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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第一节
本量利分析概述本量利分析概述



本节主要内容本节主要内容

一、本量利分析意义一、本量利分析意义

二、本量利分析的基本假定二、本量利分析的基本假定

三、本量利关系基本公式三、本量利关系基本公式

四、边际贡献指标四、边际贡献指标



本量利分析意义本量利分析意义

本量利分析，即成本本量利分析，即成本——业务量业务量——利润利润
（（CostCost--volumevolume--profit Analysisprofit Analysis））之间的之间的
关系分析，也称关系分析，也称CVPCVP分析。分析。

意义：通过分析短期内产品销售量、销意义：通过分析短期内产品销售量、销
售单价、固定成本、单位变动成本、产售单价、固定成本、单位变动成本、产
品结构等的变化对利润的影响，为管理品结构等的变化对利润的影响，为管理
人员提供预测、决策信息。人员提供预测、决策信息。

用途：保本分析、保利分析、利润敏感用途：保本分析、保利分析、利润敏感
性分析、短期生产决策等。性分析、短期生产决策等。



本量利分析的基本假定本量利分析的基本假定

11、成本性态分析假定、成本性态分析假定

成本已按性态合理地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已按性态合理地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
成本两类。成本两类。

22、线性关系假定、线性关系假定

销售单价不变，销售收入与销售量成正比销售单价不变，销售收入与销售量成正比
例关系。例关系。

单位变动成本不变，变动成本与产量成正单位变动成本不变，变动成本与产量成正
比例关系。比例关系。



本量利分析的基本假定本量利分析的基本假定

33、固定成本不变假定、固定成本不变假定

条件：相关范围。条件：相关范围。

44、品种结构（销售品种组合、品种结构（销售品种组合sales mixsales mix））不变不变
假定假定

多品种企业，销售比重不变。多品种企业，销售比重不变。

55、产销平衡假定、产销平衡假定

即期初与期末存货量无明显差别，产量等即期初与期末存货量无明显差别，产量等
于销售量。于销售量。



本量利关系基本公式本量利关系基本公式

利润＝销售收入－变动成本－固定成本利润＝销售收入－变动成本－固定成本

设设PP为利润、为利润、pp为单价、为单价、bb为单位变动成本、为单位变动成本、
aa为固定成本、为固定成本、xx为销售量，则：为销售量，则：

PP＝＝pp··xx－－bb··xx－－aa
　　 ＝（＝（pp－－bb））xx－－aa
上述上述PP，，我国为营业利润，西方指息税前利我国为营业利润，西方指息税前利
润（润（Earnings Before Interest and TaxEarnings Before Interest and Tax，，
EBITEBIT）。）。



边际贡献指标边际贡献指标

边际贡献（边际贡献（contribution margincontribution margin），），又称又称
贡献边际、贡献毛益贡献边际、贡献毛益

单位产品价格（销售收入）与单位产单位产品价格（销售收入）与单位产
品变动成本（变动成本）之差。品变动成本（变动成本）之差。

单位边际贡献（单位边际贡献（cmcm））

＝＝单位产品售价－单位变动成本单位产品售价－单位变动成本

＝＝pp－－bb



边际贡献指标边际贡献指标

边际贡献（边际贡献（TcmTcm））

＝＝销售收入－变动成本＝销售收入－变动成本＝pp··xx－－bb··x x 
＝（＝（pp－－bb））xx＝＝cmcm··xx
利润利润PP＝＝TcmTcm－－aa
贡献的含义：为补偿固定成本和获得利润贡献的含义：为补偿固定成本和获得利润
而作出的贡献。而作出的贡献。



产品销售单价

单位边际贡献

销售收入

边际贡献
边际贡献率 ==

产品销售单价

单位变动成本

销售收入

变动成本
变动成本率 ==

边际贡献率边际贡献率＋＋变动成本率变动成本率＝＝11
边际贡献率边际贡献率＝＝11－－变动成本率变动成本率



第二节第二节
保本点分析保本点分析



本节主要内容本节主要内容

一、保本点计算模型一、保本点计算模型

二、安全边际模型二、安全边际模型

三、保本分析图三、保本分析图

四、多品种保本点分析模型四、多品种保本点分析模型



保本点计算模型保本点计算模型

保本点（保本点（BreakBreak--Even Point Even Point ，，BEPBEP），），又称又称

““盈亏平衡点盈亏平衡点””或或““盈亏临界点盈亏临界点””。。
是企业经营处于不盈不亏的状态，销售收是企业经营处于不盈不亏的状态，销售收
入等于成本，利润为零的销售量或销售额。入等于成本，利润为零的销售量或销售额。

寻找保本点是企业计划决策中的第一步。寻找保本点是企业计划决策中的第一步。



保本点计算模型保本点计算模型

基本等式法基本等式法

令令PP＝＝00，，则（则（pp－－bb））xx－－aa＝＝00

保本点销售额＝销售单价保本点销售额＝销售单价××保本量保本量

单位变动成本销售单价

固定成本
保本点销售量

−
=



保本点计算模型保本点计算模型

边际贡献法边际贡献法

单位边际贡献

固定成本
保本点销售量 =

边际贡献率

固定成本
保本点销售额 =



举例举例

（例（例11）某食品服务部经理正在考虑是否要）某食品服务部经理正在考虑是否要

租用一台自动食品售货机。虽然每种食品租用一台自动食品售货机。虽然每种食品
有不同的买价和销售价，经理确定平均每有不同的买价和销售价，经理确定平均每
份食品售价为份食品售价为$5$5，进价为，进价为$3$3，这样有助于，这样有助于

决策分析。决策分析。

经理预计的收入与费用关系如下：经理预计的收入与费用关系如下：



每份销售价格每份销售价格 $5       100%$5       100%
每份变动成本每份变动成本 33 60%60%
单位边际贡献单位边际贡献 $2         40%$2         40%
每月固定成本每月固定成本

租金租金 $2 000$2 000
服务人员工资服务人员工资 9 0009 000
其他固定费用其他固定费用 1 0001 000

每月总固定成本每月总固定成本 $12 000$12 000



保本点销售量保本点销售量=$12 000=$12 000÷÷$2$2
=6 000=6 000份份

保本点销售额保本点销售额=6 000=6 000份×份×$5$5
或或=$12 000=$12 000÷÷4040％％

=$30 000=$30 000
可见，每月只有卖出可见，每月只有卖出6 0006 000份食品，或销份食品，或销
售收入达到售收入达到$30 000$30 000时，才能保本。时，才能保本。



安全边际模型安全边际模型

安全边际（安全边际（margin of safetymargin of safety，，MSMS））是指计是指计

划（或实际）销售量超过保本点销售量的划（或实际）销售量超过保本点销售量的
差额。差额。

目的：分析企业经营的安全程度。目的：分析企业经营的安全程度。

安全边际可用绝对数和相对数表示：安全边际可用绝对数和相对数表示：

安全边际量＝计划销售量－保本点销售量安全边际量＝计划销售量－保本点销售量

安全边际额＝计划销售额－保本点销售额安全边际额＝计划销售额－保本点销售额



安全边际模型安全边际模型

计划销售量（额）

安全边际量（额）
安全边际率 =

安全边际可以显示出在亏损发生之前销售安全边际可以显示出在亏损发生之前销售
量可低于计划的数量。量可低于计划的数量。

一般认为：安全边际率在一般认为：安全边际率在10%10%以下，企业以下，企业
经营处于危险状况；安全边际率在经营处于危险状况；安全边际率在30%30%以以
上，企业经营处于安全状况。上，企业经营处于安全状况。



与安全边际相关的指标与安全边际相关的指标

与利润的关系：与利润的关系：

营业利润＝安全边际量营业利润＝安全边际量××单位边际贡献单位边际贡献

　　 　　 ＝安全边际额＝安全边际额××边际贡献率边际贡献率

销售利润率销售利润率==安全边际率安全边际率××边际贡献率边际贡献率



保本分析图保本分析图

标准式保本图标准式保本图

边际贡献式保本图边际贡献式保本图

利量式保本图（利润图）利量式保本图（利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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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千元）利润（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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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品种保本点分析模型多品种保本点分析模型

加权平均法加权平均法

在多种产品的情况下，由于各产品性能存在多种产品的情况下，由于各产品性能存
在差异，因此，保本点通常用金额来反映，在差异，因此，保本点通常用金额来反映，
称为综合保本销售额。称为综合保本销售额。

加权边际贡献率

固定成本总额

销售额

综合保本
=



加权平均法加权平均法

∑ ⎟⎟
⎠

⎞
⎜⎜
⎝

⎛
×=

=

销售比重

各种产品的

边际贡献率

各种产品的

各种产品销售收入总和

各种产品边际贡献总和

贡献率

加权边际

销售比重

各种产品的

销售额

综合保本

保本销售额

各种产品的
×=



举例举例
（例（例22）某公司有两种产品，皮夹子（）某公司有两种产品，皮夹子（WW））
和背包（和背包（KK），），假定固定销售组合是假定固定销售组合是11个个
KK和和44个个WW。。

下年度销售预算如下：下年度销售预算如下：

皮夹子（皮夹子（WW）） 背包（背包（KK））

销售量销售量 300 000               75 000300 000               75 000
单价单价 $8                       $5$8                       $5
单位变动成本单位变动成本 $7                       $3$7                       $3
固定成本总额为固定成本总额为$180 000$180 000



预算利润表预算利润表

皮夹子（皮夹子（WW）） 背包（背包（KK）） 合合 计计

销售量销售量 300 000          75 000          375 000300 000          75 000          375 000
销售额销售额 $2 400 000      $375 000     $2 775 000$2 400 000      $375 000     $2 775 000
变动成本变动成本 2 100 0002 100 000 225 000225 000 2 325 0002 325 000
边际贡献边际贡献 $300 000$300 000 $150 000$150 000 $450 000$450 000
固定成本固定成本 180 000180 000
利润利润 $270 000$270 000



加权边际贡献率计算表加权边际贡献率计算表

皮夹子（皮夹子（WW）） 背包（背包（KK）） 合合 计计

销售量销售量 300 000       75 000      375 000300 000       75 000      375 000
销售单价销售单价a                      $8                $5 a                      $8                $5 
单位变动成本单位变动成本 77 33
单位边际贡献单位边际贡献b             $1                 $2b             $1                 $2
边际贡献率边际贡献率c=b/a     0.125                0.4c=b/a     0.125                0.4
销售额销售额d              $2 400 000   $375 000   $2 775 000d              $2 400 000   $375 000   $2 775 000
销售额比重销售额比重e               32/37            5/37e               32/37            5/37
加权边际贡献率加权边际贡献率cc××e    4/37            2/37            6/37e    4/37            2/37            6/37



综合保本销售额综合保本销售额=$180 000=$180 000÷÷6/376/37
=$1 110 000=$1 110 000

WW保本销售额保本销售额=$1 110 000=$1 110 000××32/3732/37
=$960 000=$960 000

KK保本销售额保本销售额=$1 110 000=$1 110 000××5/375/37
=$150 000=$150 000

WW保本销售量保本销售量=$960 000=$960 000÷÷$8$8
=120 000=120 000个个

KK保本销售量保本销售量=$150 000=$150 000÷÷$5=30 000$5=30 000个个



联合单位法联合单位法

联合单位是指按销售实物量比例构成的一联合单位是指按销售实物量比例构成的一
组产品。组产品。

假定各种产品销售量之间存在稳定的数量假定各种产品销售量之间存在稳定的数量
关系，如前例关系，如前例11个个KK和和44个个WW构成一个联合单构成一个联合单
位。位。

将每一联合单位视同单一产品，先求保本将每一联合单位视同单一产品，先求保本
点联合单位，再求综合保本销售额及各种点联合单位，再求综合保本销售额及各种
产品的保本额和保本量。产品的保本额和保本量。



联合单位法联合单位法

综合保本销售额＝联合保本量综合保本销售额＝联合保本量××联合单价联合单价

某产品保本量某产品保本量==联合保本量联合保本量××该产品销量比该产品销量比

联合单位变动成本联合单价

固定成本总额

保本量

合联

−
=

     



如在例如在例22中，联合单位为中，联合单位为11个个KK和和44个个WW
联合单价联合单价=$5=$5××1+$81+$8××4=$374=$37
联合单位变动成本联合单位变动成本=$3=$3××1+$71+$7××4=$314=$31
联合单位边际贡献联合单位边际贡献=$37=$37－－$31=$6$31=$6
联合保本量联合保本量=$180 000=$180 000÷÷$6$6

=30 000=30 000联合单位联合单位

综合保本销售额＝综合保本销售额＝30 00030 000××$37$37
＝＝$1 110 000$1 110 000

WW销售量销售量=30 000=30 000××4=120 0004=120 000个个
KK销售量销售量=30 000=30 000××1=30 0001=30 000个个



第三节第三节
保利分析保利分析



本节主要内容本节主要内容

一、保利分析的含义一、保利分析的含义

二、目标利润的确定二、目标利润的确定

三、保利分析模型三、保利分析模型

四、实现税后目标利润的模型四、实现税后目标利润的模型



保利分析的含义保利分析的含义

保利分析是指在假定单价、单位变动成本保利分析是指在假定单价、单位变动成本
和固定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为保证目标利和固定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为保证目标利
润的实现而应达到的销售量或销售额的分润的实现而应达到的销售量或销售额的分
析方法。析方法。

也可分析为实现目标利润的价格、成本为也可分析为实现目标利润的价格、成本为
多少。多少。



目标利润的确定目标利润的确定

目标利润是指企业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经目标利润是指企业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经
过努力应该达到的最优化利润目标。过努力应该达到的最优化利润目标。

确定目标利润的关键，是要确定一个先进确定目标利润的关键，是要确定一个先进
合理的利润率标准，一般使用投资报酬率合理的利润率标准，一般使用投资报酬率
（（ROIROI）。）。

目标利润＝预计资金平均占用额目标利润＝预计资金平均占用额××投资投资

报酬率报酬率



保利分析模型保利分析模型

单位边际贡献

目标利润固定成本

润的销售量

实现目标利 +
=

边际贡献率

目标利润固定成本

润的销售额

实现目标利 +
=



举例举例

如前述例如前述例11，假定经理把，假定经理把$4 800$4 800定为每月最定为每月最

低利润，应销售多少才能保证利润的实现？低利润，应销售多少才能保证利润的实现？

目标销售量目标销售量==（（$12 000+$4 800$12 000+$4 800）÷）÷$2$2
=8 400=8 400份份

目标销售额目标销售额==（（$12 000+$4 800$12 000+$4 800）÷）÷4040％％
=$42 000=$42 000



实现税后目标利润的模型实现税后目标利润的模型

应考虑所得税的影响应考虑所得税的影响

税后目标利润（目标净利润）税后目标利润（目标净利润）

＝税前目标利润＝税前目标利润×（×（11－所得税税率）－所得税税率）

税前目标利润税前目标利润

＝目标净利润＝目标净利润//（（11－所得税税率）－所得税税率）



实现税后目标利润的模型实现税后目标利润的模型

单位边际贡献

所得税率

目标净利润
固定成本

利润的销售量

实现目标净 −
+

= 1

边际贡献率

所得税率

目标净利润
固定成本

利润的销售额

实现目标净 −
+

= 1



举例举例

如前述例如前述例11，若，若$4 800$4 800为税前目标利润，所为税前目标利润，所
得税率为得税率为40%40%，则目标净利润为：，则目标净利润为：

$4 800$4 800×（×（11－－40%40%））=$ 2 880=$ 2 880
则实现目标净利润则实现目标净利润$2 880$2 880的销售量的销售量

＝［＝［$12 000$12 000＋＋$2 880/$2 880/（（11－－40%40%）］）］÷÷$2$2
=8 400=8 400份份
即即8 4008 400份的销售量使税后利润为份的销售量使税后利润为$2 880$2 880，，
税前利润为税前利润为$4 800$4 800。。



举例举例

若若$4 800$4 800为税后目标利润，则目标销售量应为税后目标利润，则目标销售量应
增为增为10 00010 000份。份。

目标销售量目标销售量

＝［＝［$12 000$12 000＋＋$4 800/$4 800/（（11－－40%40%）］）］÷÷$2$2
=10 000=10 000份份



实现目标利润的其他因素实现目标利润的其他因素

x
TPab +

+=
的销售单价

实现目标利润

a
TPap +

−=
单位变动成本

实现目标利润的

TPxbp −−= ）（
的固定成本

实现目标利润



第四节第四节
本量利关系分析本量利关系分析



本节主要内容本节主要内容

一、因素变动对保本点的影响一、因素变动对保本点的影响

二、品种结构变动对保本点的影响二、品种结构变动对保本点的影响



因素变动对保本点的影响因素变动对保本点的影响

许多公司高度重视保本点，在竞争激烈的许多公司高度重视保本点，在竞争激烈的
市场中，由于提高销售比较困难，只有降市场中，由于提高销售比较困难，只有降
低保本点才能产生或增加利润。低保本点才能产生或增加利润。

11、销售价格单独变动、销售价格单独变动

提高产品售价，可以降低保本点。提高产品售价，可以降低保本点。

售价下降，导致保本点上升。售价下降，导致保本点上升。



举例举例

如前述例如前述例11，若单位售价从，若单位售价从$5$5降至降至$4.5$4.5，，
其他因素不变，则单位边际贡献从其他因素不变，则单位边际贡献从$2$2
降至降至$ 1.5$ 1.5，边际贡献率为，边际贡献率为33.3333.33％，从％，从

而导致保本销售量上升。而导致保本销售量上升。

保本销售量保本销售量=$12 000=$12 000÷÷$1.5 =8 000$1.5 =8 000份份
保本销售额保本销售额=8 000=8 000份×份×$4.5$4.5
或或=$12 000=$12 000÷÷33.3333.33％％ =$36 000                       =$36 000                       



举例举例

（例（例33）某公司生产和销售一种蛋糕。产）某公司生产和销售一种蛋糕。产
品的单位变动成本为品的单位变动成本为1.51.5元，当前销售价元，当前销售价
格为格为2.52.5元，固定成本每月元，固定成本每月2 6002 600元。在当元。在当
前的销售量下，企业每月利润为前的销售量下，企业每月利润为3 0003 000元。元。

企业的经理希望将销售价格提高到每块企业的经理希望将销售价格提高到每块
2.92.9元，但同时认为，价格的提高将减少元，但同时认为，价格的提高将减少
一些销售量。一些销售量。

要求：确定能够支持此涨价措施的最低要求：确定能够支持此涨价措施的最低
销售量。销售量。



能够支持涨价措施的最低销售量是必须能够支持涨价措施的最低销售量是必须
保持企业现有盈利规模的销售量。保持企业现有盈利规模的销售量。

当前单位边际贡献＝当前单位边际贡献＝2.52.5－－1.51.5＝＝11元元
当前销售量＝（当前销售量＝（2 6002 600＋＋3 0003 000））/1/1

＝＝5 6005 600块块
涨价后边际贡献＝涨价后边际贡献＝2.92.9－－1.51.5＝＝1.41.4元元
最低销售量＝（最低销售量＝（2 6002 600＋＋3 0003 000））/1.4/1.4

＝＝4 0004 000块块



举例举例

（例（例44）某公司生产和销售一种产品。产品）某公司生产和销售一种产品。产品
的单位变动成本为的单位变动成本为22元，每月固定成本为元，每月固定成本为15 15 
000000元。当前产品的销售价格为元。当前产品的销售价格为4.44.4元，销售元，销售
量为量为7 5007 500个。个。

企业的经理打算将销售价格降低到企业的经理打算将销售价格降低到44元，这元，这
样可提高销售量。样可提高销售量。

问：能够支持此降价措施的最低销售量至问：能够支持此降价措施的最低销售量至
少应达到多少？少应达到多少？



能够支持降价措施的最低销售量是必须能够支持降价措施的最低销售量是必须
保持企业现有盈利规模的销售量。保持企业现有盈利规模的销售量。

当前单位边际贡献＝当前单位边际贡献＝4.44.4－－22＝＝2.42.4元元
当前利润＝当前利润＝2.42.4××7 5007 500－－15 00015 000

＝＝3 0003 000元元
降价后边际贡献＝降价后边际贡献＝44－－22＝＝22元元
最低销售量＝（最低销售量＝（15 00015 000＋＋3 0003 000））/2/2

＝＝9 0009 000个个



因素变动对保本点的影响因素变动对保本点的影响

22、单位变动成本单独变动、单位变动成本单独变动

单位变动成本降低，保本点下降；单位变动成本降低，保本点下降；

单位变动成本上升，保本点上升。单位变动成本上升，保本点上升。

33、固定成本单独变动、固定成本单独变动

固定成本下降，保本点下降；固定成本下降，保本点下降；

固定成本增加，保本点上升。固定成本增加，保本点上升。



举例举例

（例（例55）某公司生产和销售一种产品。产）某公司生产和销售一种产品。产
品的单位变动成本为品的单位变动成本为1212元，当前销售价格元，当前销售价格
为为2020元，固定成本为每年元，固定成本为每年304 000304 000元。当元。当
前的生产和销售量为前的生产和销售量为39 00039 000个。个。

公司正在考虑提高销售量的措施。为了将公司正在考虑提高销售量的措施。为了将
生产和销售量提高到生产和销售量提高到40 00040 000个以上，公司个以上，公司
需要租用一台设备，年租金为需要租用一台设备，年租金为36 00036 000元。元。



要求：要求：

计算当前的年度利润和保本点，以及租计算当前的年度利润和保本点，以及租
用设备后新的保本点；用设备后新的保本点；

如果租用设备，计算为维持现有利润企如果租用设备，计算为维持现有利润企
业应达到的产销量。业应达到的产销量。

当前的单位边际贡献＝当前的单位边际贡献＝2020－－1212＝＝88元元
当前利润＝当前利润＝88××39 00039 000－－304 000304 000＝＝8 0008 000元元
当前保本点＝当前保本点＝304 000/8=38 000304 000/8=38 000个个



租用设备后，固定成本达到租用设备后，固定成本达到340 000340 000元元
新的保本点＝新的保本点＝340 000/8=42 500340 000/8=42 500个个

租用设备后，为维持现有利润应达到的租用设备后，为维持现有利润应达到的
产销量：产销量：

产销量＝（产销量＝（340 000340 000＋＋8 0008 000））/8/8
＝＝43 50043 500个个



品种结构变动对保本点的影响品种结构变动对保本点的影响

由于销售比重会影响到加权边际贡献率，由于销售比重会影响到加权边际贡献率，
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企业应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企业应
积极采取措施，努力提高边际贡献率水平积极采取措施，努力提高边际贡献率水平
较高的产品的销售比重，降低边际贡献率较高的产品的销售比重，降低边际贡献率
水平较低的产品的销售比重，从而提高企水平较低的产品的销售比重，从而提高企
业的加权边际贡献率，达到降低整个企业业的加权边际贡献率，达到降低整个企业
保本额的目的。保本额的目的。



如前述例如前述例22，假设实际销售量达到总预算，假设实际销售量达到总预算
销售量销售量375 000375 000个，但只销售个，但只销售50 00050 000个背个背
包。包。

实际利润实际利润
皮夹子（皮夹子（WW）） 背包（背包（KK）） 合合 计计

销售量销售量 325 000          50 000          375 000325 000          50 000          375 000
销售额销售额 $2 600 000      $250 000     $2 850 000$2 600 000      $250 000     $2 850 000
变动成本变动成本 2 275 0002 275 000 150 000150 000 2 425 0002 425 000
边际贡献边际贡献 $325 000$325 000 $100 000$100 000 $425 000$425 000
固定成本固定成本 180 000180 000
利润利润 $245 000$245 000



品种结构变动对保本点的影响品种结构变动对保本点的影响

可见，销售品种组合的变化导致未实现可见，销售品种组合的变化导致未实现
预算预算$270 000$270 000的利润，而是的利润，而是$245 000$245 000。。
原因：边际贡献率低的皮夹子原因：边际贡献率低的皮夹子WW（（0.1250.125））
销售上升，而边际贡献率高的背包销售上升，而边际贡献率高的背包KK
（（0.40.4））销售下降，导致加权边际贡献率销售下降，导致加权边际贡献率
下降，综合保本销售额上升，从而使利下降，综合保本销售额上升，从而使利
润下降。润下降。

若其他因素不变，获利能力大的产品比若其他因素不变，获利能力大的产品比
例越大，利润就越多。例越大，利润就越多。



第五节第五节
利润敏感性分析利润敏感性分析



本节主要内容本节主要内容

一、敏感性分析的目的一、敏感性分析的目的

二、利润敏感性分析假定二、利润敏感性分析假定

三、敏感系数的计算三、敏感系数的计算

四、利润敏感系数的应用四、利润敏感系数的应用

五、经营风险和经营杠杆五、经营风险和经营杠杆



敏感性分析的目的敏感性分析的目的

敏感性分析（敏感性分析（sensibility analysissensibility analysis））是一种是一种

““如果怎么如果怎么————就会怎么样就会怎么样””的分析技术。的分析技术。

敏感性分析研究的是当决策模型中的期望敏感性分析研究的是当决策模型中的期望
值遇到重要因素的数据发生变化时，将会值遇到重要因素的数据发生变化时，将会
产生怎样的影响。产生怎样的影响。



敏感性分析的目的敏感性分析的目的

利润敏感性分析就是研究当制约利润的有利润敏感性分析就是研究当制约利润的有
关因素发生变化时，会对利润产生何种影关因素发生变化时，会对利润产生何种影
响的一种定量分析方法。响的一种定量分析方法。

利润敏感性分析的目的：利润敏感性分析的目的：

各个因素变化对利润影响的敏感程度；各个因素变化对利润影响的敏感程度；

各因素如何变动才能保证目标利润的实各因素如何变动才能保证目标利润的实
现。现。



利润敏感性分析假定利润敏感性分析假定

11、有限因素假定、有限因素假定

仅考虑销售单价、单位变仅考虑销售单价、单位变
动成本、销售量和固定成动成本、销售量和固定成
本四个因素。本四个因素。

22、单独变动假定、单独变动假定

33、利润增长假定、利润增长假定

44、同一变动幅度假定（、同一变动幅度假定（1%1%））



敏感系数的计算敏感系数的计算

销售单价、单位变动成本、销售量、固定销售单价、单位变动成本、销售量、固定
成本等因素的变化，都会引起利润的变化，成本等因素的变化，都会引起利润的变化，
但利润对其敏感程度是不同的。但利润对其敏感程度是不同的。

有些因素有较小的变化也会引起利润的较有些因素有较小的变化也会引起利润的较
大变化，这些因素称为强敏感性因素。大变化，这些因素称为强敏感性因素。

有些因素虽有较大变化，但对利润的影响有些因素虽有较大变化，但对利润的影响
却不大，这些因素称为弱敏感性因素。却不大，这些因素称为弱敏感性因素。

测定利润敏感程度的指标称敏感系数。测定利润敏感程度的指标称敏感系数。



敏感系数的计算敏感系数的计算

%1P
P

%1
P/PS

×
∆

=
∆

==
某因素变动百分比

利润变动百分比
）（

敏感系数

某因素的

其中，其中，PP为计划期的预期利润。为计划期的预期利润。

四个因素的顺序依次为：四个因素的顺序依次为：pp、、b b 、、xx、、aa；；编编
号为：号为：11、、22、、33、、44

11、单价增长、单价增长1%1%
ΔΔP=pxP=px··1%  1%  则：则：



敏感系数的计算敏感系数的计算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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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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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单位变动成本降低、单位变动成本降低1%1%
ΔΔP=bxP=bx··1%  1%  则：则：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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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
%1bx

%1P
PS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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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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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敏感系数

单位变动成本



敏感系数的计算敏感系数的计算

33、销售量增长、销售量增长1%1%
ΔΔP=P=（（pp－－bb））xx··1%=Tcm1%=Tcm××1%  1%  则：则：

P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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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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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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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系数的计算敏感系数的计算

44、固定成本降低、固定成本降低1%1%
ΔΔP=aP=a··1%  1%  则：则：

P
a

%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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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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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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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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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敏感系数

固定成本



举例举例

（例（例66）某公司下一年度计划生产）某公司下一年度计划生产AA产品，产品，
预计销售量为预计销售量为8 0008 000件，单价为件，单价为100100元，单位元，单位
变动成本为变动成本为8080元，固定成本为元，固定成本为100000100000元，元，

预计全年利润为：预计全年利润为：

PP＝（＝（100100－－8080）×）×8 0008 000－－100 000100 000
＝＝60 00060 000元元

各因素敏感系数计算如下表各因素敏感系数计算如下表



各因素敏感系数的计算各因素敏感系数的计算

因  素 变动程

度（%）
相关预算数据 预算

利润 
敏感系数

单价(p) ＋1 px＝100×8 000 
  ＝800 000 

S1＝13.33 

单位变动

成本(b) 
－１ bx＝80×8 000 

  ＝640 000 
S2＝10.67 

销 售 量
(x) ＋１ Tcm＝20×8 000

   ＝160 000 
S3＝2.67 

固定成本
(a) 

－１    a＝100 000 

60 000

S4＝1.67 

 



敏感系数的规律敏感系数的规律

各因素对利润敏感程度的排序为：各因素对利润敏感程度的排序为：

SS11>S>S22>S>S33>S>S44 ，，此时此时b>0.5pb>0.5p；；
若若b< 0.5p b< 0.5p ，，则则SS11> S> S33> S> S22 >S>S44等等

排序规律为：排序规律为：

（（11）价格的敏感系数总是最高；）价格的敏感系数总是最高；

（（22））SS11－－SS22＝＝SS33

（（33））SS33－－SS44＝＝11



利润敏感系数的应用利润敏感系数的应用

因素变动对利润影响程度的预测分析因素变动对利润影响程度的预测分析

11、某一因素单独变动、某一因素单独变动

设某因素变动百分比为设某因素变动百分比为RR，，则则

SR

R

⋅±=

×±=′
敏感系数

该因素

动百分比

该因素变
）（

的利润变动百分比

某因素变动导致



如上例，假定预计单价会上升如上例，假定预计单价会上升5%5%，则利，则利
润变动百分比为：润变动百分比为：

RR''＝＋＝＋5%5%××13.3313.33＝＋＝＋66.65%66.65%
利润将变为利润将变为PP''＝＝60 00060 000×（×（11＋＋66.65%66.65%））

＝＝100 000100 000元元
假定预计单位变动成本将会上升假定预计单位变动成本将会上升5%5%，则，则
利润变动百分比为：利润变动百分比为：

RR''＝－＝－5%5%××10.6710.67＝－＝－53.35%53.35%
利润将变为利润将变为PP''＝＝60 00060 000×（×（11－－53.35%53.35%））

＝＝28 00028 000元元



实务中，为了能直观了解各因素的敏感实务中，为了能直观了解各因素的敏感
程度，通常编制敏感分析表进行分析。程度，通常编制敏感分析表进行分析。

因素变动敏感分析表因素变动敏感分析表

因素变动 ＋10% ＋5% 0 －5% －10%
 

利     润    变    动 

单价 140 000 100 000 60 000 20 000 －20 000 
单位变动

成本 －4 000 28 000 60 000 92 000 124 000 

销售量 76 000 68 000 60 000 52 000 44 000 

固定成本 50 000 55 000 60 000 65 000 70 000 
 



22、多因素同时变动、多因素同时变动

RR''＝（＝（RR11＋＋RR33＋＋RR11··RR33））··SS11－（－（RR22＋＋RR33
＋＋

RR22··RR33））··SS22－－RR44··SS44

如前例，假定预计因素会发生如下变化：如前例，假定预计因素会发生如下变化：
单价下降单价下降5%5%，单位变动成本下降，单位变动成本下降7.5%7.5%，，
销售量上升销售量上升50%50%，固定成本上升，固定成本上升20%20%。。

则：则：RR''＝＝120%120%
利润将变为利润将变为PP''＝＝60 00060 000×（×（11＋＋120%120%））

＝＝132 000132 000元元



利润敏感系数的应用利润敏感系数的应用

为实现目标利润应采取的单项措施为实现目标利润应采取的单项措施

如果预计利润变动百分比为如果预计利润变动百分比为R'R'，，则则

如前例，假定该公司将目标利润提高到如前例，假定该公司将目标利润提高到80 80 
000000元，问各因素应如何变动才能保证新目元，问各因素应如何变动才能保证新目
标利润的实现？标利润的实现？

S
RR
′

±=±=
该因素敏感系数

目标利润变动百分比
）（

动百分比

某因素变



RR''＝（＝（80 00080 000－－60 00060 000））/60 000/60 000＝＋＝＋33.33%33.33%
RR１１＝＋＝＋33.33%/13.3333.33%/13.33＝＋＝＋2.5%2.5%　　　　

售价＝售价＝100100×（×（11＋＋2.5%2.5%）＝）＝102.5102.5元元
RR２２＝－＝－33.33%/10.6733.33%/10.67＝－＝－3.125%   3.125%   

单位变动成本单位变动成本＝＝8080×（×（11－－3.125%3.125%）＝）＝77.577.5元元
RR３３＝＋＝＋33.33%/2.6733.33%/2.67＝＋＝＋12.5%12.5%

销售量＝销售量＝8 0008 000×（×（11＋＋12.5%12.5%）＝）＝9 0009 000件件
RR４４＝－＝－33.33%/1.6733.33%/1.67＝－＝－20%  20%  

固定成本＝固定成本＝100 000100 000×（×（11－－20%20%）＝）＝80 00080 000元元



利润敏感系数的应用利润敏感系数的应用

若将目标利润降为零，即目标利润变动百若将目标利润降为零，即目标利润变动百
分比为－分比为－100%100%，则可计算出确保企业不亏，则可计算出确保企业不亏
损的各因素变动的极限，这对判断企业经损的各因素变动的极限，这对判断企业经
营风险十分必要。营风险十分必要。

令令R'R'＝－＝－100%100%，，则：则：

RR１１＝－＝－100%/13.33100%/13.33＝－＝－7.5%7.5%
最低售价＝最低售价＝92.592.5元元



利润敏感系数的应用利润敏感系数的应用

RR２２＝－（－＝－（－100%100%））/10.67/10.67＝＋＝＋9.37%9.37%
最高单位变动成本＝最高单位变动成本＝87.587.5元元
RR３３＝－＝－100%/2.67100%/2.67＝－＝－37.5%   37.5%   
最低销售量＝最低销售量＝5 0005 000件件
RR４４＝－（－＝－（－100%100%））/1.67/1.67＝＋＝＋60%60%
最高固定成本＝最高固定成本＝160 000160 000元元



经营风险和经营杠杆经营风险和经营杠杆

经营风险（经营风险（Business riskBusiness risk））又称商业风险又称商业风险

是指企业未使用债务融资时，公司息税是指企业未使用债务融资时，公司息税
前利润的不确定性。前利润的不确定性。

经营风险是由公司的投资决策所决定的，经营风险是由公司的投资决策所决定的，
即公司的资产结构决定其所面临的经营风即公司的资产结构决定其所面临的经营风
险的大小。险的大小。



影响经营风险的因素影响经营风险的因素

产品需求的变化产品需求的变化

市场竞争程度的变化市场竞争程度的变化

产品售价的变化产品售价的变化

投入成本的变化投入成本的变化

企业资产规模和发展前景企业资产规模和发展前景

固定成本的大小固定成本的大小————经营杠杆作用经营杠杆作用



经营杠杆作用经营杠杆作用

经营杠杆对经营风险的影响最为综合。经营杠杆对经营风险的影响最为综合。

经营杠杆（经营杠杆（Operating leverageOperating leverage））作用作用::
指由于存在固定成本，导致利润变动百分指由于存在固定成本，导致利润变动百分
比大于销售变动百分比，此现象称为经营比大于销售变动百分比，此现象称为经营
杠杆作用。杠杆作用。



经营杠杆度（系数）经营杠杆度（系数）

衡量经营杠杆的指标称经营杠杆度衡量经营杠杆的指标称经营杠杆度
（（Degree of operating leverageDegree of operating leverage，，DOLDOL），），

或称经营杠杆系数。或称经营杠杆系数。

即利润变动百分比与销售变动百分比之比即利润变动百分比与销售变动百分比之比
率。公式为：率。公式为：

S/S
P/PDOL

∆
∆

==
销售变动百分比

利润变动百分比



经营杠杆度（系数）经营杠杆度（系数）

P
TcmDOL ==

预期利润

预期边际贡献

可见，只要有固定成本，则可见，只要有固定成本，则Tcm>PTcm>P，，
DOLDOL恒大于恒大于11。而且，固定成本越大，。而且，固定成本越大，
DOLDOL也越大。也越大。



经营杠杆系数的作用经营杠杆系数的作用

11、可以反映企业的经营风险、可以反映企业的经营风险

DOLDOL越大，销售量很小的变化会带来营业越大，销售量很小的变化会带来营业
利润的很大变化，从而给企业带来更大的利润的很大变化，从而给企业带来更大的
经营风险。经营风险。

22、预测销售变动对利润的影响、预测销售变动对利润的影响
利润变动利润变动百分比百分比＝销售变动百分比＝销售变动百分比××DOLDOL

33、、预测为实现目标利润的销售变动预测为实现目标利润的销售变动
销售变动百分比＝销售变动百分比＝利润变动百分比利润变动百分比//DOLDOL



举例举例

（例（例77）有甲乙两个企业，甲企业经营杠杆）有甲乙两个企业，甲企业经营杠杆

系数较高，乙企业较低。甲企业固定成本系数较高，乙企业较低。甲企业固定成本
为为14 00014 000元，产品单位变动成本为元，产品单位变动成本为0.100.10元；元；
乙企业固定成本为乙企业固定成本为2 0002 000元，单位变动成本元，单位变动成本
为为0.250.25元。两个企业预期销售量均为元。两个企业预期销售量均为80 00080 000
个单位，售价为个单位，售价为0.300.30元。在这个销售水平上，元。在这个销售水平上，
两个企业都有利润两个企业都有利润2 0002 000元元



利润利润==（（0.300.30－－0.100.10）×）×80 00080 000－－14 00014 000
==（（0.300.30－－0.250.25）×）×80 00080 000－－2 0002 000
=2 000=2 000元元

计算两个企业的计算两个企业的DOLDOL：：

甲企业甲企业DOLDOL
==（（0.300.30－－0.100.10）×）×80 00080 000÷÷2 000=8        2 000=8        
乙企业乙企业DOLDOL
==（（0.300.30－－0.250.25）×）×80 00080 000÷÷2 000=2    2 000=2    



假定销售量上升到假定销售量上升到90 00090 000个单位，则销售个单位，则销售
变动率提高变动率提高12.5%12.5%（（10 00010 000÷÷80 00080 000）。）。

甲企业利润上升甲企业利润上升=12.5%=12.5%××8=1008=100％％
新的利润新的利润=2 000=2 000×（×（1+100%1+100%））=4 000=4 000元元
乙企业利润上升乙企业利润上升=12.5%=12.5%××2=25%2=25%
新的利润新的利润=2 000=2 000×（×（1+25%1+25%））=2 500=2 500元元
可见，当销售上升，可见，当销售上升，DOLDOL高的甲企业利高的甲企业利
润增长更大。润增长更大。



假定销售量下降到假定销售量下降到70 00070 000个单位，则销售个单位，则销售
变动率降低变动率降低12.5%12.5%（（10 00010 000÷÷80 00080 000））

甲企业利润下降甲企业利润下降= = －－12.5%12.5%××8=8=－－100%100%
新的利润新的利润=2 000=2 000×（×（11－－100%100%））=0=0元元
乙企业利润下降乙企业利润下降==－－12.5%12.5%××2=2=－－25%25%
新的利润新的利润=2 000=2 000×（×（11－－25%25%））=1 500=1 500元元
可见，当销售下降，可见，当销售下降，DOLDOL高的甲企业利高的甲企业利
润降为润降为00，而乙企业还有，而乙企业还有1 5001 500元的利润。元的利润。



降低降低DOLDOL的途径的途径

（（11）降低固定成本）降低固定成本

降低固定成本，不但可以降低降低固定成本，不但可以降低DOLDOL，，从从
而降低企业经营风险，还可降低保本点，而降低企业经营风险，还可降低保本点，
提高企业的利润。提高企业的利润。

（（22）增加销售量）增加销售量

DOLDOL随销售量呈反方向变动。销售量水随销售量呈反方向变动。销售量水
平越高，平越高，DOLDOL越小，经营风险也越小。越小，经营风险也越小。
因此，增加销售量不仅可以增加利润，因此，增加销售量不仅可以增加利润，
还能减轻企业所面临的经营风险。还能减轻企业所面临的经营风险。



第六节第六节
本量利分析在决策中的本量利分析在决策中的

应用应用



比较两种成本进行选择的决策比较两种成本进行选择的决策

前提：方案没有收入，只有成本。前提：方案没有收入，只有成本。

计算成本无差别点计算成本无差别点（（cost indifference pointcost indifference point））
使各备选方案相关总成本相等时的业务量。使各备选方案相关总成本相等时的业务量。

此法要考虑每个方案的相关变动成本和相此法要考虑每个方案的相关变动成本和相
关固定成本，且方案之间的相关单位变动关固定成本，且方案之间的相关单位变动
成本和相关固定成本水平恰好相互矛盾：成本和相关固定成本水平恰好相互矛盾：
即即aa11>a>a22，，bb11<b<b22



成本无差别点的计算成本无差别点的计算

两方案相关总成本相等时：两方案相关总成本相等时：

aa11＋＋bb11xx＝＝aa22＋＋bb22xx

12

21

bb
aa

−
−

==
单位变动成本之差

固定成本之差

业务量

成本无差别点



成本无差别点业务量图成本无差别点业务量图

aa22+b+b22xx

aa11+b+b11xx
aa11

aa22

xx0                                        0                                        业务量业务量



举例举例

零部件自制或外购的决策零部件自制或外购的决策

（例（例88）某公司若自制某种零件，其单位变）某公司若自制某种零件，其单位变
动成本为动成本为2020元，每年相关固定成本为元，每年相关固定成本为12 00012 000
元；如外购，每件买价为元；如外购，每件买价为3030元。问何种情元。问何种情

况下是自制还是外购？况下是自制还是外购？

自制为方案一，则自制为方案一，则aa11＝＝12 00012 000，，bb11＝＝2020
外购为方案二，则外购为方案二，则aa22＝＝00，，bb22＝＝3030



举例举例

成本无差别点业务量＝成本无差别点业务量＝12 000/12 000/（（3030－－2020））
＝＝1 2001 200件件

当零件年需要量当零件年需要量<1 200<1 200件时，外购件时，外购

当零件年需要量当零件年需要量>1 200>1 200件时，自制件时，自制



外购外购

自制自制

1 200                       1 200                       



举例举例

设备租赁的决策设备租赁的决策

企业所需的某种设备可采用经营租赁的方企业所需的某种设备可采用经营租赁的方
式取得，但出租人对收取租金的方式可能式取得，但出租人对收取租金的方式可能
有不同规定。有不同规定。



举例举例

（例（例99）某公司打算从外部租入一台专用设）某公司打算从外部租入一台专用设
备，现有两出租人可供选择。备，现有两出租人可供选择。

出租人甲收取租金的条件是：年固定租金出租人甲收取租金的条件是：年固定租金
10 00010 000元，再加年销售收入的元，再加年销售收入的2%2%的变动租的变动租
金；出租人乙的条件是：年固定租金金；出租人乙的条件是：年固定租金2 0002 000
元，再加年销售收入的元，再加年销售收入的6%6%的变动租金。的变动租金。

问：应选择哪个出租人？问：应选择哪个出租人？



关键：计算两方案成本无差别点的销售关键：计算两方案成本无差别点的销售
收入。收入。

设支付甲、乙的总租金分别为设支付甲、乙的总租金分别为YY11、、YY22

则：则： YY11 =10 000+2%X=10 000+2%X
YY22 =2 000+6%X=2 000+6%X

解方程解方程 X=200 000X=200 000元元
即如果预计年销售收入小于即如果预计年销售收入小于200 000200 000元，元，
选择从乙出租人租入设备；如果预计年选择从乙出租人租入设备；如果预计年
销售收入大于销售收入大于200 000200 000元，选择从甲出租元，选择从甲出租
人租入设备。人租入设备。



本量利分析的优缺点本量利分析的优缺点

本量利分析的优点本量利分析的优点

数学计算简单，可作出迅速的估计。数学计算简单，可作出迅速的估计。

在假设前提下，可方便地分析价格、成在假设前提下，可方便地分析价格、成
本、业务量变动对利润的影响。本、业务量变动对利润的影响。

本量利分析的缺点：本量利分析的缺点：

假设前提过于简单化，只能在相关范围假设前提过于简单化，只能在相关范围
内有效。内有效。

保本图只适用于单一产品。保本图只适用于单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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