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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管理新视角：业务应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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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管理主要是基于财务报表上的应收账款余额进

行的，但财务报表所反映的情况并不全面，其中按照合同约定

到期的预收款、发货前款、发货后未开票的验收后款和调试后

款很少在财务账簿上显示。另外，财务账面上所记录的应收账

款很难区分是否到期。

根据权责发生制原则，企业取得应收账款的权利时即应

确认相应的债权，也即企业与买方签订合同后，就取得了对预

付款的应收权利，企业完成合同中约定的相关产品的生产任

务后同时就取得了对发货前款的应收权利。但是，从收入的角

度来讲，产品本身的所有权尚未转移，企业没有开立发票，不

能确认收入。

一、财务应收与业务应收的区别

会计上的应收账款是以销售收入确认的时间为确认依

据，在确认收入的同时确认相应的应收债权。销售商品的收入

应该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才能予以确认：一是企业已将商品所

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买方；二是企业既没有保

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不再对售出商品实

施有效控制；三是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四是相关的经

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五是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

能够可靠地计量。

这样根据收入确认的应收账款在管理上就存在两种困

境：一种困境是，对于应该作为企业应收款进行管理的按照合

同进度应收买方的预付款、发货前款等，这些款项在财务上不

具备开立发票和确认收入的条件，一般会被疏于管理；另一种

困境是，财务上开立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应的收入确认为对

客户的应收账款。但是通过与合同上约定的支付条件进行比

较，我们会发现，并不能完全按照开票金额计算账龄和管理应

收账款。然而从财务角度来看，既然向客户开立了全额增值税

发票，就应该从客户那里收到全部金额。

为了帮助企业走出应收账款的管理困境，我们另外定义

了业务应收款，以区别于财务上的应收账款。即在合同生效

后，按照合同上所描述的应收金额和到期时间，分别将每笔款

项作为业务应收款进行管理，之后再随着合同的执行进度对

这些业务应收款的到期时间进行随时更新。以笔者所在的单

位为例，有超过 80%的销售合同与买方约定的付款方式为非

一次性全额收款，根据经验，我们将业务应收款分为预收款、

发货前款、验收后款、调试后款和质量保证金五个类别。

业务应收更好地体现了权责发生制原则，事先按照到期

时间进行确认，以分别管理到期和未到期的应收款；而财务应

收则侧重于收入实现后根据发票确认的全额应收款项记录。

从现实情况来看，业务应收能够更真实地反映企业的应收账

款情况，有利于企业督促买方按照合同履行支付义务。如果要

把业务应收纳入财务范畴，则可以在确认业务应收款的时候，

将相应的金额暂列为主营业务收入下的“待实现收入”，这对

现行会计准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二、利用 ERP系统管理业务应收款

业务应收款的管理基础是在合同签订后即根据合同所描

述的支付条件和支付日期确认应收款。业务应收款的确认有

利于企业按照应收款类别进行管理，同时要求企业实时更新

应收款的到期日，以便对应收款进行准确的控制和管理。

通过 ERP系统进行业务应收款的管理，需对财务模块下

的应收模块进行改进，参照用友 ERP-U8系统中的应收模块

和合同管理模块，首先需要在合同管理模块中建立合同档案，

然后根据合同条款录入合同的收款计划，其中包括预计收款

日期、收款比例、收款金额、结算方式和收款条件。由于结算方

式不作为应收管理的重点，我们在新系统中将其更改为收款

类别，即分为预收款、发货前款、验收后款、调试后款和质量保

证金。收款计划中的每一条记录将自动生成一个收款计划单。

系统设计某一笔应收款在没有核销前可以无条件进行修正，

一旦有部分核销或整体核销后，则必须先取消核销才能进行

修正，但是修正后必须再次执行核销。财务上将收款计划单视

同形式发票进行管理。

收款计划录入系统后即标志着已经进入企业的应收款管

理程序，每天由业务部门派专人在系统中抽取到期应收款的

业务单，并通过 E-mail发给相关的业务员。由业务员分别与

客户进行沟通和确认，如果因为合同双方的其他问题变更了

合同的交货期，则由业务员提供证据后修改业务应收单。

当财务部门实际收到客户的回款后，在系统中手工录入

一个收款单，通过 ERP系统设置自动核销，核销时由系统自

动搜索待核销单据，按照收款单上的客户名称和合同编码自

动匹配核销，不同的应收款类别下按照预计收款日期到期的

顺序核销。

在统计分析过程中，经过核销的应收单集中反映了未收

回款项，可通过报表查询到期应收款，也可按照部门、业务员

分析到期应收款。根据未到期的应收账款数据可以清楚地预

计未来的现金流入。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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