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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的运营，游戏的时间跨度是一个完整的会计周期。

下面的棋盘模拟图中四条边代表四条马路，马路上有各

种建筑。假设这四条马路的名字分别是1大道、2大道、3大道和

4大道。ABC 拥有1大道和2大道的产权，XYZ拥有3大道和4大

道的产权。涉及本企业的一切事项都要记录，每个月末都要记

录现金余额，记录交易时，标明交易发生的时间。

下边是ABC公司的一份交易记录（只列出两个月的）。

1月，公司走到了第一大道，XYZ走到了第二大道（这条

街属于ABC），所以按照交易规则，XYZ将于下月支付给ABC

租金 预 10（现金余额：预 2 000）。

2月，公司在Park Place和Boardwalk各建造1幢房子，支出

预 400。我们走到了“Just Visiting”，XYZ走到了“Charles Place”

（这个地方在XYZ的地盘上），XYZ支付给我们上个月的租金

预10（现金余额：2 000-400+10= 预1 610）。

6. 作业要求。游戏结束后，每个企业组根据秘书所做的

原始交易记录，编制会计分录，并且过到T型账户中，编制调

整分录、试算表和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每个企业

组提交一个年度（游戏过程）的现金日记账、会计分录、分类

账、试算表、调整分录和会计报表。

三、研究结论

本研究介绍的模拟游戏教学方案，主要目的是加强学生

对会计循环各个步骤的理解，涉及的交易比较简单，以后的研

究中，要进一步探索如何将商业模拟游戏应用到会计学其他

内容和课程的教学中。Gray等（1963）、Hoffjan（2005）的研究为商

业模拟游戏在会计学其他内容的教学应用开创了先河，但是

他们所选用的游戏及教学方案并不一定适合我们的教学，我

国学者还需进一步研究适合我国学生的模拟教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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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比例与比例差在会计教学中的应用

王新萍

渊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温州 325011冤

【摘要】本文依据意大利数学家帕乔利在《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中阐述的借贷复式记账原理，对现行《管理会

计》、《财务管理》中计算公式难点问题进行研究，发现会计中很多复杂的计算公式可以分解为差比例与比例差等因子来解

决，它证明了会计与数学的关联非常密切，将之配以解析图示，可帮助学习者加深对学习内容的理解。

【关键词】差比例 比例差 会计计算

一、引言

差比例，即数的差额比；比例差，即比例的差额。当然也有

“和比例”与“比例和”这种情况，它们都是财务会计中经常遇

到的计算问题。本文探讨的主要是差比例与比例差，偶尔也含

有和比例、比例和情形。为直观起见，笔者认为，还是称这类计

算命题为差比例与比例差较为适宜，因为本文下面讲到的主

要是差比例、比例差的应用问题。

差比例与比例差在《财务管理》计算中起着重要作用，可

以帮助人们简捷地解决一些计算问题，可以这样说，把这种计

算方法引入《财务管理》或《管理会计》，也就解决了计算中的

重点和难点问题。本文试通过对《财务管理》中复杂的计算问

题用差比例与比例差解析之，以验证帕乔利“比及比例概要”

会计之相关，验证会计与数学之联系。

差比例与比例差，就题面而言似乎是数学问题，其实这也

证实会计与数学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我们知道近代复式记

账“借贷记账法”，最初收录在意大利数学家帕乔利的《算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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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比及比例概要》一书中。借贷记账法在会计学中是一种

计量方法，而在教学中又是一种计算方法。“比及比例”这种计

算方法不仅可以解决统计学中的计量问题，而且可以解决会

计学中的计量问题。这正是本文探讨命题的理论根据。

二、差比例与比例差的会计应用

（一）在资金需要量预测销售百分比法中的应用

1. 预测原理。资金需要量预测在基本建设和投资决策中

应用非常广泛。其计算涉及因素较多，计算公式为：

外部融资需求量=增加的资产-增加的负债-增加的留存

收益=A/S1伊驻S-B/S1伊驻S-S2伊P伊E

式中：A为随销售变化的资产（敏感资产）；B为随销售变

化的负债（敏感负债）；S1为基期销售额；S2为预测期销售额；

吟S为销售的变动额，即差；P为销售净利率；E为留存收益比

率；A/S1为敏感资产占基期销售额的百分比；B/S1为敏感负

债占基期销售额的百分比。

2. 用差比例与比例差解析。

差：预测期销售额与基期销售额之间的差额，也是销售的

变动额，用公式来表示即：驻S=S2原S1。

比例：基期敏感资产、敏感负债分别占基期销售额的比，

即：A/S1-B/S1。

金额差与比例差乘积：因增加销售额需要追加的资金总

量 驻=（S2原S1）伊（A/S1-B/S1）。

留存利润比例及留存利润额：留存利润=预测期销售额伊

销售净利润率伊留存收益率，即：S2伊P伊E。

资金差额：资金需要量=销售增长需追加的资金原利润留

存可用的资金=（S2原S1）伊（A/S1-B/S1）原S2伊P伊E。

上式也即销售金额差乘以比例差再减去留存收益占净利

润的比。资金需要量销售百分比法的关键在于基期敏感资产、

负债占销售额的比例，预测期的各项资金占销售额的比例仍

保持。因预测期利润留存增加可用资金故需要从预测期追加

的资金量中减去。上述计算过程可用下图表示：

例 1：光华公司 20伊8年 12月 31日的简要资产负债表如

右上表所示。假定光华公司 20伊8年销售额为 10 000万元，销

售净利率为 10%，利润留存率为 40%；其 20伊9年销售额预计

增长 20%，公司有足够的生产能力，无需追加固定资产投资。

要求：计算 20伊9年光华公司需要追加的资金量（2012年中级

会计资格考试辅导教材：《财务管理》P71耀72）。

题解：淤比例：敏感性资产占基期销售额比：（500垣1 500垣

3 000）衣10 000=50%；于比例：敏感性负债占基期销售额比：

（1 000垣500）衣10 000=15%；盂比例差：敏感性资产占基期销

售额比与敏感性负债占销售额比例差=50%原15%=35%；榆金

额差：报告期销售额与基期销售额差=12 000原10 000=2 000

（万元）；虞比例差与金额差乘积，即需要追加的资金总量=

35%伊2 000=700（万元）；愚占比例额：留存占利润比，利润占

报告期销售额比=40%伊10%伊12 000=480（万元）；舆差：总资

金需要量与留存利润可用资金差=700原480=220（万元）（也即

需追加的资金量）。上述解析可用下图表示：

（二）在内部收益率计算中的应用

应用简单法所要求的充分而必要的条件是：项目的全部

投资均于建设开始一次投入，建设期为零，建设起点第 0期净

现金流量等于原始投资的负值，即：NCF0=-I ；投产后每年净

现金流量相等，即第 1期至第n期每期净现金流量表现为普

通年金的形式，设 NCF1=NCF2=…=NCFn=NCF（NCF为常

数，NCF逸0）。

如果投资项目不具备上述条件，则必须按一般方法来计

算内部收益率。

在简单法下，投资项目内部收益率 IRR可通过求解下列

方程来确定。在 n年内，其折现率为 IRR的年金现值系数=

原始投资衣投产后每年相等的净现金流量，用算式表示就是：

（PA/A，IRR，n）=
I

NCF

式中：I为在建设起点一次投入的原始投资；（PA/A，I，n）

是 n期，IRR为设定折现率的年金现值系数；NCF为投产后

1 耀 n年每年相等的净现金流量。

资产

货币资金

应收账款

存货

固定资产

总计

金额

500

1 500

3 000

3 000

8 000

与销售关系渊%冤

5

15

30

N

50

负债与权益

短期借款

应付借款

预提费用

应付债券

实收资本

留存收益

总计

金额

2 500

1 000

500

1 000

2 000

1 000

8 000

与销售关系渊%冤

N

10

5

N

N

N

15

光华公司资产负债表

金额

S2

S1

S2窑P窑E

B/S1 A/S1 比例

S2窑P窑E

追加的资金

吟=渊A/S1-B/S1冤窑渊S2-S1冤

金额

12 000

480

15% 50% 比例

12 000伊10%伊40%=480

追加的资金220

吟=渊50%-15%冤伊渊12 000-10 000冤=700
11 300

1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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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法具体计算程序如下：淤计算公式（PA/A，IRR，n）

= I
NCF

的数值，并假设该数值为 C；于根据计算出来的年金

现值系数 C，查 n年的年金现值系数表；盂若在 n年系数表上

恰好能找到等于上述数值 C的年金现值系数（PA/A，Im，n），

则该系数所对应的折现率 Im 即为所求的内部收益率 I；榆若

在系数表上找不到事先计算出来的系数值 C，则可利用系数

表上同期略大及略小于该数值的两个临界值 Cm 和 Cm+1及

相对应的两个折现率 Im和 Im+1，应用内插法计算近似的内部

收益率，即以下关系成立：

（PA/A，Im，n）越Cm跃C（PA/A，Im+1，n）越Cm+1约C

这时可按下列公式计算内部收益率：

I=Im+
Cm-C

Cm-Cm+1
（Im+1-Im）

按照有关规定, Im+1与 Im之间的差不得大于 5% ，最好为

1耀2个百分点。为缩小误差，可以直代曲解析公式法来计算内

部收益率（《2012年中级会计资格：财务管理》P123）。以上计

算可解析图示如下：

以上“一般公式”是比例差与差比例问题，中级会计职称

考试中的“特殊公式”也是同类问题，解析如下：

I=Im+
Nm-N

Nm-Nm+1
伊（Im+1-Im）

当式中净现值 N为 0时，其计算公式如下：

I=Im+
Nm-0

Nm-Nm+1
伊（Im+1-Im）

上述两式的解即内部收益率，管理会计学将之称为内含

报酬率。

上述两式在中级会计职称考试书中命名为“特殊公式”，

笔者将之命名为“内含报酬率以直代曲解析公式法”。以上两

式均可以采用解析公式两点定线引入代数式推导出来，限于

篇幅，推导过程已省略。以上解析点两次测试值分别在 I点的

两侧，故又曰“内插值法”。

例 2：某企业拟变卖一套尚可使用 5年的旧设备，另购置

一套同功能的新设备，新设备的投资额为 180 000元；旧设备

的折余价值为 95 000元，其变价净收入为 80 000元；到第 5

年末新设备与继续使用的旧设备的预计净残值相等。新旧设

备的替换在当年内完成（即更新设备的建设期为零）。使用新

设备可使企业在第 1年增加营业收入 50 000元，增加经营成

本 25 000元；第 2 耀 5年内每年增加营业收入 60 000元，增加

经营成本 30 000元。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适用的企业所得

税税率为 25%。行业基准折现率 i分别为 8%和 12%（2012年

中级会计资格考试辅导教材：《财务管理》P134耀136）。

要求：淤估算该更新设备项目的计算期内各年的差量净

现金流量（驻NCFt）；于计算该项目的差额内部收益率指标

（计算结果保留两位小数）；盂分别就以下两种情况即该企业

所在行业基准折现率为 8%、12%时，为企业作出是否更新设

备的决策，并说明理由。

题解：

（1）计算两种方案的净现金流量的差额。

依题意计算以下相关指标：

更新设备比继续使用旧设备增加的投资额越新设备的投

资原旧设备的变价净收入越180 000原80 000越10 0000（元）

运营期第 1耀5年每年因更新改造而增加的折旧越100 000衣

5越20 000（元）

运营期第 1 年不包括财务费用的总成本费用的变动

额越该年增加的经营成本垣该年增加的折旧费越25 000垣20 000越

45 000（元）

运营期第 2 耀 5年每年不包括财务费用的总成本费用的

变动额越30 000垣20 000越50 000（元）

因旧设备提前报废发生处理固定资产的净损失为：

旧固定资产折余价值原固定资产变价净收入越95 000原

80 000越15 000（元）

因旧固定资产提前报废发生净损失而抵减的所得税额越

15 000伊25%越3 750（元）

运营期内第 1年息税前利润的变动额越50 000原45 000越

5 000（元）

运营期内第 2 耀 5年每年息税前利润的变动额越60 000原

50 000越10 000（元）

建设期差量净现金流量为：

驻NCF0越原（180 000原80 000）越原100 000（元）

运营期差量净现金流量为：

驻NCF1越5 000伊（1原25%）垣20 000垣3 750越27 500（元）

驻NCF2耀5越10 000伊（1原25%）垣20 000越27 500（元）

（2）计算比例。净现金流量差额的现值系数根据吟NCF

来计算吟IRR，并假定收入与成本已补偿。

（P/A，吟IRR，5）越100 000衣27 500越3.636 4

（3）分别测试：选择折现率 10%、12%，并计算 5年期的现

值系数，即：

（P/A，10%，5）越3.790 8跃3.636 4。此数值可以查表，也可

以直接代入年金现值系数公式计算，即：

1-（1+10%）-5

10%
=3.790 8

（P/A，12%，5）越3.604 8约3.636 4

净现值

Nm

折现率渊比例冤

Nm+1

N

Im+1Im I

Im+1-Im

Nm-N

Nm-N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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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计算差比例与比例差的乘积。先计算调整部分的比

例，即：

3.790 8-3.636 4
3.790 8-3.604 8

伊（12%-10%）抑1.66%

然后计算内部收益率，即：

吟I=10%+ 3.790 8-3.636 4
3.790 8-3.604 8

伊（12%-10%）抑11.66%

（5）比较决策效果。在第一种情况下，因为差额内部收益

率为 12%，大于设定折现率 8%，因此应当更新设备。在第二

种情况下，因为差额内部收益率为 8%，小于设定折现率 12%，

因此不应当更新设备。

其差比例与比例差的解析图示如下：

（三）企业综合绩效评价计分应用

现行企业绩效评价综合计分法，也即功效系数法，其调整

分数的计算根据功效系数法计分原理，将评价指标实际值对

照行业评价标准值，按照规定的计分公式计算各项基本指标

得分。其得分可归结为差比例和比例差的乘积。计算公式为：

基本指标总得分=移单项基本指标得分

单项基本指标得分=本档基础分垣调整分

本档基础分=指标权数伊本档标准系数

调整分=功效系数伊（上档基础分原本档基础分）

上档基础分=指标权数伊本档标准系数

功效系数= 实际值-本档标准值
上档标准值-本档标准值

本档标准值是指上下两档标准值处于较低等级一档的

值。解析式如下：

比例差的比=（实际得分原本档基础分）衣（上档基础分原

本档基础分）

差比例=（实际值原本档值）衣（上档值原本档值）伊100%

调整分=实际得分原本档基础分

调整分的计算公式如下：

调整分= 实际值-本档标准值
上档标准值-本档标准值

伊（上档基础分-本档

基础分），也即有：

指标得分=基础分+ 实际值-本档标准值
上档标准值-本档标准值

伊（上档基

础分-本档基础分）

根据上述计算原理和方法，可得出例 2中某企业的净资

产收益率为 5.68%，计算出各项指标的得分和功效系数及其

参数值，如下表所示：

计算过程如下：

差比例（即功效系数）=（5.68原2.7）衣（8.00原2.7）=0.562 3

比例差即调整分=0.562 3伊（20原15）=2.81

指标得分=15垣2.81=17.81

解析式如下图所示：

三、结束语

本文所论述的财务会计，是指涵盖财务管理和管理会计

内容的大会计概念，其范畴要比一般会计大。财务管理原本是

会计的分支学科，是会计学科理论的延伸。所以本文中的解析

例题多选自于现行《财务管理》、《管理会计》教科书。

差比例与比例差既是一种数值，又是一种计算方法。就数

值来说，其中的差，即绝对数值的差额；比例，即绝对数或相对

数的比值；比例差，即比例的差额。从方法论来说，差比例与比

例差方法是将财务会计中的复杂计算公式（模式）分解成因素

的差额或比例的差额等多因子，把构成计算公式中的多因素、

多因子，以差、比例、比例差等方式进行分项解析，从而使复杂

的计算公式简单化、不便理解的等式明晰化。

差比例与比例差用解析几何标注，使抽象的公式图像化、

形象化，更具有直观性，有益于调动人的数学模式下的数理逻

辑思维和实物图像模式下的形象思维，图文并茂、形象生动、

易于理解掌握。该教学方法的研究成果已运用于实践教学，受

到了学习者的普遍欢迎，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注】本文系浙江省教科规划 2013年度渊高校冤研究课题

野基于高职高专层次财务管理课程中的计算方法研究冶渊课题

编号院SCG431冤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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