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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制度创建于1991年，2009年经过全面改革，实现了考试制度的国际趋同
。
21年来，累计已有16．1万人取得了全科合格证书，为注册会计师行业人才建设提供了有效支持。
注册会计师考试已成为国内声誉最高的执业资格考试之一，并得到了广泛的国际认可。

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分为专业阶段和综合阶段。
专业阶段主要测试考生是否具备注册会计师执业所需要的专业知识，是否掌握基本技能和职道德规范
；综合阶段主要测试考生是否具备在职业环境中运用专业知识，保持职业价值观、职业道德与态度，
有效解决实务问题的能力。
为更好地指导考生专业阶段的复习和学习，我们组织专家编写了专业阶段《会计》、《审计》、《财
务成本管理》、《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经济法》和《税法》考试辅导教材，以及与之配套的《
经济法规汇编》。
另外，分科编印了近2年专业阶段考试的试题和参考答案，供考生复习和学习使用。

本套教材以体现注册会计师考试改革总体目标为宗旨，以读者基本掌握大学会计等相关专业本科以上
专业知识为基础，以全面性与系统性、实用性与时效性并重为原则编写而成。
本套教材作为指导考生复习和学习之用，不作为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的指定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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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财务管理导论
　第一章　财务管理概述
　　第一节　财务管理的内容
　　第二节　财务管理的目标
　　第三节　金融市场
　第二章　财务报表分析
 　第一节　财务报表分析概述
 　第二节　财务比率分析
 　第三节　管理用财务报表分析
　第三章　长期计划与财务预测
 　第一节　长期计划
 　第二节　财务预测
 　第三节　增长率与资金需求
第二部分 财务估价
　第四章　财务估价的基础概念
　　第一节　货币的时间价值
　　第二节　风险和报酬
　第五章　债券和股票估价
 　第一节　债券估价
 　第二节　股票估价
　第六章　资本成本
 　第一节　资本成本概述
　　第二节　普通股成本
　　第三节　债务成本
　　第四节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第七章　企业价值评估
　　第一节　企业价值评估概述
　　第二节　现金流量折现模型
　　第三节　相对价值法
第三部分 长期投资
　第八章　资本预算
　　第一节　项目评价的原理和方法
　　第二节　投资项目现金流量的估计
　　第三节　项目风险的衡量与处置
　第九章　期权估价
　　第一节　期权概述
　　第二节　期权价值评估的方法
　　第三节　实物期权
第四部分 长期筹资
　第十章　资本结构
 　第一节　杠杆原理
 　第二节　资本结构理论
 　第三节　资本结构决策
　第十一章　股利分配
　　第一节　利润分配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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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股利支付的程序和方式
　　第三节　股利理论与股利分配政策
　　第四节　股票股利、股票分割和股票回购
　第十二章　普通股和长期负债筹资
 　第一节　普通股筹资
 　第二节　长期负债筹资
　　⋯⋯
第五部分　营运资本管理
第六部分　成本会计
第七部分　管理会计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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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流动比率是相对数，排除了企业规模的影响，更适合同业比较以及本企业不同历史时期的比较。
此外，由于流动比率计算简单，因而被广泛应用。
但是，需要提醒注意的是，不存在统一、标准的流动比率数值。
不同行业的流动比率，通常有明显差别。
营业周期越短的行业，合理的流动比率越低。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认为生产型企业合理的最低流动比率是2。
这是因为流动资产中变现能力最差的存货金额约占流动资产总额的一半，剩下的流动性较好的流动资
产至少要等于流动负债，才能保证企业最低的短期偿债能力。
这种认识一直未能从理论上证明。
最近几十年，企业的经营方式和金融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流动比率有下降的趋势，许多成功企业的
流动比率都低于2。
如果流动比率相对上年发生较大变动，或与行业平均值出现重大偏离，就应对构成流动比率的流动资
产和流动负债的各项目逐一分析，寻找形成差异的原因。
为了考察流动资产的变现能力，有时还需要分析其周转率。
流动比率有某些局限，在使用时应注意：流动比率假设全部流动资产都可以变为现金并用于偿债，全
部流动负债都需要还清。
实际上，有些流动资产的账面金额与变现金额有较大差异，如产成品等；经营性流动资产是企业持续
经营所必需的，不能全部用于偿债；经营性应付项目可以滚动存续，无需动用现金全部结清。
因此，流动比率是对短期偿债能力的粗略估计。
（2）速动比率。
构成流动资产的各项目，流动性差别很大。
其中，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各种应收款项等，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变现，称为速动资产；另外
的流动资产，包括存货、预付款项、1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及其他流动资产等，称为非速动资产。
非速动资产的变现金额和时间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①存货的变现速度比应收款项要慢得多；部分存
货可能已毁损报废、尚未处理，或者已抵押给某债权人，不能用于偿债；存货估价有多种方法，可能
与变现金额相距甚远。
②1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和其他流动资产的金额有偶然性，不代表正常的变现能力。
因此，将可偿债资产定义为速动资产，计算短期债务的存量比率更可信。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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