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资产负债表（上）

资产负债表主要包括以下三大类别，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在解读这张报表之前，我们先来谈谈以下两大要素与这三类项目的相关性：

1、货币要素

货币资金，俗称“钱”或者“现金”。报表中的资产大多都是为了在未来转

化成“钱”而存在的。通俗地讲，能直接转化为钱的是货币性资产，比如应收账

款或短期投资，而间接转化为钱的称为非货币性资产，比如存货、固定资产或是

无形资产等。

报表中可能会在未来“吸走”企业现金的“杀手们”大都以负债方式存在，

比如应付账款、应付员工薪酬、借款等等，而且它们大都是契约义务的具现化变

现。

权益则是对应投资者利益的一把标尺。投资者要想真正将权益转化为现金，

通常有以下三种方式：第一，出让权益，即卖股票；第二，现金分红，即收股利；

第三，清盘，即拆伙分家产。

无论何种商业模式，企业存在的基本形态总是以钱或者负债来换取资产，再

通过将资产转化为钱来维系其商业运转。当付出的金钱小于资产转化得来的金

钱，则所有者权益（股东利益）提升，反之则下降。

2、时间要素

时间产生价值，同时也滋生风险。一方面，企业通过研发新产品，在一定的

时间周期内建立良好的市场地位与口碑，可能将其存货或者固定资产转换为增量



现金；另一方面，一旦企业失去竞争力，企业资产转化为现金能力将可能打折，

这也就是常见的资产减值或亏损。

以现金为核心，按照资产和负债转化为现金的时间长短，资产负债表中的科

目进行了流动和非流动的划分。其中变现能力强、流动速度快的资产被划分为流

动资产，而那些需要一年以后才能变现或耗用的资产则会被作为非流动资产。同

样的，根据到期偿还日是否为一年以内，负债也被划分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

以反映企业预期现金支出的期间。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权益也可以看成是一项特

殊的长期负债，其本金通常只有在企业清算时才需偿还，同时，其不享有固定的

利息收入，而是通过参与企业的利润分配获得收益。

明白上述两大要素和资产负债表的关系后，我们就可以谈谈如何利用它们来

进一步解读资产负债表。

首先，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企业的流动性。

现金为王的商业社会，企业流动性对投资周期长短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般

而言流动性主要可以观察以下几个指标：

1、营运资金

营运资金越多，说明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越强。作为绝对值参考，这个指标

可以有效衡量企业的活力与发展潜力。

2、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

由于营运资金受企业规模变动的影响较大，通常，在对不同规模的被投资企

业的流动性进行分析时，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更有参考价值。

流动比率为体现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一个基础指标，比率越高，则短期偿债

能力越强。但流动比率并非越高越好，若流动比例过高，则表明企业较少进行融



资，对流动资产的利用率不高，运营方式比较保守；相对的，若流动比例过低，

则表明企业较为激进，偿债压力大，投资者需进一步关注其是否拥有足够的资产

偿还债务。

速动比率是对流动比率的补充，是剔除存货影响以后的流动比率。存货在各

个行业的周转速度差别较大，例如，在房地产行业，作为存货的商品房因建设周

期较长，其周转天数远高于零售行业的快消品。因此，速动比率可供投资者从另

一个维度，对不同行业企业的偿债能力进行比较。

以近年来申请破产的部分上市企业为例，虽然其所处行业不同会导致流动比

率和速动比率的绝对值有所差别，但从这些企业的平均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来

看，在破产申请前的三年均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尤其是从破产申请前第二年

开始，这些企业的平均流动比率大多都会跌至 1 以下，即呈现出流动资产小于流

动负债的情形。

因此，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作为一个警示标志，可以有效帮助投资者及时关

注企业的流动性风险。

我们将在下篇中继续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对企业的经营风险和持续增长能

力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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