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章  全面预算 练习题 

 

一、单项选择题 

1.下列预算中，不属于财务预算内容的是（   ）。 

A.现金预算   B.生产预算     C.预计利润表  D.预计资产负债表 

 

2.在成本习性分析的基础上，分别按照一系列可能达到的预计业务量水平编制的

能适应多种情况的预算是（   ）。 

A.固定预算    B.弹性预算    C.增量预算  D.滚动预算 

 

3.相对于固定预算而言，弹性预算的主要优点是（   ）。 

A.机动性强     B.稳定性强     C.连续性强   D.远期指导性强 

 

4.在基期成本费用水平的基础上，结合预算期业务量及有关降低成本的措施，通

过调整有关原有成本项目而编制的预算，称为（   ）。 

A.弹性预算   B.零基预算   C.增量预算    D.滚动预算 

 

5.可以保持预算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并能克服传统定期预算缺点的预算方法是

（   ）。 

A.弹性预算    B.零基预算    C.滚动预算   D.固定预算 

 

6.以预算期内正常的、可实现的某一业务量水平为唯一基础来编制预算的方法称

为（   ）。 

A.零基预算     B.定期预算   C.静态预算    D.滚动预算 

 

7.下列各项中，没有直接在现金预算中得到反映的是（   ）。 

A.期初期末现金余额        B.现金筹措及运用  

C.预算期产量及销量    D.预算期现金余缺 

 



8.在下列各项中，能够同时以实物量指标和价值量指标分别反映企业经营收入和

相关现金收支的预算是（   ）。  

A.现金预算    B.销售预算   C.生产预算    D.产品成本预算 

 

9.下列项目中，原本属于日常业务预算，但因其需要根据现金预算的相关数据来

编制因此被纳入财务预算的是（   ）。 

A.财务费用预算       B.预计利润表    

C.销售费用预算       D.预计资产负债表 

 

10.全面预算编制的起点是（   ）。 

A.财务费用预算      B.现金预算 

C.销售费用预算     D.销售预算 

 

11.下列预算中,在编制时不需以生产预算为基础的是（    ）。 

A.变动性制造费用预算     B.销售费用预算 

C.产品成本预算           D.直接人工预算 

 

12. 现金预算中的现金支出不应包括（    ）。 

A.工资费用      B.股利支付       C.利息支出       D.折旧费用 

 

13. 弹性预算属于（   ）。 

A.滚动预算       B.确定性预算      C.定期预算      D.概率预算 

 

14.对任何一笔预算支出，从其必要性和数额的多少来考虑是否应该支出，这种

预算是（   ）。 

A.滚动预算      B.固定预算       C.零基预算      D.概率预算 

 

15.某工厂预计期初存货 200 件，期末存货 150 件，本期销售 400 件，则本期生

产量为（     ）。 



A.750 件      B.350 件     C.450 件       D.550 件 

 

16.资本支出预算是（  ） 

A.财务预算         B.生产预算 

C.专门决策预算     D.业务预算 

 

17.直接材料预算的编制基础是（   ）。 

A.销售预算       B.生产预算      C.财务预算       D.直接人工预算 

 

18.编制弹性预算关键是（   ）。 

A.分解制造费用            B.确定材料标准耗用量 

C.选择业务量计量单位      D.将所有成本划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两大类 

 

19.下列各项中，只涉及实物计量单位而不涉及价值计量单位的预算是（   ）。 

A.销售预算      B.生产预算       C.资本支出预算      D.财务预算 

 

20.在编制制造费用预算时，计算现金支出应予剔除的项目是（   ）。 

A.间接材料       B.间接人工      C.管理人员工资      D.折旧费 

 

二、多选题 

1.与编制零基预算相比，编制增量预算的主要缺点包括（     ）。 

A.可能不加分析地保留或接受原有成本支出 

B.可能按主观臆断平均削减原有成本支出 

C.容易使不必要的开支合理化 

D.增加了由预算编制的工作量，容易顾此失彼 

 

2.相对固定预算而言，弹性预算的优点有（     ）。 

A.预算成本低 B.预算工作量小   C.预算可比性强  D.预算适用范围宽 

 



3.相对定期预算而言，滚动预算的优点有（     ）。 

A.透明度高        B.及时性强 

C.预算工作量小       D.连续性、完整性和稳定性突出 

 

4.在编制现金预算的过程中，可作为其编制依据的有（     ）。 

A.日常业务预算      B.预计利润表  

C.预计资产负债表     C.特种决策预算 

 

5.下列属于财务预算的是（     ）。 

A.现金预算        B.日常业务预算  

C.资产负债表预算     D.特种决策预算 

 

6.定基预算的缺点有（     ）。 

A.远期指导性差      B.预算的灵活性差  

C.预算的重点不突出    D.预算的连续性差 

 

7.产品成本预算编制的基础是（     ）。 

A.生产预算        B.直接材料预算   

C.直接人工预算      D.制造费用预算 

 

8.在下列各项中，属于日常业务预算的有（     ）。 

A.销售预算                B.现金预算 

C.生产预算                D.销售费用预算 

 

9.在下列各项预算中，属于财务预算内容的有（     ）。 

A.销售预算        B.生产预算 

C.现金预算        D.预计利润表 

 

10.产品单位生产成本预算是直接根据以下预算编制的，包括（     ）。 



A.制造费用预算             B.生产预算 

C.直接材料采购预算         D.直接人工预算      

 

三、判断题 

1.企业在编制零基预算时，需要以现有的费用项目为依据，但不以现有的费用水平

为基础。（   ） 

2.弹性预算的编制是建立在成本性态分析的基础上的。（   ） 

3.零基预算一般适用于规模较大的公司和政府机构。（   ） 

4.永续预算能够使预算期间与会计年度相配合，便于考核预算的执行结果。（   ） 

5.生产预算是规定生产期内有关产品生产数量、产值和结构的一种预算。（   ） 

6.定期预算容易使决策者的目光局限于预算当期，而忽视企业的长远利益。（   ） 

7.预计材料采购量＝预计生产需要量+预计材料期末存货-预计材料期初存货。

（   ） 

8.特种决策预算包括经营决策预算和投资决策预算，一般情况下，特种决策预算

的数据要纳入日常业务预算和现金预算。（   ） 

9.滚动预算又称为滑动预算。（   ） 

10.短期决策预算属于业务预算体系，而长期决策预算一般不纳入业务预算体系。

（   ） 

11.零基预算的思想是承认现状是合理的，并且未来是现在的继续。（   ） 

12.生产预算是在销售预算的基础上编制的。（   ） 

13.滚动预算每年只需编制一次。（   ） 

14.弹性预算常用于编制资本支出预算。（   ） 

15.固定预算用于考核非营利组织和业务量水平较为稳定的企业是比较合适的。

（   ） 

 

四、计算题 

1.某企业现着手编制 2022 年 12 月份的现金收支计划。预计 2022 年 12 月

月初余额为 8000 元，月初应收账款 4000 元，预计月内可收回 80%；本月销货

50 000元，预计月内收款比例为50%；本月采购材料8000元，预计月内付款70%；

月初应付账款余额 5000 元，需在月内全部付清；月内以现金支付工资 8400 元；



本月制造费用等间接费用付现 16000 元；其他经营性现金支出 900 元；购买设备

支付现金 10000 元，企业现金不足时，可向银行借款，借款金额为 1000 元的整

数倍；现金多余时可购买有价证券。要求月末现金余额不低于 5000 元。 

要求： 

（1）计算经营现金收入； 

（2）计算经营现金支出； 

（3）计算现金余缺； 

（4）确定最佳资金筹措或运用数额； 

（5）确定现金月末现金余额。 

 

2.根据销售预测某公司计划期间第一季度甲产品各月份的销售量，分别为：

2000 件，3000 件和 3600 件；其销售单价为 50 元。若该公司商品销货款的收回，

按以下办法处理：即销售当月收回款为 60%，次月收回款为 30%，第 3 个月收

回款为 10%。假定计划期间的期初应收账款余额为 44000 元，其中包括上年度

11 月份销售的应收账款为 8000 元，12 月份销售的应收账款为 36000 元。 

要求： 

（1）计算该公司上年度 11 月份及 12 月份的销售总额。 

（2）编制该公司计划期间第一季度的分月销售预算。 

 

3.大宝公司根据销售预测，对甲产品今后 4 个月的销售量做如下预计：即 4

月份为 100000 件，5 月份为 120000 件，6 月份为 160000 件，7 月份为 140000

件。按照该公司以往的经验，每个月的期末存货量，应为下一个月预计销售量的

15%。假如该公司 3 月份的期末存货量为 15000 件。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编制该公司第二季度分月份的生产预算。 

 

4. 某公司按照 8000 直接人工小时编制的制造费用预算资料如下表所示。 

              制造费用预算资料             单位：元；小时 

项目  合计 

直接人工小时正常能力 10000  

变动成本：   



直接材料 6000  

  直接人工 8400  

  电力及照明 4800 19200 

固定成本：   

  间接人工 11700  

  累计折旧 2900  

  保险费 1450  

  电力及照明 1075  

  其他 875 18000 

总计 37200 

要求：编制 9000，10000，11000 直接人工小时的弹性预算（超过直接人工

小时正常能力后，固定成本将增加 6%） 

 

5.中华公司为一家全国性的零售商。该公司获得一项新型打火机的独家经

销权。资料如下： 

公司对于每月的期末现金额，希望能保持至少 10000 元。该项新型打火机

的售价为每只 8 元，最近数月及预测以后数月打火机的销售量资料如下： 

1 月份（实际销售量）20000 只； 

2 月份（实际销售量）24000 只； 

3 月份（实际销售量）28000 只； 

4 月份（实际销售量）35000 只； 

5 月份（实际销售量）45000 只； 

6 月份（实际销售量）60000 只； 

7 月份（实际销售量）40000 只； 

8 月份（实际销售量）36000 只； 

9 月份（实际销售量）32000 只。 

各月份的期末存货，应为下个月销售量的 90%，该项打火机的进货成本为

每只 5 元。 

该公司进货付款的方法如下： 

进货当月付款 50%，其余 50%于次月付清。该公司的销货没有折扣。销售

当月月底前能收到货款 25%，次月收 50%，再次一个月收到其余的 25%。坏账



极少，可以不计。 

以下为该公司每月的营业费用： 

变动费用 

销货佣金      1 元/只 

固定费用 

    工资         3600 元 

水电         1000 元 

应摊保险费   1200 元 

折旧         1500 元 

其他         2000 元 

在上述各项费用中，除折旧及保险费外，均需于费用发生的当月以现金付

清。该公司预计 5 月份将购置固定资产 25000 元，以现金支付。该公司上缴税金

为每季 12000 元，于下一季度第一个月上交。 

以下为该公司 3 月 31 日资产负债： 

资产 

现金                                          14000 元 

应收账款（2 月份销货 48000 元 

及 3 月份销货 168000 元）                  216000 元 

存货（打火机 31500 只）                        157500 元 

预付保险付费                                  14400 元 

固定资产净值                                  172700 元 

资产合计                                      574600 元 

负债及权益 

  应收账款—进货                               85750 元 

  应付税金                                      12000 元 

  资本                                         300000 元 

  保留盈余                                     176850 元 

  负债及权益合计                               574600 元 

该公司向银行借款的年利率为 10%，该公司于月初借款，月底还款，还本

付息一并办理，借款还本，以 1000 元为单位，但借款可为任意金额。 



要求：编制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三个月的全面预算，并应包括下列分项预

算。 

（1）按月及全季合计的销货预算； 

（2）销货及应收账款的分月及全季现金收账预算； 

（3）按月及全季合计的进货预算； 

（4）按月及全季总额的进货现金支出预算； 

（5）编制一份全面预算，列明分月预算和全季预算； 

（6）编制该公司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的预计收益表（按变动成本法

编制）； 

（7）编制该公司 6 月 30 日预计资产负债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