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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分析 

——以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牛春燕 王碧瑶
1
 

（沈阳化工大学，辽宁 沈阳 110142） 

【摘 要】：首先对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进行介绍，再通过对该公司 2014～2018 年的财

务报表分析，对其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发展能力进行评估，同时指出指标所反映的问题，并根据该企

业实际情况提出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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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涪陵榨菜公司概况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主要从事榨菜、泡菜和其他佐餐开味菜等方便食品的研

制、生产和销售，目前是全国最大的佐餐开味菜生产销售企业，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榨菜腌菜制品全国市场占有率

第一，品牌知名度第一。在当下市场竞争激烈的形势下，产品不光趋向品牌化，而且品牌认知度颇高，榨菜市场也不例外，在

我国榨菜品牌有许多，不过涪陵榨菜作为众多榨菜品牌中的龙头企业，对于榨菜产品这种集中度高、异质性强、定价能力强的

产品，龙头企业占据独特的优势。 

2 财务报表分析 

通过对企业财务报告的分析，不仅可以对企业会计年度内的能力评价有全面的了解，进而深度挖掘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更能给企业投资者、债权人、政府等外部信息使用者提供完整、真实的会计信息，为他们的投资、信贷等方面决策提供

可靠的依据。以下分析的所有指标都是根据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证监会指定网站披露 2014～2018年的财务报告

中的数据得出。 

2.1偿债能力分析 

偿债能力是指企业偿还到期债务的能力。通过对财务报告中资产负债表相关数据的计算分析，可以评价企业的短期和长期

偿债能力，从而判断企业经营过程中的风险应对能力。本文选取流动比率、现金流量比率作为分析短期偿债能力的指标，选取

资产负债率、利息保障倍数作为分析长期偿债能力的指标。详见表 1所示。 

表 1 2014～2018年偿债能力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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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流动比率 4.75 3.72 3.46 3.24 4.53 

现金流量比率 0.74 1.28 1.40 1.11 1.40 

资产负债率 0.17 0.17 0.19 0.22 0.17 

利息保障倍数 -11.14 -23.74 -80.97 -214.32 -225.68 

 

通过表 1可以看出 5年的流动比率均在 3以上，2014～2017年存在下降的趋势，2018年又上升到 4.53。一般认为流动比率

应在 2:1以上，流动比率 2:1，表示流动资产是流动负债的两倍，即使流动资产有一半在短期内不能变现，也能保证全部的流动

负债得到偿还。该公司过高的流动比率表明短期偿债能力好，但是流动比率过高也存在短期投资不足的问题。现金流量比率总

体呈现上升趋势，而现金流量比率越高说明企业抵偿流动负债的能力越强，财务弹性也越好。 

2014 年、2015 年的资产负债率都为 0.17,2016 年、2017 年有所上升，分别为 0.19、0.22，说明长期偿债能力减弱，但是

2018年又回归 0.17，总体来看比较稳定，但是与行业平均资产负债率相比还是偏低，2017年资产负债率也才 22%，而资产负债

率低说明该公司偿债能力强但是利用债权人资本进行经营活动的能力差，会给股东报酬率带来不利影响。利息保障倍数均为负

值、逐年下降并且降幅较大，特别是 2017年降幅最大，利息保障倍数为负值是因为财务费用为负，负数越小说明长期偿债能力

越强，所以本公司的长期偿债能力很强。 

2.2营运能力分析 

营运能力是企业资金周转状况的反映，周转状况好则说明企业的营运能力强，经营管理水平较好。通过数据分析得出重庆

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年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及总资产周转率，本文用这些指标来衡量营运能力。详见表 2

所示。 

表 2 2014～2018年营运能力 

报告期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应收账款周转率 172.42 297.57 553.20 988.74 401.27 

总资产周转率 0.68 0.61 0.62 0.69 0.70 

 

我们发现本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很高，并且 2014～2017年逐年增长。一般来说，应收账款周转率越高，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越短，说明应收账款收回得越快，应收账款的流动性越强，同时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可能性越小，但是，企业的应收账款周转

率过高，可能是由于企业的信用政策过于苛刻所致，这样可能会限制企业销售规模的扩大，影响企业长远的盈利能力。总资产

周转率相比 2014 年，2015 年有所下降，但在之后的三年逐年上升，说明 2015～2018 年销售收入的上升幅度要大于平均资产总

额的上升幅度，进而说明该公司的资产利用效率较高，营运能力较好。 

2.3盈利能力分析 

盈利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终目标，企业盈利能力是内部管理者、外部投资者、债权人共同关注的重要因素。衡

量企业盈利能力的比率有销售净利率、资产净利率、每股收益、成本费用利润率、股东权益报酬率等，通过对该公司数据分析，

得出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年的主要盈利能力指标，详见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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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4～2018年盈利能力指标 

报告期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销售净利率 0.15 0.17 0.23 0.27 0.35 

资产净利率 0.10 0.10 0.14 0.19 0.24 

成本费用利润率 0.27 0.24 0.36 0.45 0.64 

股东权益报酬率 0.10 0.13 0.17 0.24 0.27 

 

销售净利率代表销售产品带来的盈利能力，该公司 2014～2018年销售净利率、资产净利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表明企业在

增产的同时，为企业创造了利润，盈利能力较强。成本费用利润率 2015年之后逐年上升，说明经营耗费带来的经营成果增加，

公司的经济效益较好。股东权益报酬率是所有者最为关注的财务指标，能够直接反映其投资报酬率的高低。该公司 2014～2018

年的股东权益报酬率呈上升趋势，说明盈利能力好。 

2.4发展能力分析 

表 4 2014～2018年发展能力指标 

报告期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主营业务收入

增长率 
0.07 0.03 0.20 0.36 0.26 

总资产增长率 0.06 0.21 0.16 0.29 0.20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2014～2015年较低，近三年增长较快，均在 0.20以上，2017年达到 0.36，是增长率最高的一年。说

明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保持较高水平的增长速度，公司的发展能力强。总资产增长率是反映公司资产规模增长情况的指标，从

表 4 中可以看出 2014～2015年资产增长实现大飞跃，从 0.06增长到 0.21，说明在这一年经营规模扩张速度较快，2015～2018

年在 0.16～0.29之间波动，2017年达到最大 0.29。总体来看资产增长情况不太稳定。 

3 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3.1资金利用效率低 

流动资产率偏高、资产负债率偏低说明公司的偿债能力很强，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资产的使用效率不高，可能出现资产闲置

的情况，经营过于保守，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另外应收账款周转率过高一方面可以缩短收款期，较少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公司信用政策过于苛刻，不利于扩大客户群，同样影响企业长远发展。 

3.2发展能力不稳定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近三年相对较稳定，并且都保持在 20%以上，发展势头良好，所以从整体上来看发展能力较强，但从总

资产增长率来看，增长不稳定，而资产的增长是衡量公司价值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 

4 改善公司财务状况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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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提高企业管理者自身的素质 

资产利用效率不高，经营过于保守可能和管理者的自身素质有关，管理者首先应该提高自身业务水平，用现代知识武装自

己；其次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学习科学的管理方法并运用于实践；最后提高创新能力，不拘泥于现状。 

4.2优化资本结构 

流动资产比例过高，资产负债率偏低说明公司资产与负债所占比例不合理，可以适当增加负债比例，在现有基础上，积极

盘活存量资产；适当增加财务杠杆的利用，对外拓宽融资渠道；不断优化内部资本结构，扩大直接融资的渠道和比例。 

4.3建立相对宽松的信用政策 

适当降低对顾客的信用标准，适当延长信用期间，适当加大现金折扣，在这个过程中要把握好信用政策的宽松程度，通过

适当放宽公司信用政策来扩大客户群，增加销售。过于严苛会失去一些客户群，减少销量，降低营业收入，而过于宽松则会增

加应收账款，加大收款成本，增加坏账损失，不利于公司发展，所以信用政策的建立要保持在适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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