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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尧 理 论 综 述

现金流量表是用来反映企业一定期间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流入和流出情况的报表，它表明了资产负债表现金形成的过

程，同时也揭示了利润表中净利润的质量。在当前国际国内经

济、金融环境急剧变化的情况下，企业倾向“现金为王”的财务

理念，现金流量表由于能帮助信息使用者客观评价和预测企

业获取现金的能力，成为财务分析和决策的一个重要依据。

在现行财务报表体系里，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所有者

（股东）权益变动表都以权责发生制为编制基础，会计账簿体

系也是建立在权责发生制基础上的，很显然以收付实现制作

为编制基础的现金流量表不能直接根据会计账户的发生额来

填列。分析法作为注册会计师考试辅导教材《会计》中重点推

荐的一种方法（又称为CPA分析法），它以资产负债表和利润

表数据为基础，然后结合一些特殊业务的“会计账户和会计分

录”数据进行分析填列，实现了会计数据从权责发生制到收付

实现制的转换。对于大中型企业来讲，由于业务量较大比较复

杂，所以理解并掌握编制现金流量表的分析法尤为重要。

二 尧分 析 法 的 运 用 讲 解

现金流量表三大活动（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

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代表了企业持续获取现金的能

力，是企业最为倚重的，它的数据正确与否影响重大。因此笔

者以“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和“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两个涉及业务较多且容易出错的项目为例，借

助会计分录来阐述分析法的具体运用。

（一）“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填列

分析法计算公式可以概括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营业收入垣本期发生的增值税销项税额垣应收账款减少

数（或原应收账款增加数）垣应收票据减少数（或原应收票据增

加数）垣预收账款增加数（或原预收账款减少数）依特殊调整业

务。

企业无论是销售商品还是提供劳务最终都要确认收入，

因此该公式以利润表中的营业收入为基数进行计算，可以把

该公式分成三个部分来理解，并概括为“一个假设两个调整”：

1. 一个假设。它假设凡是当期的营业收入和增值税销项

税额全部收到了现金，假设会计分录为：

（1）借：银行存款（库存现金等）；贷：主营业务收入（其他

业务收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因此得出公式第一部分：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营业收入垣本期发生的增值税销项税额。

2. 第一次调整。在此基础上调整与假设不一致的业务。

即当销售时确认了收入但没有收到现金的业务调减，前期销

售本期收到现金的业务因为未在本期确认收入，因此应调增。

正常情况下企业因销售而未收到现金的会计分录为：

（2）借：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收账款）；贷：主营业务收

入（其他业务收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由于该笔分录与假设分录（1）借方不一致，所以当应收账

款（应收票据）增加或预收账款减少时应在基数上调减。正常

情况下前期销售本期收到款项业务的会计分录为：

（3）借：银行存款（库存现金等）；贷：应收账款（应收票据，

预收账款）。

该笔分录贷方与假设分录（1）贷方不一致，即收到了现

金，但没有包含在假设基数里，因此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减少

或预收账款增加应调增。

经过第一次调整，得出公式第二部分：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垣应收账款减少数（或原应收账款增加数）垣应

收票据减少数（或原应收票据增加数）垣预收账款增加数（或原

预收账款减少数）

3. 第二次调整。在第一次调整的基础上，主要对实际业

务中与（2）（3）两笔业务分录不一致的作为特殊业务调整：

（4）本期补提的坏账准备：借：资产减值损失；贷：坏账准

备。该笔分录与（3）借方不一致，坏账准备增加（即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减少）但并没有现金流入，由于应收账款（应收票据）

减少在第一次调整时已认为收到现金调增了，因此第二次调

整时（4）应作为特殊业务调减。

（5）本期冲销前期多计提的坏账准备：借：坏账准备；贷：

资产减值损失。该笔分录与（2）贷方不一致，坏账准备减少（即

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增加），但并未计入收入，因此应在第一次

调整基础上调增。

运用“分析法”讲解现金流量表填列

李立成

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4冤

【摘要】本文以分析法为例，借助大家熟悉的会计分录并结合案例来具体、直观地讲解现金流量表中常见的两个容易

出错的重要项目的填列方法，以期为初学者找到一条理解现金流量表编制原理和方法的捷径。

【关键词】现金流量表 注册会计师 CPA分析法 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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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不附追溯权的票据贴现：借：银行存款，财务费用；贷：

应收票据。贴现涉及的财务费用应调减，原理同（4）一样。

（7）债务重组中收到非现金资产：借：库存商品，应交税费

一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贷：应收账款（应收票据）。

此类业务应调减，原理同（4）一样。其他特殊业务的调整

思路也和（4）类似。经过第三次调整得出公式的第三部分：销

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依特殊调整业务。

经过以上调整处理后，得出前面给出分析法的销售收现

最终公式。公式中营业收入来自利润表，应收账款、应收票据、

预收账款的增加数或减少数分别根据资产负债表中三个项目

的期末余额与年初余额的差额分析填列，增值税销项税和其

他特殊调整业务可根据相关账户明细记录分析填列。

案例：甲公司采用备抵法计提坏账准备2010年度有关资

料如下：淤应收账款项目：年初数110万元，年末数70万元；

于应收票据项目：年初数80万元，年末数120万元；盂预收款项

项目：年初数80万元，年末数50万元；榆营业收入2 100万元；

虞明细账：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58.7万元

愚其他有关资料为：本期冲减前期多计提的坏账准备8万元；

本年收回上年度核销的坏账4万元；商业承兑汇票（即应收票

据）贴现使“财务费用”账户产生借方发生额2万元；在建房屋

领用本企业自产产品，该产品账面成本7万元，计税价格10万

元，产生增值税销项税额1.7万元；收到客户用23.4万元的商品

（价款20万元，增值税3.4万元）抵偿前欠账款28万元。

案例分析（用分析法计算）：

淤本年度收回上年度核销的坏账应做两笔会计分录：借：

应收账款4万元；贷：坏账准备4万元。借：银行存款4万元；贷：

应收账款4万元。第一笔分录借贷相抵不需要调整，第二笔分

录属于应收款的正常业务，也不需要调整。即在分析法下核销

上期收回的坏账不需要作为特殊业务调整。

于在建工程领用商品，会计分录为：借：在建工程8.7万

元；贷：库存商品7万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7万元。销项税并未收到现金，因此应作为特殊业务，从基数

（增值税销项税额）中调减1.7万元。

盂根据分析法计算公式，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2 100+（358.7原1.7）+（110原70）原（120原80）原（80原50）+8原

2原28=2 405（万元）。

（二）“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填列

分析法计算公式可以概括为：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越营业成本垣本期发生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垣存货增加数

（或原存货减少数）垣应付账款减少数（或原应付账款增加数）垣

应付票据减少数（或原应付票据增加数）垣预付账款增加数

（或原预付账款减少数）特殊调整项目。

企业采购的材料经过加工、生产最终通过销售计入营业

成本中，因此该公式以利润表中的营业成本为基数进行计算，

并可分解为四个部分，并概括为“一个假设三个调整”。

1. 一个假设。它假设凡是当期计入营业成本和增值税进

项税额的账款全部支付了现金，假设分录为：

（1）借：主营业务成本（其他业务成本），应交税费———应

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贷：银行存款（库存现金等）。

因此得出公式的第一部分：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越营业成本垣本期发生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2. 第一次调整。在此基础上，凡与假设一致的业务不用

调整，只需调整与假设不一致的业务，实际上就是要调整与假

设分录不一致的业务。正常情况下企业采购存货会计分录为：

（2）借：原材料（库存商品等），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贷：银行存款（库存现金等）。

由于该笔分录借方为存货，与假设分录（1）借方不一致，

即采购支付了现金却没有包含在基数营业成本中，所以存货

的增加应在基数上调增。正常情况下销售时需结转销售成本：

（3）借：主营业务成本（其他业务成本）；贷：库存商品（原

材料等）。该笔业务与假设分录（1）贷方不一致，即营业成本增

加但没有支付现金，因此存货减少时应在基础上调减。

经过第一次调整后得了公式的第二部分：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越垣存货增加数（或原存货减少数）。

3. 第二次调整。在假设和第一次调整基础上，调整与（2）

和（1）会计分录不一致的业务，正常情况下赊购和预付款采购

业务分录为：

（4）借：原材料（库存商品等），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贷：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付账款）。

该笔业务与（2）贷方不一致，即存货增加但没有支付现

金。由于第一次调整认为存货增加都支付了现金从而存货增

加调增，所以此笔业务应调减，即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增加、

预付账款减少时应在基数上调减。

（5）借：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付账款）；贷：银行存款（库

存现金等）。该笔付款业务与假设分录（1）借方不一致，本笔业

务作为前期采购业务在本期支付了现金，但却未包含在基数

营业成本中，因此应调增，即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减少、预付

账款增加应调增。

经过第二次调整后得了公式的第三部分：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越垣应付账款减少数（或原应付账款增加数）垣

应付票据减少数（或原应付票据增加数）垣预付账款增加数

（或原预付账款减少数）。

4. 第三次调整。在前面两次调整的基础上，再调整与（2）

（3）（4）（5）会计分录不一致的特殊业务。

（6）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业务，借：资产减值损失；贷：存货

跌价准备。与（3）借方不一致，存货跌准备增加（即存货减少）

并未计入营业成本。由于（3）对于存货减少在基础数上调增

了，所以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应调增。

（7）存货价值恢复，借：存货跌价准备；贷：资产减值损失。

该笔业务与（2）贷方不一致，即存货增加并没有付现，因

此本期恢复存货跌价准备的业务应调减。

（8）债务重组业务，借：应付账款（应付票据）；贷：长期股

权投资，投资收益，营业外收入。该笔业务与（5）贷方不一致，

即债务重组业务导致债务人并未支付现金，应调减。其他特殊

调整业务的处理思路与此类似。经过第三次调整得出公式的

第四部分：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越特殊调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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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源计划（ERP）是指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以系

统化的管理思想，为企业决策层及员工提供决策运行手段的

管理平台。ERP实行财务与业务、财务与供应链、销售链的一

体化管理，它的实施对会计工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会计人

员的素质和工作技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等院校的会计

教育应当主动适应这一重大变革，修订和完善相关课程的教

学体系和教学内容。

一 尧ERP的 实 施 对 会 计 工 作 的 影 响 分 析

1. 改变了会计信息的收集与处理方式。在传统的会计工

作模式下，企业的财务会计部门根据各采购、生产制造、销售

等业务部门提供的原始单据集中收集，进行会计确认和计量，

填制和审核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编制各种会计报表，形

成会计信息。

2. 改变了会计信息的存储空间。在传统的管理信息系统

中，企业的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是相互分离的，采购、生产制

造、销售等部门在完成相应经济业务时做出物流信息，财务会

计部门主要采集各部门经济业务的货币信息，做出资金流和

会计信息流。这时，会计信息孤立于业务信息和其他管理信息

基于ERP的会计实验教学体系构建

高 云 杨隽萍

渊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杭州 310018冤

【摘要】ERP作为企业管理的先进工具，为企业加强管理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平台，ERP的实施不仅对企业管理带来了

巨大的变化，对会计工作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从ERP环境对会计实验教学的新要求出发，分析了现阶段会计学专业

实验教学模式的不足，提出了基于ERP的会计实验教学体系的构建思路并指出了实践该体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关键词】企业资源计划 会计实验 教学体系

经过以上调整处理后，得出前面给出分析法的采购付现

最终公式。公式中营业成本来自利润表，应付账款、应付票据、

预付账款的增加数或减少数分别根据资产负债表中三个项目

的期末余额与年初余额的差额分析填列，增值税进项税和其

他特殊调整业务可根据相关账户明细记录分析填列。

案例：甲公司2010年度有关资料如下：淤应付账款项目：

年初数90万元，年末数130万元；于应付票据项目：年初数70万

元，年末数50万元；盂预付账款项目：年初数80万元，年末数

100万元；榆存货年初数75万元，年末数65万元；虞主营业务成

本2 300万元愚明细账：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40万元舆其他有关资料：用固定资产偿还应付账款10万元；生

产成本中直接工资项目含有本期发生的生产工人工资费用55

万元；本期制造费用发生额为60万元，其中消耗的物料为20万

元，应付工资30万元，累计折旧10万元；工程项目领用本企业

产品，账面成本22万元，市场价格30万元，增值税率17%。

案例分析（用分析法计算）：

淤生产成本中含有生产工人工资费用，会计分录为：借：

生产成本55万元；贷：应付职工薪酬55万元。

由于生产成本的余额在会计中入资产负债表存货项目，

在该业务中存货增加并未付现，因此在基数上调减55万元。

于制造费用会计分录为：借：制造费用60万元；贷：原材料

20万元，应付职工薪酬30万元，累计折旧10万元。

其中制造费用与原材料（20万元）若有余额均会计入存货

项目，借贷相抵不调整。但制造费用另外40万元并未支付现

金，因此应调减。

盂工程领用存货，会计分录为：借：在建工程27.1万元；

贷：库存商品22万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5.1万元。存货减少，但对应的不是主营业务成本科目，因此应

作为特殊项目调增22万元。

榆根据分析法计算公式，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2 300+40原（130原90）+（70原50）+（100原80）原（75原65）原10原

55原40+22=2 247（万元）。

三 尧 结 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借助会计分录来解释现金流量表编

制的分析法原理主要有以下优势：淤会计分录简单明了，容易

被初学者和实务工作者接受；于会计分录反映了企业实际业

务的情况，利用会计分录来理解现金流量表的编制方法，其本

身就充分说明了现金流量表不管采用什么方法编制，其数据

仍然是以企业实际经济业务为基础的，能让信息使用者准确

地把握现金流量表的实质；盂文中的分析思路同样适用于现

金流量表其他项目利用分析法计算填列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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