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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项目质量分析法弥补了传统财务分析方法的不足,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受到实务界的日益重视,但在应用型

本科院校的教学推广中举步维艰。以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为例,阐述了应用型本科院校财务分析课程中引入项目质量

分析法的教学实践,对财务分析课程中推广项目质量分析法存在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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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Practice of Item Quality Analysis Approach to Financial Analysis
Course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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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

Abstract: The item quality analysis approach makes up for the deficiency of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analysis method. It has strong

applicability and it is received more attention from practical field.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for teaching promotion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y. Taking Shangha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item quality analysis in

the financial analysis course of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y, discuss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and puts forward appropriate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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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财务分析活动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经验丰富的财务分析师凭借其专业能力

和信息搜寻加工的相对优势向资本市场传递有价值

的信息,降低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从而能够提高会

计信息质量 [1];另一方面,财务分析活动强化了上市

公司与投资者的信息纽带关系,填补了投资者对信

息的巨大需求,由此强化了公司治理机制并提高了

投资者权益的保护水平 [2]。因此, 高等院校财务分

析课程日益受到重视。

然而,传统的财务分析课程以结构分析法、趋势

分析法、比率分析法、因素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等

为主要内容,这些方法发展至今虽然较为成熟,但是

过度依赖外在显性的、短期财务分析指标 [3], 忽略

了企业战略分析、企业发展的动力机制与风险的关

系分析 [4],难以对企业财务状况的整体质量做出全

面客观的评价 [5],制约了财务分析课程的实用性。

自上世纪 90年代以来,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张

新民为首的团队 [6] 从企业管理人员角度对财务报

表分析理论与方法进行探索,提出了企业财务质量

分析理论,认为与企业财务质量特征相关的概念体

系至少应该包括资产质量、资本结构质量、利润质

量和现金流量质量,强调从企业战略出发进行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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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质量分析,最终对企业财务状况做出整体判断。

经过 20余年的摸索,逐渐发展形成一套成熟的财务

报表分析体系,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受到实务界的广

泛青睐,项目质量分析法也随之走入各大高校的课

堂。然而, 该方法在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教学应用中

发展较缓慢,不利于学生掌握先进的财务分析技能。

本文分析了项目质量分析法进入应用型本科院校财

务分析课堂的主要困难,并以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财

务分析课程建设中的教学实践为例,介绍课程组的

有益经验, 分析其存在的问题, 提出进一步发展思

路,以期更好地推进项目质量分析法在应用型本科

院校财务分析课程中的运用。

1 项目质量分析法进入应用型本科院

校财务分析课堂的必要性

1.1 更契合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目标

与传统本科院校相比,应用型本科院校更着重

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以提高学生应用能力为中心,

侧重于职业技能教育,项目质量分析法有助于提高

学生此方面的能力。如在项目质量分析法的实践中,

分析者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渠道所获得的信息进行分

析,要求学生不仅要广泛阅读上市公司财报及各种

公告,还要学会搜集其他渠道的信息;又如项目质量

分析法强调各财务报表项目之间的综合分析,要求

学生应用 “财务会计”等先修课程中学到的知识,梳

理各报表项目之间的关系,掌握其内在逻辑性。

1.2 显著提升学生财务报表分析技能

项目质量分析法的教学内容不仅囊括了传统的

财务比率分析,而且更强调从企业战略出发对报表

进行全方面解读,最终对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现金流量做出整体判断,在教会学生机械计算的同

时,更加注重各报表项目之间的关联性,从而解读报

表的合理性,从蛛丝马迹中探寻企业经营可能存在

的问题,进而显著提升学生分析财务报表的技能。

2 项目质量分析法进入应用型本科院

校财务分析课堂的主要困难

项目质量分析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

财务分析方法的不足,但其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中的

推进还存在不少困难。

2.1 教材难度高

相较传统财务分析教材,以项目质量分析法为

主要内容的教材难度更高。2014年前,笔者采用格

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唐现杰、徐鹿主

编的《财务分析》教材 [7] (以下简称 “格致版”),是典

型的以传统财务分析为主要内容的教材,而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新民、钱爱民编著的《财务

报表分析》教材 (以下简称 “人大版”)则是项目质量

分析法的代表性教材。两本教材的难易程度有明显

不同:

(1)教材总篇幅。格致版总字数 37.5万字,人大

版总字数 49.8万字,且人大版教材中的多数案例是

以二维码形式插入教材供师生扫码阅读,所以两者

的篇幅差距还要加大。虽然篇幅不能完全说明难易

程度,但也提供了一个可观测的角度,可以合理推测

人大版教材更为复杂,包含了更多的财务分析技术

方法。

(2)教材框架结构。无论是传统财务分析教材,

还是项目质量分析教材,均先介绍财务分析涉及的

基本概念和方法,然后围绕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

金流量表展开讨论。但是分析以上 3张主表的脉络,

可以发现内容存在较大的差异。表 1所示为格致版

和人大版教材中资产负债表的分析框架。格致版主

要围绕比较分析、百分比分析、结构分析等展开,虽

然也有一些项目分析的内容,但篇幅极短,不超过 6

页; 而人大版中资产负债表的内容分为了 “资产质

量分析”和 “资本结构质量分析”两章,其中不再介

绍比较分析、百分比分析、结构分析法的运用,核心

内容围绕项目质量分析展开。

(3)教材主要章节内容。如表 1所示,格致版中

资产负债表的分析方法简单易懂,且相同内容在后

续的利润表分析、现金流量表分析中反复出现, 易

举一反三; 人大版则在概论部分讲述财务分析的基

本方法后不再赘述,对 3张主表的分析围绕各项目

质量展开,各报表均具有独特的质量特征,需进行针

对性分析。

2.2 对任课教师的要求提高

正如人大版教材中所述, “项目质量分析法主要

是通过对财务报表各项目的规模、结构以及状态进

行分析,还原企业所发生的经营活动和理财活动,并

根据各项目自身特征和管理要求,结合企业具体经

营环境和经营战略,对各项目的质量进行评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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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资产负债表分析框架

Tab. 1 Balance sheet analysis framework

格致版章节内容 所在页码

第 2章 资产负债表分析 27

第 1节 资产负债表概述 27

第 2节 资产负债表分析的目的与内容 32

第 3节 资产负债表的比较分析和百分比分析 34

第 4节 资产负债表的项目分析 41

第 5节 资产负债表的结构分析 46

人大版章节内容

第 3章资产质量分析 39

引例: 资产质量背后的玄机 39

第 1节 资产负债表概述 40

第 2节 资产质量分析理论 43

第 3节 流动资产项目质量分析 46

第 4节 主要非流动资产项目质量分析 62

第 5节 资产结构质量分析与企业资源配置战略的考察 77

案例讨论与分析 84

第 4章资本结构质量分析 90

引例: 引入四大股东,方兴地产资本策略再升级 90

第 1节 负债项目的构成与质量分析 91

第 2节 应交所得税、递延所得税资产 (负债)、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相互关系的分析 100

第 3节 所有者权益项目的构成与质量分析 104

第 4节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分析 107

第 5节 资本结构质量分析 110

案例讨论与分析 119

此基础上,还可以对企业整体的资产质量、资本结构质

量、利润质量以及现金流量质量进行分析与评价,最终

对企业财务状况质量做出整体判断”。学生要掌握这样

的分析方法,任课教师自身必须具备较高的综合素养,

至少包括如下方面:

(1)财务会计知识功底。项目质量分析法根据各项

目自身特征和管理要求进行分析,需要分析者不仅应

熟悉各财务报表项目的特征、账务处理的基本原理,还

需要厘清各报表项目之间的关联性和勾稽关系,所以

任课教师应具备扎实的财务会计知识功底。

(2)战略分析等综合分析能力。项目质量分析法基

于企业具体经营环境和经营战略进行分析,对上市公

司财务状况的整体分析和把握, 除了涉及传统的财务

比率分析以外,还广泛涉及企业战略分析、竞争环境分

析、竞争力分析、风险分析、公司治理结构分析等 [8],

这就要求任课教师具有广阔的视野和全局意识, 并对

经济形势的变化保持敏锐的嗅觉。

(3)与时俱进不断探索的精神。众所周知,企业会

计准则修订频繁,要对基于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进行

分析, 分析者需要与时俱进, 保持自身知识的新鲜度;

且企业经济环境千变万化, 要求任课教师不可放松自

身的学习,保持不断进取的精神。项目质量分析法对任

课教师提出了较高要求, 这与近年来应用型本科财务

教师紧缺现象形成了鲜明的矛盾。

2.3 应用型本科生源质量问题

国内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大部分学生在自身素质、

学习习惯方面与重点高校的学生仍存在一定差距, 在

初学财务分析时, 学生是否具备足够的能力分析各个

企业的特殊性、行业平均水平、经济周期和产品及企

业生命周期等复杂问题？这也使得应用型本科院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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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对能否在财务分析课程中引入项目质量分析法顾

虑重重。

3 项目质量分析法在上海第二工业大

学的教学实践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是一所应用型本科院校, 财务

分析课程采用 “理论课 +实践课”的教学模式,理论课

48学时,实践课 24学时。2014年,学校财务分析课程

组进行校重点课程建设。在讨论教材选用时,课程组成

员意见是不一致的。当时张新民的团队在项目质量分

析法上的研究已经崭露头角,彰显其先进性,但对于任

课教师能否驾驭课程内容、学生能否适应项目质量分

析法教学等问题令课程组成员深存疑虑。经过反复探

讨,特别是在与已采用 “人大版”教材的其他高校教师

讨论中发现,他们同样存在这样的顾虑,但并没有影响

教师积极探索, 所以课程组最终决定在面向财务管理

专业学生开设的财务分析课程中试点选用人大版教材,

将 “项目质量分析法”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并视情况

考虑今后是否逐步推进。时至今日,已经历了 5年教学

实践,笔者总结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3.1 集体备课制度

为了教好这门有难度的课程, 课程组从课程伊始

就坚持了集体备课制度,充分凝聚集体的智慧,在不断

的讨论中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课程组成员不断调

整课程大纲和教学方案,搜集讨论案例;任课教师进行

内部试讲,听取课程组成员的建议和意见,对课程精雕

细琢。

3.2 不断提高任课教师自身素养

项目质量分析法的教学对任课教师提出了新的要

求,为此,任课教师通过各种途径努力提高自身素养。

(1)加强对企业会计准则的学习。企业会计准则是

财务报表编制的基础。为了全面理解各报表项目特征,

任课教师通过随堂听课、与财务会计教师加强交流、

积极参加注册会计师后续教育、持续关注财政部网站

等途径不断加强对企业会计准则的学习,持续更新自

身财务知识。

(2)充分利用名师资源提高自身财务分析能力。近

年来,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多次在各地组织财务分析

师资培训,由张新民、钱爱民等资深教师讲授项目质量

分析法要点和授课技巧,课程组教师多次积极参与;教

师还通过网络直播、在线课程等方式认真聆听资深教

师讲解教材、剖析各行业财务报表等;反复咀嚼、体会

课程内容;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建的 “报表分析”

群上, 采用人大版教材的各大院校教师经常就教学中

遇到的问题发起讨论。

(3) 大量阅读、分析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及相关信

息。质变积累于量变,为了提高自身财务报表分析的实

战能力,任课教师每年抽取约 30份上市公司报表进行

深度剖析并相互交流心得。选取报表时,会对一些代表

性企业,如被证监会处罚的企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

标准审计报告的企业、有重大财经新闻的企业等给予

特别的关注; 同时, 除财务报表信息外, 项目质量分析

法要求分析者能够结合经济环境信息、行业信息、企

业特点等进行分析,课程组要求任课教师密切关注这

些方面,同时将有关的信息获取渠道推荐给学生。

3.3 精心设计配套案例

在备课过程中, 任课教师发现项目质量分析法中

的很多要点仅依靠教材的文字阐述难以给学生留下深

刻的印象,如果能够配套针对性强的鲜活的案例,那么

学生在理解掌握分析要点时就会形成鲜明的感性认识,

从而更容易接受。为此,课程组教师结合以往的积累和

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表阅读,从上市公司公开的年度

报表中撷取相应的内容穿插于知识要点中, 并结合市

场热点问题持续更新, 一方面有助于学生理解消化知

识点,另一方面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3.4 充分利用课后答疑

项目质量分析法的教学内容非常广泛, 加上任课

教师补充的案例分析和课后作业, 48学时的理论教学

时间异常紧张。为此,任课教师充分利用课后时间解答

学生疑问, 甚至安排时间对学生提出的具有共性的问

题进行集体辅导讲解,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课堂内容

的不足。

3.5 结合实践课程指导学生撰写综合性财务分析

报告

在完成人大版教材的理论课程后, 学生如果能运

用学到的项目质量分析法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进行综

合分析,形成一份综合性财务分析报告,可谓真正提高

了财务分析实战能力。作为一所应用型本科院校,我校

教学计划中有为期 5周的夏季学期,在此期间安排实

践课程, 专注于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在实践课程中,

课程组教师要求学生选取一家上市公司,按照 “背景分

析—会计分析—财务状况质量分析—前景预测”的

框架对其进行全面分析,形成独立的综合性财务分析

报告,帮助学生全方位掌握项目质量分析法。

在课程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 项目质量分析法在

我校财务分析课程的应用基本顺利。表 2所示为近年

来由笔者任教的财务分析课程成绩统计,低于 60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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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不合格,高于 90分成绩优秀。其中 2010∼2013年采

用格致版教材, 2014∼2018年采用人大版教材。从表中

可以看出,在课程难度增加以后,学生的平均分有所下

降、不合格率上升,在更换教材的前 3年优秀率甚至持

续为零; 但随着课程的推进和任课教师教学水平的逐

步提升, 2017、2018 年有明显的好转趋势, 到 2018 年

平均分达到 72.41分, 优秀率也提升至 6.35%, 与采用

格致版教学时的成绩已基本接近,优秀率甚至超过了

采用格致版教材的大部分年份, 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有

难度的教材可以更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表 2 财务分析课程成绩统计

Tab. 2 Statistics of Financial analysis course

年份 学生人数 不合格人数 不合格率/% 优秀人数 优秀率/% 平均分

2018 63 4 6.35 4 6.35 72.41

2017 77 8 10.39 2 2.60 67.06

2016 93 19 20.43 0 0 59.32

2015 82 5 6.10 0 0 68.77

2014 91 12 13.19 0 0 67.25

2013 86 2 2.33 6 6.98 73.97

2012 86 3 3.49 5 5.81 72.36

2011 44 0 0 2 4.55 77.84

2010 39 1 2.56 1 2.56 74.85

4 项目质量分析法在应用型本科院校

财务分析课堂实践中的主要问题

我校财务分析课程在项目质量分析法为主要内容

的教学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问题,成为进一步深化教学

改革的障碍。

4.1 学生财务综合分析能力有待提高

5年试点期间,笔者发现学生综合财务分析能力有

限,并且很难提高。一方面是由于课时的所限,任课教

师在理论课教学阶段只能对各报表项目进行逐项分析,

无暇以贯穿课程始终的案例进行示范性的综合分析;

另一方面,从未走出校门的学生对于经济环境、企业战

略等缺乏深刻的了解,也限制了其综合分析能力。

4.2 “48+24”课时设计仍较为紧张
财务管理专业的财务分析课时为理论课 48学时,

实践课 24学时, 相对已经较为宽松, 但如果在每个知

识点上精耕细作,并配上详细的案例讲解和课后作业

精讲,现有课时还远为不足。

4.3 课程推广较难

目前,除财务管理专业以外,我校经济与管理学院

尚有信用管理、税收学、投资学等 3个专业每届约 200

名学生需开设财务分析课程,对学生而言,仅掌握传统

的财务分析方法也是不够的, 先进的财务分析技能对

这些专业的学生而言同样重要。从试点情况来看, 项

目质量分析法在财务管理专业的教学中提高了学生财

务分析的能力, 激发了学生分析财务报表的兴趣和学

习潜能,然而将其推广至其他 3个专业,还存在不少困

难。

(1)缺乏足够师资。目前财务管理专业的任课教师

仅有 2名, 而经济与管理学院尚有其他 3个专业需要

开设财务分析课程, 现有的教学任务使任课教师难以

顾及其他专业的教学。

(2)其他专业未充分开设先导课程。要根据各财务

报表项目的特性进行项目质量分析,学生应当具备一

定的财务会计知识,而学院的其他 3个专业中,仅有 1

个专业开设了财务会计课程, 其余学生仅接触过会计

学原理课程, 如需在财务分析课程中引入项目质量分

析法, 任课教师需要花一定的时间使学生对各财务报

表项目的特性有所了解, 这将使原本紧张的课时更为

紧张。

5 应用型本科财务分析课程运用项目

质量分析法的发展思路

为了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 提高财务分析课程的

教学质量, 让项目质量分析法进入更多的应用型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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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课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5.1 提高学生财务综合分析能力

(1)组织编写财务分析实践教材,为学生夏季学期

的财务综合分析报告撰写可供参考的范本。尹蘅 [9] 认

为,财务分析课程可以引入贯穿式案例,选择一家上市

公司的年报, 在整个学期的教学中均以该公司为案例

进行分析。然而,贯穿式案例在项目质量分析法理论教

学阶段中未必能够贯穿课程始终, 因为同一上市公司

的报表项目中未必都有值得探讨的问题,但在紧接其

后的实践教学中, 对贯穿式案例的分析可以给学生良

好的示范,启发学生从企业战略角度出发对企业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进行综合分析。目前课程组

成员正在撰写实践教材, 以期为学生们提供可参考的

框架和思路。

(2) 通过组织或参与财务分析竞赛培养学生财务

综合分析能力。竞赛机制的引入, 能够调动学生的主

观能动性 [10], 激发学生积极主动地深入思考, 有利于

提高学生综合分析能力。目前, 我校财务管理专业和

周边院校相关专业正在讨论组织财务分析竞赛的具

体事宜。

(3)建立微信学习群,向学生推送有阅读价值的文

章。项目质量分析法基于企业战略,并对企业财务状况

进行综合分析,而学生大多没有充分的社会经历,对经

济大局胸中无数。为此,课程组拟在下届学生中建立微

信学习群,向学生推送有阅读价值文章,同时设计问题

让学生带着问题阅读思考并计入平时成绩, 以期通过

广泛阅读扩充其视野,建立其大局意识。

5.2 通过网络教学补充有限的教学时间

随着科技的进步,网络教学的发展如火如荼,这使

得不受时间、地域限制在网上自由学习成为可能 [11]。

为了弥补现有课时的不足, 可以让学生更好地利用网

络教学资源,一方面引入名家在线课程,另一方面由任

课教师自行录制在线课程; 另外实践中很多学生反映

课上都听得懂,跟着老师的案例分析思路也很清晰,然

而课后复习并完成案例分析作业时却无从下手,从笔

记的寥寥数语中也很难回忆课程的全部内容,网络课

程也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网络课程还可以专辟答

疑区,由任课老师回答学生的提问。

5.3 通过师资建设、课程内容调整等逐步推广项目

质量分析法

师资建设方面, 一方面现有任课教师应持续加强

自身素养, 更好地适应课程教学;另一方面, 为解决师

资不足的突出矛盾, 应努力从引进人才和培养外专业

教师尽快成长两个方面着手。现阶段财务专业人才引

进有一定难度,解决师资不足的重心可以放在培养外

专业教师上。目前我校的税收学、投资学、信用管理等

专业均有部分具备财务功底的教师,可以着重培养,使

其能够胜任本专业财务分析课程的教学。

在课程内容上,可以因专业而异,适当酌减财务分

析质量分析法的内容;如有可能,也可以在其他专业开

设财务分析的一些先导课程, 使各专业学生能逐渐接

触到财务分析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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