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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仅根据财务数据对工程项目盈亏情况进行分析存在

不足

1. 工程项目工期与会计期间划分不一致，导致单期财务

报表无法直观地反映出工程项目的累计盈亏情况。会计期间

通常分为年度与中期，每年公历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作为

一个会计年度，同一会计年度的每个月或每个季度可作为这

一会计年度的中期，并按年度或中期编制财务报告。而一个工

程项目的工期可以是数月、一年或几年，其开（竣）工日期可以

是一年中的任意一天。如果一个工程项目工期跨过不同的会

计年度，其经营成果将会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会计年度的会计

报告中予以披露。这样，单一会计年度的财务报告就无法直观

地反映出工程项目累计盈亏情况。

2. 工程项目未完工决算时，财务账上确认的收入、利润

可能存在偏差。执行建造合同会计准则以后，施工单位是根据

账上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占预计合同总成本的比例来确认完

工进度，并以预计合同总收入与完工进度的乘积作为累计应

确认的收入，扣除以前各期已确认的收入后作为本期主营业

务收入进行确认。同时，当期应确认的合同毛利也是按当期确

认的合同收入减去当期确认的合同费用得出。

在收入、毛利的确认过程中，需要对整个工程项目的预计

合同总收入、预计合同总成本进行准确预测。同时，项目部要

组织各职能部门做到三个“及时”：及时办理对下劳务计价；及

时办理材料收（发）、盘点；及时将各相关原始单据递交财务部

门入账。只有坚持做到这三个“及时”，财务账上的合同成本费

用才能与实际成本费用相符，其确认的完工进度才能与实际

完工进度相吻合。

而在实际工作中，预计合同总收入、预计合同总成本的不

确定性，以及对下劳务计价、材料发票传递时间相对滞后等因

素均对完工进度、主营业务收入和合同毛利的确认产生重大

影响，从而可能导致财务账上确认的收入、利润与实际情况不

符，甚至差距较大。

3. 对上、对下计价不及时，以及材料物资发票等原始单

据传递相对滞后，导致财务报表的债权、债务情况无法完全反

映出工程项目的收入、费用（支出）情况。收入最终将以货币资

金或其他资产的形式流入企业，在未收到货币资金或其他资

产时，将以债权（应收款项）形式在财务账上反映。费用最终将

以货币资金或其他资产的形式流出企业，在未对外支付时，将

以债务（应付款项）形式在财务账上反映。

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对上、对下计价不及时，以及各种

原始单据传递相对滞后，财务报表上列示的债权、债务情况无

法真实、及时反映出工程项目的收入、支出情况。

4. 企业利润的实现最终将表现为货币资金的流入。货币

资金是保证一个企业健康、持续发展的“血液”，不仅能反映企

业的即时支付能力、资金周转速度的快慢，也是反映企业是否

具有增长潜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企业发展的根本目标是实现

利润最大化，通俗地讲就是为了“赚钱”，而企业赚钱最终也将

以货币资金流入方式予以实现。同理，如果企业管理不善、经

营状况不佳，最终也将导致货币资金的流出，从而出现资金紧

张甚至出现资金链断裂直至破产。所以，一个工程项目如果

是盈利的，那么它的资金就应该是充裕的。

但由于建设单位计价、拨款的相对滞后，在盈利的情况

下，工程项目也可能会出现暂时的资金紧张，因此货币资金余

额已不能直观地反映出工程项目的盈亏情况。

二、从多角度对工程项目盈亏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从任一单期财务报表或从单方面

财务数据着手对工程项目盈亏情况进行分析都存在片面性，

无法及时、准确地反映工程项目的实际盈亏情况。为此，从利

润、债权、债务及货币资金等多角度进行综合分析，并通过货

币资金存量对分析结果进行验证，才能较为准确地分析工程

项目的实际盈亏情况。

1. 利润的初步测算。由于会计分期及工程项目工期的不

同步，加上执行建造合同会计准则带来的收入、毛利确认的

不确定性，我们可以通过以建设单位累计实际已批复计价加

上基本确定（发生的可能性大于 95%但小于 100%，需要工程

技术部门或计经部门予以可靠预测）可以得到建设单位批复

的计价作为收入，以累计实际发生的各项成本费用作为支出

【摘要】近年来，随着企业施工产值连年提高、规模不断扩张，如何加强工程项目管理、切实提高工程项目管理的经济

效益已成为施工企业管理工作的重心。为此，笔者从财务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将利润、债权债务、货币资金三个方面相结合

对工程项目盈亏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的方法，以及时发现工程项目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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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盈亏情况的动态财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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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作为分析依据。而累计实际发生的成本费用则包括财务已

入账成本费用和已发生但未入账的成本费用两部分。

确定累计收入与支出后，就可初步测算出本工程项目的

实际盈亏情况，即累计收入减去累计支出。但为了让测算结果

更加可靠，我们还需通过后述步骤进一步进行验证。

2. 债权、债务的确定。累计实际发生的收入、支出确认以

后，除已收到的货币资金及已支付的货币资金外，必将以应收

债权与应付债务的形式体现出来。同理，也存在已入账及未入

账债权、债务情况，均需予以充分测算。

3. 从货币资金着手对分析的结果进行验证。因为本单位

形成的利润或亏损最终将以货币资金流入或流出方式体现出

来，如果建设单位拨付资金与项目部对外支付资金是及时的，

应收债权与应付债务余额将为零，累计形成利润与账上货币

资金余额就应相等。

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建设单位拨款以及项目部对外债

务支付时间上相对滞后，必将形成应收债权和应付债务，而应

收债权和应付债务余额实际上反映了外部单位占用本单位和

本单位占用外部单位的资金情况，债务与债权的差额即形成

了本单位实际占用外部单位资金余额。

所以，如果剔除本单位购置固定资产及其他对外投资情

况，经过上述分析后，应付债务与应收债权的差额加上通过累

计实际发生的收入、支出计算出来的利润或亏损应该等于当

期期末本单位货币资金的余额。

三、举例说明

例：某工程项目合同总金额为 8 000万元，于 2009年 10

月 16日开工，工期 2年，经过相关部门测算，初始预计合同总

成本为 7 200万元，初始预计合同总毛利为 800万元，毛利率

为 10%。2010年 6月 15日，项目经理要求财务人员从财务角

度对截至当天的工程项目盈亏情况进行初步分析。截至 2010

年 6月 15日该工程项目的相关经济数据如下：货币资金余额

为 30万元，“工程施工———合同成本”科目余额（累计已入账

成本费用）为 2 410万元，另据物资部门核实因货已到发票未

到且未付款的材料共计有 90万元，计经部门根据收方统计劳

务分包队伍已完成但未予计价付款的劳务分包款共计 150万

元，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未入账成本费用。业主累计已批复计价

数为 2 600万元，据计经部门测算，截至 6月 15日基本确定

可以得到业主批复的计价数尚有 300万元，且累计已收到业

主拨款 2 400万元，“应收账款”科目余额为 200万元，“应付

账款”科目余额为 40万元。已知，2009年度已确认主营业务

收入 900万元、主营业务成本 810万元、合同毛利 90万元。为

简化说明，假设其他科目没有余额。

1. 利润的初步测算。

（1）收入的确定。如果单从财务报表中的利润表来分析，

该例中工程项目 2009年度的利润表与 2010年的利润表是分

开编制的，且 2010年中期财务报告尚未编制，因此单从财务

报表上看无法直接了解工程项目的盈亏情况。如果从建造合

同核算的合同收入、费用来看，如在施工过程中存在工程变

更、索赔或因工程建设期内价格波动引起实际成本费用支出

变化，但又未及时对预计合同总收入、预计合同总成本进行调

整时，计算出来的合同收入、费用也将与实际情况存在差距。

故我们只能按建设单位批复的以及基本确定可以得到批复的

计价数作为收入确认依据，截至 2010年 6月 15日建设单位

累计批复及基本确定可以得到批复的计价为：2 600+300=

2 900（万元）。

（2）费用（支出）的确定。截至 2010年 6月 15日，已入账

成本费用即“工程施工———合同成本”科目余额为 2 410万

元，未入账且未付款费用有 240万元（90+150），则累计实际

发生的费用（支出）总计为：2 410+240=2 650（万元）。

（3）初步测算出工程项目利润为：累计合同收入-累计费

用（支出）=2 900-2 650=250（万元）。

2.债权、债务的确认。

（1）债权数=已入账债权余额+未入账债权=应收账款余

额+基本确定业主可批复计价数=200+300=500（万元）。这说

明外部单位占用本单位资金共计 500万元。

（2）债务数=已入账债务余额+未入账债务=应付账款余

额+未入账未付款债务=40+240=280（万元）。这说明本单位

占用外部单位资金共计 280万元。

（3）因债权债务因素占用外单位资金合计=债务-债权=

280-500=-220（万元）。这说明外部单位占用本单位资金共

计 220万元。

3.从货币资金着手对上述分析的盈亏情况进行验证。从

利润的初步测算分析得出本单位盈利 250万元，如没有外部

债权、债务的影响，本单位货币资金余额应为 250万元。但因

外部单位占用本单位资金的影响，导致本单位资金余额为：

250-220=30（万元），这与账面实际资金余额相符，说明本文

建议的盈亏分析基本准确。

同时，我们可以计算出实际合同毛利率：250衣2 900伊

100%=8.62%。8.62%小于初始测算的合同毛利率 10%，这说明

各部门需进一步进行分析，找出具体影响因素，如工程变更、

工程建设期内价格波动、管理不善等因素。

四、小结

虽然本文提出的盈亏分析法能够较为及时、准确地反映

工程项目的盈亏动态，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仅从财务数据

角度进行盈亏情况分析，无法对更深层次的盈亏原因进行剖

析；二是对其他职能部门提供的测算数据依赖性较大，如未入

账的对上、对下计价数及材料款等的测算是否准确，将直接影

响到工程项目盈亏分析的准确性。

总之，如何及时、准确分析工程项目的盈亏情况，及时发

现工程项目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如何切实加强工

程项目管理，是施工企业实现精细化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企

业应予以重视，以推进自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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