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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比率是我国企业现行财务评价指标体系中用来评价

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通常认为，流动比率越高

企业偿还流动负债的能力越强，但笔者认为流动比率并不能

全面反映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强弱。本文将在分析流动比率

优缺点的基础上，对其运用进行完善和改进。

一、以流动比率衡量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优缺点

1. 优点。淤可以反映企业用流动资产抵补流动负债的程

度，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于可以反映企业拥有的

营运资本与短期负债之间的关系。指标使用者通过流动比率

数值的大小了解企业的营运资本是否充足，并据以判断企业

抵抗意外风险的能力。盂流动比率超过 1的部分，显示的是

债权人安全边际的大小，可以对流动负债的偿还提供一项特

殊的保证。榆计算方法简单、资料来源比较可靠。

2. 缺点。淤忽略了企业的自身特点，得出的数据意义有

限。于忽略了行业差异，各行业对流动性的需求存在很大差别。

盂忽略了不同指标使用者的需求。榆仅仅反映时点状况。虞忽

略了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结构。

二、改进的方法

1. 建立动态流动比率。运用流动比率衡量企业短期偿债

能力的主要局限在于它无法准确衡量企业资产的变现能力，

反映企业流动资产偿还债务的能力不强。

由于企业资产的变现能力会影响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

因此在改进流动比率时，可通过改进资产周转率加以解决。企

业到期债务在正常情况下是以现金来清偿的，因此在流动比

率中引入现金流量信息尤为重要。经营现金净流量与资产周

转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当流动资产每次周转的现金净流量

一定时，流动资产周转率愈高，一定期间的现金净流量将愈

多。这种因果关系可以用公式表述为：一定时期的现金流量=

流动资产每次周转的平均现金净流量伊流动资产周转次数。

可见，通过改进资产周转率可以弥补流动比率的不足。我们将

基于流动资产周转率的流动比率称为动态流动比率。

运用动态流动比率公式可以辩证地分析一定期间的现金

净流量与动态流动比率之间的关系。当每次周转的现金净流

量为净流入时，流动资产周转率越大，一定期间的现金净流入

就越多，动态现金支付能力就越强；反之，当每次周转的现金

净流量为净流出时，流动资产周转率越大，一定期间的现金净

流出就越多，动态现金支付能力就越弱。此外，需要支付的流

动负债与期初流动负债、平均利息率、计算期数息息相关，与

动态流动比率成反比。可见，动态流动比率可以更好地反映企

业资产的变现能力，使利益相关者能够洞察企业短期偿债能

力的动态变化，为其做出决策判断提供参考意见。

2. 引入速动比率。速动比率是指速动资产对流动负债的

比率。速动比率反映的是速动资产在企业负债到期以前可以

变现作为偿还流动负债的能力。

流动资产中有两种资产形态，一种是存货，如原材料、半

成品等实物资产，另一种是速动资产。速动比率将流动资产中

变现能力不太强的项目扣除，其高低能直接反映企业的短期

偿债能力强弱。将速动比率与流动比率结合起来运用，能更准

确地反映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

一般情况下，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越高，说明企业的短期

偿债能力越强；反之，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越低，说明企业的

短期偿债能力越弱。即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作为判断企业财

务状况的两个重要指标，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应当保持在

一个适当的幅度，差距不能太大。当两个指标差距太大时，说

明在企业流动资产中变现能力不太强的资产太多，这会直接

影响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

3. 其他方法。

（1）检验应收账款质量。负债经营是目前大多数企业的经

营方式，几乎每个企业都有大量的应收应付项目。因此企业要

经常检验应收账款质量，进行应收账款账龄分析、应收账款周

转率分析、企业信用政策研究等。

（2）选择多种计价属性。即对流动资产各项目的账面价值

与重置成本、现行成本、可收回价值进行比较分析。企业流动

资产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存货，存货多以历史成本入账。因

此，会计报表使用者应将在历史成本下计算出来的流动比率

与在重置成本或现行成本下计算出来的流动比率进行比较，

若后者数值大于前者数值，即是有利差异，表明企业的偿债能

力增强，反之，则表明企业的偿债能力削弱了。

（3）分析表外因素。流动比率除受多种外在因素影响外，

本身存在着固有的局限和不足。在分析企业短期偿债能力时，

应该综合分析影响企业流动比率的各个因素，在实事求是的

基础上对企业短期偿债能力做出合理、科学的评价。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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