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拟从会计科目的对应关系来分析现金流量表中的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项目与利润表中的“主营业

务成本”项目是如何进行相互验证的。

1. 按照会计科目的对应关系，分析“应付账款、应付票

据、预付账款”（以下简称“三付”）期初金额、借方发生额、贷方

发生额与期末金额之间的关系。根据“三付”的丁字型账户得

出公式一：“三付”借方发生额=“三付”期初金额+“三付”贷方

发生额-“三付”期末金额。其中，“三付”期初金额为“应付账

款”和“应付票据”贷方期初余额与“预付账款”借方期初余额

（用负数表示，下同）的合计，“三付”贷方发生额为“应付账款”

和“应付票据”贷方发生额与“预付账款”借方发生额（用负数

表示，下同）的合计，“三付”期末金额为“应付账款”和“应付票

据”贷方期末余额与“预付账款”借方期末余额（用负数表示，

下同）的合计。

从公式一可知，要求“三付”借方发生额，必须先知道“三

付”期初金额、期末金额及贷方发生额。根据资产负债表可知

“三付”期初金额和期末金额，下一步就是求“三付”贷方发生

额。一般情况下，“三付”的贷方对应存货类科目的借方和“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借方。

2. 根据存货类科目的丁字型账户，可知公式二：存货类

科目借方发生额越存货类科目贷方发生额+存货类科目期末余

额-存货类科目期初余额。

3. 在正常情况下，存货类科目贷方发生额对应“主营业

务成本”项目。得出公式三：存货类科目贷方发生额越“主营业

务成本”项目的金额。

4. 根据现金流量表的填列规则，分析“三付”借方发生额

与“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之间的关系。得出公式

四：“三付”借方发生额越“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项

目的金额。

5. 将公式二、公式三、公式四代入公式一，“主营业务成

本”项目和“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项目之间的关系

即可用公式五表示：“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项目的

金额越“三付”期初金额+“主营业务成本”项目的金额+存货

类科目期末余额-存货类科目期初余额+“应交税费———应交

增值税（进项税额）”借方发生额-“三付”期末金额。或：“主营

业务成本”项目的金额越“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项

目的金额+“三付”期末金额-“三付”期初金额-存货类科目期

末余额+存货类科目期初余额-“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借方发生额。

其中，“三付”期初金额和期末金额可根据资产负债表得

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借方发生额可从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明细账得知或由存货类科目借方

发生额乘以 17%得出。

在运用公式五时，要注意两个特殊情况：淤“主营业务成

本”项目的金额即是“主营业务成本”科目借方发生额；于工

业企业的存货类科目借方还有可能对应“应付工资”、“应付

福利费”、“累计折旧”等科目贷方，因不产生现金流量，应予以

扣除。茵

以股抵债是指控股股东以

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的股份抵

偿所欠上市公司的债务，上市

公司相应减少注册资本的偿债

方式。2004年 9月上市公司电

广传媒首家进行了以股抵债，

将大股东湖南广电多年累计的

欠款 5亿多元与其在公司中享

有的股份 7 542万股抵消（每

股作价 7.15元），并将公司的

总股本由 33 592 万股降低到

26 050万股。之后，南京熊猫、

华北制药等公司相继实施了以

股抵债，以股抵债一度成为二

级市场的热门话题，但笔者仍

对其合法性、合理性及财务效

果的真实性存在疑问。

一、合法性质疑

我们知道，企业的债权人

和所有者对企业的全部资产享

有要求权，但两种要求权的法律地位不同，债权人权益高于所

有者权益，债权人权益是第一位的、是优先权，所有者权益是

第二位的、是留剩权。这种权益的次序性在有关的法律中有明

确的规定，如：《公司法》规定，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

务承担责任，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破产法》规定，

企业在破产清算时，债权人享有优先于所有者的分配权利。但

在以股抵债中，两种权益却发生了错位，作为所有者兼债务人

的大股东通过将先前的借款与其在上市公司中的股本抵消，

相当于收回了投资，将其在子公司中的留剩权提前实现；而作

为子公司兼债权人的上市公司将其对大股东的债权与大股东

在上市公司中的留剩权抵消，等于是放弃了上市公司债权的

优先受偿权，对母公司做出了极大的让步。之所以会产生这种

既不合法也不合乎常理的行为，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公司改制

不彻底、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不强。

二、合理性质疑

目前，以股抵债是以每股净资产作为基准价的，这样是否

公平合理呢？以电广传媒为例，电广传媒 2003年年末股东权

“主营业务成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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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合计 23.86亿元，募集资金约占净资产总额的 95%，这说明

流通股股东对电广传媒的资金贡献占 90%以上，但流通股股

东的持股比例不到 46%；大股东出资 1.27亿元，仅占净资产

总额的 5%，但其持股比例却达到 54%以上。大股东的持股比

例之所以这么高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创建之初的低价折股，

二是后期通过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发行新股前每股净资产为

1.37元，以股抵债时每股净资产为 7.12元，其增加部分主要

来自于流通股股东所支付的溢价。由此可见，以股抵债按每

股净资产作为基准价对中小股东显然不公平，侵害了中小股

东的利益。

三、财务效果的真实性质疑

以股抵债在会计处理上是将上市公司的债权项目与股东

权益项目对冲，所以会引起与资产及所有者权益有关的一系

列财务指标发生变化，从而使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发生改变。

一般认为以股抵债会改善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但实际情况

并非如此。淤以股抵债引起上市公司偿债能力下降。由于以股

抵债导致流动资产、速动资产、资产总额下降，而流动负债、长

期负债、负债总额均不变，所以以股抵债会引起流动比率、速

动比率下降以及资产负债率上升，三项指标的变化均表示公

司偿债能力下降。于以股抵债对盈利能力的影响具有两面性。

以股抵债对利润绝对指标没有影响，但对利润相对指标有影

响。以股抵债之后，由于上市公司的资产总额、股东权益总额

下降，会引起每股盈余、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的上升，这说明

以股抵债对当期的盈利能力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但是，如果上

市公司发生亏损，以股抵债会导致每股亏损进一步加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以股抵债既缺乏合法性，也缺乏合

理性，因此只能作为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而不能推广使

用。同时，以股抵债具有财务粉饰作用，会在一定程度上美化

上市公司的营运能力和盈利能力，投资者在进行财务分析时

应予以关注。茵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第五条规定：“合同或

协议价款的收取采用递延方式，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应

当按照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的公允价值确定销售商品收入

金额。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与其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应

当在合同或协议期间内采用实际利率法进行摊销，计入当期

损益。”

分期收款销售是指商品已经交付但货款分期收回的一种

销售方式。因为其货款是分期收回，往往会产生收入的名义金

额与其公允价值（通常为现值）的差额较大，根据新会计准则

的规定应按公允价值计量。为便于说明，现举例如下：

例：2007年 1月 6日，甲公司售出大型设备一套，协议约

定采用分期收款方式，从销售当年末开始分 5年分期收款，每

年 2 000万元，合计 10 000万元（假设不考虑增值税）。假定

购货方乙公司在销售成立日支付货款，则只需付 8 000万元

（公允价值）即可。

分析：应收金额的公允价值可以认定为 8 000万元，与名

义金额 10 000万元差额较大，应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分期收款销售在规定的合同年限内每年等额、定期的收

取货款，属于年金收付形式，应用年金计算摊销的实际利

率。根据年金现值公式，有：8 000=2 000伊（P/A，i，5），运用内

插法求解得出实际利率 i为 7.93%。甲公司各年利息收益的计

算过程如下：

销货方会计分录为：

（1）销售成立时，借：长期应收款 10 000万元；贷：主营业

务收入 8 000万元，未实现融资收益 2 000万元。

（2）第 1年末收到第一期货款时，借：银行存款 2 000万

元；贷：长期应收款 2 000万元。确认利息收入时，借：未实现

融资收益 634万元；贷：财务费用 634万元。

（3）第 2至第 5年末的会计分录与第一年的相似，每年末

均借：银行存款 2 000万元；贷：长期应收款 2 000万元。只是

确认利息收入时借记“未实现融资收益”科目（贷记“财务费

用”科目）的金额有所不同，根据上表计算分别为 526万元、

410万元、283万元、147万元。

相应地，购货方会计分录为：

（1）销售成立时，借：固定资产或在建工程8 000 万元，

未确认融资费用 2 000 万元；贷：长期应付款 10 000万元。

（2）第 1年末，借：长期应付款 2 000万元；贷：银行存款

2 000万元。摊销未确认融资费用时，借：在建工程或财务费

用 634 万元；贷：未确认融资费用 634 万元。

（3）第 2 至第5年末的会计分录与第一年的相似，每年

末均借：长期应付款 2 000万元；贷：银行存款 2 000万元。

只是摊销未确认融资费用时借记“在建工程（或财务费用）”科

目（贷记“未确认融资费用”科目）的金额有所不同，分别为

526万元、410万元、283万元、147万元。

另外，根据分期收款销售的收款特点，建议对其形成的长

期应收款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茵

具有融资性质的分期

收款销售会计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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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金减少额
（C=D-B）

收 现
金额D

未收本金（期末
A=期初A-C）

利息收益
（B=A伊7.93%）

销售日

第1年末

第2年末

第3年末

第4年末

第5年末

合 计

8 000

8 000

6 634

5 160

3 570

1 853

0

634

526

410

283

147

2 000

0

1 366

1 474

1 590

1 717

1 853

8 000

0

2 000

2 000

2 000

2 000

2 000

10 000

单位：万元

援 财会月刊渊会计冤窑源3窑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