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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目前现金流量数据采集方式及缺陷

在人工记账方式下，每笔业务所涉及的现金流量必须经

过会计人员三步处理后，才能生成最终目标现金流量数据：第

一步，人为判断该笔业务是否涉及现金流量；第二步，人为判

断该笔业务该记入哪类现金流量以及大类下的哪个现金流量

明细项；第三步，人工机械汇总明细现金流量项的数据，并汇

成三类现金流量净额。

在会计电算化环境下，每笔业务所涉及的现金流量也必

须经过人工两步处理后，才能生成最终目标现金流量数据：第

一步，人为判断该笔业务是否涉及现金流量；第二步，人为判

断该笔业务该记入哪类现金流量以及大类下的哪个现金流量

明细项，并在会计电算化软件中选取目标现金流量明细项。会

计电算化软件将自动生成明细现金流量项汇总数据及三大类

现金流量净额。

在信息化程度高的ERP系统中，现金流量数据的采集仍

未突破会计电算化软件的思路，现金流量数据采集方式沿袭

会计电算化软件的操作流程。

由以上分析得知，在上述三种方式下，现金流量数据的采

集摆脱不了人为的因素，在业务处理中需要会计核算人员做

出各种判断。而由于会计核算人员业务素质的不同，导致对会

计事项的理解不一致，从而在实务中可能造成会计事项相同

而匹配现金流量项目不相同的情况发生，进而在整体上影响

企业现金流量数据的准确性。

二尧建立全新的现金流量数据采集方式

（一）现金流量表的项目

现金流量表包括以下项目：淤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购买）商品或提供（接受）劳务收到（支付）的现金；收到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支付（收到）的各项税费

（返还）；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于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收回（支付）投资的现金；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

的现金；收到（支付）处置（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的现金净额；收到（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收到（支付）处置（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的现金净

额。盂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收

到（支付）取得借款（偿还债务）的现金；收到（支付）其他与筹

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

金。榆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可以看出，分析整理后现金

流量表项目比较少，即相对于会计业务事项来说，现金流量表

项目分类是不细致的。为了实现系统、方便、快捷、准确、自动

记录现金流量明细项以实现现金流量数据的自动采集，将现

金流量表项目一一对应设置为现金流量明细项，并分别制定

编码，据以上分析，只需编制22个编码。

（二）会计科目体系设置

在信息化系统中，业务系统高度整合，在各业务系统中就

不同业务事项分别建立抛账规则，当业务事项发生时，系统会

自动将数据按照已经定义好的规则，生成会计分录，并抛入财

务系统生成会计凭证。为了适应这种需要，信息化系统中会计

科目体系的设置有别于其他电算化系统中的会计科目体系。

信息化系统中的会计科目具有许多属性，这些属性是对该会

计科目进行不同角度的定义，一经设置将与会计科目同时出

现和存在。为此，在每一会计科目的属性中增加两个属性：借

方现金流量码和贷方现金流量码，即对应本明细科目借方或

贷方现金流量的编码。

（三）现金流量数据的采集方式

通过现金流量码把涉及现金流量的业务分成已经制定好

的若干类别，针对每一明细科目（现金类科目除外）核算的业

务内容及范围在明细科目的属性中同时定义唯一的借方现

金流量码和贷方现金流量码。定义借方和贷方现金流量码时，

必须把本科目涉及业务事项为现金流入的现金流量码定义

为借方现金流量码，同时把涉及业务事项为现金流出的现金

流量码定义为贷方现金流量码。在处理会计业务时，会计核

算人员只需录入明细科目而无须选择现金流量码，现金流量

码将根据明细科目在会计分录中的借贷方向而分别选择

贷方或借方现金流量码，并同时根据已定义好的规则提取

金额。

1. 一般会计科目业务处理的具体分析（文中所指现金为

广义现金）。在一项涉及现金流量的会计业务中，其现金流量

的类别应只有一种，亦即其会计分录中每个会计科目的现金

流量码应相同，只不过分属于借贷方。即使对于可能涉及不同

现金流量类别的会计业务（在实践中发现，该类会计业务是将

几笔业务在同一笔会计分录中进行处理），也完全可以分别不

同会计分录进行处理。因此，以下基于单一现金流量业务的会

计分录进行分析。

（1）一借一贷方式，如：借：现金（金额A）；贷：应收账款

（金额A 借方现金流量码T）。若应收账款明细科目在分录中

对应的借方现金流量码为T，则T提取本科目自身对应的金额

A。本分录中现金流量码T提取借方金额为A。

（2）一借多贷方式，如：借：现金（金额A+B）；贷：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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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金额A 借方现金流量码V），应交税费（金额B 借方现

金流量码V）。若主营业务收入、应交税费明细科目在分录中

对应现金流量码为借方现金流量码V，则V分别提取各自科目

对应的金额A、B。本分录中现金流量码V共提取借方金额为

（A+B）。

又如：借：材料采购（金额A 贷方现金流量码V）；贷：现金

（金额B），应交税费（金额A-B 借方现金流量码V）。若材料采

购、应交税费明细科目在分录中对应的现金流量码分别为贷

方现金流量码V、借方现金流量码V，则对方科目包含现金的

贷方现金流量码V提取现金科目对应的金额B；借方现金流量

码V由于在本分录中对方科目并没有涉及现金，故不需提取

金额。本分录中现金流量码V共提取贷方金额为B。

（3）多借一贷方式，如：借：银行存款（账户1）（金额A），银

行存款（账户2）（金额B），固定资产（金额C 贷方现金流量码

U）；贷：预付账款（金额A+B+C 借方现金流量码U）。若固定

资产、预付账款明细科目在分录中对应的现金流量码分别为

贷方现金流量码U、借方现金流量码 U，则对方科目包含现金

的借方现金流量码U提取现金科目对应的金额（A+B）；贷方

现金流量码U由于在本分录中对方科目并没有涉及现金，故

不需提取金额。本分录中现金流量码U共提取借方金额为

（A+B）。

又如：借：管理费用（金额A 贷方现金流量码W），销售费

用（金额B 贷方现金流量码W），现金（金额C）；贷：银行存款

（金额A+B+C）。若管理费用、销售费用明细科目对应的现

金流量码为贷方现金流量码W，则W分别提取各自科目对

应的金额A、B。本分录中现金流量码W共提取贷方金额为

（A+B）。

（4）多借多贷方式（特指明细科目）。由于不允许产生一级

科目为多借多贷的分录，故在此只讨论明细科目为多借多贷

的分录。如：借：管理费用（金额A 贷方现金流量码S），销售费

用（金额B 贷方现金流量码S），现金（金额C）；贷：银行存款

（账户1）（金额D），银行存款（账户2）（金额A+B+C-D）。若管

理费用、销售费用明细科目对应的现金流量码为贷方现金流

量码S，则S分别提取各自明细科目对应的金额A、B。本分录中

现金流量码S共提取贷方金额为（A+B）。

又如：借：管理费用（明细1）（金额A 贷方现金流量码

Q），管理费用（明细2）（金额B 贷方现金流量码Q）；贷：应付

账款（明细1）（金额C 借方现金流量码Q），应付账款（明细2）

（金额D 借方现金流量码Q），现金（金额A+B-C-D）。若管理

费用（明细1）、管理费用（明细2）、应付账款（明细1）、应付账款

（明细2）明细科目对应的现金流量码两两分别为贷方现金

流量码Q、借方现金流量码Q。则对方科目包含现金的贷方现

金流量码Q提取现金科目对应的金额（A+B-C-D）。本分录

中现金流量码Q共提取贷方金额为（A+B-C-D）。

经过以上分析，小结如下：淤前提：一笔分录中只涉及一

个现金流量类别即只出现一个现金流量码，允许该现金流量

码同时出现在借贷方。对于有多个现金流量类别的业务（实务

中该情况较少），分多笔分录处理。于非现金科目中现金流量

码提取数据的处理原则，如下表：

2. 特殊会计科目业务处理的具体分析。在实务中，“备用

金”科目无法按照上述原则进行现金流量数据的采集。因为备

用金按用途可以分别归集为经营活动、筹资活动、投资活动三

大类现金流量，从而无法唯一定义某一现金流量码。对此，有

两种解决办法：淤不对本科目定义借贷方现金流量码，在实务

操作时，当本科目单独与现金科目对应时，采用人为判断的方

式进行勾选现金流量码。当本科目与现金科目不单独对应时，

本科目不作任何处理，依据上文中一般会计科目业务处理的

规则处理。于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不使用本科目。

3. 实际运行中的维护。实际运行中，会计核算人员应实

时监测系统运行情况。当企业出现新会计事项、特殊会计事项

或会计核算方法发生改变时，应分析所涉及的明细科目，了解

每一明细科目中已定义的现金流量码是否满足核算变化需

要，必要时考虑增设明细科目。

4. 现金流量数据采集的后续处理。系统在自动记录每笔

分录中现金流量的类别及其对应金额后，可以随时进行现金

流量数据的汇总。根据现金流量码借贷方数据的汇总数，通过

设置报表的取数函数，自动编制现金流量表。

三尧新现金流量数据采集方式的优缺点

采用本方式可以准确、方便、快捷、自动地提供企业的现

金流量信息，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依据。本方式具有如下优

点：淤通过统一制定现金流量核算项目，规范了每一现金流量

项目数据归集的范围，避免二级核算下现金流量核算项目范

围不一致的情况发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现金流量数据归集

的差异。于针对非现金科目定义现金流量码并采集现金流量

数据，避免了现金流量的虚增。盂采用本方法后，会计人员在

处理会计事项时，无须人为判断现金流量的类别并勾选现金

流量码，避免了主观因素的影响，增强了现金流量数据的真实

性。榆对于信息化系统中人工录入会计凭证或在各业务系统

中定义的数据生成、传递规则，均可以自动实现现金流量数据

的归集。

但本方式也存在一些缺陷：淤初始设置时，必须对除现金

类科目、备用金科目外的所有明细科目均定义借贷方现金流

量码，工作量大。于当会计科目调整或会计核算制度发生改变

时，需实时分析并在必要时考虑变更会计科目属性中的现金流

量码。盂在对明细科目定义借贷方现金流量码时，有可能由于

业务考虑不周，导致现金流量数据采集错误。榆仍有个别科

目如备用金科目不能满足自动采集现金流量数据的要求。茵

对方科目情况 己方科目情况

有现金科目

无现金科目

有现金科目

无现金科目

有现金科目

无现金科目

现金流量码提取数据

本科目对应金额

本科目对应金额

为多借多贷袁不存在

对方现金科目对应金额渊对方
如有几个明细现金科目袁则为
现金科目对应金额之和冤

不提取数据

不提取数据
无现金科目

有现金科目袁

也有非现金

科目

只有现金科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