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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生产甲产品 x件，生产乙产品 y件，根据约束条件可

建立线性规划模型如下：

约束条件： x+3y≤90 L1

8x+4y≤400 L2

4x+6y≤240 L3

0≤x≤50 L4

0≤y≤20 L5

目标函数：S=4x+8y

首先，把L1、L2、L3化为等式，两两求解。

（1）根据L1、L2求出第一组解：x=42，y=16。

将第一组解代入 L3:4×42+6×16=264＞240，故第一组解

为非可行解。

（2）根据L1、L3求出第二组解：x=30，y=20。

将第二组解代入 L2:8×30+4×20=320＜400，且 0≤x≤50，

0≤y≤20，故第二组解为可行解。

（3）根据L2、L3求出第三组解：x=45，y=10。

将第三组解代入L1:45+3×10=75＜90，且 0≤x≤50，0≤y≤
20，故第三组解为可行解。

我们将可行解代入目标函数：

第二组解代入目标函数：S2=4×30+8×20=280

第三组解代入目标函数：S3=4×45+8×10=260

通过计算可以看出，在可行解中，第二组解使目标函数

最大，所以第二组解为所求的最优解，即最优产品组合应为

甲产品生产30件，乙产品生产20件。

三、两种产品共用多种资源的产品组合优化决策

通过上述计算，我们可以得出两种产品共用多种资源的

最优决策方法。假设两种产品共用n种资源，则：

首先计算单位资源贡献毛益，若通过单位资源贡献毛益

不能判断应优先满足何种产品的生产，则应建立目标函数和

相关约束条件。目标函数即是两种产品的贡献毛益之和，约

束条件是通过资源限制条件和市场销售限制条件建立n+2个

不等式，然后将根据资源限制条件建立的n个不等式变成等

号，两两求解，找出可行解。最后把所有的可行解代入目标函

数，使目标函数最大的可行解即是最优解，也即是最优的产

品组合。

通过以上研究，当两种产品共用多种生产资源，而生产

资源又是有限时，我们可以将逐次测算法和图解法结合求出

产品的最优组合，使两种产品的贡献毛益之和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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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报表使用者如企业债权人、供应商、投资者等都非

常重视企业短期偿债能力。速动比率是衡量企业短期偿债能

力的重要指标之一，速动比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其中速动资产=货币资

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各种应收、预付款项=流动资产-存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其他流动资产）。

一、速动比率计算的局限性

1. 速动比率公式中的分子也就是速动资产，将存货绝对

排除在外的做法，笔者认为是不太合理的。一般来说，速动比

率越高，表明企业偿还短期负债的能力越强，但并非绝对。实

际上，即使两企业的速动比率相同，对于存货流转顺畅的企

业，变现能力更强，偿还短期负债的能力更强。

【例1】甲乙两企业资料如下表所示：

【摘要】速动比率是企业速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值，它是衡量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文通过对速动

资产组成部分的定性分析，探讨速动比率指标在衡量企业短期偿债能力方面的局限性，并提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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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速动资产

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销售成本

存货平均余额

存货周转率

甲企业

500万元

400万元

1.25

1 600万元

400万元

4

乙企业

500万元

400万元

1.25

1 000万元

400万元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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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存货周转率越大，表明存货的周转率越快，存

货的占用水平越低，流动性越强，存货的变现能力也就越强。

甲企业的存货周转率为 4，明显大于乙企业的存货周转率

2.5，而且，甲企业的存货周转率比较大，很有可能甲企业的部

分存货在短期内可以及时变现用以偿还短期债务。因此，虽

然甲、乙企业的速动比率同为1.25，但是甲企业的短期偿债能

力明显高于乙企业。

2. 速动比率公式中的分子也就是速动资产，将银行存款

完全包含在内的做法，笔者认为是不太合理的。货币资金包

括现金、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现金是可以随时用于偿

还债务，但是银行存款可能会存在被限制使用的情况。速动

比率和货币资金都相等的两个企业，短期偿债能力不一定相

等。例如，根据表 1，甲、乙两企业的速动比率相同，假设两企

业的货币资金只有银行存款且都为 100万元，但是乙企业有

50万元银行存款进行信用证贷款被质押，那么乙企业偿还到

期债务时这50万元不能被动用，而甲企业可以随时动用货币

资金，可见甲企业偿还短期负债的能力强于乙企业。

3. 速动比率公式中的分子也就是速动资产，将应收账款

完全包含在内的做法，笔者认为是不太合理的。现实的经济

活动中，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账款的现象很严重，很多应收账

款账期都在一年以上，甚至很多三角债长期无法收回，企业

不核对、不清理而是将其长期挂于账面，甚至有的企业将本

该属于坏账的账款挂在应收账款中，这部分应收账款的流动

性很低，甚至无法收回现金，笔者认为，笼统地将应收账款归

于速动资产的做法不太合理。

【例2】甲乙两企业资料如下表所示：

上例中，两家企业的速动比率相同都是1.25，但是两家企

业的短期偿债能力是明显不同的。甲企业的应收账款周转率

为 5，明显高于乙企业的应收账款周转率 2.5，说明甲企业应

收账款的变现速度高于乙企业，那么在相同的一个周期内甲

企业应收账款变现的能力就高于乙企业，甲企业偿还短期债

务的能力也就高于乙企业。

二、对速动比率指标的改进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速动比率公式应改进如下：速

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其中，速动资产=流动资产-长

期存货-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其他流动资产-长期应

收账款-受限使用的货币资金），下面对速动资产公式中增加

的减项予以说明。

1. 原公式中速动资产将存货全部减除，而这里速动资产

只减去长期存货。对于存货占流动资产比重比较大的企业，

管理者在进行速动比率分析时，可以将存货按照变现时间的

长短分为一年内变现的存货和一年以上变现的存货，短期存

货与流动负债相匹配，应归入速动资产。而长期存货的变现

时间比较长，往往不能及时变现，应该从速动资产中扣除，

这样划分有利于报表使用者比较准确地分析企业的短期偿

债能力。

举例来讲，甲、乙两企业的资料如表 1，假设甲企业的存

货中有 200万元产品积压在一年以内难以变现，乙企业的存

货中有 300万元产品积压在一年内难以变现，那么速动比率

重新计算如下：

甲企业速动比率=（500+400-200）/400=1.75

乙企业速动比率=（500+400-300）/400=1.5

可见，甲企业的速动比率大于乙企业的速动比率，甲企

业偿还短期债务的能力更强。实际上，通过对存货的定性分

析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甲企

业在一年内能变现的存货越多，说明甲企业一年内用于偿还

短期负债的资金越充足。

2. 速动资产的原公式中，减项不包括长期应收账款，而

这里要将长期应收账款减掉。流动负债一般是一年内偿还的

债务，为了和流动负债相匹配，将应收账款分为短期应收账

款和长期应收账款，一年内到期的应收账款叫作短期应收账

款，长于一年到期的应收账款叫作长期应收账款，至于应收

账款的账龄，分析者可以从应收账款账龄分析表得知。

举例来讲，甲、乙两企业的资料如表 2，假设甲企业的应

收账款中有200万元的账龄为3个月，200万元的账龄6个月，

100万元的账龄 15个月；乙企业的应收账款中 200万元的账

龄4个月，100万元的账龄6个月，200万元的账龄15个月。速

动比率重新计算如下：

甲企业速动比率=（500-100）/400=1

乙企业速动比率=（500-200）/400=0.75

可见，甲企业的速动比率大于乙企业的速动比率，甲企

业偿还短期债务的能力更强。

3. 速动资产的原公式中，减项不包括受限使用的货币资

金，而新公式中要将受限使用的货币资金减掉。

举例来讲，甲公司的速动资产 500万元，流动负债 400万

元，其中速动资产中的货币资金为200万元，财务报表附注中

显示，有150万元的银行存款质押用于信用证贷款，根据速动

比率的计算公式，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500/400=

1.25，但是如果把被质押的银行存款从货币资金中扣除，那么

速动比率=（500-150）/400=0.875。

这个例子可以看出，速动资产中扣除受限使用的货币资

金后，计算出来的速动比率减小，短期偿债能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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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速动资产

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赊销收入净额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应收账款周转率

甲企业

500万元

400万元

1.25

2 500万元

500万元

5

乙企业

500万元

400万元

1.25

1 250万元

500万元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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