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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预算管理
【知识点一】预算管理概述

1. 预算的特征：（1）与企业战略或目标保持一致；

（2）数量化、可执行性。数量化和可执行性是最主要的特征。

2.预算的分类与预算体系

【例题 1·单选题】下列各项中，综合性较强的预算是（ ）。

A.销售预算

B.材料采购预算

C.资金预算

D.资本支出预算

【答案】C

【解析】财务预算是综合性较强的预算，财务预算又包括资金预算和预计财务报表。

3. 预算工作的组织

1）董事会：对企业预算的管理工作负总责

2）预算管理委员会或财务管理部门：①拟定预算目标、政策，制定预算管理的具体措施和

办法；②审议、平衡预算方案，组织下达预算；③协调解决预算编制和执行中的问题；④组

织审计、考核预算的执行情况。

3）财务管理部门：具体负责企业预算的跟踪管理，监督预算的执行情况，分析预算与实际

执行的差异及原因，提出改进管理的意见与建议

【例题 2·单选题】在讨论、调整的基础上，应编制企业年度预算草案，提交董事会或经理

办公会审议批准的是（ ）。

A.董事会

B.财务管理部门

C.预算管理委员会

D.职工工会

【答案】B

【解析】在讨论、调整的基础上，企业财务管理部门正式编制企业年度预算草案，提交董事

会或经理办公会审议批准。

资金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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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二】预算的编制方法

（一）增量预算与零基预算——预算编制基础不同（是否考虑基期成本费用水平）

1.增量预算：以历史期实际经济活动及其预算为基础，可能导致无效费用开支无法得到有效

控制。

2.零基预算：不以历史期经济活动及其预算为基础。

适用性 各项预算的编制，特别是不经常发生或预算编制基础变化较大的预算项目

优点
灵活应对内外环境的变化，预算编制更贴近预算期企业经济活动需要；有助于增

加预算编制透明度，有利于进行预算控制

缺点 工作量较大、成本较高；准确性受企业管理水平和相关数据标准准确性影响较大

【例题 3·单选题】下列预算编制方法中，可能导致无效费用开支项目无法得到有效控制的

是（ ）。

A.增量预算 B.弹性预算 C.滚动预算 D.零基预算

【答案】A

【解析】增量预算的缺陷是导致无效费用开支项目无法得到有效控制，选项 A 是答案。

【例题 4·多选题】与增量预算法相比，关于零基预算法的表述正确的是（ ）

A.有助于降低预算编制的工作量

B.更适用于预算编制基础变化较大的预算项目

C.更能够灵活应对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

D.以历史期经营活动及其预算为基础编制

【答案】BC

（二）固定预算与弹性预算——业务量基础的数量特征不同

1.固定预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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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和可比性

差。

2.弹性预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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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适用范围：所有与业务量有关的预算，尤其是成本费用预算

2）选用一个最能代表生产经营活动水平的业务量计量单位，以及确定所采用的业务量范围

3）优缺点

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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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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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判断水平等会影响预算的合理性

4）编制方法：公式法、列表法（使用插值法计算“实际业务量的预算成本”）

【例题 5·单选题】某公司采用弹性预算法编制修理费预算，该修理费为混合成本，业务量

为 100 件时，费用预算为 5000 元；业务量为 200 件时，费用预算为 7000 元。则当业务量为

180 件时，修理费预算为（ ）

A.6600 元 B.6300 元 C.7200 元 D.9000 元

【答案】A

【解析】利用内插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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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6·单选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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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的预算编制方法是（ ）

A. 定期预算法 B.固定预算法 C.滚动预算法 D.弹性预算法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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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定期预算与滚动预算——预算期时间特征不同

1.定期预算：预算期间与会计期间相对应，便于将实际数与预算数进行对比；但容易导致短

期行为。

2.滚动预算：预算期与会计期间脱离开，随着预算的执行不断地补充和修订，保持为一个固

定长度；有利于保持预算的持续性，结合企业近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使预算与实际情况更相

适应。滚动预算分为中期滚动预算和短期滚动预算。

【例题 7·多选题】与传统定期预算方法相比，下列属于滚动预算方法特点的有（ ）。

A.预算期可以保持固定长度

B.有利于结合企业近期目标和长期目标，考虑未来业务活动

C.便于将实际数与预算数进行比较

D.有利于保持预算的持续性

【答案】ABD

【解析】滚动预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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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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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适应，有利于

充分发挥预算的指导和控制作用。定期预算法能使预算期间与会计期间相对应，便于将实际

数与预算数进行对比。

【知识点三】全面预算的编制

1.预算编制流程

2.经营预算编制要点

1）销售预算：全面预算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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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产预算

①预计生产量＝预计销售量＋预计期末产成品存货－预计期初产成品存货

②只涉及实物量指标，不涉及价值量指标，不直接为财务预算（资金预算、利润表预算、资

产负债表预算）提供资料。

3）直接材料预算

预计采购量＝生产需用量＋期末材料存量－期初材料存量

4）制造费用预算：变动制造费用预算以生产预算为基础编制，固定制造费用预算需要逐项

进行预计，通常与本期产量无关。

【例题 8·单选题】某公司要预估本年第二季度车间生产数量，现已知第一季度末的产成品

还有库存 150 件，预计第二季度能够销售 300 件，第二季度末产成品剩余 100 件，则预计第

二季度的生产量为（ ）件。

A.250 B.350 C.50 D.550

【答案】A

【解析】已知第一季度末为第二季度初，根据预计生产量=预计销售量+预计期末产成品存货

-预计期初产成品存货可知，第二季度的生产量=300+100-150=250（件）。

5）产品成本预算

①以销售预算、生产预算、直接材料预算、直接人工预算、制造费用预算为基础编制；

②是编制预计利润表和预计资产负债表的依据。

【例题 9·单选题】下列各项预算中，既是整个预算的起点，又是其他预算编制基础的是（ ）。

A.资金预算 B.销售预算 C.生产预算 D.资产负债表预算

【答案】B

【解析】销售预算是整个预算的编制起点，也是其他预算的编制基础。

【例题 10·单选题】企业在编制直接材料预算时，一般不需要考虑的项目是（ ）

A.预计期末存量 B.预计期初存量

C.预计生产成本 D.预计生产量

【答案】C

【解析】预计材料采购量=生产需要量+期末存量-期初存量，生产需用量=预计生产量×单位

产品材料耗用量，选项 A、B、D与直接材料预算的编制有关。预计生产成本需要以直接材料

预算的数据为依据，需要先编直接材料预算后预测产品生产成本，选项 C 错误。

3.财务预算编制要点

1）资金预算

①可供使用现金＝期初现金余额＋现金收入

②现金余缺＝可供使用现金－现金支出

③现金筹措与运用

现金余缺＜理想期末现金余额，表明现金不足，需要筹措现金，例如（期初）借入短期借款

或出售有价证券。

现金余缺＞理想期末现金余额，表明现金多余，需要运用现金，例如（期末）偿还短期借款

或购入有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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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期末现金余额＝现金余缺＋现金筹措－现金运用

【例题 11·多选题】下列关于资金预算表中各项目的关系式，不正确的有（ ）。

A.现金收入-现金支出=现金余缺

B.期初现金余额+现金收入-现金支出=现金余缺

C.现金余缺-现金筹措（现金不足时）=期末现金余额

D.现金余缺+现金运用（现金多余时）=期末现金余额

【答案】ACD

【解析】期初现金余额+现金收入-现金支出=现金余缺，所以选项 A 不正确；现金余缺+现金

筹措（现金不足时）=期末现金余额，现金余缺-现金运用（现金多余时）=期末现金余额，

所以选项 C、D 不正确。

【例题 12·单选题】某公司在编制资金预算时，期末现金余额要求不低于 10000 元，资金

不足则向银行借款，借款金额要求为 10000 元的整数倍。若“现金余缺”为-55000 元，则

应向银行借款的金额为（ ）元。

A.40000 元 B.70000 元 C.60000 元 D.50000 元

【答案】B

【解析】-55000+借款额≥10000，所以借款额≥65000 元，因为借款金额要求是 10000 元的整

数倍，所以应向银行借款的金额为 70000 元。

2）利润表预算

所得税费用通常不是根据“利润总额”和所得税税率计算，而是在利润规划时估计，并已列

入资金预算。

【提示】预计利润表编制内容包括销售收入、销售成本、毛利、销售及管理费用、利息、利

润总额、所得税费用、净利润等。

未分配利润在预计资产负债表中反映。

3）资产负债表预算——全面预算的终点

【例题 13·单选题】某公司预计计划年度期初应付账款余额为 200 万元，1 至 3 月份采购金

额分别为 500 万元、600 万元和 800 万元，每月的采购款当月支付 70%，次月支付 30%。预

计一季度现金支出额是（ ）。

A.2100 万元

B.1900 万元

C.1860 万元

D.1660 万元

【答案】C

【解析】第一季度现金支出额＝200＋500＋600＋800×70%＝1860（万元）。

【知识点四】预算的调整

1.预算执行单位在执行中由于市场环境、经营条件、政策法规等发生重大变化，致使预算的

编制基础不成立，或者将导致预算执行结果产生重大偏差，可以调整预算。

2.调整预算应由预算执行单位逐级向企业预算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

3.调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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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能偏离企业发展战略；

2）应当在经济上能够实现最优化；

3）重点是重要的、非正常的、不符合常规的关键性差异。

【例题 14·多选题】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可能导致预算调整的情形有（ ）。

A.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

B.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C.主要产品市场需求大幅下降

D.营改增导致公司税负大幅下降

【答案】ABCD

【解析】企业正式下达的预算，一般不予调整。预算执行单位在执行中由于市场环境、经营

条件、政策法规等发生重大变化，致使预算的编制基础不成立，或者将导致执行结果产生重

大偏差的，可以调整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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