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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行最佳现金持有量模式存在的缺陷

最佳现金持有量的计算公式是：最佳现金持有量=平均

每日需要量伊现金周转期，其中，现金周转期=平均存货期限+

平均应收账款天数-平均应付账款天数。它存在以下两点缺

陷：淤没有把库存现钞和银行活期存款区别开来。用上述公式

算出来的现金持有量是为购买原材料等大宗开支而准备的资

金，所以只能是银行活期存款的持有量。除此之外，企业还要

为日常零星开支准备一些现钞，主要用于购买办公用品、支付

差旅费等。这些开支一般不能赊账，无所谓“应付款、应收款”，

所以上述公式对它们不适用。于用上述公式算出来的是一个

常年固定不变的绝对值，要使现金天天都保持这个数额是做

不到的。无论是现钞还是活期存款，其持有规律是：刚获得时

持有量最高，以后随着开支而逐渐下降，直到持有量降到最

低，补充后持有量又上升至最高点。现金持有量在最高、最低

点之间，以平均持有量为中心上下波动，每天的最佳现金持有

量都不相同，而且呈递减规律，所以最佳现金持有量不能是一

个绝对不变的数值，而应当是一个区间。

二、改善最佳现金持有量模式的意见

1援 库存现钞最佳持有量的计算及日常管理。

保险性现钞限额（最低限额）=平均每日需要量伊保险天

数 （1）

周转性现钞限额=平均每日需要量伊库存现钞周转天数

（2）

最高现钞限额=最低限额+周转性限额 （3）

平均现钞限额=最低限额+周转性限额/2 （4）

周转性现钞是指维持正常零星开支所需要的现钞，它一

般从活期存款中提取，用完再提取，不断周转。保险性现钞是

为应付突发事件而准备的最低限度的现钞。一个企业不可一

日无现钞，企业不能等现钞用得一分不剩才去提现，而是在现

钞快用完了时就去提现。尚未用完的现钞就是保险现钞储备，

它也就是现钞持有量的最低界限。它加上周转性持有量是最

高持有量，超过这一点以上的持有量是多余的，把它存入银

行。平均持有量是现钞上下波动围绕的中心，不能把它误解为

唯一合理的最佳现金持有量。实际持有量只要在最低、最高限

额之间，都是最佳持有量。

公式（1）、（2）中平均每日需要量比较稳定，根据以往、最

近和对未来几天需要量的预测来确定。现钞周转天数是指从

银行提取现金的间隔天数，根据企业距离银行的远近、提现方

便程度决定，一般为 3 ~ 5天。保险天数也可根据提现方便程

度决定，一般为一两天。

例 1：某企业维持日常零星开支平均每天需要现钞 1万

元，机动天数为 1天，平均每 3天提现 1次。那么周转性现钞

限额=1伊3=3（万元），保险性现钞现额（最低限额）=1伊1=1（万

元），最高限额=1+1伊3=4（万元），平均限额=1+3/2=2.5（万

元）。第一天早上刚提现时的最佳持有量是 4万元，下午下班

前的持有量为 3万元。第二天末的最佳持有量为 2万元，第三

天末的最佳持有量为 1万元，第四天早上又恢复到 4万元，如

此循环往复，图像见图 1。

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现钞收支额、提现间隔天数都不是固

定不变的，因此每天的最佳持有量不能规定得那么死，只要不

超过最高限额，不少于最低限额，都可以认为是最佳的，不必

加以调整。实际经济生活中的最佳现钞持有量图像见图 2。最

佳现钞持有量要根据实际需要量的变化灵活调整，调整策略

有三种：淤定时不定量，即提现间隔天数固定，每次提现量根

据需要灵活掌握，适合距离银行较远的企业。于定量不定时，

即每次的提现量是相等的，但提现间隔时间灵活调整，适合离

银行较近的企业。盂不定时不定量，适用于现钞收支变化较大

的企业。

2援 银行活期存款最佳持有量的计算及日常管理。银行活

期存款也属于广义现金，定期存款属于投资不属于现金。活期

存款最佳持有量也应当是一个区间，而不是一个常年不变的

固定的数值，道理同前。

最低限额=周转性现钞限额（一次提现量）

周转性限额=平均每日需要量伊（平均存货期限+平均应

收账款天数-平均应付账款天数）

最高限额=最低限额+周转性限额

平均限额=最低限额+周转性限额/2

活期存款最少要能保证一次的提现需要，所以这个量为

最低限额。它一般是一个常量，不参与周转。其余的存款不断

图 1 理论最佳现钞持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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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转，因此叫做“周转性存款”。当由于销货款到账等原因存

入款项时，活期存款余额最高，因此最高限额等于最低限额

与周转性限额的和。大宗开支和零星现钞开支不同，不是天

天发生，在未支付前保持原有水平，支付后大幅垂直下降，各

种大宗开支在时间上是错开的，因此其图像呈梯形下降，见

图3。

以上假定活期存款的收支、周转期都是固定的。但在实际

经济生活中，这二者经常处在变动中。另外，活期存款和现钞

还有一点不同：当企业生产经营多种产品时，各种产品的现金

流入流出日期、金额和周转期不一致，从而活期存款资金运动

不像上面说得那么有规律，因此，活期存款的实际运动图像应

当是图 4。

如果活期存款达到或低于最低限额，就得赶紧组织收入，

如催收应收款。如果来不及，可紧急借款。如果活期存款余额

高于最高限额，超出部分要不要买卖股票，要视股市行情、投

资风险和收益决定，如果没有把握，可买卖债券或转为定期存

款。这样，就可以使活期存款经常保持在“够用不多余”的合理

区间中。绝不可一有闲置立即买入股票。

3援 广义现金（即货币资金，包括活期存款）周转模式。如

果把库存现钞和活期存款统一起来，整个货币资金最佳持有

量区间应当是：

最低现金限额=最低现钞限额+最低活期存款限额

周转性现金限额=周转性现钞限额+周转性活期存款限

额

最高限额=最低现金限额+周转性现金限额

平均限额=最低现金限额+周转性现金现额/2

图像也分为规则和不规则两种，分别见图 5和图 6。从这

两个图像可以看出，现钞和活期存款周转期相差很大，变化也

不一致，应当分别描述其曲线和图像。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后续年度

内部交易抵销处理探讨

钱娟萍

渊 浙 江 财 经 学 院 杭 州 310018冤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是指参与合并的企业在合并前后

均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方最终控制且该控制并非暂时性的。

在我国的高级财务会计教材及注册会计师考试辅导教材中一

般将投资与被投资的抵销与其他内部交易分开章节介绍，并

且一般假定没有税收的问题，所以很多学习者不了解在会计

实务中该如何处理。

本文主要介绍在同一控制下的合并报表中，涉及母子公

司间的以前年度的存货的顺逆销、固定资产的内部交易事项，

在合并日后的后续年度，合并报表的工作底稿中抵销分录的

处理，同时介绍了母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在工作底稿中由成

本法调整到权益法的处理，最后，介绍投资与被投资的抵销，

以使广大会计工作者有一个全面了解。

渊一冤

假定：子公司在合并日 2008年 12月 31日的账面所有者

权益总额为 35 000 000元，其中：股本 20 000 000元，资本公

积 10 000 000元，盈余公积 3 000 000元，未分配利润 2 000 000

元。

母公司支付银行存款 29 000 000元，取得子公司 80%的

控制权。

母公司在 2009年度实现净利润 20 000 000元。

子公司在 2009年度实现净利润 10 000 000元，提取法定

公积金 1 000 000元，向股东分派现金股利 6 000 000元。子公

司因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

的金额为 10 000 000元。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投资采用成本法

图 3 理论活期存款最佳持有量 图 4 实际活期存款最佳持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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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理论货币资金最佳持有量 图 6 实际货币资金最佳持有量

其中院a院现金保险储备曰b院银行存款保险余额曰c院周转性

现钞持有量曰d院周转性存款余额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