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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章在考试中的地位  1．本章在考试中的地位：本章在

考试中居于重要地位，重点是现金流量表的编制；对于资产

负债表和利润及利润分配表，主要考报表的调整，但报表的

编制是基础，应熟练掌握。 2．本章内容无变化。 3．本章复

习方法：在熟练掌握本章内容后，与会计政策变更、重大会

计差错更正、日后事项中的报表调整相结合；与合并报表的

编制相比较。 二、本章考点精讲 【考点一】资产负债表的编

制（掌握） 1．排列规律 资产负债表的排列规律是：资产方

按流动性的大小排列，流动性大的排在前头，流动性小的排

在后头；权益方按偿还期的长短排列，偿还期短的排在前头

，偿还期长的排在后头，最后是不用偿还的资本。 2．编制

中应注意的问题 （1）存货项目：反映各种存货的可变现净

值，企业应根据“物资采购”、“材料成本差异”、“原材

料”、“低值易耗品”、“包装物”、“委托加工物资”、

“自制半成品”、“生产成本”、“库存商品”、“发出商

品”、“分期收款发出商品”、 “委托代销商品”、“受托

代销商品”、“代销商品款”等科目计算出存货的账面余额

后，减去“存货跌价准备”，即为存货净额，填入“存货”

项目。 （2）应收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账款、预付账款等

项目的编制： ①购销两条线要分开，销售时，与“收”有关

；购进时，与“付”有关。 ②借贷记账法下，借方余额表示

资产，贷方余额表示负债。故： 应收账款项目：应根据“应



收账款”、“预收账款”明细科目的借方余额合计填列； 预

收账款项目：应根据“应收账款”、“预收账款”明细科目

的贷方余额合计填列； 应付账款项目：应根据“应付账款”

、“预付账款”明细科目的贷方余额合计填列； 预付账款项

目：应根据“应付账款”、“预付账款”明细科目的借方余

额合计填列。 [例]2004年12月31日，某公司有关账户余额如

下：应收账款甲，借方余额1万元，应收账款乙，贷方余额2

万元；预收账款丙，借方余额3万元，预收账款丁，贷方余

额4万元；应付账款A，借方余额5万元，应付账款B，贷方余

额6万元；预付账款C，借方余额7万元，预付账款D，贷方余

额8万元。则： 应收账款项目=1 3=4（万元） 预收账款项

目=2 4=6（万元） 应付账款项目=6 8=14（万元） 预付账款项

目=5 7=12（万元） （3）下列项目应根据资产净额（即账面

余额减去“准备”）填列：短期投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

款、存货、长期股权投资、长期债权投资、在建工程、无形

资产等八个项目。 【考点二】利润和利润分配表的编制（掌

握） 1．利润表的编制：应根据损益类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

列。 2．利润分配表的编制：应根据利润分配明细科目的发

生额填列。 【考点三】现金流量表的编制（掌握） 1．现金

的概念 现金流量表中的“现金”包括库存现金、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和现金等价物。其中，银行存款必须是可以随

时用于支付的存款；现金等价物是指企业持有的期限短、流

动性高、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的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

短期投资。 2．现金流量的分类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是指企业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以外的所有交易和

事项，包括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经营性租赁、购买货物、



接受劳务、制造产品、广告宣传、推销产品、交纳税款等。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投资活动是指企业长期资产的

购建和不包括在现金等价物范围内的投资及其处置活动。 ①

投资活动包括两个内容，即既包括“对内投资”（购建固定

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也包括“对外投资”（

购买股票、购买债券、投资办企业）； ②投资活动包括两个

方面，既包括购置时的现金流出，也包括处置时的现金流入

。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筹资活动是指导致企业资本

及债务规模和构成发生变化的活动，包括吸收投资、发行股

票、分配利润等。 ①筹资活动包括两个内容，即既包括“资

本”（接受现金投资），也包括“债务”（与金融机构形成

的债务和发行债券形成的债务）； ②筹资活动包括两个方面

，既包括现金流入，也包括现金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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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