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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负债表1、资产负债表的概念是反映企业某一特定日期财务

状况的会计报表。2、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方法我国企业资产负

债表各项目数据的来源，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取得：（1）

根据总账科目余额直接填列。（2）根据总账科目余额计算填

列。（3）根据明细科目余额计算填列。（4）根据总账科目

和明细科目余额分析计算填列。（5）根据报表各项目数字抵

销计算填列，以反映其净额。应注意：①资产负债表中各项

目的数字反映的是项目的余额，而不是发生额；②资产负债

表中“应收账款”项目、“预收账款”项目、“应付账款”

项目、“预付账款”项目和“存货”项目应重点掌握。（二

）利润表和利润分配表1、利润表的概念利润表是反映企业一

定期间生产经营成果的会计报表。2、利润表的编制报表各项

目主要根据各损益类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分析填列。3、利润分

配表的编制报表各项目主要根据“本年利润”科目和“利润

分配”科目所属有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一般来说

，若考题与利润表、利润分配表、资产负债表有关，首先是

编制相关业务的会计分录，然后编制会计报表。因此，考生

应注意掌握前面章节涉及的会计要素确认、计量和记录等内

容。（三）现金流量表1、现金流量表的概念现金流量表是以

现金为基础编制的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变动的报表，它反映公

司或企业一定会计期间内有关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流入和流

出的信息，表明企业获得现金和现金等价物（除特别说明外



以后所称的现金均包括现金等价物）的能力。2、现金流量表

的编制基础现金流量表是以现金为基础编制的，这里的现金

是指企业库存现金、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以及现金等

价物。3、现金流量的分类通常按照企业经济义务的性质将企

业在一定期间产生的现金流量划分为三类：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和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三类。考生应注意掌握每类现金流量的具体项目。4、现

金流量表主表中各项目的确定现金流量表主表中各项目的确

定，可通过以下途径之一取得：（1）根据本期发生的影响现

金流量的经济业务确定；（2）调整法：根据本期发生的全部

经济业务，通过对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中的全部项目进行调

整编制现金流量表。考试一般只涉及调整法，题目中给定的

资料包括：①资产负债表；②利润表；③其他有关资料。一

般来说，在调整法下，比较难理解的项目有两个，即“销售

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项目和“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项目。下面只说明按调整法如何确定这两个项

目。（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项目“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项目，反映企业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实际收到的现金（含销售收入和应向购买者收取的增值

税额）。主要包括：本期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本期收到的现

金，前期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本期收到的现金，本期预收的

商品款和劳务款等，本期发生销货退回而支付的现金应从销

售商品或提供劳务收入款项中扣除。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有关的经济业务主要涉及利润表中的“主营业务收入”项目

、“其他业务收入”项目，资产负债表中的“应交税金（销

项税额部分）”项目、“应收账款”项目、“应收票据”项



目和“预收账款”项目等，通过对上述等项目进行分析，则

能够计算确定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若上述项目的

发生额均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有关，该项目的确定则比较

容易。我们知道，报表中某项目余额的变动即为该项目发生

额的变动，因此，我们只需以销售商品、提供劳务产生的“

销售收入和增值税销项税额”为计算的起点，对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预收账款等项目进行余额变动的调整即可计算出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但由于制度的规定和企业

一些特殊的作法等原因，上述项目的发生额可能与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无关，这些发生额则要做特殊处理，可称其为特

殊调整业务。特殊调整业务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指，应

收账款、应收票据和预收账款等账户对应的账户不是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产生的“收入和增值税销项税额类”账户以及

“现金类”账户的业务（上述三个账户内部转账业务除外）

；另一种情况是指，销售商品、提供劳务产生的“收入和增

值税销项税额类”账户对应的账户不是应收账款、应收票据

和预收账款等账户以及销售商品、提供劳务产生的“现金类

”账户的业务。典型的特殊调整业务包括：①计提坏账准备

；②收到债务人以物抵物的货物；③销售业务往来账户与购

货业务往来账户的对冲，如应收账款与应付账款的对冲；④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账户中含有的视同销

售产生的销项税额，如将货物对外投资、工程项目领用本企

业产品，⑤应收票据贴现产生的贴现息等等。 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收到的现金的计算公式为：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销售商品、提供劳务产生的“收入和增值税销项税

额”＋应收账款项目本期减少额-应收账款项目本期增加额＋



应收票据项目本期减少额-应收票据项目本期增加额＋预收账

款项目本期增加额-预收账款项目本期减少额±特殊调整业务 

上述公式中的特殊调整业务作为加项或减项的处理原则是：

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和预收账款等账户（不含三个账户内部

转账业务）借方对应的账户不是销售商品提供劳务产生的“

收入和增值税销项税额类”账户，则作为加项处理，如以非

现金资产换入应收账款等；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和预收账款

等账户（不含三个账户内部转账业务）贷方对应的账户不是

“现金类”账户的业务，则作为减项处理，如计提坏账准备

业务（计提坏账准备业务，管理费用增加，应收账款减少）

等。（2）“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项目。“购买

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项目，反映企业购买商品、接

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包括支付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主要包

括：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本期支付的现金，本期支付前期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未付款项和本期预付款项。本期发生

购货退回而收到的现金应从购买商品或接受劳务支付的款项

中扣除。与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有关的经济业务主要涉及利

润表中的“主营业务成本”项目，资产负债表中的“应交税

金（进项税额部分）”项目、“应付账款”项目、“应付票

据”项目、“预付账款”项目和“存货”项目等，通过对上

述等项目进行分析，则能够计算确定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若上述项目的发生额均与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有关

，该项目的确定则比较容易。我们只需以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产生的“销售成本和增值税进项税额”为计算的起点，对

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付账款和存货等项目进行余额变动

的调整即可计算出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但由于



制度的规定和企业一些特殊的作法等原因，上述项目的发生

额可能与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无关，这些发生额则要做特殊

处理，称其为特殊调整业务。特殊调整业务是指：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预付账款和“存货类”等账户对应的账户不是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产生的“销售成本和增值税进项税额类

”账户以及“现金类”账户的业务（上述四个账户内部转账

业务除外）。典型的特殊调整业务包括：①当期实际发生的

制造费用（不包括消耗的物料），②生产成本中含有的生产

工人工资；③当期以非现金和非存货资产清偿债务减少的应

付账款和应付票据；④销售业务往来账户与购货业务往来账

户的对冲，如应收账款与应付账款的对冲；⑤工程项目领用

本企业商品等等。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的计算公

式为：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产生的“销售成本和增值税进项税额”＋应付账款项目本

期减少额-应付账款项目本期增加额＋应付票据项目本期减少

额-应付票据项目本期增加额＋预付账款项目本期增加额-预

付账款项目本期减少额＋存货项目本期增加额-存货项目本期

减少额±特殊调整业务上述公式中的特殊调整业务作为加项

或减项的处理原则是：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付账款和“

存货类”等账户（不含四个账户内部转账业务）借方对应的

账户不是购买商品、接受劳务产生的“现金类”账户，则作

为减项处理，如分配的工资费用等；应付账款、应付票据、

预付账款和“存货类”等账户（不含四个账户内部转账业务

）贷方对应的账户不是“销售成本和增值税进项税额类”账

户，则作为加项处理，如工程项目领用本企业商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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