无保留意见
40 11 13 4 6 — 74

保留意见 — — — — — 20 20

无法表示意见 — — — — — 10** 10

合计 40 11 13 4 6 30 104

*导致上市公司被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其他原因主要包括会计估计变更、资产转让、企业搬迁等，对企
业的经营成果具有重大影响

**导致上市公司被出具　“无法表示意见”主要由于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且多家公司皆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
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情况，包括审计范围受到限制、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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