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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_E4_BC_B0_c47_80815.htm 本章分析： 从第二章开始讲会计

要素的确认和计量。注意：关于会计要素的确认的计量，这

一章主要涉及到两块，货币资金和应收款项。 本章考试的题

型主要以客观题为主（单项选择和多项选择）。本章第四节

应收债权出售和融资是新加的内容，考生应注意。但在客观

题中也可以涉及到应收票据利息的计算，计提坏帐准备的金

额的计算等。 本章考生应掌握的考点： （1）现金核算的特

点； （2）银行存款的特点； （3）其他货币资金的特点； 

（4）应收账款核算的特点； （5）预付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

核算范围及特点； （6）坏账的核算； （7）以应收债权位质

押取得借款的核算； （8）应收债权出售的核算； （9）应收

票据贴现的核算。 第一节 货币资金 一、现金 （一）现金核

算的内容 货币资金是以货币形态存在的资产，包括现金、银

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其中，现金通常指企业的库存现金

，包括库存的人民币和外币。 现金掌握时注意的点： 1.设置

现金账户。现金账薄序时登记。现金日记账的格式为三栏式

。三栏式的我们叫它借、贷、余。“借”是登记增加的，“

贷”是减少的，余额在借方。 2.现金日记账由出纳人员根据

审核后的原始凭证和现金收款凭证、付款凭证逐日逐笔序时

登记。每日终了，应计算当日现金收入、支出合计数和结存

数，并且同库存现金的实存数核对相符，做到日清月结，保

证账款相符。 (二)现金核算的账务处理 1.现金清查的账务处

理。现金清查发现的有待查明原因的现金短缺或溢余，应通



过“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核算。待查明原因后作如下处理

：如为现金短缺，属于应由责任人或保险公司赔偿的部分，

应计入“其他应收款”科目，借记“其他应收款”科目，贷

记“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科目；属于无

法查明的其他原因，根据管理权限，经批准后计入管理费用

，借记“管理费用--现金短缺”科目，贷记“待处理财产损

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 2.如为现金溢余，属于无法查

明原因的现金溢余，应计入营业外收入，借记“待处理财产

损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科目，贷记“营业外收入--现金

溢余”科目。 【例1】现金日记账的格式一般采用（ ）。 A.

三栏式 B.多栏式 C.数量金额式 D.卡片式 【答案】A 【例2】

现金清查中发现的现金短缺或溢余，应通过（ ）科目核算。

A.其他应收款 B.其他应付款 C.待处理财产损溢 D.现金清查 【

答案】C 二、银行存款 （一）银行支付结算办法及账务处理 

根据我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支付给算办法》的规定，我国

企业办理货币资金收付业务可以采用的结算方式有：银行汇

票结算方式、银行本票结算方式、商业汇票结算方式、支票

结算方式、信用卡结算方式、信用证结算方式、汇兑结算方

式、委托收款结算方式及托收承付结算方式等。其中，商业

汇票的账务处理将分别在应收票据和应付票据的核算中介绍

，其他在本章说明。 1.支票。支票的提示付款期为自出票日

起10日内，超过提示付款期限提示付款的，出票人开户银行

不予受理，付款人不予付款。 2.汇兑。有信汇、电汇两种。

3.托收承付。办理托收承付结算的款项，应是商品交易以及

因商品交易而产生的劳务供应的款项。代销、寄销、赊销商

品的款项，不得办理托收承付结算。 4.委托收款。单位和个



人凭已承兑商业汇票、债券、存单等付款人债务证明办理款

项的结算，均可以使用委托收款结算方式。委托收款结算款

项的划回方式，分邮寄和电报两种，由收款人选用。委托收

款在同城、异地均可以使用。 （二）银行存款的核对 银行存

款核对实际就是账实核对，银行存款日记账是由企业登记，

企业的存款放在银行里，所以定期与银行实际有的存款余额

进行核对。 所谓未达账项，是指企业与银行取得有关凭证的

时间不同，而发生的一方已经取得凭证登记入账，另一方由

于未取得凭证尚未入账的款项。具体有以下四种情况 1.企业

已收款入账，银行尚未收款入账。如企业已将销售产品收到

的支票送存银行，对账前银行尚未入账的款项。 2.企业已付

款入账，银行尚未付款入账。如企业开出支票购货，根据支

票存根已登记银行存款的减少，而银行尚未接到支票，未登

记银行存款减少。 3.银行已收款入账，企业尚未收款入账。

如银行收到外单位采用托收承付结算方式购货所付的款项，

已登记入账，企业未收到银行通知而未入账的款项。 4.银行

已付款入账，企业尚未付款入账。 月末，企业的出纳都要编

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对上述未达账项应通过编制“银行

存款余额调节表”进行检查核对，如没有记账错误，调节后

的双方余额应相等。需要指出的是，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是

为了核对账目，并不能作为调整银行存款账面余额的原始凭

证。 【例1】某企业2004年6月末的银行存款日记账面余额

为68000元，银行转来对账单的余额为95000元。经逐笔核对，

发现以下未达账项： （1）企业送存转账支票30000元，并已

登记银行存款增加，但银行尚未记账。 （2）企业开出转账

支票20000元，但持票单位尚未到银行办理转账，银行尚未记



账 （3）企业委托银行代收某公司货款40000元，银行已收妥

并登记入账，但企业尚未收到收款通知，尚未记账。 （4）

银行代企业支付电话费3000元，银行已登记企业银行存款减

少，但企业未收到银行付款通知，尚未记账。 根据上述资料

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如表： 项 目金额项 目金额 企

业银行存款日记账余额68000 银行对账单余额95000 加：银行

已收、企业未收款40000 加：企业已收、银行未收款30000 减

：银行已付、企业未付款3000 减：企业已付、银行未付

款20000 调节后的存款余额105000 调节后的存款余额1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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