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附件 3： 

 

管理会计应用指引第 503 号——情景分析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情景分析，是指在对企业经营管理中未来可能出现的相

关事件情景进行假设的基础上，结合企业管理要求，通过模拟等技术，

分析相关方案发生的可能性、相应后果和影响，以做出最佳决策的方

法。 

第二条 情景分析一般适用于企业的投融资决策，也可用于战略

目标制定、风险评估等。 

 

第二章  应用环境 

第三条 企业应用情景分析工具方法，应重点考虑对决策事项有

重大影响的事件情景，评价事件情景与分析方案、决策事项关联程度，

并将情景分析建立在合理假设的基础上。 

第四条 企业应用情景分析工具方法，应考虑与决策事项有关的

参数、边界条件等的完整性及可获取性，尤其应考虑宏观环境因素的

可测性，如产业政策、行业状况等。 

 

第三章  应用程序 

第五条 企业应用情景分析工具方法，一般按照确认决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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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影响因素、设定情景、分析方案和分析实施后果等程序进行。 

第六条 企业应用情景分析工具方法，应根据决策目标和决策需

求确定决策事项。同时，决策事项应存在多种可量化的影响因素及其

不同的实现路径。 

第七条 企业应用情景分析工具方法，应对决策事项的影响因素

进行全面分析，并根据重要性原则明确决策事项的主要影响因素，以

此作为设置情景的主要内外部影响因素。 

（一）在进行投融资决策时，通常应考虑投资额、资本成本等影

响因素； 

（二）在进行战略目标制定时，通常应考虑消费者信心指数、市

场占有率等影响因素； 

（三）在进行风险评估时，通常应考虑利率、汇率等产生可承受

最大损失的影响因素。 

第八条 企业通常应根据决策事项设定不同的情景，这些情景应

能提供有意义的测试环境，以便后续制定多个可选择方案。 

（一）根据历史情况设定情景时，通常可以选取最优、最差或基

准的历史情况作为情景，或者以历史特殊事件作为情景，如重复进行

的标准历史事件； 

（二）根据其他假设设定情景时，通常使用人为假设、专家认定

或者数据模拟等方法来设定情景。 

第九条 企业应在情景设定的基础上，建立影响因素与决策目标

之间的逻辑关系。通过搜集相关数据，对不同情景下决策事项的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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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状况进行分析，或对不同情景下决策事项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进

行测算，制定出各种情景下的对策和实施方案。 

企业应建立情景变化监测机制，及时调整情景分析中的主要影响

因素，修正对策和实施方案。 

第十条 企业在应用情景分析工具方法后，通过梳理总结决策事

项、影响因素、情景设定、情景分析结果、应对措施设置等，并考虑

情景假设设定的基本原则及理由，不断完善情景分析工具方法。 

 

第四章  工具方法评价 

第十一条 情景分析的主要优点：注重情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降低决策失误对企业造成的影响，对决策事项的可参考性较强。 

第十二条 情景分析的主要缺点：情景假设的主观性较强，对于

情景数据的准确性、逻辑性及因果关系的建立要求较高。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指引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