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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aizi"> 应收账款是指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业务

，应向购货或接受劳务单位收取的款项，是企业因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等经营活动所形成的债权，主要包括企业出售产

品、商品、材料、提供劳务等应向有关债务人收取的价款及

代购货方垫付的运杂费等，是企业流动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因应收账款发生较频繁，范围大，且往来单位分散，在

实际工作中，容易被人忽视。更主要的是需防范应收账款中

的舞弊行为。 一、应收账款的舞弊表现 （一）设置账户时浑

水摸鱼 主要表现为：1.有的单位不设应收账款明细账，将各

种债权都记入应收账款总账，达到无法核实债权人的目的

；2.有的单位把往来款项均记入该账户，其目的是掩盖不正

常的经营活动。 （二）会计核算时混淆黑白 主要表现为：1.

混淆应收账款的核算内容和使用范围，从而影响核算内容的

正确性；2.有的单位将不属于应收账款的经济业务列作应收

账款处理。如将应收票据列作应收账款业务；3.有的单位虚

构应收账款业务，虚增收入，虚增利润，粉饰经营业绩。如

有的单位为完成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年度主要经济指标（销

售收入，上缴税金及利润）往往会通过“应收账款”科目虚

增销售达到这一目的，最后导致年度或当期的会计报告期的

损益表反映的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虚增。4.有的单位发

生了应收账款业务，却不进行核算，虚减收入，虚减利润，

达到偷漏税金的目的；5.有的单位销售商品已取得货款，却



列作应收账款，将货款予以贪污或挪用。6.有的单位移花接

木将长短期投资收益纳入应收账款核算以达到偷税的目的。 

（三）到期收回时消极对待 “应收账款”是企业为了反映和

监督应收账款的取得及款项回收情况而设置的一个账户。按

现行制度规定应收账款应在一年内收回，但在实际工作中，

主要表现为：1.有的单位的经办人为了谋取私利，不积极组

织催收，收取了对方好处费后故意到期不回收，长期挂账

；2.还有的单位故意将已收回的“应收账款”不按规定及时

结转，长期挂账，达到挪用收回款项的目的。 （四）选择方

法时暗渡陈仓 在现金折扣的情况下，应收账款的入账金额应

采用总价法，即应收账款按未抵减销货折扣前的总额作为入

账金额。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单位往往采取净额法入账，以

达到推迟纳税的目的。 （五）上下年结转时采取“空中飞”

手段 所谓“空中飞”是指单位在本年度结束时，将某账户或

几个账户的余额分解或合并到下年度新账的几个或一个账户

中去，不必进行账务处理就可以达到某种目的的违纪行为。

如：某企业拨给食堂的 50 000元款项（实际是招待费支出）

，本应在有关费用中列支，但却记入“应收账款”明细科目

（企业内部往来账项应记入“其他应收款”），到年底结转

新账时，将此款项的余额合并到“在建工程”科目余额，而

新账中“应收账款”明细科目也无此项记载，这样经过“空

中飞”手段，便将这笔招待费支出列在基建成本中了。 （六

）处理坏账损失时换质移位 主要表现为：1.核销坏账损失时

不履行手续，即会计人员没有经过批准就擅自核销坏账损失

；2.随意变更坏账损失处理方法，直接转销法和备抵法混用

；3.备抵法下，人为扩大计提范围和计提比例，以达到多提



坏账准备，多列管理费用，偷逃所得税的目的；4.年末或定

期调整坏账准备金额时不考虑坏账准备的实有余额；5.不按

坏账确认的标准确认坏账发生，如将预计可收回的应收账款

作为坏账处理，将本该确认为坏账的应收账款长期挂账，造

成资产不实；6.收回已转销的坏账时，不增加“坏账准备”

，而是作为“营业外收入”或“应付账款”或不入账，作为

内部“小金库”处理或贪污私分。 二、应收账款业务控制审

计 及时对应收账款业务控制审计，为实现应收账款审计目标

打下坚实的基础。应收账款业务控制审计具体包括： （一）

对应收账款签订合同控制的审计 在交易之前与购货方订立详

细的购销合同；应收账款购销合同经过公证部门鉴证后，将

合同副本（或复印件）送交会计和仓库部门，据以检查核对

，办理结算和发货业务。 （二）对应收账款资信调查控制的

审计 企业向社会信用咨询机构查询购货方信用情况；建立动

态的客户管理系统，负责客户的信用调查、组织信用评估；

根据客户的信用情况确定货款的结算方式，决定是否赊销及

赊销的金额等。 （三）对应收账款核准控制的审计 “核准”

环节是对应收账款形成源头进行的控制，是一个主要控制点

，控制这一环节有助于避免不良债权的形成。赊销商品经过

单位负责人或授权核准人员的核准才能签订销货合同；对于

单位接受客户的票据，要经过会计主管人员的审批；需要贴

现应收票据时应经过主管人员的审批；应收票据的背书转让

也应经过必要的审批手续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