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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盈亏平衡点上相关因素临界值的确定，分析了相关因素变化

对利润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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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性分析是一种有广泛用途的分析技术，其应用领域不仅限于本量利分析。通

常，它是指研究与分析一个系统因周围条件发生变化，而引起其状态或结果变化

的敏感程度的方法。敏感性分析是在求得某个模型的最优解后，研究在这个模型

中某个或若干参数允许变化的范围，仍能使原来最优解的条件保持不变，或当参

数变化超过一定范围，原最优解已不能保持其最优性，需重新求最优解。  

在前面的盈亏平衡和本量利的变动分析中，市场的变化会引起原材料价格、产品

价格和供求数量的波动，而企业的自身条件又会引起原材料消耗和工时消耗的变

动。所以这就会对敏感模型中的参数产生影响，使原先计算出来的各项指标如盈

亏平衡点、目标利润或目标销量失去可靠性。这时，对于企业的高层经营者和管

理者最希望事先知道的就是哪一个参数的影响小，哪一个参数影响大。如果及时

地了解这些情况，作为管理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企业的生产和销售计划，使

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处于最佳状态。  

对于本量利关系的敏感性分析主要可从单价、单位变动成本、固定成本、销量这

几方面来进行研究，看看这些因素变化多大范围会使盈利变为亏损，对利润变化

的影响程度及如何调整才能保证目标利润的实现。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些变化  

某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单价 20 元，单位变动成本 12 元，预计明年的固定成本

为 40000 元，产销量预计达到 10000 件。  

预计明年的利润为：  

  10000（20—12）—40000 = 40000 元  

一、   盈亏平衡点相关因素临界值的确定  

当单价、单位变动成本、固定成本、销量发生变化，直接会引起利润的变化。而

这种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会使企业的利润消失，进入盈亏平衡状态，使企业的

经营状况发生内在的变化。所以，敏感性分析的目的之一就是找出使利润发生变

化时的各因素的临界值，临界就是我们常说的极限值。  

A   单价的最小值  

由前面可知当单价下降时，利润会随之下降，单价下降到某一程度，利润就会变

为 0，这时的单价就是企业能忍受的最低单价，也就是最小值。  

10000（单价—12）— 40000 ＝ 0  

单价＝16 元       

单价下降到 16 元，即降低 20 %（4/20）时，企业会由盈利转为亏损。  

Ｂ 单位变动成本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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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变动成本上升，会使利润下降，当利润趋向于０时，这时的单位变动成本就

是企业能忍受的最大值。  

10000（20—单位变动成本）— 40000 = 0  

单位变动成本=16 元  

单位变动成本由 12 元上升到 16 元时，利润会由 40000 元降为 0，此时，单位变

动成本上升了 33%（4/12）。  

Ｃ  固定成本的最大值            

 固定成本上升也会降低利润，并趋近于 0。  

10000（20—12）— 固定成本 = 0  

固定成本=80000 元  

固定成本上升至 80000 元时，企业会由盈利变为亏损。这时固定成本增加了 100%

（40000/40000）。  

    Ｄ  销售量的最小值  

销售量最小时，指的是企业利润为 0时的销量，就是盈亏平衡点时的销售量。  

销售量=40000/（20—12）=5000 件  

销售计划如果只完成了 50%（5000/10000），则企业利润为 0。 

二、 参数变化对利润的影响程度  
在本量利分析中，各个参量都会对利润产生影响。但它们所产生的影响程度又不同，有的参

数发生轻微变化，就会对利润产生很大的影响；而有的参数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其对利润的

影响却是微乎其微的。反映影响程度的敏感性的指标，我们把它叫做敏感系数，  
敏感系数 = 目标值变动百分比 / 参数值变动百分比  
现在我们仍以前面的例子为基础，  
假设： 单价、单位变动成本、固定成本和销售量都增长了 20%  
下面我们分别来看看各指标对利润的影响程度。  
A   单价的敏感程度  
单价上升 20%  
利润 = 10000（20*120%—12）— 40000 = 80000 元  
利润原来为 40000 元，利润增长率 =（80000—40000）/ 40000 = 100%  
单价的敏感系数=100% / 20% = 5  
这就是说，单价对利润的影响很大，当单价每上升 1%，利润则上升 5%。可以说，涨价是

提高利润最有效的途径。但价格的下跌也是企业最大的威胁。  
B   单位变动成本的敏感程度   
单位变动成本上升 20%  
利润 = 10000（20—12*120%）— 40000 = 16000 元  
利润原来是 40000 元，利润增长率 =（16000—40000）/ 40000 = —60%  
  单位变动成本的敏感系数= —60% / 20%= —3  
由此可见，单位变动成本对利润的影响没有单价大，当单位变动成本每上升 1%时，利润则

会下降 3%。但是，单位变动成本敏感系数的绝对值大于 1，所以说变动成本也是一个敏感

因素。  
C   固定成本的敏感程度  
固定成本上升 20%  
利润 = 10000（20—12）—40000*120% = 32000 元  
利润原来是 40000 元，利润增长率 =（32000—40000）/ 40000 = —20%  
固定成本的敏感系数= —20% / 20%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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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固定成本每上升 1%，利润则下降 1%。  
D   销售量的敏感程度  
销售量上升 20%：  
利润 = 10000*120%（20—12）—40000 = 56000 元  
利润原来是 40000 元，利润增长率 =（56000—40000）/ 40000 = 40%  
销售量的敏感系数 = 40% / 20% = 2  
销售量每上升 1%，利润就上升 2%。  
综上所述，在这里影响利润的诸多因素中，最敏感的是单价，敏感系数为 5；其次是单位变

动成本，敏感系数为—3；再次是销售量，敏感系数为 2；最后是固定成本，敏感系数为—1。
敏感系数为正值的，表明它的变化方向和利润是相同的；负值则表明变化方向与利润相反。 
就敏感系数而言，它仅仅提供了各因素变动百分比和利润变动百分比之间的比例关系，只是

一个相对指标。它不能直接从绝对数方面来显示变动后利润的值，所以，在此又引入敏感系

数计算分析表，来列示各因素变动百分比及相应的利润值。  
   
   
敏感系数计算分析表  
                                           个单位为标准  
影响因素    变动幅度    影响范围    变动后  
利  润  
（元）    影响  
利润    敏感  
系数  
   
        收入  
（元）    成本  
（元）              
单价    20%    40000         80000    100%    5  
单位变动成本    20%         24000    16000    —60%    —3  
销售量    20%    16000         56000    40%    2  
固定成本    20%         8000    32000    —20%    —1  
由此表可看出：  
当单价上升 20%，收入增加 40000 元，使利润增加 100%，敏感系数为 5；  
当单位变动成本上升 20%，成本增加 24000 元，利润减少 24000，减少利润 60%，敏感系数

为—3；  
当销售量上升 20%，收入增加 16000 元，利润增加 40%，敏感系数 2；  
当固定成本上升 20%，成本增加 8000 元，利润减少 20%，敏感系数—1。  
通过敏感系数计算分析表，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各因素变动时，引起的绝对数和相对数的

变化情况，更有利于管理从质和量两方面来及时调整经营管理模式，更好地发挥企业的经营

杠杆作用。  
总之，在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模式中，应建立相关的财务指标，以便随时了解各因素的变动

根源，更好地利用各效应变动趋势，及时地调整生产经营管理策略，使企业价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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