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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等财务报表是集大成

的会计资料，在遵循成本效益原则基础上，反映了企业的财

务状况、盈利状况和现金流动情况。通过财务报表，报表信

息使用者可以迅速掌握企业的经营情况，为他们的各项决策

提供依据。

财务报表所蕴含的信息面广、量大，很多信息还需要通

过深入分析才可以获得，因此如何让学生迅速有效了解财务

报表内容，掌握财务报表分析的方法，是财务报表分析课程

教学中需要思考的问题。

财务报表内容广泛、层次繁多、专业性强，我们可以从

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视角进行财务报表的分析。

报表宏观层面，主要分析财务报表分析可以获得哪些信

息，有什么作用。资产负债表反映企业在某一时间点的财务

状况，如企业多少资产，形成资产的两大来源即负债和所有

者权益各是多少？损益表反映企业在某一段期间内的盈亏情

况，它能够很直观地揭示企业的经营成果；现金流量表反映

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现金的变动及其结果，揭示企业的偿债

能力和变现能力 [1]。

中观视角主要分析各财务报表的框架，以便让财务报表

的使用者迅速掌握报表的结构性内容。

资产负债表分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三大部分。等

式“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既反映了资产的来源，也

反映了企业的资本结构。

损益表从层次上看，经由从毛利、核心利润、营业利润、

税前利润到最后的净利润。一般而言，上述的过程存在层层

衰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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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由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现金净流

量三部分构成，每一部分的现金净流量都可能为正或为负，

正负的不同组合大致可以分析出企业目前的经营状况。

微观视角的分析各报表每个项目的分析，涉及各项目的

性质、数量、变化等。

资产负债表在三张表中最为重要，内容极为丰富，可以

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资产可以分为货币性与非货币性资

产、经营性与非经营性资产、流动性与非流动性资产、有形

与无形资产。资产的计量属性也比较丰富，有历史成本、现

行成本、公允价值等，不同的计量属性会带来不同的经济后果。

我们要注意的是，会计需要遵循谨慎性原则，在资产的计量

中也得到了体现。例如，资产账面价值下降，需要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而价值上升，则不做反映。当然，以公允价值计

量的资产除外 [2]。

鉴于资产负债表内容的繁杂，我们仅以较为简单熟悉的

货币资金为例，来阐述如何进行下面的分析：

①含义。货币资金是指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处于货币状

态的经营资金，包括现金、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

②来源。货币资金的来源主要有股东投资、举债、变卖

资产、接受捐赠、接受投资、来自于经营活动等。

③一些需要特别关注的情形。如货币资金余额小于短期

负债、货币资金小于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之和、货币资金

高同时负债高、其他货币资金数额巨大等。这些情形如没有

合理的解释和依据，则应进一步探究其背后的秘密。事实上，

资产负债表每个项目都可以做以上的类似分析，这样才可以

揭示数据背后的故事，做到清澈见底 [3]。

损益表可以从关注利润层次和质量两方面分析。

利润层次的分析

①毛利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②核心利润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 -销售

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研发费用；

③营业利润 =核心利润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投资收益 +

资产处置收益；

④利润总额 =营业利润 +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⑤净利润 =利润总额 -所得税费用。

利润质量的分析

一个企业必须要有足够的毛利，否则表明企业入不敷出，

收入尚不能补偿生产成本，这种情况下，除非有其他大额收

益（如投资收益），一般企业会大概率亏损。

核心利润代表了企业最为稳定、持久的利润，其数额越

大、质量越高 [4]。

营业利润表示与经营活动有关的利润，其余额越大，代

表经营活动越健康。但同时也要关注营业利润中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投资收益、资产处置收益的大小。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是一种暂时性收益，本期有，下期不一定有；投资收益中

要关注来自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因为这一块投

资收益是用权益法核算的，并不代表真金白银。

利润总额包括了营业外收支净额，即损失和利得。

净利润是利润总额扣除了所得税费用以后的余额，但要

注意的是，所得税费用并非根据税前利润乘以所得税税率得

到，也不等于企业上缴给国家的企业所得税。根据现行的规定，

企业实际上缴的所得税是根据税法的规定计算出来的，而所

得税费用 =当期所得税 +递延所得税，因此，利润表中的所

得税费用是当期所得税与递延所得税的合计数 [5]。

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区分经营性收益与非经营性收益、

经常性收益与非经常性收益。有的收益既是经营性收益又是

经常性收益，如来自销售产品的收益，这一部分利润质量最

高；有的收益是经营性收益，但并非经常性收益，如投资收益；

有的收益是既不是经常性收益，也不是经营性收益，如营业

外收入，这种利润质量最差 [6]。

根据三种现金净流量不同的符号组合，我们以表 1为例。

类型
经营活动

现金流净额

投资活动

现金流净额

筹资活动现

金流净额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

6 - + -

7 - - +

8 - - -

不同组合的现金净流量代表企业不同的状态，我们可以

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例如，“＋＋＋”型的公司，

既从经营活动获取了现金流，又从投资活动获取了现金流，

还从外面筹集了资金。这种情况可能公司正准备对外投资，

或者有其他想法，如通过上市公司圈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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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文三个视角梳理出的财务报表分析的重点以及资

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三张主要财务报表的具体分

析内容，由此总结出以下三点报表分析的关键注意点：

①绝对数分析与相对数分析相结合。报表中列示的是绝

对数，只能看出大小，反映效果。相对数反映效率，可以纵

向与自己比，横向与同行比，以便得到更为有意义的结论。

②表内分析与表外分析相结合。报表内的披露需要严格

遵守会计准则的规定，数字固定，没有其他的支撑信息。表

外披露可以突破固有的限制，采用数字、文字、表格、图形

等多种形式进行披露，以便使信息使用者能够获取更为全面、

准确的信息，为他们的决策提供强大依据。

③单表分析与多表分析相结合。单个报表的分析局限于

一张报表，实际上报表与报表之间关联很大。可以说，资产

负债表是总表、母表，一般而言，损益表是对资产负债表所

有者权益变化的详细说明，现金流量表是对货币资金变动的

详细说明。借助表与表之间的勾稽关系，可以更好地把握报

表分析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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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课包括语文、数学、英语、历史、体育、德育等，建议

开设礼仪、美术、心理健康、音乐、职业生涯等选修课。通

过这些课程的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的社会交往能力、团队合

作能力、经营管理能力等社会能力，还可以培养学生的一些

方法能力，如自我管理能力、信息接受能力等。

中职计算机应用专业尤其注重对学生能力本位、综合素

质的教学做一体化的培养过程，借实操教学项目、任务驱动

来推动专业课程体系的科学构建，满足校企之间的产业需求

与对接，注重学生企业意识培养，实现学生与职工身份一体化，

为学生搭建职业教育与继续深造的有效衔接桥梁，实现学校、

学生与行业企业相互耦合、达到三赢才是最终的成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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