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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09 年比赛疑难问答

在 2009 年全国 MBA 培养院校企业竞争模拟大赛中，参赛队提出了许多问题，我们有在

各个赛区的公告栏中尽力给予解答。现将问答分类整理，供各参赛队参考，也希望能为各学

校的决策模拟教学提供帮助。

一、【模拟规则理解类】

1) 问：企业时间序列数据中显示的“订货”列中的数值代表的含义是？

答：企业时间序列数据中显示的“订货”列中的数值，代表的是因为本期供不应求而转为对

下期的订货。参见模拟规则中的“预订”部分。因为在供不应求时只有部分需求转为订货，

所以，“订货”多并不是好事，这意味着定价不准，企业的利润受到了损失。

2) 问：我们上期对 D产品投入了 40 万的研发费用，本期再投 10 万就可以生产力吗？还是

这 40 万成为了沉没成本？本期必须投 50 万才能生产？

答：本期只要投入差额（10 万）即可。已经投入的即使不够，但仍然保留，以后某期补足

即可。

3) 问：如果研发费用投入多了，会有什么影响？

答：模拟规则中指出：所列的研发费用是累计的，每次只要投入级别之间的差额。有的公司

没有看清规则，多投入了。由于规定每期只升一级，剩余的研发费还可以在以后起作用。其

不利影响是增加了当前的成本，因为资金是本期期初支付的，成本是按本期和下期平均分摊

的。如果研发投入超过了最高级的需要，多出的部分就完全浪费了。

4) 问：纳税怎么操作？

答：纳税不需要自己决策，系统会根据各个公司的利润和税率扣除。如果因为前期亏损，作

用负的利润可以在盈利是少交税，这就是纳税信用。

5) 问：现金收支次序表中，怎么没有研发费用，是在管理费里吗？

答：模拟规则的“现金收支次序”中有“研发费”，请仔细看看，在紧急贷款后面。

6) 问：根据比赛规则，由于运输原因，当起订购的原材料至多有 50%可以用于本期使用，

那剩下的我们在这一期还要支付库存费吗？

答：本期的原材料库存是按期初和期末的平均值计算的。所以，本期没有使用的原材料会按

一半计算为本期的库存费，另一半计算为下一期的库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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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问：本期成本包括本期购买机器的成本吗？

答：购买机器的支付不算作本期的成本。机器的成本是按 20 期平均折旧。比如，第 9 期购

买 20 台机器，第 9 期末花 180 万元，从第 11 期可以使用时每期分摊折旧成本 9万元。

二、【市场营销类】

1) 问：价格的敏感性问题？如果价格提升 1%,或提升 15%对产品销售有何影响？比如某个

市场只有 3家公司，总需求 100 件，三家的定价分别为 99 元，100 元，101 元；每家都供货

50 件，价格只相差 1%，这种情况下是每家都能销售 33 件（价格不敏感），还是前两家都能

销售出去 50 件，而第 3 家销售为 0（价格敏感）。以上假设其他条件都相同。

答：市场销售不是先把价格低的买完再买价格贵一些的。但是，价格偏高时，需求小一些。

如果价格相差甚微，如 2001 元、2000 元、1999 元，将相应的需求取整以后，也有可能是相

等的。

2) 问：关于促销的作用：假设某期我在市场 1 投入 100 件产品，促销 10 万元，如果下期投

入 400 件产品，为了达到同样的效果，是否就要 40 万元的促销呢？

答：促销费用并不要求按投放产品的数量成比例增加。促销费用对需求的影响是多种因素中

的一种。所以，即使促销增加到 40 万，价格等因素都不变，也难以保证需求达到 400 件。

同时，要注意经济学上常说的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

3) 问：我们的产品价格很合理，市场也有需求，但我们的产品没有卖出去。

答：经检查，你们的产品销售畅通，而且供不应求，有不少转为下期订货。估计你看到的库

存是工厂的库存。因为当期生产的产品有 75%可以运往市场，另外 25%是保持连续性的正常

库存。

4) 问：为什么我们的 13 期 C 产品销售量比 13 期需求大？

答：因为你们上期 C产品在该市场供不应求，有一部分没有满足的顾客转为本期的订货。而

本期的需求只包括本期新的需求。如果你们的供应充足，销售量会等于两者之和。经检查，

你们的情况正是如此。少数时候销售量还可能更多，是因为其他公司供不应求，部分顾客转

移到你们公司。请看模拟规则中“库存与预订”。

三、【生产作业管理类】

1) 问：如果加工的话，是不是一定正班生产的每一种产品都是加工的同类产品数两倍以上。

答：不必。如果是第二班，加班生产正班产量的一半，是一种简单的排班方法，原因是加班

工时是正常班工时的一半，但也可以有另外安排。第一班加班因为与第二班使用机器有冲突，

更不必按正常班的一半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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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问：比赛规则中“机器可在两班使用,但第一班加班和第二班用的机器总数不能多于公

司机器总数。第一班加班用的机器在完工后的四小时也不能用于第二班正常班。”这句话怎

么理解，第二班用的机器总数是什么意思，指的是二班正常班用的机器数和二班加班用的机

器数中的较大者吗？

答：不是“第二班用的机器总数”，而是“第一班加班用的机器加第二班正常班用的机器之

和”，因为它们的时间有冲突；第二班加班可以用的机器只要不超过公司拥有的机器即可。

总结为：1）第一班正常班用的机器；2）第一班加班用的机器加第二班正常班用的机器之和；

3）第二班加班用的机器；三者都不能超过公司可以用的机器数。

四、【财务管理类】

1) 问：为什么自己没发债券，每期却要还本息？

答：因为每个公司刚成立时发行了债券，分 20 期还清本金。

2) 问：请问公司在使用完 800 万贷款额度之后，在销售收入之前的会计项目出现负值怎么

办？

答：在基本工资发放之后，会修改决策，削减相关的支出。若在基本工资之前，会启用高利

率的紧急贷款。

3) 问：我们的决策单出问题了，导致我的收入严重缺少，而最后的现金也是负的，不是有

紧急救援贷款的么？

答：紧急救援资金只在发基本工资阶段（见模拟规则“现金收支次序”），在后面现金不够

时，决策会被改动。请想办法压缩成本，利用一切筹资手段，度过难关。

4) 问：当现金不足时，银行为什么没有自动给予贷款补足呢？我们的信用额度还有 8000000

啊！

答：若不足 300 万（不同模拟情景可能不同，请看规则），信用额度足够，银行在下期初会

补足到 300 万。但不在本期末的会计项目显示。即使能自动补足，还是建议自己在决策单中

填写，因为填写时可以根据需要多填。在企业规模扩大之后，人工和原材料费用增加，300

万不一定够。

5) 问：当期产品的材料已经按本期生产额计入了使用材料费,基本工资和特殊班工资也于

本期支付,机器也已经折旧完毕,这些已经摊销进入本期的生产,材料也并无涨价, 成品存储

和运费也另行计费了,怎么还存在着库存变化费呢?

答：会计帐目中，将“使用材料费”、“基本工资和特殊班工资”、“机器折旧”、“成品

存储”、“运费”等列入成本。但是，在后面计算本期总成本时需要调整。假如产品 A 期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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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为 200，期末变为 100。即本期卖的产品 A 有 100 个是之前生产的。如果将本期销售收

入减去本期成本作为利润，就会高估本期的利润，因为之前生产的那 100 个 A 的成本没有计

算在内。所以，要将那 100 个的成本转移过来，增加到本期成本中。反之，如果这期只生产

相当多，销售很少，大量积压，将成本都算到这一期也是不合理的，应该根据成品库存的变

化将有些成本放到以后销售这些产品的期去。

6) 问：产品库存变化怎么计算?

答：产品库存变化科目是为了计算各期成本的，不牵扯现金支付。计算成品的成本只包括人

工、机器折旧、原材料。计算办法请看“文献资料”中的“疑难解答”。

7) 问：能否解释一下，信用额度的含义。是一期的总额还是多期累计借款总额？

答：银行信用额度是整个比赛期间可以从银行贷款的总量上限，是为多期使用的。若从银行

贷款 100 万，信用额度会减少 100 万。

8) 问：我想请问库存价值是怎么得来的

答：是以主要成本为基础进行计算的。请看“文献资料”中的“疑难解答”。

9) 问：我们公司在某期亏损，即税后利润为负，那么为何还会有分红？

答：你们公司从第 9到 12 期没有分红。累计分红是前 8 期的分红，累计分红的“增加”是

因为评价分红的时间价值的作用，不是你们新分的。

10) 问：还债券本金的计算问题。某期末的报表上会有两项数据：发债券和债券。假设上

期发债券为 Z1,债券为 Z,那么本期的还债券本金是不是：Z*0.05 呢？但我计算的结果却与

本期出来报表上的数据不符，不知道差在哪里？

答：假如第 9 期发 200 万债券，分 20 期还本金，从第 10 期开始每期还 10 万。各个公司第

一期都发过债券，每期还的本金是一样的。不是未还债券的 5%。债券的利息是按尚未还的

债券计算的。

五、【人力资源管理类】

1) 问：第二班人员能否不干正班，直接加班？

答:不能。根据模拟规则，加班的人员不能多于相应的正班人员。

2) 问：关于特殊班工资的问题。我计算的结果还是与报表不相符，假设基本工资 W1,第 1

班正班的工作人数是 R11,加班 R12,第 2班正班的工作人数是 R21,加班 R22,闲置人数 R0,工

资分别为 10，15，12，18，那么基本工资和特殊班工资应该如何计算？

答：基本工资=（R11+R21+R0）*520*10*工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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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班工资=（R21*520*（12-10）+R12*260*15+R22*260*18）*工资系数

3) 问：安排一个人加班，是不是指这个人在本季度所有时间都在加班，而不是只加班几天？

答：对。安排的排班方案是一个季度的，每天都相同。

六、【模拟软件运行类】

1) 问：公司可以自己修改密码吗？

答：可以。在“内部信息”栏里有。但密码首位设为 0就不能再改了。所以，密码不要用 0

开头。

2) 问：我无法进入到决策页面，什么原因？

答：建议你先看是否学校的网络有问题。你可以试验是否能连接“新浪”等公共网络，若不

能，是你使用的网络有问题。进而，可以试验是否能连接“北京大学”网页

Http://www.pku.edu.cn，如果不能连接，是连接教育网出了问题。如果，能连通北京大学，

看能否连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的网页 Http://www.gsm.pku.edu.cn。本比赛网页

只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楼发生停电等少有情况下短期关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正常开

通的。如果是计划之内的停电，我们会提前通知。

3) 问：我赛区某公司决策至始至终没有变过，是没有参加比赛电脑默认提交的吗？还是人

家就是这样决策的？如果没有参加比赛，为什么电脑会一直默认提交呢？

答：如果公司没有提交决策，系统会默认用上期决策。不管是没有提交，或迟交，都是这样。

若没有参加比赛，会一直用第 8 期的决策。

七、【决策被修改类】

1) 问：我们两期投入人力原料在 C 产品，怎么没有产出？

答：你们的研发投入不够 1级的标准。估计是输入时少输了 1 个零。注意决策单是以 K（1000）

为单位的，不是以万为单位。累计的研发费用在“期末产品状况”中有。

2) 问：请问本期我对决策为何被改变？

答：经检查，你们原始决策单解聘工人栏为 0，应该至少为期初工人数的 3%（正常退休）。

此项改动之后，会引起其它项的改动。

3) 问：我们在查看第 9 期结果时发现：某个产品在某个市场上的当期市场供货量不等于当

期市场销售量、市场库存、废品三者之和。比如我们公司 A 产品在市场 1 的情况就是这样，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http://www.pku.edu.cn/
http://www.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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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你们的运输方案不可行，运输量被改动了，请参见“查看可行决策”。同时，还要考虑

上期市场的存货。

4) 问：上期我们公司所做的决策为什么会改动呢？实在是想不通。

答：因为你们的现金不够支付特殊班工资和管理费用，所以修改了生产和运送决策。

5) 问：我们昨天提交的数据不是出来结果的数据，比如我们本来输入是 143，现在就变成

43 了，本来我们输入 142 现在就变成 0了。请问一下怎么回事？

答：估计你们要买原材料 150 万，但填写成 150K，少写了一个 0。所以，生产决策因为原材

料不足而被改动，从而运输部分也被改动了。

6) 问：什么情况下决策会被修改？我公司第 9期决策被修改，却查找不出原因！

答：你们公司第 2 班正常班不安排生产，即第 2 班正常班上班工人数为零，所以不能有人加

班。因此你们的第 2班加班的生产被取消了，因为加班工人数不能大于正常班的工人数。

7) 问：我们的生产决策从理论上看可以执行，为什么系统自动清零了呢？

答：你们的现金不够支付特殊班工资和管理费用，所以生产决策被改动了。

8) 问：我们的产品为什么生产出来运不到市场上去，都被库存起来了？我们的机时，人时，

原材料都在需要范围内！

答：查看了你们的会计项目，到运输产品时现金不够了。虽然生产没有影响，但有些市场运

货因运费不足而修改。在工厂库存的产品下期还可以运到市场销售。

9) 问：我们的广告费和促销费为什么被修改了，促销费都为零！而分红和购买机器的决策

没有被改动，这不是说明现金够用吗？

答：在得到销售收入之前，你们的现金不足，所以，广告费和促销费被修改了。由于你们的

销售收入有几百万，还有利润，所以分红和购买机器的决策没有被改动。请参阅模拟规则中

的“现金收支次序”。

10) 问：请问我们 13 期的生产安排决策被修改了，是因为什么？机器、人力、原材料均够

用，麻烦了！

答：你们投入产品 D的研发费用不够 50 万，所以不能生产，因此修改了决策。请看模拟规

则中的研发费用。

11) 问：我们公司的决策制定完毕后，可行决策为什么把所有的都改成 0 了呢？另：银行

贷款不是每期都可以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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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因为你们的银行信用额度已经用完，不能再贷款了。信用额度是整个比赛期间的，不是

每期 800 万。你可以考虑用发公司债券的方式融资。

12) 问：现金收支次序表中，销售收入之前的现金为负那么生成决策就要被更改吗？

答：有可能改动，但不是必然改动。如果到特殊班工资、管理费用现金充足，原材料不缺，

若生产方案可行，则不会改动生产决策。之后，若现金不够运输费用，则修改运输量；若不

够广告或促销，则削减广告、促销费用。

第二部分 比赛和上课中的疑难问答

企业竞争模拟疑难问题解答，以下是同学上课或参加比赛时提出的问题，带有普遍性，现分

类回答如下：

一、【市场营销类】

1.1 问：市场容量是不是不一定的，换句话说，是不是每期的市场销售产品总量都是一样

的？

答：市场容量不是一定的。如果大家都抬价，顾客就少买；反之，顾客会多买。但是，

市场的总容量也不是无限的。

1.2 问：广告费是一共 40000 元，还是每个市场 40000 元？

答：广告费是对产品的，但影响各市场。输入的数不是每个市场多少钱，是整体数量。

同理，投入某市场的促销费用是整体数量，对该公司在此市场销售的各种产品起作用。

1.3 问：如果有的公司在定价时给出特别的低价或高价，对我们正常定价的企业会有什么

影响？

答：如果某公司定价过高或过低可能影响市场的平均价格。但是，平均价格是按照各个

公司在该市场上可以销售的产品数量加权计算的，不是价格的简单平均值。如果该公司价格

奇特，但没有供货，该价格对其他公司没有影响。

如果该公司在市场上有供货，定价过高主要影响他自己产品的销售，造成积压，对其他

企业可能有一点好的影响，因为他们的相对价格显得低了；如果该公司定价过低，比如 1

元，一方面能使其他公司相对价格变高，不利于销售，另一方面，1 元的低价能刺激很大的

需求，若该公司不能满足需求，有些需求可能跑到其他公司那里去，综合起来，对其他公司

的影响不一定是负面的。

程序对出现异常定价已经给予了考虑，但并不采取限价政策。

1.4 问：企业时间序列数据中显示的订单列中的数值代表的含义是？

答：企业时间序列数据中显示的“订货”列中的数值代表的是因为供不应求转为对下

期的订货。参加模拟规则中的“预订”。因为在供不应求时只有部分需求转为订货，所以，

“订货”多并不是好事，意味着定价不准，企业的利润受到损失。



- 8 -

1.5 问：关于促销的作用，假设某期我在市场 1 投入 100 件产品，促销 10 万元，如果下期

投入 400 件产品，为了达到同样的效果，是否就要 40 万元的促销呢？

答：促销费用并不要求按比例增加。促销费用对需求的影响是多种因素的一种。所以，

即使促销增加到 40 万，价格等因素都不变，也难以保证需求达到 400 件。同时，要注意经

济学上常说的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

二、【生产作业管理类】

2.1 问：生产中机器加工和工人劳动之间是如何考虑的？是一个人看一台机器吗？各自的工

作时间是多少？

答：生产中有多道工序，在模型中将多种机器综合为一种，各种类型工作的工人综合为

一种。所以。不要理解为一人看几台机器，只考虑每种产品需要多少机时和人时。要注意工

人的工作时间最多 12 小时，机器可以干两班，最多可以 20 小时。

2.2 问：机器和人的比例必须是 A 产品 100：180；B 200：180，不管机器还是人，若多余

也没有用处，对不对？

答：对！机器和人的比例必须是按规则规定的比例。机器若多余，则闲置；人工若多余，

则不上班，只领基本工资。

2.3 问：同一班可以在每期里生产两种产品，或者在正班和加班生产两种产品吗?

答：同一班可以在每期里生产两种产品，甚至 3 种、4 种产品，或者在正班和加班生产

一种或多种产品都行。但需要注意生产的固定费用（管理成本），同时注意至少要先投入一

级研发费用。

2.4 问：正常班和特殊班是根据什么确定的？有何特殊计算要求？

答：正常班指第一班正班，8 小时。公司聘用的工人至少要领正常班的工资，不管他是

否真上班。其它的班，包括第一班加班，第二班正班和加班。如果工人上这些班，需要补上

与正常班的工资差额。

2.5 问：为什么我没有加班，但却有特殊班工资 135100 元？

答：所有的工人不管是否工作，都发第一班正常班的工资。如果工人上第二班正常班，

比第一班正常班高出的工资也算在特殊班工资里。我想原因是你们安排工人上了第二班。

2.6 问：决策的产品供货量指当期生产量，市场供给量，还是当期运入量?

答：决策表中的产品供货量指公司当期计划从工厂运往市场的数量，其上限是当期生产

量的 75%或其它一种比例（此数字要看模拟规则的市场营销部分）加上公司上期末在工厂的

库存量。公司在市场上的库存已经运往市场，不要再运了。

2.7 问：我们公司第十一期决策后，在 A、B 两产品累计投入的研发费用已经达到第 2 级，

工资等级也大于 1，且与上期持平，为什么产品等级不到 2 级？

答：如果只投入初始的研发费用，实际的产品等级在[1，1.9]，因为最低的等级设置为

1。当研发费用达到 2 级时，实际的产品等级在[1.1，2.9]之间。这时如果工资系数虽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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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00%，仍然可能使产品等级在 2以下。增加研发费用和工资系数都会提高成本，但研发

等级可以对以后各期起作用，而工资系数只对本期起作用。

2.8 问：通过研发，当期产品等级的提高对之前的库存产品的等级是否有影响？

答：支付了研发费用，产品等级提高后，对公司的产品需求提高，对原来库存的产品

也产生影响。程序没有将不同期生产的产品分别考虑。

2.9 问：如果研发费用投入多了，会有什么影响？

答：模拟规则中指出：所列的研发费用是累计的，每次只要投入级别之间的差额。有

的公司没有看清规则，多投入了。由于规定每期只升一级，剩余的研发费还可以在以后起作

用。其不利影响是增加了当前的成本，因为资金是本期期初支付的，成本是按本期和下期平

均分摊的。如果研发投入超过了最高级的需要，多出的部分就完全浪费了。

三、【财务管理类】

3.1 问：银行贷款是自动的吗？

答：只有在现金数量少于一个定量时（规则中有说明），若现金不足，在银行信用额度

之内，银行会自动贷款，使现金达到此数量。但是，若想多贷款，或在现金超过该数量时也

贷款，就需要在决策时将想借贷的数量填入决策单。

即使在银行能自动贷款的情况下，建议参赛者自己也填写贷款数量。

3.2 问：我们公司要买机器，现金不够，发债券好还是从银行贷款好？

答：这依赖于你购买机器的数量和资金状况。如果购买不多，银行信用额度比较充足，

可以用银行贷款。用银行贷款的好处是利率低，缺点是当期期末要还本息。债券的利率虽高，

但分 20 期还本，缓解资金的压力。在购买较多机器时，可能发债券好。

建议通过计算进行比较后再决定采用的筹资办法。

3.3 问：我们现在资金比较富余，能提前归还企业债券本金吗？

答：不能。企业债券本金分 20 期偿还，但每年要偿还债券利息。因为债券利率比国债

利率高，一边买国债、一边发债券是不合算的。所以，在发债券时应该多加考虑，不要贸然

决策。

3.4 问：在规则中，公司累计缴税和累计分红按 7%的年息计算，在财务状况表中缴税及分

红的累计金额是将实际的金额加上 7%的年息计算的吗？

答：７％只是在计算综合分时转换成净现值用，但实际记账时只按实际支付的现金计算。

3.5 问：在模拟的最后一期中，我们的累计分红不足 100 万元，累计盈利超过 400 万元，我

们决策分红 300 万，最终结果被修改为：分红 74.7 万。分红有何更具体的要求？

答：在模拟规则的财务管理部分，说明了分红数量不能超过本期的税后利润。在最后一

期，即使累积了许多利润，分红还受当期利润的约束。如果要增加分红，应该分散在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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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问：比赛模型中净资产是如何计算的？比如库存产品是如何在净资产中体现的？研发、

广告是否影响净资产？

答：库存产品和库存原材料在计算净资产时都加以考虑。库存产品的价值是按照产品需

要的资源（包括人、机器、原材料）计算的价值。人是按照第一班的工资，机器费用是按每

天工作一个正常班计算的折旧，原材料按标准价格。其它费用，如存储费、管理费用、运输

费用、机器维修费用等等，都作为本期成本分摊在本期销售的产品上。研发、广告和促销在

本期以现金支付。研发费用分两期分摊，作为成本，广告和促销作为本期的成本。

3.7 问：各种产品的成本是如何计算的？费用怎么摊到每个产品上面?包括哪些？比如机器

维修费要不要摊?怎么摊，是按照产品价值在不同产品分摊，还是按实际的使用机器工作时

间来分摊？

答：模拟程序评定企业绩效时只计算总成本，比如机器维修费，只是作为本期的成本。

本期的收入（主要是销售收入）减去成本得出利润。

企业决策时为了估计各种产品的赢利能力，希望能估算各种产品的成本。机器维修的成

本按产品需要的机器小时算比较合理，原材料库存费可以按产品使用的原材料计算。

3.8 问：在计算企业收益中有一项--"库存产品变化"，在会计中，存货变化并不直接影响

企业损益。

答：库存变化虽然不影响现金损益，但影响本期的成本。假若本期生产了 200 个 A 产

品，卖了 300 个，也就是库存减少了 100。如果不将从库存拿的 100 个相应的成本考虑在内，

本期的利润就会很高，但这是虚假的高利润。相反，在库存增加的情况下，利润会显得很低，

所以要调整。

3.9 问：季度末的库存产品价值和原材料价值是如何计算的，原料和产品库存是采取先进先

出法还是后进先出法？

答：成品和原材料如何折算成净资产，有不同方法。此处，是按照产品需要的资源（人、

机、原材料）计算的价值，它一般会小于销售价。没有采取先进先出法或后进先出法，库存

中的产品不具体计算是哪批存的。

3.10 问：产品和原材料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库存费用?当期购买或生产并在当期消耗销售的

也会有库存费，还是只有未消耗或销售的才有库存费?

答：产品和原材料从上期作为库存转到本期，或本期生产作为库存到下期，计算库存费。

对当期购买或生产并在当期消耗或销售的原材料和产品不计算库存费。

3.11 问：原材料是使用批量差价买来的，在使用时是按标准价格计算的，是否扩大了成本？

答：程序没有具体计算哪批原材料，使用了简单的办法：将原材料运输费作为本期成

本，原材料批量优惠作为本期收入。

3.12 问：我们期末的现金已经不足 3000000 元，为什么系统没有用银行贷款自动不足呢？

答：如果你的信用额度足够，3000000 元又是规则规定的现金基本数额，在下期起初银

行会“自动”给你贷款，但不是本期期末，即不在会计帐目末尾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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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不用“自动贷款”，而是自己在决策单上填写银行贷款。因为企业规模扩大以后，

工资、原材料等大幅度增加，规则中规定的“基本数额”可能不够用。

3.13 问：公司会计帐目上的“工人基本工资”和“特殊班工资”是怎么算的？

答：“工人基本工资”是按本期在岗工人数（不包括退休和辞退工人，新工人 4人折

合 1 人）按第一班正常班的工资（每小时工资*520 小时*工资系数）计算的。没有安排生产

的也要付基本工资。

“特殊班工资”包括工人上第二班正常班多出的部分工资、第一班加班和第二班加班

的工资。

四、【人力资源管理类】

4.1 问：决策中工人解聘数是否包括退休人数，计算结果不是整数如何办？

答：决策单上的解聘数包括正常退休人员。如果输入的少于应退休人数，系统会改动。

计算结果若是 7.6，按 7人退休计算。

4.2 问：解聘人和雇佣人发生时间在期初还是期末，假如期初总人数 200，算工资成本时怎

么算？

答：解聘人和雇佣人发生时间都在期初，解聘的人员在本期不再领工资。如果期初 200

人，退休 6人，不再多解聘，不聘用新人，按 196 人计算基本工资。

4.3 问：第二班人员能否不干正班，直接加班？

答：不能。

五、【综合类】

5.1 问：比赛成绩如何计算？是分期统计，综合计算；还是只看最后一期排名？

答：比赛按最后一期的综合成绩排序。是否前面的决策没用？不是。7 项指标中有许多

是累计指标，如累计缴税、累计分红；有些与历史的积累关系密切，如净资产。同时，在计

算综合分时将前期的综合评分加权计入本期综合分，所以综合分有延迟的影响。当然，作为

比赛，还是鼓励落后者能后来居上，所以当期的利润、市场占有率等起着重要作用。

5.2 问：什么失误是最致命的失误？

答：许多失误都可能让企业铸成大错。如果一定要挑一种失误，预留现金不足可能是致

命的。轻者，产品运不出；重者，生产不能进行；严重者，可能导致破产。

5.3 问：在第三组的比赛中，最后一轮公司 6 的各项指标比公司 4 都好，但最后的评分却略

低，这是什么原因？

答：在模拟规则的评比指标中的第 5 段，解释了出现这种现象的几种原因。需要注意的

是：原来的综合评分对后面有滞后影响，预留的现金和原材料也是考虑的因素。

5.4 问：计算时难免会出现小数，请问是四舍五入还是进一？或者用别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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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属于决策的变量，输入是整数。比如，若需要解聘 8.4 人，就应该按 9人计算。

若计算能生产 120.6 个产品，则至多让生产 120 个，若生产 121 个就不可行了。

第三部分 2006 年以前比赛中的疑问解答

问：比赛过程中是否可以把数据导出进行分析？

答：可以，在显示的数据中选定好所需的数据块，复制后粘贴到文本文件。也可以复制后粘

贴到 EXCEL 上，成为电子表格中的一列数据。再选定这列进行数据分列操作（分隔符号为空

格），并根据需要调整。

问：万一不能打开所需的网页,怎么办?

答：连接 http:\\162.105.29.4 也可以。注意：首先在网页左上角输入自己公司所在的赛

区号并回车，按网页上端的“参赛者”键（参见软件使用概述和软件说明书）。

问： 本赛区的模拟规则在什么地方查看？

答： 在“基础信息”中的“本赛区比赛规则”中。

问：为什么有些产品无法生产？产品的等级每期最多提高多少级？

答：企业要生产某种产品，需先投入基本的研发费用，其数量相当于等级 1,当期投入当期

就可以生产。考虑研发费对产品等级的提高要循序渐进，每期最多提高一级。

问：为什么出现次品后会计项目中会有支出?

答：“次品”是指在厂内没检查出来，用户买去使用后发现不满意的产品。支出不是指“次

品”本身已造成的损失，而是指要对购买者的时间、精力耗费和精神损失进行的赔偿和为用

户更换产品的运输费用。

问：为什么会计项目中会有研发费分摊?

答：实际中的会计项目中研发可能不采用分摊的方法，但是一般是按年计算的。模拟时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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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一个季度，若不分摊，会夸大研发期的成本。

问：可不可以直接下载公司的所有信息,还是只能将各种信息分别复制粘贴?

答：用“内部信息”的“输出所有信息”功能可以看到自己公司的全部信息。也可将它全选、

复制、粘贴到文本文件，以便用 Excel 打开。

问：我们对这期的模拟结果有不同的意见。为什么我们计划生产了产品 C 和 D，并向市场运

输，但市场中却没有我们的产品？

答：原因可能有几种：1）没有投入研发费。新投产的产品必须有先期研发，即第一级研发。

研发投入的当期就可以生产。2）研发投入不足，比如：研发费用决策单中少输入一个 0。3）

运输费用不够，因为现金准备不足。请检查企业会计项目。4）生产能力不足，入机器、人

力的约束等。5）管理费用不足等原因。

问：如果练习赛中只开放产品 A 和 B，为什么在第八期的公共信息中有对产品 D的需求？

答：那是对应产品价格和其它市场因素的需求。因为没有投入基础研发，这种需求不能转变

为订货。但是，它可以为企业开发该产品和产品定价提供参考信息。

问：银行贷款是本期借本期还，还是本期借下期还？

答：银行贷款的本利在本期的销售收入之后偿还，年利率为 8.0% (每期的利率为年利率的

1/4)。见“基础信息”中“本区比赛规则”的“现金收支次序”。

问：我公司在第九期买进 60 台机器，按比赛规则，每台价格为 40000 元，应计 2400000 元，

但运行结果为扣了 3600000 元机器费用，直接导致本期我公司资金紧张，期末现金不足

2000000 元。我们感到很疑惑。

答：是模拟规则弄错了。每赛区难度和情景不同，应以“基础信息”中的“本区模拟规则”

为准。“文献资料”中的“模拟规则”是在不确定赛区、难度和情景的情况下笼统的描述，

不一定适合某一个赛区。

问：原材料库存量和成品库存量怎么计算？规则中说明太简单，能详细解释一下吗？最好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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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实例。当期订购的原材料至多有 50%可用于本期使用，那么剩下的 50%计入当期库存吗？

耗费库存费吗？

答：由于运输的原因, 本期决策订购的原材料至多有 50% 可以用于本期使用。剩余的算库

存，计库存费。库存量用期初和期末库存的平均值计算。

问：在同一班只生产一种产品与在同一班生产不同产品，对产品废品率或者成本等因素有关

系吗?

答：与废品率没有关系，可能影响管理成本中的固定费用。

问：请问能否提供 Excel 格式的比赛结果？

答：用“内部信息”的“输出所有信息”功能，可以将与本公司有关的公共信息和公司信息

复制、粘贴到文本文件，再用 Excel 打开即可；或直接拷贝到 Excel，再用“数据”里的“分

列”进行整理。

问：为什么 D产品没有生产出来，我公司确实投入研发的是Ｄ产品,已经研发了，可等级没

有升。

答： D产品达到不同等级需要的累积研发费用如下：(见本区模拟规则)

产 品 等级 1 等级 2 等级 3 等级 4 等级 5

产品 D 500000 600000 700000 850000 1000000

请检查是否少输入了 0。

问：为什么可行决策和原始决策有时不同？

答：原始决策不可行时（由于机器、人力、原材料、资金不足等原因），计算机软件会自动

修正决策，以便使决策可行。最后按可行决策执行。

问：我们想请问一下正常 3%的辞退人数是四舍五入？还是取大数？

答：是取整数。比如，若按 3%算出来是 9.6 人，按 6 人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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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系统是基于什么原则修改原始决策的?

答：如果提交的决策不可行(例如:机时不够、人力不足、原材料短缺，或资金不能支持)，

计算机会自动修改决策。修改的标准是使决策可行，但不保证优化。这也是考察参赛者科学

决策的能力。

问：如果某一期我不向某地区发货，是否该计算固定运输成本? 如果某班不安排生产，是否

该计固定费用?

答：只要有一个产品运往市场，就要付固定运输费用，若不运输，则不要付固定运输费用。

生产的固定费用同理。(见"基础信息"中的"本区比赛规则").

问：我是根据机器最大负荷(每天 20 小时)安排生产的，为什么每期都给我大大压缩了产量?

答：产品生产受机器、人员、材料和排班方法的影响。例如：每个工人只能上一种班，加班

人数不能多于本班正班人数。未值班的工人按第一班正班付工资。机器可在两班使用，但第

一班加班和第二班用的机器有重合时间，总数不能多于公司机器总数。第一班加班用的机器

在完工后的四小时也不能用于第二班正常班。(见"基础信息"中的"本区比赛规则").

问：如第 11 期末产品 A等级为 1级，第 12 期投入 200000 元研发费用，第 12 期当期生产的

产品 A的等级是否为 3 级？或是第 13 期初能否为 3 级？

答：当期就按规定提高产品等级，但是，每期至多提高 1 级。若研发费已经付出，下期还可

以再升 1 级。要注意这样做会占用资金。

问：请问在期末现金不足 250 万的情况下，下期贷款后的现金是（250 万+贷款额）还是（期

末现金+贷款额）？

答：模拟开始时各公司有现金 2500000 元。为了保证公司的运营，每期期末公司至少应有

2500000 元现金，若不足，在该公司信用额度的范围内，银行将自动给予贷款补足。 补足

后达到 250 万，不是补 250 万。要注意，当公司规模扩大后，250 万不一定够用。所以，财

务经理要密切关注现金流，需要贷款时，还是主动在决策单上填写贷款好。

问：上期的订货，这期出售的产品，是否算在这期的市场份额中？

答：是算在这期的市场份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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