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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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项目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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