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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企业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效益与利

润逐渐成为一个企业发展的核心问题。本量利分析主要

研究企业的成本、销量、利润之间的关系，在成本性态分

析的基础上，为企业管理者提供预测、决策信息。在制造

企业中，如何正确处理好成本、销量、利润之间的关系，提

高经营水平，是决策者常遇的难题。

一、敏感性分析的理论机制

敏感性分析是本量利分析的重要内容之一，主要是

通过对影响利润的几个因素（成本、销量、单价）进行敏感

性分析，确定这些因素对利润的影响程度。企业管理者依

据影响本企业净利润的因素变化和影响程度的

大小，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作出准确的决策，以

降低企业经营风险，保证目标利润的实现。

1. 敏感性分析内涵。敏感性分析主要研究

成本、销售量、单位变动成本、固定成本等因素对

目标利润的影响，其主要研究两个问题：一是有

关因素发生多大变化时会使企业由盈利变为亏

损；二是有关因素变化对利润变化的影响程度。

单价、固定成本、变动成本、销售量等因素都

会对利润产生影响，但影响程度大有不同。有些

因素变化幅度很小时，利润变化幅度很大，这就

说明利润对此因素相当敏感，对应的弹性指标也很大。

2. 企业情况介绍。FT公司为一汽车制造厂，

以整车生产为主，主要生产两大系列汽车，包括

甲、乙、丙、丁四种类型。该公司主要厂房和基础

设施均为租赁使用，拥有焊装、涂装、总装生产线

以及整车检测线。只要了解到该企业的成本、收

入、利润等因素，就能分析其本量利的相关性，为

管理者提供决策依据。该厂 2008年的相关资料

如下：

3. 成分性价分析。在进行本量利分析时，通常情况下

把成本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该公司发生的直接材

料、燃料动力和直接人工属于变动成本，和销量有着重要

的关联。而制造费用、销售费用则可以分解为变动成本和

相应的固定成本。管理费用则全部归为固定成本。

二、FT公司的加权边际贡献以及边际贡献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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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敏感性分析是本量利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本量利分析主要是围绕成本、销量、利润三者间关系进行分

析，管理者往往根据本量利分析进行成本规划与决策，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方向。本文通过介绍敏感性分析产

生的背景与理论概念，针对FT汽车企业进行相应的敏感性分析，从而为企业生产决策提供更准确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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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FT公司相关资料情况

产品种类

销量（件）

单价（元）

单位变动成本（元）

甲

4 444

52 000

44 309.82

乙

2 769

64 500

55 556.32

丙

62

82 700

70 476.75

丁

494

72 100

55 645.03

产品种类

直接材料

燃料动力

直接人工

变动制造费用

变动销售费用

固定制造费用

固定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甲

180 469 478.03

3 549 598.67

2 320 534.41

593 195.31

9 980 033.66

9 632 798.59

3 185 910.84

12 311 202.03

乙

146 851 616.46

2 422 285.52

1 631 304.82

375 402.23

2 554 841.05

丙

3 995 822.34

76 439.08

50 826.55

8 379.62

238 090.91

丁

25 252 814.32

563 378.24

377 961.63

69 882.66

1 224 607.97

表 2 FT公司成本性价分析 单位：元

项目

甲

乙

丙

丁

合计

单位贡献
毛益（元）

7 690.18

8 943.68

12 223.25

16 454.97

贡献毛益
（元）

34 175 159.92

24 765 049.92

757 841.50

8 128 755.18

67 826 806.52

销售收入
（元）

231 088 000

178 600 500

5 127 400

35 617 400

450 433 300

各产品销售收入占
总销售收入百分比

51.3%

39.65%

1.14%

7.91%

100%

贡献
毛益率

14.79%

13.87%

14.78%

22.82%

表 3 四种产品贡献毛益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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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计算以下指标：

加权平均贡献毛益率=51.3%×14.79%+
39.65% × 13.87% + 1.14% × 14.78% + 7.91% ×
22.82%=15.06%

综合保本额=固定成本÷加权平均贡

献毛益率=（9 632 798.59+3 185 910.84+
12 311 202.03）÷ 15.06% =166 865 281.938
（元）

那么，甲、乙、丙、丁四种产品的保本额

分别是：

甲的保本额=166 865 281.938×51.3%=85 601 889.63
（元）；甲的保本量=85 601 889.63÷52 000=1 646（件）

乙的保本额=166 865 281.938×39.65%=66 162 084.29
（元）；乙的保本量=66 162 084.29÷64 500=1 026（件）

丙的保本额=166 865 281.938×1.14%=1 902 264.21
（元）；丙的保本量=1 902 264.21÷82 700=23（件）

丁的保本额=166 865 281.938×7.91%=13 199 043.8
（元）；丁的保本量=13 199 043.8÷72 100=183（件）

由于FT公司主要生产四种产品，而每种产品的盈利

能力各不相同，同时，企业又没有一种核心产品作为主

导，每种产品之间的关系是平衡的，所以，再次采取这种

加权法，先计算出每种产品的贡献毛利率，再计算出每种

产品利润在总利润中的比重，最后求出加权的贡献毛益。

这种算法主要适用于产品结构相对稳定、产品材料比较

齐全的企业，对于多品种的制造企业来讲，分析结果更为

准确。

三、FT公司利润敏感性分析

1. 相关因素敏感性分析。敏感性分析是一种广泛的

分析方法，销售量、单价、单位变动成本、固定成本的变化

均会对利润产生影响，但是每个因素的影响程度不同。一

般而言，如果一个因素的变动会引起利润的很大变化，我

们称之为强敏感因素；如果一个因素的变动会引起利润

较小幅度的变动，我们称之为弱敏感因素。由于 FT公司

生产四种产品，在此，就甲类产品的相关因素变动做一下

敏感性分析。

利 润 =450 433 300 × 15.06%- 25 129 911.46=
42 705 343.52（元）

根据甲、乙、丙、丁四种产品占销售收入的比重，我们

把固定成本分摊到各个产品中，见表4。

由于该企业生产四种产品，且每种产品都相对独立，

并没有核心产品。对于甲、乙、丙、丁四种产品，我们逐步

分析每种产品对利润的影响程度，从而分析各个因素在

每种产品下的敏感系数。

由表 6可知，对于甲类产品，销售单价对利润影响的

敏感系数是5.41，固定成本的敏感系数是0.3，单位变动成

本的敏感系数是 4.61，销量的敏感系数是 0.79。由此可知

销售单价的敏感性较强，固定成本的敏感性较弱。并且，

利润的变化程度和销售单价、销量的变化成正相关，而与

固定成本、单位变动成本的变化成负相关。

2. 相关参数发生多大变化使盈利转为亏损的敏感性

分析。固定成本、销售单价、销量、单位变动成本都会在不

同程度上影响利润的大小，如果利润为零，那么企业就将

进入临界状态，这将使企业的经营状况发生质变。采用一

定方法计算出引起利润发生变化的临界点是敏感性分析

的目的之一。

前文已经提供了四种产品对应的保本额和保本量，

在此，假定企业三种产品的销售收入比重由原来的

51.3%、39.65%、1.14%、7.91%调整为 40%、30%、20%、10%，

如果这四种产品的边际贡献率和固定成本不变，那么这

一产品组合是否优于原来的组合？

甲产品销售收入=450 433 300×40%=180 173 320
（元）

乙产品销售收入=450 433 300×30%=135 129 990
（元）

丙产品的销售收入=450 433 300×20%=90 086 660
（元）

丁产品的销售收入=450 433 300×10%=45 043 330

产品种类

固定成本

甲

固定成本
×51.3%

12 891 644.58

乙

固定成本
×39.65%

9 964 009.89

丙

固定成本
×1.14%

286 480.99

丁

固定成本
×7.91%

1 987 776

表 4 固定成本分配 单位：元

产品种类

直接材料

燃料动力

直接人工

变动制造费用

变动销售费用

变动成本合计

固定成本

甲

180 469 478.03

3 549 598.67

2 320 534.41

593 195.31

9 980 033.66

196 912 840.1

12 891 644.58

乙

146 851 616.46

2 422 285.52

1 631 304.82

375 402.23

2 554 841.06

153 835 450.1

9 964 009.89

丙

3 995 822.34

76 439.08

50 826.55

8 379.62

238 090.91

4 369 558.5

286 480.99

丁

2 525 2814.32

563 378.24

377 961.63

69 882.66

1 224 607.97

27 488 644.82

1 987 776

表 5 四种产品成本分析 单位：元

影响因素

销售单价

固定成本

单位变动
成本

销量

变动
程度

1%

-1%

-1%

1%

变动后利润
（元）

45 016 223.52

42 834 259.965 8

44 674 471.920 8

43 047 095.119 2

利润增加额
（元）

2 310 880

128 916.445 8

1 969 128.400 8

341 751.599 2

利润
增加率

5.41%

0.3%

4.61%

0.79%

敏感
系数

5.41

0.3

4.61

0.79

表 6 甲产品敏感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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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加权平均贡献毛益率 =（180 173 320×14.79%+
135 129 990×13.87%+90 086 660×14.78%+45 043 330×
22.82%）÷450 433 300=15.32%

盈亏销售额=25 129 911.46÷15.32%=164 033 364.621
（元）

预期利润 =450 433 300×15.32%-25 129 911.46=
43 876 470.1（元）

调整后和原来相比，保本额降低了，预期利润增加

了，说明调整后的结构比之前更为优化。同时，在这四种

产品中，甲、丙、丁的边际贡献率比较高，其中丁的贡献率

最高。所以在生产多种产品的制造企业中，提高边际贡献

率高的产品的销售比重，有助于使企业扭亏为赢，对提高

经济效益有很大的好处。

通过上述论证可知，有效的敏感性分析对企业的发

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各个敏感性因素对利润的影响程度

分析结果为管理者制定最佳成本规划决策提供了重要的

依据，有利于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注】本文系2013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河北

省城镇化与农民收入相关性研究”（项目编号：HB13JJ077）
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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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分录的编制是每一位会计工作人员必须掌握的

一项基本操作技能，它与会计工作者的理论水平和实

践经验密切相关。审计调整分录的编制是站在审查会计

账目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账务审查及错账更正，它要求审

计人员不仅要具备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

而且要具有丰富的审计专业知识和适当的审计方法与

手段。

一、会计分录与审计分录的关系

1. 两者的联系。会计分录是对各单位所发生的经济

业务进行客观公正的审查、整理、记录的过程，它如实反

映一个单位的经济事项与资金往来的来龙去脉，每一个

会计分录都由三个要素所组成，即：借贷符号、会计科目、

记账金额。审计分录是会计分录的延续，是在所审查的报

告期会计账务出现问题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会计事项及业

务调整，是对会计分录反映失实所进行的矫正。

二者的编制都是建立在复式记账基础上的借贷记账

法，都遵循借贷记账法的规则。

2. 两者的区别。会计分录与审计分录编制的出发点

不同，会计分录的编制是正向的，按照经济业务及其事项

的先后顺序和来龙去脉进行编制，最终形成一组存在必

会计分录与审计分录应用比较

关八一

（烟台南山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山东烟台 265706）

【摘要】会计分录编制的依据是各项经济业务发生的内在联系及平衡关系，它反映各项经济业务与资金往来的

来龙去脉，是会计实务的核心部分。审计分录是对问题会计分录的调整，是会计分录的延续，编制的依据是在审查出

来的不符合实际的会计分录基础上，通过和正确会计分录的比较，找出两组会计分录的差异，冲减错误账户及金额，

补充正确账户及金额，其借贷账户不反映经济业务间必然的来龙去脉关系。审计分录与会计分录体现的业务关系为

审查与被审查的工作关系。

【关键词】会计分录 审计分录 借贷记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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