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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计划
教师姓名 课程名称 企业财务管理 授课班级

授课日期 授课形式 讲授 课时 2

授课情境

名 称

学习情境六 财务预算

学习子情境二 现金预算的编制

教学目的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现金预算的编制程序，掌握各种业务预算和现

金预算的编制方法。

教学重点 各种业务预算和现金预算的编制方法。

教学难点 现金预算的编制方法。

教具 黑板、粉笔、课件、挂图

教学方法 讲授法、案例教学法、电子课件演示

课外作业

课后体会

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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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及主要内容
【情境引例】

【知识准备】

一、现金预算编制的工作任务和要求

二、现金预算的编制依据和资料

三、现金预算编制的具体程序

【职业判断与业务操作】

一、日常业务预算的编制

（一）销售预算的编制

（二）生产预算的编制

（三）直接材料预算的编制

（四）应交税金及附加预算的编制

（五）直接人工预算的编制

（六）制造费用预算的编制

（七）产品成本预算的编制

（八）期末存货预算的编制

（九）销售费用预算的编制

（十）管理费用预算的编制

（十一）财务费用预算的编制

二、特种决策预算的编制

三、现金预算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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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讲议

学习子情境二 现金预算的编制

【情境引例】

长城公司财务部接到公司财务预算委员会的通知，要求编制 2009 年公司现金预算，报

公司预算委员会审议。公司财务部立即收集各部门业务预算资料进行编制。

【知识准备】

现金预算也称作现金收支预算，它是以日常业务预算和特种决策预算为基础所编制的

反映预算期现金收支情况的预算。这里的现金是指企业的库存现金和银行存款等货币资金。

编制现金预算的目的在于合理地处理现金收支业务，正确地调度货币资金，保证企业的资金

正常流转。

一、现金预算编制的工作任务和要求

（一）按月份（季度）编制现金收支预算；

（二）通过合理安排，保持期末现金余额在合理的范围内波动，协调资金筹措及运用。

现金收支差额与期末余额均需要通过协调资金筹措及运用来调整。企业应当在保证各

项支出所需资金供应的前提下，注意保持期末现金余额在合理的上下限度内波动。因为现金

属于非盈利性资产，储备过多会造成浪费，储备过少又会影响使用，所以现金余额既不是越

大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它有一个合理的量。当现金收支差额为正值（现金结余），在偿

还了利息和借款本金之后仍超过现金余额上限时，就应拿出一部分用于有价证券投资；但一

旦发现还本付息之后的收支差额低于现金余额下限，就应抛出一部分有价证券来弥补现金短

缺；如果现金收支差额为负值（现金短缺），可采取暂缓还本付息、抛售有价证券或向银行

借款等措施，弥补现金缺口。

二、 现金预算的编制依据和资料：

现金预算需要根据经营现金收入预算表、直接材料采购现金支出预算表、应交税金及

附加预算表、直接人工现金支出预算表、制造费用现金支出预算表、销售费用现金支出预算

表、管理费用现金支出预算表和资金筹集及运用等相关数据资料来进行编制。

三、现金预算编制的具体程序：

步骤一，预计各期现金余缺；

某期现金余缺＝该期现金收入－该期现金支出

步骤二，预计资金筹集及运用；

某期资金筹集及运用＝该期借款+该期发行债券+该期发行普通股

－该期支付借款利息－该期支付债券利息－该期归还借款－该期购买有价证

券

步骤三，预计期末现金余额。

期末现金余额＝该期现金余缺－该期现金的筹集与运用

【职业判断与业务操作】

一、日常业务预算的编制

日常业务预算是反映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业务的各种预算。具体包括销售预算、生产预

算、直接材料消耗及采购预、直接人工预算、制造费用预算、产品生产成本预算、应交销售

税金及附加预算、销售费用预算、管理费用预算、期末存货预算等，这些预算前后衔接，相

互勾稽。

（一）销售预算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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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预算是指为规划一定预算期内因组织销售活动而引起的预计销售收入而编制的一

种日常业务预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生产经营要以市场为导向，以销定产，合理有效

地运用资源。所以，企业的全面预算应以销售预算为基础。销售预算是编制全面预算的关键

和起点。

（1）销售预算编制的工作任务和要求：

1、按季度按产品品种编制销售预算；

2、按季度编制经营现金预算。

（2）销售预算编制的依据和资料：

1、通过市场预测得到的各种产品的销售量和销售单价；

2、年初应收账款余额；

3、销售收入首期和二期收现比率

4、企业适用的增值税率。

（3）销售预算编制的具体程序：

步骤一，预计预算期销售收入总额；

销售收入总额＝∑【某种产品预计销售量×该产品预计单价】

步骤二，预计预算期发生的与销售收入有关的增值税销项税额；

某期增值税的销项税额＝该期预计销售收入总额×适用的增值税税率

步骤三，预计预算期含税销售收入；

某期含税销售收入＝该期预计销售收入+该期预计销项税额

步骤四，预计预算期经营现金收入；

经营现金收入＝本期现销含税收入+本期回收以前各期的应收账款

本期现销含税收入＝本期含税销售收入×本期预计现销率

本期回收以前各期应收账款＝本期期初应收账款×本期预计应收账款回收

率

现销率是指现销含税收入占含税销售收入的百分比；应收账款回收率为以前各期应收

账款在本期回收的现金额占应收账款的百分比。在全面预算中，这两个指标通常为已知的经

验数据。

步骤五，计算预算期末的应收账款余额。

预算期末应收账款余额＝预算期初应收账款余额+本期含税销售收入

－本期经营现金收入

（4）业务操作:

[例 6-6]长城公司生产甲、乙两种产品，2009 年度年初应收账款和各季度预测的销售

价格及销售量等资料如表 6-7 所示。

要求：根据资料编制长城公司 2009 年度的销售预算和经营现金收入预算。

表 6-7 2009 年度长城公司预计销售单价、销量和其他资料 单位：元

季 度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年初应

收账款

增值

税率

收现率

首期 二期

甲产品
单价（元/件） 100 100 110 100

200 000

17% 60% 40%
销售量（件） 800 900 1 200 1 000

乙产品
单价（元/件） 120 120 120 110

150 000
销售量（件） 600 700 1 000 1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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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资料编制长城公司 2009 年度的销售预算如表 6-8 所示。

表 6-8 2009 年度长城公司销售预算 单位：元

季 度 1 季度 2 季度 3季度 4季度 全 年

销售单价（元/件）
甲产品 100 100 110 100 102.50

乙产品 120 120 120 110 117.50

预计销售量（件）
甲产品 800 900 1 200 1 000 3 900

乙产品 600 700 1 000 1 200 3 500

预计销售收入

甲产品 80 000 90 000 132 000 100 000 402 000

乙产品 72 000 84 000 120 000 132 000 408 000

合计 152 000 174 000 252 000 232 000 810 000

增值税销项税额 25 840 29 580 42 840 39 440 137 700

含税销售收入 177 840 203 580 294 840 271 440 947 700

2、根据资料编制 2009 年度长城公司的经营现金收入预算如表 6-9 所示。

表 6-9 2009 年度长城公司经营现金预算 单位：元

季 度 1 季度 2 季度 3 季度 4季度 全 年
年末应收

账款余额

含税销售收入 177 840 203 580 294 840 271 440 947 700

108 576
本期现销含税收入 106 704 122 148 176 904 162 864 568 620

期初应收账款回收 350 000 71 136 81 432 117 936 620 504

经营现金收入合计 456 704 193 284 258 336 280 800 1 189 124

注：表中含税销售收入分两期收到现金，其结果按下列公式计算：

某期经营现金收入＝当期含税销售收入×首期收现率+前期含税销售收入×二期收现

率

（二）生产预算的编制

生产预算是指为规划一定预算期内预计生产量水平而编制的一种日常业务预算。该预

算是所有日常业务预算中唯一使用实物量计量单位的预算，它虽然不直接涉及现金预算，但

与其他预算密切相关，特别是成本和费用预算需要以此为依据。

（1）生产预算编制的工作任务和要求：按产品品种分别编制生产预算。

（2）生产预算编制的依据和资料：

1、销售预算；

2、预计期初期末存货量。

（3）生产预算编制的具体程序：

1、预计期末存货量；

预计期末存货量应根据长期销售趋势来确定，实践中，一般是按事先估计的期末存货

量占下期销售量的比例进行估算。编制预算时，必须注意生产量、销售量、存货量之间合理

的比例关系，以避免发生储备不足、产销脱节或超储积压的问题。

2、预计预算期产品生产量。

某种产品预计生产量＝预计销售量+预计期末存货量－预计期初存货量

（4）业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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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7] 长城公司 2009 年年初有关资料如下：甲产品年初产成品存货量 80 件，年末

产成品存货量 110 件，年初产成品单位成本 93 元，预计期末产成品占下期销量的百分比为

10%；乙产品年初产成品存货 60 件，年末产成品存货 130 件，年初产成品单位成本 105 元，

预计期末产成品占下期销量的百分比为 10%。根据以上资料编制长城公司 2009 年生产预算

如表 6-10 所示。

表 6-10 2009 年度长城公司生产预算 单位：元

品 种 季 度 1季度 2季度 3 季度 4季度 全 年

甲产品

预计销售量 800 900 1 200 1 000 3 900

加：预计期末存货量 90 120 100 110 110

减：预计期初存货量 80 90 120 100 80

预计生产量 810 930 1 180 1 010 3 930

乙产品

预计销售量 600 700 1 000 1 200 3 500

加：预计期末存货量 70 100 120 130 130

减：预计期初存货量 60 70 100 120 60

预计生产量 610 730 1 020 1 210 3 570

（三）直接材料预算的编制

直接材料预算是指为规划一定预算期内因组织生产活动和材料采购活动预计发生的直

接材料需用量、采购数量和采购成本而编制的一种经营预算。

（1）直接材料预算编制的工作任务和要求：

1. 按季度按材料品种编制直接材料需用量预算；

2. 按季度按材料品种编制直接材料采购预算；

3. 按季度编制直接材料采购现金支出预算；

（2）直接材料预算编制的依据和资料：

1. 生产预算；

2. 材料消耗定额；

3. 预计材料采购单价；

4. 预计期初、期末材料存货水平。

（3）直接材料预算编制的具体程序：

1、直接材料需用量预算的编制

预算期某种直接材料需用量＝∑【某种产品预计生产量

×该种产品耗用该材料的消耗定额】

2、直接材料采购预算的编制

步骤一，预计各种直接材料的采购量；

某种直接材料的预计采购量＝该种材料的预计需用量+该种材料的预计期末库存

量

—该种材料的预计期初库存量

式中，预计期末库存量通常按下期预计需用量的经验数据确定，实践中，可按下期的

预计需用量的一定比例估算；预计期初库存量等于上期末库存量。

步骤二，确定预算期直接材料采购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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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期企业直接材料采购总成本＝∑【某种材料单价×该种材料预计采购量】

步骤三，计算在预算期发生的与直接材料采购成本相关的增值进项税额；

某期增值税的进项税额＝预算期直接材料采购总成本×适用的增值税税率

步骤四，计算预算期预计采购金额；

预算期预计采购金额＝预算期直接材料采购总成本+该期预计进项税额

步骤五，预计材料采购现金支出；

本期材料采购现金支出＝本期现购材料现金支出+本期支付期初应付账款

本期现购材料现金支出＝本期预计采购金额×本期预计付现率

本期支付期初应付账款＝本期期初应付账款×本期预计应付账款支付率

步骤六，预计期末应付账款余额。

预算期末应付账款余额＝预算期初应付账款余额+本期预计采购金额

－本期采购现金支出

（4）业务操作:

[例 6-8] 长城公司甲、乙两种产品 2009 年度需要的各种材料消耗定额及采购单价资

料 6-11 所示；各种材料年初、年末的存货量，以及有关账户余额等资料如表 6-12 所示。

要求：根据资料，编制长城公司 2009 度直接材料需用量预算、直接材料采购预算、直

接材料采购现金支出预算。

表 6-11 2009 年度长城公司的材料消耗定额及采购单价资料

产品品种 季度 1季度 2 季度 3季度 4 季度

甲产品材料消耗定额

（千克/件）

A材料 5 5 5 5

B 材料 3 3 3 3

乙产品材料消耗定额

（千克/件）

A材料 6 6 6 6

C 材料 4 4 4 4

材料采购单价（元）

A材料 10 10 12 12

B 材料 8 8 8 8

C 材料 5 5 5 5

表 6-12 2009 年度长城公司材料存货量与其他资料

材料

名称

年初

存货量

年末

存货量

预计期末存货

量占下期需用

量的百分比

增值

税率

年初余额（元） 付现率

应付账款 库存材料 首期 二期

A材料 1 550 2 660 20%

17% 175 000 25 015 60% 40%B 材料 730 990 30%

C 材料 735 1 560 30%

1、根据资料编制长城公司 2009 度直接材料需用量预算如表 6-13 所示。

表 6-13 2009 年度长城公司直接材料需用量预算

产品品种 项 目 季度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 季度 全 年

甲产品 材料单耗 A材料 5 5 5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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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克/件） B材料 3 3 3 3 3

预计生产量（件） 810 930 1 180 1 010 3 930

预计生产需用量

（千克）

A材料 4 050 4 650 5 900 5 050 19 650

B 材料 2 430 2 790 3 540 3 030 11 790

乙产品

材料单耗

（千克/件）

A材料 6 6 6 6 6

C 材料 4 4 4 4 4

预计生产量（件） 610 730 1 020 1 210 3 570

预计生产需用量

（千克）

A材料 3 660 4 380 6 120 7 260 21 420

C 材料 2 440 2 920 4 080 4 840 14 280

2、根据资料编制长城公司 2009 年度直接材料采购预算如表 6-14 所示。

表 6-14 2009 年度长城公司直接材料采购预算

材料品种 季 度 1季度 2 季度 3 季度 4季度 全 年

A材料

材料采购单价 10 10 12 12 11

甲产品需用量 4 050 4 650 5 900 5 050 19 650

乙产品需用量 3 660 4 380 6 120 7 260 21 420

材料总需用量 7 710 9 030 12 020 12 310 41 070

加：期末材料存量 1 806 2 404 2 462 2 660 2 660

减：期初材料存量 1 550 1 806 2 404 2 462 1 550

本期采购量 7 966 9 628 12 078 12 508 42 180

材料采购成本 79 660 96 280 144 936 150 096 470 972

B 材料

材料采购单价 8 8 8 8 8

甲产品需用量 2 430 2 790 3 540 3 030 11 790

材料总需用量 2 430 2 790 3 540 3 030 11 790

加：期末材料存量 837 1 062 909 990 990

减：期初材料存量 730 837 1 062 909 730

本期采购量 2 537 3 015 3 387 3 111 12 050

材料采购成本 20 296 24 120 27 096 24 888 96 400

C 材料

材料采购单价 5 5 5 5 5

乙产品需用量 2 440 2 920 4 080 4 840 14 280

材料总需用量 2 440 2 920 4 080 4 840 14 280

加：期末材料存量 876 1 224 1 452 1 560 1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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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期初材料存量 735 876 1 224 1 452 735

本期采购量 2 581 3 268 4 308 4 948 15 105

材料采购成本 12 905 16 340 21 540 24 740 75 525

预计材料采购成本合计 112 861 136 740 139 572 199 724 642897

增值税进项税 19 186 23 246 32 907 33 953 109 292

预计采购金额合计 132 047 159 986 226 479 233 677 752 189

3、根据资料编制 2009 年度长城公司直接材料采购现金支出预算如表 6-15 所示。

表 6-15 2009 年度长城公司直接材料采购现金支出预算 单位：元

季 度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 季度 全年 年末应付账款

预计采购金额合计 132 047 159 986 226 479 233 677 752 189

93 471
本期采购现金支出 79 228 95 992 135 887 140 206 451 313

期初应付账款 175 000 52 819 63 994 90 592 175 000

现金支出合计 254 228 148 811 199 881 230 798 833 718

（四）应交税金及附加预算的编制

应交税金及附加预算是指为规划一定预算期内预计发生的应交增值税、营业税、消费

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金额而编制的一种经营预算。本预算不含预交所

得税。因为税金需要及时清缴，为简化预算方法，假定预算期发生的各项应交税金及附加均

于当期以现金形式支付。

应交税金及附加=应交增值税+销售税金及附加

应交增值税 =增值税销项税额-增值税进项税额

或：应交增值税=预计销售收入×应交增值税估算率

销售税金及附加=应交营业税+应交消费税+应交资源税

+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应交教育费附加

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应交营业税+应交消费税+应交增值税）×适用附加税率

应交教育费附加=（应交营业税+应交消费税+应交增值税）×适用附加费率

[例 6-9] 长城公司 2009 年度各季度预计的增值税销项税和进项税资料如表 6-8 和表

6-14 所示；该企业流通环节只缴纳增值税，并于实现销售的当期（每季度）用现金完税；

附加税费率为 10%。根据资料，编制长城公司 2009 年度应交税金及附加预算如表 6-16 所示。

表 6-16 2009 年度长城公司应交税金及附加预算 单位：元

季 度 1季度 2 季度 3 季度 4 季度 全 年

增值税销项税额 25 840 29 580 42 840 39 440 137 700

增值税进项税额 19 186 23 246 32 907 33 953 109 292

应交增值税 6 654 6 334 9 933 5 487 28 408

销售税金及附加 665.40 633.40 993.30 548.70 2 840.80

现金支出合计 7 319.40 6 967.40 10 926.30 6 035.70 31 24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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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直接人工预算的编制

直接人工预算是指为规划一定预算期内人工工时的消耗水平和人工成本水平而编制的

一种经营预算。包括直接工资和按直接工资的一定比例计算的其他直接费用。

（1）直接人工预算编制的工作任务和要求：按季度按产品品种编制直接人工预算和直

接人工现金支出预算。

（2）直接人工预算编制的依据和资料：

1、生产预算；

2、标准工资率，标准单位直接人工工时；

3、其他直接费用计提标准。

（3）直接人工预算编制的具体程序：

步骤一，预计每种产品的直接人工工时总数；

某种产品直接人工工时总数＝单位产品工时定额×预计该产品生产量

步骤二，预计每种产品耗用的直接工资；

某种产品耗用直接工资＝单位工时工资率×该种产品直接人工工时总数

步骤三，预计每种产品计提的其他直接费用；

某种产品计提其他直接费用＝预计某种产品耗用直接工资×其他直接费用计提标

准

式中，其他直接费用计提标准，按我国现行制度规定的应付福利费的计提率为 14%。

步骤四，计算预算期每种产品的预计直接人工成本；

某种产品直接人工成本＝该产品耗用直接工资+该产品计提其他直接费用

步骤五，预计预算期直接人工成本合计；

预计企业直接人工成本合计＝∑预计某种产品直接人工成本

步骤六，预计直接人工成本现金支出。

各期直接人工成本中的直接工资一般均由现金开支，由其他直接费用形成的应付福利费

则不一定在提取的当期用现金开支，应当进行适当的调整，以反映预计的福利费开支情况。

直接人工成本现金支出＝该期直接工资总额+该期福利费现金支出

式中，福利费现金支出按一定的经验比率来确定。

（4）业务操作:

[例 6-10] 长城公司 2009 年单位工时工资率和工时定额资料如表 6-17 所示。

要求：根据资料，编制长城公司 2009 年度的直接人工预算（平均工资率和平均人工成

本保留两位小数，其他计算结果保留整数）。

表 6-17 2009 年度长城公司的单位工时工资率和工时定额资料

季 度 1季度 2 季度 3 季度 4季度
其他直接费

用计提标准

预计应付福

利费支用率

单位工时工资率（元） 3 3 3 4

14% 85%单位产品

工时定额

甲产品 3 3 3 2.6

乙产品 4 4 4 3.5

根据资料编制长城公司的直接人工预算如表 6-18 所示。

表 6-18 2009 年度长城公司直接人工预算 单位：元

品 种
季 度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全年

公司单位工时工资率 3 3 3 4

甲产品 单位产品工时定额 3 3 3 2.6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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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生产量（件） 810 930 1180 1010 3930

直接人工工时总数（小时） 2 430 2 790 3 540 2 626 11 386

预计直接工资（元） 7 290 8 370 10 620 10 504 36 784

其他直接费用 1 021 1 172 1 487 1 471 5 151

直接人工成本合计 8 311 9 542 12 107 11 975 41 935

单位工时直接人工成本 3.42 3.42 3.42 4.56 3.68

乙产品

单位产品工时定额 4 4 4 3.5 3.875

预计生产量（件） 610 730 1 020 1 210 3 570

直接人工工时总数（小时） 2 440 2 920 4 080 4 235 1 3675

预计直接工资（元） 7 320 8 760 12 240 16 940 45 260

其他直接费用 1 025 1 226 1714 2 372 6 337

直接人工成本合计 8 345 9 986 13 954 19 312 51 597

单位工时直接人工成本 3.42 3.42 3.42 4.56 3.77

合 计

直接工资总额（元） 14 610 17 130 22 860 27 444 82 044

其他直接费用 2 046 2 398 3 201 3 843 11 488

直接人工成本合计 16 656 19 528 26 061 31 287 93 532

预计福利费现金支出 1 739 2 038 2 721 3 267 9 765

直接人工成本现金支出合计 16 349 19 168 25 581 30 711 91 809

（六）制造费用预算的编制

制造费用预算是指为规划一定预算期内除直接材料和直接人工预算以外预计发生的其

他生产费用水平而编制的一种日常业务预算。

日常工作中该预算一般是以变动成本法为基础编制的，编制时首先需要按成本习性把制

造费用分为变动性制造费用和固定性制造费用两部分，分别进行编制。

（1）制造费用预算编制的工作任务和要求：

1、 编制制造费用预算；

2、 按季度编制制造费用现金支出预算。

（2）制造费用预算编制的依据和资料：

1、生产预算、直接人工预算；

2、变动性制造费用预算分配率；

3、其它相关资料。

（3）制造费用预算编制的具体程序：

步骤一，预计变动性制造费用；

变动性制造费用＝单位产品变动性制造费用预算分配率×预计的生产量

变动性制造费用预算分配率＝变动性制造费用总额÷分配标准预算总数

其中相关分配标准可以选择预算生产量或预算直接人工工时总数。

步骤二，预计固定性制造费用；

固定性制造费用可在上一年的基础上根据预算期变动情况加以适当修正进行预计，并作

为期间成本直接列入利润表作为收入的抵减项目予以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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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预计制造费用现金支出。

制造费用现金支出＝变动性制造费用现金支出+固定性制造费用现金支出

变动性制造费用现金支出＝∑【变动性制造费用预算分配率

×该季度某种产品预计直接人工工时】

固定性制造费用现金支出＝（该年度预计固定性制造费用－预计年折旧费）÷

4
由于固定资产折旧是非付现成本项目，计算时应予以剔除。

（4）业务操作:

[例 6-11] 长城公司采用变动成本法编制预算，变动性制造费用按各种产品直接人工工

时比例分配，直接人工工时见前例。除折旧外的各项制造费用均以现金支付。

要求：根据资料，编制长城公司 2009 年度的制造费用预算和制造费用现金支出预算。

1、根据资料编制长城公司 2009 年度制造费用预算如表 6-19 所示。

表 6-19 2009 年度长城公司制造费用预算 单位：元

变动性制造费用 固定性制造费用

间接材料 8 000 管理人员工资 7 200

间接人工成本 6 000 折旧费 9 500

维修费 4 000 办公费 4 500

水电费 5 000 保险费 2 500

其 他 3 000 租赁费 3 000

合 计 26 000 其他 1 000

合 计 27 700

直接人工工时总数 25 061 减：折旧费 9 500

预算分配率＝26 000÷25 061＝1.04
现金支出合计 18 200

各季支出数 4 550

2、根据资料编制长城公司 2009 年度制造费用现金支出预算如表 6-20 所示。

表 6-20 2009 年度长城公司制造费用现金支出预算 单位：元

季 度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全 年

变动性制造费用分配率 1.04 1.04 1.04 1.04 1.04

直接人工工时

甲产品 2 430 2 790 3 540 2 626 11 386

乙产品 2 440 2 920 4 080 4 235 13 675

小 计 4 870 5 710 7 620 6 861 25 061

变动性制造费用

甲产品 2 527 2 902 3 682 2 731 11 842

乙产品 2 538 3 037 4 243 4 404 14 222

小 计 50 65 5 939 7 925 7 135 26 064

固定性制造费用 4 550 4 550 4 550 4 550 18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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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支出合计 9 615 10 489 12 475 11 685 44 264

（七）产品成本预算的编制

产品成本预算是为规划一定预算期内各种产品的单位产品成本、生产成本、销售成本

等内容而编制的一种日常业务预算。

（1）产品成本预算编制的工作任务和要求：按产品品种编制产品成本预算。

（2）产品成本预算编制的依据和资料：

1、 生产预算、直接材料预算、直接人工预算和制造费用预算；

2、 成本计算方法（此处采用变动成本法）；

3、 在产品、产成品期初期末存货余额及存货计价方法（此处采用先进先出法）。

（3）产品成本预算编制的具体程序：

步骤一，预计各种产品的单位成本；

某种产品单位生产成本＝单位直接材料成本+单位直接人工成本

+单位变动性制造费用

步骤二，预计各种产品的当期生产成本；

某种产品当期发生的生产成本＝该产品当期直接材料成本

+该产品当期直接人工成本+该产品当期变动性制造费用

步骤三，预计各种产品预算期的预计产品生产成本；

某种产品某期预计产品生产成本＝该产品同期预计发生产品生产成本

+该产品在产品成本期初余额－该产品在产品成本期末余额

步骤四，预计各种产品预算期预计的产品销售成本。

本期预计产品销售成本＝本期预计产品生产成本+产成品成本期初余额

－产成品成本期末余额

（4）业务操作:

[例 6-12] 长城公司 2009 年度的年初产成品资料、生产预算、直接材料采购预算、直

接人工预算和制造费用预算见以前各例。

要求：根据资料，编制长城公司 2009 年度产品成本预算。

1、根据资料编制甲产品成本预算如表 6-21。

2009 年度长城公司甲产品成本预算
表 6-21 计划产量：3930 件 单位：元

成 本 项 目 单 价 单位用量 单位成本 总成本

直接材料

A材料 11.00 5 55.00 216 150

B 材料 8.00 3 24.00 94 320

小 计 79.00 310 470

直接人工 3.68 2.9 10.67 41 935

变动性制造费用 1.04 2.9 3.02 11 842

合 计 92.69 364 247

加：在产品及自制半成品期初余额 0 0

减：在产品及自制半成品期末余额 0 0

预计产品生产成本 92.69 36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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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产成品期初余额 93.00 7 440

减：产成品期末余额 92.69 10 196

预计产品销售成本 92.69 361 491

2、根据资料编制乙产品成本预算如表 6-22 所示。

2009 年度长城公司乙产品成本预算
表 6-22 计划产量：3570 件 单位：元

成 本 项 目 单 价 单位用量 单位成本 总成本

直接材料

A 材料 11.00 6 66.00 235 620

C 材料 5.00 4 20.00 71 400

小 计 86.00 307 020

直接人工 3.77 3.875 14.61 51 597

变动性制造费用 1.04 3.875 4.03 14 222

合 计 104.64 372 839

加：在产品及自制半成品期初余额 0 0

减：在产品及自制半成品期末余额 0 0

预计产品生产成本 104.64 372 839

加：产成品期初余额 105.00 6 300

减：产成品期末余额 104.64 13 603

预计产品销售成本 104.64 365 536

（八）期末存货预算的编制

期末存货预算是为规划一定预算期末的在产品、产成品和原材料预计成本水平而编制

的一种日常业务预算。该预算与产品成本预算密切相关，所以，同样也受到存货计价方法的

影响。该预算通常也只编制年末预算，不编制分季度预算。编制的依据也同上述各种日常业

务预算。期末存货量

[例 6-13] 长城公司按变动成本法编制 2009 年度年末存货预算如表 6-23 所示。

表 6-23 2009 年度长城公司期末存货预算 单位：元

产成品存货
年 初

存货量

年初存

货成本
期末存货量 单位成本

期末存

货成本

甲产品 80 7 440 110 92.69 10 196

乙产品 60 6 300 130 104.64 13 603

小 计 13 740 23 799

材料存货
年初材

料成本

本年材料采

购成本

本期耗用材料成本 期末存

货成本A产品 B产品

A材料 15 500 470 972 216 150 235 620 34 702

B 材料 5 840 96 400 94 320 7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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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材料 3 675 75 525 71 400 7 800

小 计 25 015 642 897 310 470 307 020 50 422

存货合计 38 755 74 221

（九）销售费用预算的编制

销售费用预算是为规划一定预算期内，企业在销售阶段组织产品销售预计发生各项费

用水平而编制的一种日常业务预算。销售费用预算的编制也要按成本习性，将销售费用划分

为变动性和固定性两部分。对变动性销售费用，只需要反映各个项目的单位产品费用分配额

即可；对于固定性销售费用，只需要按项目反映全年预计水平。同时，销售费用预算也要编

制相应的现金支出预算。

[例 6-14]长城公司 2009 年度的销售费用预算如表 6-24 所示，销售费用现金支出预算

如表 6-25 所示。

表 6-24 2009 年度长城公司销售费用预算 单位：元

变动性销售费用 固定性销售费用

项 目
单位产品标准费用额

项 目 全年费用

管理人员工资 3 000

专设销售机构办公费 5 000

甲产品 乙产品 宣传广告费用 3 000

销售佣金 1.5 2 保险费用 1 500

销售运杂费 1 1.2 其 他 1 000

其 他 0.2 0.4 合 计 13 500

合 计 2.7 3.6 各季度平均 13500÷4＝3375（元）

表 6-25 2009 年度长城公司销售费用现金支出预算 单位：元

季 度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全年

单位产品标准费用额
甲产品 2.7 2.7 2.7 2.7 2.7

乙产品 3.6 3.6 3.6 3.6 3.6

预计销售量（件）
甲产品 800 900 1 200 1 000 3 900

乙产品 600 700 1 000 1 200 3 500

变动性销售费用

甲产品 2 160 2 430 3 240 2 700 10 530

乙产品 2 160 2 520 3 600 4 320 12 600

小计 4 320 4 950 6 840 7 020 23 130

固定性销售费用 3 375 3 375 3 375 3 375 13 500

现金支出合计 7 695 8 325 10 215 10 395 36 630

（十）管理费用预算的编制

管理费用预算是为规划一定预算期内因管理企业预计发生的各项费用水平而编制的一

种日常业务预算。该预算编制可采用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按项目反映全年预计水平。因

为管理费用大多是固定费用，直接按上年实际水平为基础，考虑预算年度的变化调整计算全

年总数，然后再计算出各季度数即可；第二种方法类似于制造费用预算或销售费用预算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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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方法，把管理费用按成本习性分成固定性和变动性两部分，对变动性管理费用按预算期的

分配率和预计的业务量进行测算。这里为简化预算编制，我们举例采用第一种方法。另外，

管理费用总额预算及其现金支出预算可以合并编制。

[例 6-15] 根据有关资料编制长城公司 2009 年度的管理费用及其现金支出预算，如表

6-26 所示。

表 6-26 2009 年度长城公司管理费用及其现金支出预算 单位：元

费 用 项 目 金 额

公司经费 3 000

工会经费 1 200

办公费 2 000

董事会费 1 000

折旧费 1 500

无形资产摊销 600

职工培训费 800

其 他 1 000

合 计 11 100

减：折旧费 1 500

无形资产摊销 600

现金支出 9 000

平均每季支付数 2 250

（十一）财务费用预算的编制

财务费用预算是反映预算期内因筹措和使用资金而发生财务费用水平的一种预算。

[例 6-16] 根据有关资料编制长城公司 2009 年度的财务费用预算如表 6-27 所示。

表 6-27 2009 年度长城公司财务费用预算 单位：元

季 度 1 2 3 4 全年 资料来源

应计并支付短期借款利息 150 450 450 1 050 见表 6-29

应计并支付长期借款利息

应计并支付公司债券利息

支付利息合计 150 450 450 1 050

减：资本化利息

预计财务费用 150 450 450 1 050

二、特种决策预算的编制

特种决策预算，狭义上又称资本支出预算，通常是指与项目投资决策有关的投资决策

预算。应当根据企业有关投资决策资料和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编制。

由于该类预算涉及到长期建设项目的资金投放与筹措等，并经常跨年度，因此，除个

别项目外一般不纳入日常业务预算，但需要计入与此相关的现金预算与预计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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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资料编制 2009 年度长城公司资本支出预算如表 6-28所示。

表 6-28 2009 年度长城公司资本支出预算 单位：元

季 度 1 2 3 4 全 年 资料来源

购置固定资产 20 000 30 000 50 000 10 000 110 000 略

资本性现金支出 20 000 30 000 50 000 10 000 110 000 略

三、现金预算的编制

[例 6-17] 沿用前面各例，每季末现金余额的规定范围在 30000-50000 元。企业本年

初现金余额为 30 000 元。

要求：根据资料编制长城公司 2009 年度现金预算。

根据资料编制长城公司 2009 年度现金预算如表 6-29 所示。

表 6-29 2009 年度长城公司现金预算 单位：元

季 度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全 年 资料来源

一、期初现金余额 30000 50247.6 38371.20 35928.90

二、现金收入合计 456704 193284 258336 280800 1189124

经营现金收入 456704 193284 258336 280800 1189124 见表 6-9

三、现金支出合计 326456.40 235010.4 320328.30 310874.70 1192669.80

1.经营现金支出 306456.40 205010.4 270328.30 300874.70 1082669.80

(1)采购直接材料 254228 148811 199881 230798 833718 见表 6-15

(2)支付直接人工 16349 19168 25581 30711 91809 见表 6-18

(3)支付制造费用 9615 10489 12475 11685 44264 见表 6-20

(4)支付销售费用 7695 8325 10215 10395 36630 见表 6-25

(5)支付管理费用 2250 2250 2250 2250 9000 见表 6-26

(6)支付增值税、

销售税金及附加
7319.40 6967.40 10926.30 6035.70 31248.80 见表 6-16

(7)预交所得税 5000 5000 5000 5000 20000 估计数

(8)预分股利 4000 4000 4000 4000 16000 估计数

2.资本性现金支出 20000 30000 50000 10000 110000 见表 6-28

四、现金余缺 160247.60 8521.20 -23621.10 5854.20 26454.20

五、资金筹集运用 －110000 29850 59550 49550 28950

加：短期借款 30000 60000 90000

发行普通股 50000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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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支付借款利息 150 450 450 1050 年利率 2%

归还借款 100000 100000 3 月末到期

购买有价证券 10000 10000

九、期末现金余额 50247.60 38371.20 35928.90 5540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