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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工商》考前速记

1.市场调查方式

（1）随机抽样常见方法有简单随机抽样、等距抽样、分层抽样、整群抽样等。

分层比例抽样计算公式：

（2）非随机抽样包括：任意抽样、判断抽样、配额抽样、滚雪球抽样。

2.市场调查的方法

实地调

查法

访问

法

人员访问法

入户访问法

拦截访问法

计算机辅助面访调查

电话访问法 -

邮寄调查法 -

留置调查法 -

观察

法
-

实验

法

无控制组的事前事后

对比实验
实验变数效果＝事后测量值－事前测量值＝x2－x1

有控制组的事前事后

对比实验

实验变数效果＝实验组变动结果－控制组变动结

果＝（x2－x1）－（y2－y1）

控制组、实验组对比

实验

实验变数效果＝实验组事后测量值－控制组事后

测量值＝x2－y2

文案调

查法
-

网络调

查法

3. 市场预测方法

定性市

场预测

方法

专家判

断法

专家会议法

头脑风暴法 -

交锋式会议法 -

混合式会议法 -

德尔菲法 -

集合意

见法
-

个人直

观判断

法

相关类推法 -

对比类推法
产品类推法 -

地区类推法 -

统计数

据分析
（1）平均数法 ①算术平均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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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②加权平均数法

（2）中位数法

（3）主观概率法 -

定量市

场预测

方法

时间序

列分析

法

移动平均法

简单移动平均法

加权移动平均法

趋势外推法 -

季节指数法

①收集历年（通常为 3 年以上）各季（月）的统计资

料；

②求出历年同季度（月）平均数 ；

③求全时期季度（月）平均值 ；

④计算各季度（月）的季节指数

⑤根据未来年度的年度预测值 Y0，求出未来年度内各

季（月）包括季节变动的预测值：

因果关

系分析

法

回归分析法 -

基数迭加法 Yt＋1=Yt（1＋A％＋B％＋C％＋D％＋...）

4.厂址选择的方法——重心法

式中：

Xi——第 i材料供应基地在 X方向的坐标；

Yi——第 i材料供应基地在 Y方向的坐标；

X0，Y0——选定的厂址在 X 方向及 Y 方向的坐标；

n——主要材料供应基地的数目；

Qi——第 i材料供应基地的年运输量。

5.生产过程时间组织方式

类别 优点 缺点 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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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移动

方式

组织生产较简单；设备在

加工零件时不出现停顿；

工序间搬运次数少

生产周期长，是三种中

最长的

平行移动

方式
生产周期达到最短

一些工序在加工时出

现时干时停的现象，对

设备运转不利，同时运

输次数多，组织生产比

较麻烦

平行顺序

移动方式

吸取前两者的优点，生产

周期较短，每道工序在加

工一批零件时不发生停

顿现象，使设备能连续、

正常运转

运输次数较多，组织生

产比较复杂

6.流水生产线组织

（1）计算流水线的节拍： r＝Te／Q＝βT0／Q

Te——计划期流水线有效工作时间；

Q——计划期的产品产量（含计划产量和预计废品量）；

β——工作时间有效利用系数；

T0——计划期流水线的制度工作时间。

（2）计算负荷率：Si＝ti／r；Ki＝Si／Sei

Ki——负荷系数；

Si——第 i道工序所需设备的计算数；

Sei——第 i 道工序安排的实际设备数。

7.工序能力分析

（1）工序能力指数及其计算

计算

①双侧公差工序能力指

数计算（上限值与下限值

同时存在）

当工序无偏时（样本平均值与公差中心重合），则

。工序公差为 T，公差上限和下限

分别为 TU和 TL，样本标准差为 s

②单侧公差工序能力指

数计算（只有上限值或只

有下限值）

当只要求控制公差上限时：

如清洁度、噪音、杂质含量等

当只要求控制公差下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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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强度、寿命等

（2）工序能力的判断与处置

①工序能力指数过大的处置

当 Cp＞1.67 时，可以认为工序能力过剩。

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以下措施降低 Cp：降低工序能力；更改设计，提高产品的技术要求；

采取合并或减少工序等方法。

②工序能力指数过小的处置

当 Cp≤1 时，意味着产品质量水平低。这时，要暂停加工，立即追查原因，并采取以下

措施：努力提高设备精度，并使工艺更为合理和有效，进一步提高操作技能与质量意识，改

善原材料质量及提高加工性能，使工序能力得到适当的提高；修订标准，即用放宽公差的方

法处理；通过全检后剔除不合格品，或实行分级筛选来提高产品质量。

③工序能力指数适宜

当 1＜Cp≤1.67 时，表明工序能力适宜。这时应进行控制，使工序处于受控或稳定状态，

以保持工序能力不发生显著变化，从而保证加工质量。

8.技术改造的实施

（1）技术改造项目的确定及其可行性研究

1）技术改造项目的技术可行性分析

核心 企业技术改造的技术等级的选择问题

技术选择 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适用技术

技术选择的原则

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好的效果；

有利于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

确保改造后能够消化推广

2）技术改造项目的经济可行性分析

①总投资的计算：K 总＝K 新＋K 损－K 利

式中：

K 总——技术改造的总投资；

K 新——因技术改造而新追加的投资额；

K 损——技术改造中拆除的旧设备、旧设施等所造成的损失金额；

K 利——拆除固定资产回收利用的价值（固定资产的残值）。

②经济效益的计算：

重点掌握：只提高技术装备水平而产量规模基本不变，其投资效益表现为产品成本的节

约。

E＝Q1（C0－C1）－E0K 总

E——技术改造的年度经济效益；

Q1——技术改造后的年产品产量（改造前后年产品产量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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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C1——技术改造前、后的产品单位成本；

K 总——技术改造的总投资；

E0——标准投资效益系数。

当 E＞0 时，技术改造方案可行；当 E＜0 时，技术改造方案不可行；而当 E＝0 时，则

要看环境保护、劳动条件是否良好来决定技术改造方案是否可行。

（2）技术改造方案优化选择的方法

①投资回收期法：越小越好；静态分析。

T＝K／P

T——投资回收期；

K——投资额；

P——年平均净收益额。

②追加投资回收期法

追加投资回收期：某技术改造项目有两种以上方案时，采用某一方案比采用其他方案多

投资的部分，由采用这一方案比采用其他方案节约的经营费用来补偿所需的时间。

追加投资回收期小于标准投资回收期，则方案更优。

式中 ：

K1、K2——两个方案的总投资额；

C1、C2——两个方案的经营费用；

Td——追加投资回收期。

当 K1＞K2，C1＜C2，Td＜Tn时，方案 1 为优选方案，淘汰方案 2；当 K1＞K2，C1＜C2，Td＞

Tn时，方案 2 为优选方案，淘汰方案 1。当有两个以上方案时，采用两两相比、逐一淘汰的

办法。

③效益成本分析法

通过计算和比较技术改造项目的各方案在整个寿命期间内收益的现值与成本比率，以确

定各技术改造方案排列的优先次序和取舍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在考虑资金时间价值下的一种

动态评价的方法，用益本率指标反映，益本率＞1，方案可接受。

益本率即项目方案整个寿命期内收益的现值与成本之比。

9.设备更新的方法

（1）低劣化数值法

设 K0代表设备原始价值；O代表设备更新时的残值；T 代表设备已使用的年限，低劣化

每年以λ的数值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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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面值法

适用于精密仪器等高、精、尖的设备。

10.财务管理的目标（理财目标）

（1）利润最大化

要点 利润越多企业财富增加得越多

优点 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

缺点

①没有考虑利润的取得时间；

②没能有效地考虑取得利润所承担的风险问题；

③没有考虑投入与产出的关系

（2）每股收益（权益资本净利率）最大化

要点

股份有限公司：每股收益＝（净利润－优先股股息）／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股数；

非股份有限公司：权益资本净利率＝净利润总额／平均所有者权益

优点
把企业的利润和股东投入的资本联系起来考察，这点对利润最大化指标的

缺陷进行了修正

缺点 没有考虑时间价值和风险

（3）股东财富最大化

要点
股东财富最大化是财务管理的最终目标，可以理解为股票价格或股票市值

最大化

优点

①考虑风险因素；

②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企业追求利润的短期行为；

③上市公司股价容易量化，便于考核和奖惩；

④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

缺点

①适用范围窄，只适用于上市公司；

②只强调股东利益，忽略其他相关者利益；

③股东可能侵犯其他利益主体，使各主体利益不平衡；

④股票价格中的不可控因素被引入

（4）企业价值最大化

要点
协调各方利益，将各利益相关者目标折中为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和企业

总体价值的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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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

①考虑报酬实现的时间；

②考虑风险与报酬的关系；

③克服企业追求利润上的短期行为；

④把各方利益纳入企业价值指标，兼顾各方利益。

是学术界比较认可的企业理财目标

11.标准成本控制法

①单位产品的标准成本＝直接材料标准成本＋直接人工标准成本＋制造费用标准成本

②成本差异＝实际产量下实际总成本－实际产量下标准总成本

12.财务比率分析

（1）偿债能力比率

短期偿债

能力比率

流动比率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流动资产－存货）

／流动负债

现金流动负债比

率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流动负债

长期偿债

能力比率

资产负债率 资产负债率＝负债合计／资产总计×100％

产权比率 产权比率＝负债合计／股东权益合计

已获利息倍数 已获利息倍数＝息税前利润／利息费用（至少应＞1）

（2）营运能力比率（运营效率比率）

应 收账 款 周

转率（次数）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数）＝营业收入（销售收入）／平均应收账款

余额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365／应收账款周转次数

流 动资 产 周

转率（次数）

流动资产周转率（次数）＝营业收入（销售收入）／平均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周转天数＝365／流动资产周转次数

总 资产 周 转

率（次数）

总资产周转率（次数）＝营业收入（销售收入）／平均资产总额

总资产周转天数＝365／总资产周转次数

存 货周 转 率

（次数）

存货周转率（次数）＝营业（销售）成本／平均存货

存货周转天数＝365／存货周转次数

（3）盈利能力比率

营业（销售）净利率
营业（销售）净利率＝[净利润／营业收入（销售

收入）]×100％

营业（销售）毛利率
营业（销售）毛利率＝{[（营业（销售）收入－营业（销售）

成本）]／营业（销售）收入}×100％

资产净利率 资产净利率＝（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100％

净资产收益率 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净资产额）×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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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展能力比率

营业（销售）增长率

营业（销售）增长率＝本年营业（销售）收入增长额÷上

年营业（销售）

收入总额×100％＝[本年营业（销售）收入额－上年营业

（销售）收入额]÷上年营业（销售）收入总额×100％

资本积累率

资本积累率＝本年股东权益增加额÷上年股东权益合计×

100％＝（本年股东权益合计－上年股东权益合计）÷上年

股东权益合计×100％

总资产增长率

总资产增长率＝本年总资产增加额÷上年资产总计×

100％＝（本年资产总计－上年资产总计）÷上年资产总计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