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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主观题集训（五）

销售预测与产品价格制定、股利分配、财务比率计算、杜邦分析体系

1、某公司生产 A、B 两种产品，为了合理确定下年度经营计划和产品销售价格，进行相关事项讨

论。相关资料如下：

资料一：公司 A 产品销售量预测的相关资料如下（单位:吨）：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预测销售量 990 1000 1020 1030 1030 1040

实际销售量 945 1005 1035 1050 1020 1080

若样本期为 3 期，平滑指数为 0.4，公司拟采用修正的移动平均法和指数平滑法的平均值预测 2022

年 A 产品的销售量，并以此确定产品销售价格。2022 年公司税前目标利润总额为 100 万元，完全

成本总额为 1010200 元。

资料二：公司 B 产品年设计生产能力为 20 000 件，2022 年计划生产 18 000 件，预计单位变动成

本为 200 元，计划期的固定成本总额为 500 000 元。该产品适用的消费税税率为 5%，预计成本利

润率为 20%。

资料三：公司接到 B 产品的一个额外订单，意向订购量为 2000 件，订单价格为 240 元/件，要求

2022 年内完工。

要求：

（1）根据资料一，预测 2022 年 A 产品销售量，并测算 A 产品要实现目标利润的销售单价；

（2）根据资料一，如果 A 产品消费税税率为 5%，运用保本点定价法测算的 A 产品的价格；

（3）根据资料二，运用全部成本费用加成定价法测算 B产品的单价；

（4）根据资料二、资料三，作出是否接受 B 产品额外订单的决策；

（5）根据资料二，如果 2022 年 B 产品的税后目标利润为 200 万元，所得税税率 25%,销售单价为

300元，假设不考虑消费税，计算B产品盈亏平衡销售额和实现税后目标利润的销售量(保留整数)。

【答案】

(1) ①移动平均数=(1050＋1020+1080)/3=1050(吨)

修正的移动平均数预测 A 产品销售量=1050+(1050—1040)=1060(吨)

指数平滑法预测 A 产品销售量一 0.4×1080＋(1 一 0.4)×1040=1056(吨)

预测的 A 产品销售量=(1060 十 1056)/2=1058(吨)

②实现目标利润的销售单价：

令：p×1058-1010200=1000000

解得：A 产品的销售价格 p=1900（元)

(2）保本点定价法

令：p×1058-1010200—p×1058×5%=0

解得：A 产品的销售价格 p=1005.07（元)

(3）全部成本费用加成定价法

令：p×18000 一(200×18000+500000)一 p×18000×5%=(200×18000+500000)×20%

解得：B 产品的价格 p=287.72（元)

（4）令：p×2000—200×2000—p×2000×5%=200×2000×20%

解得：B 产品的价格 p=252.63（元)

240 元小于 252.63 元的单价，所以不应该接受额外订单。

(5）令： (300-200)×Q—500000=0

盈亏平衡点的业务量=5000（件)

盈亏平衡点的销售额=1500 000 (元)

令：[(300—200)×Q—500000]×(1—25%)=2000000

实现目标利润的销售量=31 667(件)

2、A 公司 2021 年末的资产负债表(简表）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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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年初数 年末数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年初数 年末数

货币资金 400 450 短期借款 220 A

应收账款 100 200 应付账款 210 200

应收票据 50 50 应交税费 90 80

存货 260 400 长期借款 530 700

非流动资产 1240 13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00 B

资产总计 2050 2400 负债所所有者权益总计 2050 2400

2021 年营业收入为 1600 万元，营业成本为 990 万元，日购货成本为 5万元。财务费用为 120 万

元(全部为利息支出），利润总额为 300 万元，净利润为 220 万元，非经营净收益为–55 万元。

此外，资本化的利息支出为 80 万元。该公司年末流动比率为 2.2。

要求：

（1）计算表中字母 A 和 B 所代表的项目金额；

（2）每年按 360 天计算，计算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存货周转天数、应付账款周转天数和现金周转

期；

（3）计算 2021 年末的速动比率；

（4）计算 2021 年的营业毛利率、利息保障倍数、净收益营运指数。

【答案】

（1）令：流动比率=(450+200+50＋400)/ (A＋200＋80）=2.2 得出：

A=220(万元)

B=2400-220-200-80—700=1200（万元)

（2）应收账款周转次数=1600/[(100+50＋200+50）/2]=8(次)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360/8=45（天)

存货周转次数=990/[(260+400)/2]=3（次）

存货周转天数=360/3=120（天)

应付账款周转天数=(210＋200）/2/5=41（天)

现金周转期=45＋120 一 41=124（天)

（3）速动比率=(450+200+50）/(220+200+80）=1.4

（4）营业毛利率=(1600 一 990）/1600=38.13%

利息保障倍数=（300+120）/(120+80）=2.1

经营净收益=220 一(一 55）=275（万元)

净收益营运指数=275/220=1.25

3、甲公司是一家饮料生产企业，相关资料如下：

资料一：由于甲公司产品生产和销售存在季节性，应收账款余额在各季度的波动幅度很大，其全

年应收账款平均余额的计算公式确定为：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年初余额/8＋第一季度末余额/4+第二季度末余额/4＋第三季度末余额/4＋年末余额/8。

公司 2021 年各季度应收账款余额如下表所示：

表一 2021 年各季度应收账款余额表 单位：万元

时间 年初 第一季度末 第二季度末 第三季度末 年末

金额 2000 2400 4200 5000 2200

资料二：甲公司 2021 年末资产负债表有关项目余额及其与营业收入的关系如表 2 所示：

表二 2021 年资产负债表有关项目期末余额及其与营业收入的关系

资金项目 期末数（万元）
与营业收入的

关系
负债与股东权益项目 期末数（万元）

与营业收入的

关系

货币资金 2310 11% 短期借款 2000 N

应收账款 1260 6% 应付账款 1050 5%

存货 1680 8% 长期借款 2950 N

固定资产 8750 N 股本 7000 N

留存收益 1000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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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计 14000 25% 负债与股东权益总计 14000 5%

资料三：2021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为 27400 万元，营业成本为 8400 万元，存货周转期为 70 天，

应付账款周转期为 66 天，假设一年按 360 天计算。

资料四：公司为了扩大生产能力，拟购置一条饮料生产线，预计需增加固定资产投资 4000 万元，

假设现金、应收账款、存货、应付账款项目与营业收入的比例关系保持不变，增加生产线后预计

2022 年营业收入将达到 30000 万元，税后利润将增加到 2400 万元，预计 2022 年度利润留存

率为 45%。

资料五：为解决资金缺口，公司打算通过以下两种方式筹集资金：

①按面值发行 4000 万元的债券，期限为 5 年，票面利率为 8%，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筹资费用率为 2%，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率为 25%。

②向银行借款解决其余资金缺口，期限为 1 年，年名义利率为 7.2%，银行要求公司保留 10% 的

补偿性余额。

要求：

（1）根据资料一和资料三，计算 2021 年度下列指标：

①应收账款平均余额；②应收账款周转期；③经营周期；④现金周转期。

（2）根据资料二和资料三，计算下列指标：

①2021 年度末的权益乘数；②2021 年度的营业毛利率。

（3）根据资料二、资料三和资料四，计算 2022 年度下列指标：

①利润的留存额；②外部融资需求量。

（4）根据资料五，计算下列指标：

①发行债券的资本成本率（不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②短期借款的年实际利率。

【答案】

（1）①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2000÷8＋2400÷4＋4200÷4＋5000÷4＋2200÷8

= 3425（万元）；

②应收账款周转期＝360÷（27400÷3425）＝45（天）；

③经营周期＝45＋70＝115（天）；

④现金周转期＝115－66＝49（天）。

（2）

①2021 年度末的权益乘数＝14000÷（7000＋1000）＝1.75；

②2021 年度的营业毛利率＝（27400－8400）÷27400×100%＝69.34%。

（3）

①利润的留存额＝2400×45%＝1080（万元）；

②外部融资需求量=（30000－27400）×（25%－5%）＋4000－1080= 3440（万元）。

（4）

①发行债券的资本成本率＝8%×（1－25%）÷（1－2%）＝6.12%；

②短期借款的年实际利率＝7.2%÷（1－10%）＝8%。

4、甲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相关资料如下：

资料一：2021 年实现销售收入为 100000 万元，净利润为 5000 万元。甲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如下表所示。

甲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简表）

单位：万元

资产 期末余额 负债 期末余额

货币资金 1500 应付账款 3000

应收账款 3500 长期借款 4000

存货 5000 实收资本 8000

固定资产 11000 留存收益 6000

资产合计 21000 负债与所有者益合计 21000

资料二： 甲公司预计 2022 年销售收入比上年增长 20%，假定敏感性资产和敏感性负债与销售收

入保持稳定的百分比关系，其他项目不随着销售收入的变化而变化。另外，甲公司 2022 年为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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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产规模，需要追加投资 3400 万元。甲公司利润留存率为 40%，销售净利润率与 2021 年保

持不变，公司采用销售百分比法预测资金需要量。

资料三：甲公司的变动成本率为 60%，固定成本为 42000 万元。发行在外的普通股总股数为 3000

万股，债务筹资 4000 万元，年利息率为 6%。为筹集甲公司所需的资金，现有两个筹资方案：

（1）向银行取得长期借款，借款年利率为 7%，每年付息一次。

（2）增发普通股 100 万股。

资料四：甲公司购进固定资产 X 设备，固定资产投资和垫支营运资金均于开始时一次性投入（建

设期为 0），垫支营运资金于营业期结束时一次性收回。新生产线使用直线法计提折旧，使用期

满无残值。

X 设备相关资料

项目 固定资产投资 垫支营运资金 使用年限 年营业收入 年营运成本

数额 2400 万元 600 万元 8 年 1800 万元 500 万元

已知甲公司采用的折现率为 15%。有关资金时间价值系数：（P/F，15%，8）＝0.3269，（P/A，

15%，7）＝4.1604，（P/A，15%，8）＝4.4873。

其他资料：甲公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计算过程中涉及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均

采用期末值计算。所有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要求：

（1）根据资料一，计算 2021 年下列指标：

①速动比率；②权益乘数；③应收账款周转率；④总资产周转率；⑤净资产收益率。

（2）根据资料二，计算 2022 年预计外部融资需要量。

（3）根据资料三，用每股收益无差别点法进行筹资决策。

（4）根据资料四，计算 X 型设备的年金净流量。

【答案】

（1）

①速动比率＝（1500＋3500） ÷3000＝1.67

②权益乘数＝21000÷（8000＋6000）＝1.5

③应收账款周转率＝100000÷3500＝28.57

④总资产周转率＝100000÷21000＝4.76

⑤净资产收益率＝5000÷（8000＋6000）＝35.71%

（2）敏感性资产增加额＝（1500＋3500＋5000）×20%＝2000（万元）

敏感性负债增加额＝3000×20%＝600（万元）

留存收益增加额= 100000×（1＋20%）×（5000÷100000）×40%=2400（万元）

外部融资需要量＝2000－600－2400＋3400＝2400（万元）

（3）(EBIT－4000×6%－2400×7%)×(1－25%)÷3000=（EBIT－4000×6%)×(1－25%)÷（3000

＋100）

解得：EBIT＝5448（万元）

追加投资后息税前利润= 100000×（1＋20%）×（1－60%）－42000=6000（万元）

因为预计息税前利润 6000 万元大于每股收益无差别点的息税前利润 5448 万元，应该选择财务

杠杆效应更大的筹资方式，即选择向银行取得长期借款。

（4）投资时点的现金流量＝－2400－600＝－3000（万元）

年折旧额＝2400÷8＝300（万元）

第 1 年到第 7 年营业现金净流量=（1800－500）×（1－25%）＋300×25%= 1050（万元）

第 8 年的现金净流量＝1050＋600＝1650（万元）

净现值=-3000＋1050×(P/A，15%，7)＋1650×(P/F，15%，8)= 1907.81（万元）

年金净流量＝1907.81÷（P/A，15%，8）＝425.16（万元）

变化：若设备需要 1 年的安装和调试，则

NCF0=-2400

NCF1=-600

NCF2-8=（1800－500）×（1－25%）＋300×25%＝1050（万元）

NCF9=1050＋600＝1650（万元）

净现值

=-2400-600×(P/F，15%，1)+1050×(P/A，15%，7)×(P/F，15%，1)+1650×(P/F，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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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6.11（万元）

年金净流量= 1346.11÷（P/A，15%，9）

=282.1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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