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现金流量表中的现金形态包括库存现金、可以随时

用于支付的银行存款、现金等价物，不论这些现金是哪种原因

产生的，收到或流入的现金都引起了企业资产项目额的增加，

支付或流出的现金都引起了企业资产项目额的减少。依据借

贷记账法原理，可以表示为下列借贷对应关系：流入现金引起

现金资产的增加应记在借方，对应项目记在贷方且借贷金额

应相等；支付现金引起现金资产减少应记在贷方，对应项目记

在借方且借贷金额应相等。本文着重以经营活动中销售商品

流入现金和购入商品流出现金项目为例，阐述运用借贷记账

法原理确定其数额的方法。

一、“企业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现金”项目金额的确定

“企业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现金”业务涉及到的项目

有销售业务中确认的收入、销售中形成的应交增值税、销售业

务中的结算账户以及依据应收款提取的坏账准备金。

1.“企业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现金”涉及项目之间的

数量关系。根据年末资产负债表和年度利润表及部分附表，已

知资产负债项目的期初、期末数额和利润表中本期营业收入

数额和增值税明细表中的销项税额，分别用M1、M2、A1、A2、

B1、B2表示有关项目的已知数，用C1、C2、C3、C4、C5和M表

示未知数。企业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现金业务涉及账户之

间的对应关系可用图1表示：

由于资产类账户的期末余额=期初借方余额+借方发生

额-贷方发生额，负债类账户的期末余额=期初贷方余额+贷

方发生额-借方发生额，所以：

M1+M2=C1+C2+C3；即：M1+M2-C1-C3=C2

A1+C1-C4=A2；即：A1+C1-A2=C4

B1+C5-C3=B2；即：B2-B1+C3=C5

M=C4+C2+C5

=（A1-A2+C1）+（M1+M2-C1-C3）+（B2-B1+C3）

=（A1-A2）+（M1+M2）+（B2-B1）+（C1-C1-C3+C3）

=（M1+M2）+（A1-A2）+（B2-B1）

即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数额（M）是本期营业

收入发生额、销项税额加上应收款期末小于期初的差额（或减

应收款期末大于期初的差额），再加预收款期末大于期初的差

额（或减预收款期末小于期初的差额）。

2.“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现金”涉及项目之间的账户

对应关系。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包括收取的本期销

售中实现的收入款和应缴增值税款、以前销售中形成的应收

款、以后销售中的预收款。

本期营业收入的实现和应缴增值税的形成都记在贷方；

期末资产负债表中应收款余额大于期初余额的差额，增加了

应收款资产，应记在借方，这说明本期营业收入和增值税款中

有部分数额未收到现金而形成了应收款。反之，期末资产负债

表中应收款余额小于期初余额的差额，减少了应收款资产，应

记在贷方，这说明本期收取了前期营业收入和增值税款中所

欠的部分应收款。

期末资产负债表中预收款余额大于期初余额的差额，增

加了预收款负债，应记在贷方，这说明本期收取了以后期间将

实现的营业收入和增值税款中的部分款项。反之，期末资产负

债表中预收款余额小于期初余额的差额，减少了预收款负债，

应记在借方，这说明本期发货销售收入和应缴增值税额中抵

偿了部分预收款。

资产负债表中期末和期初应收款是扣除了提取坏账准备

金后的净额，本期增加提取坏账准备金，这已经使报表中期末

的应收款减少，而销售业务中形成的应收款应当是提取准备

金之前的应收款数额，如果本期不增加提取坏账准备金，这将

应交税费要增值税渊销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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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借贷记账法在编制现金流量表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并以经营活动中销售商品流入现金和购入商品流

出现金项目为例，阐述了运用借贷记账法原理确定其数额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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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报表中期末的应收款增加，因此应冲减本期增加提取的坏

账准备金从而恢复应收款。贴现应收票据的贴现额小于贴现

应收票据账面额之间的差额，引起应收票据额变现而失去的

收入记在借方（或理解为增加财务费用记在借方）。反之，贴现

应收票据的贴现额大于带息应收票据贴现前账面额之间的差

额，引起应收票据额变现而增加的现金流入记在贷方（或理解

为减少财务费用记在贷方）。

3.“企业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现金”涉及项目之间的

借贷关系模型。

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收到现金增加资

产列在借方）

应收票据（期末余额大于期初余额而增加的资产差额

列在借方）

应收账款（期末净额大于期初净额而增加的资产差

额列在借方）

预收账款（期末余额小于期初余额而减少的负债差

额列在借方）

坏账准备（冲减期末余额大于期初余额而增加提取

的准备金）

财务费用（应收票据贴现额小于票据贴现前账面额

的差额而增加的财务费用）

贷：主营业务收入（确认形成的收入列在贷方）

其他业务收入（增加形成的收入列在贷方）

财务费用（票据贴现额大于带息票据贴现前账面

额之间的差额而减少的财务费用）

应收票据（期末余额小于期初余额而减少的资产

差额列在贷方）

应收账款（期末净额小于期初净额而减少的资产

差额列在贷方）

预收账款（期末余额大于期初余额而增加的负债

差额列在贷方）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增加的负

债列在贷方）

坏账准备（冲减期末余额小于期初余额而转回的

准备金）

4. 应用举例。

例1：华新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涉及的有关账户在

20园7年年末及20园7年内的有关资料见表1。

反映各项目之间对应关系的会计分录为：

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 340 000

应收账款（净额） 95 000

坏账准备 5 000

贷：营业收入 2 000 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40 000

应收票据 40 000

预收账款 60 000

5. 说明事项：淤应付账款等不属于销售业务涉及到的账

户，不应列在确定销售商品收到现金的分录中。于如果各项目

年末数减年初数的差额方向改变, 那么这些项目在分录中的

方向也将改变。盂如果应收账款项目额直接采用其账户中的

年末余额减年初余额的差额, 则不需要单独考虑坏账准备金

的列示。榆编制的这类分录仅仅是运用借贷记账法的原理确

定流量表中有关项目的数额。这与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编制

抵销分录的作用相同，都是为了确定报表中有关项目数额，不

可依据这些分录登记账簿。

二、“企业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现金”项目金额的确定

1. 影响“企业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现金”数额的因素

分析。企业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是指企业本期、前

期、后期因购买商品、接受劳务而支付的现金，包括向供货方

支付不具备抵扣条件的增值税款，但须扣除退还货物而收到

的现金。确定本项目额应考虑的影响因素有主营业务成本、其

他业务支出、应交税金（增值税进项税额）、应付票据、应付账

款、预付账款、存货、存货跌价准备、存货成本中的职工薪酬、

存货成本中的折旧费和修理费等。

2.“企业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现金”有关项目之间的

数量关系模型。根据年末资产负债表和年度利润表及部分附

表,已知资产负债项目的期初、期末数额和利润表中的营业成

本数额，增值税明细表的进项税，分别采用字母M1、M2、A1、

A2、B1、B2、D1、D2表示有关项目的已知数，采用C1、C2、C3、

C4、C5、C6和N表示发生额。企业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业务涉及账户之间的对应关系见后图2。

图2中有关账户之间和某账户本身各项目数额之间存在

的数量关系如下：

N=C1+C2+C3+M1 （1）

D1+C1-C4=D2

B1+C5-C3=B2

A1+C4+C2+C5-C6=A2；C6=M2

即：C1=D2-D1+C4 （2）

C3=B1-B2+C5 （3）

C2=A2-A1+C6-C4-C5 （4）

年初数 年末数 年内发生额
年末减年
初的差额

销售商品尧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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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收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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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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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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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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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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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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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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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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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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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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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式（2）、式（3）、式（4）和C6=M2代入式（1）得到：

N=C4+D2-D1+A2-A1+C6-C4-C5+B1-B2+C5+M1

=（D2-D1）+（A2-A1）+（B1-B2）+M1+M2+（C4+C5-

C4-C5）

=（B1-B2）+（D2-D1）+（A2-A1）+（M1+M2）

即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等于本期形成的营业

成本、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加存货和预付账款期末大于期初的

差额（或减存货和预付账款期末小于期初的差额），加应付款

期末小于期初的差额（或减应付款期末大于期初的差额）。

3. 应用举例。

例2：华新公司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涉及的有关账户在

2007年年末及2007年内的资料如表2所示（假设现金流量表中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为n）：

编制的会计分录为：

借：营业成本 1 600 000

应付票据 60 000

应交税金———增值税（进项税额） 250 000

存货 570 000

存货跌价准备 30 000

贷：现金 2 140 000

应付账款 50 000

预付账款 20 000

存货中的工资费用 170 000

存货中的折旧费用和修理费用 130 000

另外，也需要注意有关的事项（类似于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中的注意事项）。

三、现金流量表中其他部分项目数额的确定方法

1.“经营活动中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数额

的确定方法。企业经营活动中职工的薪酬形成了企业的成本

费用，企业职工薪酬中可能有部分已经支付了现金，也可能有

一部分尚未支付现金而形成了企业的负债，因此存在着下列

对应关系：

借：存货中的职工薪酬

期间费用中的职工薪酬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小于期初余额的差额，注：余

额中须扣除工程人员薪酬）

贷：经营活动中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依据借贷数额相等关系倒减确定）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大于期初余额的差额，

注：余额中不包括工程人员薪酬）

2.“经营活动中支付的各项税费”数额的确定方法。企业

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印花税、

房产税、车船使用税等税费中，可能有一部分支付了现金，也

可能尚未支付现金；发生的这些税费中分别形成了企业的所

得税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管理费用以及应缴的税费，这些

相关项目之间存在的对应关系可以表示为：

借：所得税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管理费用中的税费

应交税费———已交增值税（已缴的本期形成的增值税）

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已缴的本期以前所欠的增

值税）

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等税费（期末余额小于期初

余额的差额）

贷：经营活动中支付的各项税费（依据借贷数额相等

关系倒减确定）

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等税费（期末余额大于

期初余额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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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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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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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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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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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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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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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存货净额 38 95 / 57

表 2 单位院万元

存货中的折旧尧修
理费用

5 1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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