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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r10"> 1.“当流动比率大于100%时，用现金偿还一笔

短期借款，流动比率会变小”，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分析

】这种说法不正确。具体解释如下：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

动负债×100%，用现金偿还一笔短期借款会导致流动资产和

流动负债同时减少，并且减少的数额相等。 当流动比率大

于100%时，由于流动资产大于流动负债，因此，在流动资产

和流动负债减少的数额相等的情况下，流动资产减少的比例

小于流动负债减少的比例，所以，“流动资产/流动负债”的

数值会变大， 即流动比率会变大；当流动比率小于100%时，

由于流动资产小于流动负债，因此，在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

减少的数额相等的情况下，流动资产减少的比例大于流动负

债减少的比例，所以，“流动资产/流动负债”的数值会变小

，即流动比率会变小。 对于这类题目，只要用数据验证一下

就知道答案了。假设原来的流动资产为500万元，流动负债

为400万元，原来的流动比率为500/400×100%＝125%；现在

用100万元的现金偿还一笔短期借款，则结果导致流动资产变

为400万元，流动负债变为300万元，流动比率变为400/300

×100%＝133%，显然流动比率变大了；假设原来的流动资产

为500万元，流动负债为1000万元，则原来的流动比率

为500/1000×100%＝50%。现在用100万元银行存款偿还银行

借款，则流动资产变为400万元，流动负债变为900万元，流

动比率变为400/900×100%＝44%小于50%，显然流动比率变



小了。 2.如果企业目前的速动比率大于100%，发生一笔业务

，本应借记“应付账款”，却误借记“应收账款”。为什么

这种错误会导致速动比率下降？ 【分析】假设该业务为用银

行存款支付应付账款，原来的速动资产为400，流动负债

为300，则原来的速动比率＝400/300×100%＝133.33%。 （1

）如果借记应付账款100，即流动负债减少100，速动资产（

银行存款）减少100，速动比率＝（400－100）/（300－100）

×100%＝150%； （2）如果借记应收账款，即应收账款增

加100，银行存款减少100，速动资产不变，则速动比率

＝400/300＝133.33%小于150%； 显然，与正确的处理方式比

较，该错误导致速动比率下降。 3.计算总资产报酬率时，分

子是息税前利润，这与净资产收益率的分子“净利润”不一

致，该如何理解？ 【分析】应该这样理解： （1）净资产＝

所有者权益，因为利息和所得税是属于债权人和政府的收益

，不是属于所有者的收益，所以，计算净资产收益率时，分

子应该是扣除利息和所得税之后的净利润。 （2）资产＝负

债＋所有者权益，利息和所得税也属于由资产创造的收益，

所以，计算资产报酬率时，分子应该包括利息和所得税，即

用息税前利润计算。 4.已获利息倍数＝息税前利润总额/利息

支出，其中息税前利润总额＝利润总额＋利息支出＝净利润

＋所得税＋利息支出。请问这里计算息税前利润的“利息支

出”与公式分母上的“利息支出”是一样的吗？如果不一样

，二者有什么区别？ 【分析】如果企业不存在资本化的利息

，那么分子分母上的利息支出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企业存在

资本化利息则二者是不一样的，分母上的“利息支出”中包

括费用化的利息和资本化的利息，计算息税前利润的“利息



支出”中只包括费用化的利息。原因如下：利息不论是否资

本化对于企业来说都是需要归还的，所以分母上的“利息支

出”是企业的全部利息支出；只有费用化的“利息支出”才

会计入财务费用，息税前利润的计算只与记入财务费用的利

息有关，所以计算息税前利润的“利息支出”中只包括费用

化的利息。 假如：企业的利润总额为100万元，财务费用（全

部为利息费用）为20万元，本期资本化的利息为10万元，则

该企业的已获利息倍数＝（100＋20）/（10＋20）＝4。 5.已

获利息倍数＝息税前利润总额/利息支出，其中息税前利润总

额＝利润总额＋利息支出＝净利润＋所得税＋利息支出。请

问这里计算息税前利润的“利息支出”与公式分母上的“利

息支出”是一样的吗？如果不一样，二者有什么区别？ 【分

析】如果企业不存在资本化的利息，那么分子分母上的利息

支出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企业存在资本化利息则二者是不一

样的，分母上的“利息支出”中包括费用化的利息和资本化

的利息，计算息税前利润的“利息支出”中只包括费用化的

利息。原因如下：利息不论是否资本化对于企业来说都是需

要归还的，所以分母上的“利息支出”是企业的全部利息支

出；只有费用化的“利息支出”才会计入财务费用，息税前

利润的计算只与记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有关，所以计算息税前

利润的“利息支出”中只包括费用化的利息。 假如：企业的

利润总额为100万元，财务费用（全部为利息费用）为20万元

，本期资本化的利息为10万元，则该企业的已获利息倍数＝

（100＋20）/（10＋20）＝4。 6.对于大量采用现金销售的企

业而言，速动比率小于100%，这种情况是否属于正常情况？ 

【分析】属于正常情况。因为现金是收益性最差的资金，所



以企业保留现金余额不会太多，即大量采用现金销售的企业

，即使收到了大量现金，也会将其投资于长期资产或存货以

获取更多收益（只保留少部分现金在企业），同时这类企业

的应收账款很少，因此速动资产较少，所以此时速动比率小

于100%是正常的。 7.【资料】ABC公司是一个有较多未分配

利润的工业企业。下面是上年度发生的几笔经济业务，在这

些业务发生前后，速动资产都超过了流动负债。请回答下列

问题。 （1）长期债券投资提前变卖为现金，将会（）。 A.

对流动比率的影响大于对速动比率的影响 B.对速动比率的影

响大于对流动比率的影响 C.影响速动比率但不影响流动比率

D.影响流动比率但不影响速动比率 （2）将积压的存货若干

转为损失，将会（）。 A.降低速动比率 B.增加营运资本 C.降

低流动比率 D降低流动比率，也降低速动比率 （3）收回当期

应收账款若干，将会（）。 A.增加流动比率 B.降低流动比率

C.不改变流动比率 D.降低速动比率 （4）赊购原材料若干，

将会（）。 A.增大流动比率 B.降低流动比率 C.降低营运资本

D.增大营运资本 （5）偿还应付账款若干，将会（）。 A.增

大流动比率，不影响速动比率 B增大速动比率，不影响流动

比率 C.增大流动比率，也增大速动比率 D.降低流动比率，也

降低速动比率 【答案】（1）B（2）C（3）C（4）B（5）C 

【问题】请详细讲解上述资料的答案？ 【分析】 （1）长期

债券投资提前变现，使现金增加，流动负债不变，因此会影

响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可将C、D排除。现金是速动资产项

目，其变化会引起流动资产和速动资产增长相同数额，由于

流动比率大于速动比率，因此当二者计算公式的分子增加相

同数额时，速动比率变化幅度要大，应当选择B. 例如,原来的



流动资产为500万元，速动资产为400万元，流动负债为200万

元，则原来的流动比率为500÷200*100%＝250%，速动比率

为400÷200*100%＝200%，现在把100万元的长期债券投资变

为现金，则流动比率变为：（500＋100）÷200*100%＝300%

，增加（300%－250%）÷250%＝20%，速动比率变为：

（400＋100）÷200*100%＝250%，增加（250%－200%）

÷200%＝25%，显然，25%大于20%。 （2）将积压存货转为

损失，因为存货不是速动资产项目，所以不会影响速动比率

，则可将A、D排除.存货减少，流动资产就少，因此营运资

本会降低，则应排除B。因此，C为正确选择。 （3）收回应

收账款使现金增加，应收账款减少相同金额，流动资产合计

不变，同时流动负债也不变，因此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都不

会变化，则应排除A、B、D，因此，C为正确选择。 （4）赊

购原材料使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等额增加，所以营运资本不

变，则应排除C、D，又因为，已知业务发生前后，速动资产

都超过了流动负债，即流动比率大于100%，因此，流动比率

分子、分母同时增加相同金额，流动比率会降低，所以应排

除A，即应该选择B。 （5）偿还应付账款使流动资产（速动

资产）和流动负债同时等额减少，会影响流动比率和速动比

率，因此，应排除A、B，由于，业务发生前流动比率和速动

比率均大于100%，且已知分子与分母同时减少相等金额，因

此，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的比值都会增大，则应排除D，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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