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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的编制方法有多种，常见的方法有分析填列

法、工作底稿法和T型账户法。本文拟运用分析填列法对现金

流量表中“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项目作一详细分

析。

一、公式说明

1. 如果运用的是“存货”项目资料，则有：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越营业成本+应交税费

（增值税进项税额）垣（存货期末余额-存货期初余额）+（应付

账款期初余额-应付账款期末余额）+（应付票据期初余额-应

付票据期末余额）+（预付账款期末余款-预付账款期初余款）

垣本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原当期列入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的

工资及福利费原当期实际发生的其他制造费用依其他特殊调

整业务 （1）

2. 如果运用的是“存货”账户资料，则有：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越营业成本（即主营业务

成本垣其他业务成本）+应交税费垣（存货期末余额-存货期初

余额）+（应付账款期初余额-应付账款期末余额）+（应付票据

期初余额-付票据期末余额）+（预付账款期末余额-预付账款

期初余额）原当期列入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的工资及福利费原

当期实际发生的其他制造费用依其他特殊调整业务 （2）

上式中，其他业务成本是指扣除出租包装物摊销、出租无

形资产摊销、经营性租出固定资产折旧的部分，这些成本不会

产生现金流出；其他制造费用是指非物料消耗部分，如折旧

费、固定资产修理费等。

上述两个公式从形式上看虽有区别，但运算的结果是相

同的，其差异主要是存货类账户存在备抵账户———“存货跌价

准备”。

另外，要注意公式中的“应交税费”是当期购进商品、接受

劳务形成的，如果“应交税费”是在债务重组、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接受捐赠等非经营活动中形成的，则应该从公式中扣除。

二、对特殊调整业务的说明

1. 关于存货跌价准备。企业在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时，借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贷记“存货跌价准备”科目，该

业务不影响现金流量，但是会使资产负债表中“存货”项目金

额减少，由于公式（1）假定“存货”项目金额的减少会减少当期

的现金流出，所以在此就应将前面多减的计提数加回来。由于

该会计分录不涉及存货类账户，所以公式（2）不必对该部分进

行调整。

2. 其他特殊调整业务。

（1）与商品购进和商品销售无关的存货增减变动。与商品

购进无关的存货增加情况主要有：存货盘盈、债务重组、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接受捐赠、股东投入；与商品销售无关的存货

减少情况主要是指将存货用于在建工程和存货的盘亏或毁

损。企业如果存在上述活动引起的存货增减变动，对应的金额

应从上述公式中扣除。

（2）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而减少的应付账款和应付票

据。企业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如以固定资产、存货等偿还

债务时，企业的应付账款和应付票据减少了，但是并没有发生

现金流出，而上述两个公式中均假定应付账款、应付票据的减

少会增加当期的现金流出，所以企业如果存在以非现金资产

清偿债务而减少的应付账款和应付票据，对应的金额应从公

式中扣除。

3. 对特殊调整业务的处理原则。存货的增加若与企业商

品的购进无关，即存货类资产借方账户对应的贷方账户若不

是“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付账款”、“库存现金”、“银行

存款”等，那么该特殊调整业务要在公式中作为减项处理；存

货的减少若与企业商品的销售无关，即存货类资产贷方账户

对应的借方账户若不是“主营业务成本”和“其他业务成本”，

那么该特殊调整业务要在公式中作为加项处理；“应付账款”

和“应付票据”借方账户对应的贷方账户若不是现金类账户，

则该特殊调整业务要在公式中作为减项处理。茵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不论是福利企业还是非福利企业，也

不论企业安置残疾人的比例，也不论残疾人的残疾程度如何，

对安置残疾人的企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一律在支付给

残疾职工工资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支付给残疾职工工资

的100%加计扣除。

例如，企业安置一名残疾人员就业，支付的月工资为

2 000元，则企业在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不仅可以据实扣

除2 000元，还可以再多扣2 000元，也就是说，在适用的所得

税税率为25%的情况下，企业每安置一名残疾人就业，将可享

受到500元的税收优惠。在具体执行政策时，根据《财政部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安置残疾人员就业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70号）等的规定，具体应注意如下几

点：

1. 支付给残疾职工工资的加计扣除不适用企业所得税

预缴。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分月或者分季预缴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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