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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08/2021_2022__E5_88_9D_

E7_BA_A7_E4_BC_9A_E8_c43_608646.htm 由于比率分析主要

是依据财务报表数据进行的，所以财务报表上数据的局限性

必然要反映到由其计算出的财务比率上。 1．采集数据的限

制。由于外界因素，使得某些会计资料不在会计报表中列示

，但它们对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非常有必要。这

些会计资料都是表外信息。例如，由于竞争对手将某种新开

发的产品投入市场，结果使本企业的存货变得过时成为滞销

，这时企业以原始成本作为存货的计价基础，其计算结果就

会变得不可靠。例如，在计算“应收账款周转率”时，分子

是“销售净额”，它是销售收入扣除现金收入、销售折扣与

折让，以及销售退回的余额，然而现金收入不可能在报表上

列示。因为大多数报表的格式是固定的，与实际情况有一定

的距离，所以导致销售净额增大，高估了应收账款周转率，

给信息使用者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2．可比性的不足。不

同的企业由于会计处理时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例如，不同

的计算方法、计价标准等以及各自经营规模的不同，使得彼

此的财务比率缺乏可比性。例如，甲企业与乙企业生产经营

规模类似，甲企业存货计价采用先进先出法，而乙企业采用

后进先出法，这将导致两个企业同期成本数据的差异，进而

使利润数据缺乏可比性。再例如，在采用比率分析时，虽然

某一企业连续两年的资产利润率均相等，但据此很难判断哪

一年的品质较佳。 3．货币计量的制约。因为那些难以用货

币计量的经济事实不易在财务数据上体现出来，这种缺乏完



整性的财务数据影响了其计算出的财务比率的综合说服力。

例如，A、B两家企业的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乃至利息保障

倍数等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财务比率完全相同，但有可能A

企业的信誉远远好于B企业，这使得A企业的实际偿债能力大

大强于B企业。因此，其财务比率不能综合体现A、B两企业

的偿债能力。 表后，马上再举借新债l00万元。这时的资产负

债表可谓是“数字游戏”。因此，财务指标的可信度往往受

信息来源的真实性、全面性的制约。 3．集成度水平的禁锢

。集成度反映数据和信息描述事实的综合程度，集成度水平

越高，信息的综合程度越大。一般说来，总括财务数据计算

出的财务比率的集成度水平要高于局部财务数据计算出的集

成度水平；加权计算出的财务比率的集成度水平要高于个别

财务比率的集成度水平，如集成度水平过低，易导致使用者

片面注意企业某一方面的情况，而曲解整个经济事实。反之

，如财务比率的集成度水平过高，会掩盖局部已经发生的问

题。例如，“杜邦财务分析体系”中的所有者权益报酬率高

度综合地反映了企业的盈利能力。而通常企业的盈利能力是

内外多种因素的函数，例如，国家产业政策的扶持会使企业

的盈利水平上升，企业管理状况恶化会使企业盈利水平下降

，在两者的综合作用下企业所有者权益报酬率有可能不会发

生显著变化，若只看到这一集成度较高的财务比率，企业的

有关方面就不能及时发现企业管理方面出现的问题。 4．财

务比率分析滞后性的局限。财务比率分析是一种事后的分析

活动，针对分析中发现的问题，尽管有关方面采取了补救措

施，但是有可能因为情况已发生变化而为时已晚。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