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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性分析》解读

主讲教师：徐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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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课程主要内容：

《管理会计应用指引第 402号——敏感性

分析》全面、深入解读

课程适宜对象：企业经理人、财务总监、

财务经理、财务主管、管理会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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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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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剑锋

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领军人才

世界500强高级财务主管

社会兼职：多所高校兼职导师、会计智库专家

研究方向：管理会计、业财融合、财务标准化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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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解敏感性分析的定义、应用领域、

应用环境

2、掌握敏感性分析在短期营运决策、

长期投资决策的应用程序



应用指引第 402号——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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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敏感性分析指引概述

第二部分：敏感性分析指引解读

第三部分：敏感性分析管理工具举例

第四部分：要点回顾



敏感性分析指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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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会计应用指引第402号——敏感性分析》（简
称《敏感性分析指引》）是营运管理领域管理会计应
用指引的工具方法指引。

该指引明确敏感性分析的定义、适用范围，指出敏感
性分析的应用环境，详细描述敏感性分析的应用程序，
简要评价敏感性分析的优缺点，规定解释权的归属。

敏感性分析是从属于本量利分析的一种具体方法，通
过敏感性分析，可以帮助企业发现影响营业利润的敏
感性因素（变量），提醒企业运营管理中应关注的关
键因素，有助于企业的风险管理与运营管理。



敏感性分析指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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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性分析指引结构图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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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指引第 402号——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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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敏感性分析指引概述

第二部分：敏感性分析指引解读

第三部分：敏感性分析管理工具举例

第四部分：要点回顾



一、总则-敏感性分析的定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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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性分析指对影响目标实现的因素变化进行

量化分析，以确定各因素变化对实现目标的影

响及其敏感程度。

敏感性分析可以分为单因素敏感性分析和多因

素敏感性分析。



一、总则-应用领域及应用环境（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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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用领域：具有广泛适用性，有助于识别、控

制和防范短期营运决策、长期投资决策等相关风险，

也可以用于一般经营分析；在营运计划的制定、调

整以及营运监控分析等程序中通常会应用到敏感性

分析，敏感性分析也常用于长期投资决策等。

2、应用环境：应遵循《管理会计应用指引第 400

号——营运管理》中对应用环境的一般要求。



二、短期营运决策敏感性分析程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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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主要应用领域：主要应用于目标利润规划。

 2、一般应用程序：1）确定短期营运决策目标、 2）根据决策环境确

定决策目标的基准值、 3）分析确定影响决策目标的各种因素、 4）计

算敏感系数、 5）根据敏感系数对各因素进行排序等程序。

➢ 1）确定短期营运决策目标

 在利润规划敏感性分析中，利润规划的决策目标是利润最大化，有关公式如

下：利润＝销售量×（单价－单位变动成本）－固定成本总额

➢ 2）根据决策环境确定决策目标的基准值

 在确定利润基准值时，企业通常根据正常状态下的产品销售量、定价和成本

状况，使用本量利公式测算目标利润基准值。



二、短期营运决策敏感性分析程序（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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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分析确定影响决策目标的各种因素

 企业根据本量利公式分析和识别影响利润基准值的因素，包括销售量、单

价、单位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

 企业在进行敏感性分析时，可视具体情况和以往经验选取对利润基准值影

响较大的因素进行分析。

➢ 4）计算敏感系数

 企业在进行因素分析时，通过计算各因素的敏感系数，衡量因素变动对决

策目标基准值的影响程度。

 企业可以进行单因素敏感性分析或多因素敏感性分析。



二、短期营运决策敏感性分析程序（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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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单因素敏感性分析:指每次变动一个因素而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时敏感

性分析。该系数反映的是某一因素值变动对目标值变动的影响程度：

➢ 某因素敏感系数＝目标值变动百分比÷因素值变动百分比

➢ 在目标利润规划中，目标值为目标利润，变动因素为销售量、单价、单位变动

成本和固定成本。敏感系数的绝对值越大，该因素越敏感。

 经过数学推导，得出销售量、单价、单位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敏感系数：

 销售量的敏感系数＝[销售量×（单价－单位变动成本）]/营业利润＝1＋固定

成本/营业利润

 单价的敏感系数＝（销售量×单价）/营业利润

 单位变动成本的敏感系数＝－（销售量×单位变动成本）/营业利润

 固定成本的敏感系数＝－固定成本/营业利润



二、短期营运决策敏感性分析程序（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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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之间存在如下数学关系：

➢ 销售量的敏感系数＋固定成本的敏感系数＝1 

➢ 单价的敏感系数＋单位变动成本的敏感系数＝销售量的敏感系数

➢ 利用敏感系数，可进行利润预测与决策：

➢ 预测期的营业利润＝[1＋某因素值变动百分比×该因素的敏感系数] ·基期的

营业利润

B多因素敏感性分析:指假定其它因素不变时，分析两种或两种以上不确

定性因素同时变化对目标的影响程度所做的敏感性分析。

➢ 企业在进行目标利润规划时，通常以利润基准值为基础，测算销售量、

单价、单位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因素同时发生变

动时，对利润基准值的影响程度。



二、短期营运决策敏感性分析程序（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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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根据敏感系数进行排序

企业应根据敏感系数绝对值的大小对其进行排序，按照有关因素

的敏感程度优化规划和决策。

有关因素只要有较小幅度变动就会引起利润较大幅度变动的，属

于敏感性因素；有关因素虽有较大幅度变动但对利润影响不大的，

属于弱敏感性因素。

在短期利润规划决策中，销售量、单价、单位变动成本和固定成

本都会对利润产生影响，应重点关注敏感性因素，及时采取措施，

加强控制敏感性因素，确保利润规划的完成。



二、短期营运决策敏感性分析程序（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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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确定临界值：在对利润规划进行敏感性分析时，企业应确

定导致盈利转为亏损的有关变量的临界值，即确定销售量和单

价的最小允许值、单位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的最大允许值，有

关公式如下：

➢ 销售量的最小允许值＝固定成本÷（单价－单位变动成本）

➢ 单价的最小允许值＝（单位变动成本×销售量＋固定成本）÷销售量

➢ 单位变动成本的最大允许值＝（单价×销售量－固定成本）÷销售量

➢ 固定成本的最大允许值＝（单价－单位变动成本）×销售量



三、长期投资决策敏感性分析程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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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期投资决策中的敏感性分析：指通过衡量投资方

案中某个因素的变动对该方案预期结果的影响程度，做

出对项目投资决策的可行性评价。

2、应用程序：1）确定长期投资决策目标、 2）根据决

策环境确定决策目标的基准值、 3）分析确定影响决策

目标的各种因素、 4）计算敏感系数、 5）根据敏感系

数对各因素进行排序等程序。



三、长期投资决策敏感性分析程序（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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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准值和分析变量：

➢基准值：包括净现值（NPV）、内含报酬率（IRR）、投资

回收期（DPP）、现值指数（PVI）等。

➢企业通常需要结合行业和项目特点，参考类似投资的经验，

对决策目标基准值的影响因素进行识别和选取。决策目标基

准值的影响因素通常包括项目期限、现金流和折现率。

➢分析变量：通常分析项目期限、折现率和现金流量等变量的

变化对投资方案的净现值、内含报酬率等产生的影响。



三、长期投资决策敏感性分析程序（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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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净现值的敏感性分析：可以计算投资期内的年现金

净流量、有效使用年限和折现率的变动对净现值的影响

程度；也可以计算净现值为零时的年现金净流量和有效

使用年限的下限。

5、内涵报酬率的敏感性分析：以内含报酬率为基准值

进行敏感性分析，可以计算投资期内的年现金净流量和

有效使用年限变动对内含报酬率的影响程度。



四、工具方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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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性分析法的优缺点：

➢主要优点：方法简单易行，分析结果易于理解，能为

企业的规划、控制和决策提供参考。

➢主要缺点：对决策模型和预测数据具有依赖性，决策

模型的可靠程度和数据的合理性，会影响敏感性分析

的可靠性。



五、规定解释权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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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性分析指引》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应用指引第 402号——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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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敏感性分析指引概述

第二部分：敏感性分析指引解读

第三部分：敏感性分析管理工具举例

第四部分：要点回顾



举例、敏感系数及临界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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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某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单价 10 元，单位变动成本 6 

元，全年固定成本预计 16000 元，销售量计划为 5000 件。

请计算各因素的敏感系数和临界值。

➢ 解答：EBIT＝5000×（10-6）-16000＝4000（元）

敏感系数计算：

销量敏感系数＝1＋16000/4000＝5

单价敏感系数＝（5000×10）/4000＝12.5

单位变动成本敏感系数＝－（5000×6）/4000 ＝－7.5 

固定成本敏感系数＝1－销售量的敏感系数＝－4



举例、敏感系数及临界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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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绝对值排序：单价、单位变动成本、销售量、固定成本。单价敏感

性最大，固定成本敏感性最小。

➢ 由盈转亏的临界值：

1.销售量的最小允许值＝16000÷（10－6）＝4000（件）

2.单价的最小允许值＝（6×5000＋16000）÷5000 ＝9.2（元/件）

3.单位变动成本最大允许值 ＝（10×5000－16000）÷5000＝6.8

（元/件）

4.固定成本的最大允许值＝（10－6）×5000＝20000（元）



应用指引第 402号——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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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敏感性分析指引概述

第二部分：敏感性分析指引解读

第三部分：敏感性分析管理工具举例

第四部分：要点回顾



本课程的重点难点：

① 敏感性分析的定义、应用领域、应用环境

② 在短期营运决策中的应用程序

③ 在长期投资决策中的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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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涉及的关键概念

敏感性分析

单因素敏感性分析

多因素敏感性分析

净现值的敏感性分析

内涵报酬率的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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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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