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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Excel建立经济订货批量基本模型比较简单，但是其

适用范围比较狭窄。在考虑数量折扣、缺货成本或存货单价不

确定时，基本模型都无法满足实际需求。下面就针对这三种情

况建立相应的模型，使Excel在存货管理中发挥更广泛的

作用。

一、考虑数量折扣的经济订货批量模型

假设某企业每年耗用某种材料36 000千克，该材料单位

成本为100元，单位储存成本率为20豫，一次订货成本为500

元。卖方规定当一次订货量达到6 000千克时可享受5豫的折

扣；当一次订货量达到8 000千克时可享受8豫的折扣；当一次

订货量达到10 000千克时可享受12豫的折扣。

1. 建立模型。见图1。

2. 设置公式及说明。

（1）按不同折扣计算的经济订货批量。淤F11=SQRT（2

鄢$F$7鄢$I$8/（$I$7鄢$F$8））；于I11=SQRT（2鄢$F$7鄢

$I$8/（$I$7鄢$F$8鄢0.95））。同理设置折扣为8豫、12豫时的经

济订货批量对应的单元格F12、I12的公式。

（2）不同折扣时的经济订货批量。按不同折扣计算的经济

订货批量是把享受折扣后的价格当作单价按照经济订货批量

的公式计算，所得结果不一定达到折扣条件。不同折扣时的经

济订货批量是把计算结果与折扣条件相比：若计算结果没有

达到折扣条件则不能享受折扣，经济订货批量应为折扣条件

的批量；若计算结果达到或超过折扣条件则计算结果即为经

济订货批量。据此该项公式设置为：淤F13=F11（没有折扣无

需进行比较）；于 I13=IF（I11>=6 000，I11，6 000）。单元格

F14与I14的公式依此类推。

（3）享受不同折扣时的总成本。淤F15=F7鄢I7+F7/F11鄢

I8+F11/2鄢I7鄢F8；于I15=IF（I11>=6 000，$F$7鄢$I$7鄢0.95+

$F$7/$I$11鄢$I$8+$I$11/2鄢$I$7鄢$F$8鄢0.95，$F$7鄢$I$7

鄢0.95+$F$7/6 000鄢$I$8+6 000/2鄢$I$7鄢$F$8鄢0.95）。同理

设置单元格F16、I16的公式。

（4）最优决策。由于总成本需经过比较不同订货批量时的

总成本并取其最小者，因此在总成本通过比较以后才能确定

相应的经济订货批量。淤F17=IF（I19=F15，F13，IF（I19=I15，

I13，IF（I19=F16，F14，I14）））；于 I17=IF（F17<6 000，0，IF（F17<8

000，5%，IF（F17<10 000，8%，12%）））；盂F16=MIN（F15，I15，

F16，I16）。其他单元格略。

二、考虑缺货成本的经济订货批量模型（需求不确定）

沿用上例，每日耗用量为100千克，假设每日送货量为300

千克。交货时间为10天，单位缺货成本为120元。可供企业选择

的保险储备分别为0、100千克、200千克、300千克（当保险储备

为300千克时已经满足最大需求量，则无需考虑更多保险储

备）。

1. 建立模型。见图2。

2. 设置公式及说明。

（1）不同保险储备时缺货期望值。淤F15=（G10-1 050）

鄢G11+（H10-1 050）鄢H11+（I10-1 050）鄢I11（其中，1 050

是交货期间需求量期望值）；于G15=（H10-1 050）鄢H11+

（I10-1 050）鄢I11；盂H15=（I10-1 050）鄢I11；榆当保险储备

为300千克时不会发生缺货，即I15为0。

（2）最优结果。淤E18=SQRT（2鄢E6鄢G6/（I6鄢E7）鄢G7/

（G7-I7））。于 I18=IF（J18<=E12，E10，IF（J18<=F12，F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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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数量折扣的经济订货批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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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J18<=G12，G10，IF（J18<=H12，H10，I10））））（这里根据

累计概率使用IF函数返回相应数值作为实际需求量。G15是

RAND函数产生的一个0和1之间的随机数，表示累计概率。点

击F9可以连续进行模拟）。盂E19=IF（I19=F16，F14，IF（I19=

G16，G14，IF（I19=H16，H14，I14）））（这里必须先对设置不同

保险储备的缺货与保险储备成本进行比较，取其中最小者，然

后再确定相应的保险储备）。榆I19=MIN（F16：I16）。其他单元

格略。

三、存货单价不确定的经济订货批量模型

实际经济活动中，存货单价有时是随机变动的，而经济活

动常常服从正态分布，因此不妨假设单价也服从此分布。我们

可以使用Excel的NORMINV函数对价格进行模拟，并最终实

现单价变动情况下的存货管理。

仍沿用前例，根据历史数据测得其单价服从N（100，22）。

某个订货周期，企业必须在未来五天再次订货 。由于价格呈

正态分布，因此在这五天内价格会高低起伏，问题就是如何确

定购买日期，使得购买价格的期望值最小。对此，可以通过蒙

特卡罗模型对价格进行多次模拟，测定各个价格出现的频率。

然后使用COUNT IF计算每个数值（这里的数值是经过

四舍五入取整的）出现的次数，再除以模拟的次数，得到其频

率。选择其中频率最高的五个，乘以一定比率（这五个数值总

频率的倒数），以此作为各个单价出现的概率。

1. 建立价格波动的经济订货批量模型。见图3。

2. 设置公式及说明。

（1）最优决策略。

（2）短期购买决策分析。淤D10=IF（H10<=$C$8，$C

$6，IF（H10<=$D$8，$D$6，IF（H10<=$E$8，$E$6，IF（H10<=

$F$8，$F$6，$G$6））））（其中H10是返回0和1之间的随机数，整

个公式含义同需求不确定的模型中交货期实际需求量的公

式。将H10复制至H14，并在公式中相对引用，其他绝对引用，

然后复制至D14得到其他几天的实际价格）。于E13=E9鄢

E10+F9鄢F10+G9鄢G10+H9鄢H10+I9鄢I10（如果前四天都

没有购买，第五天无论实际价格如何都必须购买，因此第四天

等待后期望值即为第五天实际期望价格。这其实是一个动态

规划的问题，应使用逆推法分析）。盂E12=E9鄢E10+F9鄢

F10+G9鄢G10+G16鄢（1-G11）。榆E11=E9鄢E10+F9鄢F10+

G15鄢（1-F11）。虞E10=E9鄢E10+F9鄢F10+G14鄢（1-F11）。

愚F10=IF（D10<=E10，“购买”，“等待”）（决策依据实际价格

与期望价格的比较，当实际价格小于等于期望价格时购买，否

则等待）。舆F11=IF（F10=“购买”，“ ”，IF（D11<=E11，“购买”，

“等待”））（若第一天已经购买则第二天无需决策，以空格表

示；若第一天等待则第二天实际价格小于或等于价格期望时

购买，否则等待）；同理确定第三天与第四天的决策结果。

余F14=IF（F13=“ ”，“ ”，IF（F13=“购买”，“ ”，“购买”））（如果

前面几天没有购买，则第五天必须购买）。俞G10=IF（F10=“购

买”，D10，“ ”）（只有当天决定购买时才显示价格，否则以空

格表示）。将G10向下复制至G14则得到其他各天的购买

价格。

综上，基于Excel建立经济订货批量模型关键在于对各种

情况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再将分析结果以Excel能够识别的

语言定义成相应的公式反映在模型中。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模

型只是对实际经济活动的抽象，要应用到具体工作中仍需进

行一定的改进，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将Excel

更好地应用于存货管理，使其运用范围更广。

主要参考文献

员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成本管理.北京院经济科学出

版社袁2007

2援 叶运筹学曳教材编写组.运筹学.北京院清华大学出版社袁

2005

阴窑90窑

GA C E FD

单价不确定的经济订货批量模型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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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缺货成本的最优订货批量模型

图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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