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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现金流量表，计算“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销

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时，需要对应收账款项目进行

调整。应注意的是，由于应收账款的取值（账户余额和账面净

值）不同，会造成“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及“支付其

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的调整分录不同。

1. 应收账款取值账户余额。当应收账款取值账户余额时，

调整分录（经常发生的业务）为：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计算数），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账户期末余额-期初余额），应收票据（期末余

额-期初余额），财务费用（票据贴现的利息），坏账准备（当期

核销的坏账）；贷：主营业务收入（当期发生额），其他业务收入

（当期发生额），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坏账准

备（当期收回前期核销的坏账），预收账款（期末余额-期初余

额）。调整分录中，倘若期末余额小于期初余额，则借贷符号以

反向表示。计算公式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主

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应收

账款”账户余额的减少+应收票据的减少+预收账款的增加-

“应收账款”账户余额的增加-应收票据的增加-预收账款的

减少+当期收回前期核销的坏账-当期核销的坏账依其他特别

调整项目。

2. 应收账款取值账面净值。如果应收账款取资产负债表

中的净值数据，则调整分录为：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计算数），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净值期末余额-期初余额），应收票据（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财务费用（票据贴现的利息），管理费用（当期计提

的坏账准备）；贷：主营业务收入（当期发生额），其他业务收入

（当期发生额），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当期发

生额），预收账款（期末余额-期初余额）。计算公式为：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应

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应收账款净值的减少+应收票据的减

少+预收账款的增加-应收账款净值的增加-应收票据的增

加-预收账款的减少-当期计提的坏账准备（若当期冲回多提

的坏账准备应为+）依 其他特别调整项目。

我们注意到两个调整分录的区别很明显，第一种方法下

的调整分录中，对于当期计提的坏账准备不需要调整，而当期

确认的坏账及当期收回前期确认的坏账做相应调整。第二种

方法下的调整分录中，对于当期计提的坏账准备需要调整，而

当期确认的坏账及当期收回前期确认的坏账则不需调整。

分析原因，不难理解：第一种方法下的调整分录中，应收

账款取值“应收账款”账户期末余额-期初余额，当期计提坏

账准备不影响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也不影响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因此不用调整；而当期核销（即发生或确认）的坏账影响应

收账款账面余额，使“应收账款”账户余额减少。调整分录的假

设是“应收账款”账户余额的减少会增加经营活动收到的现

金。然而该业务虽然使“应收账款”账户余额减少，但不会增加

经营活动收到的现金，因此需要做减项调整；当期收回前期确

认的坏账，虽然不影响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但会使经营活动收

到的现金增加，因而需要做加项调整。第二种方法下的调整分

录中，应收账款取资产负债表中净值数据（应收账款账面余

额-坏账准备），调整分录假设为应收账款净值的减少会增加

经营活动收到的现金。当期计提坏账准备会影响应收账款净

值，使其减少，但不会影响经营活动收到的现金，因此需要做

减项调整；而当期核销（即发生或确认）的坏账不会影响应收

账款净值，也不影响现金流量，因而不需要进行调整；同时当

期收回前期确认的坏账，一方面会使应收账款净值减少，另一

方面又会使经营活动收到的现金增加，符合调整分录假设，因

而也不需要再次调整。

两种调整方法虽然建立在不同的假设基础上，调整分录

及计算公式也不相同，但结果完全相同。我们通过下面的例题

来考察。

例：某企业 2002年度有关资料如下：淤“应收账款”账户

余额：年初数 110万元，年末数 125万元；“坏账准备”账户余

额：年初数 10万元，年末数 12万元；于“应收票据”账户余

额：年初数 30万元，年末数 20万元；盂“预收账款”账户余额：

年初数 70万元，年末数 90万元；榆主营业务收入 1 000万

元；虞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87万元；愚其他

【摘要】现金流量表的编制过程中，应收账款取值账户余额或账面净值时，“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项目及“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的计算公式是不同

的，应编制调整分录，但这并不影响最终结果。本文就此进行了讨论分析和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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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窑40窑财会月刊渊综合冤 援



【摘要】随着作业成本法在各个领域的普及和推广，有人尝试着将这一理论运用到远洋集装箱运输行业。本文主要针

对应用中难度最大的两个环节，即资源动因和成本动因的确定来展开讨论。

【关键词】远洋集装箱运输 作业成本法 资源动因 成本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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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成本法在远洋集装箱运输企业的运用

20世纪 80年代，罗宾·库柏和卡普兰在《正确计量成本

才能做正确决策》中详细阐述了作业成本法，引发了成本会计

领域的又一次革命。作业成本法的提出，最初是为了解决制造

企业分摊共同成本的问题。随着这一理论在实践中的广泛应

用，有人尝试着将其引入远洋集装箱运输企业，并得到越来越

多的关注。

作业成本法的理论核心是“作业消耗资源，产品消耗作

业”，即在最初投入的资源和最终的成本归集对象之间引入一

个中介———作业，其核算流程如右上图所示：

在通过作业成本法重构集装箱运输企业成本核算流程

时，资源动因和成本动因的确定是两个至关重要同时也是难

度最大的环节。在展开讨论之前，首先根据集装箱运输的业务

操作流程划分出揽货营销、海运准备、远洋运输和内陆交付四

个总的作业中心，然后根据各作业中心的特点进一步细分出

资源 作业 成本对象
资源动因

消耗

成本动因

消耗

作业成本法核算流程图

有关资料如下：本期计提坏账准备 5万元，本期发生坏账回收

6万元，本期核销坏账 9万元，应收票据贴现使“财务费用”账

户产生借方发生额 3万元，工程项目领用的本企业产品 80

万元产生增值税销项税额 17万元。根据上述资料，计算销售

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第一种方法下的调整分录：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 179万元，应收账款

15万元，财务费用 3万元，坏账准备 9万元，在建工程 17万

元；贷：主营业务收入 1 000万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187万元，应收票据 10万元，预收账款 20 万元，

坏账准备 6 万元。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1 000+

187+10+20-15-17-3+6-9=1 179（万元）。

第二种方法下的调整分录：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 179万元，应收账

款 13万元，财务费用 3万元，管理费用 5万元，在建工程 17

万元；贷：主营业务收入 1 000万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销项税额）187 万元，应收票据 10 万元，预收账款 20 万

元。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1 000+187-13+10+20-

5-3-17=1 179（万元）。

除上述不同外，两种方法下“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的调整分录

也不同。当应收账款取值账户余额时，管理费用项目按总额调

整：借：管理费用（当期管理费用发生总额）；贷：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再调

整坏账准备：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支付的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贷：坏账准备（当期计提坏账准备）。

当应收账款取值账面净值时，管理费用项目按扣除当期

计提的坏账准备后的金额调整：借：管理费用（扣除当期计提

的坏账准备后的金额）；贷：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支

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按上例，第一种方法下的调整分录为：借：管理费用 36

万元；贷：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36万元。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支

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万元；贷：坏账准备 5万

元。此时“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调整结果为 31万元。

第二种方法下的调整分录为：借：管理费用 31万元；贷：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31万元。此时“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支付的其

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调整结果为仍为 31万元。两种调

整方法结果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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