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援 财会月刊渊综合冤窑57窑阴

张超豪

渊河海大学 南京 210098冤

【摘要】财务预测为财务预算提供依据，是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基础，而定量预测在财务预测的理论实践中具有极其

重要的地位，但定量预测容易产生误差。本文从分析误差产生的原因着手，引进具有很强生命力的区间数学为工具，提出财

务管理的区间预测方法，具体探讨区间指数平滑法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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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区间预测法控制财务预测误差

所谓财务预测，就是财务人员以企业过去的财务活动资

料，结合企业现在面临或即将面临的各种微观和宏观情况，选

择适当的定性或定量方法，运用数学、统计方法和预测人员的

主观判断，对企业财务方面的未来发展趋势及变化进行预测

推断。

预测方法有很多，选择适当的方法非常重要。在实际预测

工作中，预测人员往往根据实际情况，将几种方法结合起来使

用，互为补充、互为验证。在预测过程中往往会因资料的限制，

加之选择计算方法时又因外部环境的变化和预测人员素质的

影响，导致财务预测的结果与实际情况不完全相符，出现一些

误差。为了避免或减少误差，提高预测质量，必须认真分析预

测误差产生的原因，以寻求更好的预测方法，本文就此进行

探讨。

一、财务预测及其误差来源

1. 模型误差。用数学方法进行财务预测，首先要将实际问

题进行抽象、简化，然后制作数学模型。这样，实际问题与数学

模型之间会出现一些误差，这种误差可称为“模型误差”。这里

以利润函数模型为例予以说明。利润是指生产扣除成本后的

剩余部分，可用 L表示，公式为：

L = R - C （1）

假设将成本 C与收入 R都看做产量 q的函数，则利润 L

也是产量 q 的函数，而成本函数 C（q）、收入函数 R（q）又可

能取线性函数、二次函数或更复杂的函数，如果选择不当就达

不到预测的目的。

2. 观测误差。在数学模型中出现的参数，常常是通过观

测与实验得到，得到的数据与现实值之间也会存在误差。例

如，在财务预测中比较常用的统计规律法中的直线回归法，直

线方程 y=a+bx中的 a , b 由已知实测值（Xi,Yi），（i = 1，2，3,

…,n）计算出来，而实测值存在误差，因此计算过程也会产生

误差。

3. 数据误差。计算中利用的数据往往是近似数。如防洪

预案的经济指标预测与河流水位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考虑

河流某断面水位是 10.15m，其实这是近似数，因为河水是流

动的，水位是波动的，真正的水位应在 10.10m与 10.20m之间

（在精度要求范围内）或记为区间[10.10，10.20]。其实经济指标

预测也具有区间波动性。如某公司预测第三季度的销售量为

1 020 万元，其实也是近似数，确切地说，是在 1 015万元与

1 025万元之间或记为区间[1 015，1 025]。

4. 计算误差。利用数学方法求解数学模型时会产生计算

误算。如用边际成本函数计算总成本函数值时，常用到定积分

的数值计算，有时只能把定积分表示为无穷级数，若取前有限

项作为近似值，而截去级数后面的所有项，产生的误差称为

“截断误差”。又因为计算时小数只保留有限位，使用“四舍五

入”，此时产生的误差称为“舍入误差”。

5. 预测人员的判断误差。预测人员的知识面和责任心，是

决定预测指标的最终保证。预测人员首先对基础数据进行测

试和判断，这些判断会直接影响预测数据的准确性。由于预测

人员知识面的限制，以及主观判断的差别，从而使预测的数据

存在一定误差。

二、控制误差的对策

财务预测中存在误差是难以避免的，其关键在于采取正

确的对策将误差控制在允许的规范内，使预测结果具有解决

实际问题需要的精度。

1. 加强财务管理制度的建设。加强财务管理制度的建设，

可以确保在财务预测中运用的历史财务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

性，从而保证财务预测的质量，使财务预测更加规范化、制

度化。

2. 对基础数据要严格把关，观测方法要规范，记录要准

确。若利用其他关联单位的财务数据，要注意财务政策、核算

方法的一致性。要运用规范的观测方法，对基础数据进行计

算，确保结果的准确性。

3. 正确选择预测方法。首先根据预测对象的性质，确定采

用定性预测法或定量预测法。如果采用定量预测法，应根据预

测精度的要求，分析应选择单变量模型或多变量模型，还是采

用线性模型或非线性模型。

4. 拓宽预测人员的知识面，培养复合型人才。财务预测工



作是一项多层次、全方位的复合性工作，不仅要

求预测人员熟悉财务管理知识，还要有与行业

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因此，企业的预

测人员应积极参加职业教育培训，拓宽专业知

识面，以更好地完成工作。

三、控制财务预测误差的新方法

由以上分析可知，预测数据和物理量都具

有区间的特征。财务预测的数学模型也具有区

间数学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正是“区间数学”的

强项。区间数学是近年发展起来的比较活跃的

数学分支，具有较强的生命力。美国的 R·E.

Moore奠定了区间数学的理论基础，在结构优

化、环境保护、水资源优化分配及经济领域中已

有广泛的应用。

在此，笔者作一简单介绍。

首先引入区间数的概念，如前所述，将水位

看成区间[10.10，10.20]，某公司第三季度销售量

看成区间[1 015，1 025]等。

一般地称有界闭集[a,b]=｛x讦a臆x臆b｝为

区间，把它看成由端点 a、b组成的一对有序实

数，称为区间数，记为 X 或[a,b]，为了方便，用

X、X表示两端点，记以：X=[X，X]。

若区间 X的两端点相等，即 X=X，则定义

X=[X，X]，称为点区间。

我们再定义三个反映区间的几何特征的基

本量。记M（X）= [X+X]，称 M（X）为区间的

中点，W（X）=X原X为 X 的宽度，|X|=max

（|X|，|X|）为区间的绝对值。如果区间 X=［X，

X］，满足 X=原X，则称此区间为对称区间。

如：X=［原6，6］，利用区间中点与宽度，可以将区

间表示为对称区间的形式，即 载=［M（载）原 W

（载），M（载）+ W（载）］。

再定义区间四则运算。X淫Y=｛x淫y|x沂

Xy沂Y｝。其中：淫沂｛+，原，伊，衣｝。根据该定义不

难证明：X+Y=［X+Y，X+Y］，X原Y=［X原Y，X原

Y］，X 伊Y =［min (XY,XY，XY，XY)，max (XY,

XY，XY，XY)］，X/再=［XY］［1/Y,1/Y］，且 Y中

不包含 0。如：X=［4，6］，=［1，2］，X+Y=［4+

1，6+2］=［5，8］，X原Y=［4-2，6-1］=［2，5］，X伊

Y=［min（4，12，8，6），max（4，12，8，6）］=

［4，12］，X/Y=［4，6］［ ，1］=［2，6］。

在上述定义之下，区间运算中下述事实

成立。

设：X，Y，Z为区间，结合律、交换律成立。

X垣（Y垣Z）=（X垣Y）垣Z，X伊（Y伊Z）=（X伊Y）伊

Z，X+Y=Y+X，X伊Y=Y伊X。但分配律不成立，

先举一例。

取区间=X［1，2］，Y=［1，2］，Z=［1，2］。X伊（Y原Z）=［1，2］（［1，2］原

［1，2］）=［原2，2］，而 X伊Y原X伊Z=［1，2］［1，2］原［1，2］［1，2］=［原3，3］。

换句话说：X伊（Y原Z）屹X伊Y原X伊Z。其中，请注意两个相等区间相减不

为零，即：X原X屹0。

还可以定义区间函数，即以区间 X为变量，值域也为区间的函数。

我们以财务预测的指数平滑法为例，引进区间指数平滑法。

财务管理中的指数平滑法，就是用上一期的观察值和预测值，引入参数

姿（0臆姿臆1），计算本期的预测值，公式为：

f=姿a +（1-姿）f （2）

其中：f为本期预测值；a 为上期观察值；f 为上期预测值；姿为平滑

指数。

利用区间数学思想，得区间平滑指数法，其公式为：

F=MA +（1-M）F （3）

其中：F=［F，F］为本期观测区间值；F =［F ，F ］为上期预测区间值；

A =［［A ，A ］，］为上期观测区间值；M=［［M，M］，］为平滑区间指数，且

［M，M，］［0，1］。

四、区间预测法的应用

算例：某企业过去五年的销售收入资料如表 1：

利用区间平滑指数法，推求销售预测值，并估算误差，取平滑指数

M=［0.28，0.32］，初始预测销售值［1 000，1 020］。

由公式（3），计算过程如表 2：

表 2中 Ai区间端点 Ai=Ai，则 Ai是点区间，也就是普通的数；而第 5列

表示 Fi的范围，即表示了取值情况，也可看出误差的范围；第 6列M（Fi）可

作为预测值，也可以结合实际取区间 Fi中适当值作预测值。

利用区间数学思想和计算方法，引入财务管理的区间预测方法，并通过

算例可以验证出该方法的合理性、可行性。当然，更进一步利用区间数学知

识，可得到财务预测更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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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销售收入

1

1 000

2

1 100

3

1 050

4

1 040

5

1 020

合计

5 210

表 1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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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 2 计算过程

MAi-1 （1-M）Fi-1
预测销售
收入 Fi

M（Fi）
中点

［1 000，1 000］ ［1 000，1 020］

2 ［1 100，1 100］ ［280，320］ ［680.0，734.4］ 1 007.2［960，1 054.4］

3 ［1 050，1 050］ ［308，352］ ［652.8，759.2］ 1 036.0［960.8，1 111.2］

4 ［1 040，1 040］ ［294，336］ 1 041.6［9473，1 136.0］

5 ［1 020，1 020］［291.2，332.8］［644.16，817.92］ 1 043.04［935.36，1 150.72］

6 ［285.6，326.4］［636.05，828.52］ 1 038.29［921.65，1 154.92］

［653.3，8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