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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资金收付记账法下的平衡关系式

收付记账法是以“收”、“付”作为记账符号，反映经济业务

所引起会计要素增减变动的一种记账方法。这种记账方法被

我国预算会计长期使用。收付记账法，按其记账主体的不同，

分为资金收付记账法、财产收付记账法和现金收付记账法。

资金收付记账法是以资金活动为主体的收付记账方法。

它是以“资金来源-资金运用=资金结存”为依据，把会计科目

分为资金来源、资金运用和资金结存三大类，以“同收、同付、

有收有付”作为记账规则，反映资金增减变动的一种复式记账

方法。账户分为资金来源、资金运用和资金结存三类。资金来

源类账户反映资金的来源渠道，资金运用类账户反映资金的

去向，资金结存类账户反映货币资金和财产物资的余存情况。

其平衡关系用公式表示为：

资金来源总额-资金运用总额=资金结存总额

根据这个平衡关系，可以分别得出发生额差额平衡和余

额平衡这两种平衡的方法。

（1）发生额差额平衡。由于资金来源及资金运用类科目同

资金结存类科目这两方的记账方向相同，即一方记收、另一方

也必定记收，一方记付、另一方也必定记付，因此，资金来源及

资金运用类科目收付发生额的差额同资金结存类科目收付发

生额的差额必然相等。可用如下公式表示：

资金来源及资金运用类账户收方发生额合计-资金来源

及资金运用类账户付方发生额合计=资金结存类账户收方发

生额合计-资金结存类账户付方发生额合计

这个公式叫做发生额差额平衡公式，用于核查日常账务

处理。

（2）余额平衡。对于资金结存类科目和资金来源类科目，

资金增加记收方，资金减少记付方，收方减付方，余额在收方；

对于资金运用类科目则相反，增加记付方，减少记收方，付方

减收方，余额在付方。因此，资金来源减资金运用等于资金结

存这个平衡关系可改为以下公式：

资金来源类账户收方余额合计-资金运用类账户付方余

额合计=资金结存类账户收方余额合计

二尧固定资产平均年使用成本计算公式

其计算公式为：

固定资产年平均使用成本=［原始价值-第 n年出售价伊n

年现值系数+移（n年修理费伊n年现值系数）］/n年年金现值

系数=［原始价值-n年出售价伊现值系数-移（折旧伊现值系

数）-移（修理费伊现值系数）］/n年年金现值系数=［原始价值-

n年出售价伊n年现值系数-移（折旧-修理费）伊n年现值系

数］/n年年金现值系数

三尧不可修复废品成本计算公式

废品损失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发现的、入库后发现的不可

修复废品的生产成本，以及可修复废品的修复费用，扣除回收

的废品残料价值和应收赔款以后的损失。

在废品损失的归集与分配过程中，不可修复废品成本的

计算是关键。不可修复废品成本通常是从该种产品的实际生

产费用中区分成本项目计算确定的。按成本项目分别计算不

可修复废品的实际成本的公式如下：

废品应负担的材料费用=某产品直接材料成本总额/（合

格品数量+废品约当量）伊废品约当量

废品应负担的工资费用=某产品直接人工成本总额/（合

格品数量+废品约当量）伊废品约当量

废品应负担的工资费用=某产品制造费用总额/（合格品

数量+废品约当量）伊废品约当量

在计算不可修复废品成本时，应注意到，不可修复废品是

发生在制造过程的中途还是最后阶段，这对废品数量的确定

及其费用分配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例：某企业生产甲产品 1 000件，其中 100件为不可修复

废品，废品残值 20元，无赔偿。这种产品的成本资料如下：

（1）设 100件不可修复废品是在生产的最终阶段发生的，

按成本项目分别计算应负担的废品成本为：

废品应负担的材料费用=5 100衣1 000伊100=510（元）

废品应负担的工资费用=2 280衣1 000伊100=228（元）

废品应负担的制造费用=1 500衣1 000伊100=150（元）

废品应负担的废品成本=510+228+150=888（元）

根据上列资料，编制“废品成本计算表”。

项目

费用总额渊元冤

费用分配率渊件冤

废品成本渊元冤

产量渊件冤

1 000

100

直接材料

5 100

5.10

510

直接人工

2 280

2.28

228

制造费用

1 500

1.50

150

合计

8 880

888

废品成本计算表

直接材料渊一次投料冤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合计

5 100

2 280

1 500

8 880

甲产品的成本资料 单位院元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阴

援 上旬窑79窑阴

废品损失=888-20元（残值）=868（元）

（2）假设 100件不可修复废品是在加工到 60豫时发生，按

成本项目分别计算应负担的废品成本为：

废品应负担的材料费用=5 100衣1 000伊100=510（元）

废品应负担的工资费用=2 280衣（900+100伊60豫）伊100伊

60豫=142援5（元）

废品应负担的制造费用=1 500衣（900+100伊60豫）伊100伊

60豫=93.75（元）

废品应负担的废品成本=510+142援5+93援75=746援25（元）

废品损失=746援25-20（残值）=726援25（元）

四尧联产品和副产品的成本分配计算公式

联产品是指用同一种原料，经过同一个生产过程，生产出

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性质和用途的产品。这些有不同性质

和用途的产品，不仅在经济上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属于企业生

产的主要目的。

企业的原材料，经过同一生产过程以后，从中分离出各种

联产品。而联产品分离这个点称为分离点。分离点前发生的成

本称为联合成本或共同成本，分离以后有的可直接销售，有的

需要进一步加工后再销售。而进一步加工的成本可称为可归

属成本。

分离前共同生产费用的归集应根据生产的特点和成本管

理的要求确定。联产品联合成本的分配，常用的有系数分配

法、实物量分配法、销售价值分配法。

（1）系数分配法。系数分配法是最简单，也是最为常用的

一种联合成本的分配方法。

所谓系数分配法，就是将各种联产品的实际产量按照事

先规定的系数，折算为相对生产量，然后将联产品的联合成本

按照各联产品的相对生产量比例来进行分配。

首先要确定分配标准，将分配标准折算成固定系数。再将

分类的各产品的产量按照系数折算出相当于标准产品的产

量，计算公式为：

某产品相当于标准产品的产量=该产品的实际产量伊该

产品的系数

计算出全部产品相当于标准产品的总产量，以此为标准

分配类内各种产品的成本。

（2）实物量分配法。采用实物量分配法时，联合成本是以

产品的实物数量为基础分配的。这里的“实物数量”可以是数

量、重量。实物量分配法通常适用于所生产的产品的价格很不

稳定或无法直接确定。其计算公式如下：

单位数量（或重量）成本=联合成本/各联产品的总数量

（或总重量）

（3）销售价值分配法。销售价值分配法是按各联产品的销

售价值的比例分配联合成本的方法。这种方法一般适用于分

离后不再加工的联产品。所谓销售价值分配法，是依据售价较

高的联产品换算成相应比例负担较高份额的联合成本理论，

目的是使这些联产品能够取得一致的毛利率。该方法弥补了

实物量分配法和系数分配法的缺点，将联合成本的分配与其

最终销售价值联系起来，按照各联产品销售价值的比例来对

分离点前的联合成本加以分摊。其中，价值可以用产品售价，

也可以用可变现净值。

联合产品分配率=待分配联合成本/分离点各联产品的

总售价（总可变现净值）

式中：

某产品的可变现净值=分离点产量伊该产品的单位售价-

分离后的该产品的后续加工成本

五尧应收账款周转机会成本计算公式

由于商业竞争的原因，赊销已成为现代企业促进销售、增

加毛利的重要手段，应收账款投资也随之产生了。企业如果能

合理利用应收账款投资这一营销策略，就会给企业带来收益，

如果运用不当，则会导致大量呆滞坏账和相关费用损失。企业

应收账款管理的核心就是要确定一个最佳信用政策，使其增

加销售所产生的边际利润超过增加应收账款投资的边际成

本。应收账款投资成本主要包括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管理成

本和坏账损失。

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是指因资金投放在应收账款上而丧

失的其他收入。如投资于有价证券便会有利息收入，这一成本

的大小通常与企业维持赊销业务所需要的资金数量（应收账

款投资额）、资金成本率有关。应收账款机会成本可通过以下

公式计算得出：

应收账款机会成本=维持赊销业务所需要的资金伊资金

成本率

式中，资金成本率一般可按有价证券利息率计算；维持赊

销业务所需要的资金数量可按下列步骤计算：

（1）计算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年赊销额/360伊平均收账天数

式中，平均收账天数一般按客户各自赊销额占总赊销额

比重为权数的所有客户收账天数的加权平均数计算。

（2）计算维持赊销业务所需要的资金。

维持赊销业务所需要的资金=应收账款平均余额伊变动

成本/销售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伊变动成本率

在上述分析中，假设企业的成本水平保持不变（单位变动

成本不变，固定成本总额不变），因此随着赊销业务的扩大，只

有变动成本随之上升。

例如，假如某企业预测的年度赊销额为 9 000 000元，应

收账款平均收账天数为 45天，变动成本率为 60豫，资金成本

率为 10豫，则应收账款机会成本可计算如下：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9 000 000/360伊45=1 125 000（元）

维持赊销业务所需要的资金=1 125 000伊60豫=675 000

（元）

应收账款机会成本=675 000伊10豫=67 500（元）

上式计算表明，企业投放 675000元的资金可维持 9 000000

元的赊销业务，相当于垫支资金的 13倍之多。这一倍数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应收账款的收账速度。在正常情况下，应收账

款收账天数越少，一定数量资金所维持的赊销额就越大；应收

账款收账天数越多，维持相同赊销额所需要的资金数量就越

大。而应收账款机会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维持赊销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援 上旬阴窑80窑

业务所需要资金的多少。

目前，西方文献中开始使用一种新的应收账款机会成本

计算方法。其公式为：如果信用政策变动预计会增加销售收

入，则：

应收账款增量机会成本=原销售收入的应收账款投资增

加额机会成本+增量销售收入的应收账款投资增加额机会成

本=原平均每日销售额伊回收期间的变动伊机会成本率+每日

增量销售收入伊新平均收账期伊变动成本率伊机会成本率=

（原销售收入衣360）伊（新平均收账期-原平均收账期）伊机会

成本率+（新销售收入-原销售收入）衣360伊新平均收账期伊变

动成本率伊机会成本率

新的计算公式与之前的计算公式的区别在于：它在计算

应收账款占用资金变动额时，对原销售和新销售的应收账款

投资额采用了不同的计算依据。在延长信用期间的情况下，公

司原销售的应收账款投资增加额是根据应收账款总额计算得

来的，而新销售的应收账款投资额等于新应收账款乘以变动成

本率。

这种计算上的差异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事实的考虑：淤如

果公司信用政策不变，公司可以按照全部销售价格提早收回

旧应收账款，而这些收回的现金可以立即用于其他资产的投

资或减少其他来源的资本。于公司在新销售的应收账款上只

投资了变动成本。至于固定成本，在假定企业还有剩余生产能

力的情况下，完全是无关成本，可以不加以考虑。

因此，只有新应收账款上的变动成本才有边际机会成本，

新应收账款投资额应按新应收账款平均余额乘以变动成本率

来计算。

在缩短信用期间的情况下，应收账款占用资金变动额也

可分为两个部分：淤公司保持的顾客因加速回收而形成的应

收账款投资减少额，该部分应收账款按原信用期须在 60天内

支付全部货款（包括变动成本、固定成本、相关费用和利润

等），现在须按新的信用期在 30天内付款，这部分提前收回的

现金可立即用于其他方面的投资，因而该应收账款投资额不

会因变动成本因素的影响而减少，应按减少的应收账款平均

余额全额计算。于由于销售收入减少引起的应收账款投资减

少额。由于缩短信用期间，公司将失去部分顾客。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的计算方法完全是从现金流量

的角度来考虑的。应收账款机会成本是企业因增加应收账款

资金占用而失去的用于其他投资所获得的收益，体现货币的

时间价值，理应以现金的过去、现在或预期流动为依据进行

计算。在当前“现金至上”的财务管理背景下，这种计算方法

更符合决策要求。

六尧企业自身发展能力评价

企业自身发展能力，是指企业通过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

用内部形成的资金来投资发展的能力。企业内部的发展资金，

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即企业的销售收入和企业降低开支而

节约的资金。

企业可动用的资金总额是企业实际收入和实际支出之

差，其数额反映企业真正拥有的自身发展能力。企业可动用的

资金总额实际上也是企业真正拥有的现金支付能力，是企业

现金支付能力的累计结存额。

在企业中，并不是所有的收入都会引起企业资金的增加，

例如，冲减已核销但未发生的坏账。同样，并不是所有的费用

都会引起企业资金的减少，如折旧费用、固定资产盘亏等，只

是在账面上计算的支出反映为利润的减少，实际上这些项目

扣减的资金仍是企业可自主使用的资金。

因此，企业可动用资金总额等于企业各项利润加折旧费、

固定资产盘亏，减未发生的坏账。企业期末自身发展能力也就

是企业可动用的资金总额，减去本期新增加的流动资金需求、

上缴所得税和年终分红之后的资金用于投资发展的能力，可

见，年终分红在分配之前也是企业可动用的发展资金。从这点

来说，企业分红越少，企业将利润用于自我发展的能力就越

强。不过在上市股份制企业，企业向股民分红越少，企业就越

难在股市上筹集到所需的资金。因此，要根据股市行情，确定

一个恰当的分红比率，这个比率要既让企业股票升值，又尽可

能地保证自身发展能力。

企业自身发展能力的计算有两种方法：

（1）以主营业务利润为基础，加上有现金收入的各项收

入，减去实际引起现金支出的各项费用，计算公式为：

企业自身发展能力=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金融

投资收入+营业外收入+固定资产盘亏和出售净损失+折旧

费+计提坏账-主营业务成本-其他业务支出-金融费用支

出-固定资产盘盈和出售净收益-上缴所得税-收回未发生

坏账

（2）以税后利润为基础，加上不实际支出的费用，减去不

实际收入的收入，计算公式为：

企业自身发展能力=税后利润+折旧费+固定资产盘亏和

出售净损失+计提坏账-固定资产盘盈和出售净收益-收回未

发生坏账

七尧企业发展能力可持续性评价

企业的发展在于可持续性。可持续性发展的财务指标分

析可以通过趋势分析法或编制趋势分析表来进行。日常用于

分析企业发展能力的财务指标主要有以下几个：

销售增长率=本年销售增长额/上年销售额伊100%

净利润增长率=本年净利润增长额/上年净利额伊100%

总资产增长率=本年总资产增长额/年初资产总额伊

100%

资本积累率=本年所有者权益增长额/年初所有者权益伊

100%

固定资产成新率=平均固定资产净值/平均固定资产原

值伊100%

三年利润平均增长率=最近三年利润环比增长率

三年资本平均增长率=最近三年所有者权益环比增长率

（摘自《不可不知的 180个财会计算公式》，经济科学出

版社 2010年 12月版，定价：3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