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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量本利分析模型是当今管理会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营

分析方法，其在企业管理过程中的应用比较广泛。量本利分析

方法主要通过对企业成本、业务量以及利润之间的关系进行

分析，并分析各个变量之间的内在规律，从而为企业的规划和

决策制定提出建设性的思路。

2 量本利分析的基本原理

量本利分析法又叫盈亏平衡分析、保本分析，其是在 20

世纪初的西方发达国家提出来的，当时提出的目的就是加强

对企业财务管理和成本的控制，从而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

力和抵御风险能力。

量本利分析法主要对成本与业务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与确定，从而对产品的成本分类以及具体的数量、盈利情况和

销售情况进行综合，整理成一种较为简单的数学函数关系，并

形成量本利分析模型，从而便于公司管理层进行决策的制定，

实现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

量本利分析方法在企业的实际决策制定过程中，担任着

财务分析的角色，即其主要对企业的产品销售、盈利和生产等

情况进行分析，并以数据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从而方便企

业的决策者提出相关的降低运营成本、预测企业利润和降低

风险等的数据信息和方法[1]。

总之，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利用量本利分析方法可

以有效分析企业成本、售价和生产量等内容，从而激发产品的

发展潜力，实现企业的短期营业目标。

若企业产品的单位售价为 P，固定成本总额为 F，单位变

动成本为 VC，销售数量为 Q，总收入为 TR，变动成本总额为

C，总成本为 TC，总利润为 I，则可以组成以下关系式：

总成本：TC=F+VC伊Q

总收入：TR=P伊Q

总利润：I=TR-TC

将上述公式进行整合，则得到：

I=（P-VC）伊Q-F

3 量本利分析模型图

量本利分析模型图的建立是在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分析

基础之上的，在量本利的分析模型图中，横轴表示销售数量

Q，纵轴表示单位售价 P和单位变动成本 VC，同时还将总收入

线 TR 和总成本线 TC绘制到图中，以两条线的交点作为保本

点，如图 1所示。通过图中的内容可以知道，保本销售量、保本

点在左侧，总的成本线和总收入线之间的区域为亏损区，而在

保本点的右侧，其总收入线和总成本线之间的区域为盈利区

域，由此可以在销售数量 Q的情况下，判断出企业是盈利还是

亏损的状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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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单位售价

&VC-单位变动成本
TR-总收入

TC-总成本

Q-销售数量

C-变动总成本

F-固定成本总额

保本点

亏损区

保本点

盈利区

图 1 量本利分析模型

4 量本利分析应用研究的具体意义

虽然量本利分析法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较广泛，但是其

大部分都是局限于保本点的预算与利润规划之后，并没有参

与到企业的产品订单优化决策、产品定价方案和目标成本控

制等内容中。基于此，论文以量本分析法在 QHJ公司中的应用

为例，分析和讨论其具体应用过程。

5 量本利分析在QHJ 公司的应用

5.1 产品成本性态分类

公司在分析某产品是否可以继续生产的判断依据就是这

个产品带来的经济效益情况。因此，相关人员需要从产品的成

本着手，并以成本性态作为出发点，利用量本利分析方法来展

开研究。根据 QHJ公司的产品行业特点和实际生产情况形成

的产品成本性态分析如表 1所示。

表 1 产品成本性态分析

QHJ公司产品成本

构成明细

产品名称

型号

计量单位

产量

单位变动成本

材料成本

电费

天然气

辅助材料

维修费

包装

销售提成

运费

营业税金及附加

资金占用利息

单位变动成本

固定成本总额

折旧

固定性工资

其他制造费用

固定性期间费用

固定成本总额

完全成本总额

单位完全成本

5.2 剩余产能下产品决策分析

QHJ公司在产品未达到满负荷的情况下，对产品订单是

否可以继续生产的方法一般为：当产品的销售利润在 0以下

时，只要其单位边际贡献值在 0以上，则该产品就可以继续生

产。通常情况下，这种方法需要公司相关人员通过边际贡献的

方法来进行生产决策的指定，从而提高企业的整体销售量，赢

取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在销售数量持续增长时，公司整体

产品的固有成本就会减少，从而使企业整体产品保持盈利水

平，QHJ公司剩余产能下产品决策分析如表 2所示。

例如，QHJ公司中的某建筑模板单位成本为 17419.82元/

吨，变动成本为 13936.79元/吨，销售售价为 15889.18 元/吨，

如果继续对该产品的生产，怎样安排才最合理。

相关人员根据完全成本法计算，得到的利润为：

15889-17420=-1531（元/吨）

因此，在传统的观点上来说，生产该商品是不合理的。但

是，该商品存在的边际贡献值为：

15889-13937=1952（元/吨）

从中可以看出，该产品在未达到满负荷的状态下，对其进

行生产有利于单位固定成本的降低，因此，该产品在剩余产能

之下是可以生产的。若按照销售订单产品生产则可以达到满

负荷状态，则需要按照产品销售的毛利润进行排序，从而不断

优化生产过程。

5.3 产品销售定价决策分析

QHJ公司根据量本利分析模型的变换，可以得到：

销售单价=（目标利润+固定成本）/销售量+单位变动成本

据此，相关人员可以结合市场售价制定出该商品的销售

底价，保证公司产品具有盈利性。

例如，某客户下达月度集装箱订单 500吨，生产该订单需

要占用整条生产线，固定成本总额为 161.01万元。假设目标毛

利为 0 元，则最低销售单价：（0+1610100）/500+15336.61=

18556.81元/吨。即当该产品将售价从目前的 15948.28元/吨提

升至 18556.81元/吨以上时，产品销售毛利才能为正值。

5.4 目标成本控制

QHJ公司在通过量本利分析方法对目标成本进行控制的

过程中，其首先会通过：单价-（目标标利+不可控固定成本）/

销售量，从而得到目标成本的值，并对其进行成本控制。QHJ

公司的相关人员主要是将产品目标成本的主要消耗指标进行

分解固化，并且纳入绩效考核中，加强对其的管理。之后，每月

通过成本分析法对其进行对比分析，并查找存在差异的原因，

从而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进而形成了 PDCA，即计划（Plan）、

执行（Do）、检查（Check）、行动（Action），循环提高的管理闭环。

5.5 盈亏临界点分析

对于企业盈亏临界点的分析，主要是通过以下公式来进

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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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产品的盈亏临界点销量=固定成本/（销售单价-单位

变动成本）=固定成本 F/单位贡献毛益

盈亏临界点销售额=盈亏临界点销量伊销售单价=固定成

本/贡献毛益率

企业可以建立一个动态模拟图来反映某一个产品或综合

产品平均销售价格与单位变动成本之间的变化关系，进而揭

示盈亏临界点的销售量和销售额等信息，QHJ公司盈亏平衡

点产量、销售额动态演示如图 2所示。

图 2 QHJ 公司盈亏平衡点产量、销售额动态演示

5.6 敏感性分析

在利用量本利分析法对敏感性分析的过程中，主要是对

固定成本、单位变动成本、销售单价和销售量等变化对盈亏临

界点和目标利润的作用大小进行分析。例如，QHJ公司的某一

产品，其固定成本总为 30000元，单位变动成本为 700元，每

吨售价为 1100元，预计其销售量 200吨。则根据量本利分析

公式，可以算出全面的利润额为：

200伊（1100-700）-30000=50000元

如果单价、单位变动成本、固定成本和销量分别增长

20豫，则利润对各因素变动的敏感系统如表 3所示。

表 3 利润对各因素变动的敏感系数

敏感项目
增长程度

A

对利润影响程度

B

敏感系数

C=B/A

销售单价

销售量

变动成本

固定成本

20%

20%

20%

20%

88%

32%

-56%

-12%

4.4

1.6

-2.8

-0.6

从此计算结果不难看出，利润对于各因素变动的敏感程

度是不一样的，而敏感程度的排行为：变动成本约固定成本约销

售量约销售单价。因此，在市场销售价格不可控制的情况下，该

公司需要重点降低对变动成本的控制。

5.7 生成管理会计报表

QHJ公司以量本利分析方法为基础，形成了相关的产品

管理会计报表，并以此表示每月各单位的边际贡献，对产品是

否能够继续生产进行可行性分析。同时，还对产品同客户之间

的利益关系进行了核算，从而保证了产品可以为客户创造应

用的价值。最后，相关领导人员结合实际对产品的实际价值和

创造能力进行评估。

6 结语

综上所述，量本利分析法应用到公司的实际管理过程中，

可以对管理层的规划、控制等内容提供一定的依据。然而，不

同的量本利模型，其限制存在一定的差别，因此，公司在使用

量本利分析方法的过程中，需要充分了解其使用的有效性，进

而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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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行

次

合计 轨道交通 集装箱 建筑模板 电子产品 高低压电器 导电轨

金额
单位成

本
金额 单位成本 金额 单位成本 金额 单位成本 金额 单位成本 金额 单位成本 金额 单位成本

一、业务量

（一）材料

1.原料

2.其他材料

（二）职工薪酬

（三）电力

（四）折旧费

（五）安全费用

（六）修理费

（七）其他支出

二、制造成本合计

三、变动成本

四、销售价格

五、销售毛利

六、边际利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3500.00

5299.17

4525.37

773.80

664.82

361.77

690.38

23.33

83.33

60.00

7182.82

15140.49

1292.63

2210.85

1899.49

1033.64

1972.53

66.67

238.10

171.43

20522.33

16650.32

23317.61

2795.28

6667.29

1225.00

2041.89

1628.71

413.18

249.54

146.42

321.17

8.17

29.17

21.00

2817.35

16668.47

13295.58

3372.90

2037.08

1195.30

2621.76

66.67

238.10

171.43

22998.81

18339.96

34901.83

11903

16561.87

505.00

703.24

616.31

86.93

97.25

47.21

68.76

3.37

12.02

8.66

940.51

13925.60

12204.20

1721.40

1925.74

934.82

1361.58

66.67

238.10

171.43

18623.94

15336.61

15948.28

-2676

611.66

620.00

775.04

689.81

85.23

112.82

59.52

103.12

4.13

14.76

10.63

1080.03

12500.61

11126.01

1374.60

1819.73

959.98

1663.30

66.67

238.10

171.43

17419.82

13936.79

15889.18

-1531

1952.40

495.00

778.58

754.91

23.67

77.32

29.44

36.47

3.30

11.79

8.49

945.38

15728.88

15250.63

475.24

1561.92

594.78

736.80

66.67

238.10

171.43

19098.58

16799.85

17867.47

-1231

1067.62

165.00

266.75

213.63

53.12

32.88

19.20

43.98

1.10

3.93

2.83

370.67

16166.84

12947.19

3219.65

1992.53

1163.45

2665.45

66.67

238.10

171.43

22464.78

17806.80

18628.53

-3836

821.73

80.00

138.37

118.75

18.62

16.12

19.27

19.27

0.53

1.90

1.37

186.90

17296.55

14843.72

2452.83

2014.45

1167.51

2408.21

66.67

238.10

171.43

23362.92

18940.26

23706.90

344

4766.54

表 2 QHJ 公司剩余产能下产品决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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