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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预算管理

考情分析

本章是重要章节，从历年考试情况来看，本章主要以客观题和计算分析题的形式考核，最近

3年平均考分 8分左右，预测 2023 年分数在 8 分左右。

2022 教材变动讲解

1.新增：固定预算法的优点是编制相对简单，也容易使管理者理解

2.微调公式：“预计采购量=生产需要量+期末存量-期初存量”改为“预计材料采购量=生产

需要量+期末材料存量-期初材料存量”

章节框架导图

第一节 预算管理概述

【知识点 1】预算的特征与作用

1.预算的含义

预算是企业在预测、决策的基础上，用数量和金额以表格的形式反映企业未来一定时期内经

营、投资、筹资等活动的具体计划，是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对各种资源和企业活动所作的详细

安排。

2.预算特征

（1）与企业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

（2）预算是数量化的并具有可执行性。

3.预算作用

（1）预算通过规划、控制和引导经济活动，使企业经营达到预期目标；

（2）预算可以实现企业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

（3）预算是业绩考核的重要依据。

【知识点 2】预算的分类和体系

预算管理

预算的编制方法与程序

预算编制

预算的执行与考核

预算管理概述

特征与作用

分类与体系

概念和原则

工作组织

编制方法

编制程序

经营预算

专门决策预算

财务预算

执行

分析与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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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照

预

算

内

容

分

类

经营预算

专门决策预算

财务预算

销售预算、生产预算、、采购预算、费

用预算、人力资源预算等

期

限

不

同

长期预算

短期预算

>1年

<或=1年

融资决策预算（资本支出）

预算

资金预算、预计利润表、预计

资产负债表

辅助

预算

或分

预算

总预算

【名词解释】

（1）经营预算：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直接相关的经营业务的各种预算

（2）专门决策预算是指企业不经常发生的、一次性的重要决策预算，特点是投资时间长。

（3）财务预算，也称总预算，是指企业在计划期内反映有关预计现金收支、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的预算，主要包括现金预算和预计财务报表。

（4）总预算和全面预算不是同一含义，预算的整体环节是全面预算，而总预算是预算体

系的最后环节。

【多选题】（2022 年）下列各项中，属于总预算内容的有（ ）。

A.管理费用预算

B.预计利润表

C.生产预算

D.资金预算

【答案】BD

【解析】财务预算也称为总预算，包括资金预算、预计利润表和预计资产负债表。

【知识点 3】预算管理的原则

战略导向、过程控制、融合性、平衡管理、权变性（内外环境）

【知识点 4】预算工作的组织

决策层 董事会及类似机构 总负责

管理

层、考

核层

预算管理委员会或

财务管理部门

拟定预算目标、政策、制定具体措施办法、审议、平衡

预算方案，下达预算，协调解决预算编制；考核、督促

完成目标

财务管理部门
跟踪管理，监督执行情况，分析差异原因，剔除意见和

建议

执行层 具体职能部门
本部门涉及的预算编制、执行、分析、配合平衡、协调、

分析、控制与考核



老会计-用心传递温度

第 3 页 共 21 页

第二节 预算的编制方法与程序

企业全面预算的构成内容比较复杂，编制预算需要采用适当的方法。方法包括(对比记忆)

（1）增量预算法与零基预算法

（2）固定预算法与弹性预算法

（3）定期预算法与滚动预算法

【知识点 1】增量预算法与零基预算法

按其出发点的特征不同，预算编制方法可分为增量预算法和零基预算法。

（一）增量预算法

增

量

预

算

法

原理

指以历史期实际经济活动及其预算为基础，结合预算期经济活动及相关影响

因素的变动情况，通过调整历史期经济活动项目及金额形成预算的预算编制

方法。增量预算法以过去的费用发生水平为基础，主张不需在预算内容上作

较大的调整。

假设

（1）企业现有业务活动是合理的，不需要进行调整；

（2）企业现有各项业务的开支水平是合理的，在预算期予以保持；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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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点 较零基预算法简单，工作量小

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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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基预算法

零

基

预

算

法

原理

（1）企业不以历史期经济活动及其预算为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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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预算的预算编制方法。

（2）适用的程序：明确预算编制标准、制定业务计划、编制预算草案、审定

预算方案。

优点

（1）不受历史期经济活动中的不合理因素影响，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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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有助于增加预算编制透明度，有利于进行预算控制

缺点
（1）预算编制工作量较大、成本较高；

（2）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受企业管理水平和相关数据标准准确性影响较大

【判断题】（2021 年）与增量预算法相比，采用零基预算法编制预算的工作量较大、成本较

高。（ ）

【答案】√

【解析】零基预算的缺点主要体现在:一是预算编制工作量较大、成本较高;二是预算编制的

准确性受企业管理水平和相关数据标准准确性影响较大。

【知识点 2】固定预算法与弹性预算法

按其业务量基础的数量特征不同，可分为固定预算法和弹性预算法。

（一）固定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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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定

预

算

法

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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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编制方法。

优点 编制相对简单，也容易使管理者理解

缺点

（1）适应性差，不论预算期内业务量水平实际可能发生哪些变动，都只按事

先确定的某一业务量水平作为编制预算的基础

（2）可比性差，当实际的业务量与编制预算所依据的业务量发生较大差异时，

有关预算指标的实际数与预算数就会因业务量基础不同而失去可比性。

（二）弹性预算法

1.基本概念及优缺点

弹

性

预

算

法

原理

弹性预算法又称动态预算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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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贴近企业经营管理实际情况

缺点

（1）编制工作量大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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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弹性预算法又进一步分为公式法和列表法两种具体方法：

（1）公式法

公式法是运用总成本性态模型，将企业各项成本总额分解成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两部分

根据成本性态，成本与业务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可用公式表示：

Y=a+bx

预算总成本=预算固定成本额+预算单位变动成本额*预算业务量

【教材例题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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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费用预算（公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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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当业务量超过 600 工时后，修理费中的固定费用将由 85 元上升为 185 元

本例中，按公式法编制的制造费用预算如下：

业务量为 420～600 人工工时：y＝593＋2.35X，例如，业务量为 500 人工工时的制造费用预

算为 593＋2.35×500＝17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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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量为 601～660 人工工时：y＝693＋2.35X，即固定修理费用预算增加 100 元，例如，业

务量为 650 人工工时的制造费用预算为 693＋2.35×650＝2220.5（元）。

公式法的优缺点：

优点
便于在一定范围内计算任何业务量的预算成本，可比性和适应性强，编制预算的工作

量相对较小

缺点
按公式进行成本分解比较麻烦；对每个费用子项目甚至细目逐一进行成本分解，工作

量很大；阶梯成本和曲线成本只能用数学方法修正为直线

（2）列表法

列表法是指企业通过列表的方式，在业务量范围内依据已划分出的若干各不同登记，分别计

算并列示该预算项目与业务量相关的不同可能预算方案的方法。

【教材例题 3-3】前述 A企业采用列表法编制的制造费用预算如下：

制造费用预算（列表法）

业务量（直接人工工时）（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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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40 960 1080 1200 1320

电力费用（b＝10） 4200 4800 5400 6000 6600

材料费用（b＝1） 420 480 540 600 660

合计 5460 6240 7020 7800 8580

混合成本：

修理费用 4420 4930 5440 5950 7460

油料费用 1920 2040 2160 2280 2400

合计 6340 6970 7600 8230 9860

固定成本：

折旧费用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人工费用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合计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总计 15800 17210 18620 20030 22440

已知修理费用在业务量为 480 工时下的预算额为 4930 元；

在业务量为 540 工时下的预算额为 5440 元；

则实际业务量 500 工时下的修理费用预算额 X

采用插值法计算如下：

解得：X＝5100（元）

油料费用在 480 小时和 540 小时分别为 2040 元和 2160 元，用插值法计算 500 小时，应为

2080 元。

可见，

500 小时预算成本=变动成本+混合成本+固定成本

=（2*500+10*500+1*500）+（5100+2080）+（3000+1000）=176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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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法优缺点

优点
不必经过计算即可找到与业务量相近的预算成本；混合成本中的阶梯成本和曲线成本，

可按总成本性态模型计算填列，不必用数学方法修正为近似的直线成本

缺点 往往需要使用插值法计算“实际业务量的预算成本”，比较麻烦

【多选题】（2022 年）某公司采用弹性预算法编制制造费用预算，制造费用与工时密切相关，

若业务量为 500 工时，制造费用预算为 18000 元，若业务量为 300 工时，制造费用预算为

15000 元。则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有（ ）。

A.若业务量为 0，则制造费用为 0

B.若业务量为 320 工时，则制造费用为 15300 元

C.制造费用中固定部分为 10500 元

D.单位变动制造费用预算为 15 元/工时

【答案】BCD

【解析】单位变动制造费用预算＝（18000－15000）/（500－300）＝15（元/工时），制造

费用中固定部分＝15000－300×15＝10500（元），若业务量为 0，则制造费用为 10500 元，

若业务量为 320 工时，则制造费用＝10500＋320×15＝15300（元）。

【知识点 3】定期预算法与滚动预算法

编制预算的方法按其预算期的时间特征不同，可分为定期预算法和滚动预算法两大类

（一）定期预算法

原理思路 以固定会计期间作为预算期的一种编制预算的方法

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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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利于对预

算执行情况进行分析和评价。

缺点 使管理人员只考虑剩下时间的业务量，缺乏长远打算，导致短期行为的出现

（二）滚动预算法

1.基本思路和优缺点

原理思路

滚动预算法是指企业根据上一期预算，执行情况和新的预测结果，按既定的预

算编制周期和滚动频率，对原有的预算方案进行调整和补充、逐期滚动、持续

推进的预算编制方法

优点
通过持续滚动预算编制、实现动态反应市场、建立跨期综合平衡，从而有效指

导企业营运，强化预算的决策与控制职能。

缺点
（1）预算滚动的频率越高，对预算沟通的要求越高，预算编制的工作量越大；

（2）过高的滚动频率容易增加管理层的不稳定感，导致预算执行者无所适从。

2.分类

采用滚动预算法编制预算，按照滚动的时间单位不同，分为中期滚动预算（周期为 3-5 年，

并以年为滚动频率）和短期滚动预算（逐月或逐季滚动）。

（1）逐月滚动

逐月滚动是指在预算编制过程中，以月份为预算的编制和滚动单位，每个月调整一次预算的

方法。按照逐月滚动方式编制的预算比较精确，但工作量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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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逐季滚动

逐季滚动是指在预算编制过程中，以季度为预算的编制和滚动单位，每个季度调整一次预算

的方法。逐季滚动编制的预算比逐月滚动的工作量小，但精确度较差。

2019.1.1 3.31 2020.3.3112.319.306.30

（3）混合滚动

混合滚动是指在预算编制过程中，同时以月份和季度作为预算的编制和滚动单位的方法。

逐月滚动 逐季滚动

混合滚动

【提示】混合滚动预算是对未来了解程度中，近期把握较大，远期的预计把握较小的特征，

则近期逐月滚动，远期逐季滚动。

【单选题】（2015 年）随着预算执行不断补充预算，但始终保持一个固定预算期长度的预算

编制方法是（ ）。

A.滚动预算法

B.弹性预算法

C.零基预算法

D.定期预算法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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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滚动预算法是企业根据上一期预算执行情况和新的预测结果，按既定的预算编制周

期和滚动频率，对原有的预算方案进行调整和补充、逐期滚动、持续推进的预算编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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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预算编制

预算编制整体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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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成本预算

销售管理费用

预算

经

营

预

算

专门

决策

预算

分预算（辅

助预算）

资金预算

预计利润表

预计资产负债表

总预算

财

务

预

算

【知识点 1】经营预算的编制

（一）销售预算

销售预算是整个预算的编制起点，其他预算的编制都已销售预算作为基础。

主要内容：销量、单价和销售收入

编制基础：在销售预测的基础上根据销售计划编制。

销售收入=销售单价*销售数量

当期销售现金流入量

权责发生制

收付实现制

【教材表格 3-5】假定 M 公司每季度销售收入，当季收现 60%，下季收现 40%。M 公司当年销

售预算如下：

销售预算 金额单位：元

季度 一 二 三 四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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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销售量（件） 1000 1500 2000 1800 6300

预计单位售价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销售收入 2800000 4200000 5600000 5040000 17640000

预计现金收入

上年应收账款 620000 620000

第 1 季度（销货 2800000） 1680000 1120000 2800000

第 2 季度（销货 4200000） 2520000 1680000 4200000

第 3 季度（销货 5600000） 3360000 2240000 5600000

第 4 季度（销货 5040000） 3024000 3024000

现金收入合计 2300000 3640000 5040000 5264000 16244000

全年销售收入：17640000（元）

年末应收账款：5040000×40%＝2016000（元）

【单选题】（2020 年）某企业各季度销售收入有 70%于本季度收到现金，30%于下季度收到

现金。已知 2019 年年末应收账款余额为 600 万元，2020 年第一季度预计销售收入 1500

万元，则 2020 年第一季度预计现金收入为（ ）万元。

A.1230

B.2100

C.1050

D.1650

【答案】D

【解析】2020 年第一季度预计现金收入＝2019 年末应收账款＋第一季度销售收入在当期收

现额＝600＋1500×70%＝1650（万元）

（二）生产预算

编制基础：在销售预算的基础上编制

问题：生产量=销售量

【答案】生产量≠销售量，因为还要考虑企业期初产成品的库存和本期末产成品的存货量。

主要内容：销售量、期初和期末产成品存货、生产量。

成本预算中只涉及实物量指标，不涉及价值量指标。（必考点）

公式：

预计期末产成品存货=下季度销售量*百分比%

预计期初产成品存货=上季度期末产成品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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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表格 3-6】M 公司预计，年初产成品存货为 100 件，年末留存 200 件，预算年度内各

季度的期末产成品存货数量为下季度预计销售量的 10%。依据上述资料，在 M 公司销售预算

基础上，编制 M公司今年分季度的生产预算如下：

生产预算 单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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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 一 二 三 四 全年

预计销售量 1000 1500 2000 1800 6300

加：预计期末产成品存货 150 200 180 200 200

合计 1150 1700 2180 2000 6500

减：预计期初产成品存货 100 150 200 180 100

预计生产量 1050 1550 1980 1820 6400

【单选题】（2020 年）企业每季度预计期末产成品存货为下一季度预计销售量的 10%，已知

第二季度预计销售量为 2000 件，第三季度预计销售量为 2200 件，则第二季度产成品预计

产量为（ ）件。

A.2000

B.2200

C.2020

D.2220

【答案】C

【解析】第二季度期初产成品存货＝2000×10%＝200（件），第二季度期末产成品存货＝2200

×10%＝220（件），第二季度产成品预计产量＝预计销售量＋预计期末产成品存货－预计期

初产成品存货＝2000＋220－200＝2020（件）。

（三）直接材料预算

（1）编制基础：直接材料预算以生产预算为基础编制，同时要考虑原材料存货水平。

（2）主要内容：材料的单位产品用量、生产需用量、期初和期末存量、材料采购量。通常

还包括预计现金支出。

（3）公式：

期初数＋本期增加数（采购量）－本期减少数（生产需用量）＝期末数

预计材料采购量=生产需要量+期末材料存量-期初材料存量

其中：生产需用量＝预计生产量×单位产品材料用量。“预计生产量”来自生产预算，“单位

产品材料用量”来自标准成本资料或消耗定额资料。

【教材表格 3-7】M 公司预计材料采购金额（货款）的 50%在本季度内付清，50%在下季度付

清，期末材料存量按下期生产需用量的 20%确定。材料的年初存量为 3000 千克，年末存量

为 4000 千克。依据上述资料，在生产预算的基础上，编制 M 公司直接材料预算如下：

直接材料预算

季度 一 二 三 四 全年

预计生产量（件） 1050 1550 1980 1820 6400

单位产品材料用量（千克/件） 10 10 10 10 10

生产需用量（千克） 10500 15500 19800 18200 64000

加：预计材料期末存量（千克） 3100 3960 3640 4000 4000

减：预计材料期初存量（千克） 3000 3100 3960 3640 3000

预计材料采购量（千克） 10600 16360 19480 18560 65000

单价（元/千克） 80 80 80 8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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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采购金额（元） 848000 1308800 1558400 1484800 5200000

预计现金支出

上年应付账款 235000 235000

第一季度（采购 848000 元） 424000 424000 848000

第二季度（采购 1308800 元） 654400 654400 1308800

第三季度（采购 1558400 元） 779200 779200 1558400

第四季度（采购 1484800 元） 742400 742400

现金支出合计 659000 1078400 1433600 1521600 4692600

预计年末材料存货额＝4000×80＝320000（元）

预计年末应付账款＝1484800×50%＝742400（元）

【单选题】（2017 年）某企业 2017 年度预计生产某产品 1000 件，单位产品耗用材料 15 千

克，该材料期初存量为 1000 千克，预计期末存量为 3000 千克，则全年预计采购量为（ ）

千克。

A.16000

B.17000

C.15000

D.18000

【答案】B

【解析】全年预计采购量＝预计生产需要量＋期末材料存量－期初材料存量＝预计生产量

×单位产品消耗量＋期末材料存量－期初材料存量＝1000×15＋3000－1000＝17000（千

克）。

（四）直接人工预算

（1）编制基础：以生产预算为编制依据

（2）公式：

人工总工时＝预计产量×单位产品工时

人工总成本＝人工总工时×每小时人工成本

【教材表格 3-8】M 公司的单位产品工时为 10 小时/件，每小时人工成本为 60 元/小时，在

生产预算基础上，可编制 M 公司本年度直接人工预算如下：

直接人工预算

季度 一 二 三 四 全年

预计生产量（件） 1050 1550 1980 1820 6400

单位产品工时（小时/件） 10 10 10 10 10

人工总工时 10500 15500 19800 18200 64000

每小时人工成本（元/小时） 60 60 60 60 60

人工总成本（元） 630000 930000 1188000 1092000 3840000

（五）制造费用预算

（1）编制基础：变动制造费用预算以生产预算为依据来编制，固定制造费用预算通常与本

期产量无关，按实际需要的支付额预计。



老会计-用心传递温度

第 13 页 共 21 页

（2）制造费用预计现金支出=制造费用预算总额-非付现成本（折旧/摊销）

【教材表格 3-9】M 公司本年度制造费用预算编制如下： 制造费用预算 单位：元

季度 一 二 三 四 全年

变动制造费用：

预计生产量（件） 1050 1550 1980 1820 6400

间接人工（20 元/件） 21000 31000 39600 36400 128000

间接材料（15 元/件） 15750 23250 29700 27300 96000

修理费（20 元/件） 21000 31000 39600 36400 128000

水电费（10 元/件） 10500 15500 19800 18200 64000

小计 68250 100750 128700 118300 416000

固定制造费用：

修理费 10000 11400 15000 15000 51400

折旧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400000

管理人员工资 119000 131000 110000 110000 470000

保险费 15500 17100 19000 27000 78600

财产税 6000 6000 6000 6000 24000

小计 250500 265500 250000 258000 1024000

合计 318750 366250 378700 376300 1440000

减：折旧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400000

现金支出 218750 266250 278700 276300 1040000

为便于以后编制产品成本预算，需要计算小时费用率：

变动制造费用小时费用率＝416000/64000＝6.5（元/小时）

固定制造费用小时费用率＝1024000/64000＝16（元/小时）

64000 小时是例题 3-8 中计算得出的数值。为了便于以后编制资金预算，需要预计现金支出。

制造费用中，除折旧费外都需支付现金，所以，根据每个季度制造费用数额扣除折旧费后，

即可得出“现金支出的费用”。

【单选题】（2019 年）某公司 2019 年第四季度预算生产量为 100 万件，单位变动制造费用

为 3 元/件，固定制造费用总额为 10 万元（含折旧费 2 万元），除折旧费外，其余均为付现

费用，则 2019 年第四季度制造费用的现金支出预算为（ ）万元。

A.308

B.312

C.288

D.292

【答案】A

【解析】制造费用的现金支出预算＝3×100＋（10－2）＝308（万元）

（六）产品成本预算

（1）编制基础：销售预算、生产预算、直接材料预算、直接人工预算、制造费用预算的汇

总。

（2）主要内容：产品的单位成本、产品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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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表格 3-10】M 公司今年的产品成本预算如下：

项目

单位成本
生产成本

（6400 件）

期末存货

（200 件）

销货成本

（6300 件）
单价

（元/千克或小时）

单耗

（千克或小时）

成本

（元）

直接材料 80 10 千克 800 5120000 160000 5040000

直接人工 60 10 小时 600 3840000 120000 3780000

变动制造费用 6.5 10 小时 65 416000 13000 409500

固定制造费用 16 10 小时 160 1024000 32000 1008000

合计 1625 10400000 325000 10237500

【多选题】（2019 年）全面预算体系中，编制产品成本预算的依据包括（ ）。

A.制造费用预算

B.直接材料预算

C.直接人工预算

D.生产预算

【答案】ABCD

【解析】产品成本预算是销售预算、生产预算、直接材料预算、直接人工预算和制造费用预

算的汇总。

（七）销售及管理费用预算

（1）编制基础：销售费用预算：以销售预算为基础，根据费用计划编制；

管理费用预算：多属于固定成本预算，以过去实际开支为基础，按预算期

的可预见变化来调整。

（2）公式：销售及管理费用预计现金支出＝销售及管理费用预算总额－折旧及摊销费用

【教材表格 3-11】M 公司今年的销售及管理费用预算如下：

项 目 金 额

销售费用：

销售人员工资 300000

广告费 550000

包装、运输费 300000

保管费 270000

折旧 100000

管理费用：

管理人员薪金 400000

福利费 80000

保险费 60000

办公费 140000

折旧 150000

合计 2350000

减：折旧 250000

每季度支付现金（2100000÷4） 5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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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选题】（2018 年）下列预算中，需要以生产预算为基础编制的有（ ）。

A.直接人工预算

B.制造费用预算

C.管理费用预算

D.销售费用预算

【答案】AB

【解析】销售费用预算，是指为了实现销售预算所需支付的费用预算。它以销售预算为基础，

不以生产预算为基础编制；管理费用多属于固定成本，所以，管理费用预算一般是以过去的

实际开支为基础，按预算期的可预见变化来调整，不以生产预算为基础编制。

【知识点 2】专门决策预算的编制

（1）编制基础：项目财务可行性分析资料、企业筹资决策资料；

（2）主要内容：主要是长期投资预算（资本支出预算），与项目投资决策相关，往往涉及长

期建设项目的资金投放与筹集，并经常跨越多个年度；

（3）要点：反映项目资金投资支出与筹资计划，是编制现金预算和预计资产负债表的依据。

【教材表格 3-12】M 公司今年的专门决策预算如下：

专门决策预算表 单位：元

项目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全年

投资支出预算 5000000 — — 7000000 12000000

借入长期借款 3000000 — — 7000000 10000000

【知识点 3】财务预算的编制

（一）资金预算

（1）编制基础：资金预算以经营预算与专门决策预算为依据编制的，专门反映预算期内预

计现金收入与现金支出，以及为满足理想现金余额而进行筹资或归还借款等的预算。

（2）资金预算可以提供使用现金、现金支出、现金余缺、现金筹措与运用四部分构成。

期初现金余额 + 现金收入 - 现金支出 = 现金余缺

可供使用现金 余 缺

现金筹措与运用

期末现金余额

【提示 1】现金收入指销售预算中的经营现金收入；

【提示 2】现金支出包括预算期的各项现金支出，包括经营性支出和资本支出。

（1）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销售及管理费用——来自于经营预算；

（2）购买设备、厂房建设等——来自于长期投资预算；

【提示 3】现金筹措与运用

（1）现金余缺为负，表明现金不足，需要筹措现金，可以出售有价证券或借入短期借款。

（2）现金余缺为正，表明现金多余，需要运用现金，可以偿还短期借款或购入有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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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利息本金应在现金筹措中体现。

【教材例题】M 公司理想的现金余额是 300000 元，资金不足可取得短期借款，借款额必须

是 100000 元的整数倍；借款利息按季支付，假设新增借款发生在季度的期初，归还借款发

生在季度的期末（如果需要归还借款，先归还短期借款，归还的数额为 10000 元的整数倍）。

M公司上年末的长期借款余额为 12000000 元。今年的资金预算如下表所示：

季 度 一 二 三 四 全年

期初现金余额 800000 319750 302600 306300 800000

加：现金收入（销售预算） 2300000 3640000 50400005264000 16244000

可供使用现金 3100000 3959750 53426005570300 17044000

减：现金支出

直接材料（直接材料预算） 659000 1078400 14336001521600 4692600

直接人工（直接人工预算） 630000 930000 11880001092000 3840000

制造费用（制造费用预算） 218750 266250 278700 276300 1040000

销售及管理费用（销售及管理费用预算） 525000 525000 525000 525000 2100000

所得税费用（专门预算） 150000 100000 230000 220000 700000

购买设备（专门决策预算） 5000000 7000000 12000000

股利（专门预算） 950000 950000

现金支出合计 7182750 2899650 365530011584900 25322600

现金余缺 －4082750 1060100 1687300－6014600 -8278600

现金筹措与运用

借入长期借款（专门决策预算） 3000000 7000000 10000000

取得短期借款 1900000 1900000

归还短期借款 260000 890000 1150000

短期借款利息（年利率 10%） 47500 47500 41000 18750 154750

长期借款利息（年利率 12%） 450000 450000 450000 660000 2010000

期末现金余额 319750 302600 306300 306650 306650

已知条件：（1）M 公司上年末的长期借款余额为 12000000 元

（2）M 公司理想的现金余额是 300000 元

（3）借款额必须是 100000 元的整数倍，归还的数额为 10000 元的整数倍

【解析】具体思路：表中可以直接填列的数字先填列，其余的数字分析后填列。

表中有关数据分析如下：

（1）1-3 季度每季度长期借款利息＝（12000000＋3000000）×12%/4 = 450 000（元）

第 4季度长期借款利息＝（12000000＋3000000＋7000000）×12%/4＝660000（元）

（2）第 1 季度“取得短期借款”与“短期借款利息”

假设第 1季度“取得短期借款”为 A，则第 1季度“短期借款利息”为 A×10%/4，

则：－4082750＋3000000＋A－450000－A×10%/4≥300000

解得：A≥1879743.6（元），按 100000 元的整数倍取整为 1900000 元，则“短期借款利息”为

1900000×10%/4＝47500（元）

（3）第 2 季度“归还短期借款”，假设第 2 季度“归还短期借款”为 B，则：

1060100－450000－47500－B≥300000

解得：B≤262600（元），按 10000 元的整数倍取整为 26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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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 3 季度“归还短期借款”，假设第 3季度“归还短期借款”为 C，

则：1687300－450000－（1900000-260000）×10%/4－C≥300000

解得：C≤896300（元），按 10000 元的整数倍取整为 890000 元。

（5）第 4 季度“短期借款利息”，（1900000－260000-890000）×10%/4＝18750（元）

此时，－6014600＋7000000－18750－660000＝306650（元），刚刚超过理想现金余额，既不

需要借入款项，也无法按 10000 元整数倍偿还短期借款，因此第 4季度末现金余额即为

306650 元。

【教材例题】M 公司理想的现金余额是 300000 元，资金不足可取得短期借款，借款额必须

是 100000 元的整数倍；借款利息按季支付，假设新增借款发生在季度的期初，归还借款发

生在季度的期末（如果需要归还借款，先归还短期借款，归还的数额为 10000 元的整数倍）。

M公司上年末的长期借款余额为 12000000 元。今年的资金预算如下表所示：

季 度 一 二 三 四 全年

期初现金余额 800000 319750 302600 306300 800000

加：现金收入（销售预算） 2300000 364000050400005264000 16244000

可供使用现金 3100000 395975053426005570300 17044000

减：现金支出

直接材料（直接材料预算） 659000 107840014336001521600 4692600

直接人工（直接人工预算） 630000 930000 11880001092000 3840000

制造费用（制造费用预算） 218750 266250 278700 276300 1040000

销售及管理费用（销售及管理费用预算）525000 525000 525000 525000 2100000

所得税费用（专门预算） 150000 100000 230000 220000 700000

购买设备（专门决策预算） 5000000 7000000 12000000

股利（专门预算） 950000 950000

现金支出合计 7182750 2899650365530011584900 25322600

现金余缺
－

4082750
10601001687300

－

6014600
-8278600

现金筹措与运用

借入长期借款（专门决策预算） 3000000 7000000 10000000

取得短期借款 1900000 1900000

归还短期借款 260000 890000 1150000

短期借款利息（年利率 10%） 47500 47500 41000 18750 154750

长期借款利息（年利率 12%） 450000 450000 450000 660000 2010000

期末现金余额 319750 302600 306300 306650 306650

已知条件：（1）M 公司上年末的长期借款余额为 12000000 元

（2）M公司理想的现金余额是 300000 元

（3）借款额必须是 100000 元的整数倍，归还的数额为 10000 元的整数倍

【解析】具体思路：表中可以直接填列的数字先填列，其余的数字分析后填列。

表中有关数据分析如下：

（1）1-3 季度每季度长期借款利息＝（12000000＋3000000） ×12%/4 = 450 000（元）

第 4 季度长期借款利息＝（12000000＋3000000＋7000000）×12%/4＝66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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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 1 季度“取得短期借款”与“短期借款利息”

假设第 1 季度“取得短期借款”为 A，则第 1 季度“短期借款利息”为 A×10%/4，

则： －4082750＋3000000＋A－450000－A×10%/4≥300000

解得：A≥1879743.6（元），按 100000 元的整数倍取整为 1900000 元，则“短期借款利息”

为 1900000×10%/4＝47500（元）

（3）第 2 季度“归还短期借款”，假设第 2季度“归还短期借款”为 B，则：

1060100－450000－47500－B≥300000

解得：B≤262600（元），按 10000 元的整数倍取整为 260000 元。

（4）第 3 季度“归还短期借款”，假设第 3季度“归还短期借款”为 C，

则：1687300－450000－（1900000-260000）×10%/4－C≥300000

解得：C≤896300（元），按 10000 元的整数倍取整为 890000 元。

（5）第 4 季度“短期借款利息”， （1900000－260000-890000）×10%/4＝18750（元）

此时，－6014600＋7000000－18750－660000＝306650（元），刚刚超过理想现金余额，

既不需要借入款项，也无法按 10000 元整数倍偿还短期借款，因此第 4 季度末现金余额即

为 306650 元。

（二）预计利润表的编制和预计资产负债表编制

（1）编制基础：经营预算、专门决策预算、资金预算

（2）编制顺序：先编制预计利润表，之后编制资产负债表。

（3）资产负债表是全面预算的终点

【多选题】（2015 年）下列各项预算中，与编制利润表预算直接相关的有（ ）。

A.销售预算

B.生产预算

C.产品成本预算

D.销售及管理费用预算

【答案】ACD

【解析】利润表中“销售收入”项目的数据来自销售收入预算；“销售成本”项目的数据来

自产品成本预算；“销售及管理费用”项目的数据来自销售及管理费用预算，所以选项 A、C、

D正确。生产预算只涉及实物量指标，不涉及价值量指标，所以生产预算与利润表预算的编

制不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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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预算的执行与考核

【知识点】预算的执行

企业预算一经批复下达，各预算执行单位就必须认真组织实施，将预算指标层层分解，从横

向到纵向落实到内部各部门，各单位、各环节和各岗位，形成全方位的预算执行责任体系。

预算执行一般按照预算控制、预算调整等程序进行。

1.预算调整

年度预算经批准后，原则上不作调整。企业应在制度中严格明确预算调整的条件、主体、权

限和程序等事宜，当内外战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突发重大事件等，导致预算编制的基本假

设发生重大变化时,可进行预算调整。

【多选题】（2016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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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预算经批准后，原则上不作调整。企业应在制度中严格明确预算调整的条件、

主体、权限和程序等事宜，当内外战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突发重大事件等，导致预算编制

的基本假设发生重大变化时,可进行预算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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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预算管理概述

预算的特征与作用

预算的分类与体系

预算管理的概念和原则

数量化和可执行性

战略导向原则

过程控制原则

融合性原则

平衡管理原则

权变性原则

预算管理工作的组织

决策层（董事会）

管理考核层（预算委员会和财务部门）

执行层（各职能部门、基层单位）

内容分类

指标覆盖的时间分类

经营预算

专门决策预算

财务预算

短期预算

长期预算

预算的编制方法与程序

编制方法

预算的编制程序

零基与增量

固定与弹性

定期与滚动

预算编制

经营预算的编制

专门决策预算的编制

财务预算的编制

销售预算

生产预算

直接人工预算

直接材料预算

制造费用预算

产品成本预算

销售及管理费用预算

长期投资预算（资本支出）

资金预算

预计利润表的编制

预计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全面预算的终点)

预算的执行与考核
预算的执行

预算的分析与考核

预算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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