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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r10"> 现金流量表的编制一直是会计实践工作中的难

点。现金流量表的编制方法有T形账户法、工作底稿法、分析

填列法。目前在现实中应用最多的是分析填列法。新企业会

计准则颁布实施后，现金流量表各项目的填列方法发生了变

化，尤其是“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购买商

品和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两个主要项目的填列有了较大的

不同。本文针对这两个项目进行初步分析。 一、销售商品和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基本填列公式为：本项目金额＝营业收

入＋销项税额＋（应收账款期初余额－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应收票据期初余额－应收票据期末余额）＋（预收账款

期末余额－预收账款期初余额）－坏账准备的调整金额－票

据转让的调整金额－其他特殊项目的调整金额。 （一）营业

收入的填列。 根据新的企业会计准则，营业收入为利润表第

一项。但有的营业收入不会形成现金流量：用库存商品发放

职工薪酬、用库存商品对外投资、用库存商品进行债务重组

及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等，新会计准则确认为主营业务收入。

用材料对外投资、用材料进行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等，新会计准则确认为其他业务收入。这些项目都应从营业

收入项目中扣除。 （二）销项税额这个项目应根据应交增值

税明细账填列。 贷方发生额减去借方发生额的差额。在新会

计准则的处理下：工程领用本厂商品，用本厂商品发放职工

薪酬、用本厂商品和材料对外投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



务重组等产生的销项税额，既不会产生现金流量，也不会形

成应收账款，应从销项税额中扣除。 （三）应收账款期初余

额减去期末余额。 （四）应收票据期初余额减去期末余额。 

这两个项目根据资产负债表应收账款项目和应收票据项目填

列。但只是假定期初大于期末余额的差额最终会形成现金流

量。在新会计准则下需要根据有关情况进行调整。期末余额

应加上由于债务重组减少的金额和应收账款转让换取非货币

性资产减少的金额，也应加上由于应收账款让售（带追索权

的）产生的利息费用和损失。 （五）预收账款期末余额减去

期初余额。 本项目根据资产负债表项目的期末余额和期初余

额填列。在新会计准则情况下，无法支付的预收账款批准转

销后变成营业外收入，不会形成营业收入，因而应追回，才

是正确的现金流量。 （六）坏账准备的调整金额。 本项目根

据坏账准备明细账贷方当期计提的金额填列。在新会计准则

情况下，由于所有的应收款项都可以计提坏账准备，应收利

息、应收股利、预付账款的坏账准备应剔除，只包括应收账

款和应收票据计提的坏账准备。 （七）票据贴现的调整金额

。 在现实中流通转让的商业汇票主要是不带息的银行承兑汇

票，而且主要不是贴现给银行而是转让给其他企业，因而一

般不存在贴现利息。但贴现用于支付应付账款和购货的票据

也在本项减去。 （八）其他特殊项目的调整金额。 发出商品

、售后回购、售后回租、分期收款销售、对外捐赠等特殊业

务影响销售额和销项税的情况也比较特殊，应针对具体情况

进行调整。 二、购买商品和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基本填列公

式为：本项目金额＝营业成本＋进项税额＋（应付账款期初

余额－应付账款期末余额）＋（应付票据期初余额－应付票



据期末余额）＋（预付账款期末余额－预付账款期初余额）

＋（存货期初余额－存货期末余额）－职工薪酬调整项目＋

坏账准备调整项目－其他特殊事项调整项目 （一）营业成本

。 本项目根据利润表项目填列，为主营业务成本和其他业务

成本之和。在新会计准则情况下，用本厂产品对外投资、工

程领用本厂产品、用本厂材料对外投资、债务重组、非货币

性交换产生的主营业务成本、其他业务成本等应予以剔除，

分别计入投资活动引起的现金流出量。 （二）进项税额。 本

项目根据应交增值税明细账借方分析填列。借方的出口退税

、进项税额转出应予以减除。债务重组、非货币性交换产生

的进项税额不应包括在内。 （三）应付账款期初余额减应付

账款期末余额。 （四）应付票据期初余额减应付票据期末余

额。 这两个项目根据资产负债表期初期末余额填列。当期确

实无法支付批准转入营业外收入的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应加

回。通过债务重组方式冲减应付账款、应付票据由于没有减

少现金流量，也应加回。 （五）预付账款期末余额减去预付

账款期初余额。 本项目根据资产负债表期初期末余额填列。

当期计提的坏账准备应予以加回。若预付账款中含有预付的

工程款，应予以剔除。 （六）存货期末余额减去存货期初余

额。 本项目根据资产负债表中期末期初余额填列。由于存货

业务的复杂性，在填列现金流量表时需要调整的项目相对比

较多，调整时应注意： 1．当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应予以

加回。 2．代理业务资产和代理业务负债应相互抵销后填列

。 3．当期盘亏、毁损、发生非正常损失的存货应予以加回

。 4．通过债务重组、非货币性交换得到的存货，由于没有

引起现金流出，在计算现金流出量时应予以减除。 5．当期



盘盈、工程物资转入等增加的存货计算时也应予以剔除。 （

七）职工薪酬的调整项目。 期末生产成本、自制半成品、库

存商品明细账中的职工薪酬，尽管已经支付现金，由于需要

在现金流量表中单列，因此应从存货项目中扣除。本项目可

以根据已售商品成本和未售成本的比例分配薪酬。 （八）坏

账准备调整项目。 在新会计准则下，由于预付账款也计提坏

账准备，故应予以加回。 （九）其他特殊调整项目。如工程

领用的存货等。 【把会计从业加入收藏夹】★【更多资料请

访问百考试题会计从业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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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