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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课程是财经类高校必修课程，也是财务

管理、企业管理、会计学、投资学等专业开设的核心课程，

更是会计职称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的必考课程。资金时

间价值是《财务管理》全书的主线、灵魂，贯穿课程的始

终，学生如果把握不好这章，以后各章关于资金筹集、资

金成本的计算、证券投资、长期项目投资决策及评价等就

无从入手。特别是课程核心项目如可行性分析、项目财务

评价等，学生不仅要掌握这些基本理财理论、技能和方

法，将来还要在走向社会后接受诸如会计师、审计师、经

济师等专业技术考试的检验。

在不同版本的《财务管理》教材中，几乎都附有复利

终值系数表、复利现值系数表、年金终值系数表、年金现

值系数表四大表，而且所附的利率基本上是1%、2%、3%等

这样的百分比整倍数，而学生在实际工作中所需要的利

率在里面根本找不到，系数表作用有限。为了能准确地进

行项目评价，正确地做出投资决策，教师教学时必须让学

生掌握该课程最基本的资金时间价值的相关知识，从而

为后续投资评价指标、投资方案选择、投资项目评价的学

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学生自身存在的问题

1. 学习基础薄弱。笔者所在的重庆工程学院于 2014
年5月正式被批准升格为全日制本科院校，大部分同学在

填报志愿的时候仍然是根据自己的实际能力来填报，这

导致其学习基础显得比较薄弱。

2. 学习动机不纯。重庆工程学院大部分学生基础薄

弱，且本来就对学习兴趣不大，上了大学之后，在一个相

对宽松的环境里学习求知欲就更低。除此之外，由于学生

大部分家庭条件优越，“学与不学，学得好与学得不好”对

他们来说根本不重要，只要每科及格就好。

另外，由于长期以来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形成了“以

分数论英雄”的观点。因此，进入大学之后学生会跟以前

的同学进行相互攀比形成心理障碍，自卑心理慢慢凸显。

二、教学反映出的问题

1. 判断方法束手无策。经济生活中经常出现的经济

业务究竟是应该列入复利终值计算还是年金终值计算，

是列入普通年金计算还是即付年金计算，学生碰到此类

计算经常显得束手无策。实际上，经济业务的计算并不能

通过简单的复利终值、现值系数或年金终值、现值系数一

次性得出结果，比如在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决策时采用净

现值法。

2. 如何计算不够熟练。年金的计算可以主要利用年

金终值现值系数来进行，但是系数表中给出的仅仅是普

通年金后付年金系数，学生对于如何将先付年金或递延

年金转化为普通年金、再利用普通年金系数进行计算不

够熟悉。

3. 利率变化时不知所措。项目投资决策和证券投资

决策面临纷繁复杂的经济问题，学生不能灵活运用资金

时间价值基础知识进行分析和决策。比如，有时不是要求

求出终值或现值，而是要求在其他条件已知的情况下计

算利率 i或期数n。
4. 理论太深，学习缺乏动力。就学生而言，听课中反

映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课程枯燥，内容乏味；公式多，计

算多。特别是资金时间价值、风险报酬基本都是非常复杂

的公式和计算；课程内容对自己用处不大，加上资金时间

《财务管理》课程中资金时间价值

计算方法的创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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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资金时间价值”是会计高校、会计职称、会计执业资格考试《财务管理》课程中最基本的概念。《财务管

理》课程的计算公式众多，教师教学难度较大，学生学习难度也较大，特别是由于涉及资金时间价值的计算较复杂，

导致学生对整门课程其他内容的学习失去了信心。为切实改变这一局面，笔者对这一部分内容做了深入的研究，探

索出了一套简单的计算方法，即巧用计算器功能。使用该方法，教材上基本不需要提供复利终值系数表、复利现值

系数表、年金终值系数表、年金现值系数表。同时不再需要在考试试卷上提供复利终值系数、复利现值系数、年金现

值系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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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计算在教材位置靠前，学生的学习难度很大，使得

学生对后期的学习缺乏动力。

三、计算方法原理

为了便于学习该方法，笔者抛开终值、现值等系数

表，其计算基本原理是借助简单计算器，在计算器中输入

乘号“×”后再输入等号“=”（代表求N次方）求解。除了介

绍该计算的基本方法外，笔者再尽量选择相当简单而且

便于查表的利率和期数的案例，以便对计算结果进行验

证。当然，通过一道简单的例题来验证该方法计算与查表

计算的结果相一致是很有必要的。

这种方法对于学生进一步学习或参加一些资格考

试比较实用，只需记住替换数学公式，通过计算器便能瞬

间计算出结果。而在现行的多数情况下（包括实际运用

中），资金时间价值计算更多是通过查表或者借助工具软

件来实现的。

四、计算方法设计

该计算方法对计算器的要求极低，市场售价在 10元

左右的最低端计算器均能完全满足需求。

在介绍具体方法前，首先将现值、终值、年金、期数和

利率的简记英文字母和英文翻译制成表格；其次，将系数

分类、已知、所求、原始公式和替换后的公式及表示方法

制成表格；最后，为便于简化公式，利于学生记忆，将复

利、年金系数中经常使用的（1+i）n用X表示。

系数简记表和原始系数公式与替换系数公式对照表

分别见表1和表2。

（一）复利终值系数的计算

案例1：佳谊公司现在准备一笔资金580 000元用于3

年后的设备更新，若复利利率为4%，该公司3年后可用于

设备更新的资金为多少？

解析：首先需判断该经济业务的所属类型，进而选择

系数公式。

这题中的关键点在于如何计算复利终值系数（F/P，
4%，3），按照一般的教学和学习方法，需要查询复利终值

系数表中的横坐标期数为 3，纵坐标利率为 4%所对应的

坐标点数据，查询的系数结果为 1.124 9，然后再乘以

580 000等于652 442。而笔者认为可以在不需要查表的情

况下仅用计算器直接计算出复利终值系数（F/P）。在计算

该系数时，一定要运用该系数的原始公式 F=P（1+i）n即

（1+4%）3。按照前面设定，该案例的期数n=3，利率 i=4%，

即X=（1+4%）3。

根据题意已知现值，要求复利终值。故，选用复利现

值系数，查表计算得：

F=P×（F/P，i，n）=580 000×（F/P，4%，3）=580 000×
1.124 9=652 442（元）

下面通过新方法利用计算器予以操作，依据替换后

公式F=P×X，X=（1+i）n=（1+4%）3。进行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计算出X的结果（下文不再重述）

（1）输入数值“1.04”
（2）输入乘号“×”

（3）连续输入等号“=”两次（输入1次等号表示求2次
方，输入两次等号表示求 3次方），结果显示为 1.124 864
（假定要求保留六位小数）

第二步：输入乘号“×”

第三步：输入数值“580 000”
第四步：输入等号“=”，计算器上显示的最后答案为

652 421.12，答案即为652 421（四舍五入且保留整数）。

验证结论：该答案与教材答案较为接近，证明该方法

可行。

在实际的工作当中，本人发现基本上没有一个实际

利率与教材上利率完全相等的，都有少量出入。因此，在

这种情况下，教材提供的系数表就没有实质性的参考

意义。

（二）复利现值系数的计算

案例 2：景云公司准备 5年后用 250 000元偿还欠款，

在复利利率为 6%的条件下，公司现在需要向银行一次性

存入多少元？

解析：根据题意已知复利终值求复利现值，所以选用

复利现值系数，查表计算得：

P=F×（1+i）-n=250 000×0.747 3=186 825（元）

用上述计算方法步骤如下：

第一步：计算X的结果

（1）输入数值“1.06”
（2）输入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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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公式

F=P（1+i）n

P=F（1+i）-n

F=A［（（1+i）n
-1）/i］

A=F［i/（1+
i）n-1］

P=A［1-（1+
i）-n/i］

A=P［i/（1-
（1+i）-n）］

替换后的公式

F=P×X

P=F×（1/X）

F=A×［（X-1）/i］

A=F×［（i/X）-1］

P=A×［（1-1/X）/i］

A=P×［i/（1-1/X）］

表示方法

（F/P，i，n）

（P/F，i，n）

（F/A，i，n）

（A/F，i，n）

（P/A，i，n）

（A/P，i，n）

表 2 原始系数公式与替换系数公式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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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F

A

n

i

Present Value

Future Value

Annuity

number

interest

表 1 系数简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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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连续输入等号“=”4次
第二步：输入除号“÷”

第三步：输入等号“=”

第四步：输入乘号“×”

第五步：输入数值“250 000”
第六步：输入等号“=”，计算器上显示的最后答案为

186 814.54
验证结论，结果与教材结果 186 825相差 10.46，误差

率0.0056%。因为一方面不同的计算方法带来的四舍五入

结果不一致，属于正常现象；另一方面财务计算的结果目

的是用于决策，如此小的差异，不会对决策带来实质性影

响，可以忽略不计。

（三）普通年金终值系数的计算

案例 3：京润公司准备 3 年后购置一台预计价值为

350万元的大型设备，现每年年末从利润中留存 110万元

存入银行，年利率为 10%，3年后这笔资金是否足够满足

购买这台大型设备？

解析：首先，计算每年年末从利润中留存 110万元的

款项3年后的价值；然后，与大型设备的预计价值比较。当

该笔资金 3年后的价值大于大型设备的预计价值时才足

够购买。该案例每年年末从利润中留存并存入银行的款

项相等，表现为普通年金，求3年后的价值，即普通年金终

值。

根据题意，已知普通年金现值，要求普通年金终值，

选用普通年金终值系数，查表计算得：

F=A×［（1+ i）n- 1）/i］=A×［（X-1）/i］=110 000×
［（1.331-1）/0.1］=364 100（元）

用上述计算方法步骤如下：

第一步：计算出X的结果

（1）输入数值“1.1”
（2）输入乘号“×”

（3）连续输入等号“=”2次
第二步：输入减号“-”

第三步：输入数值“1”
第四步：输入除号“÷”

第五步：输入数值“0.1”
第六步：输入乘号“×”

第七步：输入数值“110 000”
第八步：输入符号“=”，计算器上显示的最后答案为

364 100
验证结论：该答案与教材答案完全相符，证明该方法

可行。

（四）普通年金现值系数的计算

案例 4：某公司拟筹资 240万元，用于购买一项专利。

该专利投产后预计在今后 5年每年获得收益 60万元，公

司要求的最低投资报酬率12%，问这些投资是否合算？

解析：现计算该项专利投产后每年收益的现值之和，

然后与筹资额比较。当现值之和大于或等于筹资额时，这

项投资才可行。因专利投产后预计在今后5年每年获得收

益60万元，表现为普通年金，可以用普通年金公式求每年

收益的现值之和。

根据题意，已知普通年金，求普通年金现值，选择运

用普通年金现值系数，查表计算得：

P=A×［（1-（1+i）-n）/i］=A×［（1-（1/X）/i］=600 000×
（1-1/1.762 3）/0.12=2 162 866（元）

计算结果表明，每年收益的现值之和为2 162 866元，

小于筹资额240万元，所以该投资是不可行的。

用上述计算方法步骤如下：

第一步：计算出X的结果

（1）输入数值“1.12”
（2）输入乘号“×”

（3）连续输入等号“=”4次
第二步：输入除号“÷”

第三步：输入等号“=”

第四步：输入减号“-”

第五步：输入数值“1”
第六步：输入等号“=”

第七步：输入除号“÷”

第八步：输入数值“0.12”
第九步：输入乘号“×”

第十步：输入数值“600 000”
第十一步：输入等号“=”，计算器上显示的最后答案

为-2 162 865.72，取绝对值 2 162 865.72。因为前面本应

通过“1-X”计算，而笔者为了更快捷便采用“X-1”，导致

计算结果成负数，所以应取绝对值。

验证结论：该答案与教材答案完全相符，证明该方法

可行。

（五）其他系数的相关计算

由于偿债基金系数与普通年金终值系数互为逆运

算，普通年金系数与资本回收系数计算互为逆运算。所以

根据前面已经计算出的普通年金终值系数和普通年金现

值系数计算而计算偿债基金系数和资本回收系数就迎刃

而解，只需将普通年金终值系数和普通年金现值系数求

倒数即可。

由于篇幅问题，其他的如即付年金终值和现值、递延

年金终值和现值也可以按同样的模式进行计算，不再过

多阐述。

（六）注意事项

整个计算过程X=（1+i）n的计算是核心，n次方的输

入等于输入等号“=”的次数减去 1。中间计算过程的数值

建议保留6位小数，这样计算出的结果与查表法计算的结

果误差值会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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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ERP沙盘模拟经营已经越来越多地引入高校教学中，而在ERP模拟公司运营过程中，财务报表的编制

成为至关重要的工作。财务报表不仅是对上年经营活动的总结归纳，也为下年的经营活动提供参考数据。本文根据

财务报表的编制原理，设计操作流程图及会计分录表进行日常记账，通过对经营年度每个会计科目的借贷数据进行

汇总处理，利用EXCEL的公式编辑功能设置报表单元格，实现财务报表的自动生成。

【关键词】ERP沙盘；EXCEL账务处理；报表自动生成；资金预算

运用EXCEL实现ERP沙盘财务核算与预算

邓 瑶 1，涂传清 2
（副教授）

（1.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南昌 330045；2.江西农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南昌 330045）

一、引言

随着高校教学方法的深入改革，企业资源计划

（ERP）沙盘模拟企业经营开始广泛运用在经管学院教学

计划之中。ERP沙盘模拟是一种情景式、互动式的教学模

式，具体方法为：给定固定的初始资本，令每个小组进行5
~ 8年的模拟生产经营。小组至少有5名队员，分别担任企

业总经理、财务总监、营销总监、采购总监和生产总监职

位，通过战略规划、市场分析、营销策划、生产安排、财务

管理等一系列活动让学生学以致用，培养学生的专业思

维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ERP沙盘模拟经营是一系列综合活动，涉及的操作

流程较多，需要学生从整体角度上统筹规划。在ERP沙盘

模拟运行中，财务总监的职能至关重要，不仅需要负责年

末结账的财务报表编制工作，而且要能够根据企业生产

经营状况，进行合理的财务预算。

在教学过程中，对于会计专业的学生来说，我们可以

将沙盘模拟与财务软件两者结合起来进行教学，借助于

沙盘业务来让学生了解用友或者金蝶财务软件，但对非

专业的学生来说，应更注重财务报表的编制、分析和使

用，为决策者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因此，如何快速地自

动形成报表成为了教学的难点和重点。

二、基于EXCEL实现ERP沙盘实验报表自动生成

ERP沙盘模拟经营业务较为简单，可以利用EXCEL
的公式编辑功能实现财务报表完全自动化生成。

五、方法创新及其优点

1. 速度与准确兼顾。针对案例 4，如果按照市场假定

的银行基准贷款利率5.45%，是无法通过查表方式得出结

果，而通过该方法计算笔者只用了不到 20秒时间。这表

明，该方法不但将不能变为可能，而且还能达到快捷、准

确的目的。针对案例3，笔者用该方法耗时15秒，用查表法

耗时近两分钟，该方法大大地缩短了计算时间。

2. 系数无需查表。此方法无需其他应用软件，无需提

供复利终值、复利现值、年金终值、年金现值系数表。

3. 节能降耗突出。该方法仅需要一个最低端的计算

器。假定国家每年《财务管理》书需求量为 15万本，按此

计算可以节约 16开纸张约 120万张，相当于少出版 3 000
本（假定每本400页，四大表、8大页）。

4. 利率自由设定。打破了教材上系数必须以 1%的整

倍数而导致的理论与实际脱节问题，该方法利息可以随

心所欲设定，具有较强实用性。

5. 学生学习激情高涨。运用简单的计算器就能计算

出复杂的资金时间价值系数，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和学

习兴趣，增强其学习积极性。

六、结语

资金时间价值公式较多，并且由于其贯穿于《财务管

理》课程的始终，希望通过本文介绍的简单计算方法，能

推进整门课程的教学和学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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