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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月刊》2011年第 7期刊登了荣树新同志的《报账还

款时收款收据金额填写小疑问》（简称“荣文”），探讨了借款人

报账结清原借款时财务部门开具收据的两种方法。荣文案例

如下：张山原借款 2 000元购买办公用品，后凭票据报销 1 900

元，并交回余款 100元，结清原借款。荣文认为应按 2 000元

向原借款人开具收款收据，并在收据备注栏注明“单据 1 900

元，现金 100元”字样。

笔者认为该方法不妥，违背了可靠性原则。理由如下：首

先，该方法有违陈述真实性。陈述真实性是可靠性原则的重要

方面，任何一项计量或叙述，都要与其所要表达的现象或状况

一致或吻合。这就要求每一笔会计记录都要以客观的事实为

依据。财务部门收到的现金明明是 100元，却开具 2 000元的

收款收据，显然违背了陈述真实性。其次，该方法有违可验证

性。可验证性是可靠性原则的另一重要方面，要求会计信息经

得起复核和验证。在备注栏里注明“单据 1 900元，现金 100

元”也有失严谨。收到现金时，一般情况都是出纳先开收据，然

后会计入账。1 900元的报销单据往往是由会计人员审核的，

而开收据的出纳人员没有审核职能，这样出纳直接开具 2 000

元的收据是存在风险的。

因此，笔者认为应该按照荣文的第一种观点处理，即直接

开具 100元的收据即可。理由有两个：淤体现了陈述真实性。

出纳人员收 100元即开 100元收据，清晰明了。对于荣文提出

的借款人心里不踏实问题，笔者认为可这样处理：单位内部人

员需借备用金时，一般应由借款人填写借款单据。借款单据

可采用一式三联式凭证，第一联为付款凭证，财务部门作为记

账依据；第二联为结算凭证，借款期间由出纳人员留存，报销

时作为核对依据，报销后随同报销单据作为记账凭证的附件；

第三联交借款人保存，报销时由出纳人员签字后作为借款结

算及时交回借款的收据。这样，借款人持有出纳签字后的第三

联就不用担心财务部门追讨借款的问题了。于提高了会计信

息的可验证性。还款报销时：借：管理费用 1 900，库存现金

100；贷：其他应收款 2 000。荣文认为，100元的收据不足以支

撑贷方科目的记录。其实，这样的担忧是不必要的。做上述会

计凭证时，一般情况下至少要有两个附件，除了 100元的收款

收据，1 900元的报销单据也应作为必需的原始凭证附在会计

凭证后面。若采用三联式借款单据，则第二联结算联也应随报

销单据一起作为记账凭证的附件。三联式借款单据也有利于

增强会计信息的可验证性。茵

再议报账还款时

收款收据金额填写方法

河北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刘 渊 高 峰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

展，各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规

模日益扩大，交易双方的支付

方式也日趋多样化。由于现金

的使用受到诸多的限制，汇票、

本票等票据在实际应用中也有

不便之处，因此，支票以其金额

不受限制、操作便捷等成为各

交易主体间的非常重要的支付

方式。同时，随着支票业务的增

多，经济主体开具的支票因各

种原因被退回的情况也不少

见，比如，收款方没有如期到银

行办理相关手续、开票方支票

内容填写有误等。

笔者以购买固定资产（不

考虑增值税）为例来展示经济

主体（假定为企业）关于重开支

票的两种账务处理：

第一种账务处理：购买固定资产时，借：固定资产；贷：银

行存款。支票退回重开时，借：银行存款（蓝字金额）；贷：银行

存款（蓝字金额）。这种账务处理反映出来的流程是单位收到

一笔资金的同时又付出了一笔资金。该种处理虽然不会影响

银行存款的期末数，但支票退回重开业务并未增加银行存款，

这种处理违背了会计的客观性原则，也会影响单位现金流量

表中相关数据的真实性。

第二种账务处理：购买固定资产时，借：固定资产；贷：银

行存款。支票退回重开时，贷：银行存款（红字金额）；贷：银行

存款（蓝字金额）。这种账务处理的流程是先冲销之前的银行

存款减少额，因为之前的那笔资金并未真正付出而财务已经

做了支出处理，然后重新做一笔银行存款减少的会计分录。从

财务的角度来讲，这种处理和支票退回重开业务的流程是相

符的。但是根据财政部《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的要求，红字冲销

法在会计凭证中的适用前提是冲销错误的会计记录，而支票

退回并不属于这种情况，因此这种处理不符合《会计基础工作

规范》的规定。

综上所述，目前在经济主体中常见的两种处理方式都有

不当之处，笔者认为下面的方法能弥补上述两种方法的缺陷。

具体做法就是在备查账簿中做记录，不做账务处理。这种处理

从整个流程来看不会影响银行存款的期末数，也不影响银行

存款的流转数，整个过程只有一笔会计分录：借：固定资产；

贷：银行存款。这种做法没有人为导致银行存款的虚假变动，

不违背会计客观性原则。此外，这种做法避免了违背《会计基

础工作规范》的要求，同时更符合支票退回重开业务的本质。

本质上，这笔银行存款的减少不会因为支票退回重开而发生

变化，其减少在购入固定资产时就已成定局，支票退回重开的

影响仅限于增加了经济主体的相关费用（管理费用或财务费

用），而这笔费用已在购买支票当期一次性结转了。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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