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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讲 预算管理的编制方法与程序

第一节 预算管理概述

一、预算的特征和作用

特征 与企业的战略目标一致，并具有数量化和可执行性两大特征

作用
使企业经营达到预期目标；可以实现企业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可以

作为业绩考核的重要依据

【例题 1·多选题】预算是对未来活动的细致、周密安排，是未来经营活动的依据，其最主

要的特征是（ ）。

A.数量化 B.可执行性 C.一致性 D.系统性

【答案】AB

【解析】预算具有两个特征：首先，预算与企业的战略或目标保持一致；其次，预算是数量

化的并具有可执行性。其中，数量化和可执行性是预算最主要的特征。所以本题正确选项为

AB。

二、预算的分类与预算体系

内容的不同

经营预算（业务预

算）

包括销售预算、生产预算、采购预算、费

用预算、人力资源预算等。
辅助预算或

分预算
专门决策预算 包括融资决策预算（资本支出预算）

财务预算 资金预算；预计利润表；预计资产负债表 总预算

覆盖期限不同
长期预算

一年为限
短期预算

【提示】总预算即为财务预算，和全面预算并不是同一概念。

两者的关系是：全面预算包含了财务预算，财务预算是全面预算体系的最后环节，它是从价

值方面总括地反映企业业务预算与专门决策预算的结果，故亦称为总预算，在整个全面预算

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例题 2·多选题】下列各项中通常属于短期预算的有（ ）。

A.经营预算 B.专门决策预算 C.资金预算 D.预计利润表

【答案】ACD

【解析】通常将预算期在 1 年以上的预算称为长期预算，预算期在 1 年以内（含 1年）的预



老会计，用心传递温度 第三章 预算管理

第 2 页 共 7 页

算称为短期预算。一般情况下，经营预算和财务预算多为 1 年期的短期预算，其中财务预算

包括资金预算和预计财务报表，而预计利润表属于预计财务报表，因此选项 ACD 都属于短期

预算。专门决策预算通常跨越多个年度，因而属于长期预算。

【结论 1】预算编制的起点是销售预算，终点是预计资产负债表。

【结论 2】生产预算只涉及到实物量指标，而不涉及到价值量指标，也就是说，生产预算的

重点在于下达生产数量的指令，不会涉及到具体的金额。

【结论 3】产品成本预算虽然涉及到价值量指标，但不涉及现金的流入与流出。

【结论 4】专门决策预算虽然属于长期预算，但仍会影响短期预算。

【例题 3·单选题】整个预算的起点，并且也是其他预算编制基础的预算是（ ）。

A.生产预算 B.销售预算 C.直接材料预算 D.预计资产负债表

【答案】B

【解析】销售预算是整个预算的编制起点，并且也是其他预算的编制基础。

【例题 4·多选题】下列关于财务预算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

A.财务预算多为长期预算

B.财务预算又被称为总预算

C.财务预算是全面预算体系的最后环节

D.财务预算主要包括资金预算和预计财务报表

【答案】BCD

【解析】一般情况下，企业的经营预算和财务预算多为 1年期的短期预算，所以选项 A的表

述不正确。

三、预算管理的原则

战略导向
围绕企业的战略目标和业务计划有序开展，引导各预算责任主体聚焦战

略、专注执行、达成绩效

过程控制
通过及时监控、分析等把握预算目标的实现进度并实施有效评价， 对企

业经营决策提供有效支撑

融合性
以业务为先导、以财务为协同， 将预算管理嵌入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各

个领域、层次、环节

平衡管理
平衡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收入与支出、结果与

动因等关系， 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权变性 刚性与柔性相结合， 强调预算对经营管理的刚性约束， 又可根据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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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重大变化调整预算， 并针对例外事项进行特殊处理

四、预算工作的组织

决策层 董事会（类似机构）负总责

管理层
预算委员会（财务管

理部门）

审批预算制度、政策， 审议预算草案， 监控考核执行情

况

考核层 财务管理部门
跟踪管理， 监督执行， 找出差异， 分析原因， 提出意

见与建议

执行层
企业职能部门（基层

单位）

本部门（或单位）涉及的预算编制、执行、分析，配合平

衡、协调、分析、控制与考核。

【例题 5·判断题】企业财务管理部门应当定期组织预算审计，纠正预算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监督作用，维护预算管理的严肃性。（ ）

【答案】错

【解析】企业预算委员会应当定期组织预算审计，纠正预算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充分发挥内

部审计的监督作用，维护预算管理的严肃性。

第二节 预算的编制方法与程序

【知识点 1】增量预算与零基预算

方法 原理 优缺点

增量预

算法

以历史期经济活动及预算为基础，

结合预测期的经济活动及其他因

素，对历史期项目及金额进行调整

缺点：可能导致无效费用开支项目无法得到

有效控制，形成不必要开支合理化，造成预

算上的浪费

零基预

算法

以零为起点，从实际需要出发分析

预算期经济活动的合理性，经综合

平衡形成预算

优点：不受历史期数据影响，可根据内外环

境变化进行分析，更贴合企业实际；增加编

制预算透明度，有利于控制预算。

缺点：工作量大，成本高；受管理水平及预

测准确度影响

【提示 1】增量预算法基于如下假设企业现有业务活动是合理的；企业现有各项业务的开支

水平是合理的；故以现有业务活动和各项活动的开支水平，确定预算期各项活动的预算数。

【提示 2】零基预算法打破了上述假设，一切以零为基础编制，所以摆脱了历史数据的束缚。

【例题】某企业上年的制造费用为 50000 元，考虑到本年生产任务增大 10%，按增量预算法

编制计划年度的制造费用预算。

计划年度制造费用预算＝50000×（1＋10%）＝55000（元）

【例题 6·单选题】下列各项中，属于增量预算法缺点的是（ ）。

A.可比性差

B.可能使无效费用无法控制

C.适应性差

D.编制工作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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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解析】增量预算法的缺陷是可能导致无效费用开支无法得到有效控制，使得不必要开支合

理化，造成预算上的浪费。

【知识点 2】固定预算与弹性预算

一、固定预算与弹性预算的编制思路

方法 原理 优缺点

固 定 预

算法

又称静态预算法，是指以预算期内正常

的、最可实现的某一业务量水平为固定

基础，不考虑可能发生的变动的预算编

制方法

缺点：

（1）适应性差；

（2）可比性差

弹 性 预

算法

又称动态预算法，是指企业在分析业务

量与预算项目之间数量依存关系的基础

上，分别确定不同业务量及其相应预算

项目所消耗资源的预算编制方法

优点：考虑了预算期可能的不同业务量

水平，贴近企业经营管理实际情况。

缺点：编制工作量大；市场及其变动趋

势预测的准确性、预算项目与业务量之

间依存关系的判断水平等会对弹性预

算的合理性造成较大影响

【提示】业务量是指产量、销售量、作业量等与预算项目相关的弹性变量

二、弹性预算的编制方法

（一）公式法

要求按成本与业务量之间的线性假定。将企业各项目成本总额分解为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两

部分。

y＝a＋bx

【例题】某企业制造费用中的修理费用与修理工时密切相关。经测算，预算期修理费用中的

固定修理费用为 3000 元，单位工时的变动修理费用为 2 元；预计预算期的修理工时为 3500

小时。运用公式法，测算预算期的修理费用总额为：

3000＋2×3500＝10000（元）。

【例题】A企业经过分析得出某种产品的制造费用与人工工时密切相关，采用公式法编制的

制造费用预算如下表所示。

业务量范围 420～660（人工工时）

费用项目 固定费用（元/月） 变动费用（元/人工工时）

运输费用 0.20

电力费用 1.00

材料费用 0.10

修理费用 85* 0.85

油料费用 108 0.20

折旧费用 300

人工费用 100

合计 593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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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当业务量超过 600 工时后，固定费用将由 85 元上升为 185 元

y＝a＋bx

（二）列表法

是在预计的业务量范围内将业务量分为若干个水平，然后按不同的业务量水平编制预算。

【例题】A 企业采用列表法编制的 2012 年 6 月制造费用预算如下表所示。

业务量（直接人工工时） 420 480 540 600 660

占正常生产能力百分比 70% 80% 90% 100% 110%

变动成本：

运输费用（b＝0.2） 84 96 108 120 132

电力费用（b＝1.0） 420 480 540 600 660

材料费用（b＝0.1） 42 48 54 60 66

合计 546 624 702 780 858

混合成本：

修理费用 442 493 544 595 746

油料费用 192 204 216 228 240

合计 634 697 760 823 986

固定成本：

折旧费用 300 300 300 300 300

人工费用 100 100 100 100 100

合计 400 400 400 400 400

总计 1580 1721 1862 2003 2244

公式法
优点：可比性和适应性强，编制预算的工作量相对较小。缺点：工作量大

【提示】模型建立费牛劲，后续工作很轻松

列表法
直接、简便。计算麻烦

【提示】相近容易精确难

【例题 7·单选题】下列各项预算的编制方法中，基于一系列可预见的业务量水平编制的、

能适应多种情况的预算是（ ）。

A.弹性预算法 B.固定预算法 C.增量预算法 D.零基预算法

【答案】A

【解析】弹性预算法又称动态预算法，是指企业在分析业务量与预算项目之间数量依存关系

的基础上，分别确定不同业务量及其相应预算项目所消耗资源的预算编制方法。弹性预算考

虑了预算期可能的不同业务量水平，更贴近企业经营管理实际情况。所以选项 A是答案。

【例题 8·单选题】企业按弹性预算法编制费用预算，直接人工工时为 10 万小时时，变动

成本为 60 万元，固定成本为 30 万元，总成本费用为 90 万元；如果直接人工工时达到 12

万小时，则总成本费用为（ ）万元。

A.96 B.108 C.102 D.90

【答案】C

【解析】由公式法 Y＝a＋bx，可知 90＝30＋b×10，得 b＝6，即 Y＝30＋6x，将直接人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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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12 万代入公式，得总成本费用＝30＋6×12＝102（万元）。

【知识点 3】定期预算与滚动预算

一、定期预算的编制方法

以不变的固定的会计期间（如日历年度）作为预算期的一种编制预算的方法。

二、滚动预算的编制方法

将预算期与会计期间脱离开，随着预算的执行不断地补充预算，逐期向后滚动，使预算期始

终保持为一个固定长度（如 1年）

【提示 1】滚动预算可分为中期滚动预算（周期通常 3-5 年， 以年为滚动频率）和短期滚

动预算。

【提示 2】对未来的了解程度具有对近期把握较大，对远期的预计把握较小的特征。

三、优缺点

方法 优缺点

定期预算法

优点：使预算期间与会计期间相对应，有利于实际和预算比较，有利于分

析评价。

缺点：缺乏长远打算，导致一些短期行为的出现

滚动预算法

优点： 动态反映市场、建立跨期综合平衡， 有效指导企业营运； 强化预

算的决策与控制职能。

缺点： 工作量大； 增加管理层的不稳定感

【例题 9·单选题】可以保持预算的连续性，并能克服传统定期预算缺点的预算方法是（ ）。

A.弹性预算法 B.零基预算法 C.滚动预算法 D.固定预算法

【答案】C

【解析】运用滚动预算法编制预算，使预算期间依时间顺序向后滚动，能够保持预算的持续

性，有利于结合企业近期目标和长期目标，考虑未来业务活动；使预算随时间的推进不断加

以调整和修订，能使预算与实际情况更加适应，有利于充分发挥预算的指导和控制作用。

【专题】预算的编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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