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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南 财 经 大 学 会 计 学 院 郭复初渊博 士 生 导 师 冤

财务分析的性质与目的新探
———财务分析系列文章之一

在实际工作中，财务分析已远远超出会计报表分析的范

围，扩展到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两大领域，贯穿于财务管理的

事前、事中和事后各个环节。笔者近年来对财务分析的性质与

目的、主体与要求、内容与方法问题作了系统思考。从本文开

始，将用三篇系列文章对上述问题加以探讨，以期对财务实际

工作与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一、财务分析的性质

1. 财务分析的内涵。财务分析，顾名思义，是人们对财务

这一经济事物所进行的分析。要深入认识财务分析的概念，必

须首先界定财务和分析这两个基本概念。财务是经济组织（国

资委、企业）和个人（家庭、单个人）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所进

行的本金投入与收益分配的活动，及其在这些活动中所形成

的各种经济关系。财务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商品经济范畴，包括

财务活动与财务关系两个方面。分析是对某一对象组成部分

的分解与各部分相互关系的描述。财务分析可以概括为对本

金投入与收益分配的现状和影响因素的定量与定性描述，为

财务决策、监控和考评服务的管理方法。

财务分析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在谈到经济分析的原理时

奠定的。财务分析首先是研究财务指标变化的影响因素，这些

因素可能是正方向的影响，也可能是反方向的影响。对于研究

多个变量如何影响某一函数的定量分析原理，马克思指出，多

因素影响某一财务指标时，只要依着顺序先假定某一因素变

化而其他因素不变，分别测出各因素的影响数值，然后加以综

合汇总，即可得出各因素变化的综合影响数值。

在管理方法中，有的属于某一管理环节特有的方法，如财

务决策中的图表决策法、树型决策法、最大最小收益值法和最

小最大后悔值法等，这些方法不适合其他管理环节使用。但

是，有的属于某几个管理环节都要用到的方法，如财务核算和

财务分析的方法，在财务预测、财务计划、财务控制、财务考评

等主要管理环节中都要运用。以财务分析为例，在财务预测中

通常会用到因素分析法、量本利分析法、回归分析法，在财务

计划中要用到多因素综合分析法；在财务控制中要用到差额

分析法，在财务考评中要用到比例分析法与杜邦分析法等。所

以，财务分析是贯穿于财务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管理各方面

的。以上所讲的是组织财务活动中所运用的财务分析方法。另

外，在处理各种财务关系中也要运用财务分析方法。例如：在

处理企业与债权人的财务关系时，要运用比例分析法进行偿

债能力与营运能力的分析；在处理企业与股东（或其他所有

者）的财务关系时，要运用比例分析法进行营运能力和盈利能

力的分析；在处理企业与国家财政的财务关系时，要运用比例

分析法进行盈利能力和社会贡献能力的分析；在处理价值链

中核心企业与关联企业的财务关系时，要运用因素分析法进

行价值链内部转移收入的分析等。

总之，财务分析是财务管理中运用最广泛的管理方法之

一，它普遍运用于组织财务活动与处理财务关系各个方面，并

贯穿于财务管理的事前、事中与事后的各项管理环节之中。传

统财务理论将财务分析列入财务管理的事后管理环节是不妥

当的。

2. 财务分析的外延。财务分析的外延是由它的内涵所决

定的，由于人们对财务分析的认识不同，因此人们对财务分析

范围大小的认识也不一致。

前面提到财务分析是经济组织与个人组织财务活动与处

理财务关系的一种管理方法，这是一种广义的财务分析。广义

（大口径）的财务分析，是指直接与本金投入和收益分配活动

及其所形成经济关系相关的利益各方所进行的财务分析，其

范围主要包括国资委与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财务分析、一般

生产经营企业的财务分析、财税部门的财务分析、银行等债权

人的财务分析、企业内部财务部门的财务分析和企业内部核

算单位的财务分析等。从时间上看，包括财务管理事前财务分

析（预测、决策、计划）、事中财务分析（控制、监督）和事后财务

分析（考评、奖罚）。

通义（中口径）的财务分析，即一般人通常意义上讲的财

务分析，是指与生产经营企业（主要是工商企业与各种服务企

业）直接相关的微观财务分析，而不包括宏观经济部门（国资

委、财税部门）的财务分析。从时间上看也包括财务管理事前

财务分析、事中财务分析和事后财务分析。

狭义（小口径）的财务分析，通常是指生产经营企业的事

后财务分析，特别是对会计报表的分析。

【摘要】财务分析是对企业等经济组织与个人本金投入与收益分配的现状和影响因素的定量与定性描述，它普遍应用

于组织财务活动与处理财务关系的各个方面，贯穿于财务管理各个环节之中，为财务管理决策、监控与考评提供依据。本文

拟对财务分析的性质与目的进行探讨。

【关键词】财务分析 宏观财务分析 微观财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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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务分析的目的

无论是广义、通义还是狭义的财务分析，总的目的是通过

对影响财务活动与财务关系变化的因素及各因素影响程度的

计算与判断，为企业利益相关者进行财务决策、监控与考评提

供依据。

1. 通过事前财务分析为财务决策提供依据。财务分析的

事前分析，是指在进行财务日常管理（财务控制与监督等）

之前所进行的分析。财务日常管理的直接依据是财务计划，财

务计划是依据财务决策所确定的方案、指标和措施来编制

的，财务决策又要依据财务预测来进行。在财务预测、决策和

计划三个环节中，核心是财务决策。因此，事前财务分析必须

围绕财务决策的要求来进行。由于不同利益相关者所追求的

具体目标有所区别，所以事前财务分析的具体作用又有一定

差别。

企业经营者在进行生产经营决策和财务决策时，必须了

解影响企业未来营业收入、利润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财务分

析在财务预测时就要对影响营业收入的营业量和单位产品价

格等因素变化趋势与影响程度进行分析，从而为经营者进行

生产经营决策提供依据。

企业所有者在进行是否对企业投资或增加投入，以及是

否出售某企业的股票的决策时，必须对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

营运能力、净资产收益率、市盈率等预测指标及其影响因素进

行分析，为投资决策提供依据。

企业债权人在进行对企业是否提供贷款、提供担保、提供

其他债权时，必须对企业未来的短期与长期偿债能力、盈利能

力、营运能力以及财务风险等预测指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

析，为授信决策提供依据。

企业价值链中的供货商在进行是否加入或退出以某企业

为核心的价值链时，必须对核心企业的营运能力、支付能力、

成本与价格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决定是否继续

与某核心企业合作。

与企业直接相关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要正确进行财政预

算收支决策、国有资产经营预算收支决策与环境投资决策，就

必须对企业上交税费和利润的预计能力进行详细分析，使宏

观决策切实可行。

2. 通过事中财务分析为财务控制与监督提供依据。财务

分析的事中分析，是指在进行财务日常管理中所进行的分析，

是为财务控制与财务监督服务的。

财务控制是依据财务目标（或定额、预算等）、财务制度和

国家有关法规，对实际（或预计）的财务活动开展情况进行对

比、分析，发现偏差并及时加以纠正，使之符合财务目标与制

度要求的管理过程。财务控制是财务管理各环节中基础的环

节，是其他各管理环节正常运行的基本保证。在进行财务控制

时，关键是要及时发现实际财务活动开展情况与财务目标之

间的偏差，并对产生这些偏差的影响因素与影响程度进行计

算和判断，这就必须进行事中财务分析。

财务监督是与财务控制紧密联系的管理环节。企业经营

者与相关管理人员为了保证财务目标的实现与内部财务制度

的执行，需要经常对部门、单位与员工的工作状况与业绩完成

情况进行相关检查和督促，发现问题并及时加以纠正。因此，

加强财务监督是实现财务控制目标的重要保证。要及时发现

存在的问题，就有必要对财务控制过程中出现的情况进行专

题分析（针对某一专门问题）或小分析（针对出现的某一具体

问题），为财务监督提供依据。

与企业直接相关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在进行财政收支控

制、国有资产经营预算收支控制和环境投资控制时，必须对企

业上交税费、利润与环境投资开展情况进行财务分析，使宏观

控制落到实处。

3. 通过事后财务分析为财务考评和物质奖罚提供依据。

事后财务分析是指一个计划期（年度或一个任期）终了之后，

对财务指标完成情况与财务关系处理情况所进行的分析，是

为财务考评以及物质奖罚服务的。它主要依据正式的财务报

表与相关信息来进行。

财务考评是指将计划期财务指标的实际完成数与计划数

（考核指标）进行对比，确定有关责任单位和个人是否完成任

务的过程。财务考评与物质奖罚是紧密联系的，财务考评是物

质奖罚的依据，物质奖罚是企业落实激励约束机制的基础，是

使企业治理机制发挥作用的关键环节。无论是财务考评还是

物质奖罚，都要以财务分析为依据。

进行财务考评，首先要弄清考评目标完成情况，并对影响

考评目标完成的因素进行分析。如果考评目标超额完成，在这

些影响因素中，有的是企业经营者、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与员

工辛勤经营与劳动的结果，这些因素属于主观努力的成果，应

该给予好评；对于不属于主观努力而是由客观情况变化导致

企业考评目标超额完成的情况，在进行财务考评时要重视企

业主观因素中存在的问题，不能因客观条件好而掩盖存在的

问题。反之，如果考评目标未能完成，则要对影响因素进行具

体分析。如果企业有关人员虽作了最大努力，但因宏观理财环

境发生重大变化而影响了原定考评目标的完成，对企业有关

人员的成绩也应实事求是地评价，不能一概抹杀。

物质奖罚是指按照企业激励约束机制的规定，对经营者、

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与员工在年度（或任期）完成和超额完成

考评目标所进行的奖励或处罚。这是落实经济责任制、调

动有关人员生产经营管理积极性的重要举措。物质奖罚必须

严格按事先签订的经济责任书进行，但也应分析影响考评目

标完成情况的主客观因素，做到实事求是，不能简单生硬地

进行。

与企业直接相关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在进行财政收支考

评、国有资产经营预算收支考评和环境投资效益考评时，必须

对企业上交税费、利润和环境投资项目完成情况进行分析，发

挥激励约束机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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