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子情境 利润分配管理

第一部分 知识点回顾

一、利润分配管理

（一）利润分配原则

企业的利润分配有广义的利润分配和狭义的利润分配两种。广义的利润分配是指对企业

的收入和净收益进行分配的过程；狭义的利润分配则是指对企业净收益的分配。本章所指利

润分配是指企业净收益的分配。企业的利润分配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1. 依法分配原则

2. 投资与收益对等的原则

3. 资本保全的原则

4. 兼顾各方面利益原则

5. 处理好企业分配与积累的关系

（二）利润分配的影响因素

企业的利润分配政策实施前通常是由企业管理者制定的，但是利润分配方案的最终实施

还要受其他约束条件的限制。这些条件包括客观上、主观上的许多制约因素，这使得决策人

只能遵循当时的经济环境与法律环境作出有限的选择。制约企业利润分配政策的因素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

1. 法律约束因素

法律约束是指为保护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国家法律对企业的投资分红进行的硬性限

制。这些限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资本保全的约束。

（2）资本积累的约束。

（3）超额累积利润的约束。

（4）偿债能力的约束。

2. 企业自身因素

企业出于长期发展与短期经营考虑，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因素，并最终制定出切实可行的

分配政策。这些因素主要有：

（1）债务筹资的考虑。

（2）未来投资机会。

（3）筹资成本。

（4）资产的流动性。

（5）现金流量。

（6）筹资能力。

3. 投资者因素

(1) 企业控制权的稀释。

(2) 投资目的。

(3) 避税要求的考虑。

（三）股利理论

在确定利润分配政策时，首先要考虑企业财务的总体目标即企业价值最大化。根据股利

政策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相关性方面的确认条件不同，形成的主要理论体系有三种，主

要包括：股利重要论、股利无关论和股利分配的税收效应理论。



1.股利重要论

股利重要论认为，股利对于投资者非常重要，投资者一般期望企业多分配股利。支持股

利重要的学术派别及其观点有：

(1)“在手之鸟”理论

(2) 信号传递理论

(3) 代理理论

(4) 所得税差异理论

2.股利无关论

股利无关论认为企业的价值只取决于其自身的盈利能力，股利分配对企业股票总的价值

（即企业价值）不会产生影响。

3.股利分配的税收效应理论

按这种观点，提高股利税负将导致企业权益的市场价值的直接下降，企业应采用低股利

政策，以实现其资本成本最小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企业经营目标。

（四）股利政策

股利政策是指企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由企业自主决定是否发放股利、发放股利的数量

和发放股利的时间等一系列关于发放股利的问题。通常可供企业选择的股利政策包括：剩余

股利政策、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固定或稳定增长股利政策及低正常股利加额外股利政策。

1.剩余股利政策: 剩余股利政策的内容, 剩余股利政策的理论依据, 剩余股利政策的

实施步骤, 剩余股利政策的优缺点及适用性。

2.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的内容，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的理论依据，

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的优缺点及适用性，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的适用性。

3.固定或稳定增长股利政策：固定或稳定增长股利政策的内容，固定或稳定增长股利政

策的理论依据，固定股利或稳定增长股利政策的优缺点及适用性，

4.低正常股利加额外股利政策：低正常股利加额外股利政策的内容，低正常股利加额外

股利政策的理论依据，低正常股利加额外股利政策优缺点及适用性。

（五）利润分配程序

利润分配是企业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企业章程的规定，对企业交纳所得税后的净利

润进行的分配的行为。

企业当期实现的净利润提取盈余公积金之后，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为可供分配的利润，

可以直接进行利润分配。如以前年度为未弥补亏损应当按以下顺序进行分配：

第一步，本年度利润总额首先弥补以前年度亏损（5年之内的亏损）。

根据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企业发生的年度亏损可以用下

一年度的税前利润等弥补，下一年度利润不足弥补的可以在 5年内延续弥补。5 年内不足弥

补的，改用企业的税后利润弥补，也可以用以前年度提取的盈余公积金弥补。企业以前年度

亏损未弥补完，不得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在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前，不得向投资者分配利

润。

第二步，弥补亏损后的利润总额缴纳企业所得税。

第三步，用净利润再弥补以前年度亏损（5年之外的亏损）。

第四步，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法定盈余公积金按照本年企业实现净利润（扣除 5年之外的亏损）的一定比例提取，股

份制企业按照 10％的比例提取，其他企业可以根据需要确定提取比例，但至少应按 10％提

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已达注册资本的 50％时可不再提取。

第五步，支付应付的优先股股利（我国现阶段，在所有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中都没有优



先股）。

第六步，提取任意盈余公积金。

第七步，企业董事会制定利润分配预案，经股东大会决议批准后对外公布并支付普通股

股利，包括分配给普通股股东的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

第八步，剩余利润转作未分配利润，可在下期分配。

（六）利润分配方案

企业在确定股利分配方案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选择股利政策

股利政策不仅直接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和融资活动，也会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营以及未来

的发展，因此制定适合的股利政策就显得十分重要。对于上市公司而言，由于股利支付情况

透露了企业的重要信息，其意义显得尤为重大。企业在进行股利政策决策时，要根据企业所

处的发展环境，综合考虑企业面临的各种具体影响因素，以保证实现企业总体战略目标的实

现。

企业在不同成长与发展环境应当所采用的股利政策，如下表。

表 5-2 企业股利分配政策的选择

企业发展阶段 特 点 适用的股利政策

初 创 阶 段 经营风险高，有很强的投资需求但融资能力偏差 剩余股利政策

快速发展阶段 企业快速发展，需要大规模投资 低正常股利加额外

股利政策

稳定增长阶段 企业业务稳定增长，市场竞争力增强，行业地位已经巩固，投

资需求减少，净现金流入量稳步增长，每股收益呈上升态势

固定或稳定增长股

利政策

成 熟 阶 段 产品市场趋于饱和，企业盈利水平保持稳定，通常已积累了相

当的盈余和资金

固定支付率股利政

策

衰 退 阶 段 企业业务逐渐减少，获利能力、现金获取能力和股利支付能力

逐渐下降

剩余股利政策

2.确定股利支付水平

股利支付水平的高低通常用股利支付率指标来进行衡量。股利支付率可以用企业当年发

放股利除以当年净利润或者每股股利除以每股收益表示。一般来说，股利分配率越高说明企

业发放股利越多，因此高股利分配率对股东和潜在的投资者的吸引力越大也就越有利于建立

良好的企业信誉。

3. 确定股利支付形式

常见的股利支付形式有四种：

（1）现金股利

现金股利是股利支付的最常见的形式。企业采用现金股利形式时，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

件：第一，企业要有足够的未指明用途的可分配利润；第二，企业要有足够的现金。也即企

业要支付现金股利除了要有累计盈余（特殊情况下可用弥补亏损后的盈余公积金支付）外，

还要有足够的现金，因此企业在支付现金股利前需筹备充足的现金。

（2）股票股利

股票股利是指企业以增发股票的方式所支付的股利，我国股票市场俗称其为“送股”。

股票股利对企业来说，并没有现金流出企业，也不会导致企业的财产减少，而只是将企业的

留存收益转化为股本。股票股利会增加流通在外的股票数量，同时降低股票的每股价值，它

不会改变企业股东权益总额，但会改变股东权益的构成。

（3）财产股利

财产股利是指以企业拥有的货币资金以外的其他财产支付的股利。其他财产包括主要是



企业将所拥有政府债券、其他企业的债券和其他企业的股票等有价证券。

财产股利可解决企业支付股利与现金不足的矛盾，而用于分派股利的有价证券流通性强

易于变现，也能被大多数股东所接受。

（4）负债股利

负债股利是指以应付票据和应付债券等负债向股东发放的股利。负债股利适用于那些有

盈利但现金不足的企业，但实际上企业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用这种方式。

4. 确定何时发放股利

派发股利的决策最终由企业股东大会所决定。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分配预案之后，向全体

股东宣布发放股利的方案。方案包括股权登记日、除息（除权）日和股利发放日等详细信息。

当一项股利发放的方案被股东大会所宣告之时，它就变成企业的负债不能被取消。在宣告后

的一段时间，就要在股利发放日派发给所有股东。

5. 股利的发放

企业股利的发放必须遵循相关的要求，按照日程安排来进行。在这里特别需要弄清楚以

下几个日子：

预案公布日、股东大会审议日、股利宣布日、股权登记日、除权（息）日、股利发放日。

（七）股票分割和股票回购

1.股票分割

股票分割是指将面额较高的股票分割成面额较低的股票的行为。股票分割时，发行在外

的股票总数增加，使得每股面额降低和每股收益下降，但企业总的价值、股东权益总额和股

东权益各项目金额及相互间的比例也不会改变，即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各项目（股本、

资本公积和留存收益）的余额都保持不变。

2.股票回购

股票回购是指上市公司利用现金和其他企业股票的方式，从股票市场上购回本企业发行

在外股票的行为。企业在股票回购完成后可以将所回购的股票注销或者作为库存股处理。在

绝大多数情况下，企业将回购的股票作为库藏股保留，仍属于发行在外的股票，但不参与每

股收益的计算和分配。库藏股日后可做为他用，如发行可转换债券、雇员福利计划或者作为

股权激励的支付手段等。

股票回购的方式：

按照股票回购的地点不同，可分为场内公开收购和场外协议收购两种。

按照回购行为的筹资方式，可分为举债回购、现金回购和混合回购。

按照回购价格的确定方式，可分为固定价格要约回购和荷兰式拍卖回购。

第二部分 职业判断能力训练

一、多项选择

1.确定企业收益分配政策时需要考虑的公司因素主要包括（ ）。

A.盈利的稳定性 B.股利政策惯性

C.偿债能力 D.现金流量

2.股利无关论是建立在“完美且完全的资本市场”的假设条件之上的，这一假设包括

（ ）。

A. 完善的市场竞争 B. 信息完备假设

C. 存在交易成本假设 D. 理性投资者假设

第三部分 职业实践能力训练



项目训练一：收益分配方案制订

一、任务目标
1、提出制订收益分配方案应遵循的法律和法规

2、提出制订收益分配方案应把握的原则。

3、提出收益分配方案制订的程序。

4、拟订企业收益分配方案的主要内容。

5、制订收益分配方案。

二、任务描述
收益分配方案是关系企业和投资人利益的一个敏感而关键的问题，制订合理的收益分

配方案对企业的筹资、投资活动及企业的发展都有密切的影响。企业利益分配方案制定主要

包括：明确收益分配方案应遵循的法律、法规和通则，正确把握收益分配方案制定的几条原

则，结合企业的收益状况拟定企业收益分配方案的主要内容，确定收益分配的方式、金额和

程序等。由于收益分配方案制订与企业的现金流量、盈利水平、市场形象以及经营发展等息

息相关，企业应根据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财务通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要求结合企业的性

质、类型、经营和财务状况、发展要求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制定收益分配方案，并依据企业的

实际情况实施。

本任务要求：一是选择一家以上的企业调研制订收益分配方案；二是企业性质主要以

有上市公司和股份制企业为主；三是企业类型可以不限行业，可以有工业、商业或服务业等；

四是企业规模可以以中小企业为主。调研的方式可以是实地调研，也可以通过报刊、杂志或

互联网等媒体进行素材收集。

三、操作准备
1、学生分组。将学生按 6—8人为一组，选定正副组长负责组内工作。

2、确定调研企业。按一组学生一个企业联系，企业性质、类型、规模齐全或者选取上

市公司的相关资料进行。

3、制订工作计划书。每个小组制订一份工作计划书，工作计划书根据工作内容，由小

组学生讨论制订，并经指导老师审阅批准后实施。

四、操作流程
1、指导老师分配各小组的调研设计企业。

2、各小组通过网络对调研设计企业的情况进行全面了解。

3、各小组讨论制订企业调研设计工作计划书。

4、指导老师审阅各小组企业存货管理制度设计工作计划书，并签批。

5、根据调研报告和设计报告要求制订调研提纲。

6、进入企业实地调研，一是听取财务经理介绍，二是咨询有关问题，三是对有关问题

进行探讨。

7、各小组撰写企业收益分配方案制订的调研报告。

8、各小组撰写企业收益分配方案

9、各小组制作 PPT 汇报交流材料。

五、实训材料
（一）任务工单



指导老师分配的调研设计企业。

（二）完成任务

1、调研设计工作计划书

企业收益分配方案制订调研工作计划书

调研设计主要内容 实施时间 实施形式 主要负责人

（一）企业概况

1、企业名称、性质、法人代表

2、企业生产经营范围

3、企业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

4、企业财务情况

5、企业管理情况等

（二）收益分配管理

1、收益分配政策制订的依据

2、收益分配方案的基本内容

3、收益分配方案的执行情况

4、收益分配方案的市场影响

5、收益分配方案对企业的影响

（三）讨论评价

1、收益分配方案的优点

2、收益分配方案的不足

3、收益分配方案的改进

4、收益分配方案制订调研报告

（四）制订意见

1、收益分配方案应遵循的原则

2、收益分配管理的主要制度

3、收益分配方案制订的工作流程

4、收益分配方案的主要内容

5、收益分配方案的制订报告

其他：

学习小组组长： 学习小组成员：

年 月 日

指导老师审阅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2、调研报告

企业收益分配方案制订调研报告

一、企业概况介绍

二、企业收益分配管理情况介绍

三、企业收益分配管理评价



四、企业收益分配管理建议

学习小组成员签字：

3、设计报告

企业收益分配方案制订设计报告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收益分配管理的基本思想

三、企业收益分配管理的主要内容

五、企业收益分配管理主要制度

六、企业收益分配管理工作流程

七、企业收益分配方案制订

学习小组成员签字：

六、讨论评价
1、各小组用 PPT 汇报交流，限时不超过 10 分钟。

2、各小组听取汇报交流并打分互评。

3、指导老师打分并点评。

项目训练二：股利分配方案决策分析

一、任务目标

1、研究公司章程规定的股利分配政策。

2、计算分析公司应保留的未分配利润。

3、提出公司股利分配方案。

4、撰写股利分配实施公告。

二、任务描述

长江宏泰公司是一家上市的百货零售企业，总股本 29 617 万股，流通股 21 676 万股。

2013 年实现净利润 22 916 万元，公司董事会要求财务部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发展提出 2013

年股利分配方案和股利分配实施公告，供股东大会审议。

三、操作准备

1、学生分组。将学生按 6—8人为一组，选定正副组长为公司财务部正副部长。

2、学生分工。财务部正副部长将组内学生按股利分配方案决策分析要求合理分工。

3、制订工作计划书。每个小组制订一份工作计划书，工作计划书根据工作内容，由小

组学生讨论制订，并经指导老师审阅批准后实施。

四、操作流程

1、各小组学习任务目标和任务描述，研究任务工单和应完成的任务。

2、复习股利分配程序和股利分配政策。

3、各小组讨论制订长江宏泰公司股利分配方案决策分析工作计划书。

4、指导老师审阅各小组制订的长江宏泰公司股利分配方案决策分析工作计划书，并签



批。

5、各小组通过网络参阅同类企业（大厦股份，证券代码：600327 ）2013 年度股利分

配方案和股利分配实施公告。

6、各小组研究制订长江宏泰公司 2013 年度股利分配方案。

7、各小组撰写长江宏泰公司 2013 年度股利分配实施公告（未知信息与大厦股份相同）。

五、实训材料

（一）任务工单

1、长江宏泰公司 2013 年主要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 2013 年

主营收入（万元） 516 564

净利润（万元） 22 91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万元） 22 916

总资产（万元） 342 386

股东权益（万元） 105 724

每股收益（元） 0.71

每股净资产（元） 3.25

每股现金流量（元） 1.08

净资产收益率（%） 21.68

2、长江宏泰公司 2012 年未分配利润有 12 862 万元。

3、长江宏泰公司股利分配政策与公司发展要求

（1）按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2）按 5%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3）按总股本提出每股应分配的现金股利（含税）。

（4）为了公司发展资金所需，分配股利后的未分配利润应不少于股东权益的 20%。

（二）完成任务

1、股利分配方案决策分析计划书

长江宏泰公司股利分配方案决策分析计划书

主要内容 实施时间 实施形式 主要负责人

研究股利分配方案决策分析的任务、要求与

分工

复习股利分配程序和股利分配政策

查阅同类企业（大厦股份、代码 600327）2013

年度股利分配方案和股利分配实施公告

各小组研究制订长江宏泰公司 2013 年度股

利分配方案

撰写长江宏泰公司 2013 年度股利分配实施

公告



其他：

学习小组组长： 学习小组成员：

年 月 日

指导老师审阅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2、2013 年大厦股份股利分配和股利分配实施公告信息

2013 年大厦股份股利分配信息摘录

一、股利分配方案

二、股利分配实施方案

学习小组成员签字：

3、2013 年长江宏泰公司股利分配方案

2013 年长江宏泰公司股利分配方案（建议）

学习小组成员签字：

4、2013 年长江宏泰公司股利分配方案

2013 年长江宏泰公司股利分配实施公告（草案）

学习小组成员签字：

六、讨论评价

1、各小组用 PPT 汇报交流，限时不超过 5 分钟。

2、各小组听取汇报交流并打分互评。

3、指导老师打分并点评。



第四部分 职业拓展能力训练

拓展训练一

丽青公司 2012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为 500 万元，分配现金股利 300 万元。2013 年实现的

净利润为 800 万元。2014 年计划增加投资，所需资金为 1 000 万元。假定公司目标资本结构

为自有资金占 50％，借入资金占 50％。

要求：

（1）在保持目标资本结构的前提下，计算 2014 年投资方案所需的自有资金额和需要从

外部借入的资金额。

（2）在保持目标资本结构的前提下，如果公司执行剩余股利政策。计算 2013 年度应分

配的现金股利。

（3）在不考虑目标资本结构的前提下，如果公司执行固定股利政策，计算 2013 年度应

分配的现金股利、可用于 2014 年投资的留存收益和需要额外筹集的资金额。

（4）不考虑目标资本结构的前提下，如果公司执行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计算该公司

的股利支付率和 2013 年度应分配的现金股利。

拓展训练二

立阳公司正在研究其股利分配政策。目前该公司普通股共有 100 万股，所有者权益 200
万元，2013 年普通股每股支付 1 元股利。预计未来 3 年的税后利润和需要追加的资本性支

出如下：

年 份 1 2 3

净利润（万元） 200 250 200

资本支出（万元） 100 500 200

假设公司目前借款为 0，且希望逐步增加长期借款的比重，但是资产负债率不能超过

30％。筹资时优先使用留存收益，其次是长期借款，最后增发普通股。假设上表给出的“净

利润”可以涵盖增加长期借款的利息，不考虑所得税的影响。增发股份时，每股面值 1 元，

预计发行价格每股 2 元，假设增发当年不需要支付股利，下一年开始发放股利。

要求：

（1）假设维持目前的每股股利，计算各年需要增加的借款和股权资金，采用每股 1 元

的固定股利政策，填写下列表格。

单位：万元

年份 1 2 3

1.需要资本支出 100 500 200

净利润 200 250 200

可分派净利润

2.留存收益补充资金



需要外部筹资

长期资本总额

累计借款上限

3.增加长期借款

4.需要筹集股权资金

（2）假设采用剩余股利政策，计算各年需要增加的借款和股权资金，采用剩余股利政

策，填写下列表格。

单位：万元

年份 1 2 3

1.需要资本支出 100 500 200

净利润 200 250 200

可分派净利润

股利

2.留存收益补充资金

需要外部筹资

长期资本总额

累计借款上限

3.增加长期借款

4.需要筹集股权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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