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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财务经济综合分析的方法及讨论

刘成福
唐山市妇幼保健院 河北 唐山 063000

摘� 要：本文探讨了财务经济综合分析的概念、重要性及常用方法，并深入讨论了这些方法的优缺点及适用情

境。通过综合评估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财务经济综合分析为企业决策者提供了全面、客观的信息，有助于制

定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常用方法包括趋势分析、杜邦财务分析体系、沃尔比重评分法和SWOT分析等，这些方法各
具特色，但都需要结合企业实际情况进行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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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企业财

务经济综合分析在企业决策中的地位愈发重要。通过对

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全面评估，财务经济综合分

析能够揭示企业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运营能力等关

键指标，为企业决策者提供科学依据。本文将深入探讨

财务经济综合分析的方法及讨论，并分析这些方法的优

缺点和适用情境。

1 财务经济综合分析的概念和重要性

1.1  财务经济综合分析的概念
财务经济综合分析是一种全面、深入地对企业财务

报告及其他相关资料进行研究和解读的过程。其目标是

通过分析企业的财务数据，评估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从而揭示企业的经营绩效、财务风险

以及未来的发展潜力。这种分析不仅关注企业过去的财

务表现，也强调对企业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和判断。

1.2  财务经济综合分析的重要性
决策支持：财务经济综合分析为企业管理层提供了

全面、准确的财务信息，有助于管理层在投资决策、融

资决策、经营策略制定等方面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决

策。风险管理：通过分析企业的财务数据，可以及时发

现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和问题，如偿债能力不足、资金

周转不灵等，从而采取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保障企业

的稳健运营[1]。绩效评估：财务经济综合分析可以客观

地评价企业的经营绩效，如盈利能力、运营效率等，为

管理层提供有关企业经营成果的反馈，有助于管理层及

时调整经营策略，提升企业经营绩效。未来预测：通过

对企业财务数据的趋势分析，可以预测企业未来的发展

趋势和市场潜力，为企业制定长期发展战略提供重要依

据。投资者关系管理：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财务经济综

合分析的结果也是投资者评估公司价值、做出投资决策

的重要依据。因此，做好财务经济综合分析对于维护与

投资者关系、提升企业市场形象也具有积极意义。

2 常用的财务经济综合分析的方法及讨论

2.1  比率分析
比率分析的核心在于通过计算财务报表中相关项目

之间的比率关系，以揭示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该方法能够帮助企业决策者、投资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

者更加深入地了解企业的运营情况和财务健康状况。在

比率分析中，常用的比率有，流动比率：企业流动资产

与流动负债的比率，用于衡量企业短期偿债能力。流动

比率越高，说明企业短期偿债能力越强，反之则说明企

业短期偿债风险较大。速动比率：剔除存货后的流动资

产与流动负债的比率，用于更精确地衡量企业短期偿债

能力。速动比率排除了存货这一相对不易变现的资产，

因此更能反映企业短期内可迅速变现资产对流动负债的

保障程度。资产负债率：企业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

率，衡量企业的长期偿债能力和财务风险。资产负债率

越高，说明企业财务风险越大，反之则说明企业财务结

构相对稳健。存货周转率：企业销售成本与平均存货的

比率，用于衡量企业存货管理效率和运营能力。存货周

转率越高，说明企业存货管理效率越高，反之则说明企

业存货积压、运营不畅。通过比率分析，可以更加清晰

地了解自身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例如，通过流动比

率和速动比率的分析，可以评估自身的短期偿债能力，

从而合理安排短期负债的偿还计划；通过资产负债率的

分析，企业可以了解自身的长期偿债能力和财务风险，

从而优化财务结构，降低财务风险；通过存货周转率的

分析，企业可以发现存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高运营

效率。然而，比率分析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比

率分析的结果受到会计政策选择和人为因素的影响，不

同的会计政策选择可能导致比率的计算结果产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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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比率分析只能反映企业过去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无法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因此，在使用比率分析

时，需要结合其他分析方法进行综合评估，以得出更准

确的结论。

2.2  趋势分析
趋势分析是通过对企业连续多期的财务报表进行深

度对比，从而揭示出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变化趋

势。该方法不仅有助于企业了解自身的历史发展轨迹，

还能为预测未来走向提供有价值的参考[2]。在趋势分析

中，通常会对多个时期的财务报表数据进行收集，如近

几年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等。随后，分

析人员会对这些数据进行纵向对比，计算并观察各项财

务指标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情况。这种对比分析可以针对

特定的财务指标，如收入、成本、利润、资产、负债

等，也可以针对整体财务状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趋势

分析，可以获得以下方面的洞察：增长与衰退趋势：通

过比较不同时期的收入、利润等关键指标，企业可以判

断自身业务是否处于增长阶段，或者是否面临衰退风

险。例如，如果连续多年收入增长放缓或负增长，这可

能意味着企业需要调整战略或寻找新的增长点。财务稳

定性：观察资产、负债和权益的变化趋势，可以评估企

业的财务稳定性。例如，如果负债持续增长而权益保持

不变或下降，这可能表明企业的财务杠杆正在增加，财

务风险也随之上升。运营效率：通过分析成本、费用等

的变化趋势，企业可以了解自身运营效率的变化。如果

成本率（成本占收入的比例）逐渐下降，这可能意味着

企业在提高生产效率和管理效率方面取得了进步。行业

对比与竞争态势：将企业的趋势分析与同行业其他企业

的数据进行对比，可以帮助企业了解自身在市场中的位

置和竞争优势。例如，如果企业的利润率持续高于行业

平均水平，这可能表明企业在成本控制或产品定价方面

具有优势。然而，趋势分析也有其局限性。由于它主要

依赖历史数据，可能无法充分反映当前市场变化或突发

事件对企业的影响。此外，趋势分析的有效性也受到数

据质量和一致性的影响。因此，在使用趋势分析时，通

常需要与其他财务分析方法（如比率分析、杜邦分析

等）结合使用，以获得更全面、准确的分析结果。

2.3  杜邦财务分析体系
杜邦财务分析体系的核心思想在于利用财务指标间

的内在联系，通过一系列财务比率的分解和组合，对企

业综合经营理财能力及经济效益进行系统的分析评价。

该方法不仅揭示了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多个层

面，还强调了这些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在杜

邦财务分析体系中，最为核心的指标是净资产收益率

（ROE），它代表了企业盈利能力的综合体现。通过将
净资产收益率逐级分解为销售利润率、资产周转率和权

益乘数等财务比率的乘积，杜邦分析体系能够深入揭示

企业盈利能力、资产使用效率和财务结构等多个方面的

内在联系。该体系包括以下关键步骤，确定核心指标：

以净资产收益率为核心，围绕其进行分解和分析。分解

财务比率：将净资产收益率分解为销售利润率、资产周

转率和权益乘数三个关键财务比率的乘积。这三个比率

分别代表了企业的盈利能力、资产使用效率和财务结

构。深入分析：针对每个分解出来的财务比率，进行进

一步的深入分析。例如，销售利润率可以反映企业的成

本控制能力和产品定价策略；资产周转率可以反映企业

资产的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权益乘数则可以反映企业

的财务杠杆和财务风险。综合评价：将各个层面的分析

结果综合起来，形成对企业整体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

全面评价。这种评价不仅关注单一指标的表现，还强调

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该体系的优点在于其系统

性和综合性。通过将复杂的财务指标分解为更易于理解

和分析的部分，杜邦分析体系能够帮助企业管理层更加

深入地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从而制定更加

科学合理的决策。同时，这种方法也有助于投资者和其

他利益相关者更加全面地评估企业的价值和风险。然

而，杜邦财务分析体系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它

主要关注财务指标的分析，可能忽略了非财务指标对企

业经营的重要影响。此外，该体系中的某些指标可能受

到会计政策选择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导致分析结果产生

偏差。因此，在使用杜邦财务分析体系时，需要结合其

他分析方法进行综合评估，以获得更加准确和全面的分

析结果。

2.4  沃尔比重评分法
沃尔比重评分法是通过选择一系列关键财务指标，

并根据这些指标的重要性和相对影响分配权重，然后对

这些指标进行计分和加权汇总，从而得出一个综合评

分，用以评价企业的整体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在沃尔

比重评分法中，选择合适的评价指标至关重要。通常，

这些指标会涵盖企业的偿债能力、运营能力、盈利能力

等多个方面，确保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全面评估。例如，

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等指标可以反映企业的偿债能

力；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等指标可以揭示企业

的运营能力；而净利润率、投资回报率等则可以体现企

业的盈利能力。除了选择合适的指标，沃尔比重评分法

还要求对这些指标分配合理的权重。权重的确定通常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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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行业特点、企业战略以及历史数据等因素，以确保评

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权重分配的过程需要谨慎，

避免过度强调某些方面而忽视其他同样重要的因素。沃

尔比重评分法的优点在于其综合性和客观性。通过将多

个财务指标纳入评价体系，并赋予不同的权重，该方法

能够全面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时，由于

评分过程基于客观数据，减少了主观因素的影响，使得

评价结果更加可靠。然而，沃尔比重评分法也存在一些

局限性。首先，该方法主要依赖历史数据，可能无法充

分反映企业的未来潜力或市场变化对企业的影响。其

次，权重分配的过程可能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不同的

权重分配可能导致不同的评价结果[3]。该方法可能过于

强调某些财务指标而忽视其他非财务指标对企业的重要

性。因此，在使用沃尔比重评分法时，需要结合其他分

析方法进行综合评估，以确保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全面

性。定期更新评价指标和权重以适应市场变化和企业发

展也是必要的。

2.5  SWOT分析
SWOT分析核心思想在于综合考虑企业内部的优势

和劣势，以及外部的机会和威胁，从而为企业制定合理

的发展战略和决策提供全面的依据。在SWOT分析中，
企业内部的优势（Strengths）和劣势（Weaknesses）通
常涉及资源、能力、管理、技术等方面。优势是企业相

对于竞争对手所具备的独特资源和能力，如品牌知名

度、市场份额、专利技术、高效的管理团队等。而劣势

则是企业在某些方面存在的不足或缺陷，如资金短缺、

技术落后、市场份额下降等。同时，企业外部的机会

（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主要来自于市场环
境、政策法规、技术进步、社会文化等方面。机会是外

部环境中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因素，如市场需求增长、政

策支持、技术创新等。威胁则是外部环境中对企业发展

构成挑战或风险的因素，如市场竞争加剧、政策调整、

技术变革等。通过SWOT分析，企业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
自身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从而制定符合自身实际情

况的发展战略和决策。例如，针对自身的优势和机会，

企业可以制定扩张战略，加大投资力度，拓展市场份

额；针对自身的劣势和威胁，企业可以制定防御战略，

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运营效率。然而，SWOT分析也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该方法主要基于定性分析，容

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不同人对同一企业的优势和劣

势、机会和威胁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其次，SWOT分析通
常只关注静态的内外环境因素，而忽视了这些因素的动

态变化。因此，在使用SWOT分析时，需要结合其他定量
分析方法进行综合评估，以确保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全

面性。

结束语

总的来说，财务经济综合分析是企业决策的重要依

据。通过综合运用各种分析方法，企业可以更加准确地

把握自身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发

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持。然而，各种分析方法都有其局限

性，需要结合企业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和应用。未来，随

着新技术和新方法的涌现，财务经济综合分析将不断完

善和发展，为企业决策提供更加全面、准确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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