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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r10"> 在会计核算中，涉及往来账核算的虚假手法主

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企业利用应收及预付款账户调节产

品成本和当期损益； 二是企业有关业务人员利用应收及预付

款结算方式及其某些难以控制的薄弱环节，挪用公款谋取私

利。具体形式如下： （1）应收销货款长期挂账，购销双方

彼此渔利企业赊销商品而产生的应收账款，本应及时收回。

但购货单位为了长期占用应付货款，销售企业经销人员和财

会人员为了从购货单位谋取利益，而共谋长期拖欠货款及运

杂费，造成企业应收销货款长期挂账。例如，某企业销售人

员得知某购货单位拟购买100万元的化肥，但由于资金一时无

法筹措，需拖延付款时间。销售人员与财会人员共谋后，决

定向购货单位索取5万元使用费而延长收款。遂造成应收账款

长期挂账，而5万元落入私人腰包。 （2）坏账损失不作处理

，有意制造潜亏根据财会制度的规定，对于一般企业来说，

对因债务人破产或者死亡等原因，确实不能收回的应收账款

以及因债务人逾期偿付超过3年仍不能收回的应收账款，应及

时报主管部门审查作坏账处理；对于股份制企业来说，根据

《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有关会计处理问题补充规定》，只

有在应收账款有确凿证据证明不能收回或收回的可能性不大

，如债务单位破产、资不抵债、现金流量严重不足、发生严

重的自然灾害等导致停产而在短时间内无法偿付债务时，以

及其他足以证明应收款项町能发生损失的证据和应收款项逾



期5年以上的情况，才准予作坏账处理。但有的企业经济效益

欠佳，为了确保完成利润指标，就对应处理的坏账损失不上

报不处理，人为造成大量陈账、呆账长期挂账，以掩盖企业

潜亏真相。如某企业有一笔挂账达3年之久的应收账款，近日

获悉该往来企业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破产财产只足以抵偿

职工工资和一些相关税费。破产债权无法得以实现。该企业

本应将此笔根本收不回来的应收账款转入管理费用，但该企

业领导考虑到这样一来，势必影响到年度的利润。影响企业

的、业绩，遂决定此笔应收账款暂不转销，继续挂在往来账

上。这样的结果必会造成人为调节资产、调节利润的后果。 

（3）调整计提比例，错提坏账准备金在采用备抵法核算坏账

损失的企业，坏账准备的计提应按年末应收账款余额乘以一

定比例与坏账准备科目贷方余额作比较之后计算提取，有些

企业在不改变应收账款余额的情况下，采取人为提高或压低

提取坏账准备百分比的手法，多提或少提坏账准备，以调节

当期利润。如某企业领导“喜大好功”，为了向上级主管部

门表现自己的贡献，人为地调低坏账准备的提取比例，这样

就可以达到少计费用。多计利润的目的。还有的企业为了少

缴企业所得税，擅自调高坏账准备的提取比例，以达到多汁

费用、少计利润、偷逃税款的不法日的。根据财会制度的规

定，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作为企业的一项会计政策，提取比例

有一定的范围限制，并且变更的话要采取相应的调整方法并

应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进行披露，以让报表使用者能更清晰地

了解企业的真实情况，而一些企业在提取比例上搞虚假，足

以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 （4）调整应收账款数额，错提坏

账准备金采用备抵法核算坏账损失的企业，为了调节盈亏而



虚增或虚减管理费用，除了采用提高或压低计提坏账准备的

比率外。还采取调增或调减应收账款数额的手法，多提或少

提坏账准备金。例如，某企业当年效益非常好，但企业领导

为了给明年的任务打下伏笔，便人为地虚增年末应收账款余

额，多提取坏账准备金，多计管理费用，压低本年利润。相

反，有些企业领导为了加官进爵，搞浮夸，虚减年末应收账

款余额，少提坏账准备金，少计管理费用，调高本年利润。 

（5）利用坏帐损失转移资金，挤列费用有些企业将单位还款

不冲销往来账，而是截留并转移他处，再通过坏账损失挤列

管理费用。企业收到外单位归还的欠款后，直接从银行提出

现金转入企业“小金库”，不在银行日记涨上反映，日后再

将应收账款作为坏账处理，通过坏账损失列入管理费用。如

某企业收到某实业公司归还以前年度的欠款5万元，企业收款

后自接开出一张5万元的现金支票，提出现金后转入企业小金

库“，用于吃喝业务招待以及购买些福利用品，之后再将此

笔应收账款作坏账处理，直接转销，计人管理费用，并保持

账面的平衡。 （6）利用应收账款放贷，利息转入”小金库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企业间可以互相拆借资金，但有些企

业却利用应收账款放贷，将利息收入转入”小金库“，并称

为企业间拆借资金。如企业将收回的还款，直接转借给其他

单位，并将取得的利息收入转入”小金库“。当企业收到外

单位还欠款时。不进银行日记账，同时签发相同金额的转账

支票，有偿转借给另一个单位，对付出银行存款也不计银行

日记账。将两笔业务合并记作：”借：应收账款一一乙；贷

：应收账款一甲“的账务处理。收取利息后不记收入，直接

记入”小金库“。 （7）虚列应收账款。虚增销售收入企业



为了体现经营业绩，或为了完成承包任务，就会利用年底结

账时，人为地虚列销售收入、挂往来账、虚增利润。待下一

年初，再用红字将此笔虚列的往来账冲掉。如审计人员在审

阅某企业商品销售利润明细表时，发现该企业12月份毛利率

比其他月份高出几倍，通过洋细审查，发现该企业的笔销售

收入未结转成本，且对应的应收账款账户名经函证查无此单

位，经查问财务人员，才知是企业领导人为完成承包任务而

在年底虚增的一笔收入。 （8）应收账款的入账金额不实在

存在现金折扣的情况下，应收账款的入账金额核算有总价法

和净价法两种方式。根据我国会计制度的规定，只允许采用

总价法核算。但在实际工作中，可能出现按净价法人账的情

况，这样的结果就使企业少记正常的收入、客观上造成应收

账款入账金额不实的结果，为一些不法分子贪污提供机会。

例如，某家具商场在销售上采取的信用政策为2／10、1／20

、N／30，但其按净价法核算销售收入，这样就会少计收入

，从而影响到利润的核算。 （9）延期承兑应收票据，索取

酬金企业在经济往来中，也采取签发商业汇票进行结算，有

些人就在票据上大做文章。本已到期的应收票据，因付款方

暂无力支付，该企业便提出以”好处费“为条件，将应收票

据转入”应收账款“。如甲企业售给乙企业商品一批，价

款50万元，经双方约定收到了乙企业承兑的不带息商业汇票

，即作账务处理。商业汇票临到期时，乙企业派人与甲企业

协商，要求待资金缓解时偿还应付货款，并许诺可给有关人

员”劳务报酬“。甲企业有关人员则为谋取私利，答应对方

要求。经商定，乙企业可在一年内付讫货款，条件是按该笔

货款同期借款利息15％。向甲企业有关人员支付”好处费“



。甲企业收到”好处费“后，将到期票据转作应收账款 （10

）占用备用金，谋取私利其他应收项目主要指企业发生的非

购销活动的应收债权。对于这类应收项目，主要在”其他应

收款“账户中核算，如企业发生的各种赔款、支出保证金和

备用金等。备用余主要是企业拔给有关职能部门或有关业务

人员备作零星开支的款项。某些企业由于备用金领用和报销

制度不健全，有关人员就混水摸鱼。多领备用金或长期占用

备用金，将手中的备用金存人银行收取利息，或投资于股票

等项目，获取投资收益。有的财务人员也利用职权，私领备

用金向有关单位投资或挪作他用，捞取个人好处。 （11）利

用”其他应收款“账户从事违法违纪活动”其他应收款“账

户反映的业务较零星、复杂，也就容易为某些企业所利用。

主要形式有： ①为谋取暴利、逃避税务工商管理部门的监管

，将超出企业经营范围的业务反映在”其他应收款“账户。 

②利用”其他应收款“账户私自存放大量现金现象。违反库

存现金限额管理的规定。 ③利用”其他应收款“账户为其他

单位或个人套取现金，在一定程度上为贪污盗窃、损公肥私

大开方便之门。一般情况下，其他应收款作为企业的债权，

其占压期不能过长，但在实际丁作中，许多企业的”其他应

收款“长期挂账，造成一种不真实的会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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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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