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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记起来比较麻烦。在这里介绍三个规律给大家，

希望能帮助解决这个繁琐的问题： 规律一：财务指标的命名

是有原则的，有以下2种命名法： 1、先念分子，后念分母法

，就是”⋯⋯比率”或”⋯⋯比”(某某比率或某某比)；比

如负债资产比率=负债/资产，也可以省略地称呼其为负债资

产比。 2、先念分母，后念分子法，就是”⋯⋯率”； 比如

资产负债率=负债/资产 现在大家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记住很多

的财务指标了，甚至看到指标的名称就知道该如何去计算它

，很实用的规律。 大家可以试着看以下的一些指标快速地写

出它的公式了：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销售净利率，负债权

益比率⋯⋯ 规律二：如果分子分母来自于同一张报表，则数

值同用年初数、年末数或同期数，以保持口径一致；如果分

子来源于损益表，分母来源于资产负债表，则分母要用平均

数。 原因是：损益表的数字都是时期数，而资产负债表的数

字都是时点数，时期数/时点数则会由于口径不同，无法相除

，因此需要将分母进行换算。经过（期初 期末）/2的简单算

术平均以后，将时点数换算为时期数，分子分母就都是时期

数了，则就可以进行除法运算。可是有时分母会直接使用期

末数，此时有两种可能的情况： 1、该期末数与期初数完全

相等或大致相等，可以将其影响不大的差异额忽略不计。比

如分母直接使用期末数500万时，此时暗示期初数也是500万

，则（期初 期末）/2=（500 500）/2=500万，这时分母就可以



直接使用期末数。或者期初数为500.10万时，则可将0.10万忽

略不计，与上例同理。 2、该指标要跟与之相比较的指标保

持口径一致。比如，本企业要用计算出来的权益净利率去与

同行业的A企业相比，而A企业计算权益净利率时分母用的是

期末数，则为了保持双方的可比性，本企业也应采用期末数

来作为分母，就不使用平均数作为分母了。 规律三：周转率

指标的命名规律。 分子一般是销售收入或主营业务收入，分

母是什么，则该公式就叫某某周转率，比如流动资产周转率

和存货周转率。 最后有四点补充： 1、涉及到变现能力、短

期偿债能力的指标，分母一般为流动负债； 2、涉及到现金

流量表的指标，分子一般为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3、存货

周转率指标的分子既可以是收入额，也可以是成本额（比较

特殊）； 4、还有一些指标没有这三个规律，平时需要注意

一下，例如：已获利息倍数、权益乘数、资本保值增值率、

不良资产比率、资产损失率、长期资产适合率、经营亏损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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