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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讲  控制的技术与方法 

一、预算控制 

 识记：零基预算 

 在每个预算年度开始时，将所有还在进行的
管理活动都看作重新开始，即以零为基础，
重新审查每项活动的意义和效果，重新排出
各项活动的优先次序，并依此分配资金和其
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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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会： 

 1、三种预算类型 

 （1）运营预算：企业日常发生的各项基本活动预
算。 

 （2）投资预算：对企业的固定资产的购置、扩建、
改造、更新等，在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编制的预算。 

 （3）财务预算：企业在计划期内反映有关预计现
金收支、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的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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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预算的不足之处 

 （1）容易导致控制过细  

 （2）容易导致本位主义 

 （3）容易导致掩盖效能低下的缺点  

 （4）最大缺陷是缺乏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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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的非预算控制 

 

 领会： 

 1、比率分析 

 2、盈亏平衡分析 

 根据销售量、成本、利润三者之间的相互关
系，对企业的盈亏平衡点和赢利情况的变化
进行分析，又称量本利分析 

 3、其他传统非预算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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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流动比率。流动比率是指企业的流动资产与
企业的流动负债之比， 写成算式则为：流动比率 
= 企业的流动资产÷企业的流动负债 

 从财务上来讲，这个比值的理想值是2，即流动资
产与流动负债应该保持2∶1的关系。如果一个企
业的流动比率大于2，通常认为这个企业的短期偿
债能力比较强；如果一个企业的流动比率小于2，
通常认为这个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比较弱。 

 但有时这个指标可能会造成一种错觉。比如流动资
产中大量的是残损霉变、呆滞积压的商品等存货，
或者是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比值大于2，也不能证明企业的偿债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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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速动比率。为了进一步对企业短期偿债能力进行检验，
还得使用另一个“化验”指标，即速动比率。速动比率，
是指速动资产总额除以流动负债总额。 

 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总额÷流动负债总额 

 从理论上来讲，速动资产是可以迅速地转换成现金的资产。
财政部有一个硬性的规定：迅速可以转换成现金的资产就
是速动资产，它等于流动资产减去存货。 

 速动资产=流动资产-存货 

 也就是说，存货不能迅速地转换成现金资产，其他的都视
同可以迅速转换成现金的资产。其实剩下的资产也不一定
都能够迅速转换成现金，这只是财政部规定的一个基本指
标，财务专家也认可这样一种惯用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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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商企业中，存货在整个流动资产中一般要占到
50%左右。所以如果说流动比率是2，那么速动比
率应该就是1。一般来说，速动比例的理想值是1。
如果一个企业的速动比率大于1，通常认为这个企
业的短期偿债能力比较强；如果企业的速动比率小
于1，通常认为这个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比较弱。 

 当一个企业资产负债率偏高时，财务结构可能不稳
定，而判断企业财务结构是否稳定的最主要因素就
是短期偿债能力的强弱，所以要跟进检查两个内容：
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借着这两个指标，就可以检
查企业的财务状况是否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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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资产负债率与产权比率 

 资产负债率 =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 
100% 

 这一比率是衡量企业长期偿债能力的指标之
一。产权比率越高，说明企业偿还长期债务
的能力越弱；产权比率越低，说明企业偿还
长期债务的能力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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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划评审技术 

 

识记：计划评审技术 

 是把工程项目当作一个系统，用网络图或表
格或矩阵来表示各项具体工作的先后顺序和
相互关系，以时间为中心，找出从开工到完
工所需时间最长的关键线路，并围绕关键线
路对系统进行统筹规划、合理安排以及对各
项工作的完成进度进行严密控制，以达到用
最少的时间和资源消耗完成系统预定目标的
一种计划与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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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会： 

 1、计划评审技术的特点 

 （1）体现了系统工程的整体性、综合性和科学性
的原理。 

 （2）能够帮助主管人员进行计划，并掌握全局，
找出主要矛盾，抓住关键环节。 

 （3）能够有效的对工作进度进行控制。 

 （4）能够通过网络分析，得出完成计划的多个可
行方案，为选取最优方案创造条件。 

 （5）工程项目越复杂，其优点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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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计划评审技术的优点 

 （1）促使管理者去进行计划工作 

 （2）促使管理者将计划的拟定工作交给下级去做 

 （3）促使管理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可能需要采取纠
正措施的关键问题上 

 （4）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前馈控制 

 （5）使具有分网络的整个网络系统有可能在恰当
的时间针对组织结构中的恰当职位和管理层次，提
出报告和为采取行动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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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计划评审技术的局限性 

 （1）很难对具体的作业时间估计得很准确。 

 （2）当网络很复杂时，一旦某项关键工作
完工拖期，重新调整网络计划和寻找关键线
路要花费大量时间和人力。 

 （3）计划评审技术本身并不是计划工作，
不能自动的进行计划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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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综合控制 

领会： 
 1、损益控制法 

 是根据一个组织（企业）的损益表，对其经营和管理
成效进行综合控制的方法。 

 2、投资报酬率控制法 

 是以投资额和利润额之比，从绝对数和相对数两方面
来衡量整个企业或企业内部某一部门的绩效。 

 3、管理审核与经营审核 

 是一个工作过程，它以管理学基本原理为评价准则，
系统的考查、分析和评价一个组织的管理成效，进而
采取措施使之克服存在的缺点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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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平衡记分卡 

 

 领会：平衡记分卡的四方面指标 

 （1）财务  

 （2）顾客  

 （3）内部过程  

 （4）学习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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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管理审核 

 

识记：管理审核 

 是一个工作过程，它以管理学基本原理为评
价准则，系统的考查、分析和评价一个组织
的管理成效，进而采取措施使之克服存在的
缺点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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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题 

 1、（P392）在管理控制中使用最广泛的
一种控制方法是（      ） 

 A、计划控制  B、现场控制   

 C、反馈控制  D、预算控制 

 2、（P396）预算的最大缺陷是（        ） 

 A、导致控制过细  B、导致本位主义  

  C、缺乏灵活性  D、导致掩盖效能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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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P402）直接衡量企业经营成果的尺度是
（       ） 

 A、营业利润率  B、应收账款周转率  

  C、资本金利润率  D、营业收入利税率 

 4、（P410）我国从60年代初期开始在国防、
水利等部门推广使用计划评审技术，称之为
（      ） 

 A、计划法  B、预算法  C、控制法  D、统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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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P412）综合控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是（      ） 

  A、确定衡量全部绩效的标准  

 B、确定衡量全部计较的方法   

 C、确定控制工作应达到的目标  

 D、确定综合控制运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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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P416）投资报酬率的技术公式可表
示为（        ） 

 A、投资报酬率=销售利润率×投资周转
率   

 B、投资报酬率=利润总额/负债总额 

 C、投资报酬率=（净收益+所得税）/投
资总额   

 D、投资报酬率=（利润总额+资本金总
额）×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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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P423）管理审核的目标是评价
（       ） 

 A、个别管理人员的工作质量   

 B、个别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   

 C、整个管理系统的管理质量   

 D、整个管理系统的经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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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项选择题 

 1、（P393）确定预算数字可以采用的方
法有（         ） 

 A、主观方法  B、客观方法    C、统计方
法  D、经验方法  E、工程方法 

 2、（P398）传统的非预算控制方法有
（         ） 

 A、报告  B、深入现场  C、比率分析  D、
计划  E、盈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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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P403）评价企业盈利能力的比率指标有
（       ） 

 A、销售利润率  B、营业收入利润率  C、资产
负债率  D、流动比率  E、成本费用利润率 

 4、（P415）一般说来，损益控制法主要适用
于（      ） 

 A、集权制企业  B、分权制企业  C、事业部制
企业  D、政府部门  E、企业的职能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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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考题 

 1、（P394）对企业固定资产的购置、扩
建、改造、更新等，在可行性研究的基
础上编制的预算属于（      ） 

 A、财务预算  B、运营预算  C、投资预
算  D、生产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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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P409）某企业生产某产品，固定成
本为160000元，单位变动成本为10000
元，每台售价为12000元，该产品的盈亏
平衡点是（        ） 

 A、14台  B、20台  C、70台  D、80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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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P397）预算年度开始时，将所有还
在进行的管理活动都看作重新开始的预
算是（     ） 

 A、可变预算  B、零基预算  C、生产预
算  D、管理费用预算 

 4、（P408）盈亏分析   

 5、（P393）运营预算 

 6、（P393）简述预算的三种基本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