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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率分析矩阵与敏感性分析

《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财务BP》系列课程



分析毛利率的目标与意义

同行业对比，发现差距或异常

链接了销售和成本端

为管理层决策提供依据

毛利率=
产品收入（𝑹）−产品成本（𝑪）

产品收入（𝑹）



毛利率分析的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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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率变化的驱动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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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率变化的驱动因素分析

产品1

产品2

产品组合 价格 成本

产品1影响

总体影响

产品2影响



案例：多产品对毛利率的变化分析矩阵

产品组合影响 产品价格影响 产品成本影响 整体影响

产品1 0.26% -2.62% 2.88% 0.52%

产品2 -0.06% -0.31% -0.79% -1.16%

公司整体 0.20% -2.93% 2.09% -0.64%

 相关分析：

➢ 公司整体毛利率下降0.64个百分点。

➢ 分产品看，产品1贡献了正的0.52个百分点，产品2却拖了后腿，贡献了-1.16个

百分点。

➢ 分三个因素看：产品组合贡献了0.2个百分点，反映了公司产品组合的改善。价

格贡献了-2.93个百分点，反映了降价对公司整体毛利率的重大影响。



案例：会计政策对毛利率影响

公司的2020年年报解释，根据新收入准则，本公司将销售费用中部分运输费

用重分类至营业成本，同时根据预收账款中的销售货款及税费，分别增加合同负

债和其他流动负债。

案例：三一重工毛利率为什么下降



案例：成本差异的进一步分析-材料

甲企业2020年3月生产产品所耗某种材料費用的实际数是6,720元，而其预算数

是5 400元。实际比预算增加1320元。由于材料费用由产品产量、单位产品材料

耗用量和材料单价三个因素的乘积构成。因此，可以把材料费用这一总指标分解

为三个因素，然后逐个分析它们对材料费用总额的影响程度。现假设这三个因素

的数值如下表：

项目 单位 计划数 预算数 差异

产品产量 件 120 140 20

材料单耗 千克/件 9 8 -1

材料单价 元/千克 5 6 1

材料费用 元 5400 6720 1320



案例：成本驱动因素的分析-材料

第一步：确定分析对象：材料费用总额实际数较预算数增加1 320元；

第二步：建立财务指标与驱动因素关系模型：材料费用=产品产量×材料单耗×材料单价

第三步与第四步如下：

计划指标：120 ×9 ×5=5 400（元）

第一次替代：140×9 ×5=6 300（元），所以产量增加影响：63 00-5 400=900（元）

第二次替代：140×8 ×5=5 600（元），所以材料节约影响：5 600-6 300=-700（元）

第三次替代： 140×8 ×6=6 720（元），所以价格提高影响：6 720-5 600=1 120(元）

全部因素影响=900-700+1 120=1 320（元）



毛利率变化的产品成本敏感性分析

𝑮𝑷0=
𝑹−𝑪

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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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基准期公式的毛利率（GP）为20%，则成

本下降1%，毛利率增加0.8%

⚫ 如果成本上升1%，毛利率则下降0.8%



毛利率变化的产品价格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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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基准期公式的毛利率（GP）为20%，则产

品价格上升1%，毛利率增加0.792%；

⚫ 如果产品的价格翻倍（100%），毛利率增加

40%，增加后毛利率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