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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报，你应该这样分析》

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八章，内容包括财务分析——打开公司的黑匣子；理解财务报告——苦逼的会计成果；资产
负债表——我们来模一下家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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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岗顶，本名徐友斌，湘西徐氏后辈，会计师，律师，MPAcc。徐氏出身草莽，早年两次游学著名学
府，后南漂于某影视传媒集团，谓为资深。徐氏浸淫财务管理工作已逾8年，在ERP系统、全面预算、
财务共享、财务分析方面用力甚巨，在家族企业与权威治理方面亦有研究。唯名不符实，余文不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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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岗顶编著的《财报你应该这样分析》虽然无法保证使你成为巴菲特，但能让你成为学识渊博、语言
幽默的财务分析专家，而不只是一个埋头计算的数字工人；本书将教会你从华丽光鲜的上市财报外衣
下，抽丝剥茧，看清其庐山真面目。如果广大投资者看完本书后，能够自豪地对自己说“我不再着盘
了”，吾愿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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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全面，通俗，但缺乏实用性。
2、看过那么多或深或浅的财务分析书,这本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既轻松接地气，又有许多对财务现
象的透彻点评。80后的小伙作者很不错，表达清晰可乐，又不失专业水准，值得业余投资爱好者一读
。另外，在绝对估值“倚天剑”招式中，书中公式有些太抽象，不利于入门者理解，可参看《巴菲特
之路》与《股市真规则》，两书里面对公司未来股息/自由现金流等的折现公式有傻瓜式的清晰展示。
所谓估值的核心技术，也就是一层窗户纸，难者不知，知者不难。
3、不错，不错，真的不错啊，不错
4、不错吧，看看也是有意思的
5、刚看完 思路清晰条理清楚
6、是正版，还没看完，
7、说的一套套的,不静下心来是看不明啊
8、浅显易懂，对于新手是本不错的入门教材，推荐！
9、一本适用于入门级读者的书籍，特点在于语言生动、深入浅出，读起来简明易懂且不枯燥。
10、财报分析的书不少，这本是最有用的一本。讲的很透彻，很深入但很易懂！书质量很好！
11、正版，发货迅速，点32个赞
12、打开翻看，觉得思路还是很好的
13、19块5一本是不是很划算？哈哈哈哈 让打折来的更猛烈些吧
14、不适合专业的财务人员做分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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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财报，你应该这样分析》的笔记-全文

        “持股新浪19.5%的盛大，未能获取控制权，结果第一大股东的收购行为被董事会打败了。
我们可以采用会计上流传的“实质重于形式”来判定是否存在控股股东
独立董事大部分是由董事会提名的、人情、时间和能力，决定独董未必能够“独立客观”
没有赋予监事会在特定情况下享有直接召集股东会的权力，而是只能向董事会提议，当董事会不召集
或不能召集时才有“替补”召集的权力；在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有违法行为时，只有经过符合条件的
股东请求，才能以公司名义进行诉讼
在投资者提起诉讼时，国内投资者的损失赔偿是“补偿性”的，而国外则是“惩罚性”的。
从上市公司角度来说，它们的违规成本相当低廉。
分析关联交易：为什么要有这项关联交易？关联交易的定价是否合理？关联交易的去向？
所谓担保分两种：一种是一般担保，要等债务人的东西被搬完了才能搬担保人的，担保人享有先诉抗
辩权；一种是连带担保，债权人可以想搬哪家就搬哪家，担保人只能自求多福，希望债务人别违约。
为持股50%以下其他关联方担保只能说公司在“向雷锋同志学习”了
会计政策可以选，会记估计靠自己，这样一来，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就成了上市公司操纵财报的双节
棍
流动负债一般用于补偿营运资金，长期负债则可以用来补充资本
CPI高于3时就叫通货膨胀，高于5时就叫严重通货膨胀，低于0就是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意味着债务人（政府在大部分时候都是债务人）将遭受损失，并且可能引起国民经济恶化的
恶性循环，所以这一现象几乎是所有政府的大敌：宁要通货膨胀的草，不要通货紧缩的宝。
M0是指银行体系以外的库存现金以及居民手中的现金，也叫流通中现金
M1是指狭义货币供应量，是指M0加上企业等各种单位在银行的活期存款
M2是指广义货币供应量，由M1加上企业的定期存款和居民的存款以及证券客户保证金
M2与M1的差额是单位的定期存款和个人存款部分，被称为准货币
M3则是最广义的货币供应量了，是M2加上具有高流动性的证券和其他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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