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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一样都是现金流量表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简化工作，对其也常常采用分析

填列法进行填列。

一、基本公式说明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越主营业务成本垣应交增

值税（进项税额）原（存货期初余额原存货期末余额）垣（应付账

款期初余额原应付账款期末余额）垣（应付票据期初余额原应付

票据期末余额）垣（预付账款期末余额原预付账款期初余额）原

当期列入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的职工薪酬原当期列入生产成

本、制造费用的折旧费用依其他特殊调整业务

笔者暂且将其称为“基本公式”。通过该公式可以计算出

当期支付的现金中到底有多少是用来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

该支付的现金一定是对外支付的（向职工支付的薪酬属于对

内支付），它既包括支付当期的，也包括支付以前期的和以后

期的。

假定生产出的产品全部对外销售，根据“本期销货成本=

期初存货成本+本期增加的存货成本-期末存货成本”可知，

公式中的“主营业务成本-（存货期初余额-存货期末余额）”

即为本期增加的存货成本。如果本期减少的存货中有一部分

不对外销售或不视同对外销售，则本期“主营业务成本+非销

售减少的存货成本-（存货期初余额-存货期末余额）”即为本

期增加的存货成本，那么“非销售减少的存货成本”要作为特

殊调整事项在公式中加上。如果本期增加的存货成本包含非

外购的成分（比如职工薪酬、折旧费用）或本期增加的存货都

不需要外购（比如接受捐赠），那么非外购的部分要作为特殊

调整事项在公式中减去。

如果当期增加的存货中需要外购的部分都在当期支付，

便不会存在应付、预付问题，当然也无需在公式中对应付、预

付款项进行调整了。上述公式对应付、预付款项进行调整写得

比较简单，体现的思路是：先假定当期增加的存货中需要外购

的部分在当期都被支付，那么应付账款、应付票据的减少会增

加当期的现金流出（即以前期间的购货款在当期被支付），

预付账款的增加会增加当期的现金流出（即为以后期间增加

的存货提前支付货款）；反之，应付账款、应付票据的增加会减

少当期的现金流出（即当期增加的存货中需要外购的部分没

有在当期全部被支付，而是留待以后支付），预付账款的减少

会减少当期的现金流出（即当期增加的存货中需要外购的一

部分在以前期间就已经被支付了）。如果当期应付账款、应付

票据以及预付账款的增加和减少与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没有关系，那么与之相对应的金额要在公式中作为特

殊调整事项加以处理。

另外，要注意外购商品和劳务支付的现金还包括与之对

应的进项税额，如果有一部分进项税额不是由于购买商品、接

受劳务形成的（比如接受捐赠），则需要在总的进项税额中将

其扣除。

二、对特殊调整业务的说明

1. 常见的特殊调整业务。

（员）当期列入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的职工薪酬。计提时，借

记“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科目，贷记“应付职工薪酬”科目。

该会计分录使存货成本增加，却最终未能使现金流出量增加，

所以应将“应付职工薪酬”科目对应的金额从公式中减去。

（圆）当期列入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的折旧费用。生产车间

机器设备计提折旧时，借记“制造费用”科目，贷记“累计折旧”

科目。该会计分录使存货成本增加，却最终未能使现金流出量

增加，所以应将该计提数从公式中减去。至于车间发生的机器

设备的修理费用，要么计入管理费用，要么计入固定资产成

本。计入固定资产成本中的修理费用要通过计提折旧的方式

间接地计入制造费用中，所以笔者认为固定资产的修理费用

不应作为该公式中的特殊调整业务。

2. 其他特殊调整业务。

（1）当期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付账款、存货之间的转账

业务。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付账款、存货之间的转账业务从

道理上说属于特殊调整业务，但为了简化工作，可以不将其视

为特殊调整业务，也就是说对于它们之间的转账业务可以不

在公式中做任何调整，因为它们之间转账可以达到自动平衡。

分析填列法下如何确定“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项目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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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计算“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的基本公式以及特殊调整业务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说明，并通过

举例说明了分析填列法下对基本公式加以简化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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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借记“生产成本”科目，贷记“制造费用”科目，如果需要调

整，则在公式中加减相同的数，其结果和不进行调整的结果是

一样的。

（2）当期债务重组中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或债务转为

股本。债务重组过程中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或债务转为股

本时，因为减少的应付账款没有支付现金，也即公式的前部分

将减少的应付账款多加了，那么应将该多加的金额从公式中

减去。例如，某一般纳税人在债务重组日以成本为12万元、公

允价值为20万元的产品偿还前欠的35万元账款，其会计分录

为：借：应付账款35万元；贷：主营业务收入20万元，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4万元，营业外收入———债务

重组利得11.6万元。同时，借：主营业务成本12万元；贷：库存

商品12万元。应从公式中减去35万元，而不是12万元，因为第

二笔会计分录对应的关系是符合要求的。

（3）当期购销业务的对冲。进行购销业务对冲时，购货方

借记“原材料”、“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

贷记“应付账款”科目；同时借记“应付账款”科目，贷记“应收

账款”科目。购货方要将第二笔会计分录中应付账款对应的金

额在公式中减去，因为减少的应付账款没有支付现金。应收账

款对应的金额要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公式中

加以处理。销货方的计算原理与购货方相同，只不过第一笔会

计分录要做销售业务处理。

（4）当期非销售或非视同销售减少的存货。在建工程领用

原材料时，借：在建工程；贷：原材料，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进项税额转出）。以原材料发放职工福利时，借：应付职工

薪酬；贷：原材料，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这两笔会计分录都使原材料减少，但减少的原材料最终都不

会计入主营业务成本中，也即减少的原材料不是用于对外销

售的。前面的分析已表明“非销售减少的存货成本”在计算本

期增加的存货成本时要在公式中加上。

（5）当期非外购增加的存货。接受捐赠或接受投资而增加

存货时，借记“原材料”、“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额）”科目，贷记“营业外收入”或“实收资本”等科目。上述公式

假定增加的存货最终会增加现金流出量，也即“原材料”、“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对应的贷方科目为“应付

账款”、“应付票据”、“预付账款”或现金类科目。接受捐赠或接

受投资而增加的存货不会增加现金流出量，不应在公式的前

面被加上，所以应该在公式中作为减项处理。

猿援 对特殊调整业务的处理原则。若当期的会计分录中

“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付账款”、“原材料”、“库存商品”

科目贷方直接或间接对应的借方科目不是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产生的销售成本（即“主营业务成本”、“原材料”科目）和增

值税进项税额，那么该特殊调整业务要在公式中作为加项予

以处理；若当期的会计分录中“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付

账款”科目借方所对应的贷方科目不是现金类科目，则该特殊

调整业务要在公式中作为减项予以处理。

三、对基本公式进行简化

我们在充分理解基本公式的基础上可以将基本公式进行

简化，简化公式为：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越主营业务成本中含有

的需要外购的存货成本垣外购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进项税

额原（存货期初余额中含有的需要外购的存货成本原存货期末

余额中含有的需要外购的存货成本）垣（应付账款期初余额原

应付账款期末余额）垣（应付票据期初余额原应付票据期末余

额）垣（预付账款期末余额原预付账款期初余额）依其他特殊调

整业务

该公式从形式上看并不简化，但把握要领后确实可以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举例说明

例：某企业2007年度有关财务资料如下：淤“主营业务成

本”项目9 200万元。于“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额）”592.28万元。盂“应付账款”项目：年初数500万元，期末数

1 200万元。榆“预付账款”项目：年初数252万元，期末数420万

元。虞“存货”项目：年初数1 240万元，期末数1 800万元。愚原

材料的增减变动均与购买或生产产品有关：年初存货均为外

购原材料；年末存货包括外购原材料和库存产成品，其中外购

原材料成本为540万元，库存产成品成本为1 260万元（原材料

为504万元，工资及福利费用为630万元，制造费用为126万元。

制造费用中折旧费用为26万元，其余均为以货币资金支付的

其他制造费用）。舆本年已销产品成本（即“主营业务成本”）中

原材料为3 680万元，工资及福利费用为4 600万元，制造费用

为920万元。制造费用中折旧费用为120万元，其余均为以货币

资金支付的其他制造费用。假定：用货币资金支付的其他制造

费用属于“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要求：计算“购

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项目金额。

（1）利用基本公式进行计算。依题意，根据公式“本期增加

额=期末余额+本期减少额-期初余额”可知：

当期列入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的职工薪酬=630+4 600-0=

5 230（万元）

当期列入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的折旧费用=26+120-0=

146（万元）

当期支付的列入“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

的制造费用=（126-26）+（920-120）-0=900（万元）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越9 200+592.28+（500-

1 200）+（420-252）-（1 240-1 800）-5 230-146-900越3 544.28

（万元）

（2）利用简化公式进行计算。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越3 680+592.28-［1 240-

（540+504）］+（500-1 200）+（420-252）越3 544.2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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