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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会计总论

第一节 会计的定义

会计是伴随着人们的生产实践而产生的一种活动!最初由于生产力很低下"人们所关心的是生产活动本

身"会计只是#生产职能的附带部分$"就是#在生产时间之外附带地把收支%支付日期等等记载下来$!随着生

产的发展"生产规模逐渐扩大"生产技术日益复杂"管理要求不断提高"越来越需要会计提供有关经济活动情

况"这就使得会计工作越来越重要!这样"会计逐渐从#生产职能中分离出来"成为特殊的"专门委托的当事人

的独立的职能$!
在我国"#会计$一词远在公元前 &&’’年到公元前 ((’年间的西周时代就出现了!据史料记载"我国古代

就有为王朝服务的会计"委托专职官吏"从事会计工作!会计在当时的涵义是)既有日常的零星核算"又有岁

终的总合核算"通过日积月累到岁会的核算"达到正确考核王朝财政经济收支的目的!宋朝采用#四柱清册$
的方法!#四柱$指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即现时会计术语的期初结存%本期收入%本期付出和期末结存!*’
世纪初"西方现代复式簿记传入我国"主要在海关%邮政%银行%铁路及大的工商业中使用!新中国建立后"我
国在借鉴前苏联会计模式的基础上"继续使用复式记帐法"结合我国实际"逐步建立了我国会计制度!经过几

十年的会计实践"形成了适应我国经济管理要求"指导我国会计实践的一系列会计制度!随着经济体制改革

的 深入"我国对会计也进行了很大的改革"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轨"制定和发布了+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

准则,"以及 &-个行业会计制度"于 &..-年 (月 &日已在全国实施!
在国外"早在印度太古共同体中"就有所谓记帐员来登记农业帐目"登记和记录与此有关的一切事项!中

世纪意大利城市贸易的发展"为会计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年"被誉为#现代会计之父$的巴其阿勒

发表了+算术%几何与比例概要,一书"系统地论述了复式记帐法"这是会计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复式记帐

和货币计价的广泛使用"是近代会计产生的标志!&01&.世纪间产业革命的兴起"股份公司的出现"所有权

与经营权的分离"对现代会计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年"美国第一次讨论了会计原则"将会计实践

上升到理论"再用来指导实践!加强内部管理的需要"使传统的会计发展成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的两个分

支!
会计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愈发展"会计愈重要!随着社会生产的日益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日

益扩大"会计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会计从简单地计算和记录财

务收支"逐渐发展到利用货币计量来综合地反映和监督经济过程!会计的方法和技术也逐渐完善起来"现在

用会计电算化来代替手工操作就是一个例证!更重要的是"利用会计管理经济所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日益

为人们所认识!
现代会计的涵义已绝不仅仅是记帐算帐"它的内涵丰富得多!可以这样来表述会计的定义)会计是一个

经济信息系统"也是一项管理活动!它主要是以一定的货币单位作为统一计量标准"对企业%事业和行政等单

位的经济活动进行完整%连续%系统地记录%计算和分析"并对经济活动的进程和结果加以控制和考核"旨在

加强经济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第二节 会计的职能

会 计的职能就是会计在管理经济中具备的功能!马克思把会计的职能概括为#过程的控制和观念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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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这一著名的论断#指明了会计的基本职能#即反映和监督的职能"另外#会计还有参与经营决策的职能"

一$会计的反映职能

会计的反映职能主要是利用会计本身特有的方法#将复杂的经济活动通过归集$整理$分析#从而形成一

系列有效的数据#为管理者提供财务信息"它包含有三层意思%第一#会计主要是从数量方面反映各单位的经

济活动情况#通过一定的核算方法#为经济管理提供数据资料"第二#反映职能应包括事前$事中$事后的反

映#即贯穿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事前反映主要是提供有关预测未来经济活动效果的数据资料#以便于对经

营管理做出决策和采取措施&事中反映是通过核算和监督相结合的方法#对日常经济活动进行控制#使其按

计划或预期的目标进行&事后反映则是通过算帐$报帐#提供能综合反映经济活动现状的核算指标"第三#会
计对实际发生的经济活动进行核算#要以凭证为依据#要有完整的和连续的记录#并按经济管理的要求#提供

系统的数据资料#以便于全面掌握经济活动情况#考核经济效果"

二$会计的监督职能

会计监督主要是利用会计资料和信息反馈对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加以控制和指导#包括事前$事中和事后

的监督"会计监督除货币监督#还有实物监督"会计监督的内容#是从本单位经济效益出发#对经济活动的合

理性$合法性$真实性$正确性$有效性进行的全面监督"会计监督必须根据计划$预算$定额以及各种有关规

章制度等#通过对经济业务的核算$分析和检查来实现"会计监督的目的在于改善经营或预算管理#维护国家

财政制度和财务制度#保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合理使用资金#促进增产节约#提高经济效益"

三$参与经营决策

所谓决策#就是从各种备选方案中选出最优方案#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决策在现代化管理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正确的决策可以使企业获得最大效益#决策失误将会造成重大损失与浪费"决策必须建立在科学

预测的基础上#而预测与决策都需要掌握大量的财务信息#这些资料都必须依靠会计来提供"因此#为企业取

得最大经济效益奠定基础的参与决策的职能#是会计的一项重要职能"
综上所述#会计作为一种管理活动#作为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固有的职能就是反映$监督与

参与经营决策#而会计要发挥这些功能#就必须进行预测$计划$记帐$算帐$分析$控制$检查$反馈等各个环

节的工作"应当指出#从预测到反馈#各个工作环节综合地体现着反映$监督和参与经营决策的职能#而不是

一个工作环节孤立地只和某一项职能相联系"
人们对会计职能的认识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管理水平的提高#我们应以发展的眼光来

看待会计的职能#而不能囿于传统的习惯之中"

第三节 会计的对象和任务

一$会计的对象

会计的对象就是会计所反映和监督的内容"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会计的对象也不同"在同一社会制度

下#各个企业和行政$事业等单位的会计具体对象也不完全一样"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各单位都把会计作为管

理经济的基本环节#但各单位的会计对象不尽一样"所以#关于社会主义会计对象的问题应从两方面来说明%
一是从各单位的会计对象的共同点#说明社会主义会计的一般对象&一是从各单位会计对象的不同点#说明

各单位的会计的具体对象"
会计所反映和监督的内容是生产过程"这是对会计对象最一般$最概括的说明"社会主义企业和行政$事

业等单位的工作性质和任务虽然有所不同#但它们的许多活动都或多或少地与产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

费有关#它们的这些活动都是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的组成部分"各单位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有关产品生

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方面的经济活动和财务收支活动#可以用也必须用货币来表现#主要有以下三点%’()

* +财会管理卷+



各单位为完成任务取得和占用的物质设备和其他物资通过货币来计价!可以综合反映其取得"占用和增减变

化的情况!也便于考核其利用的效果#$%&对各种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耗费!通过货币计价加以综合计算!可
以考核各项费用支出情况以及产品成本的形成情况#$’&各单位都要考核其收入与支出情况#企业要计算经

营成果!并将其利润进行分配!行政"事业单位要计算经费收支结余情况!考核经费预算执行的结果#再生产

过程中财产物资的货币表现!以及货币本身!称为资金#资金是不断地运动的#社会主义的资金运动就是社会

主义再生产过程中有关资金的投入"使用"耗费"增值"收回和分配等活动的总称#资金运动贯穿于再生产过

程的各个方面#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的一般对象就是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
除了(资金运动论)之外!我国会计界对会计对象还有其他不同的表述#有的说会计对象是资金和公共财

产的概括*有的说会计存在着双重对象+一是会计所反映和控制的对象!也就是资金运动!包括资金的占用"
来源"投入"退出"循环"周转"消费"收回等表现形式*二是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的处理对象#

由于各企业"事业"机关"团体等单位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担负的任务不同!经济活动的具体内容不

同!因此具体的会计对象也不同#这里分别就工业企业"商业企业和行政事业等单位的会计对象作一些说明#
,-工业企业的会计对象

工业企业的会计对象!是工业企业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工业企业的基本经济活动是生产工业产

品!生产过程是工业企业经营过程的中心环节#工业企业的经营过程!即工业企业的再生产过程!就是指以生

产过程为中心的供应"生产和销售过程的统一#企业为了独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必须拥有一定的财产#这些

财产的货币表现就是企业的资金#企业从一定来源渠道取得的资金!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随着供"产"
销过程的不断进行!经常改变其形态#概括来说就是+从货币资金开始!顺次通过供应过程"生产过程和销售

过程!分别表现为储备资金"生产资金"产成品资金以及结算资金等各种不同的形态!然后又回到货币资金#
从货币资金开始又回到货币资金的这一运动过程叫作资金循环#由于再生产不断进行所引起的连续不断的

资金循环!叫作资金的周转#企业资金的周转!是企业供"产"销过程!或者说是企业再生产过程的综合货币反

映#企业资金完成一次循环取得的销售收入!扣除销售税金和成本后是企业创造的利润!它要在国家和企业

间进行合理的分配#企业的资金!由于某些原因!也会退出企业的经营过程!不再参加企业的资金周转#
工业企业会计对象的具体内容归纳起来就是+
$,&由于资金的取得"运用和退出企业等经济活动所引起的各项资金的增减变化情况#
$%&在经营过程中各项生产费用的支出和产品成本的形成的情况#
$’&企业销售收入的取得和税金的交纳以及利润的形成与利润的分配#
%-商业企业的会计对象

商业企业的会计对象!就是商业企业在商品流通过程中的资金 运 动!即 商 业 企 业 资 金 的 取 得"占 用"耗

费"收回"补偿和分配#
商业企业的经济活动主要是组织商品流通!从事商品购销的活动#商品的购销!从实物形态看!它表现为

各种商品的买进和卖出!即商品流通的两个阶段*从价值形态看!它表现为资金运动!即在商品购进阶段!表

现为货币资金转化为商品资金!在商品销售阶段!表现为商品资金又转化为货币资金#随着商品购销活动的

不断进行!这两种资金在购销两个阶段上依次转换其形态!形成周而复始的循环!这两种循环又是交叉进行

的!即当一部分货币资金转化为商品资金的同时!另一部分商品资金转化为货币资金*这两种资金在购销两

个阶段上的循环周转!在时间上是连续的!在空间上是并列存在的#商业企业的资金周转过程!不仅表现为资

金形态的交替转化!同时!还发生各项收入和各项支出!前者称为经营收入!主要是商品销售所获得的收入*
后者称为经营支出!如销售商品的购进价!商品流通费支出等#企业已实现的商品销售收入扣除销售商品进

价后的剩余部分为销售毛利!销售毛利扣除商品流通费"销售税金以及其他支出后的余额!就是商业企业的

利润!应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进行分配#
商业企业会计对象的具体内容归纳起来就是+
$,&企业为组织商品流通所取得的资金的增减变动和结存情况#
$%&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发生的成本费用及其他支出#
$’&通过商品流通所取得的销售收入和获得的利润及其分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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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对象

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对象是预算资金的运动#即预算资金的领拨$使用及其结果%各个单位为了开展各

项事业活动和执行国家机关工作任务所需要的资金#由财政部门或主管部门从国家预算集中的资金中予以

分配和拨付%各单位一方面要向财政部门或上级主管部门按照核定的预算领取经费#同时在国家规定的范围

内取得业务收入#形成单位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要按照国家规定的用途和开支标准#支付人员经费$工会

经费等#并拨付下级所需经费#形成单位的资金运用&其尚未使用的货币资金$库存材料#以及购置的固定资

产#形成单位的资金结存%概括地说#在预算资金的活动上#反映为资金来源$资金运用和资金结存三个过程%

二$会计的任务

会计的任务是指对会计的对象进行反映和监督所要达到的目的和要求%会计的任务取决于会计对象的

特点和经济管理的要求%社会主义企业和行政$事业等单位的会计任务不尽相同%但是#由于各单位的会计对

象有许多共同点#经济管理上的要求也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各单位会计的基本任务也是相同的%主要有以

下几方面’
("反映经济情况#提供经济信息#加强经济管理

会计工作要正确$完整$及时地记录各项经济业务#提供为经济管理所需要的会计信息%就企业来说#主
要是确定有关资金的取得和占用#成本$费用的开支#收入的取得#利润的形成和分配情况#以及资金$成本$
费用$利润等计划指标的完成情况等%就行政事业单位来说#主要是关于经费的领用和其他收支的预算执行

情况%对表现这些情况的数据资料加以分析#可以了解各单位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从而

可以促进各单位改善经营管理#控制和指导经济活动进程#更好地完成计划任务#达到预期的目标%此外#将
这些数据资料传递给投资者$债权人$税务部门$主管部门$证券管理机构等外界信息使用者#以便于他们作

出正确的决策%
)"讲求经济活动的效果#提高经济效益

对各单位已经发生的各项收支和经营成果#会计既要随时加以审核$记录和计算#又要定期进行比较和

分析#从而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以便挖掘增收节支的潜力%同时#会计还要分析和预测各项增收节支措施的

经济效果%由于会计对各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综合反映#对各单位的资金和物资的占用情况以及各项收支和

盈亏的情况积累了系统的数据资料#所以就有可能也有必要对各项增产节约$增收节支的措施在实行之前进

行全面的经济核算#从本单位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来分析其利弊得失#从而提出能获得最大经济效果的建

议和方案%
!"对各企业$事业$行政等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监督#维护财经纪律

企业和行政事业等单位的经济活动都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财经政策$法令$制度%由于各个单位的经济

活动过程#既是执行计划的过程#又是贯彻政策的过程#因此#会计在对各个单位 的 经 济 活 动 进 行 反 映 的 同

时#必须加强监督%主要是审核各项经济业务是否合规$合法%有无违反国家财政$财务制度和财经纪律的情

况%对于违反财政$财务制度和财经纪律的行为#应予以揭露和制止#或向上级主管单位报告#请求处理#并报

审计机关%
*"保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

社会主义公共财产是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的物质基础%一切企业$事业和行政单位所占用的资金和物资

都是社会主义公共财产%各单位所发生的经济活动#都会引起各项资金和物资的增减变动%因此#在对各个单

位的经济活动进行反映和监督的同时#必须记录和计算各项资金和物资的增减变动和结存情况#并监督其安

全保管和合理使用%对于浪费$毁坏以及贪污盗窃公共财产的行为#必须及时揭露#并报请有关部门严肃处

理%
+"处理好各方面的经济关系

企业和行政$事业等单位在其经济活动过程中#必须同国家$其他单位或个人发生经济上的联系%各单位

在筹集资金$运用资金和分配资金的各项经济活动中#都不可避免地经常与各方面发生经济交往#发生往来

结算和分配关系%正确处理这些经济关系#是各单位乃至整个社会经济能够正常运转的重要条件%会计工作

, -财会管理卷-



必须把帐目计算正确!登记清楚"为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提供必不可少的依据#

第四节 会计的方法

会计的方法是用来反映和监督会计对象!完成会计任务的手段#会计是由会计核算!会计分析和会计检

查三个部分所组成的#这三个部分既有密切关系"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它们所应用的方法各不相同"因此会计

的方法可以分为会计核算的方法!会计分析的方法和会计检查的方法#
会计核算的方法是对各单位已经发生的经济活动进行完整的!连续的!系 统 地 反 映 和 监 督 所 应 用 的 方

法#主要包括以下一系列专门的方法$%&’设置会计科目(%)’复式记帐(%*’填制和审核凭证(%+’登记帐簿(
%,’成本计算(%-’财产清查(%.’编制会计报表#

会计分析的方法主要是指利用会计核算资料"进行事先预测或事后说明"考核经济活动的效果"以便改

善经营管理的有关方法#会计分析是会计核算的继续和发展#
会计检查的方法是指根据会计核算资料"检查经济活动是否合理!合法"以及会计核算资料是否正确的

有关方法#会计检查是对会计核算的必要补充#
会计核算方法!会计分析方法!会计检查方法三部分共同构成统一的会计方法体系#
下面就会计核算的七种方法作一些介绍$
&/设置会计科目

会计科目就是对会计对象的具体内容"按其不同的特点和经济管理的需要"分门别类进行核算的项目#
设置会计科目"则是根据会计对象的具体内容和经济管理的要求"规定分类核算的项目"以便在帐簿中据以

开设帐户"记录和积累所需要的核算资料#设置会计科目对于正确运用填制凭证!登记帐簿和编制报表等核

算方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复式记帐

复式记帐是记录经济业务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对每一项经济业务都要以相等的金额"同时

记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有关帐户#采用复式记帐法"既可以通过帐户的对应关系了解有关经济业务的全貌"
又可以通过帐户的平衡关系检查有关经济业务的记录是否正确#因此"此法是一种比较完善!科学的记帐方

法"为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目前我国企业会计记帐统一采用借贷记帐法#
*/填制和审核凭证

会计凭证是记录经济业务!明确经济责任的书面证明"是登记帐簿的依据#对于已经发生或已经完成的

经济业务"都要由经办人员或有关单位填制凭证"并签名盖章#按照填制凭证的程序和用途"会计凭证分为原

始凭证和记帐凭证#原始凭证"是在经济业务发生时取得或填制的"用以记录和证明经济业务的发生或完成

情况的原始证据#记帐凭证"是会计人员根据审核后的原始凭证或汇总原始凭证"按照经济业务的内容加以

归类"并据以确定会计分录而填制的"作为登记帐簿依据的凭证#会计凭证的审核"主要是对各种原始凭证的

审核#各种原始凭证"除由经办业务的有关部门审核以外"最后要由会计部门进行审核#审查的内容$一是所

记录的经济业务的合法性(二是凭证填写的内容是否符合规定的要求#记帐凭证的审核"实际上也是对原始

凭证的审核#主要是审核凭证的填制是否符合规定的要求#
+/登记帐簿

帐簿是用来全面!连续!系统地记录各项经济业务的簿籍"也是保存会计数据资料的重要工具#登记帐簿

就是把所有的经济业务按其发生的顺序"分门别类地记入有关帐簿"以便为经营管理提供完整的!系统的数

据资料#登记帐簿必须以经过审核的凭证为依据(同时按照规定的会计科目分设帐户"把所有的经济业务分

别记入有关帐户(并定期进行结帐"计算和累计各项核算指标(还要定期核对帐目"使帐实保持一致#通过帐

簿提供的各种数据资料"是编制会计报表的主要依据#
,/成本计算

成本计算是按一定对象"经过汇总!分配"分别归集经营过程中发生的费用"确定各核算对象的总成本和

单位成本的专门方法#通过成本计算"可以考核企业对原材料和人工的消耗及其他费用支出是否节约"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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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措施!降低成本"同时!可以为编制成本计划和产品产销计划提供必要的数据资料!以便加强计划管理#
一切实行经济核算制的企业都必须有成本的计算!所以!成本计算方法是广泛应用的一种会计核算方法#

$%财产清查

财产清查就是盘点实物!核对帐目!查明各项财产物资和资金的实有数额及占用情况#在实际工作中!由
于种种原因!帐面资料有时同实际情况不相一致!为了做到帐实相符!挖掘财产物资的潜力!加强对财产物资

的管理!就必须进行财产清查#在清查中!如果发现某些财产物资和资金的实有数额同帐面结存数额不一致!
则应查明帐实不符的原因!作出相应的处理!并调整帐簿记录!使帐存数额同实存数额保持一致!从而保证会

计核算资料的真实性#通过财产清查!还可查明各项财产物资的保管和使用情况以及往来款项的结算情况!
以便对积压或残损的财产物资和逾期未收回的款项!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清理和加强财产管理!以挖掘物资潜

力和加速资金周转#
&%编制会计报表

会计报表是以一定的表格形式!对一定时期内帐簿记录内容的总括反映!也就是对编表单位在一定时期

内的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加以综合反映的一种书面报告#编制会计报表就是定期总结日常核算资料!总括反

映经济活动的过程和结果#通过编制会计报表所提供的核算指标!对宏观和微观经济计划’决策和监督都具

有重要作用#编制会计报表是发挥会计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所必不可少的重要的核算方法#
上述会计核算的各种方法是相互联系’密切配合的!构成一个完整的方法体系#在会计核算工作中!必须

正确地运用这些方法(对于日常发生的经济业务!要填制和审核凭证!按照规定的会计科目进行分类核算!并
运用复式记帐法记入有关帐簿"对于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应当进行成本计算"一定时期终了!通过财

产清查!核实帐簿记录!在帐证相符’帐帐相符’帐实相符的基础上!根据帐簿记录!编制会计报表#在七种会

计核算方法的内在联系中!填制和审核凭证’登记帐簿和编制报表是三个主要的’连续的环节!而其他四种专

门方法则错综而又紧密地穿插在这三个基本环节中#

第五节 会计学及其分支

会计学属于经济科学#它运用一系列经济理论和经济范畴来建立它的概念和方法#会计学又属于管理科

学#它分担经济管理的一个特定方面!即从事资金和成本两个方面的管理#会计学按其研究的领域!主要有基

础会计’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和审计学等重要分支#
基础会计阐明会计的基础知识!以及会计的基本方法和技术#它研究各门会计学分支共同的基本问题#

包括会计基本模式!即会计凭证))帐户帐簿))会计报表!以及会计的基本概念#
财务会计阐明会计处理各项资金运用和资金来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研究资金管理!以及通过管好资金

来提高经济效益的途径#
成本会计阐明成本预测’计划’计算’分析’控制和决策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研究成本管理!以及通过管好

成本来提高经济效益的途径#
管理会计阐明如何结合企业经营管理!综合地利用企业内部会计信息和有关外部信息的基本理论和方

法!以期提高经济效益#它主要包括各种经营业务的计划和控制’责任会计’决策会计!以及事业单位的成本

效益分析等#
审计学阐明对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合法性’合规性以及效益性进行检查监督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它主要

包括财务审计’作业审计’管理审计和效益审计等#
此外!会计学的分支还有(会计制度设计’比较会计’会计理论’会计史’外国会计!等等#
会计按应用部门可分为(工业会计’商业会计’基本建设会计’交通运输会计’农业会计’银行会计’预算

会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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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会计准则概述

第一节 会计准则的意义和指导思想

一!会计准则的意义

会计准则"是会计核算工作的规范"它主要是就经济业务的具体会计处理作出规定"以指导和规范企业

的会计核算"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会计准则最早产生于美国#$%&’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成立了会计程序

委员会"向企业推荐公认的会计处理方法#之后"会计程序委员会发展为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会计准则

委员会通过制定和发布财务会计准则"指导和规范企业的会计核算#美国的会计准则包括 $((多条#在美国

制定会计准则后"其他的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先后制定和发布了本国的会计准则#如"英国!日本!澳
大利亚!新西兰!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都制定有自己的会计准则#我国的台湾和香港也制定了本地区使用

的会计准则#我国的会计准则作为国家法规体系的组成部分由财政部制定和发布"是由我国的国情所决定

的#
在现阶段"会计准则的重大意义有)
第一"规范会计核算的需要#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一直是通过制定分所有制"分部门和行业的会计核算

制度来规范企业的会计核算#这种做法是在 *(年代借鉴前苏联会计方法和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是与

当时高度集中的产品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在这些会计制度中"不少方面实际上也已经体现了会计准则的要

求"但这往往是分散的#在当时情况下"会计制度对于加强企业经济核算"促进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经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有的会计核算管

理体制和会计核算模式已不能完全满足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一是原有的会计核算制度是按照所有制形式"
按照部门和行业制定的#由于各种所有制和各部门的会计核算制度没有共同遵守的会计准则"各制度中规定

的会计方法!会计报表等不一致!不协调"影响了不同所有制和部门企业之间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不利于政府

部门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和调控"也不能满足企业微观经济管理的需要#二是随着我国对外经济联系的不

断增加"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愈显必要#因此"有必要制定会计准则"用会计准则来规范和指导各行业!各种

所有制单位的会计制度"规范会计核算#
第二"确立企业自主权"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我国现行的各种所有制和各部门或行业会计制度的差异"

实际上反映着利益分配关系的差别#执行不同的会计制度"可以享受不同的待遇#为了使企业在市场中处于

平等竞争的地位"也需要制定会计准则"统一规范各种所有制和各部门的会计制度"以利于各类企业在平等

的基础上进行公平竞争#
第三"适应对外开放"实现我国会计国际化的要求#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我国的+三资,企业越来越

多"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中国在国外投资兴办的企业#无论上述哪一类企业"都涉及到如何按国际惯例来处理

会计事务的问题#我国原有的会计核算制度有些内容与国际会计惯例不一致"有的甚至相差很远"原有的会

计报表不易为外国投资者所理解"影响企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因此"从促进外商投资

和我国会计国际化的要求来看"也有必要制定会计准则#

二!会计准则的指导思想

财政部研究和制定我国的会计准则是从 $%’-年开始的#先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初步设想"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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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几经讨论!数易其稿!最后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部长刘仲藜于 "##$年 ""月 %&日

签署第 ’号部长令!发布(企业会计准则)*以下简称(准则)+!自 "##%年 ,月 "日起实施-
(准则)体现了以下指导思想.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在(准则)制定过程中!贯穿了以国有企业会计核算为主!兼顾多种经济成

分会计核算的要求和满足宏观经济调控0微观经济搞活需要的思想-
$/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立足于中国国情!借鉴西方先进的会计理论和方法-
1/尽量与财务0税务制度协调!并保证会计的相对独立性-

三0(准则)的总体目标

我国制定(准则)的总体目标!就是在 "##’年初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会计准则体系-初步构想!我国的

会计准则分为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两个层次-基本准则包括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和会计要素准则-具体准则

主要就基本经济业务的会计核算处理作出规定!还包括对特殊行业的会计核算作出规定-已发布的(企业会

计准则)属于基本准则部分-在基本准则之外!还将制定一系列的具体准则!如固定资产会计!外币业务会计

等-

第二节 会计准则的总则和一般原则

(准则)是围绕着适合我国各种类型企业的基本会计部分制定的!可以分为总则0一般原则0会计要素准

则0财务报告和附则四部分!计 "&章 22条-

一0总则

总 则部分包括(准则)的性质0制定依据0适用范围0对会计核算基础工作的要求和会计假定五个方面的

内容-
"/(准则)的性质和目的

总则第一条明确规定!3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统一会计核算标准!保证会计信息质

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制定本准则-4这就明确指出了(准则)的性质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的!是为了保证会计核算质量而设定的-
$/(准则)的适用范围

(准则)是企业的基本会计准则!适用于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所有企业-这也就是说!它不仅适用

于国有企业!同样也适用于集体企业0私营企业0个体企业和3三资4企业-就行业而言!国内的工业0交通0商
业0供销0物资0外贸0服务0咨询0旅游0建筑安装等行业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的单位都适用本

准则-
对 于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中国投资企业*简称境外企业+!总则中规定!它们3应当按照本准则向

国内有关部门编报财务报告4-
%/对会计核算基础工作的要求

总则中规定了对会计核算基础工作的要求!包括.第一!会计记帐采用借贷记帐法!应具备完整的会计凭

证0会计帐单和会计报表-第二!会计核算应当以企业发生的各项经济业务为对象!记录和反映企业本身的各

项生产经营活动-第三!会计记录的文字应当使用中文0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可以同时使用少数民族文字-外商

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也可以同时使用某种外国文字-
1/会计假定

会计核算工作是一种连续处理和登录会计事务的工作!要使会计核算工作有序化0规范化!在处理各次

会计事务时做到合情合理!必须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缺乏这些条件!会计核算就缺少相应的经济依据!这些条

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会计假定或会计假设-会计准则的理论!是建立在企业正常经营这一假设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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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有会计主体!会计期间!持续经营和货币计价等四个设定前提"
#$%会计主体"&准则’规定()本准则适用于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所有企业"*这实质上就是说+凡

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是会计主体+对企业发生的各项财务收支及其他经济业务进行会计核算"
#,%持续经营"&准则’规定()会计核算应当以企业持续!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为前提"*
#-%会计期间"企业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决定了会计活动是连续不断的+如何将企业连续的经济活动以阶

段成果形式反映出来+及时地为企业!政府及所有者提供企业经济和经营状况的信息+这就涉及到会计期间

划分问题"&准则’规定()会计核算应当划分会计期间+分期结算帐目和编制会计报表"会计期间分为年度!季
度和月份!年度!季度和月份的起汔日期采用公历日期"*

#.%货币记帐"在会计核算中+可能涉及到多种货币+由于各种货币单位之间的汇兑率是不断变化的+这
就要求企业会计必须确立一种货币单位为记帐用的货币单位+其他所有的货币!实物!债权债务等+都可以通

过它来度量!比较和稽核"这一货币单位称之为)记帐本位币*"&准则’规定()会计核算以人民币为记帐本位

币"*同时还规定()业务收支以外币为主的企业+也可以选定某种外币作为记帐本位币+但编制的会计报表应

当折算为人民币反映"*

二!&准则’的一般原则

&准则’的一般原则+是所有企业!行业的会计都应当坚持和做到的"&准则’在参考国外会计原则+总结我

国会计核算方面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将我国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归纳为 $,项"这 $,项会计核算的一般原

则包括(客观性原则!相关性原则!可比性原则!一贯性原则!及时性原则!明晰性原则!配比原则!权责发生制

原则!谨慎原则!实际成本核算原则!划分收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原则!重要性原则"
$/真实性原则

&准则’规定+会计核算应当以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及证明经济业务发生的合法凭证为依据+如实反映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做到内容真实+数字准确+项目完整+手续齐备+资料可靠"
,/相关性原则

是要求企业会计核算应当满足各有关方面对会计信息的需要"&准则’规定+会计信息应当符合国家宏观

经济管理的要求+满足有关各方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需要+满足企业加强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
-/可比性原则

是指企业应当按照规定的会计处理方法进行会计核算+会计指标应当口径一致+以便于会计信息相互可

比"
./一贯性原则

要求企业前后一致地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方法+不得随意变更"如确有必要变更+应当将变更的情况!变
更的原因及其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在财务报告中说明"

0/及时性原则

要求会计核算应当及时进行"
1/明晰性原则

要求会计记录和会计报表清晰明了+便于理解和有效地运用"
2/配比原则

这是处理收入与成本!费用关系的原则"&准则’规定+收入与其相关的成本!费用应当相互配比+一个会

计期间内的各项营业收入与其相关联的成本!费用+应当在同一会计期间入帐"
3/权责发生制原则

这是指在确定收入!费用的入帐时间方面应当遵守的原则"&准则’规定+应采用权责发生制作为记帐基

础"凡是当期已经实现的收入和已经发生的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都应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处理4凡不

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款项在当期收付+都不应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
5/谨慎原则

要求企业在会计核算时应当考虑企业风险+合理核算可能发生的损失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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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成本核算原则

这一原则也称为历史成本原则$是对材料%物资和资产进行估价时适用的一项重要原则&’准则(规定$各
项财产物资应当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物价变动时$除国家另有规定者外$不得调整其帐面价值&

!!#划分收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原则

这一原则要求企业正确区分计入当期损益的支出与计入资产价值的支出$正确反映企业的资产价值和

损益情况&
!)#重要性原则

这是企业在设置会计科目和设计会计报表时应当遵循的重要原则&这一原则要求企业应当全面核算和

反映财务状况和经济成果$对于重要的经济业务$要求进行单独核算反映&

第三节 会计要素准则

会计要素准则是指企业在处理会计要素时必须遵循的标准和原则&会计要素也称为会计对象要素$具体

包括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它们是构成会计核算的基础和基本元素&会计要素准则着重

于对各会计要素界定及其分类$以指导会计科目的设置&

一%资产

资产是指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能够为企业提供未来经济效益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

产%债权和其他权利&在会计核算中$资产按照流动性质来分类$一般分为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递延资产和其他资产&

!#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是指可以在一年或者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内变现或者耗用的资产$包括现金及各种存款%
短期投资%应收及预付款项%存货等&

*!+现金及银行存款&包括库存现金%各种银行存款等&’准则(规定$现金及各种存款按照实际收入和支

出数记帐&现金的帐面余额必须与库存数相符,银行存款的帐面余额应当与银行对帐单定期核对$并按月编

制调节表调节相符&
*)+短期投资&是指各种能够随时变现%持有时间不超过一年的有价证券以及不超过一年的其他投资&

’准则(规定$有价证券应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记帐,当期的有价证券收益$以及有价证券转让所取得的收入

与帐面成本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短期投资应当以帐面余额在会计报表中列示&
*-+应收及预付款项&包括应收票据%应收帐款%其他应收款%预付货款%待摊费用等&在核算中$应当将营

业与非营业性应收及预付款项分开核算,对于营业性应收款项和应收票据%应收帐款$可以按国家规定报经

批准$提取坏帐准备金$作为应收帐款的减项$在会计报表中应当列示&
应收及预付款项应当按实际发生额记帐&
各种应收及预付款项应当及时清算%催收$定期与对方对帐核实&经确认无法收回的应收帐款$已提坏帐

准备金的$应当冲销坏帐准备金,未提坏帐准备金的$应当作为坏帐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待摊费用应当按受益期分摊$未摊销余额在会计报表中应当单独列示&
*.+存货&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为销售或者耗用而储存的各种资产$包括商品%产成品%半成品%在

产品以及各类材料%燃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等&
各种存货应当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核算&采用计划成本或者定额成本方法进行日常核算的$应当按期结

转其成本差异$将计划成本或者定额成本调整为实际成本&
各种存货发出时$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使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移动平均法%个别计价法%

后进先出法等方法确定其实际成本&
各种存货应当定期进行清查盘点&对于发生的盘盈%盘亏以及过时%变质%毁损等需要报废的$应当及时

进行处理$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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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存货在会计报表中应当以实际成本列示!
"#长期投资

长期投资是指不准备在一年内变现的投资$包括股票投资%债券投资和其他投资!
股票投资和其他投资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用成本法或权益法核算!
债券投资应当按实际支付的款项记帐!实际支付的款项中包括应计利息的$应当将这部分利息单独记

帐!
溢价或者折价购入的债券$其实际支付价款与债券面值的差额$应当在债券到期前分期摊销!
债券投资存续期内的应计利息$以及出售时收回的本息与债券帐面成本及尚未收回应计利息的差额$应

当计入当期损益!
长期投资应当在会计报表中分项列示!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投资$应当在流动资产下单列项目反映!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是指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单位价值在规定标准以上$并在使用过程中保持原来物质形态的资

产$包括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设备%工具器具等!
固定资产应当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记帐!在固定资产尚未交付使用或者已投入使用但尚未办理竣工决

算之前发生的固定资产的借款利息和有关费用$以及外币借款的汇兑差额$应当计入固定资产价值’在此之

后发生的借款利息和有关费用以及外币借款的汇兑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应按照同类资产的市场价格或者有关凭据确定固定资产价值!接受捐赠固定资产

时发生的各项费用$应当计入固定资产价值!
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应当比照自有固定资产核算$并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说明!
固定资产折旧应当根据固定资产原值%预计净残值%预计使用年限或预计工作量$采用年限平均法或者

工作量(或产量)法计算!如符合有关规定$也可采用加速折旧法!
固定资产的原值%累计折旧和净值$应当在会计报表中分别列示!
为购建固定资产或者对固定资产进行更新改造发生的实际支出$应当在会计报表中单独列示!
固定资产应当定期进行清查盘点$对于固定资产盘盈%盘亏的净值以及报废清理所发生的净损失应当计

入当期损益!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是指企业长期使用而没有实物形态的资产$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

用权%商誉等!
购入的无形资产$应当按实际成本记帐’接受投资取得的无形资产$应当按照评估确认或者合同约定的

价格记帐’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应当按开发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支出数记帐!
各种无形资产应当在受益期内分期平均摊销$未摊销余额在会计报表中列示!
+#递延资产

递延资产是指不能全部记入当年损益$应当在以后年度内分期摊销的各项费用$包括开办费%租入固定

资产的改良支出等!
企业在筹建期内实际发生的各项费用$除应计入有关财产物资价值者外$应当作为开办费入帐!开办费

应当在企业开始生产经营以后的一定年限内分期平均摊销!
租入固定资产改良支出应当在租赁期内平均摊销!
各种递延资产的未摊销余额应当在会计报表中列示!
,#其他资产

其他资产是指除以上各项目以外的资产!应在会计报表中分项列示!

二%负债

负债是指企业所承担的能以货币计量的可以用资产或劳务偿付的债务!负债按照其流动性质分类$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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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
"#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是指将在一年或者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内偿还的债务$包括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帐

款%预收货款%应付工资%应交税金%应付利润%其他应付款%预提费用等!
各项流动负债应当按实际发生数额记帐!负债已经发生而数额需要预计确定的$应当合理预计$待实际

数额确定后$进行调整!
流动负债的余额应当在会计报表中分项列示!
&#长期负债

长期负债是指偿还期在一年或者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以上的债务$包括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

应付款项等!
长期借款包括向金融机构借款和向其他单位借款!长期借款应当区分借款性质按实际发生的数额记帐!
发行债券时$应当按债券的面值记帐!债券溢价或折价发行时$实收价款与面值的差额应当单独核算$在

债券到期前分期冲减或者增加各期的利息支出!
长期应付款项包括应付引进设备款%融资租入固定资产应付款等!长期应付款项应当按实际发生数额记

帐!
长期负债应当按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项在会计报表中分项列示!
将于一年内到期偿还的长期负债$应当在流动负债下单列项目反映!

三%所有者权益

所有者权益$是企业投资人对企业净资产的所有权$包括企业投资人对企业的投入资本以及形成的资本

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等!
投入资本是投资者实际投入企业经营活动的各项财产物资!投入资本应当按实际投资数额入帐!股份制

企业发行股票$应当按股票面值作为股本入帐!国家拨给企业的专项拨款$除另有规定者外$应当作为国家投

资入帐!
资本公积金包括股本溢价%法定财产重估增值%接受捐赠的资产价值等!
盈余公积金是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从利润中提取的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应当按实际提取数记帐!
未分配利润是企业留于以后年度分配的利润或待分配利润!
以上各项目$应当在会计报表中分项列示!如有未弥补亏损$应作为所有者权益的减项反映!

四%收入

收入是企业在销售商品或者提供劳务等经营业务中实现的营业收入!包括基本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

入!
对 于企业收入实现的时间$’准则(规定为$企业一般应以商品已经发出%劳务已经提供$同时$价款收讫

或取得索取价款的凭证$确认营业收入!长期工程)包括劳务*合同$一般应当根据完成进度法或者完成合同

法合理确认营业收入!
销售退回%销售折让和销售折扣$应作为营业收入的抵减项目记帐!
企业的营业收入应当按基本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分别列示!同时经营几种基本业务的$应按种类分

别列示!

五%费用

费用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耗费!分为计入成本的费用和直接计入营业损益的费用!
"#费用核算的一般规则

企业应当按实际发生额核算费用和成本!采用定额成本或者计划成本方法的$应当合理计算成本差异$
月终编制会计报表时$调整为实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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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支付应由本期和以后各期负担的费用!应当按一定标准分配计入本期和以后各期"本期尚未支付但

应由本期负担的费用!应当预提计入本期"
#$计入成本的费用和产品成本

计入成本的费用是指直接为生产商品和提供劳务等发生的直接人工%直接材料%商品进价和其他直接费

用!以及企业为生产商品和提供劳务而分配的各项间接费用"
企业可以根据生产经营特点%生产经营组织类型和成本管理的要求自行确定成本计算方法"但一经确

定!不得随意变动"
以产品为成本核算对象的企业!应当严格划清本期成本与下期成本的界限&划清在产品%自制半成品与

成本产品之间的界限&划清不同产品之间的成本界限"
’$直接计入营业损益的费用

直接计入营业损益的费用称为期间费用!包括进货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营业费用不计

入成本!直接列作当期损益"企业应当正确%及时地结转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成本和营业费用!计入当期损

益"

六%利润

利润是企业在一定期间的经营成果!包括营业利润%投资净收益和营业外收支净额"
营业利润为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期间费用和各种流转税及附加税费后的余额"投资净收益是企业对

外投资收入减去投资损失后的余额"营业外收支净额是指与企业生产经营没有直接关系的各种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后的余额"
税前利润是指企业从利润总额中扣减按国家规定可以扣减的项目后的余额!企业应根据税前利润缴纳

所得税"税前利润扣除税金后的余额为本年度税后利润"
企业可分配利润是指税后利润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减去按规定弥补以前年度亏损以后的余额"企

业如有亏损!应按国家规定的程序弥补"
企业利润的构成和利润分配的各个项目!应当在会计报表中分项列示"仅有利润分配方案!而未最后决

定的!应当将分配方案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说明"

第四节 财务报告

财务报告是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书面文件!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务状况变动表(或者

现金流量表)%附表及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
资产负债表是反映企业某一特定日期财务状况的报表"资产负债表的项目!应当按资产%负债和所有者

权益的类别!分项列示"
损益表是反映企业在一定期间的经营成果及其分配情况的报表"损益表的项目!应当按利润的构成和利

润分配各项目分项列示"利润分配部分各个项目也可以另行编制利润分配表"
财务状况变动表是综合反映一定会计期间内营运资金来源和运用及其增减变动情况的报表"财务状况

变动表的项目分为营运资金来源和营运资金运用"营运资金来源与营运资金运用的差额为营运资金增加(或
减少)净额"营运资金来源分为利润来源和其他来源!并分项列示"营运资金运用分为利润分配和其他用途!
并分项列示"

企业也可以编制现金流量表!反映财务状况的变动情况"
财务状况变动表能够向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提供某一会计期间财务状况变动的全貌"它既能表明企业在

某一会计期间内有多少资金投入使用!企业的资金从何处来!使用于何处!又能系统地揭示该会计期间内的

重要理财事项!具体说明资金增减变化的原因"通过财务状况变动表!既可了解企业的经营方针!特别是理财

方针!也可了解企业内部资金周转情况"
会计报表附注是为帮助理解会计报表的内容而对报表的有关项目等所作的解释!其内容主要包括*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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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主要会计处理方法!会计处理方法的变更情况"变更原因以及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非经常项

目的说明!会计报表中有关重要项目的明细资料!其他有助于理解和分析报表需要说明的事项#
会计报表应当根据登记完整"核对无误的帐簿记录和其他有关资料编制$做到数字真实"计算准确"内容

完整"报送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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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帐户和复式记帐

第一节 资产和负债!所有者权益的平衡关系

一!资产和负债!所有者权益

任何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为了实现其职能"完成其所担负的任务"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经济资源"它是

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物质基础#经济资源在企业中的存在形态是在不断地变动之中"但无论在任何时刻"它
都必然以不同的金额分布在不同的形态上#在会计中"我们把企业持有的现金和可以有效地用货币计量的各

种经济资源称为企业的资产#企业的这些资产来源于所有者投资的部分"称为所有者权益$来源于信贷%如银

行借款!发行公司债券等&的部分"称为企业负债#为了全面地反映企业资产的增减变化状况"监督企业从合

法的渠道取得资产"并且合理节约地加以使用"就必须从企业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各个方面来进行观察

和分析#
由于各企业单位的资金运动形式和特点不同"资产和负债!所有者权益的具体内容也不尽相同#
’(资产

各企业单位的资产情况"主要由其生产经营的特点决定的#工业企业的主要经济业务就是生产制造产

品"其资产主要在生产领域"如厂房!机器设备!仪器工具等#另一部分资产在流通领域"如产成品!现金!银行

存款和结算过程中的应收款!预付货款等#企业的资产按流动性质分为)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在建

工程支出!无形资产!递延资产和其他资产#
企业的资产构成见图表 ’*’#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是企业资产取得和形成的渠道"企业资产的来源无外乎企业的负债!所有者的投资和

企业内部的积累#
负债是企业所承担!能以货币计量!需以资产或劳务偿还的债务#一般分为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流动负

债是指将在一年或者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内偿还的债务"包括短期借款!应 付 票 据!应 付 帐 款!预 收 货

款!应付工资!应交税金!应付利润!其他应付款!预提费用等#长期负债是指偿还期在一年或者超过一年的一

个营业周期以上的债务"包括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项等#长期借款又包括向金融机构借款和向其

他单位借款#
所有者权益是企业投资人对企业净资产的所有权"包括企业投资人对企业的投入资本以及形成的资本

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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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

资产

流动资产

现金

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短期投资

应收票据

应收帐款

预付帐款

其他应收款

材料采购

原材料

包装物

低值易耗品

委托加工材料

自制半成品

产成品

在产品

#

$待摊费用

长期投资 %%长期投资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支出%%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递延资产 %%

#

$ 递延资产

企业的全部资产减去全部负债后的净额&通常也称净资产’
企业的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构成如图表 !"(所示’
)*损益+收入和费用,
损益包括企业经营过程中的收入和费用支出两个方面’
收入是企业在销售商品或者提供劳务等经营业务中实现的营业收入’包括基本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

入’
费用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耗费&分为计入成本的费用和直接计入营业损益的费用’计入成

本的费用是指计入商品-产品-工程-劳务-服务等成本对象的各种费用&包括直接计入成本的费用和分配计

入成本的费用.直接计入营业损益的费用包括销售费用-商品流通费和管理费用等营业费用’
企业的费用与收入相配比&决定期间的盈利或亏损&从而直接影响所有者权益’
企业的损益构成如图表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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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负债

短期负债

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

应付帐款

预收帐款

其他应付款

应付工资

应付福利费

应交税金

应付利润

其他应交款

预提费用

$

%待扣税金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

%

$

% 长期应付款

权益

实收资本

资本公积金

盈余公积金

$

%

$

% 未分配利润

图表 !"&

损益

收入

产品销售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

投资收僧

$

%营业外收入

费用

产品销售成本

产品销售费用

产品销售税金

其他业务支出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

%

$

% 营业外支出

二’会计恒等式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是会计的六个基本要素(尽管各企业单位的生产经营情况不

同(它们的具体内容也有所不同(但在任何单位(它们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内在联系)
资产和负债’所有者权益是企业资金的两个不同的侧面)资产是企业拥有的资源的存在形态)而形成这

些资源必然要靠负债和所有者的投资)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是指债权人和投资者对企业资产的要求权)因此(
在任何时刻(企业的资产恒等于债权人和所有者对这些资产的要求权)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用公式来表示(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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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这个公式在会计上被称为会计恒等式#或称会计方程式$同时#企业的经营成果也必然会影响所有者权

益的变动$把企业的经营成果考虑在内#则上述恒等式变为%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
收入扣除费用后的部分即为企业的利润$
举例说明如下%
)例*某企业 +,--年 +月 +日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状况如下表%

资 产 金 额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金 额

现金 /00 短期借款 +00000
银行存款 11000 应付帐款 /100
材料采购 2/00 应付债券 +/3000
原材料 +/0000 实收资本 /40000
自制半成品 50000
固定资产 /40000
合 计 1,4100 合 计 1,4100

通过这张表可以看出#该企业在某一特定日期拥有的资产总额为 1,4100元#分别为%现金 /00元#银行

存款 11000元#材料采购 2/00元#原材料 +/0000元#自制半成品 50000元#固定资产 /40000元$而这些资产

又有它们相应的来源%短期借款 +00000元#应付帐款 /100元#应付债券 +/3000元#实收资本 /40000元#负

债和所有者权益的总额为 1,4100元$资产总额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额都是 1,4100元#两者平衡$

三.经济业务的发生不影响会计恒等式

各企业在其生产和经营过程中必然要从事各种经济活动$有些经济活动能用货币计量#能引起企业的资

产和负债.所有者权益发生增减变动$然而#任何一项经济业务的发生#不论其在什么时候#也不论其如何的

复杂#绝不会破坏资产和负债.所有者权益的平衡关系#而只会引起资产总额#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总额同时

发生等额的增减变化#或者只能引起资产内或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内的各个组成项目之间发生变动$
如果将企业发生的各种各样经济业务所引起的资产增减变化情况#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增减变化情况加

以归纳#不外乎有四种基本类型%
&+(经济业务的发生#引起不同的资产项目此增彼减#增减金额相等6
&/(经济业务的发生#引起不同的负债和所有者权益项目之间的此增彼减#增减金额相等6
&2(经济业务的发生#引起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这两方的项目同时增加#增加金额相等6
&1(经济业务的发生#引起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两方的项目同时减少#减少的金额相等$
下面以上面图示为基础#通过实例来理解上述四种类型的经济业务#并证 明 它 们 都 不 能 破 坏 资 产 和 负

债.所有者权益的平衡关系$
)例 +*企业从银行存款中提取现金 300元#以备日常的开支$
这笔经济业务使该企业的银行存款减少了 300元#现金增加了 300元$银行存款和现金都属于资产项

目#两者一减一增#而且金额相等#资产总额并没有变动#依然和负债.所有者权益总额保持平衡$
)例 /*企业从银行借入资金 +000元#归还以前所欠的应付帐款$
这笔经济业务使短期借款增加了 +000元#但由于归还了应付帐款#从而使应付帐款减少了 +000元$负

债类项目一增一减#增减数额相等#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额不变#依然和资产总额保持平衡$
)例 2*企业发行债券收到款项 30000元#存入银行$
这项经济业务的发生#使资产类银行存款项目增加了 30000元#同时也使所有者权益类应付债券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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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资产总额和负债$所有者权益总额同时增加了 !""""元%两者依然保持平衡#
&例 ’(企业用银行存款归还银行短期借债 )""""元#
这项经济业务的发生%使负债类短期借款项目减少 了 )""""元%也 使 资 产 类 银 行 存 款 项 目 相 应 减 少 了

)""""元#资产和负债$所有者权益同时减少了 )""""元%两者依然保持平衡#
由以上分析可知*每项经济业务的发生都会使资产和负债$所有者权益的有关项目发生增减变动%但由

于增减的数额相等%所以它永远不会破坏资产和负债$所有者权益的总额平衡关系#这个平衡关系%是设置会

计科目$复式记帐和编制资产负债表的理论基础或依据#理解和掌握这一平衡关系%对于正确地组织会计实

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节 会计科目

一$设置会计科目的意义

一般而言%一个继续经营的企业%其经济业务是不断地发生的%日常的经济业务数量既多%同类业务又不

断重复%有的业务还非常复杂#因此在会计实务中需要采用一定的方法和手段%既能分门别类又能相互联系%
极为简便地把各种经济业务所引起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数额变动情况记载下来#这就需要设置和运

用会计帐户%使经济业务的发生而造成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增减变动得到全面$系统地记录和反映#
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要对会计对象的组成内容即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具体内容进行科学地分类#
这就要借助设置会计科目这一方法#

会计科目是按照经济内容和管理的要求对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进行科学分类的项目%也是帐户的标

准名称#

二$会计科目的设置原则

设置会计科目时%一般应当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会计科目的设置%应能全面地反映企业的会计对象#为了全面系统地反映企业各项经济业务引起的

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增减变动情况%完整地反映企业资金运动状况和结果%必须对会计对象的具体内

容进行全面地$科学地分类界定%设置相应的会计科目#各科目之间既相互区别%界限分明%又彼此联系%共同

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会计科目的设置%要兼顾宏观调控和微观决策的需要#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到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和综

合平衡的要求%另一方面要满足企业经营管理和决策的需要%做到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设置会计科目时%对会计科目名称的确定要做到含义准确%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以便于正确地使用#
+’-会计科目的设置%要便于记帐$查帐%并能满足会计核算技术现代化的要求%按照电子计算机的特点%

对会计科目实行固定编码#
我国工业企业目前使用的会计科目%是由财政部统一规定的%这样可以使企业提供的会计核算资料口径

一致%便于统计和分析#企业在不违反计划$财务$统计制度的规定%不影响会计核算要求和会计报表指标汇

总的前提下%可根据具体情况报经主管部门批准后%作必要的增加$合并和减少#
工业企业常用的会计科目如图表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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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 会计科目表

顺序号编 号 名 称 顺序号编 号 名 称

一$资产类 % !!% 其他应收款

! !&! 现金 !& !’! 材料采购

’ !&’ 银行存款 !! !’( 原材料

( !&% 其他货币资金 !’ !’) 包装物

# !!! 短期投资 !( !’% 低值易耗品

* !!’ 应收票据 !# !(! 材料成本差异

+ !!( 应收帐款 !* !(( 委托加工材料

, !!# 坏帐准备 !+ !(* 自制半成品

) !!* 预付帐款 !, !(, 产成品

!) !() 分期收款发出商品 #! ’*! 应付债券

!% !(% 待摊费用 #’ ’+! 长期应付款

’& !*! 长期投资 三$所有者权益类

’! !+! 固定资产 #( (&! 实收资本

’’ !+* 累计折旧 ## (!! 资本公积

’( !++ 固定资产清理 #* (!( 盈余公积

’# !+% 在建工程 #+ (’! 本年利润

’* !,! 无形资产 #, (’’ 利润分配

’+ !)! 递延资产 四$成本类

’, !%! 待摊财产损益 #) #&! 生产成本
二$负债类 #% #&* 制造费用

’) ’&! 短期借款 五$损益类

’% ’&’ 应付票据 *& *&! 产品销售收入

(& ’&( 应付帐款 *! *&’ 产品销售成本

(! ’&# 预收帐款 *’ *&( 产品销售费用

(’ ’&% 其他应付款 *( *&# 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

(( ’!! 应付工资 *# *!! 其他业务收入

(# ’!# 应付福利费 ** *!’ 其他业务支出

(* ’’! 应交税金 *+ *’! 管理费用

(+ ’’( 应付利润 *, *’’ 财务费用

(, ’’% 其他应交款 *) *(! 投资收益

() ’(! 预提费用 *% *#! 营业外收入

(% ’(( 待扣税金 +& *#’ 营业外支出

#& ’#! 长期借款

三$会计科目的分类

企业的资金运动需要有一个完整的会计科目体系来全面地反映-各会计科目之间既有严格的区别.又有

紧密的联系-会计科目按不同的标准可以作不同的分类/
!0按反映的经济内容分类

借贷记帐法下.会计科目按经济内容分类.通常可以分为五大类/资产类科目$负债类科目$所有者权益

类科目$成本类科目$损益类科目-
在采用借贷记帐法情况下.工业企业按经济内容对会计科目的分类如图表 !"*所示-
’0按提供核算资料的详细程度分类

把会计科目按提供信息的详细程度一般可划分为总分类科目$二级科目和明细分类科目三个层次-总分

类科目.也称一级科目或总帐科目.是对会计对象的组成内容进行总括划分的科目-为上述会计科目按其经

济内容或性质的分类就属于这一层次的科目-例如.1原材料2$1固定资产2$1应付帐款2等都是总分类科目-
它们对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等内容概括性最强.每个会计科目之间相互区别.各有特性-二级会计科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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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级科目的进一步分类!即二级科目处于一级科目之下!在性质上!二级科目从属于一级科目"因而!二级

科目反映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经济内容比一级科目具体#明确"例如!在$原材料%总分类科目下!可
以按照原材料的类别设置$原料及主要材料%#$辅助材料%#$燃料%#$低值易耗品%等二级科目"明细分类科目

是对二级科目的进一步分类!它处于二级科目之下!一般而言!明细科目是会计科目的最低层次!在性质上!
明细分类科目从属于二级科目和一级科目"与二级科目相比!明细分类科目反映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的内容更为具体!更具有针对性"仍以$原材料%总分类科目为例!在其所属的$原料及主要材料%二级科目下!
还可按材料的品种#规格设置明细科目"一级科目#二级科目与明细科目三者之间的关系!如图表 &’(所示"

图表 &’)

会计科目

资产类科目

流动资产科目

货币资金科目
现金

*银行存款

结算科目
应收帐款

*其他应收款

劳动对象科目++原材料

劳动产品科目
半成品

*

,

- 自制半成品

固定资产科目++
固定资产

*累计折旧

长期投资科目++长期投资

在建工程支出科目++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科目++无形资产

递延费用科目++

,

- 递延资产

负债类科目

短期负债科目

短期借款

应付帐款

应付福利费

应交税金

其他应交款

,

-预提费用

长期负债科目
长期负债

*

,

- 长期应付款

++++所有者权益类科目

实收积本

盈余公积

本年利润

,

-利润分配

++++成本类科目
生产成本

*制造费用

++++损益类科目

收入科目
产品销售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

费用科目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支出科目

产品销售成本

产品销售费用
,

-

,

-

,

- 其他业务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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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
一级科目 二级科目 明细科目

会计对象

现 金

银行存款

应收帐款$$$$$$
%%单位

%%& 个人

原材料

原料及主要材料
方 钢

&圆 钢

辅助材料 $$
油 漆

&润滑油

燃 料 $$
汽 油

&

’

(

’

( 煤 油

第三节 会计帐户

我们知道)会计科目是对会计对象的组成内容进行科学分类而规定的名称*对会计对象划分类别并规定

名称是必要的)但要全面+系统地记录和反映各项经济业务所引起的资产变动情况)还必须在分类的基础上

借助于具体的形式和方法)这就是开设和运用帐户*
帐户是根据会计科目设置的)它是对各种经济业务进行分类和系统+连续的记录)反映资产+负债和所有

者权益增减变动的记帐实体*会计科目的名称就是帐户的名称)会计科目规定的核算内容就是帐户应记录反

映的经济内容)因而帐户应该根据会计科目的分类相应地设置*如企业要开设资产类帐户+负债类帐户+所有

者权益类帐户+成本类帐户和损益类帐户,从需要和科目的特点出发)根据总分类科目+二级科目和明细分类

科目开设相应的帐户)以便于分类+归集+总括和具体+详细地核算数据*
帐户作为记录和反映经济业务活动的一种形式)其基本功能是便于对各项经济业务所引起的企业资产+

负债+所有者权益+成本+损益的变动数额进行分门别类和有条不紊地进行归集+汇总*要使帐户发挥其功能)
不仅要确定其名称和进行分类)还要使其具备相应的结构*所有经济业务的发生所引起的企业资产+负债+所
有者权益等的变动)从数量上看)不外乎-增加.和-减少.两种情况*因此)每个帐户起码要划分出两个方位/
即一方登记增加额)另一方登记减少额)这是一切帐户的基本结构*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帐户的基本结构可简

化为左右两方)即-丁字形.)如图表 !"0所示/

图表 !"0

左方 帐户名称 右方

帐户的哪一方登记增加额)哪一方登记减少额)取决于采用哪一种复式记帐法和帐户的性质*在一定时

期内帐户所归集的金额合计)叫作本期发生额*帐户所登记的增加额的合计数)称为本期增加发生额,帐户所

登记的减少额的合计数)称为本期减少发生额*在某些帐户中)将本期增加发生额与本期减少发生额相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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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会发现差额!这个差额就是帐户的期末余额"如果本期的期末余额转入下一期!即为下一期的期初余额#
这四者的关系可用下列公式表示$

期初
余额%

本期增加
发生额 &

本期减少
发生额 ’

期末
余额

在实际的会计核算工作中!帐户的具体结构并非采用上述的(丁字形)!而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设计#一

般 而言!任何一个帐户的结构除了应具备帐户名称和登记增减金额的两个方位以外!还须分别列出(日期)*
(摘要)*(凭证号数)等项目及相应的格式#在使用借贷记帐法的情况下!实际核算工作使用的帐户结构通常

是(三栏式)!如图表 +,-#

图表 +,-
帐户名称$

日 期 凭 证 号 摘 要 借 方 贷 方 余 额

第四节 复式记帐

一*复式记帐的意义

为了反映经济活动!记录经济业务!不仅要按规定的会计科目和管理的需要科学地设置帐户!而且还要

运用科学的记帐方法!把经济业务记录于帐户中#所谓记帐方法!就是在帐簿中登记各项经济业务的方法!它
是会计核算方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的记帐方法对正确和全面地核算和监督会计对象!对于加强经

济管理!保证完成会计工作的各项任务有着重要的意义#
记帐方法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单式记帐法!一种是复式记帐法#单式记帐法是一种比较简单的!不完整

的记帐方法#它对发生的每项经济业务!一般只在一个帐户中进行记录!有时即使登记在两个帐户中!但两个

帐户之间的记录也没有直接联系#它既不能全面*系统地反映经济业务的来龙去脉!也不便于检查帐户记录

的正确性与完整性#单式记帐法只能适用于经济业务非常简单的单位#财政部统一规定!我国的企业!要采用

复式记帐法#
所谓复式记帐法!是指对每一项经济业务都应当以相等的金额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帐户中进行登

记!它是一种比较完整*系统的记帐方法#复式记帐法有两个显著特点$首先!它对发生的每项经济业务至少

要在两个相互联系的帐户上以相等的金额作双重的记录"其次!所有帐户之间的数字存在平衡关系!可以进

行试算平衡#复式记帐法的特点决定了它是一种科学的能全面反映经济活动的记帐方法#
按照复式记帐原理处理经济业务!能够把所有经济业务相互联系地*全面地记入有关帐户中!这不仅可

以了解每一项经济业务的来龙去脉!而且通过帐户记录还可以完整地*系统地反映各项经济活动的过程和结

果#同时!由于对每项经济业务都以相等的金额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联系的帐户上进行记录!这样!所有帐

户的有关发生额必然保持一种平衡关系#根据这种必然相等的关系!就可以检查帐户中记录是否正确!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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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查找原因!加以更正"
应用复式记帐法记录各项经济业务!还可以通过帐户对应关系了解经济 的 内 容!检 查 经 济 业 务 是 否 合

理#合法"
复式记帐法在会计核算方法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日常会计核算工作中从编制会计凭证到登记帐簿!

都要运用复式记帐原理"
复式记帐法!根据记帐符号#帐户分类#记帐规则和试算平衡等方面的差异!主要分为借贷记帐法#增减

记帐法和收付记帐法"我国新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八条规定!会计记帐采用借贷记帐法"

二#借贷记帐法

借 贷记帐法!是以&借’#&贷’为记帐符号!反映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增减变动情况一种复式记帐法"
它最早产生在 ()世纪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意大利"&借’#&贷’二字原表示债权#债务关系的增减变化!
后逐渐演变为一种专门的记帐符号和会计术语"借贷记帐法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成为比较科学#严密#完善

的一种复式记帐法!在国际上被广泛地应用"
(*借贷记帐法的帐户结构

借贷记帐法以&借’#&贷’为记帐符号!把帐户划分为&借方’和&贷方’两个基本部分"其格式如图表 (+,"

图表 (+, 帐户名称

-会计科目.

年

月 日
凭证号数 摘要 借方 贷方 借或贷 余额

为了便于说明借贷记帐法下帐户的基本结构!将上述格式简化为&丁’型帐户如图表 (+(/"
图表 (+(/ 帐户名称

-会计科目.

借方 贷方

借贷记帐法下!所有帐户的结构都是左方为&借’!右方为&贷’!但&借’#&贷’反映资产数量变化的增减性

质则是不固定的"不同类别的帐户!借贷方所登记的增减正好相反"也就是说!凡是用来反映资产的帐户!借
方登记增加额!贷方登记减少额!如有余额必在借方0凡是用来反映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帐户!借方登记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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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供方登记增加额!如有余额必在贷方"资产帐户#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帐户的结构如图表 $%$$和$%$&"

图表 $%$$ 资产帐户

借方 帐户名称 贷方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额’’’ 本期减少额’’’

(
(

(
(

本期发生额’’’ 本期发生额’’’

期末余额’’’

图表 $%$&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帐户

借方 帐户名称 贷方

期初余额’’’

本期减少额’’’ 本期增加额’’’

(
(

(
(

本期发生额’’’ 本期发生额’’’

期末余额’’’

帐户的余额和发生额的关系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
借方期末余额*借方期初余额+借方本期发生额,贷方本期发生额

贷方期末余额*贷方期初余额+贷方本期发生额,借方本期发生额

&-借贷记帐法的记帐规则

所谓记帐规则!就是指记录经济业务时所应遵循的规则"运用借贷记帐法登记经济业务时!首先应根据

经济业务的内容!确定它所涉及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变动是增加还是减少.然后!确定应将其记入有

关帐户的借方或贷方"
现仍以第 $节所举的四项经济业务为例!说明借贷记帐法的运用"
/例 $0企业从银行存款中提取现金 122元"
这项经济业务的发生!使企业的库存现金这一资产项目增加 了 122元!银 行 存 款 这 一 资 产 项 目 减 少 了

122元"因此!它涉及到3现金4和3银行存款4这两个帐户!应登记在3现金4帐户的借方和3银行存款4帐户的

贷方"登记结果如图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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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

借方 银行存款 贷方 借方 现金 贷方

期初余额 $$%%% & ’%% 期初余额 (%%

& ’%%

)例 (*企业从银行借入资金 !%%%元+归还以前所欠的应付帐款,
这 项 经 济 业 务 的 发 生+使 企 业 的 短 期 借 款 项 目 增 加 了 !%%%元+应 付 帐 款 这 一 项 目 相 应 地 减 少 了 !%%%

元,因此+它涉及到-短期借款.和-应付帐款.这两个帐户+应登记在-短期借款.帐户的贷方和-应付帐款.帐
户的借方,登记结果如图表 !"!$,

图表 !"!$

借方 短期借款 贷方 借方 应付帐款 贷方

期初余额 !%%%%% / !%%% 期初余额 ($%%

/ !%%%

)例 #*企业发行债券收到款项 ’%%%%元+存入银行,
这项经济业务的发生+使企业的银行存款增加了 ’%%%%元+相应地使企业的各负债类科目应付债券增加

了 ’%%%%元,因此+它涉及到资产类-银行存款.帐户和负债类-应付债券.帐户+应登记在-银行存款.帐户的

借方和-应付债券.帐户的贷方,登记结果如图表 !"!’,

图表 !"!’

借方 应付债券 贷方 借方 银行存款 贷方

期初余额 !(’%%% 期初余额 $#’%%

0 ’%%% 0 ’%%%%

)例 $*企业用银行存款归还银行短期借款 (%%%%元,
这项经济业务的发生+使企业的银行存款减少了 (%%%%元+相应地使企业的短期借款减少了 (%%%%元,

因 此+它涉及到资产类-银行存款.和负债类-短期存款.这两个帐户+应登记在-银行存款.帐户的贷方和-短
期借款.帐户的借方,登记结果如图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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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

借方 银行存款 贷方 借方 短期借款 贷方

期初余额 $%&’’ ( )’’’’ ( )’’’’ 期初余额 !’!’’’

从以上所举各例就明*在借贷记帐法下*对任何类型的经济业务*都是一律采用有借必有贷*借贷金额必

相等的记帐规则+
根据以上所举四种类型的经济业务*借贷记帐法的记帐规则可用图表 !"!,表示+

-%.

-/.

-).-!.

资产增加
-记借方.

资产减少
-记贷方.

负债0所有者权益减少
-记借方.

负债0所有者权益增加
-记贷方.

图表 !"!,

对有些复杂的经济业务*在运用借贷记帐法记帐时*则需要将其登记在一个帐户的借方和几个帐户的贷

方*或者登记在一个帐户的贷方和几个帐户的借方+借贷双方的金额也必须相等+
总之*运用借贷记帐法记帐*要求对发生的每一笔经济业务*都要以相等的金额*借贷相反的方向*在两

个或两个以上相互联系的帐户中进行连续0分类的登记+即记入一个帐户的借方*同时记入一个或几个帐户

的贷方1或者同时记入一个帐户的贷方*同时记入一个或几个帐户的借方+记入借方的金额同记入贷方的金

额必须相等+概括地说*2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3*就是借贷记帐法的记帐规则+
%4借贷记帐法下帐户对应关系和会计分录

运用借贷记帐法记帐时*在有关帐户之间总是形成应借0应贷的相互关系+这种帐户之间的相互关系*叫
作帐户对应关系+发生对应关系的帐户*叫作对应帐户+通过帐户的对应关系可以了解经济业务的内容*反应

资金运动的来龙去脉+在此基础上*对照有关法律0规章0制度*还能发现经济业务是否合理合法+
为了保证帐户对应关系的正确性*在将经济业务入帐户之前*应当先根据该项经济业务所涉及的帐户及

其借贷方向和金额编制会计分录*然后根据会计分录登记有关帐户+会计分录-简称分录.*就是标明某项经

济业务应借0应贷的帐户及其金额的记录+在实际工作中*会计分录是通过编制记帐凭证来实现的+通过会计

分录*不仅可以把经济业务的内容记入有关帐户*而且可以检查帐户的记录是否正确+
编制会计分录主要分三个步骤5
-!.确定经济业务所涉及的对应帐户1
-).确定对应帐户借贷的对应关系1
-%.确定各对应帐户应入帐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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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借贷记帐法编制会计分录习惯上将应借帐户排列在上!应贷帐户排列在下"
现将以上所举四例经济业务编制会计分录如下#
$%&借# 现金 ’((

贷# 银行存款 ’((
$)&借# 应付帐款 %(((

贷# 短期借款 %(((
$*&借# 银行存款 ’((((

贷# 应付债券 ’((((
$+&借# 短期借款 )((((

贷# 银行存款 )((((
会计分录有简单会计分录和复合会计分录两种"简单会计分录!指只涉及两个帐户!一借一贷对应组成

的会计分录"以上会计分录都是简单会计分录"复合会计分录!指涉及两个以上帐户!形成一借多贷或多借一

贷对应关系所组成的会计分录"复合会计分录只能,一借多贷-或,多借一贷-!不能多借多贷!否则!帐户间的

对应关系将无法辨认!不便于了解经济业务的内容"
+.借贷记帐法的试算平衡

所谓试算平衡!就是运用资产和负债/所有者权益之间的恒等关系来检查各类帐户记录是否正确的一种

方法"根据借贷记帐法的规则!每笔经济业务的会计分录借贷双方都是相等的!因此!将一定时期$如一个月&
内的经济内容登记入帐后!所有帐户的借方本期发生额合计数与贷方本期发生额合计数必然相等"同理!期
末结帐时!所有帐户的借方期末余额合计数和所有帐户的贷方期末余额合计数必然相等"试算平衡公式表示

如下#
全部帐户借

方本期发生额0
全部帐户贷

方本期发生额

全部帐户的借
方期末余额合计0

全部帐户的贷
方期末余额合计

在实际工作中!试算平衡是通过编制试算平衡表进行的"其格式为图表 %1%2"

图表 %1%2 试算平衡表

帐户名称
期初余额 本期发生额 期末余额

借方 贷方 借方 贷方 借方 贷方

现金 ’(( %)(( %((( 3((

银行存款 *(((( %((((( %’((( )’(((

应收帐款 ’(((( )(((( *(((( +((((

原材料 2(((( ’((( 3((( 32(((

产成品 4(((( 4((((

国家资产 )3(((( )3((((

短期借款 %’(’(( %((((( 2(((( %*(’((

应付债券 %((((( )((( ’)(( %(*)((

实收资本 )3(((( )3((((

合 计 ’)(’(( ’)(’(( %*2)(( %*2)((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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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算平衡表各栏数字是根据有关帐户的发生额和余额填列的!通过上述试算"如果每栏借贷不平衡"则
肯定帐户的记录有误#即使每栏借贷平衡"也不能完全肯定帐户记录没有错误!因为有些错误并不影响借贷

双方的平衡!例如"某项经济业务在有关帐户中同时多记或全部被漏记"或者使用的帐户错误"颠倒了借贷方

向等等!由于这样的错误不破坏试算平衡公式"所以不能通过试算平衡表来发现这类错误!
$%借贷记帐法下总分类帐和明细分类帐的平行登记

和会计科目的分类一样"帐户按其所提供经济核算指标的详细程度进行分类"一般分为总分类帐户和明

细分类帐户!总分类帐户是所属明细分类帐户资料的总合"对所属明细分类帐户起着统驭的作用!明细分类

帐户是总分类帐户的细目和具体化"对有关总分类帐户起着辅助和补充的作用!两者的对象相同"登记的根

据也相同!一个是总括地"一个是详细地说明同一事物"两者相辅相成"互相补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帐户

体系!因此"总分类帐户和明细分类帐户必须进行平行登记!
所谓平行登记"就是对发生的每项经济业务"都要根据会计凭证"一方面记入有关总分类帐户"另一方面

记入各该总分类帐户所属的明细分类帐户!
按照平行登记方法登帐的结果"总分类帐户和明细分类帐户的数量关系如下&
’()总分类有关帐户本期发生额的合计数与其所属各个明细分类帐户本期发生额的合计数必然相等#
’*)总分类有关帐户期末余额合计数与其所属各个明细分类帐户期末余额合计数必然相等!
总分类帐户和明细分类帐户这种数量关系"是检查总分类帐户和明细分类帐户登记是否完整和准确的

重要方法!
现以+原材料,和+应付帐款,帐户为例来说明总分类帐和明细分类帐的平行登记和相互核对!
假设前进工厂 (-..年 (月份+原材料,和+应付帐款,的期初余额如下&

原材料&/0000元

其中&甲种材料 (000公斤"每公斤 $0元"
计 $0000元

乙种原材料 $00公斤"每公斤 10元"
计 *0000元

应付帐款&(0000元

其中&光明工厂 2000元

向阳工厂 1000元

(月份发生下列经济业务&
’()(月 *日仓库发出甲种材料 100公斤"每公斤 $0元"计 *0000元#乙种材料 (00公斤"每公斤 10元"

计 1000元"共计 *1000元"用于生产 3产品!
’*)(月 $日向光明工厂购入材料一批"货款 42000元"材料已验收入库"但货款尚未支付!其中&甲种材

料 200公斤"每公斤 $0元"计 40000元"乙种材料 ($0公斤"每公斤 10元"计 2000元"共计 42000元!
’4)(月 *0日以银行存款偿还前欠货款 4*000元!其中&光明工厂 40000元"向阳工厂 *000元!
上述经济业务"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生产成本553产品 *1000

贷&原材料55甲种材料 *0000
乙种材料 1000

’*)借&原材料55甲种材料 40000
55乙种材料 2000

贷&应付帐款55光明工厂 42000
’4)借&应付帐款55光明工厂 40000

55向阳工厂 *000
贷&银行存款 4*000

根据上列有关资料"开设开登记有关总分类帐户及其所属明细分类帐户!平行登记的结果如图表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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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 总分类帐户

帐户名称*原材料

!)++年

月 日

凭证

号数
摘 要 借方 贷方 借或贷 余额

! ! 月初余额 借 ,$$$$
# - 生产领用 #’$$$ 借 ’.$$$
/ 0 购入 &.$$$ 借 1#$$$

! &! 本期发生额及余额 &.$$$ #’$$$ 借 1#$$$

图表 !"#$ 明细分类帐户2一3
帐户名称*甲种材料 计量单位*公斤

!)++年

月 日
凭证号数 摘 要

收 入 发 出 结 余

数量 单价 金额 数量 单价 金额 数量 单价 金额

! ! 月初余额 !$$$ /$ /$$$$
# - 生产领用 ’$$ /$ #$$$$ .$$ /$ &$$$$
/ 0 购入 .$$ /$ &$$$$ !#$$ /$ .$$$$

! &! 本期发生额及余额 .$$ &$$$$ ’$$ #$$$$ !#$$ /$ .$$$$

图表 !"#! 明细分类帐户2二3
帐户名称*乙种材料 计量单位*公斤

!)++年

月 日
凭证号数 摘 要

收 入 发 出 结 余

数量 单价 金额 数量 单价 金额 数量 单价 金额

! ! 月初余额 /$$ ’$ #$$$$
# - 生产领用 !$$ ’$ ’$$$ ’$$ ’$ !.$$$
/ 0 购入 !/$ ’$ .$$$ //$ ’$ ##$$$

! &! 本期发生额及余额 !/$ .$$$ !$$ ’$$$ //$ ’$ ##$$$

图表 !"## 总分类帐户

帐户名称*应付帐款

!)++年

月 日

凭证

号数
摘 要 借方 贷方 借或贷 余额

! ! 月初余额 贷 !$$$$

/ 0 购料欠款 &.$$$ 贷 ’.$$$

#$ 4 偿还购料欠款 &#$$$ 贷 !’$$$

! &! 本期发生额及余额 &#$$$ &.$$$ 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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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 明细分类帐户%一&
供应单位’光明工厂

!())年

月 日

凭证

号数
摘 要 借方 贷方 借或贷 余额

! ! 月初余额 贷 *+++

, - 购料欠款 $*+++ 贷 .#+++

#+ / 偿还购料欠款 $++++ 贷 !#+++

! $! 本期发生额及余额 $++++ $*+++ 贷 !#+++

图表 !"#. 明细分类帐户%二&
供应单位’向阳工厂

!())年

月 日

凭证

号数
摘 要 借方 贷方 借或贷 余额

! ! 月初余额 贷 .+++

#+ / 偿还购料欠款 #+++ 贷 #+++

! $! 本期发生额及余额 #+++ 贷 #+++

*0借贷记帐法下帐户按用途和结构的分类

上面介绍了会计科目按经济内容和提供核算指标的详细程度的分类1帐户是按会计科目设置的2同时2
帐户又有各自特定的用途和结构1为了更好地记录经济业务2理解和掌握帐户提供核算指标的规律性2有必

要进一步研究帐户按用途和结构的分类1在借贷记帐法下2帐户按用途和结构的不同2可以分为盘存帐户3基
金帐户3结算帐户3调整帐户3集合分配帐户3成本计算帐户3跨期摊配帐户3财务成果帐户3待处理帐户等九

类1盘存帐户3基金帐户3结算帐户3待处理帐户和一部分调整帐户是对资产帐户的进一步分类4集合分配帐

户3成本计算帐户和跨期摊配帐户是对成本3费用帐户的进一步分类4财务成果帐户和另一部分调整帐户是

对收入成果帐户的进一步分类1
工业企业所用的帐户按用途和结构所作的分类2如图表 !"#,所示1
各类帐户的特点分述如下’
%!&盘存帐户1盘存帐户是用来核算和监督各种财产物资和货币资金增减变动及结存情况的帐户1这类

帐户可以通过盘点的方法来检查帐面结存数是否与实存数额相符1盘存帐户借方登记财产物资或货币资金

的增加数2贷方登记财产物资或货币资金的减少数2余额在借方2表示期末各项财产物资和货币资金的实存

数额1
%#&基金帐户1基金帐户是用来核算各种基金的增减变动及其实有数的帐户1这类帐户的共同用途是核

算和监督企业能长期占用不需归还的经营资金和专用资金的形成和使用1这类帐户的贷方登记拨入或提留

数额2借方登记减少或支出数额2余额在贷方2表示各项基金的实有数1
%$&结算帐户1结算帐户是用来核算和监督企业同其他单位和个人之间发生结算关系而产生的各种应

收3应付帐款的帐户1这类帐户按照用途和具体结构可分三类2即资产结算帐户3负债结算帐户和资产负债结

算帐户1资产帐户是专门用来核算同各个债务人之间的结算业务的帐户1在这类帐户中2借方登记各种应收

款的增加和预收款项的减少数2贷方登记应收款项的减少和预收款项的增加数2余额若在借方2表示尚未收

回的应收款2若在贷方2表示应退回的预收数额1负债结算帐户是专门用来核算和监督同各个债权人之间结

算业务的帐户1这类帐户的贷方登记应付款项的增加和预付款项的减少数2借方登记应付款项的减少和预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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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项的增加数!它的余额一般在贷方"表示尚未偿付的债务"或应收回的预付款项!资产负债结算帐户既可用

来核算债权"又可用来核算债务"借方登记债权的增加或债务的减少数"贷方登记债务的增加或债权的减少

数"余额方向不固定"若为借方余额"则为资产结算帐户"若为借方余额"则为负债结算帐户!
图表 #$%&

帐户按用途和结构的分类

盘存帐户

’现金(帐户

’银行存帐(帐户

’固定资产(帐户

’原材料(帐户

’产成品(帐户

’自制半成品(

)

* 帐户

基金帐户
’实收资本(帐户

’应付福利费(+ 帐户

结算(帐户

’应付票据(帐户

’短期借款(帐户

’应付帐款(帐户

’其他应付款(帐户

’应付工资(帐户

’应付票据(帐户

’应交税金(

)

* 帐户

待处理帐户,,’待处理财产损益(帐户

集合分配帐户,,’制造费用(帐户

跨期摊配帐户

’递延资产(帐户

’待摊费用(帐户

’预提费用(

)

* 帐户

成本计算帐户

’材料采购(帐户

’管理费用(帐户

’销售费用(帐户

’财务费用(帐户

’生产成本(

)

* 帐户

财务成果帐户,,’本年利润(帐户

调整帐户
’累计折旧(帐户

’利润分配(+

)

* 帐户

-./调整帐户!调整帐户是用来调整其他有关帐户数字而设置的帐户!在会计核算中"由于经营管理上的

需要或其他原因"对于某些资产或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有时需要用两种不同的数字来记录和反映!这种情况

下"就需要设置两个帐户!一个用来反映资金占用和资金来源的原始数字"称为被调整帐户0另一个帐户则反

映对原始数字的调整数字"称为调整帐户!将原始数字同调整数字相加或相减"可以求得实有数字!调整帐

户"由于调整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备抵帐户和附加帐户两类!
-&/集合分配帐户!集合分配帐户是用来归集和分配经营过程中某一阶段所发生的某种费用的帐户!借

方登记费用的发生额"贷方登记费用的分配数额"期末无余额!
-1/跨期摊配帐户!跨期摊配帐户是用来核算应由几个时期共同负担的费用"以便正确计算各期成本的

帐户!在跨期摊配帐户中"用来核算本期已经支付"但应计入本期和以后各期产品成本的费用帐户"称为’待
摊 费用(帐户0反之"用来核算应归本期产品成本负担但实际上尚未支付的费用的帐户"称 为’预 提 费 用(帐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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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计算帐户$成本计算帐户是用来核算经营过程中某一阶段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并确定各个成本

计算对象实际成本的帐户$这类帐户借方登记直接计入的费用和集合分配帐户分配来的费用&贷方登记完工

转出的实际成本%期末如有余额在借方%表示在产品成本$
!’#财务成果帐户$财务成果帐户是用来确定企业的利润或亏损%以便核算和监督企业最终财务成果的

帐户$借方汇集各项损失%贷方汇集各项收益%期末余额在贷方%表示实现的利润总额%在借方%表示发生的亏

损总额$
!(#待处理帐户$待处理帐户是用来核算在财产清查中发生的盘盈盘亏情况%以达到帐实相符的帐户$

三)收付记帐法

收付记帐法是我国传统的一种记帐方法$收付记帐法按记帐主体内容的不同%可分为资金收付记帐法和

财产收付记帐法两种$这里只以资金收付记帐法为例作简要说明$
!*#全部帐户划分为+资金来源,)+资金运用,和+资金结存,三大类$资金来源类帐户用来反映资金的来

源和形成情况&资金运用类帐户用来反映资金的支出和去向情况&资金结存类帐户用来反映资金的收付和结

存情况$
!-#以+收,)+付,作为记帐符号%以资金的收付决定记帐方向资金来源类帐户%收方登记增加数%付方登

记减少数或转出数%余额在收方%表示资金来源的实有数额$资金运用类帐户%付方登记增加数%收主登记减

少数%余额在付方%表示资金的实际支出数$资金结存类帐户%收方登记增加数%付方登记减少数%余额在收

方%表示资金的结存数额$
帐户期末余额可以用以下公式计算.
资金来源类和资金结
存类帐户的期末余额/

期初
余额0

收方本期
发生额 1

付方本期
发生额

资金运用类帐
户的期末余额/

期初
余额0

付方本
期发生额1

收方本
期发生额

!2#收付记帐法的记帐规则是.3资金来源类和资金运用类帐户发生对应关系时%记+有收有付,&4资金

来 源或资金运用类帐户与结存类帐户发生对应关系时%记+同收,或+同付,&5每类帐户内部 发 生 对 应 关 系

时%记+有收有付,$
!6#试算平衡$根据资金来源)资金运用和资金结存的平衡关系%资金收付记帐法的试算平衡可用余额试

算平衡法和发生额差额平衡法来进行$
3余额试算平衡公式.

各类资金来源类和资金
运用类帐户收方余额合计1

各类资金来源类和资金
运用类帐户付方余额合计/

各资金结存类帐
户收方余额合计

4发生额差额平衡公式.
各资金来源类和资金运用类

帐户收方发生额合计 1
各资金来源类和资金运用

类帐户付方发生额合计 /
各资金结存类帐户

收付方发生额的差额

上述试算平衡%通常是通过编制试算平衡表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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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会计凭证和帐簿

第一节 会计凭证

一!会计凭证的意义和种类

"#会计凭证的意义

会计凭证$简称凭证$是记录经济活动!明确经济责任的书面证据%会计凭证是登记帐簿!进行会计监督

的重要依据%正确填制和认真审核会计凭证是财务管理不可缺少的基础工作%
任何企业!事业和行政单位在从事任何一项经济活动时$都必须办理会计凭证$也就是由有关人员根据

有关规定和程序填制和取得会计凭证$对整个经济活动过程作出书面记录%有关部门和人员要在会计凭证上

盖章签字$表示对会计凭证的真实性!正确性与合法性负责%会计人员必须对已取得的会计凭证进行严格的

审核$只有准确无误的会计凭证才能作为登记各种帐簿的凭据%会计凭证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对有效发挥会计

的职能和经济管理的效果有着重大意义%
&"’通过填制和审核会计凭证能准确!及时地反映经济活动的过程%随着经济活动的进行$要填制和审核

相应的会计凭证%会计凭证记录了经济活动的内容!时间!地点%
&(’通过填制和审核会计凭证能明确当事人的经济责任$强化有关部门和当事人的责任感%在填制与取

得会计凭证时$有关部门与人员必须在会计凭证上盖章签名$对会计凭证的真实性!正确性!合法性负责%
&)’通过填制和审核会计凭证可以加强对经济活动的监督!管理%通过审核会计凭证$可以监督相应经济

活动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合法性$可以明确相应的经济活动是否符合有关政策!法令和制度$还可以知道经济

效益的高低$发现经济管理的薄弱环节%
(#会计凭证的种类

会计凭证按其用途和填制程序$可分为原始凭证和记帐凭证两种%
&"’原始凭证%是在经济活动发生的同时填制的或取得的会计凭证%它是进行会计核算的原始资料$是从

事会计监督的重要凭据%
原始凭证还可以按不同的标准进行细分*
+按取得凭证的来源分$可以分为自制原始凭证和外来原始凭证两种%
自制原始凭证$是指单位内部有关部门和人员在从事某项经济活动时填写的原始凭证%
外来原始凭证$是指在经济活动中$从外单位获取的原始凭证%
,按其填制的方法分$可分为一次凭证和累计凭证%
一次凭证%是一次完成填制的记录一项经济活动的原始凭证%如购买材料时填制的发货票$验收材料入

库时填制的收料单等都是一次凭证%
累计凭证%是一定时期内连续累计记录若干同类经济业务的原始凭证%对于频繁发生的同类经济业务$

运用累计凭证$可以简化会计核算手续$提高工作效率%如企业内部使用的限额领料单$凭证上有管理部门根

据一定时期的生产任务和消耗定额确定的领料限额数$每次领退料时$都要在限额领料单上相应记录$结出

限额余额$期末结算出实际领用的数量和金额%限额领料单的一般格式如图表 "#(-%
自制原始凭证既有一次性填制的一次凭证$又有连续填制的累计凭证$外来原始凭证只有一次凭证%
.原始凭证按其反映的经济业务的数量来分$可分为单项凭证和汇总原始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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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凭证!是根据某项经济业务直接填制的原始凭证!

图表 "#$% 限额领料单

领料单位
用途 年 月 日

发料仓库
编号

材料

类别

材料

编号
材料名称及规格

计量

单位

单

价

领用

限额

实 领

数量 金额

供应部门负责人 生产部门负责人

日 期
请 领 实 发 退 库

数量 领料单位负责人 数量 发料人 领料人 数量 退料单编号

&&&&&&&&&&&&&&&&&&&&&&&&&&&&&&&&&&&&&&&&&&&&&&&&&&&&&

限额结余

合 计

仓库负责人

汇总原始凭证!是汇总记录了一定时期内若干张原始凭证反映的同类经济业务的凭证!如发料凭证汇总

表’其格式如图表 "#$(!
图表 "#$( 企发料凭证汇总表

年 月份

字第 号
附件 张

日 期
领料单

张 数

贷方科目

)原材料*

借 方 科 目

生产成本
委托加工

材 料
制造费用 管理费用

合 计

合计

会计主管 记帐 审核 填制

原始凭证主要是用来证明经济业务的发生或完成情况的’因此’不能用购货合同+材料申购单等作为原

始凭证!
,$-记帐凭证!记帐凭证’是由会计部门根据审核后的原始凭证’按其所载经济业务确定会计分录’直接

用来作为记帐依据的会计凭证!原始凭证是会计核算的重要依据’但因原始凭证只初步反映了经济业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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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其格式和内容又不相同!因此!必须依据会计帐户的设置情况!加以系统地归类和整理!编制会计分录!审
核无误后!才可以规范地登记入帐"

记帐凭证按不同的标准!可以有以下几种分类#
$按其所反映的经济业务的内容!记帐凭证分为收款凭证%付款凭证和转帐凭证"
收款凭证"是用来记录有关现金和银行存款收入业务的记帐凭证"其一般格式如图表 &’()所示"

图表 &’() 收款凭证

借方科目#银行存款 &*++年 *月 &,日
银付字第 -号

附件 (件

摘要
贷 方 科 目

一级科目 二级或明细科目
帐 页

金 额

一级科目 二级科目或明细科目

销售产品收入 产品销售收入 .,,,,,,
甲产品 -,,,,,,
乙产品 (,,,,,,

合 计 .,,,,,, .,,,,,,
会计主管/签章0 记帐/签章0 出纳/签章0 审核/签章0 填制/签章0

付款凭证"是用来记录现金和银行存款付出业务的记帐凭证"其一般格式如图表 &’(*所示"

图表 &’(* 付款凭证

贷方科目#现金 &*++年 *月 &.日
现付字第 .号

附件 &件

摘要
贷 方 科 目

一级科目 二级或明细科目
帐 页

金 额

一级科目 二级科目或明细科目

付销售科 管理费用 -,,,,
++差旅费 差旅费 -,,,,

合 计 -,,,, -,,,,
会计主管/签章0 记帐/签章0 出纳/签章0 审核/签章0 填制/签章0

转帐凭证"是用来记录不涉及现金与银行存款收支的经济业务即转帐业务的记帐凭证"其一般格式如图

表 &’-,所示"
图表 &’-, 转帐凭证

&*++年 *月 (,日
现付字第 1号

附件 &张

摘要
会 计 科 目

一级科目 二级科目或明细科目

帐
页

借方金额 贷方金额

一级科目 二级或明细科目 一级科目 二级或明细科目

记
帐

甲车间 生产成本 -,,,
领用 甲车间 -,,,
材料 原材料 -,,,

甲材料 -,,,
合 计 -,,, -,,, -,,, -,,,

企业主管/签章0 记帐/签章0 审核/签章0 制单/签章0

2记帐凭证按记帐方法的不同!可分为单式记帐凭证和复式记帐凭证"

34 5财会管理卷5



单式记帐凭证在一张凭证上只有一个一级科目!每当一笔经济业务发生时!根据其会计分录涉及的一级

会计科目填制几张凭证!并用一定的编号方法将其联系起来"单式记帐凭证如图表 #$%#&#$%’所示"

图表 #$%# 记帐凭证(单式)

借方帐户*材料采购 #+,,年 +月 ’-日
银付第 #-号
分号*’.#号

明细帐户 摘要 帐页 金额 对方帐户

原材料

低值易耗品

购入原材料

购入低值易耗品

/+----

#----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合 计 0----- 11

附
件
’

张

企业主管(签章) 记帐(签章) 审核(签章) 制证(签章)

图表 #$%’ 记帐凭证(单式)

贷方帐户*银行存款 #+,,年 +月 ’-日
银付第 #-号
分号*’.’号

明细帐户 摘要 帐页 金额 对方帐户

购入原材料

购入低值易耗品
0----- 材料采购

合 计 0----- 11

附
件
’

张

企业主管(签章) 记帐(签章) 审核(签章) 制证(签章)

复式记帐凭证是在一张凭证上填列一笔会计分录所涉及的所有帐户!可以全面反映经济业务"例如收款

凭证&付款凭证&转帐凭证都是复式记帐凭证"
2记帐凭证按其反映经济业务的数量不同!可以分为单项记帐凭证和汇总记帐凭证"
单式记帐凭证是根据每一张原始凭证单独填制的会计凭证"如收款凭证&付款凭证和转帐凭证"汇总记

帐凭证是根据收款凭证&付款凭证&转帐凭证定期汇总编制的用于登记总分类帐的记帐凭证"它又分别称为

汇总收款凭证&汇总付款凭证&汇总转帐凭证"汇总记帐凭证也可以是科目汇总表"

第二节 原始凭证的填制和审核

一&原始凭证的填制

原始凭证是记录经济业务完成情况!明确有关单位与人员经济责任的证明单据"因此!必须认真如实地

填制好原始凭证"虽然不同的原始凭证有其反映的不同经济业务内容&不同的格式!但都包含有以下几个要

素*
(#)原始凭证的名称3
(’)原始凭证的编号3
(%)填制原始凭证的日期3
(4)填制和接受原始凭证的单位名称3
(5)有关的经济业务内容3
(6)经济业务所涉及的数量&计量单位&单价和金额总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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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与人员的签名或盖章$
!%#凭证附件&
各种原始凭证反映的情况和数据是进行会计核算的最原始资料&原始凭证是否真实’正确’及时(是整个

会计工作质量好坏的前提&因此(原始凭证的填制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其实可靠&凭证上日期’业务内容和数字必须真实可靠&
!+#内容完整&凭证上的所要填制的内容不得遗漏&
!,#书写清楚规范&凭证填写必须完整’不得随意涂改’刮擦’挖补$填写大小写金额时(两者必须相符字

体规范&更正错误时要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
!-#及时性&各种原始凭证要及时填制和及时交有关会计部门审核(作为记帐依据&

二’原始凭证的审核

对会计凭证的审核是会计监督的一个重要手段&原始凭证填制以后(为了保证其真实可靠(会计部门在

据此填制记帐凭证入帐前(必须对其进行严格的审核&审核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审核原始凭证所记录的经济业务的合理性’合法性

主要是审查记录的经济业务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令’制度和政策$是否执行了预算’合同和计划(是否

符合经济核算的原则&若发现有违法违纪行为(要拒绝执行(并向有关部门与领导汇报&
+.对原始凭证的合理性进行技术性审核

主要是审核原始凭证的内容和填制手续是否符合规定的要求(即凭证所载的内容是否与实际情况一致(
该填的项目是否遗漏(数字是否清楚准确(书写是否规范(有关部门与人员是否都已签名或盖章&对有技术性

问题的原始凭证要退回(补齐手续或更正错误&

第三节 记帐凭证的填制和审核

一’记帐凭证的填制

*.记帐凭证的基本内容

记帐凭证是登记帐簿的直接依据(它是在审核无误的原始凭证的基础上(系统归类整理编制而成的&记

帐凭证有很多种类(同一种类的记帐凭证又有不同的格式(但所有的记帐凭证都必须具备下列基本内容)
!*#记帐凭证的名称$
!+#记帐凭证的编号$
!,#填制凭证的日期$
!-#有关经济业务内容提要$
!/#有关帐户的名称!包括总帐’明细分类帐#’方向和金额$
!0#有关原始凭证张数和其他有关资料份数$
!"#有关人员的签名或盖章&
+.记帐凭证的填制

记帐凭证的填制(就是会计人员将各项凭证要素的内容填写齐全(按规定完成签章手续&
记帐凭证要根据审核后的原始凭证填制&填制记帐凭证和填制原始凭证一样(也要符合真实’正确’完整

和及时的要求(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记帐凭证的填制要有根据(要将原始凭证附在记帐凭证的后面(并在记帐凭证上注明所附原始凭证

的张数$
!+#在使用未用的记帐凭证时(不能将不同类型的经济业务合并编制一张记帐凭证$
!,#记帐凭证记载的会计科目之间的对应关系要明确$
!-#记帐凭证要连续编号(以便登帐后查对和防止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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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自制原始凭证和汇总原始凭证代替记帐凭证时$它们要具备记帐凭证应有的项目$注明经济业

务的会计分录%

二&记帐凭证的审核

记帐凭证是登记帐簿的直接根据$需要严格审核$确保其正确无误%记帐凭证的审核$主要包括以下方

面’
!(#所附原始凭证是否齐全$是否经过审核$原始凭证所记录的经济业务内容和数额与记帐凭证是否一

致)
!*#会计科目和核算内容是否与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相符$会计分录和帐户对应关系是否正确$金额正

确与否)
!+#需要填制的内容是否有遗漏%
审核发现了错误$要查清原因$按规定更正%

第四节 会计凭证的传递和保管

一&会计凭证的传递

会计凭证的传递$是指各种会计凭证从填制&取得到归档保管为止的全部过程$即在企业&事业和行政单

位内部有关人员和部门之间传送&交接的过程%要规定各种凭证的填写&传送单位与凭证份数$规定会计凭证

传递的程序&移交的时间和接受与保管的有关部门%这样可以使会计凭证及时&顺利地送达会计部门$进行加

工处理$还可以明确各部门之间的经济关系和各自的责任$起到互相督促的作用%
会计凭证传递的组织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确定会计凭证的传递路线与环节%在确定传递路线与环节时$既要考虑经济业务的需要$又要考虑到

工作效率%
!*#确定会计凭证在每个环节的停留时间%会计凭证在各环节的停留时间要根据具体需要$又要考虑到

工作效率%
!+#制定和严格执行交接签收制度%为保证会计凭证在传递过程中的完整无损$应该制定完善的交接签

收制度并严格执行%

二&会计凭证的保管

会计凭证是重要的会计档案和经济资料$每个单位都要建立保管制度$妥善保管%
对各种会计凭证要分门别类&按照编号顺序整理$装订成册%封面上要注明会计凭证的名称&起讫号&时

间以及有关人员的签章%
要妥善保管好会计凭证$在保管期间会计凭证不得外借$对超过所规定期限!一般是 ("年#的会计凭证$

要严格依照有关程序销毁%需永久保留的有关会计凭证$不能销毁%

第五节 帐簿的意义和种类

一&帐簿的意义

会计帐簿$简称帐簿$是由一定格式又相互联系的帐页组成$用来序时地&分类地记录各项经济业务的簿

籍%
科学地设置帐簿$对于全面完成会计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帐簿全面&系统&连续地反映了资金运用的状况%帐簿能够提供各项总括核算资料$又能详细提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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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类帐目!
"#$帐簿序时地反映了有关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各种费用状况!
"&$帐簿是会计报表和财务计划的基础资料!
"’$帐簿是进行财务监督的重要依据!
"($帐簿是进行会计分析的基本依据!通过对帐簿进行分析)可以找到管理的簿弱环节)可以有针对性地

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二%帐簿的种类

*+帐簿按其性质和用途来分)可分为日记帐%分类帐和备查帐

"*$日记帐!也称序时帐簿)是按经济业务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记录经济业务的帐簿!该种帐簿按照所记

录的经济业务范围的不同)又分为普通日记帐和特种日记帐!普通日记帐用来序时记录所有经济业务!特种

日记帐用来序时记录某种经济业务!例如)现金日记帐%银行存款日记帐等都是特种日记帐!
"#$分类帐!是按照帐户分类记录各项经济业务的帐簿!该帐簿按其分类详细程度的不同)分为总分类帐

簿和明细分类帐簿!总分类帐簿)简称总帐)是根据一级会计科目设立的总分类帐户)按照总括分类记录全部

经济业务的帐簿!它可以提供各种资产%负债%费用%成本%收入等总括核算资料!明细分类帐簿)简称明细帐)
是按照二级或明细会计科目设立的分类帐户!

"&$备查帐!又称补助帐)是对日记帐和分类帐簿中不能记载或记载不全的经济业务进行补充登记的帐

簿!如租入%租出固定资产登记簿%代销商品登记簿等!
#+帐簿按其外表形式来分)可分为订本帐%活页帐%卡片帐

"*$订本帐!是将帐页固定装订成册的帐簿!这种帐簿可避免帐页散失)防止抽损帐页)易于归档保管!因
此)一般规定总分类帐簿和现金日记帐%银行存款日记帐等采用订本帐!

"#$活页帐!是将帐页装订在帐夹中的帐簿!此种帐簿可根据需要增加帐页)便于记帐工作的分工)但易

于散失或被抽损!这种帐簿在使用前要连续编号)登记使用完后装订成册!明细分类帐多为活页帐!
"&$卡片帐!是将帐卡装在帐卡箱中的帐簿!特点是比较灵活)可根据需要增添%调整)但也易于散失!

第六节 帐簿的设置和登记

帐簿有不同种类和多种格式)各单位可在统一规定的前提范围内)根据实际需要设立帐簿!企业一般设

有日记帐%总帐%明细帐!

一%日记帐的设置和登记

日记帐是按经济业务发生的时间顺序)逐笔登记的帐簿!它即可以时序地反映一类或全部经济业务的完

成情况)又可以反映每一时点上一类或全部经济业务!在一般单位中)设置有现金日记帐%银行存款日记帐)
用来核算和监督货币资金的收%付!有些单位设置转帐日记帐)用来反映转帐业务的情况!

*+现金日记帐

现金日记帐是用来逐笔反映现金的收入%支出和结余情况的帐簿!出纳员根据现金的收款凭证和付款凭

证序时地逐笔登记!根据现金收款凭证登记收入金额)根据现金付款凭证登记支出金额)每天结余出全天的

现金收入%支出的发生额和余额)且要将余额与现金库存核对!日余额的计算公式为,
余额-上日余额.本日收入发生额/本日支出发生额

现金日记帐有既登记现金收入)又登记现金支出的现金收付日记帐)也可更细地分别设置现金收入日记

帐和现金支出日记帐!现金收付日记帐一般采用的是三栏式)其格式如图表 *+&&!现金收入日记帐和现金支

出日记帐则多采用多栏式)其格式如图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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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 现金收付日记帐$三栏式%
第 页

年

月 日
凭证号 摘要 对方科目 收入 支出 余额

图表 !"#& 现金收入日记帐$多栏式%
第 页

年

月 日
凭证号 摘要

贷 方 科 目

’’ 收入合计

支出

合计
余额

("银行存款日记帐

银行存款日记帐)是用来逐笔反映企业在银行存款的收入*支出及结余情况的帐簿+银行存款日记帐按

银行帐户分别设置)由出纳员根据银行收款凭证和付款凭证序时地逐笔顺序登记)每天结算出各帐户全天的

银行存款收入*支出的发生额和余额)且定期与银行对帐单对帐)编制出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根据银行收款

凭证登记收入金额,根据银行付款凭证登记支出金额,对于将现金存入银行和银行间转存的情况)可根据现

金付款凭证或者银行付款凭证登记收入金额+银行存款日记帐格式有多栏式和三栏式两种)一般多采用三栏

式+其格式如图表 !"#-+多栏式银行存款日记帐也细分为银行存款收入日记帐*银行存款支付日记帐)还可

将两者合并形成多栏式银行存款日记帐+多栏式银行存款日记帐格式如图表 !"#.+

图表 !"#- 银行存款日记帐$三栏式%
第 页

年

月 日
凭证号 摘 要 结算凭证 对方科目 收入 支出 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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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 银行存款日记帐%多栏式&

’
’
’
’
’
’
’

第 页

年

月 日

凭证号 摘 要

收 入

应贷科目

((

合

计

支 出

应借科目

((

合

计

’
’
’
’
’
’
’
’

结余

#"转帐日记帐

转帐日记帐是根据转帐凭证逐日逐笔登记的帐簿)其格式如图表 !"#*所示)

图表 !"#* 转帐日记帐

第 页

年

月 日

转帐

凭证号
摘 要

借 方 贷 方

一级科目 金 额 一级科目 金 额

二+总分类帐的设置和登记

总分类帐,也称总帐,是按照总分类帐户分类登记全部经济业务的帐簿)在总帐中可根据总帐科目设立

帐户)总帐有三栏式+多栏式两种形式,一般多采用三栏式)其格式如图表 !"#-和 !"#.)

图表 !"#- 总帐%三栏式&
会计科目/ 第 页

年

月 日
凭证号 摘要 借方 贷方 借0贷 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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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 总帐%三栏式&
会计科目’ 第 页

年

月 日
凭证号 摘要

借 方 贷 方

对方科目 金额 对方科目 金额
借(贷 余额

总帐的格式和登记方法)依据*主要取决于所采用的会计核算形式+有根据记帐凭证直接登记总帐的,有
根据汇总记帐凭证登记总帐的,也有根据科目汇总表登记总帐的+总帐是编制会计报表的重要依据+会计电

算化后也可由月末的总帐科目试算平衡表代替总帐+

三)明细分类帐的设置和登记

明细分类帐*又称明细帐*是根据明细分类帐户登记明细分类帐的帐簿+明细帐对经济业务作了更详细

的说明*是总帐的补充*是编制会计报表的重要依据+明细帐簿一般以二级或明细科目来设置帐户+由于现金

和银行存款核算内容单一*又设有日记帐*可不另设明细帐+其他的都应设置有关的明细帐*用来分类)连续

地记录有关资产)负债)所有者收益)收入)费用等详细资料+这样*既能从总帐了解某一科目的总括情况*又
可根据有关的明细帐进一步了解该科目具体和详细情况+

明细帐一般采用活页式帐簿*有时也有采用卡片式的+根据财产投资管理上的要求和各明细帐记录的经

济内容*明细帐的格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三栏式明细帐

三栏式明细帐有三个基本栏目’借方)贷方和余额+其格式如图表 !"-.+它适用于只有余额明细核算的

帐户*如/应付帐款0)/应收帐款0等+

图表 !"-. 明细帐

二级或明细科目’

年

月 日
凭证号 摘要 借方 贷方 借(贷 余额

1"数量)金额式明细帐

其格式如图表 !"-!+它适用于/原材料0)/自制半成品0等既要进行金额核算又要进行数量核算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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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 帐簿名称

类别$ 编号$
名称规格$ %%明细帐 存放地点$
计量单位$ 计划单价$

年

月 日
凭证号 摘要

收 入 支 出 结 存

数量 单价 金额 数量 单价 金额 数量 单价 金额

&"多栏式明细帐

多栏式明细帐在一张帐页内对属同一个一级科目或二级科目设置若干栏目’用以在一张帐页上较全面

反映各有关明细项目的详细资料(它较适用于有关费用)成本和收入)成果等科目(对一些贷方发生额平时发

生较少’例如*管理费用+等科目’多栏式明细帐可只设借方发生额栏’不设贷方发生额栏’借方发生额用红字

记在借方发生额栏内(多栏式明细帐的这两种格式如图表 !"#,和 !"#&(
图表 !"#, 帐簿名称

年

月 日
凭证号 摘要

借 方

合 计
贷方 余额

图表 !"#& 帐簿名称

年

月 日
凭证号 摘要

借 方 贷 方

合计 合计

借
或
贷

余额

第七节 结帐与对帐

一)结帐

为了总括一定时期内-如年度)季度)月度.的全部经济业务和相应的财务收支情况’定期进行的汇总)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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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总结工作就是结帐"每个单位都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定期做好结帐工作"即要做好以下工作#
$%&要明确结算期内发生的各项经济业务者要全部入帐’不能提前也不得延时结帐"
$(&对企业已实现而尚未获得的利润!应计提的折旧!应摊销和预提费用!应交税金等’应按权责发生制

原则进行计算’编制会计记帐凭证’记入有关帐簿"
$)&对于各种费用!收益帐户的余额’要在有关帐户间进行结转"例如’*制造费用+帐户的期末余额’要按

一定的比例分配后’转入*生产成本+帐户,将*产品销售收入+!*产品销售成本+!*产品销售费用+!*产品销售

税金+!*管理费用+!*投资收益+!*财务费用+等有关帐户的期末余额’转入*本年利润+帐户"
$-&对于现金日记帐!银行存款日记帐!总帐以及各明细帐户’结出本期发生额和期末余额"
结帐的方法有以下二种#
%.月结帐

月结帐是以一个月为结帐周期’每个月末对本月内的经济业务情况进行总结"在每个月底’要采用划线

结帐的方法进行结帐’即在各帐户的最后一笔帐的下一行结出*本期发生额+和*期末余额+’在*摘要+栏内注

明*本月合计+字样"月末如无余额’应在*借或贷+一栏中注明*平+’并在*余额+栏中记*/+后’划上一条红线"
对需逐月结算本年累计发生额的帐户’应逐月计算自年初至本月份止的累计发生额’并 登 记 在 月 结 的 下 一

行’在*摘要+栏内注明*本月止累计+字样"
(.年结帐

年结帐是以一年为周期’对本年度内各经济业务情况及结果进行总结"在年末’将全年的发生额累计’登
记在 %(月份的合计数的下一行’在*摘要+栏内注明*本年合计+字样’并在下面划双红线"对于有余额帐户’
应把余额结算下一年’在年结数的下一行的*摘要+栏内注明*结转下年+字样"在下一年的新帐页的第一行的

*摘要+栏内注明*上年结转+字样’并把上年末余额数填写在*余额+栏内"如图表 %.--所示"
图表 %.-- 00明细帐

二级或明细科目#

年

月 日
凭证号 摘要 借方 贷方 借1贷 余额

%

%

%

2

)%

上年结转

本月合计

本月止累计

)///

)///

(///

(///

借

借

借

)///

-///

-///

(

(
2

(3

本月合计

本月止累计

%///

-///

(///

-///

借

借

)///

)///

2

%(

2

)%
本月合计

本年合计

%///

%///

%///

4///

借

借

5///

5///

结转下年 5/// 平 /

二!对帐的意义和内容

对帐’是指会计人员对会计帐簿的记录进行的审查核对工作"为了保证会计记录真实可靠!正确无误’要
按照各种帐簿记录情况的不同’分别进行经常的或定期的对帐"如现金日记帐!银行存款日记帐需要经常的

核对帐目’总帐可定期的进行核对"
对帐的主要内容包括下面几项工作#
%.帐证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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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各种帐簿的记录与有关会计凭证的核对!通过核对要使帐证相符!
"#帐帐核对

指各种帐簿之间有关的核算资料的核对!通过核对使帐帐相符!帐帐核对主要包括$总帐各帐户的期末

余额与它的各明细帐期末余额之和相核对%总帐现金帐户&银行存款帐户的期末余额分别和现金日记帐和银

行存款日记帐的期末余额相核对%会计部门有关财产物资明细帐余额与财产物资保管和使用部门有关财产

物资明细帐余额相核对!实行借贷记帐法下’总帐各帐户的借方期末余额之和与贷方期末余额之和也要进行

核对’使其相符!
(#帐实核对

指帐簿结存数量和财产物资实际结存数量的核对!如现金日记帐的结余额与现金实际库存额的相互核

对%各种财产物资明细帐的结余数额与各种财产物资实存数额的相互核对!通过核对要使帐实相符!
)#往来帐款核对

指本单位与其他单位之间各种往来款项的帐簿记录的核对!如银行存款日记帐的结余额与开户银行帐

簿记录的相互核对%应收&应付明细帐的结余额与有关债务&债权单位帐簿记录的相互核对!通过核对要使往

来帐簿记录相符!

第八节 记帐规则和记帐错误的更改

登记帐簿是会计核算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会计核算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记帐工作的总的要求

是$内容完备’数字真实&准确’字迹工整’摘要清楚&简洁’登记及时’不漏记&重记&错记和积压帐目!

一&记帐规则的要点

为了保证记帐质量’明确记帐责任’记帐时必须严格遵守记帐的各项规则!
*#帐簿启用&交接规则

帐簿是重要的会计档案’登记帐簿必须有专人负责!为保证帐簿的合法性和帐簿的完整性’明确记帐责

任’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启用和交接会计帐簿!
在启用帐簿时’应在帐簿扉页填列+帐簿启用及经管人员表,!详细载明单位名称&帐簿名称&启用日期&

帐簿编号&帐簿册数&帐簿页数%并加盖公章以及会计主管和记帐人员签章!更换记帐人员时’应注明交接日

期和交接人员姓名等’并由接办人员签章’以明确责任!
"#登记帐簿的规则

-*.帐簿必须根据审核无误的会计凭证及时登记’记帐时必须严格根据经过审核的会计凭证填列会计科

目的名称’或者同时填列会计科目的名称和编号’不得只填列会计科目的编号’不填列会计科目的名称!为了

防止重记&漏记和便于查阅’登记时应将记帐凭证号记入帐簿’同时在记帐凭证上注明+/,记号’表示已经登

记入帐!
-".为了使帐簿记录清晰整洁’防止篡改’记帐时必须用蓝黑色墨水笔书 写’不 能 使 用 铅 笔 和 圆 珠 笔 书

写!红墨水只能在结帐划线&改错&冲帐等规定范围内使用!
-(.各类帐簿必须按编好的页码顺序登记’不得隔页&跳行!如不慎发生隔页&跳行现象’应在空页或空行

处用红墨水笔划对角线或注明+此页空白,&+作废,等字样!不得任意撕毁订本式帐簿的帐页!不得随意抽掉

活页式或卡片式帐簿的帐页!
-).订本帐簿若出现预留帐页不够需跳页登记时’应在末行摘要栏内注明+过入第00页,并在新帐页第

一行摘要栏内注明+承00页,!
-1.每登满一页帐页’应在该帐页的最后一行加计本页发生额及余额’并在+摘要,栏内注明+过次页,%同

时在下一页的首行记入上页加计的发生额及余额’并在+摘要,栏内注明+承上页,!
-2.+摘要,栏的文字记述要简洁清楚扼要’并逐步规范化’书写工整’不得乱用简化字%数字应用阿拉伯

字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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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对帐簿进行刮擦$挖补$涂改或用其他化学方式更改字迹%以防篡改舞弊&

二$记帐错误的更正

’(错误记录的类型

从填制$审核$整理$汇总各种会计凭证%登记各种会计帐簿%即对帐和结帐的整个过程%称为记帐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会发生一些错误记录%按照错误记录的性质%可分 为 记 录 性 错 误 和 违 法 性 错

误&
记录性错误%是由于工作粗心大意或业务不熟练造成的过失性错误%如记错帐户$记反帐户方向$重记或

漏记等&
违法性错误%是由于动机不良%采用非法手段而造成的舞弊性错误%如为了挪用公款而多记付出现金%为

偷漏税款少记或不记收入等&
在记帐过程中%经常发生的错误记录属于记录性错误&按其错误的内容划分%主要有)
!’#记帐凭证的会计科目使用不当*
!+#记帐凭证的会计分录编制错误*
!,#登记帐簿时记错帐户或登记错项目栏次*
!-#登记帐簿时记错帐户方向*
!.#帐簿上重记%借贷双方同时重记或重记一方*
!/#帐簿上漏记%借贷双方同时漏记或漏记一方*
!"#总帐记录正确%明细帐重记或漏记%或者相反%明细帐记录正确%总帐重记或漏记*
!0#写错金额数字%数字错位和数字颠倒等单纯笔误&
在记帐过程中%发现的各种错误记录%应按照会计制度的规定及时的进行更正%以保证会计核算资料的

真实$正确&
+(更正错误记录的方法

!’#划线更正法&在登记帐簿前发现记帐凭证有错误%或是在结帐前发现帐簿记录有错误而记帐凭证无

错误%可用此法&
方法)先在记帐凭证或帐簿中错误的文字或数字上划一条红线%表示注销错误部分&划线要保证原有字

迹仍可辨认&错误数字要全部划去%更正人员在更正处签章%以表示负责&例如%记帐人员在根据记帐凭证登

帐时%将 ,.11误记为 ,111元%应用划线更正法更正为 ,.11元!这里划线用红线#%并加盖名章&
!+#红字更正法&用填制红字记帐凭证!金额用红字#更正错误记录&这种方法一般用于下面两种情况)
一是在记帐后发现记帐凭证和会计帐簿记录的金额有错误%所记金额比应记金额要大&更正方法是)将

多记的金额用红字填制一张与原记帐凭证会计科目相同的记帐凭证%并据以登记帐户%用 以 冲 销 多 记 的 金

额%更正错误&
例如%采购人员预借出差旅费%付给现金 -11元&这项经济业务涉及2其他应收款3帐户%该帐户是资金占

用性质帐户&预付差旅费借记2其他应收款3帐户&但在填写记帐凭证时%误将金额填为 .11元%并据此已登记

入帐)
4借)其他应收款 .11

贷)现金 .11
更正时%填制红字记帐凭证%注销多记的 ’11元)

5借)其他应收款 ’11

贷)现金 ’11

表示红字%下同&

将红字记帐凭证登记帐簿后%有关帐户的记录更正为图表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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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

借方 现金 贷方 借方 其他应收款 贷方

期初余额 % $&& % $&&

’ !&& ’ !&&

二是在记帐后(发现记帐凭证和会计帐簿所用会计科目或记帐方向有错误(或会计科目均有错误)更正

方法是*先填制一张内容与错误记帐凭证完全相同而金额是红字的记帐凭证(并据此登记帐簿(因此冲销原

有错误的帐簿记录)然后再用蓝字填制一张符合经济业务内容的正确的记帐凭证(并据此登记帐簿)
例如(采购人员预借出差旅费(付给现金 #&&元)这项经济业务应记入+其他应收款,帐户(但在填制记帐

凭证时(该填成借记+应收帐款,帐户(并据此已登记入帐*
%借*应收帐款 #&&

贷*现金 #&&
更正时(填制红字记帐凭证(冲销原错误记录*

’借*应收帐款 #&&

贷*现金 #&&

然后填制正确的记帐凭证*
-借*其他应收款 #&&

贷*现金 #&&
将以上红字和蓝字记帐凭证登记入帐后(有关帐户的记录更正如图表 !"#.所示)

图表 !"#.

借方 现金 贷方 借方 其他应收款 贷方

期初余额 % #&& % #&&

’ #&& ’ #&&

- #&& 借方 其他应收款 贷方

- #&&

/01补充登记法)就是用填制补充的记帐凭证来更正错误的记录)这种方法适用于记帐以后发现记帐凭

证和会计帐簿的金额有错误(且所记金额小于应记的正确金额)更正方法是*将少记的金额用蓝字填制一张

与原记帐凭证会计科目相同的记帐凭证(并据此登帐(用以补充少记的金额(更正错误)
例如(采购人员预借差旅费(付给现金 #&&元)在填写记帐凭证时(误将金额填为 2&&元(并据此已登记

入帐*
%借*其他应收款 2&&

贷*现金 2&&
更正时(再填制一张记帐凭证(补充少记的 2&&元*
’借*其他应收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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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现金 "##
将以上记帐凭证登记帐簿后$有关帐户的记录更正如图表 %&’(所示)

图表 %&’(

借方 现金 贷方 借方 其他应收款 贷方

期初余额 ** + "## + "##

, "## , "##

-./第一篇 会计基础/



第五章 会计核算形式

第一节 会计核算形式的概念

会计核算形式又叫帐务处理组织程序或记帐程序!是帐簿组织"记帐程序和记帐方法相互结合的方式#
帐簿组织是指帐簿的种类"格式和各种帐簿之间的相互关系$记帐程序和记帐方法是指凭证的整理"传递!帐
簿的登记!会计报表的编制程序和方法#

由于各个单位的经济业务性质和特点不尽相同!经济业务规模大小也不一样!因此设置的帐簿!凭证的

种类"格式和各种帐簿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记帐程序和方法也不一样#不同的帐簿组织"记帐

程序和记帐方法相互结合!就形成各种不同的会计核算形式#每个单位应结合自己的实际状况和具体条件!
采用或设计适合自身经济业务性质和特点的会计核算形式#

会计核算形式是搞好会计工作的一个基本前提!对提高整个会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正确及时地编制会

计报表!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第一!可以克服会计核算中的混乱"差错!提高会计工作质量$
第二!可以使各项日常会计工作得到最佳的协调配合!有利于提高核算工作效率!节约核算费用$
第三!可以增强会计资料的有用性!有利于加强会计管理#
因此!尽管每一个会计单位的业务各有其特色!但都应该对会计核算形式作出明确的规定#一项合理有

效的会计核算形式!一般应该符合下面的要求%
第一!与本单位生产"经营管理的特点"规模的大小和业务的繁简程度相适应#
第二!能正确"全面和及时地提供有关经济业务和财务收支情况的指标!满足本单位经营管理和国家宏

观管理工作的需要#
第三!要在保证核算指标正确"真实和系统完整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简化不必要的核算手续!提高会计工

作的效率!节约核算工作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我 国国有企业目前一般采用的会计核算形式!主要有%&’(记帐凭证核算形式$&)(汇总记帐凭证核算形

式$&*(科目汇总表核算形式$&+(多栏式日记帐核算形式$&,(日记总帐核算形式#应当提出!会计核算形式有

多种多样!目前还在不断地发展!这里只介绍几种常见的核算形式#

第二节 记帐凭证核算形式

记帐凭证核算形式!是根据各种记帐凭证直接逐笔登记总帐#它是最基本的会计核算形式!其他各种会

计核算形式!都是在记帐凭证核算形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采用记帐凭证核算形式时!帐簿一般要设置%现金日记帐"银行存款日记帐"总分类帐和明细帐#日记帐

一般采用三栏式!总帐按每一帐户开设三栏式帐页!明细帐可以根据需要采用三栏式"数量金额式和多栏式#
记帐凭证可以采用一种通用的格式!也可以采用收款凭证"付款凭证和转帐凭证三种格式#

记帐凭证核算形式的帐务处理程序如下%
&’(根据各种原始凭证或原始凭证汇总表填制记帐凭证#
&)(根据收款凭证"付款凭证逐笔登记现金日记帐"银行存款日记帐#
&*(根据原始凭证"原始凭证汇总表或记帐凭证逐笔登记各种明细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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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记帐凭证逐笔登记总帐$
!%#月终&现金日记帐’银行存款日记帐的余额以及各种明细帐的余额合计数&应分别与总帐中有关科目

的余额核对相符$
!(#月终&根据总帐和各明细帐的记录&编制会计报表$
其步骤用图表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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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 记帐凭证核算形式流程图

记帐凭证核算形式的特点&是根据记帐凭证逐笔登记总帐$采用记帐凭证核算形式&总帐可以比较详细

地记录和反映经济业务的发生情况&但登记总帐的工作量大$一般适用于规模较小&经济业务简单的企业$

第三节 汇总记帐凭证核算形式

由于记帐凭证存在着登帐工作量大的缺点&所以在记帐凭证核算形式的基础上发展产生了汇总记帐凭

证核算形式$汇总记帐凭证核算形式&是根据记帐凭证编制汇总记帐凭证&再根据汇总记帐凭证登记总帐的

一种核算形式$
采用汇总记帐凭证核算形式时&设置的帐簿主要有0现金日记帐’银行存款日记款’总帐及各明细帐$
汇总记帐凭证核算形式的基本特点是设置汇总记帐凭证&定期地对记帐凭证记录的经济业务按帐户对

应关系加以整理归类&月末根据按帐户对应关系累计汇总的数额一次过入总帐$其过程如下0
!)#根据原始凭证或原始凭证汇总表编制收款凭证’付款凭证’转帐凭证$
!7#根据收款凭证’付款凭证逐笔登记现金日记帐’银行存款日记帐$
!8#根据原始凭证’原始凭证汇总表或记帐凭证逐笔登记各种明细帐$
!"#根据收款凭证’付款凭证’转帐凭证分别定期编制汇总收款凭证’汇总付款凭证’汇总转帐凭证$
!%#根据汇总收款凭证’汇总付款凭证’汇总转帐凭证逐笔登记总帐$
!(#月终&现金日记帐’银行存款日记帐的余额以及各种明细帐的余额合计数&应分别与总帐中有关帐户

的余额核对相符$
!9#月终&根据总帐和各明细帐的记录&编制会计报表$
其步骤如图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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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 汇总记帐凭证核算形式流程图

汇总记帐凭证是一种累计汇总的记帐凭证0是登记总帐的依据1汇总记帐凭证按总帐科目的贷方2或借

方3设置0并按对应的借方2或贷方3总帐科目归类整理填制1一般设置有汇总收款凭证4汇总付款凭证4汇总

转帐凭证1汇总收款凭证分别按现金4银行存款等货币资金借方设置0并按对应的贷方科目定期归类汇总1其
格式如图表 ,-562以银行存款为例31

图表 ,-56 汇总收款凭证

借方7银行存款 ,/88年 9月 第 页

贷方科目

金 额

,:,6日

银收 ,:/

,,:;6日

银收 ,6:;.

;,:<6日

银收 ;5:.,

合计 过帐

产品销售收入 ,566666 ,<666666 ;=666666

其他应收款 <666666 <666666

短期借款 ;666666 ;666666

合计 ,566666 ;666666 ,9666666 <<666666

上述汇总收款凭证0是对银行收款凭证按旬进行汇总0填制汇总收款凭证1同样0可汇总产生汇总现金收

款凭证1
汇总付款凭证0分别按现金4银行存款等资金科目贷方设置0并按其对应的借方科目定期汇总0汇总付款

凭证格式如图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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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 汇总付款凭证

贷方$现金 !%&&年 ’月 第 页

贷方科目

金 额

!(!)日

银收 !(!*

!!(*)日

银收 !+(*,

*!(+)日

银收 *-(.,

合计 过帐

其他应收款 *.)))) #)))) *’))) +!’)))

合计 *.)))) #)))) *’))) +!’)))

上述汇总付款凭证/是将现金付款凭证按旬汇总产生0同理/可以汇总银行付款凭证0
汇总转帐凭证是以每一贷方科目设置/并按其对应借方科目分别归类汇总0由于汇总转帐凭证与汇总付

款凭证都是以贷方科目设置/并按对应借方科目归类1汇总/所以汇总过程和汇总凭证格式都相类似0
汇总记帐凭证核算形式/适合于业务量大的单位/具有下面优点$
2!3由于设置了汇总记帐凭证/将许多汇总工作放在平时完成/月终减少了总帐的登帐工作量0
2*3通过编制汇总记帐凭证/做到了归类汇总/并依此登入总帐/因此能清晰地反映帐户间的对应关系/

体现资金运动的来龙去脉0
汇总记帐凭证手续较复杂/因此/这种核算形式不适用于规模较小/业务量较少的单位0在汇总记帐凭证

核算形式下/为简化工作量/对于偶然发生的业务/以及期末结转财务费用1管理费用1投资收益等的经济业

务/也可以不编制汇总转帐凭证/而直接由转帐凭证入帐0

第四节 科目汇总表核算形式

科目汇总表核算形式/是根据记帐凭证定期编制科目汇总表/再根据科目汇总表来登记总帐0科目汇总

表核算形式程序如下$
2!3根据各种原始凭证或原始凭证汇总表填制记帐凭证0
2*3根据收款凭证1付款凭证逐笔登记现金日记帐1银行存款日记帐0
2+3根据原始凭证1原始凭证汇总表或记帐凭证逐笔登记各种明细帐0
2.3根据各种记帐凭证/定期编制科目汇总表0
2#3根据定期编制的科目汇总表登记总帐0
2’3月终/现金日记帐1银行存款日记帐的金额以及各种明细帐的余额合计数/应分别与总帐中有关科目

的余额核对相符0
2,3月终/根据总帐和各明细帐编制会计报表0
其步骤如图表 !"#*0
科目汇总表核算形式的特点是/先定期将所有记帐凭证汇总编制成科目汇总表/然后再根据科目汇总表

登记总帐0科目汇总表有两种格式/如图表 !"#+和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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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 科目汇总表核算形式流程图

图表 ,-.0 科目汇总表

,122年 3月 日至 月 日

会计科目 帐 页
本期发生额

借 方 贷 方

合 计

图表 ,-.4 科目汇总表

,122年 月

会计科目帐页
,5,6日 ,,5/6日 /,506日 合计

借 方 贷 方 借 方 贷 方 借 方 贷 方 借 方 贷 方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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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汇总表的编制是依据一定时间!周"月等#$将这一时期内的全部记帐凭证$按相同的会计科目归类$
汇总每一个会计科目的借方发生额"贷方发生额%现金科目和银行存款科目的发生额$可根据现金日记帐"银
行存款日记帐的收支数填制%

在科目汇总表核算形式下$总帐一般采用三栏式帐页%
采用科目汇总表核算形式$减少了总帐的登记工作量%由于设置了科目汇总表$可使经济业务的系统归

类工作提前在登记总帐之前进行$从而简化了总帐的登帐工作%同时$采用科目汇总表$汇总方法比较简单$
易学易做$不能通过科目汇总表来试算本期发生额是否平衡$保证核算资料的正确性%但采用科目汇总表核

算形式$在汇总表中和总帐上都看不出帐户对应关系$不便于查对帐目$了解经济业务的内容%
科目汇总表核算形式是目前采用较为广泛的一科核算形式$它比较适宜于经济业务发生频繁的大中型

企业"事业"机关单位使用%

第五节 日记总帐核算形式

日记总帐核算形式$是根据记帐凭证登记既有日记帐作用"又有总帐作用的日记总帐的一种核算形式%
其程序如下&

!’#根据原始凭证或原始凭证汇总表填制记帐凭证%
!(#根据记帐凭证登记日记总帐%
!)#根据原始凭证"原始凭证汇总表或记帐凭证逐笔登记各种明细帐%
!*#月终$日记总帐有关科目余额$应分别与各明细帐的余额合计数核对相符%
!+#月终$根据日记总帐与各明细帐编制会计报表%
其步骤如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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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0++ 日记总帐核算形式流程图

日记总帐是一种既有日记帐功能$又有总帐作用的帐簿%它把所有的总帐科目集中在同一帐页上$既按

照经济业务的顺序进行序时记录$又根据经济业务的性质$按照科目的对应关系进行分类记录%日记总帐的

格式如图表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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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 日记总帐

年

月 日
凭证号 摘 要

原 材 料 现 金 银行存款 材料采购 应付工资

借 贷 借 贷 借 贷 借 贷 借 贷
%

日记总帐核算形式帐簿组织简单&总帐科目集中在同一帐页上&既可以全面反映资金活动情况&又能够

反映资金运动的来龙去脉’但由于各总帐科目集中在一张帐页上&如果科目较多&势必造成总帐帐页过长&会
给记帐(查帐带来不便)所以日记总帐核算形式&一般适用于业务简单&使用科目较少的单位)

综合上述&五种会计核算形式的主要区别是登记总帐的依据和方法不同)各种核算形式各有其特点&也
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实际工作中&各单位应从实际出发&选用适合自身情况的核算形式&也可结合自身特

点&把几种核算形式结合起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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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存货盘存制度与财产清查

第一节 存货盘存制度

一!存货

"#存货的定义

存货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为销售!生产或耗用而储存的 商 品!产 成 品!半 成 品 以 及 各 类 材 料!燃

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等$即指一个企业拥有的!并且准备通过正常的经营过程或一定的生产加工过程而最

终对外销售的各种商品或货物%
对于商业企业来讲$存货主要是已经购入但是尚未售出去的库存商品&对于工业企业来说$存货包括’已

完成生产加工过程而准备销售的库存产成品!用于制造产品的原材料!自己制造或向外购入用于装配产品的

零部件!已部分加工但还未完成全部生产过程的在产品!用于产品制造过程的辅助性材料等%
对于那些陈旧的或滞销的存货$如果不能供销售或用于生产耗用$即再也无法为企业提供未来效益$就

不应当再作为存货$而应作为费用处理%
(#存货对企业生产经营有重要意义

对于企业$无论是工业企业还是商业企业$存货都有着重要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存货是影响企业财务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因为’存货通常是占用资金最多的流动资产$对于某

些行业来讲$存货的价值甚至可以超过固定资产的总投资%
)(*存货是大多数企业的收入的主要来源%在工业企业中$营业收入的基本来源就是产品销售&在商业企

业中$商品存货的销售更成了收入的主要来源%
)+*存货及其构成项目对期间损益的确定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不仅仅是因为企业的主要收入来自存货的

销售$即存货的会计计量可影响损益表&还因为$企业经营费用的主要项目,,营业成本,,也来自已经销

售的存货的成本$从而使得存货的会计计量还影响着资产负债表上资产的价值确定%
具体用公式表示如下’
营业成本-可供销售存货的成本.期末库存存货成本

可供销售存货的成本-期初存货成本/本期取得存货的成本

这样就把企业可供销售的存货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已耗部分!构成成本本期的营业成本$直接与收入相

配比&一是企业期末的存货%这就使得存货的会计计量可同时影响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
)0*存货的数额将影响企业的未来货币资金流动%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存货的数额不仅可以决定下期储

备存货所需要的货币资金支出$而且还将决定下期存货销售可能带来的货币资金流入%正是基于此$存货就

成为投资者!债权人以及企业管理当局预测企业未来货币资金流动的一个重要依据%
+#存货的分类

存货的分类可以按照经济用途!存放地点以及目的来进行%
)"*按经济用途分类$有以下几种’
1商品存货$指的是商业企业采购来用于转手出售的库存商品%
2制造业存货$指的是工业企业的存货$包括’原料及主要材料!辅助材料!外购半成品!修理用备件!燃

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在产品!自制半成品!产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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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项存货"一般指的是供近期耗用的库存事务用品#运输用品等$这些存货耗用时通常直接记入销售

费用或管理费用$
%&’按存放地点分类"有以下几种(
)库存存货"指已经运达企业"并已验收入库的各种材料和商品"以及已经验收入库的自制半成品和产

生品$
*在途存货"指货款已经支付"尚未验收入库"正在运输途中的各种材料和商品$
!委托加工存货"指的是委托外单位加工的各种材料和半成品$
%+’按目的分类"有以下几种(
)为销售而储备的存货"主要指商业企业的商品库存和工业企业的产成品库存$
*为生产或耗用而储存的存货"主要指工业企业的材料#燃料#在产品等$
,-存货的归属

存货归属的划分标准是所有权$只要是在盘存日期内法定所有权属于企业的全部存货"不论其存放在何

处"都应是该企业的存货$
对于进口的货物"应该根据购销合同的有关条款来处理$如果是在起运点交货"则货物装船离岸后货物

即归属买方所有.如果在目的地交货"货物运达口岸后才归买方所有$
对于出口的货物"如果合同规定离岸交货"货物装船离岸后"其所 有 权 即 转 归 对 方.如 果 是 在 目 的 地 交

货"在到达目的地之前"这批货物仍属本企业的存货$

二#存货的数量确定

对于存货的核算"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如何确定存货的数量与金额"即存货入帐金额的确定$
第二"如何对待市价变动对库存存货价值的影响$
第三"如何分配库存存货成本与已耗或已售存货的成本$
其中"首先要进行的就是确定存货的数量"并且合理选择适当的存货计价方法$
货币数量确定的基本公式为(
期初结存数量/本期收入数量0本期发出数量/期末结存数量

由于从帐簿中可查出期初结存数量和本期收入数量"而本期发出数量和期末结存数量却有待确定$在会

计上"有两种方法可以确定它们"这就是实地盘存制和永续盘存制$
1-实地盘存制

实地盘存制"亦称作定期盘存制#实物盘存制$它是在期末通过对实际存货进行实地盘点来确定期末结

存数量"并且据此推算出本期发出存货数量的一种方法$
在记录上"平时只记录存货的流入数量和金额%购入或收入’"而不记流出%发出或减少’的数量"在期末"

通过实地盘点确定结存存货数量后"据以计算期末结存存货成本"进而计算出本期发出存货的成本$
在计算上"其过程可表示为(
期末结存存货成本0实地盘点确定的存货数量2计价的单位成本

本期流出存货%销售或耗用’
成 本 0

期初结存
存货成本/

本期流入
存货成本3

期末结存
存货成本

在帐务处理上"属于存货项目的帐户"平时只在借方登记期初余额#期末余额#本期流入存货成本"期末

时通过实地盘点推算出的本期销售或耗用的存货成本"再行转出$
这种盘存制度简便易行"特别对某些特殊行业"比如零售商业企业"比较适用$但是"实地盘存制也有不

少缺点(
%1’因为凡是未计入期末结存存货的部分都被当作已经售出或耗用掉"这就使得任何因为浪费#盗窃和

自然损耗而造成的损失"都被掩盖在售出或耗用的存货成本中了$
%&’由于库存存货的数量多"品种繁杂"进行盘点要花费大量的人工"易于干扰企业的正常运营.企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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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正常工作!盘点的准确性也无法得到保证"
#$%由于没有可资考查的经常性记录!存货的计划与控制就变得不易了"
&’永续盘存制

永续盘存制!又叫快面盘存法"是平时对存货流入(流出的数量逐日逐笔进行登记!并且随时结算出结存

数量的一种方法"
采取永续盘存法!也需要进行必要的定期实地盘点!不过!其目的只是为了核对帐实是否相符"
永续盘存法的特点是首先确定本期发出存货的数量#而定期盘存法即实地盘存法则是首先确定期末结

存存货数量%"其确定的方法是)
首先根据有关记录确定发出存货的数量!再根据按一定方法确定的计价 单 价!求 出 本 期 发 出 存 货 的 成

本!然后再算出结存存货的成本"
计算过程是)
本期流出存货#销售或耗用%成本*根据有关记录确定的存货数量+计价单价

期 末结存存货成本*期初结存存货成本,本期流入存货#购入或收入%成本-本期流出存货#销售或耗

用%成本

帐务处理上!属于存货项目的帐户平时既在借方登记期初余额和本期流入存货的成本!而且也登记每笔

流出存货的成本!期末结存存货成本根据帐户原理就很容易求出来了"
永续盘存法相对于实地盘存法!有许多优越之处"分列如下)
#.%每个存货项目都保存有详细的记录!有利于确定下次定货的时间和方式!有利于分析各种存货的需

求情况"
#&%具有内在的检查机制"因为在这种盘存制度下!对期末存货的实物盘点可以用来检查存货记录的正

确性!可以发现存货溢余或短缺的数量!以便查找原因!而不是将这部分损益象定期盘点法那样!掩盖于销售

或已耗用的存货成本之中"
#$%损益表可以在不进行定期盘存的情况下编制!故此!中期报表的编制变得极为方便了"
这些优点使得永续盘存法适用于大多数企业"但是!对于一些零售商业企业!由于其购销业务相当频繁!

而且其存货的单位成本又比较低!就不适合使用这种方法!以免发生不必要的簿记费用"
不过!随着电子销售终端机的出现!越来越多的零售企业开始采用永续盘存法"因为电子销售终端机可

以通过对存货项目的包装标志进行扫描!来确认所销售的存货项目"

三(存货的价值的确定

由于存货的流动包括流入(置存(流出三种情况!故而存货价值的确定包括了入库存货价值的确定(置存

于库房的存货价值的确定(出库存货价值的确定"
存货价值一般按实际成本入帐"也就是说!存货的流入(置存和流出均以实际成本作为依据)
#.%购入的存货"按买价加运输(装卸(保险等费用(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入库前的整理挑选费用和所缴

纳的税金作为实际成本"商业企业的购入存货!以买价加上所缴纳的税金作为实际成本"施工等企业也把发

生的采购保管费!分配计入购入材料的实际成本"
#&%自制的存货"以制造过程中各项实际支出作为实际成本"
#$%委托加上完成的存货"以实际耗用的原材料或者半成品以及加工(运输(装卸和保险等费用作为实际

成本/或以加工前商品的进货原价(加工费用以及应付税金作为实际的成本"
#0%以实物投资形式投入企业的存货"以评估并被确认的价值入帐"
#1%盘盈存货"按照同类存货的实际成本入帐"
#2%接受捐赠的存货"按照捐赠实物的发票(报关单(有关协议以及同类实物的国内或者国际市场价格等

资料确定的价值入帐"
#3%按计划成本进行存货核算时!在编制报表时!必须将存货的计划成本调整为实际成本"
存 货核算是通过一些属于存货项目的具体帐户进行的!包括4原材料5(4包装物5(4委托加工材料5(4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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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易耗品!等"这些帐户的共同特点是#同属资产类帐户$借方反映入库存货的成本$贷方反映出库存货的成

本$余额在借方表示结存存货的成本"

四%存货的流入

存货的流入有四种途径#外购%自制%投资转入%捐赠"
&’外购存货

对外购存货进行核算$就是要对存货从购买到验收入库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支出$即对这一过程中的资金

运动进行核算"目的是确定外购存货的实际成本"
外购存货的成本包括有购价%运费%途中合理损耗%入库前的整理挑选费用等"商业企业的存货成本包括

买价和应付税金"其计量采用历史成本计价原则$并且设立(材料采购!帐户来核算外购存货的实际成本"
在现购或不存在购货折扣的赊购条件之下$外购存货的核算就比较简单"在购货时$按买价借方记(材料

采购!帐户$贷方记(银行存款!%(应付帐款!%(应付票据!等帐户)发生了各种采购费用$借方记(材料采购!帐
户$贷方记(银行存款!%(现金!等帐户"存货验收入库$就可以根据已计算出来的入库存货的实际成本$借方

记(原材料!等帐户$贷方记(材料采购!帐户"(材料采购!帐户的期末借方余额$就是还没有到达或尚未验收

入库的在途存货"
*’自制存货

工业企业的自制存货$主要是在产品存货和产成品存货"自制存货以制造过程中的各项实际支出作为实

际成本"
自制存货的成本包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直接费用$以及为生产此存货而发生的各种间接费用+但不

包括期间费用,"直接费用直接计入自制存货的成本$间接费用按一定的标准分配计入自制存货的成本"
自制存货完成生产过程$并验收入库之后$按其实际成本$借方记(产成品!等帐户$贷方记(生产成本!帐

户"
-’投资与捐赠

投资流入企业的存货$依评估并被确认的价值作为存货的成本入帐"
接受捐赠的存货$按照捐赠实物的发票%报关单%有关协议以及同类实物的国内或者国际市场价格等资

料而确定的价值作为存货的成本入帐"

五%存货的流出

&’存货的流向及其计价

存货有两个流向#一是流向生产阶段$由储备资金转化为生产资金)一是流向销售阶段$由储备资金转化

为货币资金$或结算资金"
存货计价是由存货流出储备阶段的数量和单位成本决定的"如何确定发出存货的成本$如何将存货成本

在发出存货与库存存货之间进行分配$就是所谓的(存货计价问题!"
在一个企业的经营过程中$会有货品流转的情形发生$即指货物实体的实物流转"若是已发出的存货成

本流转能根据实际的货品流转进行$那么发出存货的单位成本就很容易确定"但是$在实际中$一个企业在每

一个会计期间新购入或收入的存货往往与原有的存货放在一起$在多数情况下$存货成本的流转与实际的货

品流转并不一致"故此$对于发出存货的价值的确定$往往需要根据企业的存货性质%生产特点与经营管理要

求$选用一定方法对发出存货的价值进行确认与计量"
目前$根据历史成本原则$确认与计量存货发出成本的方法有具体辨认法%加权平均法%移动平均法%先

进先出法和后进先出法"
*’存货发出的计价

+&,具体辨认法"具体辨认法$也叫分批实际法或个别计价法"它是在每次发出存货时$查明其所属的批

别 或生产通知单号码$分别以它们的实际成本+采购成本和生产成本,作为该存货的发出价值的一种计价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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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方法下!存货的货品流转与成本流转是一致的!而且在实地盘存制与永续盘存制下都适用"不过!
这种方法也有不足之处#一是实行起来比较困难$二是企业可利用此法来调节利润!按其需要选用成本较高

或较低的存货进行计价"
这种方法比较适用于体积较大或成本较高!以及数量较少的存货"
%&’一次加权平均法"一次加权平均法是在计算存货的单位成本时!用期初存货数量和本期各批收入存

货的数量作为权数的计价方法"
计算公式如下#
一次加权平均

单位成本 (
期初结存存货的实际成本)本期收入存货的实际成本

期初结存存货的数量)本期收入存货的数量

发出存货的成本(本期发出存货的数量*一次加权平均单位成本

期末加权平均单位成本(期末结存存货数量*一次加权平均单位成本

%+’移动加权平均法"移动加权平均法是每次收入存货以后!根据当前的库存数量以及总成本计算出新

的平均单位成本!再将随后发出存货数量按这一平均单位成本计算出发出存货的成本和库存存货的成本"
计算公式如下#
移动加权平均

单位成本 (
本次收入存货之前结存存货总成本)本次收入存货的实际成本

本次收入存货之前结存数量)本次收入存货的数量

发出存货成本(本次发出存货的数量*当前移动的加权平均单位成本

库存存货成本(库存存货数量*当前移动的加权平均单位成本

%,’先进先出法和后进先出法"先进先出法是以-先入库的存货先发出.这一假定为根据!并根据这种假

定的成本流转顺序!对发出存货和结存存货进行计价"故此!每次发出存货时!都是假定发出的是库存最久的

存货!结存存货则是最近入库的存货"
后进先出法是以-后入库的存货先发出.这一假定为根据!并根据这种假定的成本流转顺序!对发出存货

和结存存货进行计价"故此!每次发出存货时!都是假定发出的是最近入库的存货!而结存的存货则是库存最

久的存货"
+/存货发出的帐务处理

在进行帐务处理时!发出的存货都应根据存货计价方法所确定的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来记帐"
由于存货储备有两个月的!即为转手出售和为生产耗用作准备!所以存货发出有两项内容!即发出存货

使之进入生产和耗用阶段!以及发出存货使之进入销售阶段"这样一来!帐务处理也有两种方法#
%0’如果是为生产和耗用发出的存货!应根据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进行如下的帐务处理#
借#生产成本

在建工程

产品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贷#原材料等帐户

%&’如果是为出售而发出存货!则应在记录营业收入后!按存货的实际成本进行结转"这一帐务处理的过

程如下#
1出售时#
借#银行存款

应收帐款

应收票据

贷#产品销售收入

2结转成本时#
借#产品销售成本

贷#产成品等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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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要说明的是!存货的收发与结存!应依存货的种类"规格等!进行明细分类核算#

第二节 财产清查

一"财产清查的必要性

$%财产物资为何会帐实不符

在实际工作中!各项财产物资往往会发生帐存数额与实际数额两者不相符的情况!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自然损耗!在财产物资的保管过程中!这是几乎无法避免的!特别是有些财产物资比较严重#
’)(由于计量"检验方面的问题造成的品种"数量或质量上的差错#
’*(由于保管不善造成的财产物资的损坏"霉烂"变质!或者由于工作人员的失职造成的现金短缺和往来

款项的差错等#
’+(由于风"水"火等非常灾害造成的财产物资的毁坏损失#
’,(财产物资增减变动时!在凭证"帐簿中出现了漏记"错记"错计等情况#
’-(由于不法份子的贪污"盗窃"营私舞弊等造成财产物资的损失#
)%财产清查的意义和作用

财产清查!是通过对实物"现金进行实地盘点和对银行存款"往来款项的核对!来确定各种财产物资"货

币资金"债权债务的实存数!并查明帐存数与实存数是否相符的一种专门方法#
如上述种种原因造成了帐实不符!这样就不能掌握各项财产物资的真实情况!保证核算资料的正确性!

势必会给企业造成危害!所以必须进行财产清查#
财产清查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使得各项财产物资的实存数得到真实反映!以便查明帐实差异及其发生的原因!明确责任!按规定及

时调整帐面的数字!保证会计核算资料的准确可靠#
’)(通过财产清查可以掌握各项财产物资的保管情况!查明有否损失浪费"霉烂变质"损坏丢失"贪污盗

窃的情况!以便针对问题!对症下药!从而起到保护财产物资安全"完整的作用#
’*(可以掌握各项财产物资的利用情况"储备情况!确知哪些积压!哪些不足!以便采取措施!充分利用物

资!发挥使用效能!加速资金周转!保证生产的需要#
’+(可以了解各项债权"债务的结算情况!查明有无结算款项长期拖欠!发出商品却未收到货款的情况!

以便抓紧结算!及时清理!促进各项经济往来正常进行#
’,(可以掌握有关财产物资的各项制度办法的执行情况!诸如验收"保管"收发"调拨"报废等是否按规定

办理!这样有助于建立健全各项财产物资的管理制度!加强经济责任制!提高管理水平#

二"财产清查的种类

财产清查可根据清查的范围和时间进行分类#
$%按清查范围分类

财产清查的范围很广#有对各种实物的清点!也有对各种债权债务的查询核对.有对存放在本企业"本单

位内部的财产物资进行的清查!也有对不存放在本企业"本单位但是属于本企业"本单位所有的财产物资的

清查#
在一般的企业"单位中!财产清查的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固定资产’包括租入的和租出的("材料"专项物资’包括在途"委托外单位加工和保管的("在产品"半

成品"产成品"商品等#
’)(库存现金"银行存款"专项存款"银行借款"有价证券等#
’*(债权"债务等各种往来结算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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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清查的范围!财产清查可概括地分为全部清查和局部清查两种"
全部清查是对所有财产进行全面盘点和核对"由于全面清查内容庞杂!范围广泛!工作量很大!所以一般

只是在期终结算时进行"当然!在单位关#停#并#转以及开展清产核资时也要进行全面清查"
局部清查是对一部分财产所进行的清查"一般对具有流动性或容易短缺的材料#在产品#产成品等根据

实际需要在年度内轮流盘点或者是重点抽查$对于各种贵重物资!则每月都要盘点一次$对库存现金每日终

了进行清点!也是局部清查"
%&按时间分类

按照时间分类!财产清查可分为定期清查和不定期清查两种"
定期清查是按规定时间对财产所进行的清查"
不定期清查是事前并不规定清查日期!而是临时决定进行的清查"如更换财产物资和现金保管人!上级

或有关部门对各单位进行的会计检查!发生非常灾害和意外损失等进行的不定期清查"
定期清查和不定期清查!既可以是全部清查!也可以是局部清查"

三#财产清查的准备工作

财产清查作为一项复杂而又很细致的工作!牵涉面广!工作量大!要求在进行财产清查之前!必须做好各

项准备工作"
’&组织方面的准备

开展全面清查时!应该在单位领导的支持下!由领导干部#专业人员以及工人组成三结合清查领导小组!
负责对清查工作进行指导"

开展局部清查时!也要有专人负责!制定出清查工作计划!明确清查的范围进度!并且确定具体工作人员

的分工和职责"
%&帐簿记录方面的准备

在清查之前!要做到(
)’*把有关帐目登记齐全$
)%*把总帐和明细帐核对清楚$
)+*把明细帐和凭证核对清楚"
这样!才能保证帐证相符!帐帐相符!唯其如此!才能进行帐面结存与实物结存的核对工作"
+&实物整理方面的准备

对准备清查的财产物资!要做到(
)’*整理清楚!按类别和组别分别存放整齐$
)%*给财产物资分别挂上标签!注明实物的名称#规格及结存数量"
,&质量工具的准备

清查前应先将各种度量衡器具准备好!校正准确!以保证计量的准确性"

四#财产清查的方法

’&对实物的清查

)’*对实物的清查一般采取实地盘存法"清查时应注意(
-实物保管人员必须在场!并且要参加盘点工作!以便明确经济责任$
.应当按照清查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既不重复也不要遗漏"
)%*清查的具体内容!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要注意查明每种实物的名称#规格!要以财产目录和材料目录上所规定的名称和规格为准!不得任意

变更$
.对于固定资产#材料#专项物资等!要逐一盘点来确定其实物数量$
/对于包装完整的材料或产成品!可以采用点数抽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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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无法逐一清点的大宗散置物品"如煤炭#矿砂等"可通过技术测算来确定其数量$
%有些财产物资"不仅要清查其数量"还要用一定的技术方法来检查其质量&
’()盘点完实物以后"要进行记录并作必要的说明&具体步骤及内容如下*
+对于各种实物的盘点"都要填制,盘存单-$
.盘存单上要详细地填明各种物资的名称#规格#数量#单价#金额$
/盘存单上要有盘点工作人员和原来的实物保管人的共同签章&
盘存单是用来记录实物盘点结果的书面证明"是反映财产物资实际拥有数量的原始凭证&
盘存单一般应一式三份填写&其中"一份由盘点人员留存备查$一份交实物经管人员保存$一份交财会部

门"以便与帐面记录进行核对&
盘存单的一般格式如下*

图表 0123 盘存单

编号*
盘点时间*44年4月4日 财产类别* 存放地点*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编号 名称 计量单位 数量 单价 金额 备注

盘点人签章 实物保管人签章*

’6)盘存单送交财会部门后"财会部门应根据盘存单上所记录的各种物资的盘点数量"及时地与帐面上

的 结存数量进行核对"并编制,帐存实存对比表-"作为调整帐簿记录的原始依据"并且用以分析帐实存在差

异的原因"查明责任&
由于财产物资繁多"编制,帐存实存对比表-也十分繁琐&为了简化编表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帐存实存

对比表-往往只将帐存实存不符的物资编列出来"而不编列那些帐存实存相符的物资"主要是为了反映盘盈#
盘亏情况&这样的表"一般称作,盘点盈亏报告表-&

,盘点盈亏报告表-的一般格式如下*

图表 0127 盘点盈亏报告表

财产类别*原材料 ’4年4月4日)

编号 名称及规格 计量单位 单价
实 存 帐 存 盘 盈 盘 亏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备注

对委托外部加工的材料#出租的固定资产#包装物等"在财产清查的时候"也应该同有关单位进行核对"
查明帐实是否相符&

81对库存现金的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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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库存现金的盘点也是采取实地盘存法!在盘点时"现金保管人员也必须在场"以便明确责任!
对现金的盘点一般在一天的业务结束之后进行"必要时可以进行突击抽查!
对现金的盘点必须注意#
$%&不允许以白条抵充现金’
$(&不得超过库存限额!
盘点结束之后"应该编制)现金盘点报告表*!)现金盘点报告表*同时具有)盘存单*和)帐存实存对比表*

的作用!
)现金盘点报告表*的一般格式如图表 %+,-!

图表 %+,- 现金盘点报告表

..年.月.日

实存金额 储存金额 盘 盈 盘 亏 备 注

另外"对有价证券$包括国库券/重点建设债券/股票等&的盘存"也可按照现金盘存的方法进行!
0+银行存款的清查

对银行存款的清查"主要方法是与银行核对帐目!根据银行的对帐单"与本单位的银行存款日记帐逐笔

进行核对"用以查明双方的帐目是否相符!
由于办理结算手续和凭证传递之故"银行对帐单上的存款余额常常与本单位银行存款帐面余额不相符!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未达帐项!
未达帐项"是指一方已经入帐"另一方因尚未接到有关凭证而未入帐的款项!
在存在未达帐项的情况下"企业/单位帐面的存款余额不是大于银行帐面的存款余额"就是小于银行帐

面的存款余额!具体情况是#
$%&企业/单位已入帐"而银行尚未入帐的收款款项’
$(&银行已入帐"而企业/单位尚未入帐的付款款项’
$这两种情况下"企业/单位帐面的存款余额会大于银行帐面的存款余额&
$0&企业/单位已入帐"而银行尚未入帐的付款款项’
$1&银行已入帐"而企业/单位尚未入项的收款款项!
$这两种情况下"企业/单位帐面上的存款余额会小于银行帐面的存款余额&
可见"由于这四类未达帐项的存在"使得企业/单位与银行帐面上存款余额不相符合!为此"必须弄清未

达帐项的情况"并由财会部门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现举例说明)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的编制方法!
2例3某企业的银行存款月末余额为 45,66元"银行对帐单的帐面余额为 4-,66元"核对双方项目时发现

有下列未达帐项#
7企业已收"银行未收的款项 866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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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已付"银行未付的款项 ##$$元%
&银行已收"企业未收的款项 ’$$$元%
(银行已付"企业未付的款项 )#$$元*
根据上述未达帐项"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如图表 )-.$*

图表 )-.$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年/月/日 单位0元

项 目 金 额 项 目 金 额

企业银行存款帐面余额 12#$$ 银行对帐单的存款余额 13#$$

加0银行已收企业未收款项 ’$$$ 加0企业已收银行未收款项 .$$$

减0银行已付企业未付款项 )#$$ 减0企业已付银行未付款项 ##$$

调节后的存款余额 3$$$$ 调节后的存款余额 3$$$$

调节后双方帐面余额均为 3$$$$元"说明企业银行存款的月末实有数为 3$$$$元*
这种银行存款余额调节法"是在企业帐面余额和银行对帐单余额上的双向调节*还有一种单项调节法"

具体做法是0将企业4或银行5已入帐而对方尚未入帐的款项在企业4或银行5的帐面余额中冲销"然后验证双

方调整后的帐面余额是否相等*
就 上个例子来讲"企业帐面余额调整后的余额应为 12$$$元412#$$6.$$$7##$$5"银行对帐单调整后

的余额应为 12$$$元413#$$6’$$$7)#$$5*双方调节后的帐面余额相等*
如果调节之后"双方帐面余额不相等"说明双方帐目记录有错误"应及时查明原因"予以更正*
’-应收帐款的清查办法

债权8债务等各项往来款项的清查"主要是采取同对方核对帐目的方法进行的*具体做法是0
企业在保证自己所记帐目正确完整的基础上"编制+往来款项对帐单,"一式两份"一份自留"另一份寄给

对方*双方核对相符"在对帐单上盖章退回企业*如果数字不符"应注明情况"退回企业"这时双方应该积极查

明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如存在双方有争议的金额8无法收回的金额"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帐务处

理*

五8财产清查结果的会计处理

企业8单位通过财产清查"必然会发现会计工作8财产物资管理工作以及整个经营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认真8妥善地处理好这些问题"是财产清查的重要环节*财产清查的结果"必须以国家有关政策8法令8制
度为依据"认真处理*

对在财产清查中确定的财产物资的盘盈8盘亏"应通过进一步调查研究"查明原因"明确经济责任"分别

处理*
属于定额之内或自然原因引起的盘盈8盘亏"可根据规定手续及时转帐%
属于管理不善而造成的损失"应追究经济责任"报请有关领导决定%
涉及贪污盗窃行为造成的损失"应会同有关部门或报送有关部门依法办理%
对清查中发现的不需用固定资产和超储积压的材料物资"报经审批后"应及时调出8出售或作其他处理%
对清查中发现的财产管理制度和会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及时加以改进*
下面着重就会计处理问题作一说明*
财产清查过程中"对于各项财产的帐面盘盈8盘亏及差异数"会计部门应及时根据相应的会计凭证进行

帐面调整"达到帐实相符"为编制会计报表提供准确的核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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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财产物资及现金清查结果的会计处理

#!$处理步骤%主要有&
’根据财产清查小组填制的(实存帐存对比表)*(现金盘存单)等资料中确定的各项财产的盘盈*盘亏及

损失数+编制会计凭证+据以登记帐簿+使帐面数与实存数达到相互一致%
,接到上级有关部门审批的清查报告之后+按照产生差异的原因和性质+在帐簿中转销盘盈*盘亏及各

种差异%
转 销的原则是&流动资产的盘盈数冲减本月(管理费用)-流动资产的盘亏*毁损+应先扣除残料价值+可

以收回的保险赔偿和过失人的赔偿+将其计入(原材料)*(其它应收款)+剩下净损失+其中属于非常损失的部

分计入本月(营业外支出)+属于一般经营损失的部分计入本月(管理费用)%固定资产盘盈净额计入本月(营
业外收入)-固定资产盘亏净额计入本月(营业外支出)%

#.$会计处理时设置的帐户%要反映*监督企业在财产清查中各项财产的盘盈*盘亏*毁损及处理情况+应
该设置一个(待处理财产损益)帐户%

(待处理财产损益)帐户属于资产类帐户+用来核算*监督企业在清查财产过程中查明的各种财产物资的

盘盈*盘亏和毁损净额%
(待处理财产损益)帐户下应设置(待处理流动资产损益)和(待处理固定资产损益)两个明细帐户%
进行明细分类核算时+(待处理财产损益)帐户的核算内容及结构如图表 !"/!和 !"/.%

图表 !"/! 待处理财产损益

#借$ 00待处理流动资产损益 #贷$

发生额00 发生额00

#!$各项流动资产的盘亏*毁损数 #.$各项流动资产盘亏*毁损的转销数

#1$各项流动资产盘盈的转销数 #2$各项流动资产的盘盈数

借方余额&尚未处理*转销的流动资产盘亏*毁损净额 贷方余额&尚未处理*转销的流动资产盘盈净额

图表 !"/. 待处理财产损益

#借$ 00待处理固定资产损益 #贷$

发生额00 发生额00

#!$各项固定资产的盘亏*毁损净额 #.$各项固定资产的盘亏*毁损净额的转销数

#1$各项固定资产盘盈净额的转销数 #2$各项固定资产的盘盈净额

借方余额&
尚未转销的固定资产盘亏净额

贷方余额&
尚未转销的固定资产盘盈净额

#注&这里所指固定资产盘盈*盘亏净额+是指固定资产的原始价值减去累计折旧之后的差额$

#2$会计处理%
一是流动资产盘盈的核算%
3例 !4 某企业在财产清查中+发现甲材料盘盈 .555元%
’在报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之前+根据(实存帐存对比表)+编制调整材料帐实相符的会计分录&
借&原材料00甲材料 .555

贷&待处理财产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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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处理流动资产损益 "###
$上述盘盈甲材料%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冲减本月管理费用&编制会计分录’
借’待处理财产损益

!!待处理流动资产损失 "###
贷’管理费用 "###

二是流动资产盘亏的核算&
(例 ") 某企业在财产清查中发现乙材料盘亏 *###元&分析原因时发现%其中有 +,##元是由于材料自

然损耗造成的%-,#元是由于保管人员的过失造成的%还有 +#,#元是非常损失&同时%盘亏现金 "##元&
.在报经上级有关部门审批之前%根据/实存帐存对比表01/盘存表0以及/现金盘 点 报 告 表/等 原 始 凭

证%编制会计分录’
借’待处理损益

!!待处理流动资产损益 *"##
贷’原材料!!乙材料 *###

现金 "##
$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批%上述盘亏乙材料 *###元中%自然损耗 +,##元计入本月管理费用2管理人员过

失造成的损失 -,#元由责任人赔偿2非常损失 +#,#元计入本月营业外支出项目2盘亏现金出纳员赔偿&编制

会计分录’
借’管理费用 +,##

其他应收款!!材料保管员 -,#
出纳员 "##

营业外支出 +#,#
贷’待处理资产损益

!!待处理流动资产损益 *"##
三是固定资产盘盈的核算&
(例 *) 某企业在财产清查过程中%发现多余机器一台%估计原值 "####元%累计折旧 -###元&
.根据/实存帐存对比表0编制会计分录%调整帐面固定资产记录’
借’固定资产 "####

贷’累计折旧 -###
待处理财产损益

!!待处理固定资产损益 +3###
4注’/待处理固定资产损益0二级帐户%核算盘盈或盘亏固定资产的净值是固定资产原值减去累计折旧

后的差额5
$经上级有关部门审批%盘盈固定资产净值转入本月/营业外收入0项目&编制会计分录’
借’待处理财产损益

!!待处理固定资产损益 +3###
贷’营业外收入 +3###

四是固定资产盘亏的核算&
(例 -) 某企业在财产清查中发现短少机器 +台%原价 +####元%累计折旧 6###元&
.根据/实存帐存对比表0%对这项固定资产的盘亏数编制会计分录%调整帐面记录如下’
借’待处理财产损益

!!待处理固定资产损益 "###
累计折旧 6###
贷’固定资产 +####

$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该项固定资产的盘亏数计入本月营业外支出项目&编制会计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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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营业外支出 "###
贷!待处理财产损益

$$待处理固定资产损益 "###
"%银行存款清查结果的帐务处理

对企业银行存款日记帐与银行存款对帐单核对时发现的未达帐项&在会计处理时跟前面不同&不需通过

’待处理财产损益(帐户&而是在调整帐簿记录时&企业将银行入帐而企业未入帐的帐项&补充编制会计分录&
并据以登记银行存款日记帐)

这有两种情况!
*+,银行已收款入帐&而企业尚未接到收款通知没有入帐的款项&编制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

贷!有关帐户 ---
*",银行已代企业付款并已入帐&而企业尚未接到付款通知&没有入帐的款项&编制会计分录!
借!有关帐户 ---

贷!银行存款 ---
.%应收帐款清查结果的帐务处理

企业的各种应收款以及预付款&应当及时地进行清算/催收&定期与对方进行对帐核实)对有争议的款项

在核实之前&企业可以暂时不做帐务处理&但是双方应该积极查清原因&尽快予以解决)
对经过确认无法收回的应收帐款&有两种处理方法!
*+,提取坏帐准备金的企业&应当冲销坏帐准备金)
0提取坏帐准备金时的会计分录!
借!管理费用 ---

贷!坏帐准备 ---
冲销坏帐准备时的会计分录!
借!坏帐准备 ---

贷!管理费用 ---
1发生坏帐损失时的会计分录!
借!坏帐准备 ---

贷!应收帐款 ---
*",未提取坏帐准备金的企业&应当作为坏帐损失计入当期损益)会计分录!
借!管理费用 ---

贷!应收帐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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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工作底稿与会计报表

第一节 工作底稿

一!工作底稿的概念

所谓工作底稿"指的就是一种具有多种用途的会计资料汇总!分析计算表#它是将试算平衡!帐项调整!
结帐等项工作程序与编制会计报表结合在一起的一种工作草稿#

在一个会计期间内"会计处理程序以分析会计事项!编制会计分录!过帐!调整有关帐项!编制调整帐项

后试算表"然后通过结清临时性帐款"编制结帐后试算表"再编制会计报表"这就完成了一个会计期间的会计

工作"提供出反映这一会计期间内企业经营活动状态的会计信息#
对于业务量少而且简单的企业来说"以上要求并非难事"但是对于那些业务复杂"会计事项发生频繁的

企业来说则决非易事#在帐项结束的阶段"帐项调整!结帐!试算平衡等工作"经手人多"工作集中"反映的内

容又分散"这样登帐时就难免出现错误"而且查找时又费时费力"不利于及时准确地编制会计报表#于是"工
作底稿便应运而生#

二!工作底稿的作用

工作底稿在会计期间末编制"有利于及时确定企业的经营成果"同时又能保征帐页!帐表的整洁"避免对

帐!结帐工作中的差错"为及时编制会计报表作好准备#
具体作用如下$
%&可以避免调整!结算帐项工作中出现差错

在帐务结束阶段"调整帐项!结帐!试算平衡等工作是分散进行的"而且工作量大"经手人多"这就难免发

生差错#有时即使发现有差错"也难于查明更正#通过编制工作底稿"将每个工作程序都在同一张表格上进

行"便于集中查找错误"而且工作底稿上的结帐!调整分录可以直接作为编制记 帐 凭 证!调 整 帐 簿 记 录 的 依

据"工作既省时又省力"保证了帐页帐表的清洁"从而可以避免调整!结算帐项工作中出现差错#
’&可以及时反映企业经营期内的财务成果

在工作底稿上"通过调整帐项!结转分录!试算平衡"将企业在会计期间发生的经济业务以引进的资产!
负债!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项目全期增减变动的结果同时反映在一张表上"因而便于集中了解企业的经营

状况"确定财务成果#
(&有助于加速会计报表的编制工作

工作底稿中有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的有关栏目"这两个表内的各个栏目"直接可以根据日常的核算帐簿

来编制#而日常的帐簿资料分散反映着企业的有关经营成果因素和财务状况因素"编制会计报表前"这些项

目还必须在帐项调整的基础上进行多次的试算平衡"这就需要一定时间"会影响会计报表的及时编制#编制

工作底稿"因帐项调整!试算平衡!结帐和编制会计报表结合了起来"集中在同一张工作底稿上进行"这就减

少了编制会计报表前的资料整理工作"从而有助于加速会计报表的编制工作#

三!工作底稿的格式

工作底稿的格式因其用途不同而异#这里介绍的是会计期末编制的结帐式工作底稿#

)* +财会管理卷+



这种工作底稿一般采用的是棋盘式格式!表内的栏次按照会计处理过程的顺序进行排列"包括试算表#
帐项调整#帐项结转#会计报表等!

实际工作中"工作底稿的格式有以下几种$
%&’六栏式(格式

’六栏式(工作底稿"表上设有’试算表)调整前*(#’帐项调整(#’调整后试算表(#’帐项结转(#’损益表(#
’资产负债表(六栏!每一大栏下再划分’借方(#’贷方(两栏!

+&’五栏式(格式

’五栏式(工作底稿是在’六栏式(基础上"省去’调整后计算表(栏后而成!
,&’四栏式(格式

’四栏式(格式的工作底稿只设置’调整前试算(#’帐项调整(#’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四栏!

四#工作底稿的编制程序和方法

现以’六栏式(结构)见图表 %-.,*为例说明如下!
%&试算表栏

试算表栏的主要作用在于检查调整帐项前"日常会计记录是否正确"以便为帐项调整和计算调整后的余

额提供依据!
试 算表栏包括)%*#)+*两小栏"分别记录各个帐户在调整前的借方余额和贷方余额"应根据期末帐项调

整前各帐户的期末余额直接填写!
试算表中有些项目如制造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因帐项调整的需要"可以多留几个空行"以便补

充增加调整金额!
最后"将试算栏内)%*#)+*小栏"分别汇总加以计算"得出借方余额合计与贷方余额合计"二者应该相等!
+&帐项调整栏

此栏目的在于记录期末帐项调整业务会计分录"以反映因期末帐项调整而影响到有关帐户的增减变动

情况"为期末结帐作好准备!

图表 %-., 工 作 底 稿

%//0年0月 %日110月 ,%日

行次 帐户名称

试算表 帐项调整 调整后试算表 帐项结转 损益表 资产负债表

借方 贷方 借方 贷方 借方 贷方 借方 贷方 借方 贷方 借方 贷方

)%* )+* ),* )2* )3* ).* )4* )5* )/* )%6* )%%* )%+*

行次

% 现金 %
+ 银行存款 +
, 应收帐款 ,
2 原材料 2
3 产成品 3
. 应付帐款 .
4 应付税金 4
5 应付工资 5
/ 预提费用 /
%6 累计折旧 %6
%% 实收资本 %%
%+ 盈余公积 %+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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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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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如下!
"#$确定期末应调整的帐项业务%编制会计分录%确定应借&应贷的帐户及金额%然后在工作底稿中找到

有关帐户%将应借&应贷的金额填入该帐户所属行次的’帐项调整(大栏内的借方或贷方小栏)
"*$如果帐项调整会计分录中涉及的帐户名称在’试算表(上尚末列入%则应在工作底稿中’帐户名称(栏

的下面补充填写该帐户名称)
"+$在工作底稿下面列出各个帐项调整业务)
",$将所有的帐项调整业务登记完毕后%加计’帐项调整(栏内的借方金额与贷方金额%二者也应该平衡

相等)
+-调整后试算表栏

此栏的填写程序是%将工作底稿中的’试算表(栏与’帐项调整(栏中各帐户的借&贷金额合并%计算出’调
整后的余额(%填入’调整后试算表()

计算每一帐户调整后的余额时应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调整后的
借方余额.’

试算表(栏借方余额/’帐项调整(栏内借方金额0’帐项调整’栏内贷方金额

调整后的
贷方余额.’

试算表(栏贷方余额/’帐项调栏(栏内贷方金额0’帐项调整(内借方金额

如果帐项调整没有涉及到帐户的增减变动则该帐户’调整后余额(应与’试算表(栏该帐户的余额保持一

致%方向也相同)
在调整后余额逐一填列完毕之后%对’调整后试算表(内的借方余额和贷方余额分别加以汇总%得出借方

余额合计和贷方余额合计%填在工作底稿的最末一行’合计(内)
,-帐项结转栏

此栏是用来填写期末结转帐项所编会计分录的)分为借方和贷方两小栏%即工作底稿中的"1$&"2$两小

栏)
此栏的填写方法与’帐项调整栏(基本相同!
"#$确定基本结转帐项%确定应借%应贷的帐户及金额)
"*$在帐户名称中寻找相应的帐户%然后将应借&应贷的金额填入该帐户所属行次’帐项结转(栏的借方

或贷方小栏)
"+$凡结转分录涉及到以前’试算表(和’帐项调整(尚末列入的帐户%应先将该帐户的名称填写在’帐户

名称(栏内%再将应记的金额填入"1$或"2$小栏)
每一笔帐项结转分录的借贷金额前应标明帐项结转的顺序号%以便查表)
",$帐项结转分录填写完毕后%应对"1$&"2$两小栏的金额分别加总计算合计数%借方&贷方金额合计数

应相等)
3-损益表栏

此栏是用来计算未确定期末实现的利润%包括"4$&"#5$两栏)
此栏是根据期末经济业务涉及到的全部损益类帐部"收入&成本&费用帐户$&调整后’试算表(栏和’帐项

结转(栏的借&贷方金额合并后填写的)
填写步骤如下!
"#$将工作底稿中只涉及到期末利润增减的项目%根据该行’损益表(栏内的"4$&"#5$两栏%分别转入’损

益表(的第"4$栏或第"#5$栏)
"*$分别计算’损益表(栏的第"4$小栏借方和第"#5$小栏贷方金额合计数)
"+$求出第"#5$小栏和第"4$小栏金额合计数之差%如为利润%如为贷差%则为利润%如为借差%则为亏损)
",$若贷方有差额存在%将贷方差额填入’本期实现利润(行的第"4$栏)
"3$将’损益表(栏借方金额与贷方金额分别加总%这样%借方登记金额合计数与贷方登记金额合计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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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此乃贷方有余额的情况"借方如有余额亦可如法计算#$
%损益表&栏登记的内容是期末编制%损益表&的重要依据$
’(资产负债表栏

本栏用来反映期末企业全部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情况"为编制资产负 债 表 提 供 有 关 财 务 状 况 的 资

料$
本栏包括!**#)!*+#两个栏$
本栏应根据%调整后试算表&栏和%帐项结转&栏合并后的数额填写$只填列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类帐

户$最后加总计算出第!**#)!*+#小栏的借方金额合计数与贷方金额合计数"二者应该相等$

第二节 会计报表

一)会计报表的意义作用)种类)报送)审核及汇总

*(会计报表的意义和作用

会计报表"是企业和单位的财会部门根据日常会计核算资料"加以科学综合"以一定的指标体系"用货币

作为计量单位"全面)系统)定期地反映企业)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活动情况 和 财 务 收 支 情 况 的 报 告 文

件$
由于会计核算工作是通过对特定会计期间经济事项的确认和计量"以表格式报告文件的形式来反映企

业的经济活动状况"虽然在日常的会计核算中"每项经济业务都经济填制会计凭证等一系列会计处理程序和

方法在有关帐簿中得到了全面)连续)系统和归类)汇总)计算和反映"但是"分散的核算资料无法集中概括地

反映企业)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的经营活动和成果"无法使企业的决策者)投资者以及国家财政)税收)审计)银
行等管理和监督部门对企业进行正确的了解和评价"故而"有必要将日常的核算资料"进行定期的汇总整理"
按照一定的要求编制会计报表$

会计报表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企业)单位的领导和职工"通过会计报表"可以全面)总括地了解本企业)本单位财产物资的增减变动

情况"了解财务)成本)利润计划的完成情况或单位预算的执行情况"以便于总结 工 作 中 的 成 绩 和 存 在 的 问

题"评价经济效果"从而采取措施"挖掘潜力"进一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果和经济效益$
会计报表也是企业)单位编制下期计划或预算的重要依据之一$
!+#企业的投资者和债权人"通过会计报表"可以了解企业的资产负债比率)资金利润率)利润分配等财

务状况"从而对企业做出正确评价和相应的决策$比如计划投资者可以利用会计报表来决定是否投资-银行

及其他金融机构"利用会计报表可分析企业的偿还能力"从而做出信贷上的决策$
!.#上级主管部门"利用会计报表可以掌握和审核各企业)单位的财产物资和资金占用情况)各项计划和

预算的执行情况"总结经验"提出问题"对其经济活动做出及时的指导"提高本系统的经济管理水平$
会计报表资料经逐级汇总"或为国家综合管理部门制定计划)预算"研究制定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和综合

平衡的重要依据$!/#国家财政)税收)审计)银行等经济监督部门"可以利用会计报表审核企业)单位的资金

来源和资金运用情况是否符合国家财政和信贷制度要求"了解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情况"检查税金上缴

情况"信贷资金的使用情况"监督企业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法会)规定"遵守财经纪律和信贷纪律$
+(会计报表的种类

作为提供合计信息的重要手段"会计报表在不同性质的会计主体前提下"有不同的种类$
!*#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报表的分类$
一是按会计报表所反映的经济内容分类,
0反映资金占用和资金来源情况的会计报表"即资金活动情况表等-
1反映业务工作中支出的会计报表"如经费支出明细表$
二是按会计报表编制的时间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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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为月报!季报!年报"用以反映行政!事业单位预算执行情况#
三是按照会计报表编报的单位分类#
各单位的会计报表可分为基层报表和汇总报表#基层报表是行政!事业单位根据各自的经济业务编制的

会计报表$汇总报表是主管部门根据其所属单位会计报表和汇总单位本身的会计报表综合编制的#汇总会计

报表的编制"通常是按照行政隶属关系"采取逐级汇总的办法#
%&’企业会计报表的分类#
一是按会计报表反映的经济内容分类(
)资产负债表#反映企业在某一特定日期财务状况的报表$
*损益表#反映企业在一定时期的经营成果及其分配情况的报表#它包括损益表和利润分配表$
+财务状况变动表#是综合反映一定会计期间内营运资金来源和运用及其增减变动情况的会计报表#
二是按会计报表的报送对象分类(
)对内会计报表"又叫管理报表#是指单纯为企业内部管理服务的会计报表"其数量!内容!格式均由企

业自行制定$
*对外会计报表#是对企业和企业外部有关方面提供的会计报表#其数量!内容!格式!种类都要按照统

一的会计制度要求编制#
三是按会计报表所包含会计的主要范围分类(
)企业会计报表#是指企业有对外投资的情况下"只反映投资企业本身的经营情况!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其变动情况的会计报表$
*合并会计报表#是指企业对外投资"其投资额占被投资企业资本的半数以上情况下"将本企业与被投

资企业视为一个整体而编制的反映这个整体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的会计报表#
四是按会计报表"编制的时间分类(
)月度会计报表"又称,月报-#它是反映企业本月份内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的会计报表#每个月编制一

次#它只包括几种主要的会计报表"如资产负债表!损益表$
*季度会计报表"又称,季报-#是反映企业在一个季度内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的合计报表#它也是只

包括几个主要合计报表#每季度编制一次$
+年度会计报表"又称,年报-#是反映企业全年的经营成果!年末的财务状况以及年度内财务状况变动

情况的会计报表#每年底编制一次#
另外"企业会计报表还可根据其反映企业资金运动的方式分类"分为静态报表和动态报表$按主从关系

可分为主要会计报表和辅助会计报表$还可像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报表那样分为基层会计报表和汇总会计报

表等等#
./会计报表的报送!审批和汇总

0会计法1规定"各单位应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根据帐簿记录编制会计报表上报"经上级主管

单位汇总后报送财政部门和有关部门#上级主管部门应对所属单位报来的会计的报表按照会计制度的规定

进行审查!批复和汇总#
%2’会计报表的报送#企业会计报表在编制完成并经复核后"应装订成册"加具封面"并由企业行政领导

人和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名或者盖章"设置总会计师的企业还要有总会计师签名或盖章后才能

报出#
不同企业所编制的会计报表报送的对象不同$同一系统内基层企业和企业主管部门所编制的会计报表

的报送对象也不一样"一般情况下"企业会计报表应报送主管部门!开户银行!财政和税务机关#报送对象!份
数和时间"由财政部门或企业主管部门制定的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应遵照执行#

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有限公司"还应当向证券交易机构和证券监管会等提供财务报告"服份公司还应向

其股东提供财务报告#年度会计报告应于年度终了在规定的时间内"连同中国注册的会计师的查帐报告一并

报送主管财政机关#
对会计报表报送期限的规定"一方面要考虑需要会计报表的各级单位能够及时收到会计报表$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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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考虑各级编表单位的机构组织形式!编表工作量的大小以及编表单位所在地的交通条件等因素"
企业的对外会计报表中!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为月报#财务状况变动表$利润分配表为年报"月报一般应

在月终以后六天内报出!年报一般在年终以后四个月内报出"
企业在报送会计报表的同时!应附报财务情况说明书"
%&’会计报表的审核"上级主管部门收到所属单位报来会计报表后!应该进行认真审核"程序如下(
)进行技术性审核"即审核会计报表的编制是否符合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如报表的种类$份数是否按

规定报送!报表的项目$指标是否填列齐全!报表的编制人员和企业领导$总会计师$会计主管人员是否已经

签章!相关报表及相关的项目之间的勾稽关系是否衔接一致等"
*进行实际性审核"即对会计报表的内容进行审核"如审核会计报表中所反映的数字是否真实可靠!有

没有违反国家法令和财经纪律等情况"审核完毕若发现填报错误或手续不全!应即通知原报送单位更正或补

办手续"若发现有违反国家法令和财经纪律的情况!应当进一步查明原因!及时纠正处理"
通过会计报表的审核!主管部门还要对所属单位的经营情况$财务状态进行比较$分析!以便对企业的财

务活动情况进行监督和指导"财政$税收$银行等部门则通过审核会计报表!了解和研究企业的财务情况!监
督企业的财务活动!促使企业合理$节约地使用资金!遵守国家的各项财经制度和信贷纪律"

%+’会计报表的汇总和批复"会计报表经过审核后还要进行批复"年度决算报表除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核

批复外!还应经财政部门审批"
企业接到上级主管部门对会计报表的批复后!必须按批复执行"如果批复更动了报表的某些内容和数

字!企业除按照批复更正报表外!还必须进行相应的帐务处理"
上级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在对企业报送的会计报表进行审核$批复的基础上!要按隶属关系对所属单位

的会计报表进行汇总!编制汇总会计报表!以充分发挥会计报表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中的作用"
主管部门汇总会计报表!是汇编单位把所属各单位的会计报表和汇编单位本身的会计报表加以整理$汇

总而编制的报表!其种类!内容通常是按照企业的报表!适当加以简化$归并而制定的"

二$会计报表的内容及编制

,-会计报表的编制原则

为了充分发挥会计报表的作用!必须保证会计报表的质量"企业编制会计报表必须遵守以下原则(
%,’完整性"会计报表必须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会计报表的种类$格式$内容进行编制!不论是主要会计

报表还是辅助的会计报表!都应如此"这是因为会计报表所包括的内容和各种指标!都是国家制定计划!决定

政策!实行综合平衡的重要依据!是为了满足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要求和加强经济核算的需要而规定的"故

而 对国家规定应在不同时期%年$季$月’编制的各种会计报表及应填的各项指标!不论表内项目或是补充资

料!必须全部填列!不应少列$漏列"应当汇总编制的所属单位的会计报表!必须全部汇总!不得遗漏"
%&’真实性"会计报表是会计信息的主要载体!它所反映的数字必须真实$准确!能够客观地反映企业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若会计报表中提供的资料不准确!利用这种会计报表就无法作出正确地制断!正确地

指导业务活动"所以会计报表的编制!必须以核实后的帐簿记录为依据!不能用作估计数代替实际数!更不得

弄虚作假!篡改数字"
为便会计报表所反映的各项数字真实可靠!帐簿记录必须完整准确!在编表之前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按期结帐"本期内所有经济业务!必须全部登记入帐!并结出本期发生额以及期末余额#
*核对帐目"要进行财产清查!对财产物资进行盘点!对往来结算及银行存款进行核对!保证做到帐帐相

符$帐实相符#
.试算平衡"在结帐$对帐$财产清查的基础上!编制试算平衡表!在确认帐簿记录完整$准确之后!才可

以据以编制会计报表"
在编制会计报表之后!要进行认真审查复核"核对帐表是否相符!各项指标之间的衔接关系是否合理!计

算是否准确无误!确保会计报表的真实性"
%+’及时性"会计制度中对不同种类报表的编制时间和报送时间做了统一的规定!企业和单位必须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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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期限和程序及时编制和报送!以便报表使用者能及时有效地利用会计报表"但是不允许为了及时报送

会计报表而提前结帐"因此!企业应加强会计日常核算工作的管理!保证按期编报会计报表"
#$会计报表的内容及编制办法

企业的主要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财务变动表"
为了对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作较详细的介绍!下面将这两种报表的内容及编制办法作大标题来说明"

三%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是反映企业在某一特定日期财务状况的报表"它根据&资产’权益(%&资产’负债)所有者

权益(两个基本公式!依照一定的分类标准和一定的次序!把企业在某一特定日期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各要素分成资产%权益两方予以适当安排编制而成"
作为主要会计报表之一!资产负债表所提供的会计信息!是国家宏观管理和企业内部管理决策所必需的

资料"企业的投资者和债权人也要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利用它"每一个会计主体都必须单独编制资产负债

表"
资产负债表是以企业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静态状况来说明企业某一特定日期的财务状况的!因

此利用它!可以了解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资产总额及其构成情况%企业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状况*评价企业的偿

债能力和筹资能力*考察企业资本的保全和增值情况*分析企业财务结构的优劣和负债经营的合理程度*预

测企业未来的财务状况和财务安全程度等"
+$资产负债表的内容

资产负债表的主要内容包括,
-+.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各项资产.*
-#.企业的负债程度和偿债能力-负债.*
-/.所有者对企业净资产的所有权的拥有程度-所有者权益.*
-0.企业未来的财务状况方向"
#1资产负债表的结构和项目排列

资产负债表采取了资产总额和负债与所有者权益总额相平衡对照的结构"
资产负债表的格式!有帐户式和报告式两种"帐户式资产负债表是将资产项目排列在表的左方!负债和

所有者权益项目排列在表的右方!使资产负债表左右双方总计金额相等"简化格式见图表 +120"

图表 +120 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 产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流动资产 333 44
负债 333

333 流动负债 333
333 长期负债 333

长期投资 333 444444
所有者权益

固定资产 333 实收资本 333
333 公积金 333
333 应付利润 333

无形资产 333 未分配利润 333
递延资产 333
其他资产 333

合计 333 合计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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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式资产负债表!亦称垂直式资产负债表!是将资产项目"负债和所有者权益项目采用垂直分列的形

式排列于表格的上下两段!上下两段总计金额相等#格式见图表 $%&’#

图表 $%&’ 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产

流动资产 )))

*
*
*

)))
)))
)))

长期投资 )))

固定资产 )))

* )))

无形资产 )))

递延资产 )))

其他资产 )))

资产合计 )))

负债

流动负债 )))

* )))

长期负债 )))

负债合计 )))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

公积金 )))

应付利润 )))

未分配利润 )))

所有者权益合计 )))

我国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的资产负债表采用帐户式资产负债表#见图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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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 资产负债表

$我国工业企业资产负债表格式%
编制单位& 年 月 日 单位&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短期借款

短期投资 应付票据

应收票据 应付帐款

应收帐款 预收帐款

减&坏帐准备 其他应付款

应收帐款净额 应付工资

预付帐款 应付福利费

其他应收款 未交税金

存货 未付利润

待摊费用 其他未交款

待处理流动资产净损失 预提费用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券投资 待扣税金

其他流动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流动资产合计 其他流动负债

长期投资& 流动负债合计

长期投资 长期负债&
固定资产& 长期借款

固定资产原价 应付债券

减&累计折旧 长期应付款

固定资产净值 其他长期负债

固定资产清理 长期负债合计

待处理固定资产净损失 所有者权益&
固定资产合计 实收资本

无形及递延资产& 资本公积

无形资产 盈余公积

递延资产 未分配利润

无形及递延资产合计 所有者权益合计

其他资产&
其他长期资产

资产合计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补充资料&!"已贴现的商业承兑汇票 元’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原价 元)

*"资产负债表内的项目分类及排列

一般情况下+资产负债表中+资产项目是按其流动性的程度的高低排列的+先流动资产+后非流动资产)
表中负债项目按其到期日由近至远的顺序排列+即先流动负债+后长期负债)所有者权益则按其永久性递增

的顺序排列+即先所有者投资+留存收益和未分配利润)
各项目分别说明如下&
$!%流动资产)是指可以在一年或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同期内变现或者耗用的资产)包括现金及各种存

款,短期投资,应收及预付款项,存货等)该项目反映企业期末各项流动资产的实际结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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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投资$是指不准备在一年内变现的投资%包括股票投资&债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它的特点是不用

于企业经营目的并准备长期持有$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投资应归于流动资产项目$
!’#固定资产$是指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单位价值在规定标准以上%并在使用过程中保持原来物质形态

的资产$该项目反映企业全部固定资产原始价值&已提的累计折旧和减去折旧后的净值$
!(#无形资产和递延资产$无形资产项目反映企业长期使用而没有实物形态的资产期末的摊销净额$包

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等$递延资产项目反映企业尚末摊销的开办费%租入固定资产改良及

大合理支出以及摊销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其他待摊费用$
二者的区别在于)无形资产通过转让能转化为现金%而递延资产只是一种预付费用%一般不能转化为现

金$
!*#流动负债$反映企业将于一年或长于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内到期的那部分债务$主要包括短期银行

借款&应付及预收帐款&应付工资&应交税金&应付票据&应付福利费预&提费用&待扣税金&一年内到期的短期

负债等$
!+#长期负债$指那些偿还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债务$主要包括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和其他长

期负债$
!,#所有者权益$反映企业所有者对本企业的实际投入资本和企业经营取得的资本公积和盈余公积以及

未分配利润$
(-资产负债表的编制

资产负债表.年初数/栏内各项数字%应根据上年末资产负债表.期末数/栏内所列数字填列$若本年度资

产负债表规定的各个项目的名称和内容同上年度不一致%应对上年年末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名称和数字按

照本年度的规定进行调整%填入本表.年初数/栏$
资产负债表.期末数/栏内各项数字%应根据会计帐簿记录填列$大多数报表项目可直接根据帐户余额填

列%少数报表项目则要根据帐户余额进行分析&计算后才可填列$
具体填列方法如下)
!0#直接根据总分类帐户余额填列$这是大多数报表项目都采取的方法$具体项目有).短期投资/&.坏帐

准 备/&.其他应收款/&.固定资产原价/&.累计折旧/&.无形资产/&.递延资产/&.短期借款/&.其他应付款/&
.应付工资/&.未交税金/&.未付利润/&.其他未交款/&.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等$

!"#直接根据明细分类帐户填列$具体项目是).待处理流动资产净损失/&.待处理固定资产净损失/等$
.待处理流动资产净损失/应根据.待处理财产损益/总分类帐户所属/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明细分类帐

户的期末余额填列1.待处理固定资产净损失/应根据.待处理财产损益/总分类帐户所属.待处理固定资产损

益/明细分类帐户的期末余额填列$
!’#根据若干个总分类帐户余额分析计算填列$具体项目有).货币资金/&.存货/&.固定资产净值/&.未

分配利润/等$
!(#根据若干个明细分类帐户余额分析计算填列$具体项目有).应收帐款/&.预付帐款/&.待摊费用/&

.应付帐款/&.预收帐款/&.预提费用/等$
资产负债表中资产项目的金额大多是根据资产类帐户的借方余额填列%如果出现贷方余额%则以.2/号

表 示1负债项目的金额大多是根据负债类帐户的贷方余额填列%如果出现借方余额%也以.2/号表示1.未分

配利润/项目如果是未弥补亏损%也以.2/号表示$

四&损益表的编制

损益表是反映企业在一定期间内的经营成果及其分配情况的报表$它根据的是.收入2费用3利润/这
一平衡公式%依照一定的标准和次序%把企业一定时期内的收入&费用和利润项目予以适当排列编制而成$

损益表是主要会计报表之一%利用它%可以了解企业一定时期实现利润或发生亏损的情况%评价企业这

一时期经营业绩的好坏1检查影响利润!或亏损#变动的原因%分析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经济效益$故而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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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核算的企业都必须按期编制损益表!
"#损益的结构$内容!
损益表的格式有多步式和单步式两种!
%"&多步式损益表多步式损益表就是通过多步计算求出当期损益!分步如下’
(从主营业务收入出发)减去主营业务成本$税金及附加)得出主营业务利润%或亏损&!
*主营业务利润%或亏损&加上其他业务利润%或亏损&)减去期间费用)得出营业利润%或亏损&+
,营业利润%或亏损&加上营业外收入)减去营业外支出)得出利润%或亏损&总额!
多步式损益表格式如下图表 "-./!

图表 "-./ 损 益 表

单位’元

项 目 本月数 本年累计数

主营业务收入

减’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费用

销售税金及附加

主营业务利润

加’其他业务利润

减’期间费用

营业利润

加’投资收益

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利润总额

%0&单步式损益!单步式损益表是将本期所有收入加在一起)然后再把所有费用加在一起)二者相减)通
过一次计算得出当期损益!格式如下图表 "-.1

图表 "-.1 损 益 表

单位’元

项 目 本月数 本年累计数

营业收入和收益’
主营业务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

投资收益

营业外收入

营业收入和收益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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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本月数 本年累计数

营业费用和损失!
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费用

销售税金及附加

其他业务支出

期间费用

投资损失

营业外支出

营业费用和损失合计!

利润总额

在我国"采用的是多步式损益表#
损益表项目之间的关系可用数学公式表式如下!
主营业务利润$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费用%销售税金及附加

营业利润$主营业务利润&其他业务利润%期间费用

利润总额$营业利润&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

或!
营业收入和收益$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营业外收入

营业费用和损失$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费用&销售税金及附加&其他业务支出&期间费用&营业

外支出

利润总额$营业收入和收益%营业费用和损失

’(损益表的编制

损益表)本年累计数*栏反映各项目自年初起至本月末止的累计实际发生额#)本月数*栏反映各项目的

本月实际发生额"在编制年度报表时"应将)本月数*栏改成)上年数*栏填列上年全年累计实际发生数#
各项目的具体填列方法如下!
+,-)营业收入*项目#反映企业销售产品的销售收入和提供劳务等主要经营业务取得的收入总额#收入

总 额本应反映在)营业收入*帐户贷方发生额中"但由于有销货退回.销售转让和销售折扣发生"要冲减本期

的销售收入"因此")营业收入*项目应根据)营业收入*帐户的发生额分析填写#
+’-)营业成本*项目#反映企业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等主要经营业务的实际成本"此项目应根据)营业成

本*帐户的发生额分析填写#
+/-)销售税金及附加*项目#反映企业销售产品.提供劳务等主营业务应负担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和教育费附加#本项目应根据)营业税金*帐户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0-)其他业务利润*项目#反映企业除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等主营业务以外的其他业务收入扣除其他业

务的成本.费用.税金后的利润#
+1-)期间费用*项目#反映企业在一定期间内发生的费用"包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和销售费用#本项目

应根据)期间费用*帐户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2-)营业外收入*项目和)营业外支出*项目#反映企业经营业务以外的收入和支出#这两个项目分别根

据)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帐户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3-)利润总额*项目#反映企业实现的利润"如为亏损"则以)%*号在本项目内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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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会计制度与组织管理

第一节 会计工作的管理体制

会计工作的管理体制是指管理会计工作的模式!具体是指政府为了对会计工作进行管理而建立的一整

套关于各级会计工作主管部门的工作范围"职责"权限的管理模式#
我国的会计工作管理体制是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建立起来的#由财政部管理全国的会计工

作!中央和地方各级业务主管部门一般设置财务会计司&局’"处"科!管理本系统的会计工作#地方各级财政

厅&局’管理本地区的会计工作#()*+年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国务院的

财政部门管理全国的会计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部门管理本地区的会计工作#%这就从法律上明确

了财政部和地方各级财政部门是会计工作的管理机构#根据,会计法-规定!财政部设置了会计事务管理司管

理全国的会计工作#它负责制定和组织实施各项全国性的会计法令"制度和规章!制定全国会计人员的培训

规划!并管理全国会计干部的专业技术职务工作等#各省"市"自治区财政厅&局’也相应设置了会计事务管理

处!管理本地区的会计工作#它主要根据财政部的统一规定!制定适合于本地区的会计制度/负责组织"领导

和监督所属企业的会计工作!了解和检查所属企业的会计工作情况!帮助解决工作上的问题/总结和组织交

流所属企业会计工作的先进经验!以及负责本地区会计人员的培训工作等等#这种管理体制既可以适应会计

工作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同时也可以发挥各级会计机构的积极作用!使全国会计工作 形 成 一 个 有 机 的 整

体!相互协调地完成各自的任务!充分实现会计的各项职能#

第二节 会计制度

一"制定会计制度的作用和原则

会计制度是管理会计工作"处理会计业务的各种规则的总称!是经济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促

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世界经济接轨!为了使会计工作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必须建立一套科

学的会计制度#
(0会计制度的作用

&(’为会计工作提供组织保证#如会计制度中关于会计机构的设置"会计人员的配备"会计工作的分工和

岗位责任制等的规定!都会给会计工作的顺利有效地进行提供组织保证#
&1’为会计工作提供质量保证#如会计制度中关于凭证"科目"帐簿"报表的设置以及记帐程序和会计工

作规则等的规定!都对会计工作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这是保证核算资料完整"系统和真实可靠的重要前提#
&2’为会计工作提供实施监督的保证#会计监督职能在会计制度中作了明确规定!主要表现在对经济活

动的事前监督!对生产经营成果的事后考核!以及加强日常控制"发挥内部制约作用等#
10制定会计制度的原则

&(’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为了使会计工作能如实反映"严格监督经济活动的情况!并为各级经济决策机

关提供必要的资料!国家需要对会计工作提出统一的要求!所以!制定会计制度必须实行统一领导!但由于各

地区"各部门的具体情况不同!再完备的制度也不可能兼收并蓄一切地区和部门的情况!兼顾一切地区和部

门的需要!因此!制定会计制度应当因地制宜 !在统一领导下实行分级管理#全国统一的会计制度!由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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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国务院各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财政部门可以根据统一的会计 制 度 规 定 的 要 求!制 定 本 地

区"本部门的会计制度!并报送财政部审核批准或者备案#国务院各主管部门制定的会计制度!凡要求地方单

位统一执行的!应当由各该主管部门与财政部联合发布#
$%&既要满足需要!又要简便易行#制定会计制度必须符合国家的方针"政策"法令制度!能够提供及时!

正确和完备的信息资料!以充分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和单位微观管理的需要#但是在充分满足各 方需要

的前提下!还要考虑会计制度内容的简洁实用"通俗易懂!以利于更多的人熟悉"了解会计制度!也有利于会

计人员具体贯彻执行#
$’&既要相对稳定!又要不断改革#制定会计制度首先要注重它的相对稳定性#会计制度既然是组织会计

工作"处理会计事务的规则!就应该有相对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新的会计制度出台后!需要有一个学习

和熟悉的过程!这样才能正确地贯彻执行#同时!新的会计制度比旧的会计制度有哪些优点!还有在哪些需要

完善的地方!也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所以!新的会计制度制定后!要有一个相对稳定期!不宜经常变动!以免

引起工作上的混乱!影响会计工作的质量#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会计

实践经验地逐步积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在不断变化!新的会计方法会不断地被创造出来!这就必须在

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会计制度进行改革!使之不断提高!不断完善#改革会计制度!必须经过认真研究!慎重

对待!由负责制定制度的部门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在新的会计制度制定发布以前!应仍执行原来的会计制

度!不能擅自改变或任意修改#一些关系重大!牵涉面较广的会计制度!必须经过试点!证明确有成效时!才能

全面实施#

二"会计制度的种类和主要内容

我国的会计制度大致可分为三类(
)*有关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的制度

这一类制度对会计机构设置"工作任务和职责范围!以及会计人员的配备"会计人员的职责"权限等作出

了规定#如+会计师事务所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条例,"+会计人员职权条例,"+会计

专业职务试行条例,等#
%*有关会计业务方面的制度

这类制度对会计工作的具体业务和方法作出了规定#这些规定主要是(
$)&会计科目的设置和使用方法-
$%&会计凭证"帐簿"记帐方法和会计核算形式-
$’&财产物资"结算业务"费用开支"经费收支等的核算方法-
$.&成本核算方法-
$/&财产清查的办法-
$0&会计报表种类"格式及其编制方法-
$1&有关会计稽核的规定#
’*有关会计工作交接和会计档案管理制度

$)&会计工作交接制度#会计人员工作调动或因故离职!必须与接替人办理交接手续#离职的会计人员!
在办理移交手续前!必须把一切应了未了的会计事项全部处理完毕!并在最后一笔余额后加盖印章!以明确

责任#对经手而尚未了结的重要事项!要写出书面材料#最后应编制移交清册!列明移交的凭证"帐簿"报表"
公章"现金与票簿"文件"资料和其他移交的物品等#交接时!移交人和接替人应按照移交清册逐项移交!逐项

核对点收#一般会计人员交接!应有会计主管人员监交#会计主管人员交接!应有单位领导监交!必要时应有

上级主管部门派人监交#交接完毕后!交接双方和监交人应在移交清册上签字盖章!并注明单位名称"交接日

期"交接人与监交人职务"姓名"移交清册页数及需要说明的问题等#移交清册一式三份!存档一份#
$%&会计档案管理制度#会计档案包括会计凭证"会计帐簿和会计报表等会计核算专业资料#会计档案是

各项经济活动的历史记录!是总结经验"进行决策所需的主要资料!是检查各种责任事故的重要依据!是单位

的重要档案之一!也是国家档案的组成部分#各单位必须对会计档案高度重视!建立和健全会计档案的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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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档!保管!调阅和销毁管理制度"
会计档案工作由各级财政部门负责执行业务指导!监督和检查"
各单位每年形成的会计档案#都应由财务会计部门按照归档的要求整理!立卷!并装订成册"当年会计档

案#在年度终了后#由本单位财务会计部门保管一年"期满之后#原则上应由财务会计部门编造清册移交本单

位档案部门保管"
各单位对会计档案应进行科学管理#做到妥善保管#存放有序#查找方便"要严格执行安全保密制度#不

得毁损!散失和失密"会计档案应为本单位提供利用的方便#原则上不得借给外单位#如有特殊需要#须经上

级主管部门批准#但不得拆散原卷册#并限期归还"各种会计档案保管期限#根据其特点分为永久!定期两类"
定期保管期限分为 $年!%年!&’年!&%年和 (%年五种"在财政部与国家档案局联合发布的)会计档案管理

办法*中都作了具体规定#如规定企业的原始凭证!记财凭证和汇总凭证保管 &%年#其中涉及外事和对私改

造的会计凭证永久保管+现金日记帐和银行存款日记帐保管 (%年#年度会计报表永久保管等"会计档案保管

满期#需要销毁时#由本单位档案部门提出销毁意见#会同财务部门共同鉴定编造会计档案销毁清册"机关!
团体和事业单位报本单位领导批准后销毁+国有企业应该经企业领导审查#报请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销毁"
对于其中未了结的债权债务的原始凭证#应单独抽出#另行立卷#由档案部门保管到结清债权债务时为止"各

单位按规定销毁会计档案时应由档案部门和财务计部门共同派员监销+各级主管部门销毁会计档案时#还应

有同级财政部门和审计机关派员监销"监销人在销毁会计档案以前#应当认真进行清点#销毁后要在销毁清

册上签名盖章#并将监销情况报告单位领导"

三!会计制度的执行和检查

制定会计制度后#要认真地贯彻执行"各单位都应加强法制观念#严格遵守各项会计制度"会计人员应向

本单位人员宣传解释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和组织有关人员认真执行制度"在会计制度执行过程中#还要检

查!监督制度的执行情况"要重点检查会计人员是否按照会计制度的规定记帐!算帐!报帐#做到手续齐备#内
容真实#数字准确#帐目清楚#日清月结#按期报帐+是否按照会计制度的规定妥善保管会计凭证!帐簿!报表

等档案资料#以发挥会计应有的职能作用"

第三节 会计机构

一!会计机构的设置

会计机构是由会计人员组成的直接从事和组织领导会计工作的职能部门"为了充分发挥会计 工作的作

用#企业!行政和事业单位#都必须根据国家的规定设置会计机构"会计机构的设置是否合理#职责分工是否

明确#对于能否顺利地开展会计工作有着重要影响"一个企业或行政!事业单位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高效

率的会计机构#就不可能有条不紊地完成会计工作的各项任务#企业!行政和事业单位的领导也就在管理工

作方面失去了一个得力的助手和参谋"
在我国#多年以来#由于会计工作和财务工作都是以资金管理为主的经济管理工作#习惯于把会计部门

称为财会部门#把会计工作称为财会工作"其实,财务-与,会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财务侧重于对资金运动

的组织和调节#会计则侧重于对资金运动的核算和监督"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往往互相重

叠#不能截然划分开#所以在一般单位#通常把两者合为一体#设置一个财务会计机构#统一办理财务工作和

会计工作"
设置会计机构#应根据,精兵简政-的原则"机构设置庞大重迭!人浮于事#往往容易出现脱离群众!脱离

实际!滋长官僚主义的作风#也会浪费人才!物力和财力+机构不健全#不能满足经济事业发展的需要#也不利

于完成工作任务和加强管理!贯彻经济核算制"
企业!行政和事业单位都应当单独设置财务会计机构"单独设置财务会计机构#可以使会计工作的职能

得到充分的发挥#是加强会计工作#保证会计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规模较小!会计业务不多的单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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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单独设置财务会计机构!但必须设置专职的会计人员!独立办理会计工作!并需指定会计主管人员!对本

单位的会计工作承担起应负的责任"
基层企业一般都设置财务会计处#科#组!在厂长或经理的领导下!负责办理整个企业的财务会计工作"

在规模较大的企业!要建立总会计师经济责任制"小型企业也要指定一名副厂长$副经理%行使总会计师的职

权"企业的总会计师!在厂长$经理%领导下全面负责企业的会计工作!并协助厂长$经理%组织领导企业建立#
健全经济核算制!监督#检查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讲求经济效果"

总会计师的基本职责是&直接领导企业的会计机构!参与对生产 经 营 等 经 济 合 同#计 划 决 策 的 审 查#执

行’考核经营成果’组织制定财务计划!落实完成计划的措施及提出改进意见’组织群众性的经济核算工作!
建立经济活动分折制度’监督本单位执行党和国家和各项财经方针政策#法令制度#遵守财经纪律"总会计师

的工作权限是&参加企业重要的生产经营等有关会议’签署企业的财务计划#信贷计划#会计报表’会签署企

业生产#技措#基建计划#合同!对企业发生的不符合国家财经政策#纪律的事项!有权制止!并报告厂长#上级

及财政部门"
企业的各职能部门#工地#仓库及门市部等内部单位!也应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专职或兼职的会计核算人

员"规模较大的工业企业的各车间!还应当设置财务会计机构!负责车间的财会工作!并指导和帮助各班组进

行经济核算"企业内部各单位的会计核算人员!在业务上都受企业总会计师或企业财务会计部门的指导和监

督"

二#会计工作的组织形式

由于企业会计工作的组织形式不同!企业财务会计机构的具体工作范围也有所不同"企业会计工作的组

织形式有独立核算和非独立核算#集中核算和非集中核算#专业核算和群众核算几种组织形式"
()独立核算和非独立核算

独立核算是指对本单位的业务经营过程及其结果!进行全面的#系统的会计核算"实行独立核算的单位

称为独立核算单位!它的特点是具有一定的资金!在银行单独开户!独立经营#计算盈亏!具有完整的帐簿系

统!定期编制报表"独立核算单位应单独设置会计机构!配备必要的会计人员!如果会计业务不多!也可只设

专职会计人员"
非独立核算又称报帐制"实行非独立核算的单位称为报帐单位"它是由上级拨给一定的备用金和物资!

平时进行原始凭证的填制和整理!以及备用金帐和实物帐的登记!定期将收入#支 出 向 上 级 报 销!由 上 级 汇

总!它本身不独立计算盈亏!也不编制报表"如商业企业所属的分销店就属于非独立核算单位"非独立核算单

位一般不设置专门的会计机构!但需配备专职会计人员!负责处理日常的会计事务"
*)集中核算与非集中核算

实行独立核算的单位!其记帐工作的组织形式可以分为集中核算和非集中核算两种"
集中核算就是将企业的主要会计工作都集中在企业会计机构内进行"企业内部的各部门#各单位一般不

进行单独核算!只是对所发生的经济业务进行原始记录!办理原始凭证的取得#填制#审核和汇总工作!并定

期将这些资料报送企业会计部门进行总分类核算和明细分类核算"实行集中核算!可以减少核算层次!精简

会计人员!但是企业各部门和各单位不便于及时利用核算资料进行日常的考核和分析"
非集中核算又称为分散核算"就是企业的内部单位要对本身所发生的经济业务进行比较全面的会计核

算"如在工业企业里!车间设置成本明细帐!登记本车间发生的生产成本并计算出所完成产品的车间成本!厂
部会计部门只根据车间报送的资料进行产品成本的总分类核算"又如在商业企业里!把库存商品的明细核算

和某些费用的核算等!分散在各业务部门进行!至于会计报表的编制以及不宜分散核算的工作!如物资供销#
现金收支#银行存款收支#对外往来结算等!仍由企业会计部门集中办理"实行非集中核算!使企业内部各部

门#各单位能够及时了解本部门!本单位的经济活动情况!有利于及时分析#解决问题’但这种组织形式会增

加核算手续和核算层次"
+)专业核算和群众核算

我国有些企业除实行专业核算外!还开展群众性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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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核算是由专职会计人员进行核算!群众核算是由职工群众参加进行的经济核算"如工业企业的班组

核算和商业企业的柜组核算等!其具体做法是"确定核算单位"制订核算指标"推选群众核算员"定期计算各

项经济指标的实绩和得失以及开展劳动竞赛等!群众核算可以使群众及时了解班组或柜组完成的业绩"激发

广大职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它是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实行民主理财和健全班组岗位责任制的一种

有效形式!企业的会计工作"要以专业核算为主"并以群众核算为基础!专业核算人员要帮助#指导群众核算

员做好群众核算工作"尽可能把专业核算和群众核算密切地结合起来!

三#会计工作的岗位责任制

会计工作岗位责任制"就是在财会机构内部按照工作量和人员配备情况"进行合理的分工"做到事事有

人管"人人有专责!会计工作岗位责任制要同单位的经济责任制相联系"以责定权"责权明确#严格考核"有奖

有惩!
现以工业企业为例"简要介绍会计工作岗位责任制!
$%会计主管岗位

其职责是具体组织领导本单位的财务会计工作"组织制定本单位的财务会计制度并督促贯彻执行&组织

编制年#季#月度的财务计划"并组织实施"定期进行分析"负责按时"足额地完成各项上交任务&运用会计资

料进行经济预测"提供经济信息"参与经济决策&建立学习制度"组织财会人员学习政治理论和业务技术"并

结合岗位责任制进行考核!
’%出纳岗位

其职责是按制度规定办理现金收付和银行结算业务"登记现金和银行存款日记帐"保管库存现金和各种

有价证券"保管有关印章#空白收据和空白支票!
(%流动资金核算岗位

其职责是拟订流动资金管理与核算的实施办法&会同有关部门核定流动资金定额"编制流动资金计划和

银行借款计划"做好流动资金调度#供应"考核流动资金使用效果&做好流动资金核算"编制流动资金报表&按
时办理应上交款项的解缴手续!

)%固定资产核算岗位

其职责是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固定资产管理与核算的实施办法"参与核定固定资产需用量"参与编制固定

资产更新改造和大修理计划"负责固定资产的明细核算&正确计提折旧基金和大修理基金"参与固定资产的

清查盘点"分析固定资产的使用效果!
*%材料核算岗位

其职责是会同有关部门拟订材料管理与核算的实施办法"主要原材料的计划价格和消耗定额&负责材料

的明细核算和有关的往来结算"参与库存材料的清查盘点"分析材料库存的储备情况!
+%工资核算岗位

其职责是监督工资基金的使用&审核应发的工资#奖金#负责工资的明细核算"正确计提职工福利基金和

工会经费!
,%成本核算岗位

其职责是拟订成本核算办法"编制成本费用计划"加强成本管理 基 础 工 作"核 算 产 品 成 本"编 制 成 本 报

表"进行成本分析&组织开展部门#车间#班组的成本核算!
-%收入和利润核算岗位

其职责是编制利润计划"办理销售款项的结算业务"负责销售和利润的预测和分析!
.%专项资金核算岗位

其职责是拟订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参与专项工程研究"编制专项资金收支计划&负责专项资金的明细核

算"编制专项资金报表"分析考核专项资金的使用效果!
$/%往来结算核算岗位

其职责是建立其他往来款项清算手续制度"办理其他往来款项的结算业务"负责其他往来的明细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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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帐报表岗位

其职责是登记总帐#编制资产负债表#核对其他报表#管理会计凭证和帐表$
!%"稽核岗位

其职责是审查各项财务收支#审查财务成本计划#负核会计凭证和帐簿&报表$
!’"综合分析岗位

其职责是综分析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编写财务情况说明书#进行财务预测#向领导提供生产经营决策

所需要的资料$
上述岗位#可以一人一岗#一人多岗或一岗多人$每个岗位上的会计人员要认真履行本岗位职责#同时还

要相互配合#紧密合作#共同做好本单位的会计工作$为使会计人员全面熟悉各项业务#要有计划地进行岗位

轮换$

第四节 会计人员

会计人员是在企业&事业和行政单位从事会计工作#处理会计业务的人员#是完成会计任务#做好会计工

作的决定性因素$各企业&行政和事业单位都应根据实际需要配备一定数量并具有一定质量的会计人员#以
保证会计工作任务的完成$

国家为了充分调动和保护会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在(会计法)和有关会计人员管理的法规中#对会计人

员的职责&权限&专业职务&任免和奖惩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一&会计人员的职责

国务院 !*+,年 *月 !%日发布的(会计人员职权条例)明确规定#会计人员的主要职责是-
.!/按照国家财务制度的规定#认真编制并严格执行财务计划&预算#遵守各项收入制度&费用开支范围

和开支标准#分清资金渠道#合理使用资金#保证完成财政上缴任务$
.%/按照国家会计制度的规定#记帐&算帐&报帐#做到手续完备#内容真实#数字准确#帐目清楚#日清月

结#按期报帐$
.’/按照银行制度的规定#合理使用贷款#加强现金管理#做好结算工作$
.0/按照经济核算原则#定期检查&分析财务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挖掘增收节支的潜力#考核资金使用

效果#揭露经营管理中的问题#及时向领导提出建议$
.1/按照国家会计制度的规定#妥善保管会计凭证&帐簿&报表等档案材料$
.2/遵守&宣传&维护国家财政制度和财经纪律#同一切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

二&会计人员的权限

为了保障会计人员能切实履行职责#(会计人员职权条例)赋予会计人员下列工作权限-
.!/有权要求本单位有关部门&人员认真执行国家批准的计划&预算#遵守 国 家 财 经 纪 律 和 财 务 会 计 制

度3如有违反#会计人员有权拒绝付款&拒绝报销或拒绝执行#并向本单位领导人报告$对于弄虚作假&营私舞

弊&欺骗上级等违法乱纪行为#会计人员必须坚决拒绝执行#并向本单位领导人或上级机关&财政部门报告$
会计人员对于违反制度&法令的事项#不拒绝执行#又不向领导人或上级机关&财政部门报告的#应同有

关人员负连带责任$
.%/有权参与本单位编制计划#制定定额#签订经济合同#参加有关的生产&经营管理会议$领导人和有关

部门对会计人员提出的有关财务开支和经济效果方面的问题和意见#要认真考虑#合理的意见要加以采纳$
.’/有权监督&检查本单位有关部门的财务收支&资金使用和财产保管&收发&计量&检验等情况$有关部

门要提供资料#如实反映情况$
会计人员应当正确地履行职责和行使国家赋予的上述权限$既要坚持原则#执行制度#从有利于生产出

发3又要实事求是#经常向有关人员宣传#解释财经方面的方针&政策&法规 &制度#讲明道理#避免主观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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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滥用职权!

三"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

会计人员要全面履行自己的职责正确行使自己的权限#不仅应具备必需 的 专 业 知 识#有 一 定 的 业 务 能

力#更重要的是应具有较高的会计职业道德素养!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会计人员在处理会计工作时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准则!其主要内容包括下列四个方面$
%&’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每个会计人员应该具备的优良品质!会计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计资

料是经济管理的重要信息!会计资料正确与否#关系到微观管理#也关系到宏观决策!会计人员一定要从客观

实际出发#完整"准确"如实地反映经济活动情况#有喜报喜"有忧报忧#不隐瞒歪曲#不弄虚作假!
%(’遵纪守法!会计人员在工作中要严格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坚持原则#秉公办事#

敢于抵制"揭露违反财经制度和财经纪律的行为#勇于向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
%)’胸怀全局!会计人员肩负着双重任务$一方面他们是本单位职工的一部分#必须为本单位做好工作#

维护本单位的合法权益#为本单位提高经济效益出谋划策*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国家财政"财务制度和财经纪

律的执行者#有责任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当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发生矛盾时#应识大

体#顾大局#以国家和全局利益为重#敢于同各种本位主义和一切违法行为作斗争!
%+’廉洁奉公!会计人员要以身作则#一心为公#在工作中决不能利用职务之便#假公济私"营私舞弊#不

能慷国家之慨#利用国家和集体的钱财拉关系*走后门"搞不正之风*不 能 损 人 利 己"损 公 肥 私"占 国 家 的 便

宜!做到清白廉洁#不谋私利#不徇私情#不贪不占#一尘不染!

四"会计人员的专业技术职务

为了充分调动会计人员的积极性#鼓励会计人员积极钻研业务#不断提高业务技术水平#更好的发挥会

计工作的作用#国家规定对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坚持 四 项 基 本 原 则#遵 守 和 执 行

,会计法-#积极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会计人员#应当根据其学识水平"业务能力和工作成就三方面#并适当

考虑学历和会计工作经历#分别授予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
我国会计人员的专业技术职称分为$高级会计师"会计师"助理会计师和会计员!对于各级专业技术职

称#国家还分别规定了相应的技术业务条件!
高级会计师应具备的技术业务条件是$较系统地掌握经济"财务会计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较高的政策

水平和丰富的财务会计工作经验#能负责草拟和解释"解答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系统或在全国施行的财

务会计法规"制度"办法#组织和指导一个地区"一个部门或一个系统的经济核算和财务会计工作#担负一个

地区#一个部门或一个系统的财务会计管理工作#能培养中级以上会计人员!
会计师应具备的技术业务条件是*较系统地掌握财务会计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掌握并能正确贯彻执行

有关的财经方针"政策和财务会计法规"制度*具有一定的财会工作经验#能负责草拟比较重要的财务会计制

度"规定"办法"解释"解答财务会计法规"制度中的重要问题#分析检查财务收支和预算的执行情况#担负一

个学位或管理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 个系统某个方面的财务会计工作*能培养初级会计人才!
助理会计师应具备的技术业务条件是$掌握一般的财务会计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熟悉并能正确执行有

关的财经方针"政策和财务会计法规"制度*能负责草拟一般的财务会计制度"规定"办法"解释"解答财务会

计法规"制度中的一般规定"分析检查某一方面或某些项目的财务收支和预算执行情况#担负一个方面或某

个重要岗位的财务会计工作!
会计员应具备的技术业务条件是$初步掌握财务会计知识和技能*熟悉并能按照执行有关会计法规和财

务会计制度*能负责具体审核和办理财务收支#编制记帐凭证#登记会计帐簿#编制会计报表和办理其他会计

事项#担负一个岗位的财务会计工作!

五"会计人员的任免

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会计人员都是国家的干部#他们的任免 调 动 应 当 同 其 他 国 家 干 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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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按照国家关于干部管理权限的规定办理!但由于我国会计人员具有"双重身份#的特点!在实际工作中!往
往会发生一些对坚持原则的会计人员进行刁难$排挤甚至打击报复的现象%而排挤打击报复的主要形式之一

就是随意撤换会计机构负责人和会计主管人员%对此!国家对会计人员!特别是对企业$事业单位的会计机构

负责人和会计主管人员的任免!作了如下规定&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的任免$事先应经过上级主管单位的同意%具体

办法是各单位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的规定!在任命这些会计人员时应先由单位行政领导人)厂长$经理*提名报

上级主管单位!上级主管单位人事部门和财务会计部门对提名进行协商考核!并报请行政领导人同意后!通

知该单位!再按规定进行任免%
+,会计人员忠于职守$坚持原则!受到错误处理的!上级主管部门应当责成所在单位予以纠正%会计人员

玩忽职守$丧失原则$不宜担任会计工作的!上级主管部门应责成所在单位予以撤换%
作出上述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保护会计人员的合法权益!防止和制止对坚

持执行国家财政$财务制度的会计人员进行刁难$排挤!甚至打击报复现象的发生%同时也可以防止单位领导

人任人唯亲!把不宜担任会计工作的人放到会计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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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论

第一节 公司会计

由 于公司在组织形式上有别于其他企业!例如独资或合伙企业"#所以在公司的会计事务中就有自己独

特的会计原则$程序与方法%我们把股份有限公司的这一整套原则$程序与方法惯例等#统称为股份公司会

计#简称公司会计%
公司会计是运用会计学原理#按照公司本身的要求$特征与惯例#对公司的经营活动进行核算与管理#为

公司经营者$公司所有者!投资者"$公司债权人$银行$政府税收等机构提供会计信息%
公司会计的特色是与股份公司独特的组织形式与经济业务紧密相联而存在的%例如#作为股份公司#区

别于其他企业组织形式的一点就在于它发行股票#那么新设公司股票的发行怎样记帐$若发行价与股票面值

不 一致怎样处理$未发行完的股票怎样办$怎样分发股息$怎样视不同种类的股票!如优先股和普通股"入帐

等等问题#就成为公司会计的内容之一#也成为公司会计与一般会计原理及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会计处理差

异化的要点之一&又例如’公司可以在证券市场上发行债券#这同样涉及一系列问题#如怎样入帐#怎样计息

等等&还有#股份公司作为独立的社团营利法人#必须依法交纳所得税#这就与其他企业组织不同((在实际

商务中#还有更多更细致而复杂的问题#这就使股份公司的会计处理有必要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会

计学分支))公司会计%

第二节 公司会计的特点

公司会计是在遵循一般会计原理与会计处理惯例的基础上#依据公司实务的具体特点及法律要求而建

立的一整套得到公认的公司会计处理的惯例!包括原则$程序与方法"%
公司会计与合伙企业和独资企业会计处理最大的差别或者说产生一切差别的根源在于业主权益这一领

域%
我们将在本编的其他章节讲到’业主对企业的经营活动承担着最终的风险#与此同时#也享有最终的利

益%而业主权益是体现在企业净资产!企业资产总额减企业负债总额"中的要求权#这样#业主的利益就随着

企业的获利水平而变动%而我们已经讲到#公司作为法人团体与合伙或独资企业这种非法人团体最大的不同

之 处在于’法人团体!公司"不依赖于其成员!股东#即业主"而享有独立的权利义务#相反#非法人团体!合伙

或独资企业"却没有独立的权利义务#其权利义务由其成员来享有%这样#在业主利益这一领域#公司会计就

与独资和合伙企业会计显示出巨大差别’独资和合伙企业的业主投资$业主从企业提取的款项!即业主派得"
以及企业赚取的利润或企业的亏损!即利得或损失"#最终都要通过结转帐步骤归集于业主资本帐户&在财务

报表中#业主的资本表将作为收益表和资产负债表之间的纽带%但是#在公司组织中#业主的投入资本和保留

在企业中的利润!留存收益"则必须分开反映#业主从企业派得的款项#必须通过由公司董事会宣布和分派股

利的正式手续#而且一般应限制在企业的留存收益范围之内%
上述差别对会计处理影响很大#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公司会计%仅拿所得税为例#公司作为独立的法律主

体#在扣减免税额后#要按规定的比率交纳所得税#这样#公司的业主!股东"除自己 其 他 收 入 需 交 纳 所 得 税

外#自己从公司派得股息还要征税#称为*双重征税+%而合伙和独资企业则不一样#虽然它们也必须填报所得

税的申报资料#但它本身并非纳税主体#申报资料中列示的独资业主或合伙企业每一合伙人应享的收益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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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他们是否已经提取"#都将由合伙人和独资者纳入其本人的纳税申报中#因此#独资和合伙企业就不存

在着收益被$二重课税%的问题&

第三节 公司会计的内容

公司会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公司会计核算基础工作

这 包括对各项会计科目!例如现金*应收款各项*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的定义*计算方法及其入

帐与调整等&
+)公司筹资*投资与盈余分派的会计处理

这包括公司发行股票与公司债的会计处理*公司投资的会计处理*公司增资与减资的会计处理!统称资

本 变更"*公司分派股息的会计处理*公司债还本付息的会计处理*公司盈余分派的会计处理!包括公司所得

税的会计处理"等&
,)公司人格变动的会计处理

这包括独资或合伙企业改组为公司的会计处理*公司合并的会计处理*公司清算*重整与解散的会计处

理等&
-)公司财务报表的编制与分析

这包括对公司财务报表的要素的定义*会计惯例说明与资产负债表*损益与留存收益表*财务状况变动

表的目的*用途*格式及编制方法.财务报表的趋势分析法与比率分析法*比较财务报表的编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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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资产估价

第一节 概 论

对于公司发生的每一项交易事项!会计上应立即根据既定的程序加以记载!并于一定时期!通过调整"结
算"编表等工作!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明确表示出来#可是公司的各项资产价值!常因时间的不同而

变化!所以在编制报表时!需分别给予估定!这种程序叫做估价#
估价有两种含义$一是开始记载时的估价!即原始估价%一种是以后各会计期间整理的估价!即重估价#

当资产负债发生时!必须确定其价值!在会计上以货币数额来记载!便是交易时 的 原 始 估 价%到 会 计 年 度 终

了!编制会计报表时!原记载的资产负债价值!因经营或经济上的原因而有所变化!必须加以调整才能切合实

际!这便是各会计期间整理的估价!即重估价#因此!所谓资产估价!就是对于各项资产的价值!分别予以考虑

分析!审查其在编制报表时所应列入表内的数额应为多少!以表示价值的实际情况!真实表示当时的财务状

况与经营结果#

第二节 流动资产

一"概论

所谓流动资产!依据美国会计师协会会计程序委员会公布的定义为$&现金及其他于最近之将来在正常

营业情形下可以变为现金的资产#’其中最近之将来均以营业周期作为标准#而所谓&营业周期’()*+,-./01
2345+6!是指一个公司的业务上的一种循环77由现金至存货及预付费用至应收帐款!最后再还原为现金的

过程#凡是一年中有数个过程的!即以一年作为划分流动资产的标准%若一个营业周期超过一年以上!则采用

较长的期间77营业周期%若无法确定营业周期!则通常以一年为标准#所以!一般会计上所谓的流动资产是

指现金及在一年内可以变现的资产#其一般包括现金"银行存款"应收帐款"应收票据以及短期投资等#本节

将就各种重要的流动资产估价!予以简述#

二"现 金

现金是可以随时充作支付工具!且为其它资产衡量计价的标准#现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现金系

指现钞及硬币而言!而广义的现金则包括$
89库存现金(2-:;<0=-0>6
?9同现金项目(2-:;@AB/C-5+0.6包括$
(86银行存款

(?6外国货币

(D6支票

(E6银行签发的即期汇票

(F6银行签发的即期本票

(G6邮局汇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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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知!资产负债表上所列现金一项"是不经过变换手续而立即可以作为购买其他资产#偿还各种

债务及支付一切开支者$换言之"凡属交换媒介"即使无现金形式"也可视作现金%至于非流动性的资产"即使

有现金的形式"也不能视为现金$因此以下列举的各种情况"不能看作现金!
&’预付员工的旅费及其它费用或员工借款等款项"在资产负债表上应列为预付费用或应收职工借款$
(’因存款不足而遭退回的支票"应转作应收帐款$
)’凡订有限制条件"银行不允许任意提取的存款"不能视为流动性的现金$但如果以放弃利息为条件"

银行同意提取者"则可视为现金$
*’企业中所有指定用途的现金"如供偿还债款的偿债基金或为添置厂房设备的扩充基金"应与现金项

目分别列示$
+’在停业银行中的存款"即使有余额"也应自现金项下划出"改用其它应收款项科目$
,’因契约或投标#购买行为所提供的保证金"应列作存出保证金或预付货款"不得列作现金$
-’远期支票到期间"不能视作现金"而应以应收票据列帐$
.’已经存入银行的票据"如尚未收讫"仅以代收款性质处理者"亦不可列入现金内$

三#存 货

存货按其对象可分为原料#物料#在制品#制成品#副产品等$
第一"存货的估价

&’商 品 原 料#物 料#在 制 品#制 成 品#副 产 品 等 盘 存 之 估 价"以 成 本 为 标 准"成 本 高 于 时 价 时"以 时 价 为

准%成本或时价不明时"由主管机关用鉴定或估定方法决定$
(’前 项 成 本 可 按 资 产 种 类 或 性 质 采 用 实 际 成 本 或 用 先 进 先 出 法#后 进 先 出 法#加 权 平 均 法#移 动 平 均

法#简单平均法或其他经主管机关规定的方法计算$采用先进先出法者"不适用成本与时价孰高孰低的规定$
第二"存货成本计算方法

每个公司"在一定会计期间内购货次数很多"且每次进货价格都是变动的"而期末存货"却无法判定其是

何次购进的"因而存货的单位成本也无法确定$兹就几种确定方法分述如下!
&’实际成本法

/&0实际成本是指为取得某一资产而付出的价格"包括取得的代价及因取得并为适于营业上使用而支付

的一切必需费用$其中由期初盘存转入者"指原盘存价格$
/(0资产因扩充#换置#改造#修理而增加价值或效能者"其所支付的费用"须将其增加原有价值或效能的

部分加入实际成本余额内计算$
/)0实际成本法仅适用于存货品种单一#数量微少的小规模公司$
(’先进先出法

指同类或同性质的资产"分别按其取得的日期顺序排列汇集"其距离年度末最近者"列于最前"以此汇列

的价格作为盘存资产取得的价格$也就是说最先购进的商品最先出售"则所剩余的货物为最后购进的"
请参照下列案例$
1案例 (’&2345678公司某商品进货情形如下!

&9& 期初存货 +:个 ;&+ 总额 -+:’::

,9& 购 进 &::个 ;&. 总额 &".::’::

&(9& 购 进 ):个 ;&< 总额 +-:’::

&(9)& 期末存货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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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 存 价 格

日 期 数 量 单 价 总 额

!"#! $% !&’%% ()%’%%

*#! "( !+’%% ,(%’%%

(( !-%"%’%%

得出某商品盘存价格后即应调整转帐-其会计分录如下.
借.销货成本//某商品 0"-!%%’%%
贷.进货//某商品 0"-!%%’%%
借.存货//某商品 0!-%"%’%%
贷.进货//某商品 0!-%"%’%%
$’后进先出法

此法与先进先出法正好相反-按照取得的次序计算-以最后购入部分的货品来最先领出或售出-其余则

视作盘存资产的价格-也即是指同类或同性质的资产-分别依其取得的日期顺序排列汇集-其距离年度末最

远者-列于最前-以此汇列的价格-作为盘存资产取得的价格1仍以前例计算如下.

日 期 数 量 单 价 总 额

!#! (% !(’%% )(%’%%

*#! ( !+’%% &%’%%

期末存货成本 +,%’%%

求得某商品盘存价格即应调整转帐-其分录如下.
借.销货成本//某商品 0"-"+%’%%
贷.进货//某商品 0"-"+%’%%
借.存货//某商品 0+,%’%%
贷.进货//某商品 0+,%’%%
,’加权平均法

将同一类或同种性质的资产在同年度中各批取得的总价-除以其总数量所得的平均单价-以求得第一单

位取得的单价1仍以前例计算如下.

某商品盘存明细表

日期 数量 单价 总额

!#! (% !(’%% )(%’%%

*#! !%% !+’%% !-+%%’%%

!"#! $% !&’%% ()%’%%

合 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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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商品每个盘存单价!"#$%#&%!#’(""
元

期末存货 ))个的成本为 #’(""*))!+)"(#)元

求得某商品盘存价格后,即应调整转帐,其分录如下-
借-销货成本..某商品 /$,#00(&)
贷-进货..某商品 /$,#00(&)
借-存货..某商品 /+)"(#)
贷-进货..某商品 /+)"(#)
)(移动平均法

是指每次购货的数量与成本单价,依购货的先后顺序,逐次加权平均,亦即每有一次购货,即加权平均一

次1制造业发料,为便于成本计算常采用此法,故此方法必须采用永续盘存制1具体来说即指同类或同性质的

资产,在每次取得时,将其数量及取得价格与上次所存同一类数量及取得价格合并计算,以求得每一单位的

平均价格,下次取得时,依同样的方法,求得每一单位的平均价格2以当年最后一次取得的价格,作为盘存资

产取得的价格1请参见下列案例-

3案例 $($456789:公司某年购货收发情况如下-

收 入 发 出 结 存

日期 数量 单价 金 额 日期 数量 单价 金 额 日期 数量 单价 金 额

#;# )% 0% ",%%% #;# )% 0% ",%%%

$;#% $%% ’% #<,%%% $;#% $)% 0& #’,%%%

);$ #’) 0& ##,+%% );$ ’) 0& ),#%%

’;) "%% ’) $$,)%% ’;) "’)’"(0% $’,0%%

+;’ "%% ’"(0% $$,%&% &;’ ’) ’"(0% ),)$%

#$;& )%% &% <%,)%% #$;"#)’)’+(#0 <),)$%

结帐时,调整转帐,其分录如下-
借-销货成本..某商品 <’)个 /"<,’&%
贷-进货..某商品 /"<,’&%
借-存货..某商品 <’)个 /<),)$%
贷-进货..某商品 /"<,’&%
0(简单平均法

即以某一会计期内各次购货成本单价之和除以购货次数1因其计算简单,采用盘存制即可1也就是将同

类或同性质的资产,将当年度各次取得价格不同者,每一单位取得价格总数除以取得价格不同者之总次数,
作为盘存资产每一单位取得价格1仍以上例数字为准,示例如下-

=#)>#&>#+?@"!#’(""元即简单平均单价

期末存货成本即-#’(""*))!+)"(#)元

求得某商品盘存价格后,应即调整转帐,其分录如下-
借-销货成本..某商品 #$)个 /$,#00($)
贷-进货..某商品 /$,#00($)
借-存货..某商品 ))个 /+)"(#)
贷-进货..某商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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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上各项存货价格计算法!各公司可任意选择采用!但应注意于每年年度开始前申报主管机关核准"

四#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是指应收而未到期的票据!广义言之!包括因销货提供劳务或因其他事由而取得的一切票据!
依照会计惯例!对于应收票据多以从销货或提供劳务取得者为限"

$%应收票据的性质

在 原则上!应收票据分为未到期汇票#本票及支票三种"本票是由债务人签发!同意于一定日期付予债

权人一定金额的票据&汇票则是由债权人签发!约请债务人于一定日期支付一定的金额给债权人或其指定人

的票据!而支票则为一定的支付证券"
’%应收票据的估价

$%收到票据时的帐务处理

票据在帐务上的处理因票据种类与交易方式的不同而不同"本票在收到时!即可入帐!汇票则必须于承

兑后!才能借记应收票据!至于远期支票则可视同本票处理"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01公司赊销取得票据!票据面额为2’!344%44!则会计分录为(
借(应收票据 2’!344%44
贷(销售 2’!344%44
)案例 ’%3+,-./01公司通过抵偿帐款取得票据!票据面额为2’!344%44!则会计分录为(
借(应收票据 2’!344%44
贷(应收帐款 2’!344%44
)案例 ’%5+,-./01公司调换旧票据取得新票据!票据面额为2’!344%44!则会计分录为(
借(应收票据 6新7 2’!344%44
贷(应收票据 6旧7 2’!344%44
其中需要注意的是!无论票据附息与否!收到票据时均只按票面数额记录"
’%应收票据到期时的帐务处理

票据到期后并经提示!可能会发生如数兑现和拒付两种情况"其中如数兑现的票据!根据票据本身的性

质!可以分为无息票据和附息票据两类"其会计分录是各不相同的"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8+,-./01公司一张面额为2*!844%44的无息票据!到期如数兑现所作的会计分录是(
借(现金 2*!844%44
贷(应收票据 2*!844%44
)案例 ’%9+,-./01公司收到一张附息票据!票面额为2*!844%44!到期如数兑现所作的会计分录

是(
借(现金 2*!:44%44
贷(应收票据 2*!844%44

利息收入 ’44%44
如 果票据到期发生据付的情况!则应将该项票据从 ;应收票据<科目转列到 ;应收帐款<科目!如票据

是 附息的!还须将应收的利息贷入 ;利息收入<科目!并借记该出票人帐户!如有拒绝证书而支付费用时!
亦应将其费用借入出票人 6债务人7帐户"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例 ’%:+,-./01公司所附息票据2$3!’44%44!到期无法兑现!该票据应收利息为2:44%44!法

院作成拒绝证书!公司支付手续费2’44%44!则会计分录如下(
6$7拒付时的分录

借(应收帐款==>>债务人 2$5!4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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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应收票据 "#$%&’’(’’
利息收入 )’’(’’

*&+因发生公证费用时的分录!
借!应收帐款,,--债务人 "&’’(’’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 "&’’(’’
.(票据转让贴现时的帐务处理

票 据是一种流通的有价证券%可以自由转让/应收票据到期前%可以支付给他人或向银行贴现/票据转

让或贴现%都须由转让人背书%以示负责%若发生到期拒付的情形%背书人须负责偿还/
应收票据用于偿还债务或用于进货而转让时%其分录各有不同%但在期末编制资产负债表时%应将此事

都附注于表后/
请参见以下案例!
0案例 &(12345678公司以面额为".%9:’(’’的票据偿还债务%则会计分录为!
借!应付帐款 ".%9:’(’’
贷!应收票据 ".%9:’(’’
0案例 &(#’2345678公司进货价值")’’%’’%转让等值票据一张%则所作的会计分录为!
借!进货 ")’’(’’
贷!转让应收票据 ")’’(’’
公司因为资金需要%可将票据持向银行请求融通%由银行预扣利息后再付现金%即为贴现/
请参见以下案例!
0案例 &(##2345678公司将三个月期;年息为 <=;面额为"<%’’’(’’的票据%经背书后持向银行

贴现%贴现率为年息 )=/票据距到期日尚有两个月%根据以上资料先计算贴现如下!
贴现票据面额 "<%’’’(’’
加!贴现时应收利息

*"<%’’’(’’- <
#’’-

#
#&+> ".’(’’

票据现值 "<%’.’(’’

到期值0*"<%’’’(’’-*#? <
#’’-

.
#&+2> "<%’1’(’’

减!贴现息*"<%’1’(’’- )
#’’-

&
#&+>)#(&’ "<%’’)()’

贴现损失 "&#(&’
根据以上计算%可作成以下分录!

借!应收利息 ".’(’’
贷!利息收入 ".’(’’
借!现金 "<%’’)()’

贴现损失 "&#(&’
贷!应收票据贴现 "<%’’’(’’

应收利息 ".’(’’
在 实际业务中%银行在贴现票据时%为了贷款安全起见%往往不是全额贴放%而是要扣留一定百分比的

金额%作为保证金/仍以前面案例为例%在贴现时%银行只允许按到期值的 )’=贷放%则其计算与分录如

下!
贴现保证金!<%’1’(’’*到期值+-&’= *保留的百分比+>"#%&#)(’’
借!现金 "$%91’()’

贴现保证金 "#%&#)(’’
贴现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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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应收票据贴现 "#$%%%&%%
应收利息 "’%&%%

上 例的 (应收票据贴现)科目为或有负债帐户$在资产负债表上应列为 (应收票据)的减项$贴现保证

金可视为流动资产$仍以上例为例$其计算如下!
流动资产

贴现保证金 "*$+*,&%%
应收票据 -假设. "*%%$%%%&%%
减!应收票据贴现 "#$%%%&%%
库存应收票据 "/0$%%%&%%

0&贴现应收票据到期时的帐务处理

-*.到期如数承兑时

贴现应收票据经债务人付款$背书人的责任 -或有负债.即可解除$此时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应收票据贴现 "11
贷!应收票据 "11
若银行保留相当的百分比的金额作保证金的话$应同时付出贴现保证金2
-+.到期拒付时

贴现应收票据到期遭拒付$则贴现人的或有负债变为实际负债$此时除应收票据贴现科目仍须与应收票

据对转外$应一面清偿票据本息及其他因拒付而发生的费用$一面将全部代付款项借入付款人名下$以便追

索2设上例中贴现应收票据本息"#$%%%&%%$遭拒付并发生拒付费用"+%%&%%均由 345678公司以现金

付讫$则其分录如下!
借!应收票据贴现 "#$%%%&%%
贷!应收票据 "#$%%%&%%
借!应收帐款9911债务人 "#$+/%&%%
贷!现金 "#$+/%&%%
转让票据时$若以转让应收票据科目入帐$有关到期的帐务处理与应收票据贴现相似$仅科目名称由

(应收票据贴现)改为 (转让应收票据2)

五:应收帐款 -7;;<=>?@5A;ABCDEFA.

所谓应收帐款是指公司在经营活动中$因提供货品或劳务而对顾客产生的短期债权2狭义的应收帐款即

是应收客帐$其会计分录如下!
借!应收帐款 "111
贷!销货 -或劳务收入. "111
广义的应收帐款则还包括其它应收帐款和应收未收款项-7;;G=AH5A;ABCDEFA.2本章所讲的应收帐款只

限于第一种2
第一$应收帐款的估价

应收帐款的估价方法$可以分为原始评价与重评价两种2
*&原始评价!当每一项业务发生时必有一定数目金额$此金额便是应收帐款原始评价的根据2
+&重评价

-*.呆帐 公司所赊放的帐款$常常会因顾客营业遭受挫折而发生亏损$因而发生呆帐损失2所以在期

末结帐时$企业帐面所示应收帐款数额并不能代表可变现数额$需估计呆帐损失并予调整$使它能表示确实

可收回的帐款数额2
I呆帐的估价计算方法

呆帐问题的应收帐款估价是应收帐款中的主要问题$其计算方法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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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龄分析法 #!$%&$’()*+,-
帐龄分析法是就每一顾客帐款拖欠情况进行个别分析.计算可能发生呆帐的数额/通常在年终结算时.

先作一表.列明顾客名称及结欠的帐款0结欠的时间.根据经验及实际情况.估计过期帐款的呆帐率/在一

般情况下.过期愈久.发生呆帐损失的可能性越大.呆帐率越高.反之则愈低/
请参见以下案例1
2案例 3"435设 6789!:公司本年底应收客帐余额;3<.=>>">>.其分析结果如下1

6789!:公司客帐分析表

客户名称 未过期
过期 ?>天

以内

过期 ?>天

@A>天

过期 A>天

@B>天

过期 B>天

以上

茂源公司 ; 4.>>>">> ;C>>">> ;=>>">> ;<>>">>

大发公司 ; <.>>>">> ;D.>>>">> ;4.>>>">> 3.>>>">>

利昌公司 ; C.>>>">> ;3.C>>">> ;A>>">>

合 计 ;4>.>>>">> ;B.C>>">> ;4.C>>">> ;?.<>>">> ;<>>">>

根据以上资料可得过期帐款的呆帐率为1
过期 ?>天以内 4E
过期 ?>@A>天 3E
过期 A>@B>天 <E
过期 B>天以上 3>E
则应提备抵呆帐计算如下1
过期 ?>天以内 ;B.C>>F4EG;BC">>
过期 ?>@A>天 ;4.C>>F3EG;?>">>
过期 A>@B>天 ;?.<>>F<EG;4?A">>
过期 B>天以上 ;<>>F3>EG;=>">>

;?<4">>
这种客帐分析法的优点是如果运用得当.所得备抵呆帐数额相当正确.缺点是计算手续过于繁杂.在客

户很多的情况下无法应用.所以在实际的业务过程中采用这种方法的很少/

H"经验百分比法

这种方法主要是分析来往客户的客帐资料.求出一个百分比作为呆帐提存的根据.决定呆帐相当于某一

基数的百分比/因基数的不同可分为以下三种方法1

I"应收帐款余额百分比法

这种方法以应收帐款余额作为基数.估计呆帐相当于应收帐款余额的百分比/因为仅当应收帐款未收时

才有发生呆帐的可能.所以以客户余额提存呆帐较为合理.但在实际应用中应避免重复/
请参见下列案例

2案例 3"4?56789!:公司今年底应收客帐余额为;3?.=>>">>.经查其中;=.D>>是属于去年的帐

款/根据过去统计资料分析.呆帐相当于应收客帐余额的 CE.则本年应提估计呆帐数额为1
#;3?.=>>J;=.D>>">>-FCEG;DCC">>

K"销货总额百分比法

这种方法是以全年度销货总额为基础估计呆帐相当于总销货额的百分比/但是因销货中有现销及赊销

两种#现销是不可能发生呆帐的.赊销也有部分现收-.所以只因对于未收现的部分才有提存呆帐的必要L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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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以全部销货总额为依据提存呆帐!因此!这在理论上是不合理的!在这里略去不讲"
#$赊销金额百分比法

这种方法是在销货总额百分比法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的"它将现销部分除外!以赊销数额为基础!估计呆

帐相当于赊销数额的百分比"但是因为赊销中已有部分收现而不必提呆帐!所以这种方法也欠妥当"
%呆帐的会计处理

呆帐的会计处理方法一般有以下四种&
’$冲销法&此法是在呆帐的调整时!直接冲销应收帐款!其会计分录为&
借&呆帐损失 ()))
贷&应收帐款 ()))
呆帐损失仅是一种主观上的估计!其是否变现为实际损失是无从确定的!因此预估的呆帐也就不应贷记

应收帐款明细帐户中的任何帐户"因而不宜直接与应收帐款冲转!而须另设 *备抵呆帐+帐户!以作为记载!
使应收帐款既能代表实有的债权!且应收帐款中扣除备抵呆帐后的余额又能代表可能变现的价值!符合编制

资产负债表的要求"
,$备抵法&此法是于每期会计年度终了时!估计应收帐款可能发生的呆帐数额"其会计分录如下&
借&呆帐损失 ()))
贷&备抵呆帐 ())
呆帐损失是损益项目!备抵呆帐则应列入资产负债表!作为应收帐款的抵减数"此法使各期销货收入负

担其销货期间可能发生的呆帐损失!在年终时!用备抵呆帐的提存来表示应收帐款变现的价值"
关于呆帐的帐务处理!可以分为下列四个步骤&
-$提存备抵

为使呆帐计入销货发生的费用!并使应收帐款按可变现数额列示出来!在期末应作呆帐提列的会计分录

如下&
借&呆帐损失 ()))
贷&备抵呆帐 ()))
.$冲销呆帐

若呆帐已实际发生且经证实应收帐款确不能回收时!便可将实际减少数从备抵呆帐中冲销!其会计分录

为&
借&备抵呆帐 ()))
贷&应收帐款 ()))
#$收回呆帐

有时已冲销的呆帐!因为客户的经济状况好转而又重新收回时!其会计分录如下&
借&备抵呆帐 ()))
贷&应收帐款 ()))
/$收回呆帐后作帐款的收现分录&
借&现金 ()))
贷&应收帐款 ()))
0备抵呆帐余额的会计处理

备抵呆帐是以逐期计提为原则!所以每当期末!在计提呆帐之前应先就前期计提的备抵呆帐加以清理!
重新计提"如果备抵呆帐经与实际发生的呆帐转销后仍有余额时!须加以适当调节以配合本期应收债权可能

发生的呆帐预计额!否则任其逐期累积计算!则备抵呆帐的余额将有超过当期债权资产余额的可能"而调整

备抵呆帐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分期清结法

即将前期的备抵呆帐与其实际发生呆帐转销后的余额!冲转到*留存收益+帐户!以结清备抵呆帐帐户!
然后再就本期计提额重新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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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例 #$%&’()*+,-公司于去年底结帐后.备抵呆帐帐户余额为/#0.000$00.设去年度共发生呆

帐/%1.200$00.去年底应收款余额为/340.000$00.呆帐率为 56.则去年底应提呆帐为!/340.000$00
7568/%1.000$00

去年底提存备抵呆帐以前.备抵呆帐科目余额为!
/#0.000$009/%1.200$008/%.300$00
去年度共发生呆帐/%1.200$00.其会计分录为!
借!备抵呆帐 /%1.200$00
贷!应收帐款 /%1.200$00
并将前期备抵呆帐余额结转留存收益科目

借!备抵呆帐 /%.300$00
贷!留存收益 /%.300$00
以上分录.使备抵呆帐帐户结平后.再作去年呆帐的计提分录!
借!呆帐损失 /%1.000$00
贷!备抵呆帐 /%1.000$00
根据以上分录.备抵呆帐科目的内容可以表示如下!

备 抵 呆 帐

去年度冲销呆帐 /%1.200$00 前年底余额 /#0.000$00

去年度余额结转留存收益 %.300$00 去年度应计提备抵呆帐 %1.000$00

:$逐期递转法

又 称为差额补提法.即就前期的备抵呆帐.经与实际发生的呆帐转销后的余额.加减适当的数额.使其

前后期合并计算的余额恰好与本期预计提列的数额完全相符;也就是说备抵呆帐帐户前后期合并计算的余

额 即是本期拟计提的备抵呆帐额;仍以上例为例.()*+,-公司去年拟提呆帐/%1.000$00.而备抵呆帐

经与实际发生呆帐相抵后尚有余额/%.300$00.本期再加提/%4.200$00.其前后合计的余额即为去年年

底的预计额;其会计分录为!
借!呆帐损失 /%4.200$00
贷!备抵呆帐 /%4.200$00
过 帐后.备抵呆帐的余额为/%1.000$00.但转入 <本期损益=的呆帐损失则为/%4.200$00.因前期

多计提/%.300$00.故本期少计提/%.300$00;
经过以上分录.备抵呆帐科目的内容可以表示如下!

备 抵 呆 帐

去年度冲抵呆帐 /%1.200$00 前年底余额 /#0.000$00

去年度补提呆帐 %4.200$00

去年度备提呆帐科目贷差为/%1.000$00.恰为该年度应收帐款余额/340.000$00的 56;
>#?销货退回及折让

公司为了开展业务扩大销售量@允许顾客在一定的时期内可以将其购买的货品中不合用及缺损的退回.
因而在期末结帐时.部分货款约定期限未满可能发生退货.所以帐面应收帐款数额不能代表实际的销售收

入.所以应估计销货退回.予以调整后使其能真实反应应收帐款的数额;
A销货退回及折让的计算

公司的会计帐目通常在年度终了进行结算.而有一部分顾客在年度终了时其退货期限未满.因而有退货

的可能.应予以估算调整;其是先求退货数额与应收帐款数额的比例关系.然后依据此比例关系来估算可能

发生的销货退回及折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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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例 #$%&’设 ()*+,-公司 ./年底的0123222$22的赊销客户中3估计有 %24可能发生退货3销

货成本为售价的 1243退货估计计数算如下!
0123222$225%246013222$22 估计销货退回

013222$22512460731222$22 估计销货退回的成本

8销货退回及折让的会计处理

承上例3其会计分录如下!
借!销货退回及折让 013222$22
贷!备抵销货退回及折让 013222$22
借!存货 073122$22
贷!进货 073122$22
销货退回及折让于年度终结时要结转损益!
/2年初开帐时3应将上回会计分录冲回!
借!备抵销货退回及折让 013222$22
贷!销货退回及折让 013222$22
借!进货 073122$22
贷!存货 073122$22
./年资产负债表中3对备抵销货退回及折让的表示如下!
应收帐款 013222$22
减!备抵销货退回及折让 13222$22 0&93222$22

六:短期投资

第一3概论

所谓短期投资3是指企业利用多余的资金3购入一些其本身主要业务之外的证券3诸如优先股与普通股:
公司债与政府公债等;这些证券随时能变为现金以供营业周转之用3同时借以谋取一定收益的短期性质的投

资 <=>?@ABCD@EFGHDIAEDGAJ或称暂时性投资 <CDEK?@L@MFGHDIAEDGAJ;
第二3短期投资的评价

短期投资的评价分为原始评价和重评价两大类;
%$原始评价!短期投资应以原始成本为基础;其原始成本等于总成本扣除证券所附利息3而总成本则

是购买时的成本3它包括进价:佣金:手续费:税款及其它各种附带费用之和;计算出原始成本后可相应作

出短期投资的会计分录;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例 #$%1’设 ()*+,-公司于 ./年 N月 %日以每张 1.元的代价购入 -O公司 1厘第一抵押债券

%22张3每张面额 %22元3每年年底付息;此外佣金等为 #22元3则其原始成本计算如下!
进价 1.$225%22张6 013.22$22
加!佣金 #22$22

0N3222$22

减!应收利息0%22$225%22张5145 1%#6722$22 0722$22

原始总成本 013N22$22
则所作的会计分录为!
./PNP% 购入时

借!短期投资 013N22$22
应收利息 7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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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现金 "#$%%%&%%
’()*+),*收取利息时$利息"*%%&%%-*%%张-./0".%%&%%
借!现金 ".%%&%%
贷!应收利息 ",%%&%%

利息收入 ,%%&%%
上项中的所附利息",%%&%%$系 ’(年 *月 *日至 .月 ,*日的利息$为 123456公司购入之前所应

得部分$在买卖时$由买方 123456公司将利息先行付出待定期取息时收回$是一种垫付性质$所以应

以应收利息列帐$收息时再冲转7
+&重评价

重评价的方法可以分为三类7
8*9以成本计价

采用这一方法时$有价证券的价值即按帐面上的置存价值$即有价证券帐户上的余额来确定表示7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例 +&*#;设 123456公司购入 6<公司债券 =%%张$每张面值"*%%$共计"=%$%%%&%%$按"*%*

购价付出现金"=%$=%%&%%8无应计利息97若在编制资产负债表时$该项债券略有下跌$为 ’#=$即"=%$
>,#&=%$则市价虽然低于成本$仍按成本计算7相关列示如下7

流动资产!
短期投资

6<公司 =/公司债券??按成本

8市价为"=%$>,#&=%9"=%$=%%&%%
8+9按市价计价

采 用这种方法$是以决算日的证券市价来计价7但当市价超出成本时$这种方法有预计利益的缺陷$因

而在实际中很少用这种方法7但如果在市价高于成本的情况下$仍可以采用这种方法7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例 +&*’;123456公司购入甲公司发行的公司债 *%%张$每张成本".+&%%$年底该债券的票面

市价为"..&%%$采用市价法年底应作分录为!
借!短期投资证券溢价 ">%%&%%
贷!重评价盈余 ">%%&%%
如该债券第二年以每张".>&%%的净价出售$则其应作的分录为!
借!现金 ".$>%%&%%

重评债盈余 >%%&%%
贷!短期投资 ".$+%%&%%

短期投资证券溢价 >%%&%%
短期投资出售利益 +%%&%%

8,9以成本与市价孰低为标准

这种方法就是将每一种证券的成本分别与其决算之日的成本进行比较$取其中较低的作为证券的价值7
这 种方法比较稳妥$故而在实际业务中公司都通常采用这种方法7应该注意的是$如果成本高于市价时$仍

应将市价列在资产负债表中$而高出的部分应作为本期损失$而本期损失在未售出以前没有确实发生$因而

不 能从 @短期投资A中直接冲减$而应另设 @备抵短期投资跌价A科目记录$作为短期投资科目的估价帐户$
在编制资产负债表时$备抵跌价的贷方余额应该从短期投资的借方余额中除掉$其具体表示方法为!

短期投资 "--
减!备抵短期投资跌价 - "--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例 +&*(;123456公司于 *(’#年 +月 *日将剩余资金购进利率为 ./的公司债 +%%%张$每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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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额为 !""元#每年 !!月 !日付息$%"&#"""’""#另付佣金税款$!#"""’""#其购进时的成本计算和会计

分录如下(
成本计算(

购价 $%"&#"""’""
佣金税额 $!#"""’""
合计( $%")#"""’""
减(!!月至 !月

应收利息 $&#"""’""*即$%""#"""’""+,-+ &!%.

总成本 $%"!#"""’""
会计分录(

借(短期投资 $%"!#"""’""
应收利息 $&#"""’""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 $%")#"""’""
如果公司的债券年底仍未售出#但当时的市价为$%""#"""’""#依照成本与市价孰低的原则本期损失

设 /备抵短期投资0科目加以记载#具体的会计分录为(
借(短期投资跌价损失 $!#"""’""
贷(备抵短期投资跌价 $!#"""’""
如果公司在 !122年 %月 !日按 %""#3""#""的价款售出此批债券#则需将上期所作的 /备抵短期投资

跌价0予以冲销#求出出售损失4同时#从 !!月 !日到 %月 !日这三个月的应收利息$&#"""’""也应属

于 56789:公司的投资收入加以记载4
会计分录(
借(现金 $%""#3""’""

备抵短期投资跌价 !#"""’""
短期投资出售损失 %#3""’""

贷(投资收入 $&#""’""
短期投资 %"!#"""’""

公司发行的债券均规定了利率和付息日#投资者可以随时买卖#而其时间一般都不可能与付息日完全相

同#这就在买卖时会发生垫收垫付利息的情况#此时的成本计算与会计分录就较上例复杂4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例 %’%"<56789:公司于 !122年 &月 !日发行五年期利率为 2-的公司债#每张面额 !""元#每

年 &月 !日付息#:=公司于同年 3月 !日以每张 !")元的进价购进其债券 !""张#另付佣金税款等费用共

计 %""元#该债券的年底市价为每张 !"%元#第二年 )月 !日#:=公司以每张 !!"元的价格全部出售4
会计计算(
!122>&>! :=公司购进债券的成本

进价 $!")’""+!"" $!"#)""’""
加(佣金 %""’""
合计 $!"#,""’""

减(应收利息$!"#"""’""+2-+ %!% !&&’&&

总成本 $!"#),,’,?
!122>!%>&! 调整利息收入为

$!"#"""’""+2-+ 2!%@$3&&’&&

年底证券市价下跌#共计$!"#),,’,?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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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债券时的利息收入

&!’(’’’)’’*#+* !!,-&..)./

会计分录0
!"##$1$!
借0短期投资 &!’(%..)./

应收利息 !11)11
贷0现金 &!’(.’)’’
!"##$!,$1!时 2$!至 !,$1!的利息

借0应收利息 &211)11
贷0利息收入 &211)11
年底证券市价下跌时(按 3成本与市价孰低4原则(作会计分录

借0短期投资跌价损失 &,..)./
贷0备抵短期投资跌价 &,..)./
!"#"$1$! 收取利息

借0现金 &#’’)’’
贷0应收利息 &...)..

利息收入 &!11)1%
!"##$%$! 出售债券

借0现金 &!!(’’’)’’
备抵短期投资跌价 ,..)./

贷0短期投资 &!’(%..)’’
利息收入 ..)./

第三节 固定资产

一5概 论

所谓固定资产(按照通常的定义(主要是指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的5单位价值较大的主要劳动资料及设

施6具体内容参见下表0
固定资产 7狭义的固定资产8

不须提折旧的99如土地等

必须提折旧的99如房屋5建筑物5机器设备5运输

工具及其它生产设备

必须提耗竭的99即天然资源(如矿山5林场5

:

;

< 油井等

二5固定资产的估价

固定资产的估价(其实是以成本减折旧的原则进行的6所谓折旧就是将固定资产的成本(用一个系统的

方 法由使用年限内的各年度共同分摊5以求得各期正确损益的一种方法6通常在已知原始成本 7=>?@?ABC
DEFGEHIFFJGF85估计使用期限 7KFG?LBGJMNJ>O?PJQ?HJ85残值 7NP>BR8和利率 7I>S?G>B>TUAGJ>JFGVBGJ8
时(有很多种计算固定资产折旧的方法6

第一(折旧的计算

!)直线法 7NG>B?@WGQ?AJXJGWE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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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计算折旧的最简单的方法!又称平均法!其是将应提折旧总数由使用期限平均分摊!每期折旧额固

定相等!其具体公为"
固定资产年折旧额

#
固定资产原值$估计残值

固定资产折旧年限 %公式 &’()

与之相关的还有以下公式"
某类固定资产年折旧率

#*
该类各项固定资产折旧额
*该类各项固定资产原值 +(,,- %公式 &’&)

或"
某类固定资产年折旧率

#($
估计残值占原价的百分比

该类各项固定资产原值 +(,,- %公式 &’.)

某类固定资产月折旧率

#
该类固定资产年折旧率

(& %公式 &’/)

某类固定资产月折旧额

#
月初在用该类固定

资产的帐面原值 +
该类固定资
产月折旧率 %公式 &’0)

资 产在使用期内!其修理费用要在资产购买之初!数额较小!以后使用时间越长费用越大!而折旧额每

年却保持相等的折旧额!这样算法是不太科学的!这也是直线法的缺点1
&’工作小时法 %234567893:4;<=>3?)
这种方法是将资产的使用期限以工作小时为基础来计算折旧!计算出每一小时所应负担的折旧数!其具

体计算公式为"

每期折旧数#
该固定资产原值$残值

估计工作小时总数 +实际工作时间

%公式 &’@)
这种方法是以假定固定资产因工作时间越长A磨损程度越高A应分摊的折旧也越多为前提的!它将资产

的折旧数额根据产品生产所花费的工作时间平均分摊到产品成本中去1这种方法计算比较简单!但是对于工

作时间的搜集和工作小时总数的估计比较困难!且对于用于多种用途且磨损程度大小不一的资产折旧不太

适用1
.’生产量单位法 %B76=C43?:D=637;<=>3?)
这种方法是在使用期限及其生产的产品数量基础上计算折旧额!其具体计算公式为"

每期折旧数#
固定资产原值$残值

估计产品总单位数 +本期生产单位数

%公式 &’E)
请参见以下案例"
F案例 &’&(GHIJ2KL公司有一部机器!原始成本为M@0!,,,’,,!估计可生产产品 (0!,,,’,,单位!

残值为M0!,,,’,,!本年度共计生产产品 &!0,,’,,件!则本期应负担的折旧为

根据 %公式 &’N)!则

本期折旧额

#M@0!,,,’,,$M0!,,,’,,(0!,,,’,, +&!0,,’,,单位

#M(,!,,,’,,
这种方法是建立在资产生产数量愈多A磨损程度越大A故而分摊的折旧也越多的假定前提下的1这种方

法简便合理!除了同一机器生产多种产品的情况下不宜使用外!一般都可以采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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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递减法 #$%&’()’*+’,-./’0,1’+2%,%,/3.2.,+’4’-50(6
这种方法又称为定率递减法7它是以固定资产的年初折余价值作为计算折旧的基础7与事先预定出的固

定不变的折旧率相乘而求得各年的折旧额8其具体计算公式如下9
固定资产年折旧额

:固定资产年初折余价值;折旧率 #公式 <"=6
固定资产的折余价值也就是固定资产净值7它是固定资产原值扣除累计折旧额的余额8
折旧率的确定有一个固定的公式7其具体计算方法如下9

设9>是折旧率7,为折旧年限

?为原值7?,为第 ,年的折余价值

则9

>:@A
,?,B? #公式 <"C6

请参见以下案例9
D案例 <"<<E设 FG>HIJ公司有一台原始价值为K@<L7MMM"MM的设备7预计其残值为K=7LMM"MM7

清理费用为KLMM"MM7其经济使用年限为 N年7求其每年的折旧额8
根据 #公式 <"C6

>:@A
NK=7LMM"MMAKLMM"MMB K@<L7MM"MM :OMP

根据 OMP的折旧率7该设备各年折旧额提取如下9
第Q年9K@<L7MMM"MM;OMP:KRL7MMM"MM
第S年9#K@<L7MMM"MMAKRL7MMM"MM6;OMP:KNM7MMM"MM
第T年9#K@<L7MMM"MMAKRL7MMM"MMAKNM7MMM"MM6;OMP:K@<7MMM"MM
将三年的折旧额相加7再加上该设备的预计净残值7与固定资产的原始价值正好相当8具体由下表可见9

年度 折旧额 累计折旧额 帐面价值

M K@<L7MMM"MM
@ RL7MMM"MM RL7MMM"MM KLM7MMM"MM
< NM7MMM"MM @ML7MMM"MM K<M7MMM"MM
N @<7MMM"MM @@R7MMM"MM =7MMM"MM

由表可知7各期所摊资产折旧额是逐年递减的8资产在新购之初所需的维持及修理较小7随着时间的推

移7所需费用越来越大7这种方法是在资产新购之初多提折旧7以后逐年少提7使得各年度的负担费用总额

平均7较以直线法要合理得多8
折 旧率有时也可以直线折旧率的倍数来确定7在美国 U国内税收法规V中规定7新资产的折旧率应按直

线折旧法的两倍应用于逐年递减的帐面余额7而在使用中的旧资产则只能按直线折旧率的 @"L倍计提8其中

直线折旧率为9
@

有效使用年限;@MMP #公式 <"@M6

这是当前在美国企业中应用甚广的一种折旧方法8

L"年数总和法#WXY0Z[5’AJ’.*\]A1%/%-\4’-50(6
年数总和法是以固定资产原值扣除净残值后的余额作为计提折旧的基础7与一个逐年变动的折旧率相

乘而计算各年折旧的方法8其具体公式如下9
固定资产年折旧额

: #固定资产原值A净残值6;当年的折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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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
其中&当年的折旧率的计算公式为’
固定资产尚可使用年数

年数总和

所以&设以 (表示原值&)表示残值&*为使用年后&+为折旧年份&则

固定资产年折旧额

, !(-)%."!+-*/$%+ !+/$% !公式 "#$"%

请参见以下案例’
0案例 "#"12设 +34567公司的某台机器原始价值为8"9&999#99&估计残值为8"&999#99&有效

使用年限为 :年&则各年的折旧额计算如下表’
折旧计算表

年

度

机器设备原始

成本减估计残值

尚可使用年数

年数总和
折旧额

累计折

旧额
机器帐面净值

$ 8"9&999#99

$ 8$;&999#99 :<$: 8=&999#99 8=&999#99 $>&999#99

" $;&999#99 ><$: >&;99#99 $9&;99#99 ?&"99#99

1 $;&999#99 1<$: 1&=99#99 $>&>99#99 :&=99#99

> $;&999#99 "<$: "&>99#99 $=&;99#99 1&"99#99

: $;&999#99 $<$: $&"99#99 $;&999#99 "&999#99

$: !年数总和% 8$;&999#99

=#基金法 !)@AB@ACDEAFGH*IJF%
这种方法是在设备使用期限内每年按直线法提取折旧&同时按一定的资金利润率计算利息K每年提取的

折旧额加上累计折旧额的利息与年度折旧额相等K到设备报废时&累计的折旧额及利息之和与折旧总额相

等&也就是正好等于设备的原值&其具体计算公式为’

6, !(-)% $
!$/@%+-$ !公式 "#$1%

其中 6为每年提取的折旧额&(为原值&)为残值&@为资金利润率&+为折旧年限K
L#年金法 !6AAE@*MGH*IJF%
年金法是与基金法正好相反的一种计提折旧的方法&是将每年提取的折旧额换算成现值&其和正好等于

设备投资的现值K用公式具体表示如下’

6, !(-) $
!$/@%+%

@!$/@%N

!$/@%+-$ !公式 "#$>%

年金法和基金法的共同之处在于既考虑了分摊设备的价值&又考虑了时间因素O不同之处是计算利息的

基数不一样K不过&这两种方法因为都考虑了时间因素&所以都是比较合理可行的K
第二&折旧的会计处理

通过计算折旧确定下折旧数额以后&即需作好会计分录&而折旧计提的要素中残值和使用期限都是不确

定的K所以折旧的会计处理包括折旧的计提P修正和完成三个部分K
!$%折旧的计提

通常的折旧均在每期结帐之前作成调整记录&在年终时再行结转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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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例 #$#%&设 ’()*+,公司的房屋成本为-./0///$//0残值为-#0///$//0估计可以使用 #/年0

作其会计分录1
会计计算!
每年折旧额23-./0///$//4-#0///$//&5#/年

2-%//$//
会计分录!
借!折旧66房屋 -%//$//
贷!备抵折旧66房屋 -%//$//
其中借方科目为费用性质0于年终结帐时0结转损益0其会计分录为!
借!本期损益 -%//$//
贷!折旧66房屋 -%//$//
而贷方科目 7备抵折旧66房屋8为资产评价科目0是资产房屋的抵减数0在年终编制资产负债表时0

由资产项下扣除0在报表中的表示方式如下!
部分资产负债表

房屋 -./0///$//
减!备抵折旧66房屋 %//$// -90://$//
如果企业采用的是年金法或基金法来提折旧时0应从每年收入中提取一定的基金0以备将来买重置资

产1其会计处理与上述处理有所区别1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例 #$#;&’()*+,公司的房屋成本为-.//0///$//0残值为 ./0///$//0估计可使用四年0投

资利润率为 ;<1
则根据年金法的公式!
第一年底提列折旧基金

2 3-.//0///$//4-./0///$//

= .
3.>/$/;&%&=

/$/;3.>/$/;&%

3.>/$/;&%4.
2-#;0??.$./

所提列的折旧基金中0利息收入为-;0///$//0备抵折旧为-#/0??.$./0其会计分录为!
借!折旧66房屋 -#;0??.$./
贷!利息收入 -;0///$//

备抵折旧 #/$??.$./
3#&折旧的修正

如前所述0计算折旧的主要依据是固定资产的原值@估计有效使用年限和估计残值1既然后两项都是估

计的0这说明折旧计算中不可避免地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主观因素1如果该项资产的实际使用情况与原先估计

的 基础有所差别0就会使原先的估计过高或者过低0这时需要修正折旧额1一般来说0折旧额的修正有以下

两种方法1
+$既往不咎法

这种方法是只修订变动期及以后各期的折旧额1其具体做法是把修订过的尚未折旧的资产净值按修订

后的剩余使用年限分摊提为折旧费1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例 #$#:A’()*+,公司某台机器的原始成本为-B#0///$//0估计有效使用年限为 ?年0残值为

-#0///$//0按直线法折旧0每年折旧额为-B0C;/$//0第四年末累计折旧额为-.;0///$//0如在第五

年初确定该机器尚可使用 ?年0残弃时的估计残值为-.0.//$//0从第五年开始0该机器每年摊提的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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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修订如下!
机器的原始成本 "#$%&&&’&
修订的估计残值 (%(&&’&&
修订的应折旧总额 "#&%)&&’&&
累计折旧 *第四年末+ (,%&&&’&&
修订后剩余的应折旧总额 "(,%)&&’&&
修订后剩余的使用年限 - .
修订后每年 *第 ,%.%/%0%)%(&各年+
摊提的折旧费 "$%.,&’&&
这种修订方法并没有去修订以前四年帐上多记的折旧费和累计折旧额%而是通过在修订后各年少提的

折旧额来抵销早先的多提数1美国财务会计师协会会计原则委员会第 )号意见 2经营成果的报告3中指出!
固 定资产的 4估计剩余寿命的变动%会影响已经计算的折旧额%但这种变动在性质上应视为将来的5而非以

前时期的调整16第 $&号意见书 2会计变动3中也指出!4财务报表的编制%需要估计的是将来事项的变动

影响16所以%对折旧的修订采用既往不咎的方法是可行的1
7’全部更正法

这种方法是重新计算每期正确的折旧数%据以修正过去年度多提或少提的折旧%将过去多提或少提的折

旧%以营业盈余或累计盈亏科目调整过来1
请参见以下案例!
8案例 $’$/9:;<=>?公司的房屋的原始成本为"(&&%&&&’&&%估计可以使用 (&年%残值为"(&%

&&&’&&%使用三年后%发现原估计使用年限有错%重新估计可以使用十六年%则残值应为"$&%&&&’&&1
采用全部更正法%重新计算正确的折旧数%并调整过去年度已使用的折旧数额1
修正后每年应提折旧数额为

*"(&&%&&&’&&@"$&%&&&’&&+-(.年A",%&&&’&&
*原提折旧额")%&&&’&&+@ *修正折旧",%&&&’&&+

A溢提折旧"B%&&&’&&
"B%&&&’&&C#A"($%&&&’&&DD三年来共多提的折旧数1
折 旧多提%影响当年度本期净利润有同数的虚减%三年来共计多提折旧"($%&&&’&&%所以历年留存收

益也有同数的虚减1则第四年初调整过去年度折旧时%所作分录为!
借!备抵折旧EE房屋 "($%&&&’&&
贷!留存收益 "($%&&&’&&
自第四年底起以后每年应提列折旧之分录为!
借!折旧EE房屋 ",%&&&’&&
贷!备抵折旧EE房屋 ",%&&&’&&
4累计折旧6帐户将如下列所示!

备抵折旧EE房屋

第四年初修正 ($%&&&’&& 第一年提存 )%&&&’&&

第二年提存 )%&&&’&&

第三年提存 )%&&&’&&

备抵折旧帐户贷方总数为"$/%&&&’&&%经借方冲转修正后%余额为"$/%&&&’&&@"($%&&&’&&A"(,%
&&&’&&%这是三年来累计折旧%也就是平均每年提列",%&&&’&&%经 4借!累计折旧%贷!留存收益6的

分录后%每年原提")%&&&’&&%修正为每年提",%&&&’&&%与以后各年所提折旧相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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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其它资产

本章所说的其它资产主要包括以下四类!
"#无形资产

$#递延资产

%#递耗资产

&#长期投资

一’无形资产

第一(无形资产一般特征表述如下!
"#不存在物质实体

$#将在较长的时间内使企业受益

%#它们所代表的未来经济利益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具体定义无形资产是非常困难的(一般习惯上将无形资产分类为专利权’商标权’特许经营权’版权’

租赁权’租赁改良物和商誉等)本章将就其中的重点项加以论述)
第二(商誉 *+,,-./001
"#定义 从理论上说(商誉指的是企业在其有形资产上能获得高于正常投资报酬率的能力所形成的价

值)在实际经营中(往往只有在企业合并另一家企业所支付的代价超过另一家企业净资产的公允市价时才确

认商誉)
$#商誉的估价 关于商誉价值的认定(通常以实际支付价格作为入帐的标准)当企业转让时(由买卖

双方协商而定)但是买卖双方协商一般也是在客观的计算基础上的)一般计算商誉的方法有以下两种!
*"1利润购买法

这种方法在考虑企业利润数额及其可能存在的期限的基础上(根据以往利润或预计的未来利润(计算出

总额利润或超额利润(由此来计算企业的商誉)
请参见以下案例!
2案例 $#$34567.89公司现在准备出让)由 9:公司购买)567.89公司过去的经常利润为;&<(

<<<#<<(该公司的资本额为;%<<(<<<#<<(同行业的正常利润率为 "<=(则商誉的计算如下!
>#如果 9:公司认为经常利润总额可维持四年(愿意按四年购买(则其商誉价值为!
利润总额?;&<(<<<#<<@&?;"A<(<<<#<<BB 商誉价值

C#如果 9:公司认定超额利润可维持六年(愿就超额利润作六年的购买(则其商誉价值为!
正常利润?;%<<(<<<#<<@"<=?;%<(<<<#<<
超额利润?;&<(<<<#<<D;%<(<<<#<<?;"<(<<<#<<
商誉?;"<(<<<#<<@A?;A<(<<<#<<
E#如果 9:公司对于总额利润采取差额购买(认为正常利润为;%<(<<<#<<较易维持(作五年购买(超

额 利润;"<(<<<#<<中的;3(<<<#<<必须继续努力才能维持(故作两年购买(其余;$<(<<<#<<(必须特

别努力方能获得(故作一年购买(则商誉价值为!
;%<(<<<#<<@FG;3(<<<#<<@$G;$(<<<#<<@"?;"A3(<<<#<<
-#如果 9:公司对于超额利润采取差额购买(认为超额利润;"<(<<<#<<中(;A(<<<#<<仅须稍加努

力即可维持(故作十年购买(其余;&(<<<#<<必须特别努力(故作四年购买(则商誉的价值为!
;A(<<<#<<@"<G;&(<<<#<<@&?;HA(<<<#<<

如以预计利润为计算的依据(计算方法也与上述相同)
*$1利润化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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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对于商誉的计算也应以利润为前提!但与利润的购买法不同之处在于对于商誉的存在期限不

拘泥于一定的期限!其具体计算分五个步骤"

#$根据企业以往的平均利润来预测未来可能获得的利润%

&$根据企业所担风险’金融市场状况和同行业的利润率来确定企业正常的利润率%

($对有形资产根据当时的市场情况重新估价%

)$以预计利润和正常利润率来求企业净值的真实价值!其具体公式为"

净值的真实价值*
预计利润

应得利润率 +公式 ,$-./

0$根据以下公式确定商誉价值"
各种有形资产重估净值*各种有形资产重估总值1各种负债总值 +公式 ,$-2/
无形资产总值*企业净值的真实价值1各项有形资产重估净值 +公式 ,$-3/
商誉*无形资产总值1商誉以外无形资产 +公式 ,$-4/
请参见以下案例"
5案例 ,$,67设 89:;<=公司 -644年底的资产负债如下"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

固定资产 3.!@@@$@@ 固定负债 ?.!@@@$@@

无形资产 -.!@@@$@@ 股本 2@!@@@$@@

留存收益 -.!@@@$@@

>-A.!@@@$@@ >-A.!@@@$@@

89:;<=公司无意继续经营!准备将公司出让!=B公司有意购买!经查 89:;<=公司前三年的利

润分别为"
-642年 >2!3@@$@@
-643年 3!.@@$@@
-644年 3!?@@$@@
该 公司目前的流动资产为>-!4@@$@@!固定资产为>,!,@@$@@!无形资产中包括专利权>2!@@@$@@!

商誉>6!@@@$@@!正常利润率为 6C!预计利润与往年利润大致相等%则其商誉为"
三年平均利润

* +>2!3@@$@@D>3!.@@$@@D>3!?@@$@@/EA
*>3!,@@$@@

重估流动资产*>?.!@@@$@@1>-!4@@$@@
*>?A!,@@$@@

重估固定资产*>3!.@@@$@@D>,!,@@$@@
*>33!,@@$@@

合 计 >-,@!?@@$@@
企业价值为"

预计利润
应得报酬率*

>3!,@@$@@
6C

*>4@!@@@$@@
各项有形资产重估净值

*>-,@!?@@$@@1>2@!@@@$@@
*>2@!?@@$@@

无形资产总值*>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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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誉的价值!"#$%&’’(’’*"&%’’’(’’
!"#+%&’’(’’

+(由受让双方任意确定价值

这是由购价和有形资产净值的市价来确定商誉的价值的,其中有形资产净值是指除无形资产以外的全

部资产减去负债%或以股东权益减去无形资产,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例 /(+’0假设 123456公司全部资产净值为"#7’%’’’(’’%其中对外负债"7’%’’’(’’%1238

456公司准备出让,假定经受让双方商定以"#/’%’’’(’’成交%则商誉的价款为-
"#/’%’’’(’’*9"#7’%’’’(’’*"7’%’’’(’’:

!"/’%’’’(’’
第二%专利权9;<=>?=:
所谓专利权是指国家授予发明者的一种特权,它准许发明者在一定的时间内对其发明创造@实用新型和

外观设计有制造@使用或者出售的独占特权,
专利权在法律上有有效期的规定%因此%专利权成本的推销应不超过法定的有效期限,如果专利权是在

注册后几年购入的%购买者最多只能以剩余的法定年限作为最高有效年限,如果其有效年限实际上少于法定

年限时%应以估计的有效年限摊销费用,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例 /(+#0设 123456公司向发明者某甲购入其发明专利%该专利权注册获准至今已有四年%假定

其法定年限为 #A年%则剩余年限还有 #+年%如果估计其有效年限为 7年%应按 7年摊销专利成本%购买专利

费为"/’%’’’(’’%每年摊销"B%’’’(’’,
购入时的分录-
借-专利权 "/’%’’’(’’
贷-现金 "/’%’’’(’’
每年年度调整时的分录-
借-摊销费用CC专利权 "B%’’’(’’
贷-无形资产CC专利权 "B%’’’(’’
如果其项专利权有增值发生%也不应记于帐上%只须在资产负债表上加以附注便可,
第三%租赁权9D><E>FGHIE:
简而言之%租赁权是承租人对于其承租的标的在一定期间内享有的使用权,对承租人来说%由于这种租

赁关系而获得一定的额外收益%于是租赁权就成了一种无形资产,
J租赁权K帐户只有在大额预付未来租金或是购买租赁权时才使用,如果只须付月租金%则直接记入J租

资费用K帐户,预付租金也可以使用J预付租金费用K帐户,
租赁可分为营业性租赁和融资租赁两类%其会计处理也各不相同%下面分别述之,
#(营业租赁

营业租赁是一种以租赁为业的简单的租赁方式%其主要特点是承租人根据营业租赁合同%对出租人提供

财产使用权并支付租费%出租人保留租赁财产的所有权%承租人拥有租赁财产的使用权%租赁期满后承租人

没有购买财产的选择权,
在营业租赁的方式下%租费收入列为营业收入%承租人定期支付的租费列作营业费用,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 例 /(+/0设 123456公 司 有 一 幢 营 业 大 楼 租 于 6D公 司%租 赁 期 为 三 年%每 年 的 租 赁 费 为"#/%

’’’(’’%折旧费为"B%’’’(’’%其它维修保险费为"#%’’’(’’%租赁合同规定租费必须于年初支付,根据以上

资料%编制出 123456公司和 6D公司的会计分录,
123456公司的会计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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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银行存款 $!%&’’’(’’
贷#营业收入))租金费用 $!%&’’’(’’
*租赁营业大楼本年租金收入"
%"借#折旧费用 $+&’’’(’’
贷#累计折旧 $+&’’’(’’
*租凭营业大楼本年计提折旧"
,"借#什项费用 $!&’’’(’’
贷#银行存款 $!&’’’(’’
*租赁营业大楼的维修保险费用"

-.公司的会计分录为#
借#营业费用))租金费用 $!%&’’’(’’
贷#银行存款 $!%&’’’(’’
营业租赁对于承租人来说&只负责支付每年的租金而没有取得财产的所有权&也没有承担相应的负债&

在资产负债表上不须列示其租赁财产/
如果在租赁财产时还须付一笔预付金的话&出租人在收到预付金时&一般应将其列入0预收租金收入1帐

户&作为一项负债处理&承租人应将其列入0预付租金费用1帐户&作为一项资产处理/
%(融资租赁

融资租赁是出租人投资于财产&将财产出租以期收回投入的资金&同时获得一定租赁财产的利润/融资

租赁在期满后&资产的所有权或无偿转让给承租人&或廉价卖于承租人/因此&承租人实质上是以租金的形式

分期付款购买资产/其和营业租赁正好相反&折旧费2维修保险费都要由承租人担负&出租人只有收取租金的

权利/
请参见以下案例#
3案例 %(,,456789-租赁金融公司以现值为$!’+(%+:(%;元的设备出租于 -.公司/合同规定租赁

期为 ;年&每年年初收租金$%’&’’’(’’&当时市场投资利率为每年 ;<&期满后设备归 -.公司所有/
根据以上资料&首先编制租赁摊销表/
其中#第=年利息为#
*$!’+&%+:(%;>$%’&’’’(’’"?;<

@$A&’A+(B+
第=年摊销为#
$%’&’’’(’’’>$A&’A+(B+

@$!+&C+A(!;
第=年期末贴现数#
$!’+&%+:(%;>$!+&C+A(!;

@$BC&,’%(!’
租赁摊销费用表

期数
每年期初

现金流量
利息 摊销

期末贴现

数额*现值"
’ $!’+&%+:(%;
! $%’&’’’(’’ $A&’A+(B+ $!+&C+A(!; BC&,’%(!’
% %’&’’’(’’ +&!AB(!, !A&B+!(B: :,&+;’(%,
, %’&’’’(’’ ,&%’:(;% !;&:C%(,B A;&;;:(BA
+ %’&’’’(’’ %&%’’(’: !:&:CC(C, ,B&B;:(C%
A %’&’’’(’’ !&!,%(’B !B&B;:(C% )
; %’&’’’(’’ ) %’&’’’(’’

!%’&’’’(’’ !A&: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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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每年!"#$###%##都发生在期初$因此$每期应计利息都应按期初的贴现数减去!"#$###%##现

金流量计算&由于利息按年利率乘以递减的贴现数计算$因此利息与年俱减$摊销额则与年俱增’
根据以上资料$分别编制 ()*+,-公司和 -.公司的会计分录’
()*+,-公司的会计分录/
第0年 121/
借/应收租赁设备款 !34$"45%"6

银行存款 "#$###%##
贷/设备 !1#4$"45%"6
1"271/
借/应收租赁设备款 !8$#84%34
贷/租赁利息收入 !8$#84%34
第9年 121/
借/银行存款 !"#$###%##
贷/应收租赁设备款 !"#$###%##
1"271/
借/应收租赁设备款 !4$183%17
贷/租赁利息收入 !4$183%17
第:年 121/
借/银行存款 !"#$###%##
贷/应收租赁设备款 !"#$###%##
1"271/
借/应收租赁设备款 !7$"#5%6"
贷/租赁利息收入 !7$"#5%6"
第;年 121/
借/银行存款 !"#$###%##
贷/应收租赁设备款 !"#$###%##
1"271/
借/应收租赁设备款 !"$"##%#5
贷/租赁利息收入 !"$"##%#5
第<年 121/
借/银行存款 !"#$###%##
贷/应收租赁设备款 !"#$###%##
1"271/
借/应收租赁设备款 !1$17"%#3
贷/租赁利息收入 !1$17"%#3
第=年 121/
借/银行存款 !"#$###%##
贷/应收租赁设备款 !"#$###%##
-.公司的会计分录/
第0年 121/
借/租赁权>>设备 !1#4$"45%"6
贷/银行存款 !"#$###%##
租赁负债 34$"45%"6
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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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租赁利息费用 "#$#%&’(&
贷!租赁负债 "#$#%&’(&
第)年 *+*!
借!租赁负债 ",%$%%%’%%
贷!银行存款 ",%$%%%’%%
*,+-*!
借!租赁利息费用 "&$*#(’*-
贷!租赁负债 "&$*#(’*-
第.年 *+*!
借!租赁负债 ",%$%%%’%%
贷!银行存款 ",%$%%%’%%
*,+-*!
借!租赁利息费用 "-$,%/’0,
贷!租赁负债 "-$,%/’0,
第1年 *+*!
借!租赁负债 ",%$%%%’%%
贷!银行存款 ",%$%%%’%%
*,+-*!
借!租赁利息费用 ",$,%%’%/
贷!租赁负债! ",$,%%’%/
第2年 *+*!
借!租赁负债 ",%$%%%’%%
贷!银行存款 ",%$%%%’%%
*,+-*!
借!租赁利息费用 "*$*-,’%(
贷!租赁负债 "*$*-,’%(
第3年 *+*!
借!租赁负债 ",%$%%%’%%
贷!银行存款 ",%$%%%’%%

二4递延资产 56787997:;<<7=<>

第一$递延资产的一般定义!
所谓递延资产即是指企业的一种费用支出$其效用可递延至以后若干会计年度并相应减少以后若干会

计年度的现金支出?它的性质是一种资本支出?这种支出在当年编制资产时尚具有存在的价值4应视为一种

资产?其一般分预付和待摊两种性质的递延资产?
第二$预付性质的递延资产!
所谓预付费用是指一切不属于本期负担而预先支付的各种费用?
*’预付保险费4租金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例 ,’-&ABCDE;F公司于 *G(/年 *%月 */日预付为期一年的保险费"*,%’%%?由于此项支出将使

*,个月受益$在每个月内将耗费 *%元?
对于这种预付费用在会计处理上有如下两种方法!
5*>支付时先记入预付费用$期末调整时将已耗部分转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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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支付费用时

借’预付保险费 (!)%
贷’现金 (!)%
!"##年 !)&*!应将元月至九月的保险费转费用

借’保险费 ("%
贷’预付保险费 ("%
!"#$年 !)&*!年底调整时+十月至十二月共计(*%
借’保险费 (*%
贷’预付保险费 (*%
!"#$年底结帐时+保险费及预付保险费分类帐上记载情形如下所示’

保 险 费

!"#$&!)&*!年底调整时 (*%

预 付 保 险 费

!"#$&!%&!$投保之初 (!)% !"#$&!)&*!年底调整时 (*%

其中保险费帐户借方余额(*%在结帐时应结转损益+其具体分录为’
借’本期损益 (*%
贷’保险费 (*%
预付保险费科目余额为("%+其应列入资产负债表中,
-).先记入费用+期末调整时应将未消耗部分由费用中转入预付费用,
仍然采用上例,
!"#$年 !%&!$支付时’
借’保险费 (!)%
贷’现金 (!)%
!"#$年 !)&*!年度调整时+下年底元月份起至九月底止共计("%,
借’预付保险费 ("%
贷’保险费 ("%
!"##年 !)&*!将元月份至八月份预付保险费转列入费用,
借’保险费 ("%
贷’预付保险费 ("%
!"#$年 !)月底年终结帐时+保险费及预付保险费分类帐上记载情形如下’

保 险 费

!"#$&"&! 投保之初 (!)% !"#$&!)&*!年底调整时 ("%

预 付 保 险 费

!"#$&!)&*!年底调整时 ("%

两个帐户的借方余额处理方式同上所述,
)/购置用品

公司在一个会计年度终了时+要对其文化用品0印刷品及其它办公用品等进行盘存+以求得正确的本期

损益,
请参见以下案例’
1案例 )/*23456789公司 !%月 !)日购进办公用品一批价值(!%%+在 !%月底根据领用记录对尚未

耗用的文具用品进行实地盘点+未用的文具用品成本为($2+说明在 !%月份内已耗用了()2+根据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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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盘存记录!在 "#月 $"日应作调整分录!把当月耗用的部分转列费用帐户%
"#&$" 借’管理费用((办公用品 )*+

贷’办公用品(("#月份已耗用的办公用品 )*+
通 过上述调整!就能正确反映了 "#月份的文具用品费用!同时将办公用品这一资产帐户减至),+%如

果不经过调整就编制财务报表!那么 "#月份的损益表就要低估费用)*+!而高估净收益)*+-资产负债表

中的资产就会高估)*+!高估净收益的结果!还会使资产负债表中的股东权益同样高估)*+%
第三!待摊性质的递延费用

所谓待摊费用是指数额巨大.非当年度所能负担而由以后各年度分摊的一种费用%
一 般说来!公司创立初期发生的各种费用!例如职员薪津.办公处所房租等项费用均属开办费!其支出

不宜由当年负担而应列入递延资产%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例 *0$12345678公司开办初期共支付各项费用)"!9##!分五年摊销!则其会计处理为’
有关各项开办费支付时’
借’开办费 ),!9##0##
贷’现金 ),!9##0##
第一年摊销时应摊数为平均每年)"!+1#
借’各项摊提 )"!+1#
贷’开办费 )"!+1#
第一年将摊销开办费结转损益’
借’本期损益 )"!+1#
贷’各项摊提 )"!+1#
年底开办费借方余额为)1!*:#!应表示在资产负债表中递延资产项下%

三.递耗资产 ;6<=>?@A7==B>=C

矿 山.林场.油井等自然资源是一种特殊的固定资产!它随着采掘.砍伐及抽汲而逐渐减少转为存货终

至耗尽%因而习惯上把这类固定资产称为递耗资产%
递耗资产成本随着资源的逐渐消耗而应转销的部分称之为折耗%折耗是指将自然资源的成本比例分配

于产品%
递耗资产的估价是按成本减去折耗为原则的%折耗的计算方法通常先估计可开采的数量%以递耗资产的

成本除以估计可采伐的数量即为每单位的估计价值%再以每单位的价值乘以当年实际产出的数量即可求得

折耗费用%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例 *0$,2有一座矿山价值约)D##!###!估计可挖掘原煤 "+#万吨!每吨煤的折耗费用共为)#01!

那么第一年应计折耗费用为)"+#!###;E#01#F*+#!###C!则其会计分录为’
借’折耗费用 "+#!###
贷’累计折耗 "+#!###
在资产负债表上!应将累计折耗从自然资产成本中减去%期末该矿山价值约为),+#!###%折耗费用是

成本费用帐户!是煤或其他采掘的可销产品的成本部分%折耗费用应是本期售出产品的部分成本!应将其计

入存货成本%

四.长期投资 ;GH@AIJBKLM@NB=>LB@>C

所谓长期投资是指公司因为营业上的目的!将一部分资金投于有价证券或其它财产上以获取盈利%长期

投资可分为股票投资!债券投资及长期贷款等数种%而长期贷款的会计处理仅根据贷款额照数列表!没有其

它估价的问题!所以本文不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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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股票投资的帐务处理及其估价

投资购入股票的帐务处理及其估价随投资的情形不同而采取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
#$对非控制性和非影响性股权投资的帐务处理及估价

如果公司投资仅取得被投资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 %&’时!虽然能利用股权代理书的办法!但仍不足以

影响该公司的重大政策!因而对于这种小额投资一般应采用成本法为估价标准"即以购入股票时所付的代价

作为估价的根据!留在帐上不予改变直到股票出售为止"采用成本法时!收到股息作为收益入帐"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例 %$*+,设 -./012公司购入 23公司股票4%&!&&&!占其有表决权股份的 %&’"23公司在

第一年获得净收益4*&!&&&!从中分派股息45!&&&!-./012公司收到其中4#!&&&!第一年中有关

股票投资的分录如下(
6#7购进时

借(股票投资8823公司 4%&!&&&
贷(银行存款 4%&!&&&
购进 23公司股票作长期投资

6%7收到股息时

借(银行存款 4#!&&&
贷(股息收入 4#!&&&
收到 23公司股息 4#!&&&
6*7将股息收入结转损益帐户时

借(股息收入 4#!&&&
贷(本期损益 4#!&&&
结清本年股票投资股息收入"
%$对有影响但非控制性的股权投资的帐务处理及估价

如果公司取得被投资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 %&’以上95&’以下!则能对其经营或财务决策施加一定的

影响!但却不能控制该公司"对于这类投资采用的应是权益法"
采用权益法要在股票投资帐户上正确反映在被投资公司所占有的股东权益分额"即把被投资公司当期

报告的收益或损失的相应份额作为本公司每期的收益或损失!在股票投资帐户上予以记载"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例 %$*:,设 -./012公司以4;&!&&&购入 23公司 ;&’有表决权的股份"23公司报告的当年

利润为4*&!&&&!-./012公司按 ;&’份额共计4#%!&&&列入收益帐!同时 23公司宣布支付当年股

息为4#&!&&&!则 -./012公司应得股息份额为4;!&&&!在第一年中有关股票投资的分录为(
6#7购进时

借(股票投资8823公司 4;&!&&&
贷(银行存款 4;&!&&&
购进 23公司股票占该公司股权的 ;&’"
6%7当 23公司报告当年利润时(
借(股票投资8823公司 4#%!&&&
贷(股票投资收益 4#%!&&&
把 23公司本年利润4*&!&&&的 ;&’作为增加投资和获得收益入帐"
6*7当收到现金股息时

借(银行存款 4;!&&&
贷(股票投资8823公司 4;!&&&
收到 23公司现金股息作为投资金额的减少入帐"
6;7将股息收益结转损益帐户时

<=>?第二篇 财务会计?



借!股票投资收益 "#$%&&&
贷!本期损益 "#$%&&&
通过以上分录过帐后%股票投资帐户余额为"’(%&&&)股票投资收益帐户无余额%本期损益帐户增加

"#$%&&&)
*+对有控制权的股份投资的帐务处理及估价)
如果公司拥有了被投资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 ,&-以上时%公司与被投资公司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控制公

司与附属公司的关系 .或母子公司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均采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方法%把附属公

司的财务数据并入控制公司的数据)当然对于附属公司的投资也可以采用前两种方法)
编制财务报表是将母公司与子公司的财务状况编统一资产负债表)母公司的长期投资与子公司的股本

相互抵消%两公司相互间的债权债务亦予抵消%因此可通过长期投资科目进而弄清子公司的全部财务状况)
投资科目既然已经抵消%也即不存估价问题)

请参见以下案例!
0案例 $+’&1234567公司取得 78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 ,&-以上%两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如下%求合

并的资产负债表)
第二%债券投资的帐务处理及估价

长期投资于债券的会计处理应视其购价而定)如购价与面额相等%则其处理方法与短期投资相似)如果

购价高于面额即溢价购买%或低于票面额即折价购买时%会计处理与平价购买时不甚相同)
234567公司资产负债表

#9((年 #$月 *#日

资 产 负债及净值

流动资产 "#&&%&&&
长期投资::78公司股票 #&&%&&&
固定资产 ,&&%&&&

";&&%&&&

各项负债 ",&%&&&
股本 ,&&%&&&
盈余 "#,&%&&&

;&&%&&&

78公司资产负债表

#9((年 #$月 *#日

资 产 负债及净值

流动资产 "’&%&&&
固定资产 #&&%&&&

"#’&%&&&

各项负债 "$&%&&&
股本 #&&%&&&
盈余 $&%&&&

"#’&%&&&

以上两表经过合并以后如下表!
234567:78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

#9((年 #$月 *#日

资 产 负债及净值

流动资产 "#’&%&&&
固定资产 <&&%&&&

";’&%&&&

各项负债 ";&%&&&
股本 ,&&%&&&
盈余 #;&%&&&

";’&%&&&

公司债券发生折价或溢价的最主要原因%是债券票面利率低于或高于市场利率所致)当票面利率高于市

场 利率时%发行公司为了逐期多付利息而得到的补偿%债券就会溢价发行%对购买者来说%溢价是债券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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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期多得到利息收入而预先付出的代价!反之亦然!
"#债券的溢价发行

所谓溢价是逐期应得的利息在购入债券时预先付出的代价!因此$公司以溢价购入公司债券后$在每期

收 到利息时应分期摊销$冲减 %证券投资&帐户$使债券到期时 %证券投资&帐户的帐面价值与债券的还本

面值相等$同时使债券利息帐户正确反映实得利息!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 例 )#*"+设 ,-./01公 司 "234年 "月 "日 的 购 进 15公 司 发 行 的 五 年 期 年 利 率 为 67的 债 券

8"99$999$支付价款8"9:$999$付息日为 4月 "日与 "月 "日!债务购买价格超过到期债券面值8:$999$
应在持有债权的五年中摊销!以每六个月为一付息期共计 "9期$每期摊销8:99!每六个月可收到利息8;$
999$其中8:99元为所付溢价的收回$其中8)$:99是利息收入!

在第一年有关债务的分录如下!
<"="234年 "月 "日购入时!
借’债券投资 8"9:$999
贷’银行存款 8"9:$999
以每张 "9:元购进 "99张 15公司 67债券

债券于 "22)年 "月 "日到期!
<)=4月 "日收到利息时!
借’银行存款 8;$999
贷’利息收入

收到债券的半年利息

8;$999同时摊销债券溢价8:$999的 ">"9!
借’利息收入 8:99
贷’债券投资 8:99
摊销债券溢价 :$999元的 ">"9!
<;=")月 ;"日应收债券利息

借’应收债券利息 8;$999
贷’利息收入 8;$999
截至本年底应收债券利息!
同时摊销本期债券溢价!
借’利息收入 8:99
贷’债券投资 8:99
摊销债券溢价8:$999元的 ">"9!
<*=")月 ;"日结帐时结清利息收入

借’利息收入 8:$999
贷’本期损益 8:$999
结清本年债券利息收入!
")月 ;"日应收债券利息8;$999$列为资产负债表上的流动资产$第二年 "月 "日才能收到此项债券

利 息!而债券投资8"9*$999列为长期投资!债券投资是按成本8"9:$999减去本年摊销溢价8"$999的

余额!
通过以上会计处理$由于溢价的摊销$使债券的帐面价值按期减少$逐渐趋向面值!待债券到期时$便

收回和票面价值相等的8"99$999!
)#债券的折价摊销

折价是逐期应得的利息在购入时预先得到补偿!因此$公司以折价购入公司债券后$这种补偿应在每期

收到利息时分期摊销$增加 %证券投资&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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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例 #$%#&设 ’()*+,公司 -./0年购进 ,1公司的债券2-3343334购进价格为2./43334债券

折 价2#43334折价应在五年共十期内摊销4每期2#335’()*+,公司每期实得的利息除债券年利率 67
收取利息284333外4还应包括折价的摊销数4以调整投资的帐面价值4再增加利息收入2#335

在第一年有关债券的分录如下!
9-:-./0年 -月 -日购入时!
借!债券投资 2./4333
贷!银行存款 2./4333
以每张 ./元购进 -33张 ,1公司 67债券5
债券于 -..#年 -月 -日到期5
9#:0月 -日收取利息时

借!银行存款 284333
贷!利息收入 284333
收到债券的上半年利息

同时摊销债券折价2#4333的 -;-35
借!债券投资 2#33
贷!利息收入 2#33
摊销债券折价2#4333的 -;-35
98:-#月 8-日应收债券利息

借!应收债券利息 284333
贷!利息由入 284333
截至本年底应收债券利息

同时摊销本期债券折价

借!债券投资 2#33
贷!利息收入 2#33
摊销债券折价2#4333的 -;-35
9%:-#月 8-日结清利息收入

借!利息收入 264%33
贷!本期损益 264%33
结清本年债券利息收入5
通过以上会计处理4以折价购入的债券的帐面价值就会逐渐增加4待到期时便和收回的票面价值相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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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收入与费用

一个企业的净利润实质上等于其收入和费用之差!而企业的收入又包括营业收入和营业外收入"企业的

费用则包括销货成本#营业费用和营业外支出"所以企业的净利润具体用公式表示就是$
净利润%营业收入&营业外收入’销货成本’营业费用’营业外支出

第一节 营业收入

所谓营业收入是指营利事业出售商品或者提供劳务信用的收入!
()营业收入的申报与计算

公司的销货收入必须和帐面销货额相一致!有关销货收入部分在年终办理申报时"必须根据销货帐及统

一发票报核存根联及税票收据等核对相符!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 例 +),-./01234公 司 营 业 收 入 调 节 表"查 /01234公 司 当 年 度 申 报 营 业 收 入 为5,"-6,"

678)(9!
经查申报营业收入金额与开立的统一发票金额相差$
5,"-:7";;:)-;’5,"-6,"678)(9%5(+"86-)+;
兹说明如下$
上年结转本期预收货款 5("999"999
本期预收货款 <附明细表= +99"999
出售资产开立发票总金额 ,99"999
非营业收益佣金 (87"86-"+;
其它 <租赁收入= +,;"999
差额 5(+"86-)+;

开立统一发票统计

月份 合 计
一月 +79":98);9
二月 -6"(,+);9
三月 ;;9":;,),-
四月 ,-";(7)99
五月 -,;"68-),+
六月 +:8",;:)99
七月 8:(";;,);;
八月 +,-"+88)+;
九月 -;:";8:);9
十月 -+,"+::)99

十一月 ;8:"(6:)79
十二月 88-"6-7);9

5,"-:7"9;:)-;

换言之"本年度营业收入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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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货收入为本年度开立统一发票 !"#$%&#’’%($’
减)转列预收货款 *++#+++(++

出售资产 "++#+++(++
非营业收益,,佣金 -.&#./$(*’
其它 *"’#+++(++
本年度销货净额 $#$/"#/&.(-+

加)上期预收货款转来 -#+++#+++(++
本年度申报营业收入 "#$/"#/&.(++

*(营业收入的有关规定)
0-1公司以代收代付的名义开立统一发票#没有取得原始凭证或其副本#且不依规定保存的#所收取的

款项应列为营业收入处理2
0*1作废的统一发票收执联没有保存的按销货认定2
0$1公司委托其它公司购买货物3出售商品#应由双方签订合同#在签订合同后的一定时期内由委托企

业 向当地主管机关申报核准#并将双方公司的名称3地址3货物名称3种类3数量3单价3日期及手续费等

详细记录下来#并保存有关的根据2如果不按以上规定办理#则视为自销或自购2
0"1已收到货款售出的物品#尚未被客户提走#需从预收定金及存货科目调整转列销货收入及销货成本

科目2
0’1营业收入的计算#应该随公司采用会计基础的不同而不同2在采用现金收付为基础的公司#其一切

收益与费用的确定#以实际收到现金或实际支付现金为标准4而在权责发生基础上的企业#其收入的确定以

实际发生的时间为准2
$(销货收入)
所谓销货收入是指销售商品或制成品收取价款的#统称为销货收入2其一般分为现销和赊销#其会计处

理各有不同2
请参见以下案例)
5案例 *(""6789:;<公司以每吨!-++的价格销售钢材 $+吨给 <=公司2
现销时的会计分录)
借)现金 !$#+++
贷)销货 !$#+++
赊销时的会计分录)
借)应收帐款 !$#+++
贷)销货 !$#+++
赊销钢材给 <=公司

收到现金时

借)现金 !$#+++
贷)应收帐款 !$#+++
收到 <=公司所付赊购钢材款

"(销货退回

销货退回#经将原来的统一发票收回并在收帐簿记录上冲转的#应予认定4因部分销货退回或特殊情形

不能收回原统一发票的3应取得经购买者签章证明其所持的该统一发票收执联相符的影本或经购买者出具

写有原统一发票号码3货物名称3数量3单价及金额的证明文件#经核准后#方能作为原始凭证在帐上冲转2
请参见以下案例)
5案例 *("’6789:;<公司于某日销售一台传真机给 <=公司#价格为!$+#+++#因其规格不符数日

后退回 789:;<公司2
其会计分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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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销或赊销时的分录!
借!现金 "应收收款# $%&’&&&
贷!销货 $%&’&&&
销货退回时的分录!
借!销货退回 $%&’&&&
贷!现金 "应收收款# $%&’&&&
收回掉换时的分录!
借!销货退回 $%&’&&&(&&
贷!销货 $%&’&&&(&&
销货不退回’经洽谈减价$)’&&&成交!
借!销货折让 $)’&&&
贷!现金 "应收帐款# $)’&&&
原缴税款$)*&’可抵下月税款的分录!
借!预付税金 $)*&
贷!现金 $)*&
下月抵缴税款时的分录!
借!税金 $)*&
贷!预付税金 $)*&
+(销货折让

销 货折让’已在开立统一发票上注册的’应予认定,统一发票开交购买者以后发生的折让’如已就原开

统一发票收执联及存根上注明折让金额及实收金额且保持副本的’准予在会计帐上冲转,
公司的销货折让’如果无法依照上述规定办理’且如果购买者就其取得的折让出具收据且按进货折让或

收入折让列帐者’可以凭购买者出具的收据列报销货折让,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例 .(/01234567公司销售一台仪表给 78公司’总价格为$)&’&&&’折让 )’&&&’实收$9’

&&&’现销时的会计分录!
借!现金 $9’&&&(&&

销货折让 )’&&&(&&
贷!销货 $)&’&&&(&&
赊销时的会计分录为!
借!应收帐款 $)&’&&&(&&
贷!销货 $)&’&&&(&&
赊销仪表价款! $)&’&&&(&&
同时收到货款并予折让$+&&"在同一个月内折让 +:%&#!
借!现金 $9’+&&(&&

销货折让 +&&(&&
贷!应收帐款 $)&’&&&(&&
0(分期付款的销货收入

公司以分期付款的方式销售货物’应按全部货款开立统一的发票,但公司的当期损益则可任选一种方法

进行计算,但要注意的是方法一经采用’在本期内便不能更改,
公司当期损益的计算一般有以下几种方法!
")#权责发生制!即依照本年销售商品的金额’扣除销货成本 "包括分期付款货物的全部成本#后’列

为当年实现的收入,
请参见以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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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设 ’()*+,公司于 -.//年 .月 -日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出售仪器一台0货款总额为1230
3330约定分三年收回货款4提货时已先收到货款1/03330余下的分三十五个月偿清0每月偿付1-0"3330
已知该仪器成本为1$303330如现销时为1$/03334

按 权责发生法0销货收入额为12303330销货成本为1$303330差额为1-303330全数计入当期收

益4
则会计分录如下5
6交易成立0收到款开立发票时5
借5现金 1/0333

应收帐款 $"0333
贷5销货 1230333
7下月份缴纳税金

借5税金 12%#23
贷5现金 12%#23
8年度结束5
借5销货成本 1$30333
贷5存货 1$30333
9":毛利百分比法5这种方法一般只适用于会计制度健全且分期付款销货期较长的公司4这种方法依照

出售年度约载分期会款的销售价格及成本0计算分期付款销售商品的毛利率0以后各期收取的价款0也即按

照此项比率来计算它的利益及应摊计的成本4其中分期付款的销货利益依下列公式计算4
分期付款销货利益;分期付款销货本年度收款总额<
分期付款销货未实现毛利年初余额=本年度分期付款销货毛利

分期付款销货应收帐款年初余额=本年度分期付款销货总额

9公式 "#-.:
请参见以下案例5
!案例 "#$/&依上例0’()*+,公司采用毛利百分比法计算其利益及应摊计的成本4
6毛利率的计算5

毛利率;1230333>$303331230333 <-33?;"3?

7各年度收现数及毛利额5

第一年收现 1--0@33 毛利 1"0A"3
第二年收现 1-$0$33 毛利 1"0//3
第三年收现 1-$0$33 毛利 1"0//3
第四年收现 1.0@33 毛利 1-0."3

8其会计分录如下5
+#交易成立0收到款并开立发票时5
借5现金 1/0333

应收帐款BB分期付款 $"0333
贷5销货BB分期付款 1230333

C#计算未实现分期销货毛利5
借5销货BB分期付款 1230333
贷5销货成本BB分期付款 1$30333

未实现毛利BB分期付款 1-30333

D#第一年 -3月至 -"月收现时5
借5现金 1A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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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应收帐款""分期付款 #$%&’’

()计算已实现的毛利!
借!销货未实现的毛利""分期付款 #*%$*’
贷!销货已实现的毛利""分期付款 #*%$*’
+$,差额摊计法-除了以分期付款销货的现销价格与销货成本之差列计当年度的损益外%其约载分期付

款售价与现销价格的差额%为未实现的利益-应于以后各期价款陆续收到后%依下列公式计算该项差价利益

作为当年度的收益-

当年度应计差价收益.
当年度已收

各期分期总额/
约定分期付款的售价0现售价格

约定分期付款的售价

+公式 *)*’,
请参见以下案例!
1案例 *)234仍采用 1案例 *)254%6789:;公司采用差价摊计法%其会计处理如下!
<计算差价利益-

差价率.#=’%’’’0#2>%’’’#=’%’’’ /?’’@.2@

第一年应列差价利益.#??%&’’/2@.2&2
第二年应列差价利益.#?2%2’’/2@.=5&
第三年应列差价利益.#?2%2’’/2@.=5&
第四年应列差价利益.# 3%&’’/2@.$>2

合 计 .*%’’’
A所作会计分录如下!

:)出售仪表时!
借!现金 #>%’’’

应收帐款""分期付款 2*%’’’
贷!销货""分期付款 =’%’’’

B)将毛利及未实现差价收益转出

借!销货""分期付款 #=’%’’’
贷!销货成本""分期付款 #2’%’’’

销货毛利""分期付款 #>%’’’
销货未实现差价收益""分期付款 *%’’’

C)收到当年度帐款

借!现金 #$%&’’
贷!应收帐款 #$%&’’

()年度转出已实现差价收益

借!销货未实现差价收益""分期付款 #2&2
贷!销货已实现差价收益""分期付款 #2&2
5)物物交换

物物交换的双方在换出货物或交付货品时%要按市价计算%并分别开立发票%按现行税率交纳税金-
请参见以下案例!
1案例 *)=’46789:;公司以一台复印机与 ;D公司交换钢材 =吨%如果复印机的价格为#*’%’’’%

钢材市价每吨#$%&’’%不足之款%由 ;D公司以现金补足-
其会计处理如下!

6789:;公司的会计分录为!
借!进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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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 !"###
贷$销货 %!#"###
&’公司的会计分录为$
借$进货 %!#"###
贷$销货 %()"###

现金 !"###
)*加工业

公司在为对方加工收取加工费后"应开立统一发票交付对方+采用永续盘存制并没有加工登记簿者"其

材料的进,用,存记载明确且经主管机关核定后"所添的材料部分按买卖业计征税金+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例 !*.(/01234&公司代&’公司制作一批制服"需呢料 5"###公尺"约定每套制服加工费%!#"

总加工费%5#"###+
其会计处理如下$
4*收到 &’公司材料后"因不需计成本"仅按市价%)#"###列帐记载+
借$承托加工材料66呢料 5"###公尺 %)#"###
贷$应付加工成品66制服 !###套 %)#"###
7*领料加工"其中直接人工费%(#"###"制造费用 (."###"应记入在制品帐户$
借$承托在制品66加工材料 %)#"###

直接人工 (#"###
制造费用 (."###

贷$承托加工材料 %)#"###
现金 8应付帐款9 %!."###

:*加工品加工完成时的分录$
借$承制制成品66制服 !###套 %(#."###

加工成本 %!."###
贷$承托制成品 %(#."###
;*将加工品交付 &’公司时$
借$应付加工品6制服 !###套 %(#."###
贷$承托制成品66制服 %(#."###
<*收到加工费%5#"###时

借$现金 %(5."###
贷$加工收入 %(5."###
=*工程收入

凡 营建工程"应按当年完工比例计算其收入"减除当年该完工部分的实际成本后"列为当期损益+这种

计算工程当期损益的方法又称为完工百分比法+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例 !*.!/01234&公司承包&’公司的工程一件"工程费为%(."##"在开工初期购入原料为%."

###"支付工资为%>"###"其他费用%!"###"预付工程款%(#"###"其会计分录如下$
8(9购入原料时$
借$原料 %."###
贷$现金 8应付帐款9 %."###
8!9支付工资时

借$在建工程人工 %>"###
贷$现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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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部分工程款时$
借$现金 %&’(’’’
贷$预收款 %&’(’’’
!)#完工时

借$工程成本 %&’(’’’
贷$在建工程原料 %*(’’’

在建工程人工 "(’’’
在建工程费用 +(’’’

&’,出售礼券收入

凡是礼券上注明凭券兑付一定数额的货物的(应在礼券出售时开立统一发票(凡是礼券上仅注明金额

的(凭券选购商品时(应在兑出商品时开立统一发票-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例 +,*"/012345公司在 &677年二月一日出售礼券三百张共计%&*(’’’(月底凭券换取商品

%&+(’’’-
借$现金 %&*(’’’
贷$礼券 %&*(’’’
出售礼券三百张

同时在月底换兑出%&+(’’’的商品

借$礼券 %&+(’’’
贷$销货 %&+(’’’

第二节 营业外收入与支出

所谓营业外收入与支出是指公司主要业务以外的其它收入与支出而言-由于公司的经营业务本身及周

围环境都是变化的(因而这项收支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

一8汇兑盈余与亏损

&,汇兑盈余-汇兑盈余应以实际发生的收益为准(仅因汇率调整而产生的帐面差额不得列为当年度的

收益(也就是说不要将未实现的利益计算入帐-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例 +,*)/012345公司 &677年按 *9&的汇率由中国银行贷得美金%&(’’’(取得人民币:*(’’’(

并 约定偿还时按当时汇价清偿(该项债务于 &676年到期(此时美元对人民币的汇价为 )9&(则 012345
公司只需:)(’’’即可还清贷款(其获得汇兑盈余 &(’’’-

其会计处理如下$
借$现金或银行存款 :*(’’’
贷$外币贷款;;美金 :*(’’’
贷款是所作分录

同时于 &676年还款时的分录

借$外币贷款;;美金 :*(’’’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 :)(’’’
汇兑盈余 &(’’’
.案例 +,**/012345公司向国外采购机器(其付款条件是 <=4方式办理(即承兑汇票后交单(先行

提货-于约定期间届期再行结汇偿付(如因汇率变动(在同一年度时应从成本内冲除(如不在同一年度内(
则 应将差列为汇兑盈余-该公司采用承兑汇票 6’天期付款方式(由美国进口机器一批(价值%+(’’’(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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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汇率为 !"#$等届期 %&天后支付时$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已改为 !"’$则其有关分录如下(
)!*采购机器时的分录(
借(机器设备 +!&$&&&
贷(应付承兑汇票 +!&$&&&
),*实际付款时如在同一年度时的分录(
借(应付承兑汇票 +!&$&&&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 +-$&&&

机器设备 ,$&&&
).*实际付款时不在同一年度时的分录(
借(应付承兑汇票 +!&$&&&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 +-$&&&

汇兑盈余 ,$&&&
,/汇兑亏损0汇兑亏损与汇兑盈余一样$也应以实际发生的亏损为准$仅因汇率的调整而发生的帐面

差额不得列为损失0
请参见以下案例(
1案例 ,/#23456789公司以 :;8%&天的方式出口一批价值<!$&&&的商品$根据当天汇率 !"#开

立统一发票$其会计分录为(
借(应收票据 +#$&&&
贷(销货收入 +#$&&&
等到 %&天以后由银行托收$但当天的汇率已变动为 !"’$形成了兑换差额损失 +!$&&&
其会计处理如下(
借(现金或银行存款 +’$&&&

汇兑亏损 +!$&&&
贷(应收票据 +#$&&&
若提列外币债务损失时冲转分录(
借(汇兑亏损 ====
贷(外币债务汇兑损失准备 ====
若实际发生外币债务损失时冲转分录(
借(应付外币帐款 ====

外币债务汇兑损失准备 )汇率差额损失* ===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 ====

二>投资收益与损失

!/投资收益0投资收益是以投资行为为手段$求取投资收益为目的的0凡投资于公司组织者$所分配

的股息和红利均应以股东大会决议分配股息红利的年度收入为准$并以决议分配股息红利时为权责发生的

年度0
其具体的会计分录如下(
)!*投资时的会计分录(
借(投资 ===
贷(现金 ===
),*投资收益依权责发生时的分录(
借(应收投资收益 ===
贷(投资收益 ===
).*收到投资收益时的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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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现金或银行存款 """
贷!应收投资收益 """
#$投资损失%公司因投资行为发生损失时&其损失是以实际发生的损失为标准&其所投资的事业发生

亏损而原出资额并未受到影响时&不应算作投资损失%
其具体会计分录为!
借!投资损失 """
贷!投资 """

三’利息收入与支出

($利息收入%公司以其剩余资金作长期或短期资金运用而获得的利息收入&是公司收入的一个重要来

源&公司的利息收入应按权责发生制计算&其当年度应收利息并同已收利息计算%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例 #$*+,-./012公司 (34+年 *月 (日存入银行5*66&666&存款方式为一年期的定期整存整付&

利息为年 息 (#7&-./012公司于 (34+年 (#月 8(日办理 (34+年度结算申报时&应依权责发生制计算

本期应收利息&合并计算本期公司所得额%
利息收入95*66&666"(7 :月息;"4:个月;95<6&666
所作会计分录如下!
借!应收利息 5<6&666
贷!利息收入 5<6&666
-./012公司本息到期后&银行并扣缴利息所得税5=&666&并给予抵缴凭单%
其具体的会计分录为!
本息到期的分录!
借!现金或银行存款 5**<&666

预付税金 =&666
贷!定期存款 5*66&666

应收利息 <6&666
利息收入 #6&666

假设 -./012公司 (344年度应自行缴纳税金5**6&666&扣除利息所得税抵缴数&只须补缴5*<<&
666&其会计分录如下!

借!前期损益 5**6&666
贷!预付所得税 5=&666

现金及银行存款 *<<&666
#$利息支出

公司的经营活动中&由于自有资本的比重不断下降&外来资本日益增高&因而企业所负的利息支出也逐

渐增加%资本利息为盈余分配不得列为费用或损失%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例 #$*4,-./012公司于 (344年 +月 (日向 2>公司借入款项5(66&666&言明借款一年利率按

月息 ($47计算&-./012公司在 (34+年 (#月 8(日办理结算时&应作调整分录如下!
借!利息收入 5(6&466
贷!应付利息 5(6&466
-./012公司于次年 =月 86日借款到期时的分录为!
借!应付利息 5(64&666

利息支出 (6&466
借入款 (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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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现金或银行存款 "##$%&&’
代收款((扣缴税款 )%#*’

将代扣税款缴交国库时的分录!
借!代收款((扣缴税款 ")%#*’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 ")%#*’

四+商品盘盈或盘亏

公司实地盘点商品+原料+物料等库存数量%发现其与帐面记载数量不尽相符时%超出帐面即为盘盈%
少于帐面即为盘亏,这种计算方法%仅适用于存货采用永续盘存制的公司,

其会计处理如下!
商品盘盈时的分录!
借!商品或原物料 ---
贷!商品盘盈 ---
商品盘亏时的分录!
借!商品盘亏 ---
贷!商品或原物料 ---

五+灾害损失

公司遭遇到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诸如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及战祸等所招致的损失%称为灾害损失,
这种损失是不可预知且不可抗拒的%公司在遭遇灾害损失时%应在事发后的一定时间内检具清单及证明文

件%报请主管机关派人评估损失,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例 )/0$1设 234567公司于 #$8$年 #’月遭遇水灾%其受灾资料如下!
#/厂房倒塌一幢%原价为"#%’’’%’’’%已提列累计折旧"0)’%’’’%曾投保灾害保险"&’’%’’’%

经保险公司派员勘察后认可全数赔偿%厂房的废料经出售价值")’%’’’,
)/原料因水浸后无法使用%只能以废料出售%得价"#’%’’’%查此项原料帐列成本价格为")’’%’’’%

其会计分录为!
9#:借!现金 ")’%’’’

累计折扣 0)’%’’’
应收保险赔款 &’’%’’’
灾害损失 *’%’’’
贷!厂房设备 "#%’’’%’’’

9):借!现金 "#’%’’’
灾害损失 #$’%’’’
贷!原料 ")’’%’’’

六+其它收入

公司在经营活动中%还有一些其它的营业外收入%诸如租金收入+出售资产盈余以及退还税金等,
#/租金收入是指公司将其资产 9不动产+机器设备和无形资产:出租他人所取得的收入,其计算方法

应按权责发生制来计算当年的收益%如果采用的是收取押金的方式%应就其押金按当时的银行存款利率来计

算租金的收入,
)/出售资产盈余是指售价大于资产的帐面未折旧余额的差额%非折旧性资产%其售价如果大于原取得

的价款%亦列为出售资产增益,
;/退还税金是指原以费用和损失列帐后%在收到退还税金时可以列为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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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销货成本

销货收入的成本为销货成本!由于公司的经营活动不同"其计算方法亦有不同!销货成本的计算有以下

公式!
在商业流通行业中#
销货成本$期初存货%进货&进货退出%进货折让%进货费用&期末存货 ’公式 ()(*+
在制造行业中#
销货成本$期初制成品盘存%制成品成本&期末制成品盘存 ’公式 ()((+
其中#
制成品成本$期初在制品盘存%制造成本&期末在制品盘存 ’公式 ()(,+
公司在实际的经营活动中"由于经营情况复杂"所以具体的计算应视企业的自身情况来决定!本节主要

讨论的是有关流通行业中的销货成本 ’-./0.12..3/4.53+"同时讨论制造业中销货成本的取定!

一6流通业中销货成本的计算

*)期初存货的盘存

期初盘存一般是指流通业在年终结算时结存出未出售的商品数量!公司在年终办理结算申报时"其所申

报的数量与金额应与上年度主管机关核定的数量与金额相符"如有不符应予立即调整!如果因上期应耗用原

料6物料等与规定的耗用率不符而调整的期末存货不能列作第二年的期初存货!
()原料及进货

购进原料及商品"必须具备完备的原始凭证"所有发票及收据上应标明买卖双方公司的名称6地址以及

货物的名称6数量6单价6总价及买卖日期!其中如果是直接从国外购进原材料或商品的话"应该具备国外

厂商的发票6海关完税单据6各种报关提货费用单据以及结汇文件7买方负担运费及保险费时还须具备运费

和保险费的凭证!
原料及商品的购进成本为标准!所谓实际成本"包括取得原料及商品的代价及因取得并为适于营业上的

需 要而支付的一切必要费用!进料和进货时所必须支付的运费6保险费6佣金6汇费及装卸费等均属于必要

费用之列!但因购买原料及商品而贷款所支付的利息则不属于必要费用之列!
公司在实际经营活动中"购进商品所支付的货价是企业为了获得销货收入而所费的成本"它将导致股东

权益的减少!因此"凡是购进商品所支付的货价都应记入 8购货9帐户的借方!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例 ();<=>?@ABC公司于 *DEE年 *月 (日向 CF公司购入商品一批"计价G(<"<<<!
付出现金时的会计分录为#
借#购货 G(<"<<<
贷#现金 G(<"<<<
购进商品

赊欠时的会计分录为#
借#购货 G(<"<<<
贷#应付帐款 G(<"<<<
赊购商品

公司购进的商品"在收到货物借记 8购货9帐户以后"可能会发现货物品种规格成质量不合的情况"因

而退出一部分或全部原料或商品!此外"购进商品的价款也有时候可以在双方协商下由卖主同意而折让其尾

数!这类退出商品的成本和所折让的货款"在会计上称为 8购货退出及折让9’HIJKLM/N@N0IJO/MO3B5P
5.QMOKN/+"并用这个名称来另行设置了一个帐户"单独进行核算!

请参见以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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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公司向,-公司购入的一批商品中.发现有一部分商品质量不合.计 /00元.经

退回 ,-公司.如数收回现金1
其会计分录如下2
借2现金 3/00
贷2购货退出及折让 3/00
退出商品

!案例 "#$"&’()*+,公司向 ,-公司购进一批商品.总货款为3".0"0.除了尾数3"0由 ,-公司

同意折让外.其余3".000付出现金1
其会计分录为2
借2购货 3".0"0
贷2购货退出及折让 3"0

现金 ".000
偿付 ,-公司帐款扣除折让尾数1
4#期末存料5存货的盘存

在流通行业中.公司的期末存料5存货是指公司可供出售的商品在会计年度终了时尚未销售出去的商

品1
会计制度健全的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商品品种较多时.一般采用零售价法估定期末存货1采用这种方法

时.公司的存货帐或进货帐除应登载成本外.还需登载商品的零售价以求得成本率.成本率不同的商品要分

别记载1
零售价法估定存货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2
本期可供销售商品成本6期初存货成本7本期进货成本8本期退货成本 9公式 "#":;
本期可供销售商品总零售价6期初存货总零售价7本期进货总零售价

8本期退货总零售价7本期增高总零售价

8本期降低总零售价

其中2本期增高总零售价6增高零售价的商品数量< 9新订标价8原订标价;
本期降低总零售价6降低零售价的商品数量< 9原订标价8新订标价; 9公式 "#"/;
成本率6本期可供销售商品成本=本期可供销售商品总零售价 9公式 "#"$;
期末存货总零售价6本期可供销售商品总零售价8本期销货净额 9公式 "#">;
期末存货成本6期末存货总零售价<成本率 9公式 "#"?;
本期销货成本6本期可供销售商品成本8期末存货成本 9公式 "#"@;
通过对期末期初存货的盘存以及进货成本的计算.可以得出正确的销货成本1
请参见以下案例2
!案例 "#$4&假定’()*+,公司在 %@<%年 %%月 40日根据总分类帐的有关记录.得知有关商品购销

的各帐户的期末余额如下2
存货.%@<%年 %%月 %日 3@.000
购货 $%.000
购货退出及折让 3%.:00
购货折扣 %.4:0
购货运输费用 ".%?0
存货.%@<%年 %%月 40日 %0.$00
则其 %%月份的销货成本应为2
存货.%@<%年 %%月 %日 3@.000
加2购货净成本2

购货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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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购货运输费用 "#$%&
总计 ’(#$%&
减!购货退出及折让 $#)&&

购货折扣 $#()& "#*)& ’&#))&
备供销售的商品成本 ’+#))&
减!存货#$+,$年 $$月 (&日 $&#’&&
销货成本 -%#%)&
为 了集中反映企业某一时期的销货成本#在会计上还须增设一个 .销货成本/帐户#在每期末通过调整

分录#将各有关帐户的期末余额及其初存货和期末存货#分别转入0
123456公司在 $$月 (&日所作的调整分录下!
7$8借!销货成本 9*"#$%&
贷!存货 $+,$年 $$月 $日 9+#&&&

购货 ’$#&&&
购货运输费用 "#$%&

结转销货成本帐户

7"8借!存货#$+,$年 $$月 (&日 9$&#’&&
购货退出及折让 $#)&&
购货折扣 $#()&

贷!销货成本 9$(#()&
结转销货成本帐户

二:制造业中的销货成本计算

$;期初存货的盘存

制造业中的期初存货一般来说包括期初制成品和期初在制品两大类0具体来说#期初存货是指上个会计

年度末结算时购进而未用于制造的原料及在制品:尚未售出的制成品及副产品等0
存货:原料:在制品:制成品及副产品的数量及金额#应与上年度主管机关核定的数量和金额为准#如

有不符的#应立即予以调整0若原料的上期应耗率与耗用率不符而调整的期末存货#不能列为第二个会计年

度的期初存货0
";制造成本的计算

制造业中的制造成本可用如下公式计算!
制造成本< 7期初存料=进料>期末存料8=直接人工=制造费用 7公式 ";(&8
其中#制造业中进料成本的计算与流通行业中进料的计算一样#如果因进料的运杂费尚未确知时#应先

估计出相当的进货成本或制造成本#等确定后再行调整或补列损益#如果进料已经制造#必须记入制造成本

中0
直 接人工 7?@ABCDEFGHA8是指直接改变原料的形态或性质所用的人工0直接人工应分别记入有关的分

批成本单#确立会计分录#在会计年度末过入总分类帐0根据直接人工汇总表将直接人工成本记入在产品成

本0
请参见以下案例!
I案例 ";’)J123456公司在二月十五日和二十八日分别支付员工工资9$#&&&0
其会计分录为!
"月 $-日 借!直接人工 9$#&&&

贷!现金 9$#&&&
支付上半月工资

"月 "%日 借!直接人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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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现金 "#$$$
支付下半月工资

%月 %&日 借!在产品 ’%#$$$
贷!直接人工 ’%#$$$

凡 是不直接参加生产的人员#诸如车间管理人员(计时员等所得的报酬#均属于间接人工费用)*+,-./01
2345.67制造成本中除了原料成本及直接人工外#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称为制造费用#它包括间接材料(间接

人 工(租金(水电(折旧(修理费(保险费等7制造费用的大小直接影响当期的制造成本和销货成本#如果

制 造费用减少#则每项产品及在制品所分摊的制造费用也较低#影响销货成本增大#减少销货毛利7制造费

用一般是按照直接人工成本的一定比例来进行估计的7这项估计数额可能少于实际发生的制造费用#也可能

多于实际的制造费用8一般情况下#处理这种估计额与实际额的差异是在年终会计结算时#将差异从销货成

本中予以销记#即实际制造费用大于估计制造

9:期末存料存货的盘存

期末存料存货的盘存具体来说包括采用于生产的原材料#以及在制品(制成品和副产品的盘存7
期 末存货存料的盘存估价#以实际成本为准#如果成本高于当时市价时#应以市价为准#如果成本或市

价都不清楚时#应由主管机关用鉴定或估定的方法裁定7其中副产品的价格如果在没有确切的成本资料时#
应以当时的市价减去销售费用为准7

在 制造行业中#销货成本的计算较流通行业来说更为复杂#它须按原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分别编

制出预算#然后加以综合以求得正确的销货成本7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例 %:<=>?@ABCD公司在 "E&&年 <月对市场进行的调查发现!满足销货需求所需要的产品 C为

"%$#$$$单位#产品 F为 =$#$$$单位#其中分别在月底需保留存货数量为 "$#$$$单位和 =#$$$单位#
上期的预期存货量分别为 E#$$$单位和 =#$$$单位#所以 <月份预算生产 C(F产品分别为 "%"#$$$单

位和 =$#$$$单位7
?@ABCD公司原料用量及购货预算

"E&&年 <月

惯 用 量 原料 " 原料 %

产品 C )需 9磅原料 "和 %磅原料 %6 9<9#$$$ %G%#$$$
产品 F)需要 E磅原料 %6 $ G=$#$$$
生产上所须使用的原料总磅数 9<9#$$$ <E%#$$$
原料的预期每磅成本 ’$:G% ’$:9$
原料的预期成本 ’"=%#G<$ ’%$H#<$$

购 货

生产上所需要的原料磅数 9<9#$$$ <E%#$$$
"E&&年 <月 9$日所需余留的原料存货磅数 %$#$$$ =$#$$$
需要总额 9&9#$$$ HG%#$$$
减!"E&&年 <月 9$余留存货所需的原料存货磅数 "G#$$$ <=#$$$
<月份需要购入的数量 9<E#$$$ <HH#$$$
预期的每磅成本 ’$:G% ’$:9$
购入原料的预期成本 ’"=G#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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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直接人工预算

’())年 *月

产量水
平数量

需要的直接
人工时数

总工
时数

每小时
成本

总成本

产品 % ’+’,--- ’./小时 +0,+-- 1* 1’0/,+--

产品 2 /-,--- ’./小时 ’+,/-- 1* 3/,---

预期直接人工时数和成本 4*,3-- 1++-,---

!"#$%&公司制造费用预算

’())年 *月

变动制造费用 5假定直接人工为 4*,3--小时的生产水平67

间接人工 1(4,3--

修理用品 0,---

电费成本 ’’,---

其它电力成本 4--

杂项 ’,’--

变动制造费用总计 1’’-,’--

固定制造费用7

间接人工88工厂管理人员 ’0,---

厂房及设备折旧 +-,---

保险费 ’,---

捐税 0--

电费成本 )--

杂项 /--

固定制造费用总计 4*,3--

制造费用总额 1’0*,)--

每直接人工小时变动制造费用 149--

每直接人工小时固定制造费用 ’9--

每直接人工小时总制造费用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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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销货成本预算

’())年 *月

耗用原料+根据原料惯用量及购货预算,-

原料 ’ .’/012*3

原料 0 0341*33 .5*313*3

耗用直接人工+根据直接人工预算, 0031033

耗用制造费用+根据制造费用预算, ’2*1)33

工厂成本总额 .40413*3

’())年 *月 ’日预期产成品存货 ’’31*33

供 ’())年 *月份销售用产品 .)541**3

’())年 *月 53日所需要的产成品存货 ’*/1(33

销货成本 .*4’14*3

第四节 营业费用

一6营业费用的计算原则

’7费用及损失凭证88统一的发票或收据必须完备9发票必须按规定格式填写1注明购买人的姓名及

地址1而收据必须注明金额6日期和购买人姓名6地址等9费用及损失如果没有取得原始凭证6或经取得而记

载事项与事实不符的话1不予承认9
07凡是属于本年度的费用和损失1除了会计基础核准采用现金收付制的以外1应该在会计年度终了结

算 时1就估计数字以:应付费用;科目列帐1但是如果因特殊情况无法确知费用和损失的1应在第二年以过期

帐费用和损失处理9应付费用包括应付工资支出6税金6房租6利息等1其中如果涉及到扣缴的项目1在预估转

列应付费用时1可以不办理扣缴6等实际支付时1再行扣缴9
其具体会计分录为-
借<各项费用损失 ===
贷-应付费用或损失 ===
实际支付时的分录+如属应扣缴税金项目,
借-应付费用 ===
贷-现金+银行存款, ===

代收款+代扣税金, ===
57未实现的费用及损失1一律不能列为当年度的费用及损失1否则1主管机关不予认定9

二6薪资支出

这里的薪资主要包括工资6津贴6奖金6退休金和养老金等9
薪资支出的原始凭证必需齐全完备1才能有效9
其会计处理如下-
仅提退休金准备而当时不提列现金时的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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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薪资""退休金 ###
贷!职工退休金准备 ###
职工退休金准备$属负债性质应归属于其他负债项下%
实际支付退休金时$如支付退休金小于职工退休金准备帐户累积数时的分录!
借!职工退休金准备 ###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 ###
如果支付时依法办理扣缴时的分录!
借!职工退休金准备 ###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 ###

代收款""代扣税款 ###
如实际支付退休金大于职工退休金准备帐户累计数时其分录!
借!职工退休金准备 ###

薪资""退休金 ###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 ###
如需办理扣缴时的分录!
借!职工退休金准备 ###

薪资""退休金 ###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 ###

代收款""代扣税金 ###
公司解散&停业&合并或转业时$应将职工退休金准备帐户累计转列当期其他收入$其分录为!
借!职工退休金准备 ###
贷!其他收入 ###
另一种情形是公司除了依法提列退休金准备外$同时提出一定的现金$以职工退休基金专户存于银行$

其会计分录为!
提列准备金时!
借!薪资""退休金 ###
贷!职工退休金准备 ###
借!职工退休金准备 ###
贷!现金’银行存款( ###
职工退休基金为资产科目应归类于其它资产项下!
收到退休基金利息时

借!职工退休基金 ###
贷!职工退休金准备 ###
实际支付退休金小于提存职工退休金准备或退休基金帐户累计数时的分录!
借!职工退休金准备 ###
贷!职工退休基金 ###
如依法需扣缴时的分录!
借!职工退休金准备 ###
贷!职工退休基金 ###

代收款""代扣税金 ###
实际支付退休金大于提存职工退休金准备及退休基金帐户累计数时的分录!
借!职工退休金准备 ###

薪资""退休金 ###
贷!职工退休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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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或银行存款 !!!
公司解散"停业"合并或转让时#将职工退休金准备帐户转列当年度收入时的分录$
借$职工退休金准备 !!!
贷$其他收入 !!!
将职工退休基金累计数收回时的分录$
借$现金%银行存款& !!!
贷$职工退休基金 !!!
公司退休金办法是分期给付时#其实际支付时#其会计处理如下$
借$薪资’’退休金 !!!
贷$现金%银行存款& !!!

三"租金支出

租金支出为公司向他人%个人或者公司&租用财产#以供本公司使用而支付的代价(
租金的支付数额#应按约定支付方法及数额#其支出超出部分不予认定(预付的租金#应以其有效期间内

未经过部分#列为递延费用(支付租金时#如若以实物折算的#应该查明当时当地的市价(租金支出应有租金

收据或签收的簿折作为合法凭据(出租人必须依法纳税(
租赁物的收缮费用#经约定由承租的公司自行收缮的#准许以费用列支#其有递延性质及偿还期限规定

的#应按照它的偿还期限分摊认列(承租人代出租人履行其他债务及支付任何税金#经约定由承租人负担的

话#按照租金支出处理(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 例 *+,,-./0123公 司 于 4566年 4月 4日 向 37公 司 租 用 写 字 楼 一 处#双 方 言 明 月 租 为89:#

:::#押金89::#:::#每月月初支付租金#押金于订约时支付#则于签定租赁合约时支付押金及第一个月租金

时的分录$
借$租金支出 89:#:::

存出保证金 9::#:::
贷$现金及银行存款 89;*#9::

代收款’’代扣税款 <#9::
4566年 4月 4:日前应将代扣税款缴交公库的分录$
借$代收款’’代扣税款 8<#9::
贷$现金%银行存款& 8<#9::

四"文化用品

文化用品是公司支付购买本公司耗用的文具及纸张的支出(文化用品的原始凭证也是完备齐全的统一

发票或收据(
其具体的会计处理如下$
%4&购入文具用品时的分录$
借$文化用品 !!!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 !!!
%*&年终盘点未耗用文化用品时的分录$
借$用品盘存 !!!
贷$文化用品 !!!
%=&上期用品盘存转入本期使用#其具体的会计分录为$
借$文化用品 !!!
贷$用品盘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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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差旅费

差旅费是公司为了经营活动而派遣员工出差时所支付的交通费!膳食费等"所以差旅费的列支应是与公

司的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活动"
差旅费支出的合法凭证是统一发票或普通收据"其中如果规定了差旅费的最高标准的#其未超支部分可

以无须提供凭证"
有关差旅费的会计处理具体如下$
%&’预借差旅费的分录$
借$预付款((旅费%暂付款科目’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

%)’报支差旅费的分录$
旅费报支数大于预借旅费时$
借$旅费 ***
贷$预付款((旅费 ***

现金或银行存款 ***
旅费报支数小于预借旅费时#如差数收回为现金#则会计分录为$
借$现金 ***

旅费 ***
贷$预付款((旅费 ***
如果差数留列在原科目上#等发薪时再扣回#则会计分录为$
借$旅费 ***
贷$预付款((旅费 ***

现金或银行存款 ***

六!运 费

运费由于其承运的对象不同#往往记入不同的成本项目中去"如果公司为了取得某一项资产#使其适用

于一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去#则此项运费需计入该项资产的实际成本中去+公司为购进商品而支付的运费应

计入进货成本中#公司因为销售商品而支付的运费则应计入营业费用中去"运费支出也应取得有效的收据和

统一的发票作为其原始凭证"
有关运费的会计处理如下$
支付运费时如属于取得资产#其会计分录如下$
借$资产名称%机器设备’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或应付帐款或应付票据’
支付进货的运费时的会计分录$
借$进货运费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或应付帐款或应付票据’
支付销货运费时$
借$运费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或应付帐款或应付票据’

七!邮电费和水电费

公司因为经营活动的需要而支付的邮资及电话电报费#应以营业费用((邮电费列支"因电信局通常在

第二年的年初才开始收费#所以在会计年度末应估计列帐#将来如实际数低于估计数#多估部分应转列当期

收入或冲减当年的邮电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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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邮电费的分录!
借!邮电费 """
贷!应付费用 """
第二年冲转!
借!应付费用 """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 """
公司支付的水电费除了一部分属于制造费用以外#其余的均应列为营业费用$$水电费科目支出#如果

水电公司是第二年年初统一收讫去年一年的费用#则在会计年度末应先估计列帐#第二年再行冲转%如果是

按月直接交纳#则直接作会计分录#记入有关科目&
直接支付水电费时的分录!
借!制造费用$$水电费 """

营业费用$$水电费 """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 """
估计水电费时的分录!
借!水电费 """
贷!应付费用 """
第二年冲转!
借!应付费用 """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 """

八’广告费

公司为了扩展其业务活动范围以及维护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需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将公司出售或生

产的商品向消费者广泛介绍#并运用正确的宣传技巧#重复而深入地影响顾客以达成经营服务的目的&公司

为此所花的费用都属于广告费&其一般包括一般广告费用’赠送样品费用’抽签赠予各种奖券与彩券等&下面

分别介绍其会计分录!
()*一般广告费支出的会计分录!
借!广告费 """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 """
(+*赠送样品的会计分录

购进样品或自进货或制成品转入时#其分录为!
借!样品 """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或进货或制成品* """
赠送时的分录!
借!广告费 """
贷!样品 """
购买样品赠送国外客户时有邮费包裹费时的分录!
借!广告费$$样品费用

贷!样品 """
现金或银行存款 """

年终时如有结存应列入递延资产项目下&
(,*销货附赠商品的会计处理&
购进或自进货制成品转入为样品时的分录!
借!赠送商品(递延资产科目* """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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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货附赠商品时的分录!
借!广告费""赠送样品 ###
贷!赠送品 ###
年终时如未赠送完毕仍有剩余时$应列于资产项目%
&’(随货赠送或以抽签方式赠以各种奖券)彩券的会计分录为!
印制奖券及彩券的广告支出的分录为!
借!广告费 ###
贷!现金及银行存款 ###
购买奖品或自进商品时的分录为!
借!奖品 ###
贷!现金或自进商品 ###
兑领奖品时的分录为!
借!广告费 ###
贷!奖品 ###
年终根据抽奖等记录预估可兑领奖品的分录为!
借!广告费 ###
贷!估计应付奖品 ###
第二年实际兑付奖品的分录!
借!估计应付奖品 ###
贷!奖品 ###
预付广告费或应分期摊销的广告费$不属于本期负担的广告费的调整分录为!
借!预付广告费 ###
贷!广告费 ###

九)交际费

公司如果为了经营业务的需要而招待顾客或者赠送礼物的支出$应列入*交际费+科目%交际费的支出应

控制在公司收益的一定的百分比之内%
其会计分录为!
借!交际费 ###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 ###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 例 -./01234567公 司 全 年 的 营 业 收 入 为 89$999$999$其 中 属 于 外 销 者 为:;$999$999$进 货 为

:<$999$999$其支付交际费限额计算如下!
假设销货)进货)外销部分交际费的提成比例分别为 /=)-=和 -=$则交际费限额计算为!
销货部分!:89$999$999#/=>:/9$999
进货部分!:<$999$999#-=>:8/$999
外销部分!:;$999$999#-=>:899$999
可报支限额为!:80/$999
如果公司全年的交际费支出未超过上述限额并且其每笔开支都符合规定$当然可以认列?如果公司全年

列支的交际费超过以上标准$则超出部分应在申报的时候自行调整计入所得额课征所得税%

十)保险费

公司为其财产)商品及员工投保而支付的保险费$应由本公司负担?公司进口机器设备及原材料的保险

费$应计入成本而不得以保险费列支?保险费如有折扣$应以实际支付的数额列 支?对 于 跨 年 度 的 保 险 费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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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就转列预付费用科目"保险费的原始凭证为保险公司的收据及保险单"以上是有关保险费的一些规定"
保险费的会计处理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 例 %&’()*+,-./公 司 于 01((年 ’月 0日 投 保 办 公 楼 火 灾 保 险!期 限 为 一 年!保 险 费 共 计23!

’44"
’月 0日支付保险费的会计分录#

借#保险费 23!’44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 23!’44
或者#
借#预付保险费 23!’44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 23!’44

0%月 30日结算时作调整分录如下#
借#保险费 20!544
贷#保险费 20!544
或者#
借#保险费 2%!044
贷#预付保险费 2%!044

十一6劳务费和研究费

劳务费是指公司支付给律师6会计师6建筑师等的报酬"支付劳务费时应依法办理扣缴!劳务费的原始凭

证为各执行业务所得人的收据"其会计处理如下#
支付劳务费时的分录#
借#劳务费 777
贷#现金及银行存款 777

代收款88代扣税金 777
将代扣税款交公时的分录#
借#代收款88代收税金 777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 777
公司因推广业务6改进生产技术6发展新产品而支付的各项研究6改良及实验6训练员工的费用!除其耐

用或有效年限较长按固定资产提列折旧外!一般均按研究费列支"研究费也以当年度营业收入的一定比例为

限!如果超支则超过部分准予递延到以后年度列支"
其具体的会计分录为#
借#研究费 777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 777

十二6伙食费和书报费

公司供应员工膳食费用称为伙食费"
其具体会计分录为#
借#伙食费 777
贷#现金及银行存款 777
公司订阅书报杂志的费用!应准予在当年度书报费中列支!书报杂志费的原始凭证为统一的发票或合法

的收据"如果公司自愿将贵重的图书列入资产按年提列折旧!其耐用年限自行确定后不能再更改"
书报杂志的会计处理#
借#书报费 777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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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自愿列为固定资产时的分录!
借!图书设备 """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 """
按年提列折旧或分摊时的分录!
借!书报费

贷!图书设备#或备抵折扣$$图书设备%

十三&仓储费和燃料费

公司货物仓储费用的支付都应列于仓储费科目’但是进货进料到达前仓储支付的费用(应该并入进货进

料的实际成本中(跨年度的仓储费不属于当年度的部分(应转列预付费用处理’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例 *+,-./01234公司进货一批(价值567(777(另付港口仓储费58(777(然后该公司将进货的原

料(存放于 49公司的仓库内储存(支付仓储费5*(777(其中5677应属于第二年负担’
其会计处理如下!
#8%进货支付港口仓储费的分录为!
借!进货 568(777
贷!现金及银行存款 568(777
#*%将进货存放 49公司支付的仓储费!
借!仓储费 5*(777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 5*(777
#:%将第二年度负担的仓储费转帐!
储!预付费用 56(777
贷!仓储费 5677
公司因业务上的需要而支付的燃料(包括汽油&燃料油&煤炭及煤气的支出均属于燃料费’燃料费的原始

凭证也是统一的发票及合法的收据’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例 *+;7./01234公司购工厂锅炉用油567(777(同时公司汽车向加油站加油支付油费58(777(

其会计分录如下!
借!制造费用$$燃料费 567(777

燃料费 8(777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 568(777

十四&支付佣金

公司因介绍或代理销售本公司的产品或服务而支付经纪人或代销商的报酬称为佣金支出(或称为手续

费支出’
如果佣金是支付给公司(则应取得统一的发票或合法的收据<如果佣金是支付给个人(则应扣缴一定比

例的佣金作为税金’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例 *+;8./01234公司支付给 49公司佣金58(677(同时支付给某代理商佣金58(777(依法扣缴

5,7’
其会计处理如下’
#8%支付 49公司佣金’
借!佣金支出 58(677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 58(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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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某代理商佣金

借$佣金支出 %&’(((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 %)*(

代收款++代扣税金 %,(
代扣税金缴纳时的分录$
借$代收款++代收税款 %,(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 %,(

十五-坏帐损失

在商业企业的所有资产中’由商品销售所发生的应收帐款往往占有较大的比重.因而预计可能发生不能

收回或实际已发生不能收回的债权所发生的损失’称为/坏帐损失0!12332456789:;#
为了正确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公司必须在会计期间终了时’对有关的帐项进行必要的调整外’还须估

计应收帐款中不能收回的坏帐数额’列作该期的损失.
&<坏帐损失的估计方法

一个企业的应收款项往往有一些是可能收不回来的.对于这部分帐款’应在期末结帐时予以估计’列作

当期的费用’即按期末的帐面总额估计其不能收回的数额’借记/坏帐费用0帐户’贷记/备抵坏帐0帐户.
关于坏帐的估计方法’通常情况下有两种方法$
!&#销货净额百分法

这是最常用的一种方法.一般是按销货净额的一定百分数来估计的一种方法.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例 "<>"?假设 @ABCDE公司在 &)FF年 &"月 G&日查得总分类帐中以下各帐户余额为$
应收帐款 %*(’(((
备抵坏帐 %,G(
销货 *G(’(((
销货退回及折让 G’(((
又假定根据以往的经验’备抵帐户所须贷记的坏帐费用应等于销货净额的 (<HI’则其计算如下$
销货 %*G(’(((
减$销货退回及折让 G’(((
销货净额 %*">’(((
坏帐费用J%*">’(((K(<HIJ%"’&GH
根据以上算出的数额’应作调整分录如下$
借$坏帐费用 %"’&GH
贷$备抵坏帐 "’&GH
上述分录过帐后’/备抵坏帐0帐户的余额就为!%,G(L%"’&GH#%"’>,H.
!"#逐户估计法

/备抵坏帐0帐户的每期增加数额’有时也可按照每一销货客户所欠的帐款数额作个别分析’以估计/备
抵坏帐0帐户所可能需要计提的总额M再从这一总额中减去帐面的备抵余额’以求得本期的坏帐费用数额.

承上例’假设上例中的应收帐款为%*(’(((’经过分析各销货客户的帐款增减情况以后’估计其中会有

%G’(((不能收回’则本期所须加提的备抵坏帐数额应计算如下$
备抵帐户的余额所需的总数 G’(((
减$已提的余额 ,G(
本期借记/坏帐费用0和贷记/备抵坏帐0的数额 %"’G>(
"<坏帐的转销和回收

如果某一销货客户所欠的赊帐’以后经过事实证明不能收回’则该项帐款就应从/应由帐款0帐户上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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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记!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例 $%&’()*+,-.公 司 曾 借 予 ./公 司0123342./公 司 1566年 倒 闭2所 欠 帐 款 全 部 不 能 偿 付2

)*+,-.公司确知其成为坏帐2帐款销记以后2./公司居然又重新开业2所欠帐款均如数偿清!
其会计处理为"
718确认其为坏帐"
借"备抵坏帐 012334
贷"应收帐款99./公司 12334
7$8如数收回现金时

借"应收帐款99./公司 012334
贷"备抵坏帐 12334
借"现金 012334
贷"应收帐款 12334
如果已经销记的帐款以后只收回一部分2则其分录的数额要视其余部分是否仍可收回而定!
承上例2假设 ./公司只先还了0124442并经过重新估计2认 为 其 余0344也 仍 有 收 回 的 希 望2则 其 应

作分录和以上一样2所不同的仅在于现金的收入数额!倘使经过估计认为以后不会再有收回的希望2上述分

录中的备抵数额便为012444!
上 述处理坏帐的方法在会计上称为:备抵法;7-<<=>?@ABCBDE=F82其所须使用的:备抵帐户;是这一方

法 所独有的!除了这一方法外2有些公司对坏帐也 有 使 用 另 一 种 称 作:直 接 销 记 法;7GHIBADJ>IHDBJ=KKJ
CBDE=F8的方法2这种方法具有实用的优点2但从理论上来讲不如前述的备抵法好!

这一方法在理论上的主要缺点是它没有将某一期间所陈报的坏帐费用和坏帐发 生 期 间 的 赊 销 联 在 一

起2因而导致营业收入和费用的不合!此外2这一方法还导致资产负债表上应收帐款的可变净现值多报!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例 $%&L(假定 )*+,-.公司应收 ./公司的帐款012$44确实不能收回2则依照直接销记法2应作

如下分录"
借"坏帐费用 012$44
贷"应收帐款99./公司 12$44
如果上项帐款以后在同一会计期间内收回2则应作如下分录"
借"应收帐款 012$44
贷"坏帐费用 12$44
借"现金 012$44
贷"应收帐款 12$44
上述第一分录恢复原来的帐户记录2第二分录登记入销货客户收入的款项!
假使上项坏帐收回在以后的会计期间2则上述的分录改为"
借"应收帐款99./公司 012$44
贷"坏帐回收 12$44
上列分录中的:坏帐回收;7M?FGBND+BA=OBIP8是一个收益表帐户2在编表时列作:扣除非常项目前;的

收入项目!
在直接销记法下2会计上不须于会计期末确定坏帐的估计数额2作为收益的减少!相反2当某一应收帐款

帐 户确定为坏帐时2就直接在该销货客户的帐中予以销记2如前面借记:坏帐费用;2贷记:应收帐款;的分录

所示!因此2这一方法的基本特点是":备抵坏帐;帐户完全不予使用!

十六Q折 旧

公 司对其使用的固定资产2由于: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的原因2导致原 有 资 产 的 价 值 一 天 天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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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从使用中逐渐"退休#$%&’()&*&+’,!在会计上称之为折旧-通常是以成本和收益配合的原则按其使用年

限!作统一和有秩序的合理分配!以确定各年具体分摊的额度-关于折旧的计提方法和实际案例我们已在前

面的固定资产估价中作了详细的介绍!下面仅就固定资产折旧提列的一些规定作一些简要介绍-
第二!固定资产成本的确定

$.,购入时成本的确定-
一般来说!一项资本的成本!应使用该资产取得时所支付的代价的现金价值来衡量!并应等于该项资产

的现金价值-就固定资产来说!它的成本应包括该资产取得时和投入使用前所付的一切支出!即包括购入价

格/税金/运输费及安装费-
$0,自行制造或营建的!包括自行设计制造的建筑以及为适用于公司的经营活动而支付的一切必要的材

料费/人工费-
$1,如属于无偿赠予的!则应该按该项资产的市价作为标准-
$2,如属于交换资产!则应按交换价值作为标准-
第二!增添成本的确定

公司的固定资产凡因扩充/换置/改良/修理等支出而能增加资产的价值或效能的!其支出成本应并入原

价资本成本中!按规定未折减年度提列折旧-
第三!重估价成本的确定

资产成本重估价的确定主要有四种方法-
$.,总额法-这种方法是先求全新资产的重置成本!再求使用若干年后应提累计折旧额!两项相减即为资

产重估价值-
资产重置成本总额

3资产原始成本4
重估年份物价指数

购买该资产年份物价指数 $公式 051.,

资产重估后应有累计折旧

3帐面已提累计折旧4
重估年份物价指数

购买该资产年份物价指数 $公式 0510,

资产重估现值3资产重置成本总额6资产重估后应有累计折旧数 $公式 0511,
应当注意的是!上列公式中所说的重估年份物质指数与购买资产年份物价指数应该相同!否则重估价将

发生偏差-
$0,时价法-这种方法又称重置成本法-资产重估时!根据当时信息!以市场价格为依据予以重估!其中时

价即为重置成本总额!已使用若干年的资产的重估价由以下方法计算7

重估价后每年应提折旧数3
时价6残价

使用年限 $公式 0512,

资产重估时应有累计折旧数3重估价后每年应提折旧数4资产已使用年限 $公式 0518,
资产重估现值3时价6资产重估时应有累计数额 $公式 0519,
这种方法不必再求物价指数!而是以当时的市场报道为根据!和物价指数法相比较更为简便易行-
$1,汇率换算法-这种方法是采取外币兑换率为根据来对资产价值进行重估-这种方法避免了因为国内

经济发生严重问题而使物价活动不稳定时!导致的重估价虚增或虚减资产净值-这种方法也可以分为总额法

或净额法两种-

:5总额法

资产重置成本总额

3资产原始成本4
重估年份汇率

购买资产年份汇率 $公式 051;,

资产重估后应有累计折旧数

3帐面已提累计折旧4
重估年份汇率

购买资产年份汇率 $公式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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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重估现值!资产重置成本总额"资产重估后应有累计折旧数 #公式 $%&’(
)%净额法

资产帐面价值!资产原始资本"已提累计折旧 #公式 $%*+(
资产重估现值

!资产帐面价值,
重估年份汇率

资产购买年份汇率 #公式 $%*-(

汇率换算法大致上与物价指数法相似.但物价指数法主要是以物价指数为根据.而汇率换算法则以汇率

为根据/
#*(收益能力法/这种方法是根据收益资本化的理论.以资产获利能力大小为计算价值的根据/具体说来

是根据企业若干年平均净收益额按市场的一般利率还原.以求得该公司资产应有的价值/其计算公式为0

资产重估现值!
若干年平均净收益

一般市场利率 #公式 $%*$(

收益能力法通常用在无形资产或递耗资产的重估价/至于一般的固定资产则通常适用物价指数法或重

置成本法/
第四.残值的确定

公司固定资产如果采用平均法进行折旧时.事实上经查明应有残值可以预计的该项资产.应依法先从其

成本中减除残值后.以其余额为计算基础/残值的预计标准.应以等于该项资产的百分之十为原则.对于需要

等留和不留残值的.应当报当地税务机关批准/
第五.折旧的计算方法

一般而言.固定资产的折旧.一般应当采用直线法平均计算.由于特殊原因.需要加速折旧或改变折旧方

法的.由公司提出申请.经当地税务机关审核后.逐级报转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批准/如果公司没有提出申

请改变原折旧方法的.仍视为沿用原方法/
第六.折旧年限的确定

我国税法对各类固定资产都规定了最低的折旧年限0
1房屋2建筑物.最短年限为二十年/
3火车2轮船2机器设备及其它生产设备.最短年限为十年/
4电子设备2轮船以外的运输设备.最短年限为五年/
所以.固定资产的折旧.除经主管机关核准特予缩短外.都需按税法规定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最低年数.

逐年计提折旧.短于规定折旧年限的.也不再补提折旧/
第七.确定折旧率

在所得税法的基础上.会计制度规定固定资产折旧应根据固定资产原价和分类折旧率来计算/按直线法

计算分类折旧率的公式为0
某类固定资产折旧率

!
某类固定资产原价"估计残值#原价的 -+5(

某类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

假定固定资产原价为 -.则0
某类固定资产年折旧率

! -"-+5
某类固定资产折旧年限 #公式 $%*&(

因此0
#-(房屋2建筑物按最短折旧年限 $+年计算折旧.其年折旧率为0
-"-+5
$+ !’+5$+!*%65

#$(火车2轮船2机器设备和其它生产设备按最短折旧年限 -+年计算折旧.其年折旧率为0
-"-+5
-+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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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设备和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按最短折旧年限 %年来计算折旧&其年折旧额为’
()(*+
% ,-*+% ,(.+

上述各类固定资产的月折旧率以 (/个月相除即得0公司固定资产折旧率计算确定以后&不会由于固定

资产各月之间新增或减少的原价变动而变动0
第八&不再提和不补提$起提和停提折旧的规定

会计制度规定’固定资产折旧足额以后&仍可继续使用的&不再计算折旧&提前报废的固定资产&亦不再

补计折旧0另外&还规定’月份内开始使用的固定资产&当月不计折旧&从下个月开始算折旧&月份内减少或停

用的固定资产&当月照提折旧&从下个月起停计折旧0也就是说&本月应提折旧额应按以下公式来计算0
本月应提折旧额

,上月应提折旧额1上月增加的固定资产应计折旧额

)上月资产减少的固定应计折旧额 !公式 /233#

十七$职工福利

职工福利的开支主要是由职工福利基金解决的0这笔基金&相当于公司对职工的负债&不含有资本的性

质&不是企业未分配利润的转化形式0这笔基金既可以当年提取当年使用&也可以按规定提取后累计使用0
公司应重视这笔基金的提取和使用&并应单独设置4职工福利基金5科目进行管理和核算0提取基金时&

借记4未分配利润5科目&贷记本科目&使用时&则借记本科目&贷记有关科目0
职工福利基金的提取比例由各公司自行讨论决定0

十八$各种耗竭和摊提

第一&递耗资产耗竭的计算方法

递耗资产耗竭的计算方法有两种&公司可从中任选一种&但是一经选定采用后&就不能随便更改0
(2就递耗资产的成本&按照可采掘的数量来预计单位耗竭额&年终结算时&就当年度实际的采掘量&按

上述预计单位耗竭量计算的年度应减除耗竭量来计算年度应减除的耗竭额0
/2就采掘或出售产品的收入总额&按规定递耗资产的耗竭率&逐年提列&但每年提列的耗竭额&不得超

过该资产当年度未减除耗减前的收益额的百分之五十&其累计额不得超过该项资产的成本0
第二&无形资产的摊提

经营权$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按规定的年限摊提0开办费最低年限一般不应低于五年&但公司预定经

营年限低于五年的&依预定的经营年限摊提0开办费的摊提应从公司经营活动开始的年度起&逐年摊提不得

间断&其未摊提未&应于当年纠正补提0
公司的递耗资产和无形资产&一律按年依一定比例提列耗竭及摊折&不能间断&其未提列者&应于当年度

纠正补提0
第三&各种耗竭及各项摊提的会计处理

(2购入递耗资产时的分录

借’递耗资产 666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 666
/2提列耗竭时的分录

借’耗竭 666
贷’累计耗竭 666
"2设购入递耗资产已全部耗竭&在报废时出售得收入若干&其会计分录为’
借’现金或银行存款 666

累计耗竭 666
贷’递耗资产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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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报废收益!其它收入" ###
$%各项无形资产摊提的会计分录&
以开办费为例’
!("支付开办费时的分录&
借&开办费 ###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 ###
!)"摊提开办费时的分录&
借&各项摊提 ###
贷&开办费 ###
其中开办费的分录可以直接从开办费中减除*不必列为备抵科目’

十九+税 金

国家对公司的投资环节*经营过程以及进出口业务等各方面的涉税事宜*都有一系列的法律政策规定*
公司要遵照规定缴纳税款’

税金的原始凭证为税收单据’
在这儿主要介绍一下所得税的计提’
所得税的税率为 ,-.*地方所得税税率为 (-.*所以所得税的税率为 ,-./,-.#(-.0,,.税法规

定*合资企业所得税按年计征按季预缴*年度终了后四个月由汇算清缴*多退少补’企业按季预交的所得税*
应在1预交所得税2科目核算’全年应交的所得税不论大于或小于已经预交的所得税*都应将预交之数冲减应

交的所得税’
请参见以下案例&
3案例 )%456789:;<公司预交一九八八年所得税=,*---*即应将此作如下会计分录转帐&
!("企业预交 (>$季所得税&
借&预交所得税 =,*---
贷&银行存款 =,*---
!)"将预交之数冲减应交所得税时

借&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
贷&预交所得税 =,*---
!,"将少交所的得税补交时

借&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
贷&银行存款 =@,-
如果上例全年预交所得税为=$*---*大于当年应交所得税=,*@,-*也应将此作如下会计分录转帐’
!("企业预交 (?$季度所得税时

借&预交所得税 =$*---
贷&银行存款 =$*---
!)"将预交之数冲减应交所得税时

借&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
贷&预交所得税 =$*---
这 时1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2科目发生借差=,4-*系预缴时多交清算时应退数*如果税务机关决定

多交之数抵作第一个年度预交所得税*可以从一九八八年一季度应当预交的所得税中扣除*此时应作1上年

多交所得税转抵下年预交所得税2的会计分录转帐&
借&预交所得税 =,4-
贷&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4-
但税务机关决定将多交的税款退回时*应作如下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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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银行存款 "#$%
贷!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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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股份的会计处理

公司与其他企业组织形式如独资或合伙企业最大区别之一便是公司以发行股票来筹措资金!所以"公司

股份的会计处理成为我们要讨论的首要问题!

第一节 股份发行的会计处理

一#一次付款发行与分期付款发行

第一"一次付款发行

所谓一次付款发行"是指发行公司要求认购者必须一次缴清股款!
大部分发行公司在发行股票时"均采用一次付款发行!所以"本节所讨论的会计处理"若非特别说明"均

指一次付款发行时的股份会计处理!
第二"分期付款发行

所谓分期付款发行"是指发行公司允许认购者按照一定条件分期缴付股款!
分期付款发行的程序如下$
%&客户申请认购股票’
(&公司审查客户申请"分配股票"然后发出分配股票通知书’
)&公司收到客户缴纳的规定比例的股款"若股款超过公司规定比例"公司应退还超过部分’
*&下期付款"又称第一次要求’
+&收到第一次要求的付款’
,&再下期付款"又称第二次要求’
-&收到第二次要求的付款!
如此类推"直到缴清全部股款为止!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012345公司是一个新组建公司"它需要购买土地#机器等固定资产进行生产"总共需要

两年时间"其所需资本总额为 %"666"666美元"其分配如下$
股本帐户中的记录"要求在同一时间上所要求的货币额相一致!当然"股本帐户可分别反映不同时期付

款的帐户!从这个角度出发"使用额要同付款额反映在同一帐户77申请与分配帐户中"这样就可以减少不

必要的转帐!当收到尚未到期的分配8(66"6669%6:;%6:<"就将其反映到股本帐户中去!第一次要求的

8)66"666"以及第二次和第三次要求都要记录在股本帐户中!股本帐户要一直保留到收回全部所要求的货

币为止!

普 通 股 本

土地成本9要求 %个月内付清< (66"666
厂房成本9要求 %年内付清< )66"666
机器成本9要求 %=个月内付清< (66"666
流动资本9要求两年内付清< )6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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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发行股本按如下进行$
应立即支付货币的申请 !#%
应 !个月内付清的申请 !#
第一次要求&!’个月付清( )#
第二次要求&!*个月付清( ’#
第三次要求&’+个月付清( )#

!##%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0123456公司发行 !"###份 股 票,每 份 股 票 价 值 !美 元 的 优 先 股 股 息 率 为 /%"使 用 为

!#%"分配为 ’#%"第一次要求 +#%"第二次要求 )#%,收到申请股票 !"77#份"退回货币 7#股"实际利用

!"7##股,各相关会计分录综合如下$
/%优先股本

余额 8!"###

8!"###

申请与分配&9( 8)##
第一次要求&:( +##
第二次要求&;( )##

8!"###
余 额 8!"###

第一次要求

优先股本&;( 8+## 银行存款&<( 8+##

第二次要求

优先股本&;( 8)## 银行存款&=( 8)##

银行存款

申请与分配

申请货币&5( 8!77
分配货币&9( 8!7#
&!"###>’#%?超过申请货币 7#美元(
第一次要求&<( 8+##
第二次要求&=( 8)##

申请和分配退回

申请与分配

银行存款?退回申请&@(
优先股&9( 87

8)##
8)#7

银行存款&5( 8!77
银行存款&9( 8!7#

8)#7

二A股票的平价A溢价与折价发行

股票发行时"其价格有三种情况即股票的平价发行A溢价发行与折价发行,分述如下$
第一"平价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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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股票的平价发行!是指发行公司以与股票面值相同的价格发行股票"例如!以 #$美元价格发行面值

#$美元的股票即属平价发行"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例 ’()*+,-./01公司发行 2$$$股面值 #$美元的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 #$美元!则相关会计分

录如下%
银行存款

普通股申请人345 2$!$$$

普通股本

普通股申请人365 2$!$$$

普通股申请人

普通股本365 72$!$$$ 银行存款345 72$!$$$

事实上!也可以不设普通股申请人帐户!而直接借记银行存款帐户8贷记普通股本帐户"实际上!普通股

申请人不一定成为公司的股东%当某股票认购客户表示保证向公司提供发行股票的资金时!该客户即被称为

申请人9而只有当公司接受其申请时!该客户才从申请人地位改变为股东地位"在上述会计分录中!345表示

申请人所保证的资金贡献!而365则表示公司接受了这种资金贡献"
第二!溢价发行

所谓股票的溢价发行!是指发行公司以高于股票面值的价格发行股票"例如!以 #’美元价格发行面值

#$美元的股票即属溢价发行"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例 ’():+,-./01公司发行 2!$$$股面值 #$美元的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 #’美元!则相关会计分

录如下%
银行存款

余额 72!$$$
普通股申请人 7;$!$$$

普通股本

余额 7#$!$$$
普通股申请人345 72$!$$$

普通股申请人

普通股本345 72$!$$$
股本溢价365 7#$!$$$

7;$!$$$

银行存款 7;$!$$$

7;$!$$$

股本溢价

普通股申请人365 7#$!$$$

在上述会计分录中!必须注意的是%股本必须以其面值3又称原始价值5总额来表示的!而不是以发行的

价格总额来表示的!因而价值 #$!$$$美元的股票溢价必须贷记股本溢价帐户!而不能贷记普通股本帐户"
第三!折价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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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折价发行!是指发行公司以低于股票面值的价格发行股票"例如!以 #美元的价格发行面值为 $%美

元的股票即属折价发行"
请参见以下案例&
’案例 ()#%*+,-./0公司发行 1!%%%股面值为 $%美元的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 #美元"则相关会计

分录如下&
普通股申请人

普通股本 21%!%%%

21%!%%%

银行存款 23%!%%%
股票折扣 2$%!%%%

21%!%%%

股本折扣

普通股申请人 2$%!%%%

银行存款

余额 2$%!%%%
普通股申请人 23%!%%%

普通股本

余额 21%!%%%
普通股本 21%!%%%

如何理解股票的折价与溢价发行呢4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56公司与 76公司均于 $8#3年 $月 $日开始经营一个企业!发行了 1!%%%份单位价值为

$%美元的平价股票9不考虑股票发行费用:!其资产负债表分别列示如下&
56公司资产负债表 $8#3)$)$

普通股本 21%%%% 银行存款 21%%%%

76公司资产负债表 $8#3)$)$

普通股本 21%%%% 银行存款 21%%%%

五年后!即 $8##年 $(月 ;$日两个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均发生了一些变化"假设/公司需要 1%!%%%美元

资本!靠平价发行每股价值 $%美元的股票共计 1!%%%股来解决"如下表!其中9<:栏表示发行新股票前情况!
9=:栏则表示发行新股票后的情况"

56公司资产负债表9>: $8##)$();$)

9<: 9=: 9<: 9=:

普通股本 21%!%%% 2$%%!%%%
固定资产
流动资产 211!%%% 211!%%%

盈 亏 $%!%%% $%!%%% 银行存款 1!%%% 11!%%%

合 计 ?%!%%% $$%!%%% 合计 ?%!%%% $$%!%%%

发行新股票前后出现两种情况"在发行新股票前!有 1!%%%份总值为 ?%!%%%美元的股份资本9其中 $%!
%%%美元是五年间公司经营净收益所形成净资产:!这样!每一股票价值为 $(美元"发行新股票后!有 $%!%%%
份股份!其资产总值为 $$%!%%%美元9新增 1%!%%%美元:"这时每一份股票价值为 $$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原
来 的股东不愿意让他的股票下降 $美元9@$(A$$:的!而以每股价值为 $%美元购入的新股东!每一股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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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美元"变为 !!美元#要使这一过程对新老股东都平等"只有让原来股东每人购买与自己同等数量的股

票"而显然"这种可能性是虚弱的#那么"如何正确反映原有股东应得利息和在新入股人中分配资本呢$承上

例"设对老股东股票仍应为每股 !%美元"而新发行股票也应每股 !%美元"于是资产负债表如下&

’(公司资产负债表)*+ !,--.!%./!

)0+ )1+ )0+ )1+

普通股本

)原始价格+ 23"333 !33"33
固定和流

动资产 22"333 22"333

股本溢价 !3"333 银行存款 2"333 42"333

盈 亏 !3"333 !3"333

43"333 !%3"333 43"333 !%3"333

通过上表可见"在)0+栏资产总额为 43"333美元"则每一股票的价值为 !%美元)共2"333股+"而在)1+栏
资产总额为 !%3"333美元)共 !3"333股+"每股价值亦为 !%美元#

另一个 5(公司"经营状况不佳"事实上等于损失了货币"所发生的累计损失反映在经营盈亏帐的借方

)见下列资产负债表+#经过抵消后"在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为 63"333美元"原有 2"333股"每股价值为 -美

元#假设该公司再发行 2"333股"按前例"每一新发行价值为 !3美元的股票"则现在变为 -美元#各会计分录

如下表所显示&

5(公司资产负债表 !,--.!%./!.

普通股本 23"333 !33"333 固定与流动资产 /3"333 /3"333

银行存款 !3"333 23"333

股本折扣 !3"333

盈亏帐&

借方余额 !3"333 !3"333

23"333 !33"333 23"333 !33"333

三7股东违约的会计处理

有时候"认股人无力缴清其所认股款"例如 8先生认购普通股 !333股"每股9!"应 收 认 购 款9!"333"
他缴入股款9-33后其余在限期内违约不缴"公司决定依章将 8先生认购的股票"以9,23转给 :先生"这

一违约事件的处理费用为963#
一般说来"对于这种违约行为及其补偿在会计上有如下三种不同处理)这主要是各国不同法律规定+&
!.没收认股款#认股人违约前已缴的部分股款予以没收#于是须作以下分录&
)!+认购时

借&应收认股款;;普通股 9!"333
贷&已认普通股本 9!"333
)%+收到 8先生股款时

借&现金 9-33
贷&应收认股款;;普通股 9-33
)/+8先生违约没收其已交股款时

借&已认普通股本 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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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应收认股款""普通股 #$%%
超面值缴入普通股本""没收普通股认股权 #&%%

’()将 *先生认购的普通股转给 +先生时

借!现金 #,-%
超面值缴入普通股本""没收普通股认股权 #-%

贷!普通股本 #./%%%
’-)处理违约费用时

借!超面值缴入普通股本""没收普通股认购款 #(%
贷!现金 #(%
$0将处理认股违约事件后的余额/退还给认购人1这时有关会计分录如下!
’.)认股时

借!应收认股款""普通股 #./%%%
贷!已认普通股本 #./%%%
’$)收到 *先生的股款时

借!现金 #&%%
货!应收认股款""普通股 #&%%
’2)违约发生时

借!已认普通股本 #./%%%
贷!应收认股款""普通股 #$%%

应付认股违约人股款 #&%%
’()将违约股份转给 +先生时

借!现金 #,-%
应付认股违约人股款 #-%

贷!普通股本 #./%%%
’-)处理违约的费用

借!应付认股违约人股款 #(%
贷!现金 #(%
’3)将余款退还给 4先生时

借!应付认股违约人股款 #5.%
贷!现金 #5.%
20将认股人在违约前已缴股款/折合股票发给原认股人/则上述 .6$的’2)’()’-)’3)各笔会计分录被

以下形式的会计分录所代替!
借!已认普通股本 #./%%%
贷!应收认股款""普通股 #$%%
普通股本 #&%%
应当注意的是/当发生违约而已缴股款不足一股时/尾数若按规定予以没收/须贷记7超面值缴入普通股

本""没收普通股认股款8帐户9若按规定予以偿还/则贷记7现金8帐户1

四6股票与公司债的合并发行

发行股票有时采用一揽子出售方法/即或者将优先股票与普通股票合并发行/或者将股票与公司债券合

并发行1这时/可以将缴入股本和收到的债款/按公允合理的比例/分配为各种股本或负债1
.0各类证券均有公允市价时/依公允市价比例分配1
请参见下列案例1

:;< =财会管理卷=



!案 例 "#$"%面 值 为&’((的 普 通 股 "((份 与 面 值 为&)(的 优 先 股 "(份 一 并 发 行*共 收 到 股 本&""*
"((+

若发行时普通股市价为每股&’()*优先股市价为每股&),*则分配方法如下-
普通股市价."((/&’()0 &"’*(((
优先股市价."(/&),0 ’*($(

股本市价总额 &""*($(
实收股本总额 &""*"((
按市价分配的普通股股本-

"’*(((
""*($(/&""*"((1&"’*’’,

按市价分配的优先股股本-
’*($(
""*($(/&""*"((1&’*($2

各相关会计分录如下-
借-现金 &""*"((
贷-普通股本 &"(*(((

优先股本 ’*(((
超面值缴入普通股本 ’*’’,
超面值缴入优先股本 $2

"#在合并发行的证券中*若只有一种市价*则按市价先确定该种证券的记帐价值*从收入总额中扣除*
其余额为另一种证券的记帐价值+

承上例*假定发行时只有普通股票有市价*每股为&’()*其分配方法如下-
合并发行收入总额 &""*"((
普通股本按市价计算."((/&’()0 "’*(((
优先股本 &’*"((

会计分录如下-
借-现金 &""*"((
贷-普通股本 "(*(((

优先股本 ’*(((
超面值缴入普通股本 ’*(((
超面值缴入优先股本 ’*(((

3#合并发行的证券*如均无市价*则收入总额可按面值比例予以分配+
承上例*设两种股票均无市价*则可分配如下-

普通股应分配售价 "(*(((
"’*(((/&""*"(( &"’*’,3

优先股应分配售价 ’*(((
"’*(((/&""*"(( &’*()4

&""*"((
会计分录如下-
借-现金 &""*"((
贷-普通股本 &"(*(((

优先股本 ’*(((
超面值缴入普通股本 ’*’,3
超面值缴入优先股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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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认股权证!认购权证及购买权证

第一"认股权证

认股权证 对象 目的

#$认购权证 老普通股股东 公司要发行新股票"但又不愿把控 制 权

转让给新股东

%$购买权证

&#’优先股

&%’公司债

&#’优先股股东

&%’公司债投资人
它 是 给 优 先 股!公 司 债 投 资 人!购 买 普

通股的优待券"可增加优先股和公 司 债

的筹资引力

($认股选择权证 公司高级职员 凭 证 可 以 比 市 价 较 低 的 价 格 购 买 公 司

的股票"促使高级职员努力工作和 不 离

职

认购权证购买新股票时的分录

&折价发行’

&溢价发行’

)#*"***

+#*"***

,,, ,,

)%"*** +#%"***

)-"***
)%"***

,,,

留存收益现金普通股溢价普通股

注释.+溢价发行作为股东投资的资本增加/
)折价发行时作为公司支付利息"借记0留存收益1帐户/

第二"认购权证&2344567894:8;<7=’买新股票

它常常是一股一权证"若干权证可以认购一新股票并规定新股票的价格与购买期限/公司发行认购权证

时不作分录"只有股东用认购权证购买股票时才作分录&见上分录’/
第三"发行优先股的购买权证&>?@=A38678BCDE33EC7=’买普通股

这里的会计分录应遵循如下原则.
&#’如果发行优先股时"普通股的每股市价低于认购价"则发行优先股的分录与购买权证无关F
&%’如果发行优先股时"普通股的每股市价高于认购价"则发行优先股时的分录要包括购买权证F
&(’如果普通股市价持续下跌"以致没有利用购买权证购买普通股"则购买权证到期日"应冲销购买权证

的成本/
举一简例说明/
G案例 %$-(HIJ:DKL公司将面值M#**的优先股以M#*N价格发行 #"***股"同时给予认购无面值普

通股 #"***股"每股认购价M%N/相关会计分录如下.
&#’当认购价M%N"高于普通股市价M%O时"购买权证无成本/
借.现金 M#*N"***
贷.优先股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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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股溢价 !"###
$%&当 认 购 价’%!"低 于 普 通 股 市 价’%(时"其 差 额 乘 以 购 买 权 证"可 以 购 买 普 通 股 股 数 )"###股$)"

###*’%+’%"###&后的金额"作为购买权证的成本"从优先股溢价帐户中扣除,
借-现金 ’)#!"###
贷-优先股 ’)##"###

优先股溢价 ."###
未行使普通股购买权证 %"###

$.&以’%!认购价购买 )"###股每股市价’%(的无面值普通股时"要冲销/未行使普通股购买权证0帐

户中购买权证的成本,
借-现金 ’%!"###

未行使普通股购买权证 %"###
贷-普通股 ’%("###
$1&若普通股市价下跌到购买权证规定的认购价以下"以致购买权证过期作废"应冲销购买权证成本到

/缴纳资本22过期的购买权证0帐户的贷方"类似股本溢价性质,
借-未行使普通股购买权证 ’%"###
贷-缴纳资本22过期购买权证 ’%"###
第四"发行公司债购买权证购买普通股

3案例 %4516789: ;<公司出售’)##"###$)##股&=)#年期=>?利息的公司债"面值为’)"###"发行

价为’)"#%#,同时赠送购买权证 )##股"要购买普通股 )##股"以购买权证购买普通股的价格为’.%$面值

为’%!&"当时普通股的市价为’.("公司债的市价为’)"#)!"购买普通股权证的市价为’!,
公司债$)##*’)"#)!& ’)#)"!##
购买普通股权证$)##*’!& !##

合计 ’)#%"###$+)##*’)"#%#&
$)&发行公司债时"赠送的普通股购买权证"应根据购买权证的市价"从/应付公司债溢价0帐户的总额中

转入/未行使普通股购买权证0帐户的贷方"作为购买权证的成本,
借-现金 ’)#%"###
贷-应付公司债 ’)##"###

溢价 )"!##
未行使普通股购买权证 !##
$%&发行普通股时"应冲销购买权证的成本,
借-现金 ’."%##$+)##*’.%&
贷-普通股 %"!##

未行使普通股购买权证 ’!##
普通股溢价 )"%##

第二节 库藏股票

库藏股票是指发行后又回到公司"但尚未注销的本公司股票,故公司持有的其它公司的股票=本公司未

经发行的股票=虽经发行且已回到公司但尚未注销的股票"均不是库藏股票,
库藏股票虽然与未发行的股票一样"可以随时向市场抛售"以作为筹集资本的一种手段"但从其本质而

言"库藏股票是公司股东权益的减少"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不能把库藏股视作公司的资产,
由于库藏股的上述性质即库藏股不构成公司的资产=也不可能为公司创造收益或带来损失"其重大影响

仅在于股东权益的增加或减少"所以"在本章"我们仅提出库藏股票这一概念"而有关的详细介绍"则将在本

编第八章结合公司的增资与减资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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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股票转换

公司发行的某种股票!有时可以依照一定条件!转换为同一公司其他类型的股票"并且!公司债在一定条

件下也可以转换为同一公司的股票#在上述转换中!最常见的是公司债转换为公司普通股或公司优先股转换

为公司普通股#

一$公司债转换为普通股

在发行公司债券的信托合同中!有时规定债券持有人可依照特定价格把债券转换为公司普通股票#它有

规定的转换比率与转换价格#转换比率指每张公司债券可以转换为普通股的股数!转换价格则指债券面值除

以转换比率!转换比率与转换价格通常都是固定不变的#例如!信托合同规定!每张票面价值为%&!’’’的公

司 债 券!可 由 持 券 人 转 换 债 券 发 行 公 司 的 面 值 为%&’的 普 通 股 票 (’股!则 转 换 比 率 为 (’!转 换 价 格 为

%&)*+’,-%&!’’’.(’/#
可转换普通股票的公司债券!对债券发行公司与债券持有者双方均有利#在发行公司方面!它可以用较

低的利率筹措资本!因为可转换的债券!其利率一般比不可转换的债券为低#在投资人方面!既有固定的利息

收入!又享有股票市价超过转换价格时把债券换成股票的权利#
由于在实际工作中!在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时!很难同时确定同样债券不带转换权利的价格!所以在会

计业务中通常还是照一般债券的办法来登记它的折价与溢价#但是!在债权人行使转换权利!将公司债券转

换为普通股票时!应将长期负债的帐面价值资本化为股东权益!这就是!应计算在交换日止的债券溢价或折

价摊销!将公司债券的现值,即债券面值加未摊销溢价或减未摊销折价/按普通股面值转入0普通股本1帐户!
其差额则借记或贷记0超面值缴入股本1帐户#

请参见下列案例#
2案例 )*(+3456789公司发行 &’’张可转换公司债!规定可转换成 &’’’股面值 :’元的普通股股票#

该公司债是折价发行的!期满后公司债的帐面净值是 :+!’’’元,公司债发行面值是 +’!’’’元/#转换为普通

股时分录如下;
借;应付公司债券 +’!’’’
贷;公司债券折价 +!’’’

普通股股本 :’!’’’
股票溢价<<普通股本 +!’’’

二$公司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

有时候!公司为了吸引投资!在发行优先股的信托合同中规定!在一定条件下!股东可将优先股转换为普

通股#这样就能够让暂时持观望态度的投资人!得以在他们认为有利的时机!将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从而取

得表决权以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凡经营成绩良好$普通股股息优厚的公司!发行这种可转换优先股票!可以

很容易地筹集所需的资本#
对优先股交换为普通股!会计处理上要奉行两条原则;第一!这种股票的转换只能减少留存收益!而不能

增加#因为留存收益只能由经营盈利形成!不可能因为股东权益种类的改变而有所增加#这部分可供分派股

息之用的留存收益!转作额定股本则完全是合理的"第二!要把收回优先股的全 部 股 本!如 数 转 为 普 通 股 股

本#
现举 456789公司简例来说明!其股东权益构成如下;
优先股本,面值%+’!共 &!’’’股/ %+’!’’’
超面值缴入优先股本 &!+’’
普通股本,面值%&’!共 &’!’’’股/ &’’!’’’
超面值缴入普通股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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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存收益 !"#$###
据上述资料推算$%&’()*公司优先股发行的价格为+,!-,#.股/再假定每股优先股可转换普通股 ,

股$有 0,1的优先股东转换了普通股$则转换时分录如下2
借2优先股本3+,#$###40,15 +!0$,##

超面值缴入优先股本3+!$,##40,15 67,
贷2普通股本3+0,#4,4!#5 +!0$,##

超面值缴入普通股 67,
必须注意的是$当转换的两种股票总面值不相等时$必须在8优先股本9与8普通股本9两个帐户中记清换

入的普通股和换入的优先股的面值/承上例$如每股优先股只可转换 :股普通股时则相应分录为2
借2优先股本 3+,#$###40,15 +!0$,##

超面值缴入优先股本3+!$,##40,15 67,
贷2普通股本 3+0,#4:4!#5 +!#$###

超面值缴入普通股本 0$"7,
再如每股优先股可转换 ;股普通股时$相应分录为2
借2优先股本3+,#$###40,15 +!0$,##

超面值缴入优先股本3+!$,##40,15 67,
留存收益 0$!0,

贷2普通股本3+0,#4;4!#5 +!,$###

第四节 独资或合伙企业改组
为公司的会计处理

由于规模的扩大和业务的增长$或者由于其它原因$一些独资或合伙企业将改组为公司$这样新设立的

公司就要发行新股/
改组时$一般须根据原投资人的协议$调整原企业的某些资产帐面价值$并将调整的结果转入原独资企

业或合伙企业的资本帐户/改组后的公司既可继续沿用原企业帐册$也可以结束旧帐册$另立新帐册/
使用不同的帐册$有不同的会计处理/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0-";=约翰与亨利合伙经营一商行$现在因为扩展业务的需要$决定改组为约亨公司$对外发行股

票/约翰与亨利两人在合秋企业中投资不同$但损益平均分配/在改组为公司以前$其结帐后试算表如下/又

假定新公司核定股本+!,#$###$分为普通股份 !,##股$每股面值+!##$合伙企业原有资产与负债全部转归

新公司所有$换取股票 :"#股$并协议如下2备抵坏帐增加+6##$土地增殖+!$0##$房屋增值+!$,##/另外$
对外发行股票 6##股$每股实收股金+!!#/

约翰与亨利商店结帐后试算表 !>""-!0-6!
现 金 +;##
应收帐款 ;$6##
备抵坏帐 ;##
存 货 !7$7##
土 地 ;$###
房 屋 00$,##
累计折旧?房屋 :$,##
应付帐款 6$###
应付票据 !$"##
资本?约翰 0,$0##
资本?亨利 !"$###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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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组公司之前!应先调整资产负债的帐面价值"现按前述两种不同帐册处理分述如下#
第一!继续使用原合伙企业的旧帐册

相关分录如下#
$%调整各项资产

借#土地 &$!’((
房屋 &$!)((

贷#备抵坏帐 &*((
资本调整 &’!+((

’%将发给原合伙人股票的价值!减合伙人权益的差额!列作商誉

借#商誉,-.+/(0&$$(12.$/!(((3’)!’((3’!+((14 5!’((
贷#资本66 约翰 &*!7((

资本66亨利 *!7((
*%换发新股票给合伙人#
借#资本66 约翰 &*(!(((

资本66亨利 ’’!/((
贷#普通股本 .+/(0&$((1 &+/!(((

超面值缴入普通股本 +!/((
+%向外界发行新公司股票

借#现金 &**!(((
贷#普通股本 .*((0&$((1 &*(!(((

超面值缴入普通股本 *!(((
第二!结束旧帐册!另立新帐册

采用这种调整方法!除照编上述 $8’分录外!还应以下述分录取代 *8+分录"
*%结束旧帐项

借#备抵坏帐 &9((
累计折旧6房屋 &+!)((
应付帐款 *!(((
应付票据 $!/((
应收约亨公司款 )’!/((

贷#现金 &7((
应收帐款 &7!*((
存货 &$5!5((
土地 5!’((
房屋 ’+!(((
商誉 5!’((

+%收到新公司股票

借#约亨公司股票 &)’!/((
贷#应收约亨公司款 )’!/((
)%将股票分给合伙人

借#资本66约翰 &*(!(((
资本66亨利 ’’!/((

贷#约亨公司股票 &)’!/((
用上述两种方法作了会计调整以后!据上述资料及其相应会计分录!在新公司帐上编制以下分录#
$%转来资产负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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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现金 "#$$
应收帐款 #%&$$
存货 ’(%($$
土地 (%)$$
房屋 )*%$$$
商誉 (%)$$

贷!备抵坏帐 "+$$
累计折旧,房屋 *%-$$
应付帐款 &%$$$
应付票据 ’%.$$
应付约翰与亨利商店款 )%.$$
店款 -)%.$$

)/发给原合伙人股票!
借!应付约翰与亨利商店款 "-)%.$$
贷!普通股本 "*.%$$$

超面值缴放普通股本 *%.$$
&/向外界发行股票!
借!现金 "&&%$$$
贷!普通股本 "&$%$$$

超面值缴入普通股本 &%$$$
在一般情况下%尤其是独资企业改为公司时%上述两种差别不大%所以在简单的会计处理中%可以综合成

一种公认的会计记录0下面我们亦以一实例来介绍!
1案例 )/.(2独资企业刘氏杂货店将改组为刘氏杂货股份有限公司%在改组之日%相关资产负债表如下0

又假设股本总额 ’-$%$$$美元分成 ’-$股%每股"’%$$$%原杂货店主刘氏以其资本"+$%$$$投资于新公司%
其 余作份由罗氏等六人认足%股款如数入帐%其会计处理分成两部分3这一点与我们上述一样4!一为结束记

录即先将资产预以估价%将调整资产帐面价值所发生的损益%转入资本帐户5二为公司新设立之记录%即将改

正后之资产与负债全部转予新公司0现说明如下!
刘氏杂货店资产负债表3改组之时4

现 金 ’$%$$$
应收帐款 ’*%$$$
存 货 )+%$$$
房 屋 -$%$$$

’$&%$$$

应付票据 ’&%$$$

资 本 +$%$$$

’$&%$$$

’/刘氏杂货店结束相关 会 计 分 录!刘 氏 杂 货 店 原 有 资 产 与 负 债 重 新 估 计 后 认 为 上 述 帐 面 价 值 全 部 正

确%并经罗氏等六位其他股东同意%依帐面价值转移到新公司0相关会计分录如下!
3’4借!刘氏杂货股份有限公司 "’$&%$$$
贷!现金 "’$%$$$

应收帐款 ’*%$$$
存货 )+%$$$
房屋 -$%$$$

3)4借!应付票据 "’&%$$$
贷!刘氏杂货股份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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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资本 %&’(’’’
贷$刘氏杂货股份有限公司 %&’(’’’
)*新公司设立相关新分录$
!+#股份认定时$
借$应收股款 %+,’(’’’
贷$已认股本 %+,’(’’’
!)#刘氏杂货店以原资产净额抵充股款$
借$现金 %+’(’’’

应收帐款 +-(’’’
存货 )&(’’’
房屋 ,’(’’’

贷$应付票据 %+"(’’’
应收股款 &’(’’’

!"#罗氏等六人缴纳现金%.’(’’’充作股款时$
借$现金 %.’(’’’
贷$应收股款 %.’(’’’
!-#缴清股款发行股票$
借$已认股本 %+,’(’’’
贷$股本 %+,’(’’’
一般说来(各国对独资和合伙企业改组为公司是持鼓励态度的(这主要表现在税收等诸方面/独资和合

伙企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能够有效地扩大企业规模(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从而提高了整个经济系统

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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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公司债的会计处理

公司的发展!尤其是在成长阶段"往往需要新筹集长期资金#由股东进行再投资或直接向银行借贷等当

然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方式之一#但公司往往采用其他的方式如长期借债#特别是对于公司来说$发行长期债

券是非常有利的#因为长期债券的利息支出是按固定的利息率来进行的!即无论公司经营好坏与否$公司将

先前已约定好的固定利息偿还债券持有者$但持有公司债券的人却不象持有股票的股东那样拥有对公司业

务的决定权#这样$如果公司用发行债券的方式来筹措资金用于投资收益率高的项目$则对于新增的利润$原
有的股东完全可能分到多得多的股息!这就是所谓杠杆利益"#同时$各国税法和公司法一般都规定$对于公

司债务上的利息支出$在课征所得税时是可以扣减的$它属于正常经费的费用$而股东所分派得到的股息$则
不能扣减#

当然$发行公司债亦有一定的风险#因为公司债许诺在将来的某一特定日期!即还本期"偿还债券的本金

!即面值"%并按照约定的时期!即付息期"和规定的利率!即利息率"支付债券利息!这就是所谓财务风险"#
在上一章里$我们介绍了股票发行的会计处理$在本章$我们将介绍公司债券的会计处理#

第一节 公司债发行的会计处理

公司债实质上是一种长期的应付票据$它可以在证券市场上自由转让#当公司需要长期资金时$可由董

事会决定筹资方式$并将筹资原因等有关事项报告股东会#在股东会决定发行公司债后$应经政府核准$方可

印制和发行公司债#公司债券上应印制如下条项&债券面值%债券利率%付息日与到期日#

一%公司债的特征

公司债券可按发行方式%有无保证和偿还方式等标准区分为多种特征#例如按发行方式有记名公司债

!公司应保持债券持有者名册%债券持有者凭债券与自己的印鉴领取债券的本息"%无记名公司债!仅在公司

债券上附有息票$持票人只凭息票领取债券利息%凭到期债券取回本金$所以又称息票债券"’按有无保证区

分为有保证公司债!即以被抵押的特定财产作为执行债券协议的保证"和信用公司债!即发行全凭公司信用$
所以又称无保证公司债"%按偿还方式还可分为定期偿还公司债与分期偿还公司债等#还有$公司还可发行一

种可以在到期日以前收回的债券即可收兑债券$这种情况发生于公司预期在将来可以按远低于原发行债券

的利率筹得资金时#另外$一般公司债都可能具有可更换的特征即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按规定将公司债

券更换为公司普通股或优先股!这一点我们已在上一章后半部作了详细介绍$请读者参阅"#

二%公司债的估价

我们知道$由于公司债的上述特征即发行日与付息日%到期日的分离$在公司债发行的会计处理中$很重

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对公司债真实价值的估计$这里就涉及到(货币的时间价值)问题#
一 般来说$各公司对公司债估价%使之列示在公司资产负债表上是以现值法估价的#而(现值!*+,-,./

0123,")这一概念是建立在上述(货币的时间价值)这一概念的基础上的$它的前提是今天的一元比将来收到

的一元更值钱$或者说投资者把今天的货币通过投资或存入银行$在将来会收到更多的钱即除了本金之外还

可以获得利息#
4案例 56778以9:$;;;存入银行$年息按年利率 <=来计算$则一年后所收到的本利和共为9:$;<;#那

么一年后9:$;<;为现在的9:$;;;按年息率为 <=计算的现值#现值与终值仍赖利率为媒介因此而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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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值与现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终值"现值#$%&年利率#时期’ $公式 ()*+’
则,%-.-",%---#$%&./#%’

现值"
终值

$%&年利率#时期’ $公式 ()*.’

例!,%0---" ,%0-.-
$%&./#%’

从上述论述中可知0从表面上来看$或曰从绝对值上来看’0现值的金额要小于终值的金额0但实际上0它
们的价值是相当的1现值的金额决定于!$%’终值金额2$(’将来日期的时间长短2$3’投资者需要的回收率$利
息率’1

现值与终值的概念之所以重要0是由于债券有漫长的偿还期0这样0它的现值与终值势必相差甚多1而

且0公司债务规定支付利息的4名义利率5又不可能与公司债发行当时的4实际市场利率5完全一致1由于公司

债发行时收到的现金$现值’以当时市场的实际利率为准0而支付利息对各种货币关系又可能发生大的变化0
这样0公司就很有认真计算与估量现值与终值的必要了1

必须提出的是0上述终值与现值的计算实质上是一种单利计算即所括的时期只有一期1如果期数在两期

以上0利息的计算就要采用复利法1在复利法计算时0不仅要计算本金的利息0而且要计算利息的利息1公式

如下!
复利终值"现值#$%&年利率’偿还本金与利率和的时期 $公式 ()*6’
7案例 ()89:存款现值为,%---;利率 8/0每年计息一交03年后的复利终值为!,%0---#$%&-)-8’3"

,%0(+9)6即,%0---的现值在年率为 8/条件下与 3年后的,%0(+9)6有相同价值1倘若用单利计算则终

值仅为,%0(*-1
对于公司债来说0其本金与利息的计算均应采用复利法1由于每年每期支付的公司债利息金额是相等

的0这种在一定期间内$如 +年’每间隔相等期间$如半年’支付一定数量的款项0称为年金1

三;公司债的发行

现值永远小于终值$面值与利息的总和’0故公司债发行的现值会出现三种新情况之一!
$%’按面值发行!
$(’按折价发行2
$3’按溢价发行1如下表!

当 则 发行时的现值

名义利率"实际利率

名义利率<实际利率

名义利率=实际利率

现值$帐面价值’"面值

现值$帐面价值’<面值

现值$帐面价值’=面值

按面值

按折价$面值>折价’
按溢价$面值&溢价’

上表初步描绘了公司债券发行时的现值的影响因素1我们可以用下一算表更深刻地说明上述各种因素

之间的联系!在这一算表中0我们先假设公司发行公司债共,%--0---;年率为 ./;*年期偿还0每半年发息

一次1各数据间的关系的确验证了上述关系表1$见表 ()%’
必须注意的是0本表中的现值即是债券出售时的价格总额0现值与面值的差额就引出了公司债的溢价与

折价问题$这一点与股票发行时类似’1
公司债折价或溢价在资产负债表上的列式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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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名义利率 $%&实际利率 $% 名义利率 $%’实际利率 (% 名义利率 $%)实际利率 *%

+#,,-,,,./#0,",1234

&+(4-56,

+1-,,,.(",#47/#0,",124

&+!#-,$,

+#,,-,,,.,"(*567/#0,",1*234

&+(*-56,

+1-,,,.$"4(6,7/#0,",1*24

&+!,-$!,

+#,,-,,,.,"4!,(*7/#0,",!*234

&+4!",(*

+1-,,,.("#(,7/#0,",!*24

&!#-*#,

现值 +#,,-,,,

&+(4"56,0+!#",$,

/下同2

现值0折价

+5$"*$101-6(1
现值3溢价

+#,1-*4*31-*4*

面值 +#,,-,,, 面值 +#,,-,,, 面值 +#,,-,,,

表 !"!

长 期 负 债

折 价 发 行 溢 价 发 行

应付公司债/面值2 +#,,-,,, 应付公司债/面值2 +#,,-,,,
减8公司债折价 1-61( 加8公司债溢价 1-*4*
净值/帐面价值2 +5$-*$1 净值/帐面价值2 +#,1-*4*

必须指出的是-在公司实务中-按面值出售债券是比较罕见的事情-常常见到的是公司债的溢价与折价

发行9对于发行公司债券的公司来说-:折价;是一个借方科目-公司的少收人相当于给投资人的预付利息-以
后要分摊到各期利息费用中去9相反-:溢价;是一个贷方科目-公司的多收入相当于从投资人收到的预收利

息-以后要从各期利息费用中扣除9这样-在会计实务中-折价与溢价的摊销要花费相当时间与精力9有鉴于

此-我们单独辟一节予以介绍9待介绍完后-我们再回头补充关于发行债券的会计处理知识9

第二节 公司债折价与溢价的摊销

公司债折价与溢价的摊销对债券现值与利息收支均有一定的影响/如下表28

债 券 现 值 利 息 收 支

折

价

:应 付 公 司 债;现 值-随 到 期 日 益 近

:债券折价;减少而逐渐等于面值

利息费用&实付利息0折价

摊销/
借8利息费用
贷8债券折价2

溢

价

:应付公司债;的现值-随到期 日 益 近

:债券溢价;减少而逐渐等于面值

利息费用&实付利息3溢价

摊销/
借8债券溢价
贷8利息费用2

公 司债的折价与溢价的摊销方法有直线法和实利法两种9公司债发行后-应立即编制:债券折价/或溢

价2摊销表;-据以每期摊销折价与溢价9

一<公司债折溢价摊销方法/#28直线法

直线法是将公司债的折价或溢价平均分摊于各期的一种摊销方法9公司债的各付息期-以相等的金额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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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折价转作利息费用或以相等的金额用债券的溢价冲减利息费用!直线法计算简单且每期利息费用均相

等!但公司债的利息费用不是根据公司债的每期现值计算出来的!因而不太精确"
下面给出直线法计算的公式表#

直 线 法

折 价 摊 销 溢 价 摊 销

每期利息费用

$名义利息%
折 价
摊销期

&’!(’)$&’!)))%’!(’*+

每期利息费用

$名义利息,
溢 价
摊销期

&-!..-$&’!))),’!.+.+

如果公司债是分批还本!则可按每期还本公司债在公司债总额中的比例来分摊折价或溢价"
本期分摊额$折价/或溢价01
本期公司债还本金额

公司债总金额 /公式 -2(+0

下面我们分别列出分批与不分批还本情况下的摊销表"其中不分批还本沿用上例!分批还本则采用下

例#
3案例 -24)56789:;公司在 <4**年 <月 <日发行公司债总金额为&<.!)))!售价&<=!.))"自 <4**

年 <-月 ’<日起每年年底赎回部分公司债!两种摊销表分别列示如下#
直线法公司债折价摊销表

半年期
借#利息费用

贷#现金

借#利息费用

贷#公司债折价
利息费用

公司债折价

借 方 余 额

应付公司债贷方

余额/帐面价值0

>$&<))!)))1’? @$&’!(’*1 <
+ A$>%@ B$上期B,@ C$&<))!))),B

<D<

<4+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4=!44’

4*!(-’

4*!+.’

4+!-+’

4+!*<’

44!<(’

4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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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赎回额 比 例 每年公司债溢价摊销额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公司债折溢价摊销方法-+.0实利法

实利法的折价或溢价摊销是根据应付公司债的现值乘上实际利率算出的利息与名义利息的差异求得1
从理论上说它比直线法精确得多(但其算法比较麻烦1

三/公司债发行与付息的会计分录

在本章第一节(我们曾介绍过公司债发行的部分会计处理内容(但没有详细涉及公司债折价与溢价发行

的摊销问题1在本节(当我们掌握了公司折溢发行的摊销方法后(就可以补充完上节所缺内容1
必须注意的是(公司债发行和付息的会计处理(因债券发行的不同方法而不同(故应分述1同时(在实际

业务中(应按每次发行的不同种类债券名称单独开设帐户来记载公司债的发行及清偿情况(而不应统称2应
付公司债31

让我们以一简例来说明债券发行的会计处理1
4案例 +5"!6789:;<公司在 !"$!年 !月 !日以不动产作为抵押(发行 $=的抵押公债&+%%(%%%(在

签订契约时先发行&!%%(%%%(其余将在以后陆续发行1已发行公司债将于 !"$)年 !+月 *!日到期(债券在

到期前每隔半年于 #月 !日和次年 !月 !日各支付利息一次1这样(相关会计分录如下0
实利法债券折价摊销表

假设条件0面值总额&!%%(%%%(名义利率为 >=(实际利率为 #=

半年期 利息费用
借0利息费用

贷0现金

借0利息费

贷0公司债折价

公 司 债 折 价 借 方 余

额

应付公司债贷方余额

-帐面价值.

?@上期AB*5’= C@&!%%(%%%B*= D@?EC F@上期FED A@&!%%(%%%E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G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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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利法债券溢价摊销表

假设条件!面值"#$$%$$$%名义利率为 &’%实际利率 (’

半年期
借!利息费用

贷!现 金
利息费用

借!公司债溢价

贷!利息费用

公司债溢价

贷方余额

应 付 公 司 债 贷 方 余

额

)*"#$$%$$$+,’ -*上期.+/0(’ 1*)2- 3*上期321 .*"#$$%$$$43

#5#

#676

#

/

,

8

(

&

9

7

",%$$$

,%$$$

,%$$$

,%$$$

,%$$$

,%$$$

,%$$$

,%$$$

"/%(6$

/%(96

/%(&6

/%((7

/%(89

/%(,&

/%(8/

/%(#/

"8#$

8/#

8,#

88/

8(,

8&8

89&

877

",%(7(

,%#9(

/%9(8

/%,/,

#%77#

#%8/7

6&8

877

:$:

"#$,%(7(

#$,%#9(

#$/%9(8

#$/%,/,

#$#%77#

#$#%8/7

#$$%6&8

#$$%877

#$$%$$$

"/8%$$$ "/$%#(8 ",%(7(

#0按面值发行

当首次发售"#$$%$$$公司债时!
借!现金 "#$$%$$$
贷!应付 #67#年 7’不动产抵押公司债 "#$$%$$$
支付第一次债券利息时!
借!公司债利息费用 "8%$$$
贷!现金 "8%$$$
/0按折价发行

设 #67#0#0#0;<=>?@公司发行上述公司债时市场利率为 #$’%则按上一节方法计算%该公司债售价

为"6,%(,9A利率 (’%期数 7期B"#的复利现值系数与年金现值系数分别为 $0&9&78和 &08&,/#%所以%债

券售价C*"#$$%$$$+$0&9&784"8%$$$+&08&,/#*D"6,%(,9E
当首次发售时!
借!现金 "6,%(,9

公司债折价 &%8&,
贷!应付 #67#年 7’不动产抵押公司债 "#$$$$$
支付第一次利息时C应同时记录折价摊销%这里采用直线法%依据本节前部所述方法计算%每半年摊销额

为"&%8&,F7*"7$7D
借!公司债利息费用 "8%$$$
贷!现金 "8%$$$
借!公司债利息费用 "7$7
贷!公司债折价 "7$7
,0按溢价发行

设 发 行 债 券 时 市 场 实 际 利 率 为 &’%据 本 章 第 一 节 所 述 计 算 方 法 可 知%债 券 售 价 为"#$9%$/$C利 率

&
/’%

期数 7期%"#的复利与年金现值系数分别为 $097&8#和 90$#6&6%则债券售价为"#$$%$$$+$09768#

4"8%$$$+90$#6&6*"#$9%$/$D
首次售发债券时!
借!现金 "#$9%$/$
贷!应付 #67#年 7’不动产抵押公司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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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溢价 !"#$%$
支付第一期利息时&
借&公司债利息费用 !’#$$$
贷&现金 !’#$$$
借&公司债溢价 !"()
贷&公司债利息费用 !"()
必须注意的是#在上述实例中#公司债是在开始计息的日期发行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债券都刚好在开始

计息的日期发行*例如#有时为了期待更有利的市场情况而推迟发行*当实际发行日期处在两个付息日之间

时#公司债券的购买者就必须在购买时除支付债券的售价外另外加上从首次计息日到发行日为止的应计利

息*
+案例 %,)%-./0123公司在 4)($年 "月 4日发售从 4)($,’,4开始的 五 年 计 息 期 4$5的 抵 押 公 司

债#面值!6$#$$$#售价为!6%#6%%#购买者加付了三个月的应付利息共!4#7$$#那么相关会计分录须作调

整&
发售时&
借&现金 !6’#4%%
贷&应付公司债利息 !4#7$$

应付 4)($年 4$5抵押公司债 6$#$$$
公司债溢价 %#6%%

半年后首次付息时&
借&应付公司债利息 !4#7$$

公司债利息费用 4#7$$
贷&现金 !8#$$$
借&公司债溢价 !48(
贷&公司债利息费用 !48(
另外#公司债的付息日很少与结帐日一致*因此#在结帐前也要通过调整分录#计提从上次付息日至结帐

日的应付利息以及由于公司债折价或溢价摊销所增加或抵销的利息费用*承上例#在 4)($,4%,84,作调整分

录如下&
借&公司债利息费用 !4#86%

公司债溢价 48(
贷&应计公司债利息 !4#7$$

第三节 公司债付息与偿还的会计处理

一9公司债的付息

在第二节我们实质上已介绍了公司债付息的会计处理#即在每一个简例的后半部*我们这样安排结构是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掌握不同发行方式的特点#同时更好地理解折溢价方式下的摊销#并且#这样也符合实际

会计处理中的程序*在上一节#我们还在最后谈到了付息的会计处理中的两种特别情况即在两个付息期间发

行债券的利息处理和结帐日的应计债券利息的处理*所以#上述内容我们均略去不复言#仅向读者介绍公司

债利息存款专户*
公司债券通常是每半年支付债息一次*因为债券持有人为数众多#不宜逐一付息登帐*因此#在发行记名

公司债券时#债券发行公司往往在银行开立专户#将本期应付利息存入专户#由银行根据债券户名#凭签名核

实验付*在将专款存入银行时#应借记:;;银行<<公司债券利息专户=帐户*在收到银行付息清单时#再借

记:公司债利息费用=9贷记:;;银行<<公司债券利息专户=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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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公司 -$.$#-#-#将/012111作为债息存入 3))银行2由银行验付2则相关分录

为4
银行收到款时4
借43))银行55公司债利息专户 /012111
贷4现金 /012111
银行验付时4
借4公司债利息费用 /012111
贷43))银行55公司债券利息专户 /012111
如果发行的是不记名债券2则债券持有人可凭剪下的到期息票领息6公司若将专款存入银行委托代付2

应借记788银行55公司债利息专户92贷记7现金9帐户2同时借记7公司债利息费用92贷记7应付公司债券

利息96发行债券公司则应据银行代付的债息清单2汇总编制借记7应付公司债券利息9:贷记788银行55
公司债券利息专户9帐户分录6承上例2相关分录为4

银行收到债息存款时4
借43))银行55公司债利息专户 /012111
贷4现金 /012111
借4公司债利息费用 /012111
贷4应付公司债券利息 /012111
银行代公司验付汇总后4
借4应付公司债券利息 /012111
贷43))银行55公司债利息专户 /012111
并 且2在编制资产负债表时2资产负债表中的7现金9项目应该包括公司债券利息存款专户的余额2同时

将7应付公司债券利息9的贷方余额列作负债6

二:公司债的偿付

公司债券根据发行债券时订立的合同条款偿还本金2有的一次偿还2有的分期偿还2有的提前偿还2有的

则以发行新的公司债券来赎回旧的公司债券6
第一2到期偿还

公司债到期偿还的帐务处理是相当简单的6无论是按面值:折价或溢价发行的债券2最终都将按面值偿

付6基本的会计分录如下4
借4应付 -$88年88;<利率=<无=抵押公司债/88888<按债券面值=
贷4现金 /88888
但是2在到期偿还情况下2还有两种情况4一种是于到期日一次偿还<其会计分录如上=2另一种则是债券

本 金分期偿还<这里会计处理较复杂2尤其是涉及到折价与溢价的摊销时=6所以2在下面2我们用一简例说

明6
!案例 "#$>&’()*+,公司 -$.>年年初发行/-112111公司债券2发行时规定本金从第七年末起至第

十年末止分四次平均偿还6那末除了在偿还年度须作借记7应付公司债券92贷记7现金9/"02111的分录外2
还须在编制债券溢价或折价摊销表时2计算各年还本后应摊销的溢价或折价2才予摊销入帐6至于摊销的算

法和算表2我们在第二节作过介绍2在此不表6
第二2提前偿还

提前偿还有两种情况4一种是在发行公司债券时就规定2举债公司有提前偿还权2可以通知债权人提前

偿还?另一种情况是2公司债券是上市交易的证券2而公司又拥有足够的资金可供调度2于是它们可以在债券

到期日前选择适当的有利时机2在证券市场上陆续购回发行在外的公司债券6例如2在市场利率下降时2提前

偿还旧债券2另外发行利率较低的公司债券2可以减轻利息负担6
提前偿还公司债券时2必须注意4

@AB C财会管理卷C



!"如债券提前偿还日不是债券规定的付息日#需将上次付息日至提前日止的利息一并支付$
%"提前偿还部分的公司债券债务与相应的未摊销溢价或折价应予以销记$
&"赎回公司债券所付出的价款与公司债券帐面价值的差额#可用’赎回公司债券损益(帐户来反映)
为了便于计算应付利息和应摊销的溢价或折价#提前偿还公司债券时#在实际商务中#一般都选择付息

日为提前偿还日)
下面用一简例予以说明相关的损益计算与会计分录编制)
*案例 %"+,-./0123公司以折价发行的债券#于 !+45年 &月 !日以 !6%7意即 !6%89赎回了面值共

:!6#666的债券#赎回价款中已包括上次付息日7!+45年 !月 !日9至债券赎回日7!+45年 &月 !日的两个

月 应付利息共计:4&7;:!6#666<6"6,< %!%9#
又根据有关资料计算每月应摊销债券折价为:=#则两个月

共应摊销债券折价:!5)因此#提前偿还:!6#666债券#赎回损益可计算如下>
提前偿还公司债共付现金7!6%89 :!6#%66
减>应计两个月利息 4&
提前偿还债券实付价款 :!6#!!=
应付公司债面值 :!6#666
未摊销折价7:=<&59 %&4
赎回公司债帐面价值 +#=?%
赎回公司债券损失 :&,,
根据上述算表#相关分录如下>
7!9借>公司债利息费用 :!5

贷>公司债券折价 :!5
7%9借>应付公司债券 :!6#666

公司债利息费用 4&
赎回公司债券损失 &,,

贷>公司债券折价 :%&4
现金 !6#%66

第三#公司债转换为股票

相关的会计处理知识我们已在上文中作过详细介绍#在此不表#请读者自行参阅)
应该指出的是#可转换公司债券对债券发行公司和投资人都是有利可图的)债券持有人既可以在公司净

收益不多@股息有限的时候#稳拿公司债券的利息#又可以在公司净收益有较大 幅 度 增 长 时#将 债 券 换 成 股

票#以分享较多的股息)而举债公司则因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利率#比一般公司债券为低#在发行时#可以用较

低廉的代价#获得长期资本)
第四#偿债基金

为了加强债券发行公司的信誉@确保举债公司能按时足量地予以偿还#某些公司债券信托合同中有专门

的条款#规定债券发行公司须在债券到期之前#即在公司债券存续期间#按期提存一定数额的款项#交由银行

或信托公司等公司债券的信托人保管和运用)按期提存的数目#可以固定#也可以变动#视公司债券信托合同

的条款而定)这项为公司债券的偿还而提存设置的条款#一般称为’偿债基金()而公司债券的信托人可以将

这笔专款投资于能产生收益且安全性很好的证券上#在债券到期日之前伺机出售#连同证券投资的收益作债

券到期时偿还债款之用)并且#公司债券的信托人也可根据公司债券信托合同规定#逐期用这笔专款偿还一

部分债款)信托人可按规定的价格回收一定比例的债券#也可以在公开市场上买回债券)
用一简例说明上述全过程的会计处理)
*案例 %"+?-./0123公司#在 !+44年 !%月 &!日如期偿还它所发行的全部公司债券:,6#666)./0A

123公司据信托合同在债券发行在外期间#每年拨现金:4#666交给信托人#备作偿债之用)则在提存专款

时#应作如下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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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偿债基金现金 %&’(((
贷$现金 %&’(((

当信托人以此专款进行投资时’债券发行公司相关分录为$
!)#借$偿债基金投资 %*)’(((

贷$偿债基金现金 %*)’(((
假设信托人在投资上获得%+’+((’则债券发行公司应编相关分录如下$
!*#借$偿债基金现金 %*,’+((

贷$偿债基金投资 %*)’(((
出售偿债基金投资收益 +’+((

若专款投资的证券有股息收入’例如收到投资股息%*((’则相关分录$
!-#借$偿债基金现金 %*((

贷$偿债基金收入 %*((
信托人因经营偿债基金而支付的费用’可由举债公司直接以现金支付’从偿债基金专户中扣减.
例如’假设发生经营偿债基金的费用%"((’可编分录如下$
!+#借$偿债基金费用 %"((

贷$偿债基金现金 %"((
又 假定在偿还公司债券之前’/偿债基金现金0帐户有借方余额%+(’,((.信托人用这笔专款偿还全部

%+(’(((公司债券’并将余额交回举债公司’结清/偿债基金帐户0.此时’举债公司应编如下分录$
!1#借$应付公司债券 %+(’(((

贷$偿债基金现金 %+(’(((
!,#借$现金 %,((

贷$偿债基金现金 %,((
当 然’在债券到期时’相反的情况也会出现’即/偿债基金现金0帐户 的 余 额 不 足 以 偿 还 全 部 公 司 债’这

时’债券发行公司就应及时补足金额.
另 外’/偿债基金现金0在资产负债表上应列为/其它资产项0’/偿债基金投资0可单独列为长期投资’亦

可与偿债金合并’列为其它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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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投资的会计处理

第一节 公司投资概述

在实际商务中!公司往往于其本身经营的主要业务之外!以其资金投入于证券或其它财产!构成称为投

资的资产"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介绍公司购买其它公司所发行的股票与债券时的相关会计处理"我们将会在这一章

接触到一个完全崭新的公司形象即公司不是作为举债人或债务人#这种公司又称$发行公司%&而是作为债权

人#这种公司又称$投资公司%&出现在会计处理中!我们会知道!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公司都同时兼有这两种

形象!即一方面是其他公司或个人’组织的债权人!另一方面!又向其它公司’个人或组织负债"
公司投资的实现一般是通过证券来进行的#直接意义上的投资即公司直接用现金购买固定资产等!其会

计处理相当简单!一般借记$固定资产%或$流动资产%项!贷记$现金%或$银行存款%即可!所以!不在本书本章

论述与介绍的范围之类&"证券是在证券交易所中可以自由买卖’随时购入或转让股权或债权之凭证的统称"
公司的投资有短期目的与长期目的之分!而短期与长期投资的对象!除政府公债外!主要是企业发行的股票

与 公司债券"由企业发行并在市场上公开买卖的股票和公司债券种类不一!大致可分成三类(#)&债权性证

券"它表明投资人对发行证券的公司拥有债权!如公司债*#+&权益性证券"它表明投资人对企业拥有剩余权

益性要素!如普通股票*#,&混合性证券"即既具有债权要素!又具有剩余权益要素的证券!如优先股票"
证 券对于投资公司#即作为债权人的公司&来说!可根据投资目的不同分为属于流动资产中的短期投资

和长期投资两类"必须注意的是!证券归属于有价证券或长期投资的区别!主要在于投资的目的!而不在于是

否将在一年内出售!如果购入证券除投资目的外!并无其他商业目的!那么即使持有证券已数年之久!且无意

于短期内售出!则此证券应归属于高度可靠之流动资产"
短期投资 有价证券是短期投资的主要对象!是优先股与普通股’公司债与政府公债统称!它是企业利

用多余资金!购入一些不是它本身业务上所需要的证券!但能随时变为现金以供营业周转之用!同时借以谋

取一定收益的短期性质的投资!归属于流动资产!其流动性!仅次于现金"
长期投资 凡是出于以下商业目的(#)&积累整笔资金!以供特定用途之需"例如!用以清偿长期债务’更

新固定资产等等*#+&控制其他企业的业务以配合本身的经营"例如!购入并长期地持有相关企业一定份额的

股票*#,&为将来扩展经营规模作准备等"在上述商业目的中的投资!通常都不准备在短期内转让出去或作为

调度资金的手段!统称长期投资"
下面!我们将投资依长短期之分!并分别介绍各自的会计处理"

第二节 公司短期投资的会计处理

一’短期投资的计价

第一!计价原则

在 公司会计中!短期投资#不论是债券或是股票&!都是按购买时的成本#购价-经纪人佣 金-税款&入

帐 的!在资产负债表上!常以$短期投资%或$有价证券%这一名称列示在现金项目之后#因为它的流动性与安

全性仅次于现金&"在会计处理中!这些证券的市场价格!也往往加注在括号内"只有在市价较大幅度地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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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始成本!而且有足够理由证明市价的下降并非暂时现象的情况下!对有价证券的计价才适用"成本与市

价孰低#的原则$
另外!短期投资的计价还要涉及到实际交易中的报价$证券交易所对证券的报价是以面值%&’’为单位

而标其价格$例如!假设一债券面值为%&!’’’!报价为 &’(!则其价格为%&!’(’!并且!公司债的市场报价以

&)*为最小变化单位$例如在原始凭证上!有关 +,-./0公司当日交易的记录如下1

公司债 销售量 高 低 收盘 净差

+,-./0- *2* 32 42 &’5 &’6 &’6&6 7&

这些记录的含义是1本日成交了 42张 +,-./0公司的利率为 *2*!
面值%&!’’’的 &332年到期之公

司债!最高价为%&’5!最低价为%&’6!依照%&!’’’面值而言!即分别为%&!’5’和%&!’6’$收盘价8当日最

后销售价9为%&’6&6
即%&!’62!比前一年收盘价降低了%&!也即降低了%&’$

第二!按成本计价

采用这一方法时!有价证券的价值即按帐面上的置存价值!也即有价证券帐户上的余额来确定$
:案例 6;3<=+,-./0公 司 购 入 0>公 司 的 2?公 司 债 券 2’’张!每 张 面 值%&’’!共 计%2’!’’’$按

&’&购 价 付 出 现 金%2’!’’’8无 应 计 利 息9$若 在 编 制 资 产 负 债 表 时!该 项 债 券 略 有 下 跌!为%&’’;*<2!即

%2’!45<;2’!则市价虽然低于成本!仍按成本计价$相关列示如下1
流动资产1

短期投资

0>公司 2?公司债券@@按成本8市价为%2’!45<;2’9%2’!2’’$
第三!按成本或市价孰低计价

按成本或市价孰低计价发生在市价大幅度下滑情况下!它的基本原则是1只确认市价的下跌!而不理会

市价的上涨$
:案例 6;3*=+,-./0公司 &3**年 &6月 5&日编制资产负债表时短期投资项下关于有价证券的数据

为1

成 本 市 价

有价证券 %45!&’’ %5(!<2’

那么!依成本与市价孰低计价原则!可有以下分录1
8&9借1证券市价损失 %(!52’

贷1备抵有价证券成本超过市价数 %(!52’
通过上述分录!+,-./0公司证券的价格就被调整过来了$调整后在资产负债表上的列示!可以采用

如下两种方式之一1
8/9流动资产1

短期投资1
有价证券@@按成本或市价孰低8成本%45!&’’9 %5(!<2’

8A9流动资产1
短期投资@@有价证券

成本 %45!&’’
备抵成本超过市价数 (!52’
市价 %5(!<2’

如果上述证券于 &3*3年中售出!得现金为%5*!’’’!则售出时相关分录如下1
869借1现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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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抵有价证券成本超过市价数 !"#$%
贷&有价证券 ’(#")%%

出售证券利益 )"*$%
通过几个分录"我们已大致理解了对短期投资两种主要计价方法的区别与要点+

二,短期投资于债券

第一"债券的购入

用一简例说明+
-案例 *.//0123456公司于 )/77年 $月 )日按每份’/7%购入 68公司发行的 )/7!年的 9.$:,每

份面值’)"%%%的债券 )%份"支付经纪人佣金及税款为’*%+每隔半年在 )月 )日和 9月 )日支付利息"因

此"购买时应加付 )月 )日至 (月 #%日四个月的应计利息’*$%;<’)%"%%%=9"$:= ()*>"
债券的购买成

本则为’/"7*%=)%?’*%>+
相关会计分录为&
借&短期投资@@68公司债券 ’/"7*%

应收债券投资利息 *$%
贷&现金 ’)%"%9%
第二"债券的出售

为了获得现金或出于其他目的"公司常常出售所购债券+一般来说"出售债券的净收入与所售债券的帐

面价值;如果忽略溢价与折价"则主要是原始成本>往往不一致"这样"出售证券时会导致利得或损失+
-案 例 *.)%%0123456公 司 在 /月 )日 按 面 值 出 售 上 例 中 的 68公 司 债 券 !份"成 本 为’$"7/*

;’/7*=!>"支 付 佣 金 及 税 款’*%"并 加 收 两 个 月;9月 )日 至 7月 #)日>的 应 计 利 息’9$;<’!"%%%=

9.$:= *)*>"
则债券出售利得为;’!"%%%A’*%>A’$"7/*<’77"作分录如下&

借&现金 ’!"%$$
贷&短期投资@@68公司债券 ’$"7/*

出售短期投资利得 77
债券投资利息收益 9$

第三"债券的收益

公司短期债券投资"有时会在出售以前获得一些投资收益+所以"在会计处理中应注意这一部分内容+
我们还是承 123456公司同一例子+即在 )/77年 9月 )日收到半年的利息"那么相应会计分录为&
借&现金 ’#9$
贷&应收债券投资收益 ’)*$

应收债券投资利息 *$%
应该注意的是"在收到的半年利息’#9$中"公司在持有债券期间;两个月>获得的利息收益只有’)*$"

其余的’*$%;四个 月 的 利 息>要 注 销 应 收 债 券 投 资 利 息;购 买 时"123456公 司 曾 加 付 了 四 个 月 利 息 共

’*$%>+

三,短期投资于股票

作为短期投资"股票与债券的性质是一样的"因此"与债券一样"投资公司购入其他公司股票时应按购买

成本入帐+
第一"股票的购入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0123456公司于 )/7*年 !月 *(日以’("!*%;括经纪人佣金及税款在内>购得 68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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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 !""股#作分录为$
借$短期投资%%&’公司股票 ()#*+"
贷$现金 ()#*+"
第二#股票的出售

与债券的出售一样#由于出售股票的净收入与所售股票的帐面价值不一致#会使投资公司出现利得或损

失,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01234&公司于 !567年 !月 +6日按每股()"出售 &’公司股票 6"股#支付经纪人佣

金及税款共(!8#实现税金(7#!68#当时 6"股的帐面价值为 6"9()+:(7#7*"#这样出 售 股 票 的 损 失 为

(!;8,相关分录如下$
借$现金 (7#!68

出售短期投资损失 !;8
贷$短期投资%%&’公司股票 (7#7*"
第三#股票收益

股票收益不同于债券收益#在发行股票的公司的董事会未宣布发放股息时#该公司在法律上不负支付股

息的责任,而持有股票的公司一般是收到股息时才登记股息收益的,承上例#设 &’公司在 !+月 +6日发放

的每股现金股息为(!.8"#那么#01234&公司登记股息收益的会计分录为$
借$现金 (!8"
贷$股息收益 (!8"
如果收到的是股票股息#由于没有导致收益#当然无需作任何分录#但在股票投资帐户中应作收到股数

的备忘记录,设例中 &’公司同时宣布 !"<的股票股息#对此#01234&公司应在股票投资帐户中作备忘

记录如下$
=备 忘 记 录> 收 到 &’公 司 股 票 股 息 普 通 股 !"股#所 持 有 的 !!"股 的 每 股 平 均 成 本 现 在 是()+=:

()#*+"?!!"股>

四@短期投资于政府债券

短期投资于政府债券的会计处理与短期投资于公司债券的会计处理类似#这里不在复述,
这里想指出两点$第一#西方各国一般都公认#政府债券是所有债券中流动性最好@安全性最强的债券#

虽然其利率也相应较低#也就是说#在公司所拥有证券中#政府公债是最接近于现金的A第二#西方各国政府

不仅依靠政府债券筹措资金#弥补财政赤字#而且#政府债券的出售与购入往往是西方各国中央银行通过货

币流通量来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一般来说#如果中央银行抛出政府债券=或称国库券>#则
伴随着货币供给量的减少会抑制国民经济增长A相反#若中央银行购入政府债券#则伴随着货币供给量的增

加从而会刺激国民经济增长%%上述活动都是在公开市场=1BCDEFGHCI>上进行的#因而又称为J公开市场

操作K,

第三节 公司长期投资的会计处理

一般来说#公司的长期投资#在性质上属于非流动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上列在流动资产与长期资产两类

项之间,

一@长期投资的计价

!.长期投资的计价原则

长期债券的投资的计价原则与短期债券投资原则类似#稍微复杂的是债券折价或溢价发行的摊销,
长期股票的投资计价原则稍微有些不同,如果是普通性质的长期投资#股票应按成本记帐=除非股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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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持久地严重下降!这时应改为市价法"!这称为计价的成本法#但是!当长期投资的股数占对方公司表决

权股份百分之五十以上时!投资公司与被投资公司之间就有一种控股公司与附属公司的关系!这时这种股票

投资就应采用权益法#
$%债券投资的计价

债券投资的计价宜采用成本法#至于公司债券的折价或溢价摊销!实质上与我们在第五章介绍的公司债

的折溢价摊销的方法一样!差别仅在于这两个过程是正好相反#与第三节一样!债券投资的摊销亦有直线法

与实利法之分!有鉴于此!我们不再复述#仅举一例来说明&溢价直线摊销"#
’案例 $%()*+,-./01公司于 (23$年 (月 (日以现金4()*!535购入16公司同日发行的 7年期 89

债 券!面值4())!)))作为长期投资&为简化!不考虑经纪人佣金与税金!则4*!535全部为债券溢价"#16
公司于每年 (月 (日和 :月 (日各付息一次!购入债券时会计分录与短期债券投资类似!但应使用;债券投

资<帐户以示区别=
>借=债券投资 4()*!535

贷=现金 4()*!535
收 入利息时每月为4*!)))&?4())!)))@)%)8@(A$"!但不全属利息收入!其中有一部分系属溢价的

收回#由于16公司所发行的债券为期 7年!共付息 3次!因而,-./01公司所付出的溢价4*!535就需分

3期摊销!即每期摊销4773&?*!553B3"#相应分录为=
C借=现金 4*!)))

贷=债券投资 4773
利息收入 $!55$

这样!该项债券的帐面价值&常 又 称 置 存 价 值"就 按 期 减 少4773&最 后 一 期 为4772以 成 整 数"!待 到 债

券到期偿还时!便和收回的票面价值4())!)))相等!各期债券的溢价摊销&如见下页表格"
*%股票投资的计价

我们已说过!股票投资的计价方法比较复杂!大致有三种!现在我们分别简述#
&("成本法#这一方法要求将控股公司对于附属公司的股票投资按成本记帐!而将收到的股息作为营业

收入#
债券溢价摊销表&直线法"

付息期次 借记现金
贷记利

息收入

贷记债

券投资
置存价值

(23$%$%(%(
(
$
*
7
5
8
:
3

*!)))
*!)))
*!)))
*!)))
*!)))
*!)))
*!)))
*!)))
$7!)))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7(5

773
773
773
773
773
773
773
772
*!535

()*!535
()*!(*:
()$!832
()$!$7(
()(!:2*
()(!*75
())!32:
())!772
())!)))

设一简例说明成本法的运用#
>,-./01公司投资45)!)))创办 16公司!并占有它发行的全部普通股票#
借=16公司普通股票投资 45)!)))
贷=现金 45)!)))
C16公司从第一年经营中获净收益4(5!)))!从中分派股息4$!5))!控股公司帐上!对于附属公司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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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净收益不作任何记录!只须记载收到的股息"
借#现金 $%!&’’

贷#股息收入 $%!&’’
()*公司在第二年经营中遭受损失$+!&’’!但动用上年留存收益来分派股息$%!&’’"同样!控股公

司帐上!对附属公司的净损失不作记录!只须记载收到的股息"
借#现金 $%!&’’
贷#股息收入 $%!&’’
,)*公司在第三年经营中!再度遭受损失$-!’’’!这一年度没有分派股息!对 此!控 股 公 司 帐 上 不 需

作任何记录"
.%/权益法"权益法认为!控股公司的股票投资帐户!应正确反映它在附属公司中所占有的股东权益份

额"附属公司的收益!增加了控股公司在附属公司里的资产净额0附属公司的损失和付出的股息则减少了控

股公司份内的资产净额"控股公司股票投资帐户的余额!要根据附属公司资产净额的增加而增加!减少而减

少!若上例采用本法则应为#

)*公司普通股

股票投资
现 金 )*公司投

资收益
留存收益

第一年#投资 &’!’’’ &’!’’’1

)*公司净收益 2&!’’’ 2&!’’’1

)*公司股息 %!&’’1 %!&’’
结帐分录 2&!’’’ 2&!’’’1

年末余额 -%!&’’
第二年#)*公司净损失 +!&’’1 +!&’’

)*公司股息 %!&’’1 %!&’’
结帐分录 +!&’’1 +!&’’
年末余额 &%!&’’

第三年#)*公司净损失 -!’’’1 -!’’’
结帐分录 -!’’’1 -!’’’

年末余额 3-!&’’ 注意#1代表贷方帐户

.4/市价法"市价法的要点是#5股票投资所得股息记作投资企业的营业收入06股票投资的市价变动!
记作投资企业的收益或损失0也就是说!股票投资帐户随市价的涨落而进行调整"这种方法适用于投资公司

拥有股票未达到多数股权的投资"

二7长期投资于债券

在下叙简例中!我们使用直线摊销法"
8案例 %92’3:;<=>?)公司 2@A%年 3月 2日按每份$2’-购买)*公司发行的 2@A’年 AB的 2’年期

每份面值$2’’的债券 &’份!支付经纪人佣金及税款$2’"这种债券每年在 2月 2日和 +月 2日支付利息!
因此购买时要加付三个月应计利息$2’’.C$&!’’’DABD4E2%/!购买债券的成本则为 &!42’.C$2’-D
&’F$2’/"

作分录如下#
借#长期投资G)*公司债券 $&!42’

应收债券投资利息 2’’
贷#现 金 $&!32’
在本例中!债券的溢价$42’!将在债券到期日前余下的 @4个月内摊销!故每月摊销为$4944"在 +月 2

HIJ K财会管理卷K



日收到半年利息!"##$%!&’###()*(+,"-时’应将三个月的利息注销’余下的三个月的利息则为获得的

利息收益.同时’还要摊销三个月的溢价!+#.由于在本例中投资是按原始成本记录的’没有为它开设溢价帐

户.因此’溢价的摊销额要直接记入债券投资帐户’使其帐面余额减至!&’/##$%!&’/+#0!+#-.
分录 + 借1现金 !"##

贷1应收债券投资利息 !+##
债券利息收益 +##

分录 " 借1债券利息收益 !+#
贷1长期投资2234公司债券 !+#

在以后的付息日’每次除作借记现金帐户和贷记债券利息收益帐户!"##的分录外’还要作借记债券利

息收益帐户和贷记长期投资帐户!"#的摊销溢价的分录.这样’债券的帐面价值就陆续减少’最终将递减到

面值$必须注意的是’本例因为是债券溢价才出现上述情况’在债券折价情况下’结论恰好相反’即债券的帐

面价值将陆续增加’最后递增到面值-.
如果长期债券在到日期之前出售’那么在会计处理中’首先要确定出售日债券的帐面价值’即把溢价$或

折价-摊销到出售日为止’并计算出售债券的利得或损失’而后登记出售债券的收入.下面用 567893公

司原例予以说明.
设567893公司于 +:);年 +#月 +日将上述债券全部按每份!++#出售’支付佣金与税款为!+).至

最近一次付息日 +:);年 <月 +日’长期投资帐户的余额已递减到!&’+=#’从 +:);年 <月 +日至 :月 /#日’
尚需计提三个月的应计利息!+##和溢价摊销额!+#’应计利息应在出售时加收’而出售债券的利得则为1
出售净收入!&’=)"$%!++#(&0!+)-减去债券帐面价值!&’+/#$%!&’+=#0!+#-’等于!/&"’相关分

录如下1
>登记出售债券上三个月应计利息

借1应收债券投资利息 !+##
贷1债券投资利息收益 !+##
?登记出售债券上三个月溢价摊销额

借1债券投资利息收益 !+#
贷1长期投资2234公司债券 !+#
@登记出售债券的收入$含加收应付利息-
借1现金 !&’&)"
贷1长期投资2234公司债券 !&’+/#

应收债券投资利息 +##
出售长期投资利得 /&"

三A长期投资于股票

作为长期投资的股票在最初购买时是按成本入帐的’但以后的帐务处理程序则随不同情况而异.这基本

上取决于所取得的股权是控制性的’还是能给对方施加重影响的股权’或者是既非控制性又非可以给对方施

加重大影响的股权.我们曾在介绍B长期投资的计价原则C时作过相关分析’现在让我们结合计价方法分别介

绍.
+D控制额低于对方有表决权股份的 "#*
采用成本法计帐’实例可参见前面关于成本法介绍.若市价大大低于成本’则据B成本与市价孰低C原则

采用市价法.
"D控制额占对方有表决权股份的 "#*0&#*
采用权益法计帐’除可参见前面关于权益法介绍外’还可参考下列实例1
E案例 "D+#&F567893公司在 +:)=年拥有 34公司表决权股份的 "&*’该年度 34公司报告净收益

为!+;’###’发放的现金股息为!+"’###’567893公司收到现金股息为!/’###.依照权益法原则’567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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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相关会计分录为$
%把 #&公司当年净收益’()*+++的 ,-.记作应享投资收益

借$长期投资//#&公司股票 ’0*+++
贷$长期股票投资利得 ’0*+++
1把收到的股息冲销应享投资收益一部分

借$现金 ’2*+++
贷$长期投资//#&公司股票 ’2*+++
23投资额超过对方有表决权股份的 -+.以上

应采用权益法*或者*在一般情况下*需要首先编制合并报表4由于公司规模的扩大导致子公司或附属公

司的不断增多*在会计处理中*日益采用后一种方法即合并报表的编制4在本书附录的美国福特公司 (560会

计年度财务报表就是采用的这种方法4关于合并报表的编制*我们将在本书第九章再作详细介绍4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比例如 ,+.和 -+.等 都 不 是 一 成 不 变 的*在 实 际 商 务 中*由 于 错 综 复 杂 的 具 体 情

况*公司的编制程序往往差别较大4

四7长期投资在资产负债表上的列示

在资产负债表上*做为长期投资购入的公司债券和股票*应按成本计价*在流动资产与固定资产之间*作
为单独一类资产列示4

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888888
长期投资

偿债基金9(562年无抵押债券: ’;5*;(+
债券投资<#&公司 (;;-年到期的 ).债券 ’(+2*-;-

’(++*+++加上未摊销溢价 2*-;-
股票投资<#&公司 (5;;年发行普通股共 ’-+*+++

’0-*+++加上未摊销折价 ’-*+++
长期投资合计 ’,2;*25-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合计 ’888888
资产总计 ’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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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盈余分配的会计处理

在 本章!我们将着重讨论在每一财政年度"或称营业年度#结束后!公司盈余是怎样分配到各个项目的$
在分析与介绍中!我们始终是以公司的损益表为工具的$首先!我们介绍盈余分配的程序!其次!我们将专门

介绍对股份公司来说颇具意义的股息分派!最后!我们将介绍公司所得税的会计处理$

第一节 公司盈余的分配程序

对公司盈余的分析离不开损益表$损益表"又称收益表#是用来说明一定时期内一切营利活动的结果$公
司 的所有者"投资者#和经营者"经营当局#对损益表中每一项目均很注意!尤其是重视以下三个方面的会计

数 据%&净利"又称净收益#的数额与趋势’(营业净利的数额和趋势’)普通股每股净利的数额和趋势$那

么!上述几个会计数据是怎样得来的呢*本节的任务就是回答这些问题$

一+营业净利",-./0123-#

净利是本期收入大于费用后的净利收益!反之!本期费用大于收入后的净余额!就被称为4亏损5$净利是

反映公司本期经营成果的重要指标$
上述净利定义中的收入与费用的含义包括以下三点%
67根据权责制公认会计原则所计算的净利只限于已实现的+客观地决定的经济业务!一切尚未实现的

销售和提供服务的净利或估价增值的净利!均不能包括在净利中’
87除了属于前期调整项目的损益直接记入4留存收益5科目外!所有当期的损益"不论是营业内的+还是

营业外的!也不论是正常的!还是非正常的#!均应包括于净利中’
97净利定义中的收入与费用是广义上的收入与费用含义$损益表上反映的收入与费用是根据狭义的不

同层次的科目分类排列的!特别是要在净利中单独列示营业净利或继续营业净利的数额$因此!损益表上的

收入与费用只是反映营业收入与费用$至于停止营业损益+营业外损益+非常损益等在损益表上只列示税后

收益净额!而其收入和费用的数额!可以在表外的补充资料中说明$
损益表上的费用按其狭义分类!包括"一#销货或服务成本’"二#营业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三#各

种损失$
一 般来说!损益表中包括如下标准栏目"6#毛利":销货净额;销售成本#’"8#税前营业净利":毛利;

营业费用#’"9#税后营业净利":税前营业净利;所得税#’"<#税后营业外损益’"=#净利$
销货净额 >?<@!@@@
;销货成本 ;=8@!@@@

"6#毛 利 >98@!@@@
;营业费用 ;6A=!6@@

"8#税前营业净利 6=<!B@@
;所得税"<@C# A6!BA@

"9#税后营业净利 >B8!B<@
D

"<#税后营业外损益 ;=<@
"=#税后净利 >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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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作为一个简便例实了上述各种数据指标关系!
其 中"销货净额#要从销货收入$营业收入%中减去销货退回和折让&销货折扣以及估计无法收回贷款等

调整数!后两者有时列作费用!但从理论上来说&这两项都是未收回销货价格总和的一部分&因此它们都作为

销 货的减除项目’"营业收入#是一家公司为顾客提供服务而进行的正常的和最重要的活动所得收入’"销货

成本#是根据可供销货成本减去期末存货后计算出来的!因此其中包括各种存货损失&例如存货货币价格降

低损失(冲销过时的存货损失以及存货的盘 )点损失等’"营业费用#是那些与营业收入有关的(经常的(正常

的费用&它通常包括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两大类’营业费用中通常包括从固定资产帐户转入的折旧项目&而

折价项目又常常独立列示&凡不归属于营业外损益(非常损益与前期改正项目之其他特殊损益&均应归属于

本 期营业费用&并以单独项目列示&例如工人罢工损失(短缺原材料的损失等&"税前营业净利#与"税后营业

净利#中的"税#主要是指"所得税#&所得税税率一般是 *+,左右&它是由国家税法所规定的!公司无法改变

税率!但公司可以采用其他方法达到少交税的目的&例如采用加速折旧法提高折旧额(发行公司债支出的利

息可列入费用项目$股息则不能列为费用%(用租赁固定资产代替自制或自购固定资产等&这些增大费用项目

的结果是少获利和少交税&而这对于公司来说是有利可图的!以折旧费为例&折旧费在当期并没有现金支出&
提高折旧费的结果是减少了利润与税金&却增加了现金!公司债也是这样&如果公司债利息率是 -+,&由于

把它视为费用&那么其中 *,就可以从少交所得税来补偿!相反&假若发行股票的股息率也是 -+,&那么就得

不到所得税的补偿&同时公司则必须从税后利润中支付股息并上交股息税!

二(净利

以上各项构成了营业净利&应该说&由于营业净利是公司净利的正常来源&所以营业净利的数额和趋势

比净利的数额与趋势更能确切地评估公司过去之营业状况及未来可能之状况!相反&营业外损益和非常损益

都不属于正常和经常的损益&它们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与不精确性!正因为这样&为了有助于预测今后年度

的 净利&必须把属于非经常性的与非营业性的净利项目$称为"停止营业净利#&意即这种净利在下一年度可

能会停止或不复存在%从本期全部营业净利中分离出来&单独列示!
下面&我们具体介绍非营业损益的各项!
营业外损益$非营业损益%项目是容易与营业损益项目及非常损益项目区别开的!"营业外损益#表示副

业经营和次要的经营&但由于这些经营活动可能是经常的或典型的&这些经营活动趋向于反复发生&因此不

是非常损益项目!它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大类.$-%股息(利息(租金(佣金(使用费(酬金等损益’$/%出售证券损

益’$0%出售固定资产损益’$1%外汇变动损益!
非常损益项目则通常是天灾人祸及非公司能力所及的外来影响&带有强烈的偶然性质!例如.$-%地震(

水灾与火灾等’$/%外国政府征用或没收的资产损失’$0%政府颁布新法律后发生的损失等!
税后营业净利减去营业外项目后为非常项目前净利!非常项目前净利再减去非常项目后为净利!

三(普通股每股利润

净利综合反映公司的营业状况的成果&它决定了普通股市价与股息的高低变化&因此&股东们特别注意

普通股的每股获利能力!在投资决策时&尤其需要考虑普通股每股获利额历年比较的变化趋势&以观察公司

未来发展潜力!另外&通过普通股的市价22利润比例$3
普通股每股市价
普通股每股净息%&投资者可以反过来测定普通股

的市价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市场上的通常比例$在本章第二节中&我们还将看到&通过普通股每股帐面价值的

变化&投资者同样可达到上述目的%!
一个利润丰厚(经营稳定的公司&每股市价与每股净利的比率约在 -+比 -左右!可是&如果一个公司的

净利在将来有较快增长的可能&这个比率可能会高得多&因为对于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公司&投资者愿为每一

元净利支付较高的价格!
投资者与公司经营当局皆以每股获利额来评价公司过去营业状况与未来可能状况.
普通股每股利润3净利4流通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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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公司在外流通股份为 /0&&&股01月 %日增发 %/0&&&股0到 2月 %日又发行 /0

&&&股作为股票股息3#/45
流通在外普通股平均数6/0&&&7%#8%#9%/0&&&7:8%#9/0&&&7%#8%#6#%0#/&股

又 假 设 从 )*+,-.公 司 损 益 表 中 得 知0)*+,-.公 司 该 年 度 营 业 净 利 为;:#0:1&0营 业 外 损 失 为

;/1&0净利为 :#01&&36;:#0:1&</1&5那么普通股每股净利为 1$=/36;:#01&&8#%0#/&50其中营业净利

为;1$=236:#0:1&8#%0#/&5>营业外损失为;&$&#36;/1&8#%0#/&5!
但在实际商务中0许多公司资本结构复杂0包括不同的可转换为普通股的证券3亦即?约当普通股@5!这

时关于每股净利的计算亦包括以下两个内容A3%5以净利除以实际流通在外股数得到每股最初利润B3#5以净

利除以当时流通在外股数与认股权认股后流通在外股数之和而得到完全稀释后的每股利润!普通股最初每

股利润与完全稀释后的每股利润孰多孰少0需视稀释后股数在约当普通股总数中的比重与原优先股股利的

多少而定!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2()*+,-.公司第一年度净利;%&&0&&&0流通在外普通股 1&0&&&股0可转换3一个优先股

可 调换两个普通股5优先股 /0&&&股0第一种情况每股优先股股息为;#0每 二 种 情 况 每 股 优 先 股 的 股 息 为

;’!3见下表5

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最 初 完全稀释后 最 初 完全稀释后

净利 ;%&&0&&& ;%&&0&&& ;%&&0&&& ;%&&0&&&
减A优先股股息 %&0&&& & =&0&&& &
可供普通股利润 ;:&0&&& ;%&&0&&& ;2&0&&& ;%&&0&&&
流通在外普通股数 最初股数 1&0&&& 1&0&&&
完全稀释后股数 /&0&&& /&0&&&
普通股每股利润 ;#$#/ ;#$&& ;%$2/ ;#$&&

上例第一种情况普通股每股完全稀释后的利润比最初的每股利润少;&$#/0而第二种情况恰好相反0普
通股每股完全稀释后的利润比最初的每股利润多;&$#/!

四>留存收益

它是一个历史概念0它是公司经营所得的累积盈利0即累积净利减去累积股息后的余额!许多公司都是

运用留存收益作为增加资本>扩充营业规模>提列任意公积等来增强公司的实力!
留存收益通常是贷方余额科目3借方余额表示亏损50影响这一余额的增减分录有A
%$由本期损益科目转入本期净利3贷方5或净损3借方5的分录B
#$宣布分派股息的借方分录B
=$前期损益额调整A由于前期不易确定的数额甚大的前期改正项目直接借贷至留存收益项目!例如补

交前期税款3借记?留存收益@0贷记?应付补交所得税@5B
1$由于各种需要A例如3%5偿还公司债准备B3#5意外准备B3=5扩充厂房设备等0这些事项借记?留存收

益@帐户0贷记?指定的留存收益@帐户!当指定用途不复存在时0再转回?留存收益@B
/$期未有库藏股时0则借记?留存收益@0贷记?购买库藏股准备@!当库藏股由于出售而不复存在时0则

转回?留存收益@B
’$经董事会决定0可依照法定手续把部分留存收益下接转入?股本@帐户资本化!这时借记?股本@0贷记

?留存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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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股息分派的会计处理

一!股息概述

公司组织的企业"依照公司章程规定"通常要按期以一定数额的股息分派给股东#所谓股息是公司依据

股东投资的股数而给予股东的现金或其他资产的报酬#每一股东收到的金额与其拥有的股数成正比#
分派股息的时间!金额和形式"是由公司董事会在有关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决定的#一旦宣布发放股息后"

股息支出即成为公司的流动负债"不能废止或取消#
$!股息分发的日期

有关股息分派的重要日期有如下四个%
&$’宣布日&()*+,-(+./)0)*1,2’#董事会宣布分派股息的当日即产生负债"应借记3股息4!贷记3应付股

息45
&6’登记日&()*+,-7+.,08’#自宣布日至两三星期为止"作为股票过户的截止日期"即在过户截止日期

前的股东"有权接受股息5
&9’除息日&:;<81=18+28()*+’#即计算股息的临界日期"在买卖股票的交易中"投资人如在除息日后购

买股票"则无权获得本期股息5
&>’付息日&()*+,-?)@A+2*’#即实际支付股息的日期"通常付息日在登记日之后 6B>周#许多公司不

论各年盈利甚至亏损都固定于每季或每年分发固定的股息"使公司股票市价保持稳定的良好形象#
6!股息的形式

分 派股息可用现金支付"称为3现金股息45用现金以外其它资产分派的"称为3财产股息4%用债券!应付

票据等证券来分派的"称为3负债股息45用公司额外发行的股票来分派的"称为3股票股息4#分派现金股息!
财产股息和负债股息"都会使股东权益有所减少5而分派股票股息则不影响股东权益总额"因为它一面减少

了留存收益"同时却增加了实缴股本&在本节对股息的会计处理介绍中"我们将分别以不同类股息形式为线

索进行’#
必须在这里指出与普通股不同的优先股#优先股一般有固定的每年股息率"除非经董事会宣布"否则"不

能停止分派优先股股息#由于大多数优先股都有累积股息的性质"在分发普通股股息之前"必须先补发未发

的优先股股息#优先股的积欠股息并非公司负债"但需在资产负债表中以附注表示#

二!现金股息

投资者之所以投资于股票"主要在于希望得到较一般投资为多的现金股息#股东对未来股息展望极为注

意#股息的增减通常会立即影响公司股票市价的涨跌#相反地"董事会则较关心公司的长期成长与财务状况"
可能希望限制股息至一最低数额"从而保留现金以备购置固定资产与设备"或用于公司其他用途#由于公司

股票市价的涨跌"公司信誉与公司筹资能力三者密切相关"所以"董事会必须权衡轻重"兼顾公司与股东各自

需要"制订合理的股息方针#大多数公司均将股息限制在净利的 >CD左右#但成长型公司或想与同业保持竞

争地位"则保留大部分利润#
发放现金股息"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
&$’有足够的未指定用途的留存收益

&6’有足够的现金5
&9’有董事会的决定#
请参见下列案例#
E案例 6F$CGHIJ7KLM公司 $NG6F6F$F$O宣布以每股股息POC给 总 计 $"CCC股 普 通 股 发 放 股 息"于

$NG6F6F6F6N日结帐"$NG6F6F9F$O发放"则%
&$’董事会宣布发放股息时"公司即产生应付普通股股息的负债#分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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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普通股股息 "#$%$$$&’(%$$$)"#$*
贷!应付普通股股息 "#$%$$$
&+*结帐日的,普通股股息-帐户的借方余额%不是作为费用性质处理%而是冲转留存收益的减少.
借!留存收益 "#$%$$$
贷!普通股股息 "#$%$$$
&/*股息发放后%支出现金%冲转负债.
借!应付普通股股息 "#$%$$$
贷!现金 "#$%$$$
上例是普通股息的分派%事实上%优先股股息分派亦相同.在公司总帐中%可将两者合并%建立,股息-和

,应付股息-等帐户.

三0财产股息

最常见的财产股息是以其它公司的证券代替现金发给股东的股息.理由是!&(*公司用多余的现金购买

了 其它公司的证券%而证券流动性及安全性均较好%仅次于现金%投资人亦愿接受证券1&+*一公司为了控制

其他公司而购买其大量股票%是违反,反托拉斯法-行为的%为了回避违法行为%把证券作为股息发给股东%一
举两得%仍然保持了控制权.

财产股息会计处理基本程序是!应先将证券的面值调整为市价%再按市价作为应计的股息%如同先将证

券售出%再以售出所得的现金支付股息一样.
请参见下列案例.
2案例 +3($456789:;公司应付普通股股息"#$%$$$%特出售 ;<公司证券一批%面值"=$%$$$%市价

"#$%$$$.相关分录为!
&(*调整证券市价

借!证券投资 "($%$$$
贷!出让证券投资收益 "($%$$$
&+*宣布时!
借!普通股股息 "#$%$$$&’"=$%$$$>"($%$$$*
贷!应付普通股股息 "#$%$$$
&/*结帐时!
借!留存收益 "#$%$$$
贷!普通股股息 "#$%$$$
&=*发放时!
借!应付普通股股息 "#$%$$$
贷!证券投资 "#$%$$$
后三个分录亦可简化%直接记!
借!留存收益 "#$%$$$
贷!证券投资 "#$%$$$
另外%,出让证券投资收益-的贷方余额"($%$$$应作为营业外收益项目计入本期收益.

四0负债股息

公司用债券0应付票据等证券来发放的股息%称为负债股息%这种股息一般都是带息的票据%并有一定的

到期日.它是已宣布并须立即发放股息但又面临现金不足时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它在实际商务中并不多

见%因为公司可以推迟作出分派股息的宣告%或者推迟支付股息的日期.
请参见下列案例.
2案例 +3(($56789:;公司以"(?%$$$0?$天期0#@应付票据偿付股息%则相关分录如下&股 息 中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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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股与普通股分别为!"#$$$和!%$#$$$&
’%&发放时(
借(应付优先股股息 !"#$$$

应付普通股股息 %$#$$$
贷(应付票据 !%"#$$$
’)&"$天后票据到期时(
借(应付票据 !%"#$$$

利息费用’!%"#$$$*+* "$,"$& %,,

贷(现金 !%"#%,,

五-股票股息

股票股息是公司用增发股票的方式代替现金#按股东股份的比例’例如 %$.&发给股东股票并把它当作

股息/
从理论上说#发放股票股息#公司的权益不变#增加股数#只会使每股的帐面价值降低/例如#公司原来已

发 行 0$$股普通股#股东权益是 0#$$$#每股帐面价值是!%$’1!0#$$$0$$ &#现在增发 )+.股 票 股 息#即 )$$

股’10$$*)+.&#则现在每股帐面价值是!0’1 !0#$$$
’0$$2)$$&&#

即每股帐面价值降低了!)’1!%$3!0&/

但实际上股东还是能得到额外的利益#因为市价受许多因素影响/所以每股市价是否依流通在外股数之比例

下降是另一回事4同时#增发少量股票#不会影响投资者的心理因素的变化/因此#股数之增加将使其股权市

价总值增加#但对公司权益没有损失#所以#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做法/
公司分发股票股息可能出于以下方面考虑(
’%&为了保留现金(当利润趋势让人乐观#而需要现金以扩展业务时#则股票股息是一种不削减公司现金

状况而又能使股东分享利润的适当方法4
’)&为了避免股东被课所得税(对股东而言#股票不被认为是所得#因此不需缴纳所得税4
’,&为了增加流通在外股数以使公司股票市价减至一个便于交易的范围内#为达到此目的#通常均发放

大量股票股息’甚至 %$$.以上&/
请参见下列案例/
5案例 )6%%%789:;<=公司发放股票股息#面值为!"#$$$#股票市价为!>#)$$#相关分录如下(
’%&宣布时(
借(股票股息 !>#)$$
贷(应付股票股息 !>#)$$
’)&结帐时(
借(留存收益 !>#)$$
贷(股票股息 !>#)$$
’,&发放时(
借(应付股票息 !>#)$$
贷(普通股 !"#$$$

普通股股息溢价 %#)$$

六-股票分割

股票交易一般以一百股为单位#不足一百股的交易#则另需支付额外佣金/’不足一百股的交易#称为零

数交易/许多资金有限的投资者愿意投资于低价格股票#然后以百股购进/所谓?股票分割@即是将一张较大

面值的股票换成几张较小面值的股票#而其总值相等/在本章我们介绍?股票分割@的目的是比较它与现金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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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和股票股息的区别!
我们用下表为简例予以说明"

分 割 前 分 割 后

普通股

#$%%股&面值’(%%)
’$%&%%%

普通股

#(%&%%%股&面值’$)
’$%&%%%

普通股溢价 *&%%% 普通股溢价 *&%%%

留存收益 +&%%% 留存收益 +&%%%

股东权益 ’,%&%%% 股东权益 ’,%&%%%

上例可见&股票分割不影响股本总额与股东权益总额&而只影响股数与每股的面值!
综合本节前所述问题&有如下结论"

权 益 留存收益 股 票 面 值

现金股息 减少 减少 不变 不变

股票股息 不变 减少 增加 不变

股票分割 不变 不变 增加 减少

七-普通股的帐面价值

股东权益总额等于资产减负债的净值#帐面价值)即净资产!普通股的每股帐面价值等于普通股的权益

总额除以流通在外普通股的股数#不包括库藏股)&故普通股的每股帐面价值&可被视为每一普通股所代替的

净资产!

普通股每股帐面价值.
普通股权益总额

流通在外普通股股数 #公式 */01)

普通股每股帐面价值&可以用来判断股票市价的合理性或者用来确定优先认股权证购买普通股的价格!
我们在本章介绍这一概念的目的也正在于使之与股票股息这一概念相配合&有助于投资者与经营管理当局

的决策!
下面用一简例说明这一指标的计算!
2案例 */((*3456789公司财务报表上获得如下资料"优先股共 (&%%%股&每股面值’(%%&面值总计

’(%%&%%%&另外还有未分配六个月股息共’:&%%%;普通股共 (&%%%股&每股面值’(%%;资产负债表上的<留
存收益=项余额为’$%&%%%!

那么"
优先股每股帐面价值

.’(%%&%%%>’:&%%%(&%%% .’(%:

普通股每股帐面价值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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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公司所得税的会计处理

一!所得税的计算

所得税的会计处理是公司盈利的会计处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本书第一章介绍公司会计的特点时#我
们曾经说过#在西方#政府征收所得税的对象仅限于个人和公司组织"也就是说#在法人组织中#只有公司是

纳税主体#它将向政府直接交纳收入所得税#而其他的企业组织形式如独资和合伙组织都不是纳税主体#这

些企业组织并不直接向政府缴纳所得税#而是这些企业组织的业主将自己从这些企业组织中获得的收入连

同其他收入#一并向政府直接缴纳个人所得税"
必须指出的是#在公司为其收益向政府交纳所得税以后#政府还要对公司分派给股东的股息#连同该公

司股东的其他个人收入在内#征收个人所得税"也就是说#按正常法律程序#公司的收益都会进行双重征税"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公司间相互持有股票以及公司合并不断发生导致产生大量联属公司$即母公司与子公

司联合体%的现象日益增多#这样#同一收益就可能被政府进行三重征税"例如 &公司拥有其子公司 ’以及

另一家非其子公司 (的部分股票#如前述#’公司与 (公司的收益被征所得税后#还有部分收益作为股息支

付给 &公司#若再对 &公司所收股息进行征税#则是第二重征税#而当公司又向其股东分派股息时#这些股

东的股息收入是要征个人所得税的#这样就成为三重课税了"为避免三重征税的不公正性#国际惯例是对本

公司从联属公司收到的股息全部不征税#对从其他国内公司收入的股息则只征 )*+的税"同时#公司在经营

中并不总是赢利的#在以往$相对于报告期%年度中难免有净亏损#同样#为了保证税收的公正性#一般来说税

法允许用以往年度净亏损冲销本年度净盈利#被冲销部分不予纳税"具体来讲#税法一般规定#可以用特定年

份的经营净损失来抵销前三年的应该交纳税收的收益$即应税收益#,-.-/01234561%#从最早的年份开始依

次计算#如果还留有未抵销的损失余额可以再结转到以后的七年#而且#公司可以选定不去抵销前三年的应

税收益#而仅仅把损失依次在以后七年的税收益中抵消"
所以#所得税计算公式如下7

所得税8应税收益9所得税率 $公式 :;*<%

应税收益8总收入=总成本=从联属公司分得股息=从其他公司分得股息9$)=)*+%"其中#总成本

又叫正常扣减#后两项又称特殊扣减"
至于税率#它因国家与应税收益的不同而不同"据美国税法规定#所得税是递增的即累进税率#如下表7

税 级

下限$超过%上限$不超过%

按下限计

算所得税

超过下限应税

收益上的税率
按下限计算税计算表

< >:*#<<< < )*+ >:*#<<<9)*+
>:*#<<< *<#<<< >?#@*< )A+ ?@*<B$*<#<<<=:*#<<<%9A+
*<#<<< @*#<<< A#:*< ?<+ A:*<B?<+9$@*#<<<=*<#<<<%
@*#<<< )<<#<<< )*#@*< C<+ )*#@*<BC<+9$)<<#<<<=@*#<<<%
)<<#<<< D :*#@*< CE+

请参见下列案例"
F案例 :;))?GHIJK&L公司本报告年度应税收益为>M<#<<<#则依上表应纳所得税计算如下7
>)*#@*<B$应税收益>M<#<<<=>@*#<<<%9C<+8>:)#@*<

很 显 然#每 一 公 司 都 有 一 实 际 税 率$NOO14PQR1J-P1%"在 上 例 中#HIJK&L实 际 税 率 为7>:)#@*<>M<#<<<8

:C;:+"从这一计算可知#一般每一公司实际税率均大大低于其所在税级的下限税率#这一税率又称为边际

税率$S-TU6Q3-0J-P1%"对于超过>)<<#<<<的应税收益#其应交纳的所得税可直接按下列算式算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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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税收益!"#$%&’()’*(

一般来说)税法对公司的资本利得+,-./0-12-/34给予特殊处理的优惠5所谓资本利得)是指在出售或交

换税法规定的资本资产+,-./0-16778074时所得的利益+如出售或交换有价证券上的利得45资本资产一般包

括纳税人的除应收款9存货9经营中使用的地产和应折旧资产9某些政府债券以及文学和其他艺术作品的版

权以外的其他资产5然而)在出售供经营使用的地产和应折旧资产上超过损失的利得)也可以视为资本利得5
相反)出售或交换资本资产时的损失)则称为资本损失+,-./0-1:;7745按资产持有的期间)资本利得或损失

被 区分为长期+如资产持有期超过一年4和短期+如资产持有期为一年或少于一年4两类)在确定资本利得和

损失对所得税负债的影响时)这种区分有重大意义<当公司的资本损失超过资本利得时)损失净额不能从正

常收入中扣减)而要按我们前面所介绍的去依次追溯到前三年和结转到后五年)以抵消 这 些 年 份 的 资 本 利

得5在这种情况下)不管资本资产的持有期间是否超过一年)都当作短期资本损失处理5对于长期资本利得超

过短期资本损失的部份)要全部包括在总收入中)但其最高税率为 ’=$5
另外)公司的慈善捐款限制在尚未扣除捐款和股息收入扣减额的应税收益的 *$5超过这一限额的捐款

数额)可以作为抵销项目结转到以后五年5
现用一简例说明公司所得税的计算5
>案例 ’?@@"A从 BCDE6F公司 @G==年的损益表中摘有如下数据<
销货毛利 &*(()(((
从国内其他公司收得的股息 ’()(((
出售长期资本资产的利得 ’()(((

&*"()(((
正常经营费用包括慈善捐款&@()((( @=()(((
税前收益 &H#()(((
另外)该公司还有从前一年结转来的尚未抵销的资本损失净额&*)(((5可据上述资料作出如下计算表<

BCDE6F公司应交所得税款计算表

@G==年+至 @G==?@’?H@4

销货毛利 &*(()(((
从国内其他公司收得股息 ’()(((
出售长期资本资产利得 &’()(((
减<结转来资本损失净额 *)((( @*)(((
减<正常经营费用扣除慈善捐款&@()((( @I)(((

&*H*)(((
慈善捐款限额&H#H)(((的 *$ @=)’*(

&H"#)I*(
股息收入扣减额&’()(((!=*$ @I)(((

应税收益 &H’G)I*(
减<应按 ’=$课税的资本利得净额 @*)(((
按常规税率课税的收益 &H@")I*(
资本利得净额&@*)(((按 ’=$课税税款 ")’((
常规税款 +收益!"#$%&’()’*(4 &@’")*H*
应交纳所得税款 &@’=)IH*

二9所得税的摊派

以上介绍了所得税的计算5但在实际商务中)由于税法的实施十分复杂)可以作出许多具有正当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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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因此!一些公司的最终纳税责任!可能要在课税年份结束以后若干年才能确定"在一段时期内!所得

税负债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估计的纳税责任!虽然在相关会计报表中所得税分录已作了记录"这也就是

说!报告的税前帐面收益 #$%&’()*++,-.’/.01.+,2&3和纳税申报中计算的应税收益总是不一致的!所以!
我们有必要讨论由于公认会计准则和税法之间的差别而形成的税前帐面收益与应税收益之间的差异问题"
这种差异有些来自收入和费用确认时间的差别!有些则属于永久性差异"分述如下4

#53永久差异"按照各国税法规定!有一些应计入税前帐面收益的收入与费用项目!永远不是应税收益

的 组成部分!这些项目就会形成 6永久差异7"例如4从政府债券中获取的利息虽然属于报告收益!但不是

应税收益!又例如商誉的摊销等不能在计算应税收益时列入营业费用88这些属于永久差异的项目的会计

处理较简单!只需对照税法将有关收入99费用项目剔减去即可:
#;3时间差异"当把影响某一期间的税前帐面收益的收入或费用项目包括在另一期间的应税收益计算之

中时!就会由于这种时间差异使同一期间的税前帐面收益与应税收益不相一致"但经过一段时间!用于财务

报告和纳税申报的两套收入或费用的总额!最终将趋于一致"
形成时间差异的原因!或是由于税法所要求的确认收入与费用的期间不同于公认会计准则所要求的确

认收入与费用的期间:或是由于税法允许公司在申报所得税法时可以采用不同于确定帐面收益的会计方法

来计量收入或费用"在第二种情况下!公司为了谋求推迟纳税的财务利益!通常会选择一种能使当前应纳的

税款降到最低限度的会计方法"
时间差异的形成!可细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 #如表3"

时间差异的类型

项 目

时 间 差 异
包括在税前帐面收益中的期间

早于包括在应税

收益中的期间

迟于包括在应税

收益中的期间

收 入 #53 #<3

费 用 #;3 #=3

#53某些收入包括在税前帐面收益中的期间早于它们包括在应税收益中的期间!例如实行分期付款销

售 的企业!在计算税前帐面收益时!收入可能是在销售成立时确认:但为了纳税的目的!却采用分期确认毛

利的会计方法:
#;3某些费用包括在税前帐面收益中的期间早于它们包括在应税收益中的期间!例如有些公司在产品销

售后的一定时期还对所销售的产品承担保证责任"从理论上讲!应当把将来为产品提供修复服务的估计成本

列作产品销售期间的费用:但税法不允许在实行履行保证服务之前将估计的产品保证费用列作纳税期间的

费用:
#<3某些收入包括在税前帐面收益中的期间迟于它们包括在应税收益中的期间!预收租金即是这类例

子"这种预收租金属于收到期间的应税收益!但要等到赚得钱以后才能包括在赚得期的税前帐面收益之中:
#=3某些费用包括在税前帐面收益中的期间迟于把它们包括在应税收益中的期间!这里典型的例子是折

旧的计算方法问题"如果公司在计算税前帐面收益时采用直线折旧法!而在确定应税收益时采用加速折旧

法!那么!在固定资产使用寿命的前期确定应税收益时扣除的折旧费就会大于确定税前帐面收益时所扣除的

折旧费!而后期则相反"
综上所述!所得税应按照税前帐面收益摊派于受时间差异影响的若干期收益表#这一过程被称为所得税

的跨期摊派3"还是设 >?@A*B公司的简例4
C案例 ;D55EF>?@A*B公司在 5GHED5D5购进一项价值为IEJ!JJJ的固定资产!预计可使用 =年且

报废时无残值">?@A*B公司在计算报告折旧费时采用直线法!但在确定应税收益时却采用了加速折旧法

99年数总和法计算折旧费"又假设这是财务报告与纳税申报资料之间唯一的时间差异"在 5GHE年至 5GHH
年 的四年间!每一年公司未扣减折旧费的税前帐面收益均是IEJ!JJJ!又假设所得税实际税率是 =JK"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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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从 ’()*年到 ’())年间每一年向国内税务局申报所得税时的应税收益和应付所得税+可列

表如下,

’()-年 ’()’年 ’().年 ’()/年

未扣减折旧费的

税前帐面收益
0*-+--- 0*-+--- 0*-+--- 0*-+---

折旧费 1按年

数总和计2
’’+--- ’.+--- ’/+--- ’3+---

应税收益 /(+--- /)+--- /4+--- /5+---

应付所得税

1税率 3-62
’*+5-- ’*+.-- ’3+)-- ’3+3--

同时+在这四年中的每一年+报告的税前帐面收益+未进行所得税跨期摊派和已进行所得税跨期摊派的

所得税费用以及税后净收益+可列表如下,

’()- ’()’ ’(). ’()/

未扣减折旧费的税前帐面收益 0*-+--- 0*-+--- 0*-+--- 0*-+---

折旧费 1按直线法2 ’.+*-- ’.+*-- ’.+*-- ’.+*--

税前帐面收益 0/4+*-- 0/4+*-- 0/4+*-- 0/4+*--

未进行所得税跨期摊派

税前帐面收益 0/4+*-- 0/4+*-- 0/4+*-- 0/4+*--

所得税费用 ’*+5-- ’*+.-- ’3+)-- ’3+3--

税后净收益 0.’+(-- 0..+/-- 0..+4-- 0./+’--

已进行所得税跨期摊派
10/4+*--
73-62

税前帐面收益 0/4+*-- 0/4+*-- 0/4+*-- 0/4+*--

所得税费用 ’*+--- ’*+--- ’*+--- ’*+---

税后净收益 0..+*-- 0..+*-- 0..+*-- 0..+*--

从上例中可见+进行所得税跨期摊派的最大特点就是各年的税后净收益都是一样的+这样+就保证了纳

税的公平性+因为如果若不进行这一过程+则由于 !"#$%&公司每年实际所提折旧额递增+使税后净收

益逐年上升 1而在实际商务中+更多的情况是与之相反+即公司尽量加速折旧+这样以利于纳税人少纳税+
尽管如此+原理仍同本例相同2+各年收益不一样+这样的会计记录就违背了会计处理中的收入与费用配比

原则,税前净收益每年都相同+而税后净收益每年却都不相同8
在采用所得税的跨期摊派程序以后+每年列入收益表的所得税费用+就不等于各该年度应交所得税金

额+因为需要应用递延所得税帐户来反映这项差额8
9案例 .:’’5;!"#$%&公司 ’()*年至 ’())年间有关所得税费用和应付所得税的会计分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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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计当年所得税 支付上年所得税

!"#$ 借%所得税费用 &!$’(((

递延所得税借项 )((

贷%应付所得税 &!$’)((

!"#) 借%所得税费用 &!$’((( 借%应付所得税 &!$’)((

递延所得税借项 *(( 贷%现金 &!$’)((

贷%应付所得税 &!$’*((

!"#+ 借%所得税费用 &!$’((( 借%应付所得税 &!$’*((

贷%应付所得税 &!,’#(( 贷%现金 &!$’*((

递延所得税借项 *((

!"## 借%所得税费用 &!$’((( 借%应付所得税 &!,’#((

贷%应收所得税 &!,’,((( 贷%现金 &!,’#((

递延所得借项 )((

!"#" 借%应付所得税 &!,’,((

贷%现金 &!,’,((

其中’递延所得税借项 -./0/11/234567/89:./;<=>?帐户反映了时间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这一帐

户的余额表示将递延摊配的所得税费用’它将随时间的推移而消失’递延所得税借项帐户中四年的记录可列

示如下 -见后?@
由于纳税人总是希望在纲税中获取一定的财务利益’所以时间差异在最初大都会导致税前帐面收益小

于 应税收益@这时’应付所得税在起初将超过贷记的所得税费用’从而’其间的差额要贷记递延所得税贷项

-./0/11/234567/89:A1/2<=>?@这一帐户余额和递延所得税借项一样’也将随时间的推移而消失@
借 递延所得税借项 贷

!"#$ &)((
!"#) *((

!"#+ &*((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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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增资减资的会计处理

第一节 资本变更

公司在经营中!往往发生较频繁的资本变更即公司资本总额或其拥有形式的变化"一般来说!资本的变

更有如下几种可能的情形#
$%&发行新股票!如允许股票资本总额由’(!)))增加到’%(!)))*
$+&由于公司全部或部分股份的单位价值发生变化!从而使股票数量发生变化"如每份’%的股票变为

’(!这样原先 (!)))份每份’%的股票!就变成了 %!)))份每份’(的股票*
$,&将股票转成债券!即可全部或部分地转变"如将总数为 %)!)))份每份’%的股票变成 %)!)))美

元的公司债*
$-&减少未被接受的股票"这种资本的减少!不是靠减少资本的方法!而只是在法定资本和已发行资本

中进行调整"如一公司有法定资本’%)!)))!而该公司只发行’.!)))!这样!该公司就可改变法定资本

为’.!)))"
以 上所列举的四种资本变更情形!实质上从资本总额的变更来看!只有三种情形#资本总额不变!增资

和减资"所谓资本总额不变的资本变动主要是指资本拥有形式即是拥有股票还是债券/股票面值是升高还是

降 低等问题!很显然!上述 $+&$,&都属于这类情形"而公司的增资与减资则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即它涉

及 到资本总额的变化"所谓增资或减资!简言之!就是增加股本数额或减少股本数额"一般各国公司法均规

定!公司的资本总额一经向有关当局登记后就不得任意变更!如须变更!就必须申请办理变更登记!经批准

后方可正式执行生效"
下面!我们分别介绍增资与减资的会计处理"

第二节 公司增资的会计处理

公司增资的方式可以分成两种基本形式"下面我们先分别介绍两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两种基本形

式!然后我们再讨论一个较复杂的例子!即以红利股票的形式为公司增资"

一/增资的两种基本形式

%0将公司累积收益化为股本

以公司的累积收益转作扩充资金!这是公司增资最稳妥与安全的办法"
1案例 +0%%23公司将留存收益’%))!)))以股票股息之方式转作股本!其分录如下#
$%&决定分派股票股息时

借#留存收益 ’%))!)))
贷#应付股息 ’%))!)))

$+&发行股票时

借#应付股息 ’%))!)))
贷#股本 ’%))!)))

另外!也可以把公司资本公积转为股本"其会计程序如留存收益的转化一致!不再复述"$所谓资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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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是公司超过票面金额发行股份所获得的溢额以及每一营业年度资产的估计增值扣除估价减值后的溢额"
处分资产的溢价收入等的累积之和#

$%另增设新股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公司增发新股 ’***股!每股面额+’**!按面额发行!则其分录如下,
借,现金 +’**!***
贷,股本 +’**!***
用增设新股的方式为公司增资!也是常用的方法之一-但为了保证这种增资方法的真实性与安全性!各

国公司法对此一般都规定了一定的条件-另外!有的国家公司法还规定在公司增加股本时!现有股东及公司

雇员有优先认购的权利!因此!增发新股时!应事先通知现有股东及雇员优先认购!如他们无意再购时!才

向外推销-

二"红利股票与公司增资

前面!我们已讲过用公司留存收益或资本公积转作股本这种增资的基本方式之一-所谓红利股票实质上

也就是同样的原理!它的基本情况是,由于不断地把盈余用作股本!使股东的股票数目及每股价值不断升高!
这也就意味着公司资本总额的不断增大-

下面用 ./0123公司简例予以说明-
&案例 $%’’4)./0123公司在 ’*年前以每份+’的 ’!***份股票和+’!***的银行存款开业!它连

续从实现盈余中提取一部分用于维持经营-其资产负债表如下,
其实际上每年利润为 ’!5**!所用资本为 ’56!每年将支付+’!***现金股息!股息年率为 ’**6-这

样!股息+’!***同股票+’!***相同 7然而!在实际商务中!股息与资本往往不一致!这里!只是为方

便而作出的简单假设#-又设公积+8!***不能用于股息!那么净资产应为+(!***!而流动资产为+9!***-
这样!除了不能退还给股东的股本+’!***外!所剩下的+8!***公积也不能退还给他们!这+8!***公

积因此也可以称为资本-
这+8!***公积不能发给股东!股东利益要靠增加股本的方法来解决-这样!每持有一份+’的普通股

股东!将要收到 8份红利股票!每份为+’-若发行红利股票!其资产负债表如下,

./0123公司资产负债表

7发行红股之前# ’4((%’$%9’

股 本 +’!***
公 积

7包括盈亏帐户余额# +4!***
+’*!***

固定资产 +5!***
流动资产

减去短期负债 5!***
+’*!***

./0123公司资产负债表

7发行红利股后# ’4(*%’%’

股 本

7+’!***:+8!***# +(!***
准备金

7+4!***;+8!***# +$!***
+’*!***

固定资产 +5!***

流动资产

减短期负债 +5!***
+’*!***

当将来公布+’!***年股息时!其计算如下,’!***(!***<
’**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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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行红利股之前!这 "!###份股票同$"#!###资产相联系!设这个帐面价值同另外一个价值相同!
就是说每一股票价值$"#!发行红股后!原有股东则由原来每份股票$"#变成$%&如果他仅拥有一份股票!

那么现在他得到了 %份股票!那么其投票权力比例为 %
%!###&

由于股票购入时间的变化!其价值也会发生

变化&任何一个由 "#年前购入一份价值$"股票的股东!如果现在他继续存在!他就拥有 %份股票!其价

值为$%&
这些业务在帐务上处理比较简单!借记准备金帐户!贷记红股帐户&当发行时!贷记股票资本帐户!借

记红股帐户&
’()*+,公司记帐

借 方 贷 方

准备金帐户 $-!###
红股帐户 $-!###
红股帐户 $-!###

股票资本帐户 .发行

每一股票应得红股/ $-!###

第三节 公司减资的会计处理

一0基本会计处理程序

当一家公司接到法庭同意减少资本的通知后!帐务基本处理如下1
."/减少资产总额

借1资本减少损失

贷1各种资产帐户

.2/减少负债 .应付款/
借1应付款帐户

贷1资本减少帐户

.3/减少股票资本

借1股票资本帐户 .各种类型/
贷1资本减少帐户

.4/如果仍然是资本减少帐户的贷方余额

借1资本减少帐户 .结帐/
贷1公积

有时公司会发现自己的偿付资产出现余额!这时要据法律程序办事&这种资本减少同支付给股东的现金

相联系!其帐户处理如下1
."/借1股票资本帐户 .联系可退回的数额/

贷1各种股东

.2/借1各种股东

贷1银行存款 .实际付出数额/

二0减资的三种基本方式

"5依章程赎回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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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发行特别股时!章程中常附有赎回条款!规定公司有权按某一价格收回股票"因此!公司如因减缩

业务需要而减资时!即可根据规定收回股票"
#案例 $%&$’()*+,-.公司根据规定收回特别股 &!’’’股!每股股金额为/&’’!收回价格为/&’0!

则其分录如下1
借1特别股本 /&’’!’’’

股本收回损失 0!’’’
贷1现金 /&’0!’’’
必须指出的是!股本收回损失应转入留存收益科目中!不能作为当年度之损失"
$%向市场收购注销

公司亦可向市场公开收购回股票!然后以一定手续予以注销"
#案例 $%&$&(某公司自市场收购其本公司股票 &!’’’股!每股面额为/&’’!收购价为每股/23!则

其分录如下1
4&5自市场购入时1

借1库藏股票 /&’’!’’’
贷1现金 /23!’’’

股本收回利益 $!’’’
4$5依法定手续注销时1

借1股本 /&’’!’’’
贷1库藏股票 /&’’!’’’

6%股东会决定减资

这里基本方式亦有两种1
4&5折减股东持有股份!以减少公司股本!即将原发行股票两股7三股等合并为一股"
#案例 $%&$$()*+,-.公司原股本总额/&’’!’’’!共 &!’’’股!现将公司资本减为/0’!’’’!则

其分录1
借1股本 /0’!’’’
贷1现金 /0’!’’’

4$5折减股票每股金额!以减少公司之资本!即将原发行股票!将其票面额折减若干成!以减降其公司

资本"
#案例 $%&$6(某公司原股本总额为/$’’!’’’!共分成 $!’’’股!每股/&’’!现将公司资本减为/&’’!

’’’!即将每股股票金额减为/0’!则其分录如下1
借1股本 /&’’!’’’
贷1现金 /&’’!’’’

第四节 库藏股票

一7库藏股票的入帐1面值法

这是库藏股票记帐的方法之一!它适用于以下情形1正式的资本收缩或意图减少成本!而又一时来不及

办理正规的法定减资手续或暂时不愿办理这种手续"
很显然!上述各种情形即是我们已说过的公司减资的内容之一"而面值法即按所取得的库藏股票的面值

记 帐有其内在的逻辑1股票发行是按面值计算的!而库藏股票在上述情况下又是减资的手段之一!所以!它

的入帐自然是依照面值"4如果把取得的库藏股票再出售!那么属于增资范畴!在记帐方法上因而也相应地

变更为成本法"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本节最后再作简介"5
常常在实际商务中出现这种情况即公司取得库藏股票所付出的代价!常常超过或低于股票面值或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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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相关会计处理如下"
#$%超出!若所付代价超过面值&则超过部分可以按如下两种方法之一来处理"一种是把全部借记 ’留

存收益(帐户&因为这样处理是把超过部分看成是让出股份的股东应得的一部分权益)另外一种是将超过部

分 由 ’超面值缴入股本(和 ’留存收益(帐户分摊&其记入 ’超面值缴入股本(帐户的部分&应不超过该类

股票帐面 ’股本(额与 ’超面值缴入股本(额的比例!
#*%低于!若所付价低于面值或设定价值&其差额应贷入同类股票的 ’超面值缴入股本(帐户&即视为

该类股份的缴入股本总额有所增加!
下面以简例说明!
+案例 *,$*-./01234公司普通股票每股面值为5$66&原来以每股5$67发行&现以每股5$$6收

回 $66股&则收回时的分录为"
借"库藏股票 #5$668$66% 5$66&666

超面值缴入普通股本 #578$66% 766
留存收益 766

贷"现金 #5$$68$$6% 5$$&666

二9库藏股票的注销

当办完了法定的减资手续&注销已收回的库藏股票时&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均不能使留存收益有所增加&
而应根据该类股票发行的原值&借记 ’股本(帐户予以冲销!倘原发行时有 ’超面值缴入股本(&也应按原

记入该帐户的金额借记冲销!发行股票时的原值无法辨认时&可按注销股票与发行股票的比例冲销’超面值

缴 入股本(帐户!有关帐户冲销后贷方金额大于借方的&可借记 ’留存收益(帐户&反之&可贷记 ’超面值

缴入普通 #或优先%股本 #股票注销%(帐户!
承上列&/01234公司以每股5$$6收回的普通股 $66股&在面值法下可有如下冲销的会计分录"
借"普通股本 #5$668$66% 5$6&666
贷"库藏股票 #5$668$66% 5$6&666

三9库藏股票在资产负债表上的列示

与减资登记的面值法相应&在资产负债表上亦有相应列示!
+案例 *,$*7./01234公司核定发行普通股 *6&666股!每股面值5$6&以5$6,7发行!’超面值缴

入普通股本(帐户有贷方余额5:&;66&’留存收益(帐户贷方余额5$<&666!该公司曾以每股5$*收回

库藏股票 *66股&资产负债表上相关列示如下"
股东权益"普通股==面值5$6&核定发行 *6&666股 5*66&666

冲减库藏股票 *66股 *&666 5$:>&666
#按面值%

留存收益 $<&666
超面值缴入普通股本 :&;66
股东权益总计 5**6&;66

四9作为增资的库藏股票

我们已经指出&设立 ’库藏股票(这一帐户并不总是意味着公司的减资&相反&它有时意味着完全不同

的情况即公司的增资&这种情况发生在已收回的库藏股票的重新发行时!
第一&入帐

因为考虑到入帐的库藏股票还要发行&所以拟采用成本法入帐!承 /01234入帐的例子"
$,若收回股票分录为"
借"库藏股票 5$$&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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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现金 "##$%%%
&’按收回成本重新发行已收回分录是分录 #的反转即!
借!现金 "##$%%%
贷!库藏股票 ##$%%%
(’若按高于成本再发行$会计分录为!
借!现金 "#&$%%%
贷!库藏股票 "##$%%%

超面值缴入普通股 )库藏股* #$%%%
+’若按低于成本再发行$会计分录为 )设降低",-每股*!
借!现金 "#%$,%%

超面值缴入普通股本 ,%%
贷!库藏股票 "##$%%%
第二$注销

与成本法相应$库藏股票在办完法定增资手续后应被注销.承上述 /01234公司注销案例$分录为!
借!普通股本 "#%$%%%

超面值缴入普通股本 )",5#%%* ,%%
贷!库藏股票 "##$%%%
第三$在资产负债表上的列示

股东权益!普通股 )面值"#%$核定发行 &%$%%%股* "&%%$%%%
超面值缴入普通股本 #%$%%%

留存收益!充抵库藏股票成本的留存收益 "&$+%%
未拨定部分 #%$6%% #($%%%

"&&($%%%
减库藏股票 )按成本* &$+%%
股东权益合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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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合并的会计处理

当一家公司取得另一家公司 !"#以上的有表决权股时$前者即为后者的母公司$后者即为前者的子公

司%取得控制股权的公司&即母公司’可能用现金(其他资产或债券来取得对方股份$也可能是完全用自己的

股 份交换对方几乎完全的有表决权股)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会计处理可用不同的方法$即分别采用*收买法+
与*权益集合法+%

公司合并的会计处理中最重要的是合并报表的编制$所以$本章将分别围绕上述两种方法来介绍合并报

表的编制%

第一节 股权取得日合并报表的编制程序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012公司与 3公司在 /455年 /"月 /日建立母子关系前各自的资产负债表附列于下6

2公司资产负债表 /455.4.7/

资 产 负债及股东权益

流动资产

现金

应收款净额

存货

流动资产合计

固定资产净额

资产总计

89"-"""
-!$"""
-"$"""

85!$"""
4"$"""

8/:!$"""

流动负债

应付公司债

负债合计

股东权益6普通股

留存收益

股东权益合计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8/5$"""
-"$"""

875$"""
8/""$"""
7:$"""
/7:$"""

8/:!$"""

3公司资产负债表 /455.4.7/

资 产 负债及股权益

流动资产

现金

应收款

存货

流动资产合计

固定资产净额

资产总计

8!$"""
7$"""
0$"""

8/9$"""
/"$"""

8-9$"""

流动负债

股东权益

普通股

留存收益

股东权益合计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8:$"""

8/!$"""
-$"""
/:$"""

8-9$"""

假设在合并中$2公司取得 3公司 /""#的股权%现分别说明在收买法与权益集合法下编制股权取得日

合并报表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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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买法

设 "公司以现金#$%&’’’和公司债券#$’&’’’&收买 (公司的全部普通股权)这时&"公司将作以下会

计分录*
+$,--.,.%$/ 借*对 (公司投资 #0%&’’’

贷*现金 #$%&’’’
应付公司债 $’&’’’

"公司在收买 (公司后&其资产负债表如下*

"公司资产负债表 $,--.$’.$

资 产 负债及股东权益

流动资产

现金

应收款净额

存货

流动资产合计

对 (公司投资

固定设备净额

资产总计

#01&’’’
02&’’’
0’&’’’

#10&’’’
0%&’’’
,’&’’’

#$-2&’’’

流动负债

应付公司债

负债合计

股东权益

普通股

留存收益

股东权益合计

负债 3及股东权益总计

#$-&’’’
%’&’’’

#4-&’’’

#$’’&’’’
%1&’’’
$%1&’’’

#$-2&’’’

在上表中&应指出的是&对子公司投资属于非流动资产&所以&在资产负债表内&一般应列示在流动资产

与长期资产之间)而 (公司依然独立经营&其原来会计记录不变)
从 理论 上讲&"公司的5对 (公 司 投 资6帐 户 与 (公 司 的 股 东 权 益 帐 户 是 相 对 应 项 目 即 两 者 数 值 应 相

等)然而&在实际收买时&两者并不相等+分别为#0%&’’’和#$1&’’’/)按照公司会计公认准则&收买企业股

份应按收买价格入帐&故构成净资产价值的各个资产项目&都要按收买日的市价列人合并报表&这就要求确

认一些资产项目的升值&而后把收买价与 (公司净资产市价之间差额确认为商誉)在编制合并报表时&(公

司资产将按各自市价与 "公司相应项目合并)所以&要据市价与帐面价之间差额进行调整)"公司的对 (公

司投资帐户和 (公司股东权益帐户应作为而相应相反的项目消除)承上例&(公司资产调整如下表)

(公司帐
面价值

市 价
收买价
与商誉

市价与帐面
价的差额

收买价格

现 金

应 收 款

存 贷

固定资产

流动负债

净 资 产

商 誉

#2&’’’
%.’’’
1&-’’
$0&’’’
+1&’’’/
#$1&’’’

#2&’’’
%&’’’
1&-’’
$0&’’’
+1&’’’/

#0%&’’’

0’&-’’
#0&0’’

7
7

#$&-’’
0&’’’
7

#%&-’’

根据 "公司 (公司各自的资产负债表及 (公司的资产调整表可先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工作底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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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01
2公司与 .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工作底表

345563763

个别资产负债表 调整与消除

2公司 .公司 借 方 贷 方

合并资产

负 债 表

现 金

应收款净额

存 贷

对 .公司投资

固定资产净额

商 誉

89:777
8;:777
87:777
8<:777
47:777
=

;:777
<:777
>:777
=

37:777
=

!)03:577

!)08:777
!)08:877

!)0 >:777?!@039:777

<8:777
85:777
89:577
A

378:777
8:877

资产总计

流动负债

应付公司债

普 通 股

留存收益

35;:777
35:777
<7:777
377:777
<9:777

8B:777
9:777
A

3;:777
8:777

!@03;:777
!@08:777

348:777
8;:777
<7:777
37:777
<9:777

负债股东
权益总计 35;:777 8B:777 8<:777 8<:777 348:777

2公司与 .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 345563763

资 产 负债及股东权益

流动资产

现金

应收款净额

存货

流动资产合计

固定资产净额

无形资产

商誉

资产总计

C<8:777
85:777
89:777

C59:777
378:777

8:877
C348:777

流动负债

应付公司债

负债合计

普通股

股东权益

留成收益

股东权益合计

负债股东权益合计

C8;:777
<7:777

C;;:777

C377:777
<9:777
3<9:777

C348:777

必须指出的是:在案例中:母公司 2公司在收买子公司股权时支付的价值超过了子公司 .公司净资产

的帐面价值1但有时也会出现收买价格低于子公司净资产帐面价值的情况!例如在收买一家历年亏损已濒临

或已宣告破产的企业时0:按照公司会计惯用准则:其间的差额首先应归属于可确认贬值的资产项目:而后把

未计的任何差额:比例地摊派于余下的非流动资产!对有价证券的长期投资除外01如果这些非流动资产的余

额已降至零:但仍留有差额:这个差额就要列为递延贷项:在今后估计受益期间系统地进行摊销!无形资产的

摊销最长不得超过 B7年0:习惯上把这一递延贷项称为负商誉!,)(D’&&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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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权益集合法

在权益集合法下"只是通过交换普通股把几个公司的权益集合起来"故集合的权益应该建立在各个成员

公司净资产帐面价值的基础上#承上例"设 $公司以每股定价为%&’普通股 (’’股交换 )公司的每股面值

为%*’’的全部普通股 *(’股#对于这一企业合并"$公司应作以下会计分录+
,*-../*’/*0 借+对 )公司投资 %*1"’’’

贷+普通股 %*’"’’’
实收资本超过设定价值部分 %("’’’
留存利益,转入子公司0 &"’’’

在上述分录中"2对)公司投资3帐户是按照子公司)的净资产帐面价值%*1"’’’登记的#)公司普通股

帐面价值为%*("’’’"与之交换的 $公司普通股的核定价值为%*’"’’’,(’’股4%&’0"超过核定价值的部

分%(’’’"应贷记2实收资本超过设定价值部分3这一增收资本帐户#)公司的留存收益则应作为一个单独项

目转入 $公司的留存收益帐户#
这时")公司会计记录不变"而 $公司资产负债表如下+

$公司资产负债表 *-../*’/*

资 产 负债及股东权益

流动资产

现金

应收款净额

存货

流动资产合计

对 )公司投资

固定资产净额

资产总计

%5’"’’’
&("’’’
&’"’’’

%.("’’’

*1"’’’
-’"’’’

%*-&"’’’

流动负债

应付公司债

负债合计

股东权益

普通股

实收资本超过

设定价值部分

留存收益

股东权益合计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
&’"’’’

%6."’’’

%**’"’’’

("’’’
6-"’’’
*(5"’’’

%*-&"’’’

由于$公司的2对子公司投资3帐户的余额就是子公司)股东权益,净资产0的帐面价值"可以直接消除#
子公司的各项资产都按照帐面价值与母公司的相应资产项目合并"也无需调整"可以直接编制工作底表与合

并资产负债表,见下表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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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 "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工作底表 #$%%&#’&#

各别资产负债表 消 除

!公司 "公司 借 方 贷 方

合并资产

负债表

现金

应收款净额

存货

对 "公司投资

固定资产净额

资产总计

流动负债

应付公司债

普通股

实收资本超过

设定价值部分

留存收益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由案例可知)在权益集合法下)由母公司与子公司合并组成的公司集合体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基本上是

母0子公司各别的资产负债表中各个项目的帐面价值的简单相加)这样就不会出现商誉与递延贷项1即负商

誉23同时)子公司的留存收益则已编入母公司的留存收益)为此)往往还要在股权取得日编制合并留存收益

表3

!公司及 "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 #$%%&#’&#

资 产 负债及股东权益

流动资产

现金

应收款净额

存贷

流动资产合计

固定资产净额

资产总计

4(+)’’’
*%)’’’
*.)’’’

4$$)’’’

#’’)’’’

4#$$)’’’

流动负债

应付公司债

负债合计

股东权益

普通股

实收资本超过设计价值部分

留存收益

股东权益合计

负债及股东权益合计

4*+)’’’
*’)’’’

4(+)’’’

4##’)’’$
+)’’’
-$)’’’
#+()’’’

4#$$)’’’

在收买法与权益集合法下)股权取得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是截然不同的3在收买法下)几乎总会导致子

公司资产的升值和出现商誉5而在权益集合法下)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投资帐户是按照较低的子公司净资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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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面价值反映的!从而"在未来期间"应用权益集合法将 得出较高的报告收益#因为无需摊销资产的升值和

商誉$"在企业合并后可能立即改善联属公司集团的盈利面貌!这样"为了区分由于合并和由于经营管理改善

这两个性质不同的原因所导致的企业盈利面貌的改进"以保证企业会计记录的真实性与科学性"西方公司会

计惯例规定只有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的公司合并才能在其会计处理中运用权益集合法%
&’对成员公司的地位规定!规定%在合并计划开始前的两年内"进行合并的每一成员公司都是自主的独

立法人"而且一方并非另一公司的子公司或分部"并且每一成员公司都独立于其他成员公司之外(
)’不能有预先计划好的安排!规定%不能按预定计划#明示或默许的$在合并后两年内收回或再取得为

促成合并而发行的普通股的全部或一部"或是变卖成员公司的重大资产等(
*’必须是股权结合!规定%合并应是一次完成的"或是在合并计划开始后的一年内遵照确定的计划完成

的!这样就排除了通过分次发行股票"部分作为收买"部分作为权益集合的做法!并且规定"在合并计划完成

时"母公司只能发行其权利与发行在外有表决权普通股并无差别的普通股来交换子公司几乎全部的具有表

决权的普通股"同时"也不准附有+或有偿付,条件即视合并后的经营成果可在合并后几年内再付给一定的股

数等等!

第二节 股权取得日以后合并报表的编制程序

从理论上来说"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性投资"其收益当然要按照权益法处理!也就是说"母公司帐册中

的对子公司投资帐户"应该反映由于分享或分担子公司的收益或亏损而实际存在于子公司中的权益"对于子

公司分派的现金股息"则应冲销已反映在对子公司投资帐户中的应分享收益!现承上例来说明这一合并报表

的编制程序!
在编制合并报表之前"给出如下情况%
&’设 -公司于 &./.年 &)月 )0日宣布现金股息1&"022"并将于 &./.年 /月 &日支付这项股息!&.//

年#会计年$度系从 &.//年 &2月 &日开始到 &./.年 .月 *&日结束(
)’收买日的子公司在本会计年度内已全部出售!应将存货升值1&"332"全部注销"以调整#增加$本年

度子公司销货成本(
*’固定资产升值情况!其中"土地升值13/2#因土地不摊提折旧"将不予摊销$(房屋升值1422"以 &2

年为期"每年摊销额142!其中1*2应调整子公司销货成本"132应调整子公司销售及管理费用(生产设备

升值13)2"以 5年为期"每年摊销142"应调整子公司销货成本(
3’分十年摊销商誉"每年摊销额1&45"应作为联属公司集团的销售及管理费用!

6公司在年终结帐时"相关会计分录如下%
&’据子公司本会计年度的报告净收益14"222"把对子公司投资收益10"522#14"2227/28$入帐%
借%对 -公司投资 10"522
贷%对 -公司投资收益 10"522

)’摊销收买时确认的子公司资产的市价与帐面价值间的差额"将摊销冲减对子公司投资收益#1&332&2
91429142$%

借%对 -公司投资收益 1&"0/2
贷%对 -公司投资 1&"0/2
*’摊销合并商誉%
借%销售及管理费用 1&45
贷%对 -公司投资 1&45
3’对子公司投资收益帐户"应与其他暂记性帐户一起结转收益汇总帐户计入母公司本会计年度的净收

益%
借%对外销货#净额$ 10)3"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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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间销货!净额" #$%&’((
对 )公司投资收益 ’&(*(

贷+对外销货成本 #$,%&(((
公司间销货成本 $%&’((
销货及管理费用 --&.*$
其他收益及费用 *%&,/.
所得税费用 0.&/((
收益汇总 ’*&0((

-1将本年净收益结转留存收益帐户+
借+收益汇总 #’*&0((
贷+留存收益 #’*&0((
在以上会计分录中&合并商誉的摊销与子公司有形资产增值的摊销在会计处理上有所不同2后者系调整

子公司当年报告收益&前者则计入母公司的管理费用&同时商誉摊销费不得扣减应税收益2
在拥有上述资料情况下&可编制合并报表2
一般说来&股权取得日后合并报表的编制程序与股权取得日合并报表的编制原理相同&即调整及消除母

子公司间相应而相反的项目&而合并并非相应而相反的项目2但经过一个!或若干"会计年度的经营活动&母
公司的对子公司投资帐户所代表的权益已发生了变化&在消除之前&须先确立对应关系&即把各相应项目之

间的关系&追溯到本会计年度初的基础上2承上例&分别说明如何确立对应关系如下+
01调整分录

!3"借+
公司间销货成本!子公司" #0&-’(
销货及管理费用!子公司" ’(
固定资产!净额"!子公司" 0&’%(
商 誉 0&-,’

贷+对 )公司投资!母公司" #’&%*’
*1消除分录

!4"借+
普通股!子公司" #0-&(((
留存收益!年初"!子公司" *&(((
对子公司投资收益!本年度"!母公司" ’&(*(

贷+对子公司投资!年末"!母公司" #0%&’*(
现金股息!本年度"!子公司" 0&-((
少数股权 $&0((

!5"借+少数股权应享收益 #0&’((
贷+少数股权 #0&’((

以上三个会计分录中数字的来源可分别见下面两个表2依据这两个表和三个会计分录可编制出 6公司

与 )公司合并报表的工作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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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初

!股权取得日"
调整金额

已摊销部分 未摊销部分

金 额 应调整项目 金 额 应调整项目

存 货 #$%&&’ #$%&’’ (

固定资产 $%)’’ $’’*&’
销货成本
管理费用 #$%&)’ 固定资产

商 誉 $%+)’ $+) ,, $%-.& 商誉

总 计 #&%-’’ #$%+.) #/%’&&

,,已计入母公司的管理费用%无需再作调整

年初金额
母公司

!-’0"
少数股权

!1’0"
合 计

普 通 股 #$.%’’’ #$1%’’’ #/%’’’ #$.%’’’

留存收益 1%’’’ $%)’’ &’’ 1%’’’

合 计 #$+%’’’ #$/%)’’ #/%&’’ #$+%’’’

对子公司投资净额 , &’1’ ( &’1’

现金股息 !$%1’’" !/’’" !$%.’’"

余 额 #$)%&1’ #/%$’’ #$2%.1’

少数股权应享收益 ( ,, $%&’’ $%&’’

合 计 #$)%&1’ #&%.’’,,, #1)%21’

,母公司应分享子公司本年度净收益#.)’’!#+%’’’3-’0"(子公司本年度摊销额#$%.-’4#&%
’1’

,,少数股权应享份额#$%&’’4子公司本年度净收益#+%’’’31’0
,,,可验证如下5#1’%21’一子公司普通股#$.%’’’4#.%21’6子公司资产升 值 本 年 度 摊 销 额

#$%.-’4子公司年未留存收益#+%.’’
请注意%在以下例工作底表中7调整及消除8栏有分录!9"和!:"的内容;这里%分录!9"和!:"是继分录!<"

!="!>"后又一调整项即消除公司间交易;因为公司间互相销货是联属公司集团内经常发生的交易%所以应该

销除包括在一方销货收入与销货成本中的金额%以会计分录表示如下5
!9"借5公司间销货!净额" #/)%&’’

贷5公司间销货成本 #/)%&’’
!:"借5应付 ?公司股息!子公司" #$%1’’

贷5应收 @公司股息!母公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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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 "公司合并报表工作底表

#$%%年度&#$%%’#(’#)#$%$’$’*#+

各别试算表 调整及消除

!公司 "公司 借方 贷方
合并报表

收益及留成收益表收入

对外销货净额 ,-./0(( #(%/$(( 1**/1((
公司间销货净额 *1/.(( 2 &3+*1/.(( 2
对 "公司投资收益 ./(-( 2 &4+ ./(-( 2

收入合计 ,1,/#-( #(%/$(( .(/.-( 1**/1((

成本及费用

对外销货成本

公司间销货成本

销售及管理费用

其他收益及费用

所得税费用

少数股权应享收益

成本与费用合计

*%1/#((

*1/.((

,,/0-*

-1/%$0

#0/$((

2

,-*/(-(

0$/(((

2

#-/$((

0/(((

*/(((

2

#(#/$((

&3+#/,.(

&5+ .(

&5+#/.((

-/$%(

&3+*1/.((

*1/.((

.11/1.(

2

1%/11*

**/%$0

-(/$((

#/.((

,$#/,((

净 收 益

留存收益&#$%%’#(’#+
合计

.-/#((

*0/(((

0$/#((

0/(((

-/(((

$/(((

.*/.((

&4+-/(((

.,/.((

*1/.((

*1/.((

.-/#((

*0/(((

0$/#((

现金股息

留存收益 #$%$’$’*#
资产负债表

现金

应收款&净额+
应收 "公司股息

存货

对 "公司投资

固定资产&净额+
商誉

$/,((

1$/1((

##/0,1

#0/11(

#/-((

0%/$.(

-#/(..

%./1((

2

#/,((

0/,((

0/.((

1/-((

2

%/1((

2

%/%((

2

.,/.((

&3+#/.1(

&3+#/,%.

&4+#/,((
*0/$((

&6+#/-((

&3+./1-.7&4+#1/.-(

$/,((

1$/(((

#$/#,1

-*/%1(

2

%0/,.(

2

$./%1(

#/,%.

资产总计

流动负债&各项+
应付 !公司股息

应付公司债

少数股权

普通股

留存收益&承上+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

#,/1((

2

*(/(((

2

#((/(((

1$/1((

-#,/-((

*#/(((

0/*((

#/-((

2

2

#,/(((

0/,((

*#/(((

*/(..

&6+#/-((

&4+#,/(((

.,/.((

1#/1((

--/-..

&4+*/#((7&5+#/.((

*0/$((
.-/.((

--0/(((

--/$((

2

*(/(((

./,((

#((/(((

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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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作底表可编制如下合并资产负债表!
"公司及 #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 $%&%’%’($

资 产 负债及股东权益

流动资产

现金

应收款)净额*
存货

流动资产合计

固定资产)净额*
无形资产

商誉

资产总计

+$%,$-.
/(,&.0
&1,-20

+$(0,--.
%2,&.0

$,-&2
+//1,000

流动负债

应付公司债

负债合计

少数股权

股东权益

普通股

留存收益

股东权益合计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00
(0,000

+-/,%00
2,-00

+$00,000
.%,.00
$.%,.00

+//1,000

第三节 国外子公司报表的合并

二战后企业合并的特点之一便是跨国合并3显然,对于跨国合并,在会计处理 .中会有更多的技术难题,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外币折算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核心又是由于汇率变动3我们知道,财务报表中的项目可分

为货币性项目与非货币性项目,前者指现金4长短期票据4将按固定的利率到期收取本息的应收款等,货币性

项目的当地货币金额,如果在不同的日期折算为母公司所在国的本国货币金额,当然要根据波动中的现行汇

率计算5后者则指存货4预付费用4厂场设备和无形资产等资产项目等,其成本属历史成本即已不再承受现行

汇率波动的影响,故要依资产取得日或负债承担日的历史汇率折算3但如果按照每种存货等的动态来追溯每

一购货时日的历史汇率,那将是非常繁重的工作,因此在会计实务中常采取简化的方法,即或按全年平均汇

率折算,或者按现行汇率或接近年末的一段期间的平均汇率折算3也就是说,在会计实务中,对于非货币性项

目,一般都假设收入4成本费用等都是均衡发生的,这样,这些项目都按照平均汇率折算3并且,如果年内各月

内 汇率波动不大,就可以根据全年发生额来乘以全年平均汇率)即按照每月月末的汇率加总后除以 $/*,算

出折算金额3但是,如果销货收入和销货成本或某些费用的发生带有季节性且各月内的汇率波动较大,就需

要采用分月的平均汇率即将每月发生额乘以各该月份的平均汇率)按月内每天汇率平均*而后将各月折算的

金额加总3
由上可见,由于对不同项目采用不同汇率折算,其结果必然会出现差额,这就是因折算而形成的外汇汇

兑 利得或损失)6789:;<=>:?;@AB@CC*,这种汇兑利得或损失与实际的外币兑换交易中发生的汇兑利得或

损失不同,后者是已实现的,前者则是未实现的3在合并报表中由于外币折算形成的汇兑利得或损失,不予递

延,要记入当年合并收益表3
关于留存收益的折算金额,一种处理是采用结余法,即根据其他项目的折算结果确定年末留存收益的折

算余额,另一种处理方法是,按现行汇率把子公司年末留存收益的当地货币金额折算为母公司的本国货币金

额,这一折算金额与前述用结余法得出的折算金额间的差额,则作为汇兑损益列在股东权益部分3
请参见下列案例

D案例 /’$/1E在美国 "公司于 $%&.年 .月 $日在外国创设一家子公司)#公司*,并持有其 $00F的股

份,"公司各种报表系用美元表述,#公司各种报表则用当地货币表述,有关汇率如下!
$’$%&.’.’$)子公司创设日*的历史汇率为+0’(05
/’$%&&’$/’($)报告日*的现行汇率为+0’/25
(’$%&&年度)$%&&’$’$至 $/月 ($日*平均汇率为+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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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货币!"#$

借 方 贷 方
折算汇率

美元!%$

借 方 贷 方

现 金

应收款!净额$
存货 &’(()&*)+&
固定资产!净额$
应付款!括税收$
普通股

留存收益 &’(()&)&
存货!净额$
销货成本

销售及管理费用

折旧费

所得税费用

现金股息!已支付$
合 计

汇兑利得合计

"#(,-,,,

&’,-,,,

*&,-,,,

&-&+(-,,,

&-+.,-,,,

&/*-/,,

/*-0,,

&(-1,,

/,-,,,

"#

+-*.0-1,,

"#+*,-,,,

&-,,,-,,,

&10-1,,

&-(,,-,,,

"#

+-*.0-1,,

%,)*/!现行$

,)*/!现行$

,)*1!平均$

,)+,!历史$

,)*/!现行$

,)+,!历史$
上年末余额

,)*1!平均$

,)*1!平均$

,)*1!平均$

,)+,!历史$

,)*/!现行$
母公司实得额

%&’-*,,

/1-0,,

1*-1,,

+1/-’,,

+/*-1,,

+1-0,,

&*-.(,

/-//,

&,-/,,

%(..-’*,

%(..-’*,

%.0-(,,

+,,-,,,

/*-*,,

/1,-,,,

%(0’-,,,

(-’*,

%(..-’*,

/)2公司在 &’(()&*)*1收到 3公司分派 &’((年度股息时-实际兑换为美元的汇率是%,)*0-母公司实

得金额%&,-/,,4
子公司固定资产与普通股均按创设日的历史汇率折算-留存收益的折算金额按结余法表述-见上表4
由于折算而形成的汇兑利得%(-’*,应计入本年收益42公司与 3公司的已折算为美元的结帐前试算

表列在下面4在本例中-为母公司的对子公司投资帐户和子公司的股东权益帐户确立对应关系而进行消除的

会计分录如下5
!6$借5普通股!年初$!子公司$ %+,,-,,,

留存收益!年初$!子公司$ /*-*,,
对 3公司投资收益!本年度$!母公司$ 0+-0,,

贷5对 3公司投资年末!母公司$ %+’1-/,,
现金股息!本年度$!子公司$ &,-/,,

通过消除相应而相反的项目和合并非相应而相反的项目-就能在工作底表中算出合并收益和留存收益表及

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各项目的余额!见下表中最后一栏$4
应当指出的是-在编制合并报表时应用的外币折算方法-主要西方国家间 的 会 计 准 则 与 惯 例 也 不 尽 相

同4如英国与西欧诸国惯用现行汇率法7日本则在区分货币与非货币性项目法之上-再加上区分流动与非流

动项目的设想-例如对以外币表述的短期债权8债务等应用现行汇率折算-对以外币表述的长期债权8债务等

则应用历史汇率折算4同时-合并国外子公司的报表时-可能存在着外国会计实务与母公司所在国的本国会

计准则和惯例不相一致的情况-这就需要作更复杂的调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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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我们以合并报表的编制为中心线索介绍了公司合并的会计处理!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公司合并报表

反映了母公司和子公司的整体的经营状况"但也正由于这一特点"使它也具有局限性"即它只能反映整体经

营状况"而有时候还需要列出各公司的报表及相应分录!

#公司及 $公司合并工作底表

%美元&’())年度%’())*’*’+’())*’,*-’&

各别报表 调整及消除

#公司 $公司 借 方 贷 方
合并报表

收益及留存收益表

销货净额

对$公司投资收益

汇兑利得

."/00"000
1-"100

/.0"000
+
)"(,0

%2&1-"100
.").0"000

+
)"(,0

收入合计 ."/1-"100 /.)"(,0 1-"100 .").)"(,0

成本及费用

销货成本

销货管理费用

折旧费

所得税费用

成本费用合计

净收益

留存收益 ’())*’*’
合计

现金股息

留 存 收 益

’())*’,*-’
资产负债表

现金

应收款%净额&
存货

对 $公司投资

固定资产%净额&
资产总计

应付款

普通股

留存收益%承上&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0"000

.’("-)0

’-0",00

,’"3,0

/"3)’"-00

1),"-00

.3’",00

’",.-".00

-0"000

’",,-".00

--3"’00

-30"000

)-0"000

-(."/00

-"..’"000

."/)-".00

,10"000

/"000"000

’",,-".00

."/)-".00

-/,".00

-."100

’,"3)0

/"//0

-(."-,0

1-"100

/,",00

’0.")00

’0"/00

(."/00

’(",00

/."100

.,".00

+

-./"(00

/3,",00

31")00

-00"000

(."/00

/3,",00

1-"100

%2&/,",00

’0.")00

’0.")00

%2&-00000

’0.")00

/0.")00

+

+

+

%4&’0"/00

’0"/00

%2&-(."/00

-(."/00

’0"/00

’0"/00

/"/.,".00

../"()0

’/,"()0

,1"’10

."’31"1,0

10,"-00

.3’",00

’",.-".00

-0"000

’",,-".00

-.1"-00

/’."100

)),".00

+

-"(0."(00

.".10"-00

--1")00

/"000"000

’",,-".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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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清算与重整的会计处理

本章!我们将介绍股份公司清算和重整的会计处理程序"由于这一会计内容相当复杂!所以!我们准备在

本章分两步介绍#先介绍简单的情况即不考虑公司清算与重新整顿过程中有第三者即接管人出现$在初步掌

握 这一简单情况%或曰简单模型&后!我们将构造更为复杂的模型!在这一模型中!我们将充分考虑接管人这

一因素"我们将会发现!后一模型更接近于复杂的实际商务"

第一节 清算与重整基础

一’帐户的设置

()*清算费用+帐户的设置

为了核算在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清算费用!须设置*清算费用+帐户!其借方反映在清算过程中发生的各种

费用支出!其贷方则反映清算收益以及向*未分配利润+的结转额"其结构与内容如下#
清算费用帐户

借方 贷方

支付清算期职工工资

支付清算期水电等杂费

支付清算人报酬

支付其他清算开支

清算期存款利息

结转借方余额

,)*清算损益+帐户的设置

为了核算在清算过程中处置财产变现时所造成的损失或收益!设置*清算损益+帐户!该帐户也可用来核

算清算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支出!该帐户若为贷方余额!表示清算收人大于 支 出!应 视 同 利 润!缴 纳 所 得

税$若为借方余额!则表示清算支出大于投入$无论贷方余额或借方余额都应转入*未分配利润+"如果有借方

余额时!企业*未分配利润+无余额则应由企业其他资本抵补!该帐户基本结构如下#
清算损益帐户

借方 贷方

处理各类财产的损失

转入未*分配利润+

处理各类财产的收益

转入*未分配利润+

二’产权转让核算

清算与重整时!可将产权转让他人!这就需要对产权转让进行核算"
()按帐面资本净额转让产权

在这种情形下!可在清算前的所有业务处理完毕后!编制清算基期资产负债表!来确定帐面资本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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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净额!资产总额"负债总额

必须注意的是#这时必须扣除清算费用$
第一#支付清算费用

有关会计分录如下$
借$清算费用 %%%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 %%%

第二#将清算费用转入(未分配利润)
有关会计分录如下$
借$未分配利润 %%%
贷$清算费用 %%%
通过上述两个分录#调整资产负债表后#即可求出资本净额*
+,按重估价值转让产权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依据市场价格对公司的财产进行重估#然后将重估的增值或减值划入(清算损益)帐
户进行核算*与按帐面资本净额转让产权不同#这时支付的清算费用可直接借记(清算损益)而不通过(清算

费用)核算*必须注意的是#若清算的结果导致清算净收益#则在公司会计中#必须把它视为公司利润#在交纳

公司所得税后#计入公司资本净额*
会计处理步骤如下$

第一#对财产重新估价#其增值可计为$
借$原材料 %%%
固定资产等 %%%
贷$清算损益 %%%
其减值可计为$
借$清算损益 %%%
贷$低值易耗品 %%%

原材料 %%%
产成品等 %%%

第二#支付清算过程中的清算费用

借$清算损益 %%%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 %%%

第三#将(清算损益)帐户余额结转(未分配利润)帐户*
若(清算损益)为借方余额#则表明清算净支出$
借$未分配利润 %%%
贷$清算损益 %%%
若(清算损益)为贷方余额#则表明清算净收益$
借$清算损益 %%%
贷$未分配利润 %%%
在(清算损益)为贷方余额时#表明清算净收益#视为公司利润#照章交纳所得税*会计分录如下$
借$未分配利润 %%%
贷$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

三.解散核算

当发生自动解散或强制解算时#公司停止经营#对公司所有非货币资产进行清理变现#在收回各项债权.
偿还各项债务.交纳各项税金.支付各项清算费用后#公司股东可依据其出资比例分享剩余净财产*在对非货

币 资产进行清理变现时#一般应依据市价进行#凡市价高于或低于帐面价值部分#均应反映在(清算损益)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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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上!
会计处理步骤如下"

第一#出售原材料$半成品等

若售价高于帐面价值#则"
借"银行存款%或现金& ’’’
贷"原材料 ’’’

产成品 ’’’
半成品 ’’’
清算损益%(售价)帐面价值& ’’’

若售价低于帐面价值#则"
借"银行存款%或现金& ’’’

清算损益%(帐面价值)售价& ’’’
贷"原材料 ’’’

产成品 ’’’
半成品等 ’’’

出售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等#依照交纳相关流程税#则"
借"清算损益 ’’’
贷"应交税金 ’’’

第二#出售固定资产

若售价高于帐面价值净值%即扣除折旧&时#则有"
借"银行存款%或现金& ’’’
贷"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 ’’’
清算损益%(售价)固定资产原值)折旧& ’’’
若售价低于帐面价值净值时#则有"
借"银行存款或现金 ’’’

累计折旧 ’’’
清算损益%(固定资资产原值)累计折旧)售价& ’’’

贷"固定资产 ’’’
第三#出售低值易耗品

若售价高于帐面价值时#则有"
借"银行存款 ’’’
贷"低值易耗品 ’’’

清算损益%(售价)帐面价值& ’’’
若售价低于帐面价值时#则有"
借"银行存款 ’’’

清算损益%(帐面价值)售价& ’’’
贷"低值易耗品 ’’’

第四#收回应收帐款

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
贷"应收帐款 ’’’

第五#偿付全部应付帐款

会计分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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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应付帐款 """
贷!银行存款 """

第六#拨付员工福利基金与奖励基金余额

借!员工福利基金与奖励基金 """
贷!银行存款$或现金% """

第七#支付各项清算费用

借!清算损益 """
贷!银行存款$或现金% """

第八#将&清算损益’帐户余额结转入&未分配利润’
若&清算损益’为借方余额#表明是清算净支出#此时会计分录为!
借!未分配利润 """
贷!清算损益 """
若&清算损益’为贷方余额#表明是清算净收益#此时会计分录为!
借!清算损益 """
贷!未分配利润 """
若&清算损益’为贷方余额#表明是清算净收益#视同公司利润#必须照章纳税#此时会计分录为!
借!未分配利润 """
贷!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

第九#交纳全部应纳税金

借!应交税金 """
贷!银行存款 """

第十#将以上分录过帐#计算出清算后的剩余财产

借!实收资本 """
公积金 """
未分配利润 """

贷!银行存款 """

第二节 公司清算与公司重整$)%!
不考虑接管人

一*公司清算

在不考虑接管人时#公司清算的会计处理与第一节的会计处理基础大致相同+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0经股东会决议#123456公司准备解散#决议时的财务状况如下!
123456公司资产负债表$解散之时%

现金

应收帐款

存 货

机器设备

其他固定资产

7)-#888
)98#888
98#888
-88#888
):8#888

7;/-#888

应付帐款

应付税收

银行抵押借款

股 本

留存收益

7<8#888
);#888
)/8#888
=88#888
->#888

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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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应收帐款已收回"#$%&’’’(各项资产变卖所得分别为!存货"$)&*’’&机器设备"#%+&’’’&其他

固定资产"#),&’’’(各项负债如数偿付&清算费用"#’&’’’-那么清算会计处理如下!
.#/变卖资产

借!现金 "0*’&*’’.1"$)&*’’2"#),&’’’2"#%+&’’’/
财产损益 %&)’’

.1"*’’&’’’2"#%’&’’’2"0’&’’’3"0*’&*’’/
贷!存货 "0’&’’’

机器设备 #%’&’’’
其他固定资产 *’’&’’’

.*/收回债权!
借!现金 "#%$&$’’

财产损益 ,’’.1"#0’&’’’3"#$%&$’’/
贷!应收帐款 "#0’&’’’
.$/清偿债务!依清偿程序&先还银行抵押借款&再付税收和清偿费用&有剩余则再付无抵押之债务!
.4/借!银行抵押借款 "#)’&’’’

贷!现金 "#)’&’’’
.5/借!应付税收 "#+&’’’

贷!现金 "#+&’’’
.6/借!清算费用 "#’&’’’

贷!现金 "#’&’’’
.7/借!应付帐款 "8’&’’’

贷!现金 "8’&’’’
.0/分配财产损益&冲转留存收益

.4/借!财产损益 "#’&’’’
贷!清算费用 "#’&’’’

.5/借!留存收益 "*’&+’’
贷!财产损益 "*’&+’’

.+/分配剩余财产

借!股本 "$’’&’’’
留存收益 8&+’’

贷!现金 "$’8&+’’
如果在上例中&资产变卖得价分别为!存货"$,&’’’&机器设备"#8’&’’’&其他固定资产为"#+’&’’’&

其他情形不变&则其会计处理为!
.#/变卖资产

借!现金 "$0,&’’’
财产损益 )$&’’’

贷!存货 "0’&’’’
机器设备 "*’’&’’’
其他固定资产 "#%’&’’’

.*/收回债权与上例同

.$/清偿债务与上例同

.0/分配财产损益&冲转留存收益

.4/借!财产损益 "#’&’’’
贷!清算费用 "#’&’’’

9::;第二篇 财务会计;



!"#借$留存收益 %&’()**
贷$财产损益 %&’()**

!+#分配剩余财产

借$股本 %’**(***
贷$留存收益 %,,()**

现金 -’’(’**
若公司股份有普通股与优先股之分(则应将剩余财产优先分给优先股(有剩余后再分配给普通股(其会

计处理第!+#项的分录稍有变化.承上例(设 /01234公司的股本包括优先股%5**(***和普通股%-**(
***(那么分配剩余财产的分录改为$

!6#借$优先股股本 %5**(***
贷$现金 %5**(***

!"#借$普通股股本 %-**(***
贷$留存收益 %,,()**
现金 5’’(’**

二7公司重整

在不考虑接管人时(公司重整的会计处理与公司清算的会计处理相似(唯资本结构有所变化.
请参见下列案例.
8案例 -95-&:/01234公司资产负债情况如下$

/01234公司资产负债表!重整时#

现金 %5’*(*** 应付帐款 %--*(***

应收帐款 -+*(*** 应付票据 ’;*(***
存 货 ’-*(*** 短期借款 ,**(***
土 地 -(***(*** 长期抵押借款 ’(***(***
其他固定资产 ,(***(*** %<(-**(***

股本每股

%5**共累计亏损

+**(***

%+(***(***
%<(+**(***

%;()**(*** %;()**(***

从以上资产负债表可知(该公司经营不佳(短期负债及其利息无法偿还(长此以往(必将破产(于是该公

司董事会申请法院裁定重整.重整人订立的重整计划如下$
!5#变卖闲置土地(成本%5(***(***(得款%5(-**(***(用以充当营运资金!或称流动资金#=
!-#支付重整费用%5**(***=
!’#以重整净利%5**(***弥补累积亏损=
!<#折减原股本%+(***(***为%<(,**(***.发行每股面值%+*的新股票换回每股面值%5**的旧股

票=
!+#发行 ,>优先股%’(***(***(分为 ’*(***股(每股面值%5**(用以抵偿长期抵押借款(减少利息负

债=
!,#应付帐款中有%5-*(***为应收帐款债务人欠款(抵消=
!)#比例偿还各项普通负债的 5?-.
根据上述资料作成重整分录$
!5#借$现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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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土地 "#$%%%$%%%
重整损益 &%%$%%%

’&(借!各项重整费用 "#%%$%%%
贷!现金 "#%%$%%%
借!重整损益 "#%%$%%%
贷!各项重整费用 "#%%$%%%

’)(借!重整损益 "#%%$%%%
贷!累积亏损 "#%%$%%%

’*(借!股本’每股"#%%旧股( "+$%%%$%%%
贷!累积亏损 "*%%$%%%

普通股本’每股"+%新股( *$,%%$%%%
’+(借!长期抵押款 ")$%%%$%%%

贷!优先股本-,.参与 ")$%%%$%%%
’,(借!应付帐款 "#&%$%%%

贷!应收帐款 "#&%$%%%
’/(借!应付帐款 "+%$%%%

应付票据 #0%$%%%
短期借款 )%%$%%%
贷!现金 "+*%$%%%

根据以上会计分录$可列出以下经过重整后的资产负债表1
本例仅就影响公司资本结构的重整予以说明$而公司重整期内有关业务的处理$与通常的会计处理并无

区别$因而不一一讨论1

234567公司资产负债表’重整后(

现金 ",0%$%%% 应付帐款 "+%$%%%

应收帐款 #)%$%%% 应付票据 #0%$%%%

存货 )&%$%%% 短期借款 )%%$%%%
土地 #$%%%$%%% 股本 "+*%$%%%

其他固定资产 ,$%%%$%%% 优先股8,.参与
每股"#%%$
共")$%%%$%%%

普通股-每股

"+%$
共"*$,%%$%%%

/$,%%$%%%

"9$#*%$%%% "9$#*%$%%%

第三节 公司清算与公司重整

’&(!考虑接管人

接管人$是公司机关之一种$是公司清算人:重整人:破产管理人等的统称1为了保证对公司资产处理的

公允$接管人一般均由法院委派第三者充任$而不出自公司内部人士’公司股东:职员等(与公司外部人士’债
权人等(1接管人在法院的监督指导下$受托行使管理职权;接管人一上任$就负责接管期内一切财务与业务

的保管与处理$并且另立帐册以记载其任期内的一切财务与业务的变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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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节里!为了行文的简洁与内容的单纯!我们略去了"接管人#这一环节$在考察了无接管人的简单

情形后!本节将考察有接管人的情形$

一%与接管人相关的会计内容&公司的接管与移交

第一!公司资产接管

接管人不论是重整人还是破产管理人!在就任时即可依法接受公司资产!这时接管人与被接管公司帐册

的分录如下&

会计事项 接管人帐册 被接管公司帐册

接管人就

任接管公

司资产

借&接收的各项资产

贷&相关资产的估价

备抵帐户

’被接管公司(

借&接管人相关资产

的估价备

抵帐户

贷&接管人接收的

各项资产

上述分录!是将被接管公司与接管人视为单独的个体!在帐册上互设相对帐户$接管人以接收所得的资

产净额贷入被接管公司!并显示接收所得资产的来源$在很多时候!被接管公司已经存在的负债!并不转移给

接管人!但留存于接管公司的帐册$
第二!旧有负债的偿付

接照惯例!接管人并不必将其就任前已发生的负债登记于帐册!但有时因为有法院的命令或裁决!可能

有代偿旧负债的必要$偿付这项负债!接管人负责经营的资产因而减少!原先应该直接借入当初被接管公司

的接管帐册的各项!为了编制帐务报表的方便!接管人在自己的新册上通常将上述会计科目改编下述暂记会

计科目&
应付帐款’旧债(或应付帐款))被接管公司

应付票据’旧债(或应付票据))被接管公司

应付票据利息’旧债(或应付票据利息))被接管公司

应付押款利息’旧债(或&应付押款利息))被接管公司

应付公司债’旧债(或&应付公司债))被接管公司

上例暂记科目等到会计年度结束时!再结转入"被接管公司#帐户!它们的会计处理如同公司在正常营业

期间所发生的收支的会计处理完全一样!并不是立即直接记入"损益#帐户!而是通过象"营业费用#之类的各

种 帐户作为过渡!待整个会计年度结束之时!再从"营业费用#’这个帐户类似于我国工业会计 中 的"车 间 经

费#与"企业管理费#帐户(等帐户转入"损益#帐户$
至于被接管公司!因为它在接管期内没有编制财务报告的必要!所以对于上述各帐户!它们可以直接贷

入接管人帐户!以减轻接管人部分责任$关于这一过程!在双方帐册上相关分录为&

会计事项 接管人帐册 被接管公司帐册

接管人偿付旧债

借&应付公司债

))被接管公司

贷&现金

借&应付公司债

贷&接管人

必须注意的是!旧有负债既然留存于被接管公司的帐册中而未转移!那么债务的应付利息!当然应该登

录在被接管公司的帐册中$如果接管人代为支付旧债利息!那么!在接管人的帐册中!应该明确将接管前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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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后的应付利息区分开来!相关分录如下"

会计事项 接管人帐册 被接管公司帐册

接管人偿付就

任前应付利息

借"应付利息

##被接管公司

贷"现金

借"应付利息

贷"接管人

接管人偿付就

任后应付利息

借"利息费用

##被接管公司

贷"现金

借"利息费用

贷"接管人

我们上面所介绍的是在接管人代被接管公司偿付旧有负债的情形!而在许多情况下!接管人并不必承担

此顶责任!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在接管人的帐册上并不对相关的旧有责债进行登录$
第三!营业收支的记录

在接管期内营业上所发生的收益费用!应该登记于接管人的帐册上$并且!为了比较接管前后营业成果!
接管人可以采用被接管公司原有的会计科目$

会计事项 接管人帐册 被接管公司帐册

营业收益与费用

借"各项费用帐户

贷"现金或应付帐款

借"现金或应收帐款

贷"销货

借"现金或应收帐款

贷"其他收益帐户

%注 意"应 将 接 管 人 的 费 用

转至被接管公司帐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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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管 理会计是会计学科中的一个分支!也是现代西方会计学家把"管理#与"会计#这两个主题融合在一起

的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很强的边缘学科%管理会计是现代会计的新发展!它对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企业改善

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贯彻执行经济责任制!促进企业技术发展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我国!管理会计

就其作用而言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的%
本章主要讲述以下问题&管理会计的产生与发展’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区别与联系’管理会计的基本

概念’管理会计的基本原则’管理会计的对象内容及方法’管理会计的工作组织以及其它一些相关知识%阅读

本章!可使读者对管理会计有个总括的了解!为了解以后各章的内容奠定基础%

第一节 管理会计的产生与发展

管理会计从传统的$单一的会计系统中分离出来!成为与财务会计并列的独立学科!经历了一个逐步发

展的过程%以下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一发展过程%

一$从管理理论的发展来看管理会计的产生与发展

管理会计既是会计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企业管理的一个分支%因此!管理理论的发展!促进了管理会计

的产生与发展%从历史上看!西方企业管理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传统的经验管理阶段!科学管

理阶段!现代管理阶段%
(一)传统的经验管理阶段(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十九世纪未)
产业革命促进家庭生产制度向工厂生产制度转化!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集中%为了指导和协调工

场的共同劳动!企业管理应运而生!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没有统一的管理规范!企业主凭其个人经验及传统方

法进行管理!是一种家长专制式管理!带着家庭小生产方式的痕迹%这种管理状况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初%
(二)科学管理阶段(二十世纪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科 学管理的产生与"科学管理之父#泰罗是分不开的!泰罗系统地研究和分析了工人的操作方法和劳动

时间!即著名的"时间+动作研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后来被称为"科学管理#或"泰罗制#的管理制度%
泰罗的"科学管理#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工作定额原理%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制定出合理的!工人能够接受的劳动定额%而要制定出有科学

根据的"合理月工作量#!就必须进行试验和研究!即进行工时和动作研究%
.-挑选"第一流的工人#%所谓"第一流的工人"是适合于某种工作而又有进取心的人%健全的人事管理的

基本原则是使工人的能力同工作相配合%
/-标准化工作%在制定了合理的工作定额!挑选第一流的工人后!就要使工人掌握标准化的操作方法!使

用标准化的工具$机器和材料!并使作业环境标准化%
0-有差别的计件工资制%按照工人是否完成其定额而采取不同的工资率%未完成定额!按正常工资率的

部分付酬’超额完成!则按正常工资率的倍数付酬%这种刺激性的付酬制度鼓励工人完成和超过定额!虽增加

了工资支出!但生产率提高的幅度更大%
1-精神革命%雇主和工人以增加盈余量为首要目标%从而在增加工资的同时增加业主利润%
2-管理专业化%即计划职能与执行职能相分离!同时将管理工作予以细分%
3-例外原理%企业等级管理人员将日常事务下达!只保留例外事项的决策和监督权%这种思想以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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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管理上的分权化原则如实行事业部制等管理制度!
这一阶段管理目标由维护和扩大资本家利润转变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效率!在管理理论的影响下"

人们致力于把企业引向计划和控制的途径#提出了标准成本法"将标准成本作为争取达到的目标和衡量对比

实际成本的依据"从对比中寻找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的途径!同时"预算对企业经济活动的控制和评价作用也

逐渐受到重视"很多企业开始编制各种预算"甚至包括弹性预算!
$三%现代管理阶段$二战结束至今%
以梅奥为代表的行为科学理论从人的需要#动机#情绪#个性#行为与工作环境之间的关系"人群之间的

相互联系等来探索影响生产率的因素!
以法伯为代表的数理学派把数学的程序#符号和横式的运用看作管理"认为管理就是用数学模型的设计

来表达管理问题的基本关系"通过求最优解来提供一个最优才案"以此来实现组织目标!
系统管理学派用系统的方法管理企业"能使各个系统和有关部门的关系网络及各自的功能更清楚"能更

好地实现组织目标!
权变理论学派提倡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管理思想"认为这是从事实践管理的最重要的指导原则!
这一阶段管理理论的发展"使会计的重点由经济过程的反映和最后分析"逐渐过渡到经济过程的控制和

事前的预测#决策!与此同时"各种数学方法及微机引入会计领域"使会计科学越来越多地利用自然科学的方

法和成果!
可见"由于管理理论发展的影响"会计科学中专门用于企业内部管理部分的理论和方法大为丰富起来"

以致形成和发展了管理会计这一新的独立的会计学科!

二#从会计的发展看管理会计的产生与发展

资本主义产生到产业革命为止"企业规模小#全凭资本家个人判断和经验管理!这时会计的任务主要是

计算盈亏和保护资本家的财产"会计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只是记帐方法#帐簿设置等!
大工业生产初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时期产生了成本会计"先后出现了分批成本法#分步成本法和

标准成本法等&强调财务成本的计划管理"强调预算在控制和评价考核方面的重要作用!变动或成本法#弹性

预算#损益平衡分析和责任会计等管理会计的一些内容也是在这一时期的后半期提出来的"但在当时未受到

足够的重视和普遍的运用!
二战以后管理会计得到大中型公司普遍的运用"它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结合更加密切"管理会计作为独

立的会计分支开始得到会计界比较普遍的承认!另外"管理会计增加了预测和决策分析等新的内容"丰富了

责任会计和会计控制等内容!会计科学的研究重点已转为如何收集#处理#阐明会计信息"以满足计划和控制

经济过程的需要&如何进一步完善会计工作的电算化方面!

三#管理会计的发展趋势

首先"未来的管理会计在完善理论的基础上"将继续吸收相关科学的成就"在利用的同时形成管理会计

的概念"从而使其更特色!
其次"在分析方法上"将继续朝着不确定性和多组两个方面发展"从使管理会计日趋精密化!同时充分考

虑人的因素"清楚表明计量模型之后人及其所形成的组织的状况!
再次"在理论与方法的指导思想方面更注重实际"强调各种计量模型应切合实际"实用且易于理解!
最后"在实务方面"管理会计信息的处理和报告将模范化!有一套科学的#合符实际的管理会计原则来指

导"规范管理会计工作"验证管理会计信息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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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区别与联系

一!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区别

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是现代企业会计的两大分支"以下从十个方面谈谈二者的区别#
$%工作重点不同

管理会计的工作重点在于面向未来算活帐"即不仅要反映过去"而且要能 动 地 利 用 历 史 信 息 来 预 测 前

景!参与决策!规划未来!控制和评价一切经济活动"属于&经营型’的会计#财务会计则是面向过去算帐"即通

过记帐!算帐和报帐来提供信息并解释信息"属于&报帐型’的会计#
(%服务对象不同

管理会计为企业内部各级管理人员提供有效经营和最优化决策的信息"是为强化企业内部管理!提供经

济效益服务的#而财务会计主要为企业外界有经济利害关系的团体或个人)包括股东及潜在的投资者"银行

及债权人"税务机关"证券管理机构等*服务#
+%约束依据不同

管理会计主要受改善经营管理决策中的成本与效益的关系的约束#财务会计主要受公认的会计原则或

统一的会计制度的约束#
,%行为影响不同

管理会计最关心计量结果和内部报告将怎样影响管理人员的日常行为#财务会计最关心如何计量和传

输财务成本信息"而对行为影响的关心是次要的#
-%核算主体不同

管理会计主要以企业内部各个责任中心为核算主体"对它们日常的经济活动的实绩和成果进行控制与

考核.同时也从整个企业的全局出发"认真考虑各项决策与计划之间的协调配合和综合平衡#财务会计主要

以整个企业为核算主体"提供集中!概括的财务成本信息"用来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作出综合的评

价与分析#
/%核算程序不同

管理会计核算程序不固定"可自由选择.一般不涉及填制凭证和复式记帐问题.报表不定期编制"也没有

一定格式"可按管理人员的需要自行设计#财务会计有固定的核算程序且具强制性.凭证!帐簿和报表有规定

的格式和统一的帐务处理程序.报表定期编制#
0%核算方法不同

管理会计在一定时期内可采用灵活多样的专门方法和技术"提出不同的选择方案.核算时大量应用运筹

学和电子计算机技术来确定最优方案"财务会计在一定时期内"有一整套处理财务信息的方法体系.核算时

只需应用简单的算术方法和原始的计算工具#
1%时间跨度不同

管理会计有较大的伸缩性"以 $个小时到 $2年或 $-年#财务会计一般为一日!一季或一年#
3%精确程度不同

管理会计偏于主观"不要求绝对精确"一般只要求计算近似值#财务会计力求准确"一般要求计算小数点

后两位#
$2%信息特征不同

管理会计一般提供选择的!部分的或特定的管理信息#财务会计一般提供系统的!连续的!综合的财务成

本信息#

二!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联系

管理会计产生与形成之后"与财务会计并列"二者许多方面存着差异"但是它们之间也经常相互渗透!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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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联系!
首先"核算对象就总体而言均是企业的资金运动"虽然二者由于分工的不同在时空方面各有侧重!
其次"二者的原始资料很多是相同的!管理会计经常直接应用财务会计的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对其进行

再加工"再结合其他信息进行计算#对比#分析#编成各种管理报表!财务会计有时也把一些原属管理会计的

内部报表"列入对外公开发表的范围"如财务状况变动表!另外"财务会计还把企业内部管理所需要的主要产

品的实际成本与标准成本#实际利润与目标利润的对比数作为对外报表的补充资料!

三#管理会计的定义

管理会计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专门方法"利用财务会计#统计及其他有关资料进行整理#计算#对比和分

析"使企业内部各级管理人员能据以对整个企业及其各个责任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规划#控制与评价"并帮

助企业领导作出各种专门决策的一整套信息处理系统!

第三节 管理会计的内容

在介绍管理会计的内容之前"先介绍管理会计的基本概念!

一#收入#成本#损益是管理会计的基本概念

企业内部管理的基本目标为利润最大化!对决策者而言"盈利最大的方案为最佳方案"能保证盈利目标

充分实现的行为方式为最佳方式!因此"提供决策与控制相关信息的管理会计的信息必然与盈利有关"收入#
成本#损益就成为管理会计的基本概念!

$一%收入

收入是指组织内为管理者的决策行为所引起"或者能为其行为所控制的收益!这种收益一般表现为组织

内新资产的流入或原有债务的抵销!
&收入’有三个基本特征(
)*它是由管理者的决策行为所引起的"或者为其行为所能控制#调节的!管理会计考虑与决策有关的收

入+无关收入即并非为管理者决策行为所引起或并非为其行为所控制的收益"则不在管理会计考虑之列!短

期 生产经营决策分析中的&收入’往往是指边际收入或差量收入+长期投资决策分析中的&收入’一般指现金

流入+控制与评价中&收入’则指可控收入#责任收入!
,*它一般是将要产生或正在发生的收益!从预测#决策与计划的角度出发"管理者所需考虑的收入应是

尚未发生的收益!已发生的收益是过去决策的结果"可对过去的决策控制进行评价"但对未来的选择不起作

用!
-*它是一种收益"必然引起组织内新资产的流入或原有债务的抵销!它可以是企业对外转让资产或提供

劳务时获得"也可以是企业内部不同组织之间相互提供产品或劳务而发生!
$二%成本

成本是指管理者的决策行为所引起或管理者所控制的耗费!这一概念有三层含义(
)*成本必须是决策者的决策行为所引起的"可随其决策变化而变化的成本耗费或者是管理者可以施加

指导#监督和调节手段"从而改变其发生额的耗费!即管理会计考虑的是与决策有关联的相关成本"例如变动

成本#重置成本#付现成本#差量成本#边际成本#机会成本#估算成本#可免成本#可递延成本#专属成本#可分

成本等!而决策分析时可予舍弃#无需加以考虑的无关成本则被排斥在&成本’之外!
,.管理会计的成本是对于决策与控制有意义的成本"其计量是以满足决策者需要为出发点的"通常它

以&决策行为或控制者’为归集对象"以&因谁而引起或为谁所控"归属于谁’作为计量原则"另外成本计量不

是停留于真实地反映"它还需借助科学的方法进行估量与推测!
-.成本是和决策行为相联系的"是实现某一决策目标的代价!一方面"其高低制约着决策者的选择+另

一方面"其高低反映着管理者决策行为给组织带来的影响!从而成为判断评价管理者和组织成员绩效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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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三#损益

损益是收入与成本对比的结果$是决策选择%实施控制的根据$作为评价绩效的根本指标!
这里的损益并不直接限于某一特定的营业时期$并不一定是某一时期内所发生的收入与其相关的一切

成本费用的差额!只有当损益联系决策者的决策行为$并能为其所调节$或能为特定的管理者所控制时$才有

意义!

二%管理会计的基本内容

管理会计有规划%组织%控制和评价的职能%其具体任务是确定各项经济目标$合理使用经济资源$调节

控制经济活动$评价与考核经济业绩!从管理会计的职能和任务中我们可以发现管理会计的基本内容&&规

划与控制!即’规划与决策会计(和’控制与业绩评价会计(!现分别说明如下)
"一#规划与决策会计

规划$就是事前选定目标$并拟订出具体措施以达到目标的过程!决策$就是在业务经营或投资活动中$
通过比较分析$对未来是否要采取其次行动*或在几种备选的可行性方案中进行抉择的过程!

规划与决策会计是为企业管理中的预测前景%参与决策和规划未来服务的!具体包括预测分析%决策分

析%全面预算和责任预算!
+,预测分析

收集财务会计资料和其他有关信息$在调查研究和判断情况的基础上$对经济信息进行加工处理$运用

专门的方法对企业的一些重要经济指标如利润%销售%成本%资金需要量等进行科学的预测分析$确定目标利

润%目标销售量"或目标销售额#%目标成本%目标资金需要量$以便实行全面的目标管理!
-,决策分析

对生产经营活动或固定资产投资活动的某些一次性的特殊问题所拟采取的各种备选方案的经济利益$
运用专门方法进行科学的测算和比较分析$权衡利害得失$扬长避短$从中选出最优方案!

.,全面预算

预测分析和决策分析确定了企业未来经济活动各方面的主要目标和任务!为了达到并完成预定的目标

和 任务$就要求企业的所有部门"包括销售%生产%采购%运输%财务%技术研究%新产品的开发研制等#相互配

合$行动协调$用编制全面预算的办法$来规划与控制企业未来的全部经济活动$实行全面预算管理!
/,责任预算

按照经济责任制的要求$把全面预算所确定的目标和任务进行层层分解$为 每 个 责 任 中 心 编 制 责 任 预

算$作为今后控制和评价它们的经济活动的主要依据!
可见$规划与决策会计以预算分析和决策分析为基础$以全面预算为控制和评价未来经济活动的依据$

保证企业的各项资源得到最经济%最合理%最有效的使用$以便获得最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二#控制与业绩评价会计

控制$是通过一定手段对实际活动施加影响$使之能按预定的目标或计划进行的过程!
如发现问题$应及时提出如何修改原订目标$或采取何种措施来完成既定目标!业绩评价$是根据责任会

计的要求$通过实际数与预算数的对比$来分析差异形成的原因并确定其经济责任$以便对各个责任单位的

实绩和成果进行恰当的评价与考核的过程!
控制与业绩评价会计是为企业管理中的分析过去和对现在与未来的经济活动进行控制服务的!主要包

括)变动成本法%标准成本制度%成本控制以及责任会计中编制业绩报告和业绩评价!首先利用标准成本制度

结合变动成本计算法$对日常发生的各项经济活动进行追踪%收集和整理计算!然后根据责任会计的要求$编
制定期的业绩报告$通过对实际数与预算数发生的差异进行对比分析$用以评价考核各个责任中心的实绩成

果$确定经济责任和奖惩$正确修订企业的未来规划!
现将管理会计的内容和管理会计循环归纳如图表 .0+%图表 .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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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

规划与决策会计

预测分析

利润的预测分析

销售的预测分析

成本的预测分析$

%

&资金需要量的预测分析

决策分析
短期经营决策

产品生产决策

生产什么

生产多少$
%

&怎样去生产

存货决策
存货控制

’存货规划

$

%

&产品的订价决策

$

%

&长期投资决策

全面预算

业务预算

专门决策预算$
%

&财务预算

$

%

&责任预算

控制与业绩评价会计

变动成本计算法

标准成本制度

建立预算执行的跟踪系统(并定期编制责任报告$

%

&

$

%

& 成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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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会计循环

控制与业绩评价会计

规划与决策会计

/调控当前
经济活动

0积累财务
成本数据

1建立责任会计制度

2预测分析3决策分析3
编制全面预算4财务报表分析

5差异分析

第四节 管理会计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

一3管理会计的基本原则

管理会计是运用一系列的概念和技术来进行信息的加工3处理(以提供决策和控制所需的信息6作为这

样一种信息系统(其信息的处理必然遵循一定的原则(管理会计的基本的原则概括说明了管理会计实务所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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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的普遍规则!包括相关性原则"可靠性原则"可验证性原则"可计量性原则和可理解性原则#
$一%相关性原则

相关性是指管理会计所提供的信息有助于决策者把各种备选方案有效地区别开来!使他们能够在决策

时选择某一方案而放弃另一方案&或者有助于控制者确认当前或未来可能产生的行动差异!使他们能够施加

有效果"有效益"及时的调节行为#
相关性原则要求管理会计信息必须建立在下述条件基础上进行数据的加工"处理和报告’
()明确管理人员所需要的信息的本质特征以及内容#
*)根据信息的本质特征和内容!确立科学的"合理的报告程序与方法#
+)依赖可以依赖的内部反馈机制#
,)选择可靠的原始资料作为信息加工"处理的基础#
管理会计的相关性原则有别于财务会计的客观性原则!财务会计提供的信息有时以牺牲其对内部管理

的有用性为代价!就失去了决策与控制的价值#客观性可能引起相关性的丧失!所以管理会计在处理信息时!
应对不合相关性的信息进行符合实际的再造#

$二%可靠性原则

可靠性是指管理会计信息应能如实表述所要反映的内容即不偏不倚地表述经济活动的过程和结果!避

免倾向于预定的结果!尽量减少主观性#
相关性原则要求管理会计信息有助于决策者进行选择!有助于管理者确认未来可能的差异&而可靠性原

则则使决策者的选择!对未来确认建立在真实"客观的基础上#相关性与可靠性是评价管理会计信息的基本

标准#可靠性要求信息真实与客观!排除任何带偏见的数据!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与相关性发生矛盾#此时必

须在综合分析信息价值"分析提供信息的费用与效益比重的条件下!实现二者的最佳组合#
$三%可计量性原则!要求管理会计信息用一系列数值形式和种类反映出来#
$四%可验证性原则!指管理会计信息系统所报告的信息应可以由其他不同的独立报告者在相同条件下

采用相同方法从本质上复制出来#
$五%可理解性原则!指信息使用者可以领悟信息的内涵!并可从这些信息中形成合理的"正确的"抽象的

结论#

二"管理会计的基本方法

管理会计所运用的技术方法可划分为’成本分析技术方法"决策分析技术方法"组织行为技术方法"控制

技术方法等#
成本分析方法是管理会计对成本的习性"变化方向"规模和程度进行分析时所运用的方法!例如回归分

析法"趋势预测法#
决策分析技术方法是管理会计分析"评价决策各备选方案时所运用的方法!可以进一步划分为预测技术

方法!短期决策分析方法和长期投资决策分析方法!如本量利分析方法"净现值法"内含报酬率法#
组织行为技术方法则是运用于组织构造"部门业绩管理系统构建的方法#
控制技术方法是指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指挥"监督和调节的方法!包括成本"存货控制方法#

第五节 管理会计的工作组织

一"管理会计部门地位

$一%一般西方公司的组织机构

在西方公司中!掌握公司所有权的股东一般都通过股东大会选出董事会!并将经营管理权委托给由董事

长负主要责任的董事会#董事长负责监督总经理对整个公司的经营管理#在总经理之下设有财务"生产"销
售"人事等几个主要管理部门!分别由各副总经理负责#在董事会之下还往往设有执行委员会"规划委员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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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进行长期决策!制订战略计划的机构"在财务副总经理的领导之下还配备有财务主任#总会计师和内部

审计师!一般西方公司的组织机构概况如图表 $%$所示&
图表 $%$

股东大会

董事会

总经理

销售副总经理 财务副总经理 生产副总经理 人事副总经理

内部审计师总会计师财务主任

’二(财务部门内部职责分工

财务主任的主要职责是&负责财务方面的决策!并具体组织日常的财务工作!主要包括评价各种可采用

的筹资方法!为企业筹集资金)负责同银行#债权人和投资人的往来!处理企业的投资和保险业务等"
内部审计师主要职责是&独立评价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活动!检查营私舞弊行为!并检查各个业务部门遵

守有关方针#政策和制度的情况"评价现行会计制度所起的作用及其完善程度"
总会计师的主要职责是&为控制作出规划)编制报告并作出解释)业绩评价与咨询!税务管理)向政府机

关提出报告)保护资产)经济估计"其中头三项职责属管理会计的范畴"
现将总会计师负责的业务系统组成列示如下&

图表 $%*

系统与程序&
电子数据处理税 务财务会计规划与控制经营决策的

分析与研究

预算和完成情况
分析’提醒注意(

成本记录’记
帐#算帐(

责任会计

其 他帐 单工 薪总 帐财产会计应付帐款应收帐款

总会计师

’三(管理会计部门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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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会计工作包括经营决策的分析与研究!预算的编制"协调和执行情况的分析与评价!成本的计算分

析以及责任会计的推行等#可见!管理会计部门是收集"加工和提供企业内部管理所需资料的主要基地和重

要的参谋部门#
管理会计工作没有公认的管理会计原则可循!也不受公认会计原则的约束!但受到决策论"控制论"行为

科 学等管理理论的较大影响#美国会计师协会$%%%&通过关于管理会计的月刊和研究报告发表的经验总

结!虽不是正式批准的文件!但对管理会计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美国!成本会计准则局$’%()&这个

联邦机构所制订的主要关于成本计算方面的会计准则!是管理会计部门成本计算工作应该遵照执行的#

二"管理会计人员的地位

财务会计的显著特征就是利用外部会计师予以保证的由各经理提供的财务信息报告的可靠性#这些会

计师在美国称为注册公共会计师$’*%&#在民间组织!保证外部会计师质量的主要职业协会是美国会计师协

会$%+’*%&#
,-./年!美国全国会计师学会$0%%&拟定了一个1管理会计执照2$’3%&方案!由其所属的1管理会计

协会2执行#其目地是使管理会计这个重要职业为社会所公认#该方案有以下三个目标4
,5鉴定管理会计师的身份和基本知识!制定据以获取知识的学习课程!从而使管理会计成为一门公认的

职业#
/5在管理会计领域建立较高的教育准则#
65制定管理会计方面个人知识及胜任能力的客观衡量标准#
该方案最重要的部分包括对以下五门课程的是否合格进行考核#
,5经济学与企业财务#
/5组织和行为#
65公开报告#
75对内和对外效果的定期报告#
85决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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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成本习性

管理会计的规划与控制是管理会计的基本内容!管理人员为了规划与控制"就需要组织资料!大体说来"
所谓资料的需求"即为有关该组织的各项成本的资料!

财务会计上#成本$是指为求获得某项商品或服务所作的牺牲!所谓牺牲"可用耗用的现金%转移的财产

或实施的劳务等来测定&管理会计上"成本一词有不同的用法"原因在于成本有不同种类!本章着重说明’成
本的概念及分类&成本习性&混和成本及其分解!

第一节 成本的概念及分类

一%制造业成本要素

一般成本的种类及分类方法视组织类别而定"但适用某一类型组织的成本会计亦适用于其它类型组织!
以下所提成本概念"对制造业与非制造业均适用!

(一)按经济职能分类

*+制造成本

制造业业务广泛"较商业或其他类型企业更为复杂"了解制造业成本结构"有助于了解其他类型企业的

成本结构!
制造是指使用人工及各项工厂设施"将原料转变为产成品"而商业只是产品的销售"不改变产品的基本

式样或内容!产品成本由下列三个基本项目构成’
(*)直接材料 生产中直接用来构成产品主要实体的材料成本!
(,)直接人工 在生产中直接改变原材料的性质或形态所耗用的人工成本!
(-)制造费用 在生产中发生的不能归入上述两个成本项目的所有其他成本支出"包括’间接材料"间接

人工"电热和照明"财产税捐"工厂设施折旧%修理%维护及公司内制造部门作业上的其他一切成本项目!
制造费用和直接人工常称为#加工成本$!直接人工与直接材料常称为#主要成本$!
,+非制造成本

(*)销售成本 通常包括广告%销售%运输%推销员旅费%销售人员薪金等!
(,)管理成本 包括在逻辑上无法归入生产或销售项下的管理人员及行政人员费用"例如会计%文秘%公

关等!
(二)其他分类方法

成本亦可区分为期间成本和产品成本

*+期间成本

期间成本指可归于一定时期而难以归于特定产品或服务的成本!如办公室的租金必需按期支付"与当月

的业务量无关!
非制造业中各项成本均应视为期间成本并从当期收益中扣除"原因是非制造成本较易认定其发生期间"

而不易认定其归属的产品或服务!制造业的推销成本与管理成本也应视作期间成本!
,+产品成本

一些成本宜归于产品而非期间"这类成本应视为该期间内销出产品的费用"若一项成本在某一期间发生

但在当期产品并未销售"不应视为费用’需待下期产品销出再作费用!这是成本的#递延$!

./01第三篇 管理会计1



凡因制造某一产品所发生的成本均应视为一项产品成本!而不宜视为期间成本!如直接材料"直接人工

和制造费用等#制造成本在产品未制造完成及售出前!此类成本归于存货帐内!产品售出后则为销货成本#
制造业的成本结构如图表 $%&所示

图表 $%&

总成本

制造成本
’ (直接材料 主要成本

直接人工

’ (制造费用
)
*

+
加工成本

非制造成本
推销成本

’
)

*

+ 管理成本

二"财务报表的成本分类

试以成本流程和生产流程说明#见图表 $%,-
图表 $%,

.
/

/

’

)

*

+

’

.

.

.

生产流程

费 用

期间成本

推销及管理

销货成本

在产品

在产品

制造费用直接人工直接材料发生的
成本

资产负债表
存货帐

损益表
费用帐

营业产品

制造完成/0产成品成本1

产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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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成本流程

"

#

应付工资

$

%

制造费用

& ’

()*+

,

-

.

产品销售成本产成品在产品原材料

/一0损益表

商业企业的损益表销货成本应包括进货成本1制造业企业的销货成本为产品制造过程中发生的成本2其
损益表需附一份3产成品成本表42如图表 567所示8

图表 567 制造业产品成本表

直接材料 99

直接人工 99

制造费用

间接材料 99

间接人工 99

润滑 99

水电 99

保险 99

折旧 99

税款 99 99

制造成本合计 99

加8期初在产品 99

减8期末在产品 99

产成品成本
::
99

/二0资产负债表

商业企业存货应有一项即自供应商购入的商品1制造业存货帐共有三项2包括生产所用材料;部分完成

的产品及全部完成的产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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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决策分析中常用的成本概念

决策成本可按不同特性进行分类"见图表 #$%"
图表 #$%

决

策

成

本

的

分

类

按成本的可变性划分
变动成本&成本总额与业务量总数成正比例增减变动

固定成本&’ 成本总额在相关范围内不受业务量总数变动影响

按成本的时效性划分

沉没成本&由过去决策所引起(并已支付款项的成本

重置成本&目前从市场上购买同一项原有资产所需支付的成本

付现成本&
)
*

+ 由未来决策所引起需在未来动用现金支付的成本

按成本的差异性划分
差量成本&两个备选方案预期成本的差异数

边际成本&’ 每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产量所引起的成本变动

按成本的排他性划分
机会成本&选择某个方案而放弃其他方案所丧失的潜在利益

估算成本&与某项经济活动有关(’ 需估计和推算才可确定的成本

按成本的可避性划分
可免成本&通过管理当局的决策行动可改变其数额的成本

难免成本&’ 通过管理当局的决策行动很难改变其数额的成本

按成本的可递延性划分
可递延成本&对已选用方案推迟执行(与此方案相关成本

不可递延成本&’ 即使企业财力有限亦不可推迟执行的方案的有关成本

按成本的可追踪性划分
专属成本&可以明确归属于某种!某批或某个部门的固定成本

共同成本&需由几种!’ 几批或几个部门共同分担的固定成本

按成本的相关性划分
相关成本&与决策有关联的成本

无关成本&’ 过去已发生或虽未发生但对未来决策无影响的成本

按成本的可分性划分
可分成本&联产品!半产品在进一步加工阶段需追加的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

联合成本&联产品!’

)

*

+ 半产品在进一步加工前所发生的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

四!控制与业绩评价中的成本概念

,-可控成本 成本中心有办法预先知道和计量(并有办法控制和调节的耗费"
.-责任成本 属于某成本中心的各项可控成本之和(即构成该中心的责任成本"

五!其他成本概念

/一0历史成本

历史成本是指由过去的经济业务所引起并已支付款项的成本"所有历史成本可划分为已耗成本和未耗

成本"未耗成本是有助于企业在未来产生营业收入的一种成本"它是可用货币表示的商品或服务的价值(而
这种商品或服务能有助于公司在未来产生利益"因此未耗成本是一项资产(会计期末应反映在资产负债表

上"已耗成本则无助于公司未来产生营业收入"这种成本所具有的产生收入的能力(或已在产生收入过程中

消失(或使公司白白蒙受损失而无任何收入"第一类已耗成本(即已在产生收入过程中消耗的成本称费用(例
如已售商品的成本"第二类已耗成本(即已耗但未给企业带来任何收益的成本称损失"如火灾中损毁的未投

保商品的成本"已耗成本在收益表上列示"
未耗成本!已耗成本及其与财务报表的关系见图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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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

"#$

立刻或最终变为

%反映于收益表&

耗用

费用或损失
%已耗成本&

%反映于资产负债表&

资 产
%未耗成本&

取得

%二&未来成本

未来成本指在特定条件下可合理预期在未来时期或未来几个时期发生的成本’这些成本尚未发生(其实

际确定数只是预计值’未来成本可控数是管理当局主要关心的内容’
未来成本当不仅仅是预计的(而是与未来特定时期的综合性营业计划正式结合时(称为预算成本’预算

是未来特定时期营业活动有关的正式的(综合的并经过协调的计划(预算成本是这些综合性计划的重要组成

部分’
除预算成本外(属于未来成本的还有目标成本)设计成本)标准成本)计划成本等’目标成本是保证目标

利润必须达到的成本水平*设计成本是根据设计方案预测(规划的产品成本*标准成本是根据消耗标准确定

的用以衡量实际成本的尺度*计划成本是根据先进)可行的计划定额(计划期的生产任务和经营条件确定的

要求在计划期内达到的成本水平’

第二节 成本习性

一)成本习性的含义

成本习性是指成本总额对业务量%产量或销售量&总数的依存关系’把企业的所有成本分为变动成本和

固定成本大类(这是管理会计规划与控制企业经济活动的前提条件(也是应用变动成本法的关键’研究成本

习性之间的规律性联系(有助于企业实际最优化管理(充分挖掘内部潜力(实现最佳经济效益’

二)变动成本

凡成本总额与业务量总数成正比例增减变动关系的叫变动成本(单位产品中的变动成本不变’
变动成本总额与单位变动成本的习性模型如图表 "#+,所示’
变动成本的数学模型为 -./0’/代表单位变动成本(0代表业务量’
变动成本的特征说明一方面变动成本的控制应强调于控制单位业务量上的消耗(而不是消耗总额*另一

方面(决策必须保证业务量的收入高于这部分成本(进而补偿固定成本’
西方财务会计中的变动成本主要指直接材料)直接人工)物料用品)润滑剂)包装材料)按销量支付的推

销员佣金)营业税)按产量计算的固定资产折旧费’

1234第三篇 管理会计4



图表

!

" "

!

#$%&

单位变动成本’()

变动成本
总额’(*)

成
本
金
额

业务量
&&

业务量

成
本
金
额

三+固定成本

凡成本总额在一定时期和一定业务量范围内,不受业务量增减变动影响而固定不变的,叫固定成本-单

位产品中的固定成本与业务量的增减成反比例的变动-
固定成本总额与单位固定成本的习性模型,如图表 #$%%所示.

图表
!

""

! #$%%

单位固定
成本’/0*)

固定成本
总额’/)

& 业务量

成
本
金
额

成
本
金
额

业务量&

固定成本的数学模型为 12/3单位固定成本为 /0*-
固定成本按其支出数额是否能改变,可进一步划分为酌量性固定成本和约束性固定成本-
%4酌量性固定成本

指通过管理当局的决策行动可改变其数额的固定成本,如广告费+职工培训费+新产品研究开发费等-这

一类成本通常由管理当局根据一年内的生产经营目标以预算的形式来确定-决策分析时酌量性固定成本是

可免成本,同时也是决策的相关成本-
要降低酌量性固定成本,只有从精打细算,厉行节约,消灭浪费,减少其绝对额着手-
54约束性固定成本

指通过管理当局的决策行动不能改变其数额的固定成本,如固定资产折旧费+保险费+管理人员薪金等-

667 8财会管理卷8



这类费用是企业经营必须负担的最低成本!如稍加削减将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和长远目标!即使业务经营中

断!该项固定成本仍保持不变"决策分析时约束性固定成本是难免成本!同时也是决策的无关成本"
降低约束性固定成本!只有从经济合理地利用企业的生产能力!提高产品的产量着手"

四#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的相关范围

固定成本发生额不受业务量增减变化影响是有一定条件的!即限定在$一定时期的一定业务量范围内%"
超出条件!其发生额将发生变化!这个范围称$相关范围%"比如一制造业最大生产能量为 &’!’’’件!固定成

本 (’’’!’’’元!如超过 &’!’’’件!则需增置设备!固定成本支出增加"这种固定成本总额受一定条件所制约

的$相关范围%!如图表 )*(+所示,
图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固定成本的相关范围

相关
范围

成
本
金
额

业务量’

有些行业的变动成本总额与业务量总数之间的依存关系也存在着一定的$相关范围%"即在相关范围内

变 动成本总额与业务量总数之间严格保持正比例关系1超出范围!它们之间往 往 是 非 线 性 关 系"参 见 图 表

)*()"

五#管理会计的总成本

管理会计把企业的全部成本分为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两大类!则有,
产品成本总额2固定成本总额3变动成本总额

2固定成本总额34单位变动成本5业务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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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变动成本的相关范围

相关范围

成
本
金
额

业务量(

设产品总成本为 )*固定成本总额为 +*单位变动成本为 ,*业务量为 -*那么上述产品总成本的公式可改

为.
)/+0,-
从数学的观点看*上式公式为直线方程式1其中*-是自变量*)是因变量*+是常数即截距*,是直线的斜

率1
总成本的习性模型如图表 %&’2所示.

图表

3
4

5

3

4

5

!

" "

!

%&’2

平均单位变动成本

平均单位总成本

平均单位固定成本
+

,-

)/+0,-

( 业务量

成
本
金
额

成
本
金
额

业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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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混合成本及其分解

一!混合成本的含义和种类

实际工作中有许多成本明细项目同时兼有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两种不同的性质"成本总额随业务量变

化而变化"但不保持严格的比例关系"既不能简单归于变动成本"也不能归于固定成本"这类成本叫#混合成

本$%
混合成本包括半变动成本!半固定成本!延期变动成本!曲线变动成本四类$
&’半变动成本

这类混合成本通常有一个基数"类似固定成本(在这个基数上面其总额随业务量总数变化成比例相应变

化"类似变动成本$通常我们可以将半变动成本描述为)
*+,-./
式中 *为半 变 动 成 本 总 额"/为 业 务 量",为 基 数 即 成 本 变 动 的 初 始 量".为 常 数 即 成 本 变 化 的 比 例 系

数$
半变动成本的习性模型与总成本习性模型类似"见图表 01&2)

图表

3
4

5

3
4

5

3

4

5

6

7

01&2

半变动成本习性模型

基数 固定成本

变动成本

半变动成本

成
本
金
额

业务量8

企业的成本费用中"属于半变动成本的较多"如水电费!电话费!电缆电视费等$提供公用事业服务的单

位开给企业的帐单通常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基数"无论企业是否使用均应支付"属固定成本(另一部分按耗用

量的大小乘单价计算"属变动成本性质$
例如"电话公司开具给某企业的帐单上列示)每月固定费用为 &"888元"电话费 9’:元;小时"本月共使

用电话 288小时"则应支付的电话费为)
<+&888-9’:/其中 /+288则应支付电话费 9988元$
9’半固定成本

亦称阶段式变动成本$这类混合成本在一定业务范围内发生额固定"当业务量增长到一定限度"发生额

突然跳跃到一个新的水平"然后保持不变直到突破新的限度$
半固定成本习性模型是见图表 01&=)

>?@A第三篇 管理会计A



图表

!
!

!
!
!

"

#

$%&’

(&(&

)$

)*)*)*

)&

半固定成本习性模型成
本
金
额

业务量+

半固定成本数学模型为,-./

.& +0121&

.* 1&0121*

.$ 1*0121$
3

4

5

6 6

例如某比妆品公司推销员每月固定工资为 7++元8每人每月最大推销量为 7+++件8则推销量与推销员

工资之间的关系为,

推销量9件: 推销员工资9元:

78+++件以内 7++

78++&;&+8+++ &8+++

&+8++&;&78+++ &87++

6 6

$<延期变动成本

这类混合成本在一定业务量范围内其总额保持不变8当业务量达到一定水平时8其总额随业务量变化相

应变化=如加班津贴8超产奖金等=
延期变动成本的习性模型如图表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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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

"

#$%&

延期变动成本

延期变动成本习性模型成
本
金
额

业务量’

()曲线变动成本

曲线变动成本有几种类型*
+%,混合变动成本有一初始量-一般不变-类似固定成本.在初始量基础上随产量的增长而增长-但其增

长幅度并不和业务量保持严格的比例关系-而是呈抛物线上升-属变动成本性质*例如热处理设备每班需要

预热-预热电耗类似固定成本-预热后进行热处理的电耗与产量有关-类似变动成本-如图表 #$%/+%,所示*
+0,混合成本在低产量价段增长得快-之后又近似正比例增长-如化验费+不包括化验人员工资,等-如图

表 #$%/+0,所示*
+#,混合成本在低产量价段增长较快-之后近似正比例增长-产量超过一定限度后-以更高的速度增长-

如机器设备的中小修理费-在设备超负荷运转时-会以更高的速度增长-如图表 #$%/+#,所示*
图表

1

2

3

45555555555555555

!

""

!

#$%/+%,+0,

变动部分

固定部分

+0,+%,
’ 业务量

成
本
金
额

成
本
金
额

业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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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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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变动部分

固定部分

,(-. 业务量

成
本
金
额

二/混合成本的分解方法

管理会计为了规划与控制企业的经济活动0必须把全部成本划分为变动成本与固定成本两类1故对混合

成本也应加以分析0采用不同的方法将其中变动和固定两种因素分解出来0归入变动成本或固定成本0这就

叫混合成本的分解方法1
混合成本的分解0主要有以下三种方法1
,一-契约检查法 根据企业某项业务,某种产品生产-签订的契约/合同/既定的管理与核算制度0以及

支付费用的规定等0估算该项业务,该种产品生产-的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1
2案例 ()*3某企业预计下季度 4产品产量为 *+...件0每月平均 5...件6按供电局规定企业的变压器

维持费为每月 7..元0每度电费 .8*9元0用电额度每月 *.0...度0超额用电按正常电费的 *.倍计价0试分

解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1,4产品每件用电 9度-1
解:*8计算用电额度内最大产量

用电额度内最大产量;用电额度<单位产品耗电量

;*.0...<9
;=...,件-

98产量在 =...件以内电费计算,设电费为 >0产量为 ?-:
>;单价@生产用电A变压器维持费

;.8*9@9?A7..
;7..A.897?

(8产量超过 =...件电费计算

>;7..A.897@=...A.8*9@*.@,?B=..-@9
;B*.7..A987?

故有 >;
7..A.897? .C?D=...EB*.7..A.897? ?F=...

该题成本模型如下图所示0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在于弄清题意0分段处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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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电量#千度$

%&&’()

成本模型

电费#元$

(*))
(+))
(,))
(’))
()))
*))
+))
,))
’))

契约检查法适用于有明确计算办法的各项成本-例如电费.电话费.折旧费.专用工具摊销-工资支付等/
运用本方法-不是依据历史资料-而是依据有关文件的规定/

#二$技术估算法 根据生产中消耗量的技术测定和计算-来划分成本的变动部分和固定部分/
0案例 &1’2某车间铸造工段用于铸造的熔炉-分为点火#耗用木材和焦炭$.熔化铁水#耗用焦炭$两项操

作-先对这两项操作进行观察和技术测定-找出最佳操作方法/按照最佳操作方法-每次点火要用木材 )3(
吨.焦炭 (3%吨-熔化铁水要用焦炭 )3(%吨-每工作日点火一次-全月 ’+个工作日-木柴每吨价格 ())元-焦
炭 (*)元4吨/试进行混合成本的分解/

解5每日燃料中点火燃料属固定成本-熔化铁水所需燃料为变动成本-则有5
每日燃料固定成本6)3(7())8(3%7(*)6’*)元

每月燃料固定成本6’*7’+69’*)元

每吨铸件的燃料变动成本6)3(%7(*)6’9元

:铸件所用燃料的成本方程式为5;69’*)8’9<
技术估算法依据并非历史资料-而是对现行状况的分析-故适用于无历史数据-历史成本数据不可靠或

需对历史成本分析结论进行验证等情况/该法适用于任何可以客观现场进行观察的投入产出过程-但对于不

能直接把成本归属于特定投入和产出的-或不能单独进行观察的联合过程-如各种间接成本-该法不适用/
#三$历史成本分析 根据过去一定期间内的业务量与成本的历史数据-采用适当的数学方法加以分解/

历史成本分析的方法-一般有以下几种/
(3高低点法

高低点法 是根据历史资料中最高产量#业务量$-最低产量#业务量$时期的总成本之差#用=;表示$-
与二者产量#业务量$之差用#=<表示$进行对比-推算出单位产品#单位业务量$的变动成本 >-然后再根据

总成本和单位变动成本确定固定成本-进而得出成本方程/
高低点法的基本原理5由于任何一个混合成本项目都包含变动成本与固定成本两种因素-因而其数学模

型与总成本的数学模型类似-亦可用 ?6@8>A表示/其中 ?为混合成本总额-@为混合成本中的固定成本总

额->是混合成本中的单位变动成本-A是业务量/根据成本习性-@在相关范围内不变-高低点业务量的变动

对其无影响-可舍弃/若 >在相关范围内是个常数-则变动成本总额随高低点业务量的变动而变动/
该方法计算公式如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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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将求出的 %值代入最高产量)用 *表示+或最低产量)用 ,表示+的总成本-即可求得 .值/

.$#)*+0%&’)*+
或/.$#),+0%&’),+
1案例 2324某厂去年 56个月中最高业务量与最低业务量情况下的制造费用总额资料摘录如下/

摘要 高点)7月+ 低点)8月+

业务量)机器小时+ 9:-;;; :;-;;;

制造费用总额)元+ 59<-6:; 586-:;;

上表的制造费用总额中包括变动成本=固定成本和混合成本三类-该厂会计部门曾对业务量为 9:-;;;
机器小时的制造费用总额作了分析-其各类成本的组成情况如下/

变动成本总额 9:-;;;元

固定成本总额 <;-;;;

混合成本总额 85-6:;

制造费用总额 59<-6:;元

要求/采用高低点法分解混合成本>
解/5&先求出在低点业务量):;;;机器小时+的制造费用所包含的各类成本/

!在高点业务量下的 %$%’’$
9:-;;;
9:-;;;$5

元?机器小时

又因为高低点业务量的 %是不变的

(在低点业务量下/
变动成本总额)%’+$5@:;-;;;$:;-;;;元

固定成本总额).+$<;-;;;元)与高点业务量相同+
混合成本总额$制造费用总额0)变动成本总额A固定成本总额+
$586-:;;0):;-;;;A<;-;;;+
$26-:;;元

6&将高低点的混合成本列表-并进行如下分解/

摘要 高点)7月+ 低点)8月+ 差额)"+

业务量)机器小时+ 9:-;;; :;-;;; 6:-;;;

混合成本总额)元+ 85-6:; 26-:;; B-9:;

(%$"#"’$
B-9:;
6:-;;;$;&2:

元?机器小时

将 %点代入高点/.$#)*+0%@)*+$856:;0);&2:@9:;;;+$5:;;;)元+
或/将 %点代入低点/.$#),+0%@),+$26:;;0);&2:@:;-;;;+$5:-;;;)元+
(制造费用中混合成本公式为/#$5:;;;A;&2:’>
高低点法只用到两个历史时期的资料-计算方便-但要求选择的时期必须具有代表性>另外-若各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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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幅度较大!仅以高"低两期的成本为代表!计算结果会有较大误差#应该注意!通过高低点法分解求得的

成本公式!只适用于相关范围内的情况#
$%布点图法

把过去某一期间混合成本的历史资料逐一在坐标图上标明!这样各期历史成本数据就形成若干个成本

点分布在坐标图上!然后通过目测!在各成本点之间画一条反映成本变动的平均趋势直线!并据以确定混合

成本中的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各为多少#
&案例 ’()*某公司的业务量以直接人工小时为计量单位#公司前一年历史资料如下表所示

+
+++

#

月份
直接人工

,千时-

实际成本

,千元-
月份

直接人工

,千时-

实际成本

,千元

+
++

-

+
++

. .$/ 0/ 1 1/ 1$

+
++

$ .’/ 0. 2 2/ 12

+
++

’ ..3 2) 0 03 13
+
++

) ./3 21 ./ ... 20

+
++

3 0/ 2$ .. .$3 03

4 10 1’ .$ .)/ 0’

要求5采用布点图法来加以分解#
解5
6将各期历史数据标入坐标系!并画出反映成本平均变动趋势的直线

7图上画出的直线!应力求使两边的散布点个数相同!并且使各点到直线距离之和最小#这样画出的直

线称平均成本线#
8目测直线与纵轴的交点!即固定成本平均值

9:3/!///

;
;
;
;
;
;
;
;
;
;
;
;
;

;;;;;;;;;;;;;;;;;

<

=

元

业务量,千时-

成本,千元-

.)/.’/.$/.././/0/2/1/4/3/)/’/$/./

0/

./

$/

’/

)/

3/

4/

1/

2/

>在直线上任取一点!如取产量 ?:.//!///小时!根据图查得对应成本 @为 2.!///元!由 A:@B9?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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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小时

+混合成本为 ,"’%-%%%.%()$/0
布点图法考虑全部历史成本资料-但该法中的成本直线是目测画出来的-固定成本额也是根据图目测而

来-因此误差较大0这种方法的可用性主要在于其直观且易掌握0
)(回归直线法 根据一系列历史成本资料-用数学上的最小平方法原理-计算能代表平均成本水平的直

线截距和斜率-以其作为固定成本和单位变动成本0
依照直线方程式 ,"1.!/和若干期历史资料-可建立一组决定回归直线的联立方程式2

3,"41.!3/

3/,"13/.!3/5

上述两个方程式可转换为下列公式2

1"3,&!3/
4

!"
463/,&3/63,

463/5.73/8

9

:

; 5

或21"3/563,&3/63/,

43/5&73/85

将有关数值代入-即可求得混合成本公式0
<案例 )=’>某企业生产一种产品-过去 ?年产量记录和成本资料如下表所示2

年度 产量7件8 单位成本7元8 总成本7元8

$ 5%%% $@’ 5A%%%%

5 @%%% $$% @@%%%%

) B%%% A’ ??’%%%

@ )%%% $5$(?B )?’%%%

’ ’%%% $%) ’$’%%%

? ?%%% A#()) ’A%%%%

要求2采用回归直线法进行混合成本分解0
解2首先根据上述资料整理加工出下表2

年度 产量7千件8/ 总成本7千元8, /,7$%?8 /57$%?8

$ 5 5A% ’#% @

5 @ @@% $B?% $?

) B ??’ @?’’ @A

@ ) )?’ $%A’ A

’ ’ ’$’ 5’B’ 5’

? ?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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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其次0根据上列计算表的合计数代入上述公式0分别确定 123的值

其中 3"
!$%(4$%5$(

!$%&46$%7&
"#8+,&-*4&’8&)#*#8+./4&’& "’*6元7

1"$(43$%
!

&)#*---4’*8&’---
# "+,----6元7

9混合成本的公式就可确定为:("+,----;’*%<
回归直线法比较完善0依据也较全面0所以预测结果精确<但是0这种方法的计算过程繁琐0如能使用计

算机的回归分析程序来计算回归系数0则更为理想<
历史成本分析法带有一定程度的假定性0故其分解结果不可能绝对准确0只能求其近似值<有时如混合

成本在相关范围内变化不大0为简化手续0也可把混合成本全部视为固定成本处理0不再进行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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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本量利分析

第一节 本量利分析概念

一!本量利分析的定义

所谓本量利分析"就是指成本!数量!利润相互关系的分析"又称为 #$%分析"即&#’()*$’+,-.*%/’01
2)345+6(2(78它是在假定产销量一致的基础上建立的8管理会计中"还把成本划分为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
按照成本习性对成本进行分类"本量利分析就是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研究销售量!价

格!成本和利润之间的数量关系"采用数学模型对它们的关系进行描述"其原理在企业的决策!计划和控制中

具有广泛用途8

二!本量利分析的意义和作用

本量利分析不仅是对销售单价!产销数量!固定成本总额!单位变动成本和利润之间的变量关系的研究"
而且在规划企业经济活动!正确进行经营决策和有效控制经济过程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作用8借助于本量利分

析可以预测保本点!预测销售额!预测目标销售量!预测利润9编制利润计划"为各种短期经营决策作出最优

的选择9估量售价!销售量!成本水平等因素的变动对利润的影响等"这些内容都 将 在 以 后 的 章 节 中 详 细 叙

述"在本量利分析这一章中"我们主要论述本量利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盈亏临界分析!各因素变动分析!敏

感分析等8

第二节 本量利之间相互关系

本量利相互关系的研究"以成本和数量的关系研究为基础"并且在把成本分解成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两

部分之后"再把收入和利润加了进去"从而把成本!数量和利润的关系统一于一个数学模型中"这种数学模型

的表达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8

一!损益方程式

:;基本损益方程式

这是最简单的最好理解和计算的损益方程式"所以"大部分企业目前都采用损益法来计算利润8也就是

先 确定一定期间的收入"再计算与这些收入相配比的成本&包括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7"把两者进行比较"它

们之差就是期间利润<
利润=销售收入*总成本

因为<
总成本=变动成本>固定成本

变动成本=单位变动成本?产量

销售收入=单价?销售量

在本量利分析的定义中"我们说过是假定产量和销量一致的"所以就有<
利润=单价?销售量*&单位变动成本?产量>固定成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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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价"销售量#$单位变动成本"销售量%固定成本&
这就是本量利分析中的基本方程式’它明确表达了本量利之间的数量关系(该方程式一共有 )个变量’

给定其中任何 *个’就可以求出另外一个(
通常’我们在规划期间利润时都把单价+单位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当作一个常量’剩下的销售量和利润

作为自由变量’只要给足这两个自由变量中的任何一个’就可求出另一个’从而达到预测利润或者计算应该

达到的销售量的目的(
,案例 -./0某企业生产一种产品’每月发生的固定成本总额为 12’222元’单位变动成本为 )元’本月计

划销售 )222件’每件单价为 3元’求预期利润(
根据损益方程式’我们就可得4
利润!单价"销量#$单位变动成本"销量%固定成本&

!3")222#$)")222%12222&
!12222$元&

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及所要求的问题’还可以对损益法的基本方程式进行变换’从而使其更切合实际需

要(
56损益方程式的变换形式

在 基本损益方程式中’7利润8位居等式左边’而其它变量位于等号的右边’这种形式可以便于计算预期

利润’但是’如果本企业已经有了目标利润’而要求其它的变量’就可以对这一基本方程进行数学上的恒等变

换’从而求出所要求的问题(
$1&计算单价的方程式

单价!
固定成本%利润

销售量 %单位变动成本

假设前例企业计划销售 /222件’欲实现利润 12222元’问单价应订多少9

单价!12222%12222/222 %)

!:6*$元;件&
$5&计算销售量的方程式

销量!
固定成本%利润

单价#单位变动成本

假设前例中要实现的目标利润为 15222元’

则4销量!12222%152223#)
!))22$件&

$-&计算单位变动成本的方程式

单位变动成本!单价#
固定成本%利润

销量

假设,案例 -./0中目标利润为 12222元’单位变动成本是未知数’则有4

单位变动成本!3#12222%12222)222 !3#*!)$元;件&

$*&计算固定成本的方程式

固定成本!单价"销售量#单位变动成本"销量#利润

假设,案例 -./0中目标利润为 12222元’则固定成本则有4
固定成本!3")2222#)")222#12222

!*)222#5)222#12222
!12222$元&

-6计算净利的损益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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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方程式即是数学模型化的损益表!因经营范围不同而有所差异!从而损益方程式一般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单步式损益表!其基本格式为"

销售收入

减"成本

利润

这种损益表把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统统归入成本!从销售收入中一次全部减除!只经过一个运算步骤就

可以求出利润!它的优点是简明地反映出收入#成本和利润的关系!理论意义较重要!常见于教科书!它与本

量利关系的基本损益方程式的区别就是本量利模型要求把成本划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这种损益表一

般是服务性企业和业务量较小的企业使用$
第二种"多步式损益表

多步式损益表在会计实务中被广泛使用!它的优点是从表中可以明确地 看 出 毛 利#税 前 净 利 和 税 后 净

利!使得损益表使用者能够正确#清晰地分析企业的经营状况!该种表的基本格式为"
销售收入

减"已销产品成本

毛利

减"期间成本

税前净利

减"所得税

税后净利

从这一基本格式中我们可以看到"
税前净利%销售收入&已销售产品成本&期间成本

在实际的会计业务当中!一般企业都进一步划分产品成本!其中"
已销产品成本%变动销货成本’固定销货成本

期间成本%变动销售和管理费’固定销售和管理费

所以

税前净利%销售收入&(变动销货成本’固定销货成本)&(变动销售和管理费’固定销售和管理费)
%单价*销售量&(单位变动产品成本’单位变动销售和管理费)*销售量&(固定产品成本

’固定销售和管理费)
+案例 ,-./某企业每月固定制造成本 01111元!固定销售费 0111元!固定管理费 0211元3单位变动制造

费用 41元!单位变动销售费 .元!单位变动管理费 ,元3该企业产销一种产品!单价 011元3本月计划销售

211件产品!问预期利润是多少5
税前净利%011*211&(41’.’,)*211&(01111’0111’0211)%6211(元)
如果要求税后净利!就要考虑纳税因素了!这个计算净利的模型还需要加以改进$中国新税收制度开始

施行以后!企业就不用再交纳产品税了!而是用增值税代替$所以!目前!企业应纳的税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根

据法定增值额缴纳的增值税!因为它是用企业的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之后所剩的余额来交税!对利润并不

产生影响!所以在计算企业的预期利润时一般就对它采取不理的态度$另一种税是根据企业净利缴纳的所得

税!现在一般规定税率为 ,,7$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因为增值税对利润不产生影响!所以税前净利中

的销售收入额与考虑了纳税因素之后的销售收入净额依然相等$
销售收入净额%销售收入

净利%销售收入净额&变动成本&固定成本

%单价*销量&单位变动成本*销量&固定成本

所得税是根据净利和所得税率计算的!并从净利中减掉$
所得税%净利*所得税率

税后利润%净利&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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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净利#所得税率

!净利#$%"所得税率&
同时考虑了企业税务支出中的主要项目增值税和所得税的税后净利就可以求出来’
税后净利!$单价#销量"单位变动成本#销量"固定成本&#$%"所得税率&
如果企业增加了其它销售利润(营业外收支以及税法有关条款对税额的各项调整等因素)还可以根据具

体情况进一步完善这一计算税后净利的公式)其推算过程与上面的相类似’求税后净利的公式也可以象求利

润的基本损益方程式一样变换成其它的形式)例如*计算销售量的公式为*

销量!
固定成本+税后净利,$%"所得税率&

单价"单位变动成本

-案例 ./01假如前面所述的企业其他情况都没有发生变化)而企业要交的所得税率为 ..2)增值税率为

%32’若本月计划产销 455件产品)那么预期利润是多少6假如要实现净利 7555元)又应该产销多少件产品

呢6
税后净利!-%55#455"$455+3+.&#455"$%5555+%555+%755&1#$%"..2&

!-45555"89555"%97551#$%"..2&
!7755#432
!.407$元&

销量!$%5555+%555+%755&+7555,$%"..2&%55"$45+3+.&

!%9755+7555,$%"..2&%55"35

!444$件&
8:多种产品的损益方程式

前面所介绍的损益方程式都是假定一个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但是)实际上有很多企业往往都不只生产

一种产品)而是多种产品联合经营’为了适应这种企业的需要)就可以把这些企业生产的这些产品按照一定

的比例结合起来把它当作一个;联合单位<)把这许多种产品的有机结合体视为一个产品)从而使用上述的本

量利损益方程式’
因此)所谓联合单位)就是指按一定的规律遵循一定的原则把不同产品按一定实物量比例构成的一组产

品)用它可以统一计量多品种企业的业务量’
下面我们将用案例来说明;联合单位<这一概念的使用’
-案例 ./=1某企业生产甲(乙(丙三种产品)其销量分别为 %55件).55件)755件)三种 产 品 的 实 物 量 比

例为 %>.>7’即是把 %个甲产品).个乙产品和 7个丙产品构成的一组产品称为 %个联合单位)企业的总销

量就是各种产品实物量的最大公约数)即 %55个联合单位*
联合单位数量!$%55).55)755&!%55
每联合包含的产品数量就是各种产品数量与联合单位数量的比值*
甲产品*%55?%55!%
乙产品*.55?%55!.
丙产品*755?%55!7
又根据损益方程式我们可以知*

利润!联合单位单价#联合单位销量"联合单位变动成本#联合单位销量"固定成本

假定前述企业每月固定成本为 055元)单价和单位变动成本如图表 ./%=所示)那么其预期利润是多少6
图表 ./%=

产品 单价 单位变动成本 销售量

甲 7 .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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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 " #$$

丙 # % &$$

联合单位销量’(%$$)#$$)&$$*’%$$

每联合单位构成’%$$%$$+
#$$
%$$+

&$$
%$$’%+#+&

联合单位单价’&,%-!,#-#,&
’#"(元*

联合单位变动成本’%,#-#,"-&,%
’%!(元*

利润’联合单位单价,联合单位销量.联合单位变动成本,联合单位销量.固定成本

’#",%$$.%!,%$$./$$
’%$$$(元*

损益方程式的其它变换形式)也可以使用联合单位作为销量的单位)应用于多品种企业求出企业经营决

策中想要知道的答案0

二1边际贡献方程式

%2边际贡献的定义

边际贡献(3456789:8;57<=;7:8*)是指销售收入减去变动成本以后差额)又称>贡献毛益?)或>创利额?0
边际贡献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单位概念)另一种是总括概念0
单位边际贡献’单价.单位变动成本

总括的概念就是@边际贡献’销售收入.变动成本

从以上计算公式可以看出@企业各种产品所提供的边际贡献总额)并不是企业的营业净利0因为企业得

到的边际贡献总额)首先要用来补偿固定成本总额A如补偿固定成本总额还有多余)才能为企业提供利润0假

如不够补偿固定成本)则出现亏损0因此)边际贡献1固定成本1利润三者的关系如下@
利润’边际贡献.固定成本

另外)由于变动成本既包括生产制造过程中的产品变动成本)还包括销售 管 理 中 的 变 动 成 本 即 期 间 成

本)所以)边际贡献也可以具体分为生产边际贡献(制造边际贡献*和总营业边际贡献(产品边际贡献*0
销售收入.产品变动成本’制造边际贡献

制造边际贡献.销售和管理变动成本’产品边际贡献)
一般而言)>边际贡献?前未加任何定语即指>产品边际贡献?0
B案例 #C%$D某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单价 E元)单位制造变动成本 #元)单位销售和管理费变动成本 %2

&元)销量 F$$件)则@
制造边际贡献’E,F$$.#,F$$’#F$$(元*
产品边际贡献’#F$$.%2&,F$$’"G$$(元*
"2边际贡献率

与边际贡献关系密切的还有两个重要概念@边际贡献率与变动成本率0
边际贡献率就是用单位边际贡献除以销售单价)或以边际贡献总额除以销售收入总额0
变动成本率则是以单位变动成本除以销售单价)或以变动成本总额除以销售收入总额0
边际贡献率和变动成本率计算公式如下@

边际贡献率’
单位边际贡献

销售单价

或’
边际贡献总额
销售收入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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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成本率!
单位变动成本

销售单价

或!
变动成本总额
销售收入总额

因为"
单位边际贡献!销售单价#单位变动成本

边际贡献总额!销售收入总额#变动成本总额

所以"
边际贡献率$变动成本率!%
&案例 ’(%%)某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单价 +元*单位制造变动成本 ,元*单位销售和管理费变动成本 %

元*销量 +--件*则"

制造边际贡献率!+#,+ .%--/!+0/

产品边际贡献率!+#,#%+ .%--/

!1-/

制造变动成本率! ,+.%--/

!’’/

产品变动成本率!,$%+ .%--/

!1-/
通常*2边际贡献率3一词是指产品边际贡献率*2变动成本率3一词是指产品变动成本率*所以上例中有"
边际贡献率$变动成本率

1-/$1-/!%
边际贡献率反映了产品给企业做出贡献的能力4变动成本率则反映变动成本在销售收入中所占的比例4
’(基本的边际贡献方程式

根据2边际贡献3这个概念*基本的损益方程式则可改为新的形式4
因为"
利润!销售收入#变动成本#固定成本

!边际贡献#固定成本

所以"
利润!销量.单位边际贡献#固定成本

这个方程式*也能明确表达本量利之间的数量关系4
仍如前例为例*假设固定成本为 %---元*则有"
利润!5+#,#%6.+--#%---

!7--5元6
对于该方程式*还可以根据需要变换为其它形式"

销量!
固定成本$利润

单位边际贡献

单位边际贡献!
固定成本$利润

销量

固定成本!销量.单位边际贡献#利润

边际贡献方程式*可以使用2联合单位3作销量的计算单位*使之适用于多品种企业4
&案例 ’(%,)某企业生产 89:9;三种产品*固定成本 ,---元*有关资料如图表 ’(,-所 示*求 利 润 为 多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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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 销售和成本计划资料

产品 单价 单位变动成本 单位边际贡献 销量

% && ’ # &$$
( ’ ) # !$$
* ) + # +$$

联合单位销量,&$$-!$$-+$$./&$$

每联合单位构成/&$$&$$0
!$$
&$$0

+$$
&$$/&0!0+

每联合单位单价/&&1&2’1!2)1+/)!,元.
每联合单位变动成本/’1&2)1!2+1+/++,元.
每联合单位边际贡献/#1&2#1!2#1+2&3,元.
或者/)!4++/&3,元.
利润/&31&$$4#$$$/4#$$,元.
企业出现亏损

56边际贡献率方程式

根据边际贡献方程式-可由

边际贡献率/
边际贡献
销售收入1&$$7

边际贡献/销售收入1边际贡献率

利润/边际贡献4固定成本

得8
利润/销售收入1边际贡献率4固定成本

这一方程式-还可根据需要改为其它的变换形式8

销售收入/
固定成本2利润

边际贡献率

边际贡献率/
固定成本2利润

销售收入 1&$$7

固定成本/销售收入1边际贡献率4利润

对于多品种企业-则适用下列方程式8

加权平均边际贡献率/9
各产品边际贡献

9各产品销售收入
1&$$7

根据图表 !"#$的资料-则有8

加权平均边贡献率/ #1&$$2#1!$$2#1+$$&&1&$$2’1!$$2)1+$$1&$$7/
&3$$
)!$$1&$$7/#56::7

三;本量利图

在直角坐标系中将成本;销量;利润的关系反映出来-就构成了本量利图-它能清晰地反映企业不盈利也

不亏损时应达到的产销量-因而又称盈亏临界图和损益平衡图-由于企业资料的多少和目的不同-本量利图

又有多种形式8
&6基本的本量利图

根据<案例 !":=则可绘出图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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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
"

!
"

!

#

!

$%&’

(
亏损区

固定
成本

销售&))) $))) *))) +)))

,元-

金
额

变动
成本

区
润

利

利
润

’)))

’))))

&))))

$))))

*))))

+))))

下面介绍绘制本量图的步骤.
,’-选定直角坐标系/横轴代表销量/纵轴代表成本和销售收入金额0,&-在纵轴上找出固定成本数值/以

此点,1/固定成本-为起点/绘制一条与横轴平行的固定成本线下0,$-以点,1/固定成本-为起点/以单位变

动成本为斜率/绘制变动成本线 20,*-以坐标原点,1/1-为起点/以单价为斜率/绘制销售收入线 30
图中的销售量不仅可以使用实物量/也可以使用金额来表示/其绘制方法与上述图一样/只是这种图一

般画成正方形/如图表 $%&&所示0
这种图还可以用于多品种企业/只要用加权平均的变动成本率来画 2线即可0
在图中/销售收入线 3与总成本线 2的交点 (/是盈亏临界点0它在横轴上对应的销量 &+))件/表明企

业在此销量下/总成本4总收入/不盈不亏/在此基础上/增加销售量/收入大于成 本/3和 2的 距 离 为 利 润

区/反之为亏损区0
&5边际贡献式的本量利图

这种图绘制的特点/是先画变动成本线 12/在此基础上以,1/固定成本-为起点画一条与变动成本线平

行的总成本线 6/其它部分/绘制方法与基本的本量利图相同0
这种图的主要优点是可以表示边际贡献的数值0企业的销售收入 3随销售量正比例增长0这些销售收

入首先用于弥补产品自身的变动成本/剩余的是边际贡献即312围成的区域0边际贡献随销量增加而扩大/
当 其 达 到 固 定 成 本 值 时,到 达 (点-/企 业 处 于 盈 亏 临 界 状 态/当 边 际 贡 献 超 过 固 定 成 本/企 业 进 入 盈 利 状

态0
$5销售量7利润图

图表 $%&*是本量利图的另一种形式0它表现了利润与销量的直接关系/更易于企业管理人员理解0
这种图的绘制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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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直角坐标系$横轴表示销售量!可用金额也可用实物#%纵轴表示利润$原点上为正值$原点以下

为负值即亏损数值%!&#在原点以下纵轴上找出固定成本点下$通过点!’$(#画一条与横轴平行的固定成本

线%!)#任取一个销售量!*#$计算其相应的边际贡献!+#$通过点!*$+#和点!’$(#画一条直线$即为利润

线$它与横轴交点!,#为盈亏临界点%
图表 )-&&

(

.

/

,

销售量!元#

"0111 &2111)3111 45111

!元#

金
额

6111

6111

"0111

&2111

)3111

45111

这种图也可以扩充到多品种企业$假定某企业资料如图表 )-&5%
图表 )-&5 多种产品企业的销量7利润图数据

产 品
销售量

!件#
单价!元#

销售收入

!万元#

单位变动

成本!万元#

单位边际

贡献!元#

边际贡献

!万元#
固定成本

8" &1111 51 "11 &1 )1 31

8& "1111 51 51 )1 &1 &1

8) "1111 51 51 41 "1 "1

合计 &11 6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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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

"

!

"

"

#

$%&$

销售量’元(

)*+++ &,+++$-+++ ./+++

’元(

金
额

变动 成本

0

固定
成本

区
润

利

利
润

边
际
贡
献

1+++

1+++

)*+++

&,+++

$-+++

./+++

图表
"

!

#

"

!

"

! !

"

$%&.
利润

2

3

区
损

亏

4 利润区

固
定
成
本

利

润

边
际
贡
献

图表 $%&-则是据表 $%&/所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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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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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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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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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多品种销量(利润图

销售量)万元*

&++,-+,++

.,

.

.$

&

,

&

$/

/

/

0+ 1+
万
元

万
元

万
元

’+

2-+

(-+

34单位式本量利图

单位式本量利图5是反映单位产品的售价6成本6利润及业务量之间关系的图式5用于详细分析某种重要

产品的本量利关系7图表 $%&8是一个单位式本量利图7
-4利润率复合式本量利图

利润率复合式5是在原本量利图中绘入利润率与业务量的关系5图式不仅能反映业务量与利润6成本等

的关系5也能反映业务量与利润率的关系7见图表 $%&07

第三节 盈亏临界分析

一6盈亏临界点的确定

企业收入和成本相等时的经营状态就是盈亏临界点5也就是边际贡献刚好弥补固定成本的不盈不亏状

态7通常5这种状态用业务量来表示7
,4盈亏临界点销售量

9单一产品的盈亏临界点销售量

因为:利润;单价<销量(单位变动成本<销量(固定成本

令利润等于零5此时的销量为盈亏临界点销售量:
+;单价<盈亏临界点销售量(单位变动成本<盈亏临界点销售量(固定成本

盈亏临界点销售量;
固定成本

单价(单位变动成本

又因为:单价(单位变动成本;单位边际贡献 或 盈亏临界点销售量;
固定成本

单位边际贡献

==> ?财会管理卷?



!多品种盈亏临界点销售量

多品种企业可用"联合单位#来表示其销售量$
%&盈亏临界点销售额

在实际生活中’销售量虽然可以表示盈亏临界点’但人们更乐于使用销售额来表示$
(单一产品盈亏临界点销售额

由于)利润*销售额+边际贡献率,固定成本

令利润等于零’则有

盈亏临界点销售额*
固定成本

边际贡献率

!多种品种企业的盈亏临界点销售额

根据以前的推理’可得)加权平均边际贡献率*-
各产品边际贡献

-各产品销售收入

所以)盈亏临界点销售额*
固定成本+-各产品销售收入

-各产品边际贡献

图表
.

/

.
0
.
0

/
12%3

单位式本量利图

单位变动成本

单位固定成本

售价
亏损区

本

成

位

单

盈亏临界点金

额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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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盈亏临界点作业率

盈亏临界点销售量占企业正常销售量的比重就是盈亏临界点作业率1而正常销售则指正常市场和正常

开 工 情 况 下2企 业 的 销 售 数 量 或 销 售 金 额2盈 亏 临 界 点 作 业 率 计 算 公 式 如 下3盈 亏 临 界 点 作 业 率4
盈亏临界点销售量

正常销售量 5,..)

该比率表明企业保本的业务量在正常销售量中所占比重1而大多数企业的生产能力是按正常销售量来

规划的2生产经营能力与正常销量基本相同2所以2盈亏临界点作业率就表明保本状态下的生产经营能力的

利用程度1

二6安全边际和安全边际率

安全边际2也叫盈利销售量2是指正常销量超过盈亏临界点销量的差额2它表明销售量下降多少企业仍

不致亏损1
安全边际4正常销售量7盈亏临界点销售量

企业还可以用本年实际订货量代替正常销售量从而考察当年的生产经营情况1
另外2安全边际率也可以表示企业生产经营的安全性2而且3

安全边际率4
安全边际

正常销售量(或实际订货量*
安全边际和安全边际率的数值越大2企业发生亏损的可能性越小2企业就越安全1安全边际率是相对指

标2便于不同企业和不同行业比较1企业安全性的经验数据如下表所示1
安全性检验标准表

安全边际率 8.)以上 $.78.) &.7$.) ,.7&.) ,.)以下

安全等级 很安全 安全 较安全 值得注意 危险

9:; <财会管理卷<



盈亏临界点作业率和安全边际率可用图表 !"!#表示$
图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

入

成

本

盈亏临界点

正常销售量

产销量安全边际

从图中可看出$
)盈亏临界点把正常销量分为两部分$盈亏临界点销量和安全边际*即

正常销量+盈亏临界点销量,安全边际

同除以正常销售量-得

.+盈亏临界点作业率,安全边际率

/只有安全边际才能为企业提供利润-而盈亏临界点销售量只能为企业收回固定成本*安全边际部分的

销售减去其自身变动成本后成为企业利润-即安全边际中的边际贡献等于企业利润*这个结论可以通过下式

证明$
0利润+销售收入1变动成本1固定成本

+边际贡献1固定成本

+销售收入2边际贡献率1固定成本

+销售收入2边际贡献率1盈亏临界点销售收入2边际贡献率

+3销售收入1盈亏临界点销售收入42边际贡献率

5利润+安全边际2边际贡献率

式子两边同除以销售收入得

利润
销售收入+

安全边际
销售收入2边际贡献率

销售利润率+安全边际率2边际贡献率

这 个公式表明-企业要提高销售利润率-就必须提高安全边际率3即降低盈亏临界点作业率4-或提高边

际贡献率3即降低变动成本率4*

6789第三篇 管理会计9



第四节 各因素变动分析

一!分析有关因素变动对利润的影响

影响利润诸因素的变动分析"主要方法是将变化了的参数代入本量利方程式"测定其造成的利润变动#
例如"假设振业企业目前的损益状况如下$
销售收入%&’’’件(&’元)件* &’’’’
销货成本

变动成本%&’’’件(+元)件* +’’’
固定成本 ,’’’ -’’’
销售和管理费%全固定* &’’’
利润 &’’’
显然"如果销售!单价!单位变动成本!固定成本诸因素中的一项或多项同时变动"都会对利润产生影响#
&.外界因素发生变化时"测定对利润的影响#
假设由于原材料涨价"使单位变动成本上升到 /元"利润将变为$
利润0&’’’(&’1&’’’(/1%,’’’2&’’’*

0’%元*
单位变动成本上升 &元"企业最终利润就少了 &’’’%元*#所以企业必须谨慎采取措施#
如果价格!固定成本或销量发生变化"也可以同样测定其对利润的影响#
,.由于企业拟采取某项行动"将使有关因素发生变动时"测定其对利润的影响#
3假设该企业打算实施一项技术培训计划"以提高工效"单位变动成本由 +元降至 4./4元"则$
利润0&’’’(&’1&’’’(4./41%,’’’2&’’’*0&,4’%元*
该计划使企业利润增加了 ,4’元#如果培训计划的开支不超过 ,4’元"则可以从当年新增利润中得到补

偿"并可长期受益#
5假设企业想采取更有效的广告方式"从而使销量增加 &’6"则$
利润0&’’’(%&2&’6*(&’1&’’’%&2&’6*(+1%,’’’2&’’’*

0&7’’%元*
该项措施使企业增利 7’’元"如果广告宣传的支出超过 7’’元"就可能得不偿失#
8假设企业想自建门市部!售价由 &’元提到 &&.,4元"销量不变"则$
利润0&’’’(&&.,41&’’’(+1%,’’’2&’’’*

0,,4’%元*
9.由于外界因素变化或企业拟采取某项行动"使有关因素发生相互关联的影响"从而引起利润的变动#
假设上述假设中企业按国家规定普调工资"使单位变动成本增加 76"固定成本增加 &6"将会导致利润

下降#为了抵销这一影响"企业有两个应对措施$3提高价格 46"减少销量 &’6"5增加产量 ,’6"追加 4’’
元广告费#

调整工资后不采取措施时$
利润0&’’’(:&’1+(%&276*;1%,’’’2&’’’*(%&2&6*

0/9’%元*
采取3时$
利润0&’’’(%&1&’6*(:&’(%&246*1+(%&276*;1%,’’’2&’’’*%&2&’6*

0-’7%元*
采取5时$

<=> ?财会管理卷?



利润!"###$%"&’#()$*"#+,$%"&-().+*%’###&"###)$%"&"()&/##.
!01’%元)

由此可见23方案较好4

二5分析实现目标利润的有关条件

"6采取单项措施实现目标利润

假设前面的假设中欲使利润增加 /#(2即达到 "/##元2可以采取的措施4
7减少固定成本

现将固定成本作为未知数2目标利润 "/##作为已知数2其它不变2则

"/##!"###$"#+"###$,+固定成本

8固定成本!"###$"#+"###$,+"/##!’/##%元)

固定成本降低率!9###+’/##9### $"##(

!",6:(
3减少变动成本

将变动成本作为未知数代入本量利方程式2
则;"/##!"###$"#+"###$变动成本+9###

变动成本!"###$"#+9###+"/##"### !/6/#%元)

变动成本降低率!,+/6/#, $"##(!169(

<提高售价

将售价作为未知数2则;
"/##!"###$售价+"###$,+9###

售价!"/##&9###&"###$,"### !"#6/#%元)

售价提高率!"#6/#+"#"# $"##(!/(

=增加产销量

将产销量作为未知数2则;"/##!产销量$"#+产销量$,+9###

产销量!"/##&9###"#+, !""’/%件)

产销量提高率!""’/+"###"### $"##(!"’6/(

’6采取综合措施以实现目标利润

现实生活中2影响利润的这些因素都是相互相关的4提高产量就要增加固定成本2而为了产销一致2有时

又需要降低售价或增加广告费等4所以2企业要实现目标利润往往要采取综合措施4
会计师一般可按下列步骤去实现目标利润;
7企业可扩大产销量时2也要求降价才能保证销路不受限制2所以2首先要计算降价后实现目标利润所

需的销售量4
3计算既定销量下实现目标利润所需要的单位变动成本4
<计算产销量和单位变动成本都已确定时实现目标利润所需要的固定成本4

>?@A第三篇 管理会计A



第五节 敏感分析

一!有关参数发生多大变化使盈利转为亏损
敏感分析提供最大法和最小法来分析单价!单位变动成本!产销量和固定成本的变化对利润的影响"分

析这种变化达到什么程度时"企业利润会消失"从而进入盈亏临界状态#
假若某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单价 $元"单位变动成本 %&$’元"预计明年固定成本 (’’’’元"产销量计

划达 %’’’’’件"则明年预计利润

)*%’’’’’+,$-%&$’.-(’’’’*(’’’’,元.
%&采用单价的最小值分析时

上节已论述单价下降会使利润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利润将为零"这就是企业能忍受的单价最小值#
设单价为 /01%’’’’’+,/0-%&$’.-(’’’’*’

/0*%&2’,元./0降低率*$-%&2’$ +%’’3*$’3

此时企业由盈利转为亏损"如图表 454%所示#
$&用单位变动成本的最大值分析时

设单位变动成本为 /61%’’’’’+,$-/6.-(’’’’*’

/6*%&2’/6提高率*%&2’-%&$’%&$’ +%’’3*443

此时企业利润为零"由盈转亏#如图表 454$所示#
4&用固定成本最大值分析时

设固定成本为 781
%’’’’’+,$-%&$’.-78*’ 78*9’’’’,元.

78上升率*9’’’’-(’’’’(’’’’ +%’’3*%’’3"如图表 4544所示

:
:
:
:
:
:
:
:
:
:
:
:
:
:
:
:

;

#

图表454%

单位变
动成本

上升率,3.

%’’9’2’(’$’

单价,元.

)
利

盈

单价

单位成本

$&’%&2%&$’&9’&(’

%&2

$&’

金

额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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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参数变化对利润变化的影响程度

影响利润的参数有敏感因素和不敏感因素两种"前者为发生微小变化就使利润发生巨大变动的因素"后
者则是影响较小的因素"反映敏感程度的指标可用敏感系数来表示#

敏感系数$
目标值变动百分比
参数值变动百分比

在众多影响利润的参数中"销售量对利润的敏感系数又称经营杠杆系数"即是指销售量的较小变动就会

引起利润的较大变动#
敏感系数提供了各因素变动百分比和利润变动百分比之间的比例"但不能直接显示变化后利润的值#为

弥补这种不足"有时需要编制敏感分析表"列示各因素变动百分率与相应的利润值#
但列表法也不能连续表示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人们又设计了敏感分析图"在图中直线与利润线的夹

角越小"对利润的敏感度越高#%见图表 &’&()
图表

*

+

*

,
,
,
,
,
,
,
,
,
,
,
,
,
,
,
,

&’&-

单
位
变
动
成
本

单位变动成本上升率%.) /0012&&

/31 -30 -3(

单价%元)

单价

单位成本

-30

/31

03(

-0 (0 10 4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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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

"

#$##

%

&’万

&(万

’%万
收入

利润

&%%)%

(万*万 +万 固定成本
增长率,-.

固定成本,元.

变动成本

固定成本

图表

/ 0

!

#$#*

(万

*万

单位变动成本

固定成本

销量

单价

+万

)$(万

#$’万

&$(万

参数变动百分比

’万

% 1’%-1&%-2&%-2’%-

2)%-

1)%-

1&%%-

百分比

利润变动 +万利润,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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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变动成本计算法

第一节 变动成本计算法

一!变动成本计算法的概念

变动成本计算法是一种成本计算的方法"按照这种方法#在计算产品成本时只包括变动成本而不包括固

定成本#固定成本作为期间成本在发生的当期全部直接列作损益表的减项"其理由是$固定性制造费用是为

企业提供一定的生产经营条件#以便保持生产能力#并使它处于准备状态而发生的成本"它们同产品的实际

产量没有直接联系#既不会由于产量的提高而增加#也不会因产量的下降而减少"它们实质上是联系会计期

间所发生的费用#并随着时间的消逝而逐渐丧失#故其效益不应递延到一个会计期间#而应在费用发生的当

期全额列入收益表内#作为本期贡献毛益总额的减除项目"因而变动成本计算法又称为直接成本计算法#在
英国则习惯称为边际成本计算法"

在传统的会计做法中#人们一般都采用全部成本计算法#它是在计算产品生产成本和存货成本时#把一

定期间所发生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变动制造费用与固定制造费用的全部成本#都包括在内的方法"正因为

它把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都归纳到产品成本中去#所以又称归纳计算法或吸收计算法"

二!变动成本计算法的特点

我们这里说的变动成本计算法的特点#是相对于全部成本计算法而言的"它们的对比可分以下三个方

面$
%一&就成本划分的标准与类别#以及产品成本所包含的内容来看"
变动成本计算法是根据成本习性把企业全部成本划分为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两部分#变动成本计算法

的产品成本内容只包括变动生产成本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与变动制造费用三项成本项目"
全部成本计算法则是根据成本的经济职能把企业全部成本划分为生产成本!销售成本和管理成本三大

类#它的产品成本内容则是仅仅包括生产成本这一部分#也就是包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与全部制造费用三

部分"
变动成本计算法与全部成本计算法的区别可用图表 ’(’)表示"

图表 ’(’) 变动成本计算法与全部成本计算法的区别

区别标志 变动成本计算法 全部成本计算法

成本划分

的标准
按成本习性划分 按经济职能划分

*+,-第三篇 管理会计-



成本划分

的类别

变动

成本

变动生产成本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

#变动制造费用

变动销售成本
!

"

#变动管理成本

固定成本

固定制造费用

固定销售费用!
"

#
$
%

&固定管理费用

期间成本

生产成本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

#制造费用

非生产成本
销售成本

’ (管理成本
期间成本

产品成本

包含的内

容

变动生产成本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

#变动制造费用

全部生产成本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

#全部制造费用

下面我们将用一例题来进一步了解这种区别)
*案例 +,-./鸿基企业 -00.年全年仅生产一种它的产销量及有关资料如下)
全年产量 12222件

期初存货 2件

本年销售量 -3222件

期末存货 1222件

销售单价 -22元

直接材料 422222元

直接人工 522222元

制造费用 +22222元

其中)变动制造费用 -22222元

固定制造费用 122222元

销售费用 122222元

其中)变动销售费用 -22222元

固定销售费用 -22222元

管理费用 -22222元

其中)变动管理费用 12222元

固定管理费用 32222元

求两种成本计算法下的产品成本6
根据上述资料计算如图表 +,+4)

图表 +,+4

成本项目
变动成本计算法 全部成本计算法

总成本 单位成本 总成本 单位成本

直接材料 422222元 +2元 422222 +2元

直接人工 522222 15 522222 15

变动制造费用 -22222 5 -22222 5

变动生产成本 -122222元 42元 -122222元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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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项目
变动成本计算法 全部成本计算法

总成本 单位成本 总成本 单位成本

固定制造费用 !!! !!! "#####元 $#元

全部生产成本 !!! !!! $%#####元 &#元

因此’鸿基企业假若采用变动成本计算法计算产品成本’那么它的单位产品成本为 (#元)而假如采用全

部成本计算法的话则为 &#元*结果完全不一样*
+二,从期末产成品和在产品的存货计价来看

变动成本计算法只包括生产成本中的变动成本部分’而不包括固定制造费用*
全部成本计算法的期末产成品和在产品的存货计价则以全部生产成本为准’即在已销售的产成品’库存

的产成品和在产品之间都分配了全部生产成本’所以它的金额必然要大于采用变动成本法的计价*
-案例 ./$01仍然运用于这里时’我们对它的存货计价的比较就可得图表 ./.&2

图表 ./.&

摘要 变动成本计算法 全部成本计算法

期末存货数量 "###件 "###件

单位产品成本 (#元 &#元

期末存货成本 $"####元 $%####元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采用全部成本计算法计算的期末存货成本比采用变动成本计算法计算的期末存

货成本多了 "####元’这 "####元就是期末存货 "###件分摊的固定制造费用+每件 $#元,*
+三,从计算盈亏的公式来看

采用变动成本计算法计算盈亏时’还需要考虑怎样才能便于确定和取得贡献毛益总额的数据)因此’它

的计算公式与全部成本计算法的差别很大*
变动成本计算法2
$3销售收入总额4变动成本总额

5贡献毛益总额

其中变动成本总额包括变动生产成本和变动销售和管理成本*而变动生产成本则等于单位变动生产成

本乘以销售量’没有必要考虑期初6期末存货的增减变动*
"3贡献毛益总额4期间成本总额

5税前净利

其中期间成本总额既包括固定制造费用’也包括固定销售和管理费用’即包括全部的固定成本*
全部成本计算法2
$3销售收入总额4已销售的生产成本总额

5销售毛利总额

其中已销售的生产成本则等于期初存货成本加上本期生产成本’然后再减去期末存货的成本*
"3销售毛利总额4营业费用总额

5税前净利

其中营业费用既包括了变动的销售和管理费用’也包括了固定的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即包括了它们的

全部*
-案例 ./$(1的资料运用于这里时’两种成本计算法分别计算盈亏的结果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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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成本计算法!
"#贡献毛益总额$销售收入总额%变动成本总额

$"&&’"(&&&%)*&’"(&&&+"&&&&&+,&&&&-
$"(&&&&&%",&&&&&
$*&&&&&)元-

,#税前净利$贡献毛益总额%期间成本总额

$*&&&&&%),&&&&&+"&&&&&+(&&&&-
$*&&&&&%.(&&&&
$,,&&&&)元-

全部成本计算法!
"#销售毛利总额$销售收入总额%已销售的销售成本总额

$"&&’"(&&&%/&+0&’,&&&&%0&’,&&&1
$"(&&&&&%",*&&&&
$23&&&&)元-

,#税前净利$销售毛利总额%营业费用总额

$23&&&&%),&&&&&+"&&&&&-
$23&&&&%.&&&&&
$,3&&&&)元-

从以上计算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4这两种方法算出的税前净利是不一样的4这主要是因为两种方法的期

末存货的计价不同而造成的5

第二节 两种成本计算法对收益表的影响

变动成本计算法和全部成本计算法的使用4将会使企业的收益表受到一定的影响4因使用了不同的计算

方法而得出的结果是影响企业的决策5
采用全部成本计算法确定的利润受存货变动的影响4经理人员难以理解 和 使 用4不 利 于 企 业 决 策 和 计

划5
采用变动成本计算法则可以得出结论!在成本水平不变的情况下4多销售就可多获利5因为在全部成本

计算法下所确定的利润4即使销量不变也会有很大的波动4从而使得经理人员迷惑不解4难以决策6难以确定

预期利润5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两种计算方法对收益表的影响5

一6在没有期初存货的情况下4两种方法对收益表的影响

仍然以/案例 .7"31为例4按两种成本计算法编制的收益表如图表 .7.(4图表 .7.85
图表 .7.(

鸿基企业职能式收益表

)按全部成本计算法编制- "883年度

摘要 金 额

销售收入总额)"&&元’(&&&- "(&&&&&元

已销售的生产成本

期初存货成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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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生产成本 !"#####元

可供销售的生产成本 !"#####元

减$期末存货成本%&#元’(###) !"####元

已销售的生产成本总额 !(*####元

销售毛利总额 +"####元

减$营业费用

推销费用 (#####元

管理费用 !#####元

营业费用总额 ,#####元

税前净利 ("####元

图表 ,-,. 鸿基企业贡献式收益表

%按变动成本计算法编制) !.."年度

摘要 金 额

销售收入总额%!##元’!/###) !/#####元

变动成本$

变动生产成本%*#元’!/###) !#/####元

变动销售费用 !#####元

变动管理费用 (####元

变动成本总额 !(#####元

贡献毛益总额 *#####元

减$期间成本

固定制造费用 (#####元

固定销售费用 !#####元

固定管理费用 /####元

期间成本总额 ,/####元

税前净利 ((####元

从上面两张表中我们可以看出

%一)排列方式不同

按全部成本计算法编制的收益表把所有项目按生产0销售0管理等经济职能进行排列1主要是适应外界

有经济利害关系的团体或个人的需要而编制的1所以也称为职能式收益表2而按变动成本计算法编制的收益

表为了适应企业内部管理当局的规划与控制经济活动的需要1则是把所有成本项目按成本习性排列1以便于

取得贡献毛益信息2所以又称为贡献式收益表2
%二)对固定成本的处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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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成本计算法把固定制造费用全部吸收到产品的生产成本中去!固定制造费用在售出的每一批产品

中都构成了销售成本!而且对于尚未出售的期末存货也与产品生产成本一样!每件存货成本内也包含了固定

制造费用!它们必须结转至下一个会计年度"
变动成本计算法把本期所发生的固定成本全部作为期间成本!在贡献毛益总额下一次全部减除!所以!

它的销售成本等于实际销售出去的产品数量乘以单位变动生产成本然后再加上变动的销售费用和变动的管

理费用"也就是说销售成本等于全部变动的销售成本"因为变动生产成本与期末存货的有无或多少都没有关

系!所以也就无需转入下一个会计年度了"
#三$计算出来的税前净利不同

从上例我们看出!全部成本计算法与变动成本计算法计算出来的税前净利是不相同的"全部成本计算法

计算出来的税前净利比变动成本计算法计算出来的税前净利多 %&&&&元!这是因为全部成本计算法把期末

存货 %&&&件中每件所包含的 ’&元固定制造费用也算了进去!从销售成本内转入下一个会计年度!共计转出

’&元(%&&&)%&&&&元"所以销售成本减少了!这样一来!销售毛利自然就多了"
变动成本计算法把全部固定成本都当作期间成本!作为当期的费用开支了!于是期末存货就不包含有固

定成本!只包含变动生产成本!不存在固定制造费用转入下一个会计年度的问题"两者一对比!全部成本计算

法算出的税前净利就比变动成本计算法算出的税前净利多 %&&&&元"

二*销售量逐年变动!而产量维持不变时两种方法对收益表的影响

鸿基企业的原来资料是没有期初存货的!现假定在连续三年的资料中!销售量逐年变动!而产量维持不

变!那么就肯定有了期初存货!并且也有期末存货"此时的收益表对比可通过下例来表示"
+案例 ,-’./假定以下是振业公司横跨三个会计年度的资料!其中第一年的期初*期末存货是一样的#即

生 产的当年产品数量等于销售量$0第二年的期末存货大于期初存货#即当年生产量大于销售量$0第三年的

期末存货小于期初存货#即当年生产量小于销售量$"见图表 ,-1&"
现 要求根据图表 ,-1&所示的资料!分别按全部成本计算法和变动成本计算法来编制收益表"#见图表

,-1’$
图表 ,-1&

摘 要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合计

期初存货量#件$ 2&& 2&& ’2&& 2&&

当年生产量 3&&& 3&&& 3&&& %1&&&

当年销售量 3&&& .&&& 4&&& %1&&&

期末存货量 2&& ’2&& 2&& 2&&

基本资料 单位产品成本

每件售价 ’%元 全部成本计算法 变动成本计算法

生产成本

单位变动成本 2元 变动生产成本 2元 变动生产成本 2元

固定成本总额 %1&&&元 固定生产成本 ,元

销售和管理费用 #%1&&&53$

单位变动成本 &

固定变动成本 %2&&&元 单位产品成本 3元 单位产品成本 2元

678 9财会管理卷9



图表 !"#$ 振业公司收益表

$%%&’$%%#年度

摘要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合计

按全部成本计算法编制

销售收入总额 %()))元 *#)))元 $)*)))元 &**)))元

销售成本+

期初存货 #)))元 #)))元 $&)))元 #)))元

生产成本,按产量计算- (#)))元 (#)))元 (#)))元 $%&)))元

可供销售生产成本 (*)))元 (*)))元 .()))元 $%()))元

减+期末存货 #)))元 $&)))元 #)))元 #)))元

销售成本总额 (#)))元 /()))元 .&)))元 $%&)))元

销售毛利 !&)))元 &*)))元 !()))元 %()))元

减+销售管理成本 &/)))元 &/)))元 &/)))元 ./)))元

税前净利 .)))元 !)))元 $$)))元 &$)))元

按变动成本计算法编制

销售收入总额 %()))元 *#)))元 $)*)))元 &**)))元

变动成本总额

变动生产成本,按销量算- #))))元 !/)))元 #/)))元 $&))))元

贡献毛益总额 /()))元 #%)))元 (!)))元 $(*)))元

减+期间成本 固定生产成本 &#)))元 &#)))元 &#)))元 .&)))元

固定销售及管理成本 &/)))元 &/)))元 &/)))元 ./)))元

期间成本总额 #%)))元 #%)))元 #%)))元 $#.)))元

税前净利 .)))元 )元 $#)))元 &$)))元

从上两张表的比较中可看出+
,一-两种计算方法计算出来的税前净利是相同0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当年的期初1期末存货量相

等2即本期生产量等于销售量2所以采用全部成本计算法求税前净利时因没有固定生产成本当作期末存货结

转下期而受到影响0因此两种方法都一样求得同一税前净利0
,二-按全部成本计算法求得的第二年税前净利比按变动成本计算法求得的第二年税前利润高 !)))元2

产生这种差异是因该年的期末存货量增加了 $/))3/))4$)))件2即生产量超过了销售量2从而使每件存货

的固定制造费用都在全部成本计算法下转入下一个会计年度2使得按全部成本计算法计算的销售成本增加

了 !5$)))4!)))元2造成税前净利偏高 !)))元0
,三-按全部成本计算法计算的第三年税前净利比按变动成本计算法计算的税前净利减少了 !)))元0产

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当期期末存货量减少了 $)))件2从而使得去年转来的期初存货 $)))件,其中包含有固

定成本 !元5$)))4!)))元-在全部成本计算法下全部转入本期当作销售成本0所以2全部成本计算法的第

三年的销售成本不仅包括第三年的固定生产成本总额2还要加上第二年末转来的 !)))元0因此2它的销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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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就比变动成本计算法的销售成本多 !"""元#其税前净利也就少了 !"""元$
%四&从连续的三个会计年度看#两种计算法所求得的税前净利总额是一样的#都是 ’("""元$因为期末

存货与期初存货)生产量与销售量是大致相等的$只有在时间间隔过短时#产销量不同#从而计算的税前净利

也不相同$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总结出存货量变动而使得两种方法计算的税前净利数额的差异情况如下*
(+假如存货量增加#即期末存货量大于期初存货量#全部成本计算法的税前净利必大于变动成本计算法

计算的税前净利$它们的差额等于单位固定成本乘以存货增加量$
’+假如存货量减少#即期末存货量小于期初存货量#那么全部成本计算法计算的税前净利就小于变动成

本计算法计算的结果#它们的差额就等于单位固定生产成本乘以存货减少量$
!+假如存货量不变#即期末存货量等于期初存货量$那么两种方法计算出来的税前净利是相等的$

三)在产量逐年变动而销售量维持不变时两种方法对收益表的影响

下面我们通过恒发公司的有关资料来说明在这种情况下对收益表的影响$
图表 !,-’

摘 要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合计

期初存货量%件& " " ’#""" "

当年生产量%件& .#""" /#""" -#""" (/#"""

当年销售量%件& .#""" .#""" .#""" (/#"""

期末存货量%件& " ’#""" " "

图表 !,-!

基本资料 单位产品成本

每件售价 ("元

生产成本*

单位变动成本 -元

固定成本总额 ’-#"""元

销售和管理成本*

单位变动成本 "元

固定成本总额 .#"""元

全部成本计算法 变动成本计算法

年度 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 年度 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

变动生

产成本
-元 -元 -元

变动生

产成本
-元 -元 -元

固定生

产成本
-元 !元 .元

单位产

品成本
/元 0元 ("元

单位产

品成本
-元 -元 -元

从图表 !,-’#-,-!#-,--中我们可以分析对比出*
%一&因为三年的产量并不相同#所以每年的单位固定生产成本就不太相同#从而造成用不同的成本计算

方法算出的税前净利也有所不同#这不但要考虑到期初)期末存货量#而且要考虑单位固定生产成本的变动$
(+假如存货量不变%第一年度就是这样&#那么两种方法求得的税前净利是相等的$不过这仅仅适用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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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后进先出法"计算存货成本的情况#假若采用!先进先出法"或!加权平均法"$即使产销量一致$这两种方

法算出的税前净利也不相同#不过这种差额通用相应的单位固定生产成本%&期末存货量’期初存货量(来
求得#

图表 )*++ 恒发公司收益表

,--./,--+年度

摘要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合计

按全部成本计算法编制

销售收入总额 01$111元 01$111元 01$111元 ,21$111元

销售成本

期初存货 1元 1元 ,+$111元 1元

生产成本&按产量算( +2$111元 30$111元 +1$111元 ,++$111元

可供销售的生产成本 +2$111元 30$111元 3+$111元 ,++$111元

减4期末存货 1元 ,+$111元 1元 1元

销售成本总额 +2$111元 +.$111元 3+$111元 ,++$111元

销售毛利 ,.$111元 ,2$111元 0$111元 )0$111元

减4销售及管理成本 0$111元 0$111元 0$111元 ,2$111元

税前净利 0$111元 ,.$111元 1元 ,2$111元

按变动成本计算法编制

销售收入总额 01$111元 01$111元 01$111元 ,21$111元

变动成本总额

变动生产成本&按销量算( .+$111元 .+$111元 .+$111元 5.$111元

贡献毛益总额 )0$111元 )0$111元 )0$111元 ,12$111元

减4期间成本

固定生产成本 .+$111元 .+$111元 .+$111元 5.$111元

固定销售及管理成本 0$111元 0$111元 0$111元 ,2$111元

期间成本总额 )1$111元 )1$111元 )1$111元 -1$111元

税前净利 0$111元 0$111元 0$111元 ,2$111元

.6假如存货量增加$那么全部成本计算法计算出来的税前净利肯定要大于按变动成本计算法计算出来

的税前净利$这种差额等于相应的单位固定生产成本乘以存货增加量#
)6假如存货量减少$那么按全部成本计算法求得的税前净利小于按变动成本计算法求得的税前净利#其

差额等于相应的单位固定成本乘以存货减少量#
&二(在变动成本计算法下$三个会计年度的产量不管有无变化$存货量有无增减$只要销售量相同$它的

税前净利就是相等的#在上述例子中$每年的净利都是 0$111元#所以$在采用变动成本计算法时$产量高低

和存货的增减对净利都没有影响$决定税前净利大小的主要因素就是销售量$不过必须使售价和单位变动成

本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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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变动成本计算法的优点和局限性

一!变动成本计算法的优点

"一#从理论上说$这种方法最符合%费用和收益相配比&的原则’
变动成本计算法的基本原理为(把转作本期费用的成本$按照成本习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直接与产

品制造有联系的成本)另一部分为同产品制造无直接联系的成本’前者按产品的销售量和存货量分别与单位

成本"即单位变动成本#相乘$分配与收益相关的成本’后者则一次性地列为期间成本$同本期的收益相配比’
所以比较符合%费用与收益相配比&的原则’

"二#能提供最有用的管理信息$为预测前景!规划未来和参与决策服务’
采用变动成本计算法求得的单位变动成本!贡献毛益总额及其有关信息$对经营决策最为有用’这些内

容都将在以后的章节中陆续讲述$这里不再论述’
"三#便于分清各部门经济责任$有利于进行成本控制与业绩评价’
"四#促使管理当局重视销售环节$防止盲目生产’
"五#简化成本计算$便于加强日常管理’

二!变动成本计算法的局限性

"一#变动成本法的产品成本观念不符合公认的会计准则’
按照公认的会计准则$%成本是为了达到一个特定目的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以货币计量的牺牲’&按

照这个定义$产品成本应该包括固定成本’但变动成本计算法提供的成本资料不符合这个定义’公认会计准

则受到广泛的支持和认可$与其发生冲突就可能产生误解和混乱’
"二#改用变动成本法时会影响有关方面及时取得收益’
按照变动成本计算法的要求$存货中已经吸收的固定成本要转为费用去冲减收益$从而使利润减少$只

有这些存货售出去时利润才能实现$这就延迟了所得税和股东分红’即使企业采用全部成本计算法和变动成

本计算法计算出来的利润总额相同$然而由于货币的时间价值的存在$这种情况也会影响到有关利益方面的

实际利益’
"三#变动成本法提供的资料并不能真正满足决策的要求’
无论是全部成本计算法还是变动成本计算法$都是关于过去经济活动的反映$但决策是面向未来的’在

未来发生显著性变化时$它们两者都无法提供资料来解决’
企业的长期决策需要使用包括全部支出的成本资料$以判断每种产品能否以收抵支$而变动成本法不能

提供这种资料$因而不能满足长期决策$尤其是长期订价决策的要求’
总之$变动成本计算法和全部成本计算法争论的焦点是(什么是将固定成本转为费用核销的适当时间选

择$是在发生的当期$还是在与固定成本有关的产品销售实现以后’

三!变动成本计算法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工具

西方企业几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变动成本计算法在加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方面$已经

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尽管美国会计界的权威机构目前还反对根据这种方法编制对外公开发布的财务报表$政
府税收机关也不准采用这种方法计算税前净利$但是$变动成本计算法的优越性还是得到一致认可的’特别

是西方企业管理人员对变动成本计算法的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普遍了$在管理会计中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并
且已经成为企业规划与控制经济活动!制订短期经济决策的重要手段’

到目前$西方企业最经常采用的做法就是(在期末对产品和存货的计价!对税前利润的计算以及对财务

报表的编制等$都是按全部成本计算法进行)而日常在对内强化经营管理方面"包括预测分析!决策分析!预

算编制!信息反馈以及日常控制和业绩评价等#$就都采用变动成本计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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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变动成本计算法在我国的运用

一!学习并采用变动成本计算法的必要性

我国已经进行了市场体制的改革"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每个企业都是自主经营!自主核算!自负盈亏!
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每个企业都面临着新的革命"竞争总是不可避免的#企业为了求生存!求发

展"不加强内部经营管理"不提高企业的应变能力是不行的"这是我国当前所有的企业都面临的重要课题#
而在历史上"变动成本计算法就是为了适应市场竞争的日益激化"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于美国诞生的#当

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矛盾日趋尖锐"企业的管理当局要求会计能提供更广泛!更有用的管

理信息"以便加强对经济活动的事前规划与日常控制"于是变动成本计算法就不胫而走"广泛应用于美国!日
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西欧各国的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方面"并成为了管理会计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我国的现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建立富有刺激性的和充满活力的经济制度"学习并采用变

动成本计算法"树立边际成本的观念"对于妥善安排产销计划"防止盲目生产"确 定 在 竞 争 中 降 低 售 价 的 下

限"应付国际$$国内市场上的挑战"进行某些必要的短期经营决策等"以便于提高经营效益"这些都是十分

必要的#
八十年代初期"我国有些工厂%如机床工具行业&在征得财政部及主管部门同意后"对应用变动成本计算

法开始了试点"已经摸索出来一些经验"在规划目标利润"编制弹性预算"快速进行产品报价"对产品的经济

批量和最优组合作出适当决策"加强成本控制"简化成本核算"以及评价车间的经济效果等方面都取得了显

著的成就#

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应用变动成本计算法

学习和应用变动成本计算法"应该和我国现行的统一会计制度所规定的全部成本计算法结合在一起"而
没有必要象西方企业那样采用两套平行的成本计算法#因为那样做"工作量将会增大"这样就会造成人力!物
力!财力和时间上的极大浪费#所以"最好在采用变动成本计算法时把日常的核算工作建立在变动成本计算

法的基础上"对产成品和在产品则都按变动成本计算法计算#但同时也要对西方的变动成本计算法稍作变

通"即将日常发生的固定制造费用先记入专设的’存货中的固定成本(帐户#每到期末"就按当期产品销售量

的比例"将’存货中的固定成本(属于本期已销售的部分转入’销售成本(帐户"并且把它列入收益表内作为本

期 销售收入的减除项目)另将’存货中的固定成本(属于本期未销售的部分"则仍留在该帐户内"并将其余额

按实际比例分配给资产负债表上的’产成品(和’在产品(项目"使它们仍按全部成本计算法列示#这样做"就
不仅仅可以使得我们的会计工作能够更好地完成其对内部和对外部两方面的职责"而且还可以兼顾内部的

经营管理和国家的统一的会计制度的需要#
另外"我国企业采用变动成本计算法时"还有一点与西方企业不同"那就是销售税金#西方企业的销售税

金是作为变动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我国企业的销售税金则是成本之外的一个独立项目#但是由于销售税

金是按照销售量%或销售额&的一定比例计征的"所以在采用变动成本计算法来计算盈亏时"销售税金也可以

当作变动成本来处理#也就是说计算税前净利时可以分以下两步#
*+销售收入总额,变动成本总额,销售税金

-边际贡献总额

.+边际贡献总额,期间成本总额

-税前净利#
以上介绍的方法只是采用变动成本计算法和全部成本计算法相结合的方法中的一个方法"今后在我们

的实践工作中"还应进一步的完善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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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预测分析

管理会计的基本内容是规划与控制!其中规划与决策是为企业管理中的预测前景"参与决策和规划未来

服务的"预测分析是规划与决策会计的重要内容!是进行控制与业绩评价的前提和基础"
本章主要讲述以下问题#预测分析的一般概念$如何进行利润预测%销售预测%成本预测和资金需要量预

测"

第一节 预测分析的一般概念

一%预测分析的含义

预测分析是指根据过去和现在的经济信息预计未来发展趋势!以及根据已知推测未知所采用的各种科

学的专门分析方法"

二%预测分析的基本方法

&一’定量分析法

()趋势预测分析法 根据事物发展的连续性原理!采用数理统计的方法来预测事物发展的趋势"
*)因果预测分析法 根据指标间的规律性联系建立因果数学模型进行预测"
&二’定性分析法

()抽样调查法 从研究的总体中选取样本进行调查!以此推断或预测总体的特征"
*)直接调查法 直接与用户联系了解预测期内的有关信息"
+)间接调查法 通过分析用户与产品的内在关系来推测市场情况"
,)专家集合意见法 向专家分别征询意见!或召集专家座谈会征询意见"

三%预测分析的步骤

()确定预测目标"
*)收集相关信息进行加工整理"
+)选择专门方法建立预测模型"
,)作出预测结论"
-)定期检查验证!修订原计划或决策"

四%预测分析应注意的问题

()选取丰富可靠的信息资料"
*)预测分析时间不宜过长"
+)充分估计可能发生的误差"
,)事先测试预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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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利润的预测分析

一!保本点与安全边际

二者比较如下图所示"图表 #$%&’
图表 #$%&

保本点 安全边际

概念

企业在该点正好处于不盈不亏的状态(即所

得 等 于 所 费(或 销 售 收 入 等 于 销 售 成 本(亦

称)够本点*()损益两平点*()盈亏临界点*+

实 际 或 预 计 业 务 量 超 过 保 本

点业务量的差额

表
现
形
式

实物量 保本销售量"用 ,-.表示’ 安全边际量"用 /0.表示’

货币表现 保本销售额"用 ,-1表示’ 安全边际额"用 /01表示’

关

系

,-.20."34/05’ /0.20.4,-.
,-1201"34/05’ /012014,-1
其中60.表示销售量 01表示销售额

/05表示安全边际率 /052
/0.
0. 2

/01
01

二!保本点的预测

保本点是获得利润的基础(任何企业预测利润(确定目标利润(首先要预测保本点(过了保本点再扩大销

售量才有利润而言+
保本点的预测有三种方法6
"一’本7量7利分析法

本7量7利分析的基本公式是6829:4";<=:’
保本点处利润 82>(则有6
9:4";<=:’2>

?@2 ;
94=

即6,-.2 ;
94=

从而 ,-1287,-.

"二’贡献毛益法

只有当产品提供的贡献毛益总额正好等于固定成本总额时才会不盈不亏(即正好达到保本点+写成公式

就为6
贡献毛益总额2固定成本总额

AB7@2;?@2 ;
AB

即6,-.2 ;
AB

从而 ,-1297 ;
AB2

;
AB
9

2 ;
A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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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图示法

具体作法#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下以销售量为横轴$以成本或收入金额为纵轴$根据 %&’()*作出总成本

线$根据%&+*作出总收入线$两条直线的交点即为保本点,其对应于横轴的量为保本销售量-对应纵轴的量

为保本销售额,
如图表 ./01所示#

图表 ./01

2
3

4

2

3

4

2
3

4

5

6 57
7
7
7
7
7
7
7

7777777777777

8

5

保本图

’

)*

总成本线%&’()*

总收入线%&+*

9

盈利区

亏损区

保本点
安全边际量

收入及成本金额

:;<=

:;>

根据保本图可获如下信息#!?"在保本点不变的情况下$如产品销售超过保本点一个单位$即可获得一个

单位贡献毛益的盈利$销售量越大$实现的盈利越多@反之$如产品销售低于保本点一个单位业务量$则亏损

一个单位贡献毛益$销售量越小亏损越大,!A"在销售量不变的情况下$保本点愈低$盈利区的面积有所扩大$
亏损区面积有所减小$反映了产品的盈利性有所提高@反之保本点愈高$盈利区面积缩小$亏损区面积增大$
反映产品盈利性降低,!."在销售收入既定的情况下$降低单位变动成本或固定成本均会导致保本点下降$亏
损区缩小盈利区扩大,反之保本点上升$亏损区扩大盈利区缩小,

三-目标利润的预测

确定保本点之后就应该预测利润$规划最佳的目标利润$并为保证目标利润的实现进行目标销售量!或
销售额"和目标销售价格的预测,

!一"预测利润

根据销售预测中预计的销售量预测计划期将实现的利润,预测利润主要有以下几种数学模型#

9&+*B!’()*" 预计利润&销售单价C销售量B!固定成本总额

(单位变动成本C销售量"
&DEFB’ &贡献毛益总额B固定成本总额

&+*GEFHB’ &销售收入C贡献毛益率B固定成本总额

&EFG*B’ &单位贡献毛益C销售量B固定成本总额

&IJ<GEF &安全边际量C单位贡献毛益

&IJ>GEFH &安全边际额C贡献毛益率

&9=!?(HGKLM" &基期利润C!?(销售变动率C经营杠杆率"

!二"确定目标利润

根据本企业计划期间的实际生产能力-技术条件$材料供应状况$运输条件-市场预测等因素确定的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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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战略目标!
"三#预测目标销售额"销售量#
数学模型如下$

目标销售量%
固定成本总额&目标利润

单位贡献毛益

目标销售额%
固定成本总额&目标利润

贡献毛益率

这里的目标利润一般指税前利润

"四#确定产品售价

根据 ’()"*&+(#%,-",-表示目标利润#有$

’%,-&"*&+(#(
现就利润预测举例如下$
.案例 /0123某厂生产一种工具4单位售价 15元4单位变动成本为 6元4固定成本总额为 754555元4假定

单位售价与单位成本均无变动!
要求$"1#求保本销售量和保本销售额8
"9#该厂可获得 /54555元净利时4目标销售量及目标销售额各为多少8
"/#求在第"9#中的目标销售额超过保本点后再增加销售额 954555元4净利又将是多少8
":#求当固定成本总额减少了 7555元之后4仍需保持原有利润水平"即 /54555元时#目标销售量和销售

额各为多少8

解$"1#;<=>% *
’)+ <=?%’@<=>

A<=>%75455515)6%194755"
件#

<=?%15B194755%1974555"元#

"9#;目标销售量"(#%*&,-’)6
目标销售额%’@(

A目标销售量%754555&/5455515)6 %954555"件#

目标销售额%15B954555%9554555"元#
"/#解法一$净利"-#%."目标销售额)保本销售额#&超过保本点后增加的销售额3
B贡献毛益率

A-%."9554555)1974555#&9545553B15)615
%/24555"元#
解法二$
净利"-#%目标利润&增加销售额所获利润

A-%/54555&954555B15)615 %/24555"
元#

解 法三$"从成本习性角度考虑#增加销售额 954555元4则多销售产品 94555件"95455515 %94555#4则增

销产品后的变动成本总额为

+(%"954555&94555#B6%1/94555"元#
则$净利"-#%’C)+()*
%"9554555&954555#)1/94555)754555
%/2455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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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销售量!$#%&’()*+,%
!-./...+-/...#’0./...

1.+2 %134-.!件#

目标销售额%*$%134-.51.%134-..!元#
综 上 所 述/当 单 位 售 价 为 1.元6单 位 变 动 成 本 为 2元6固 定 成 本 总 额 为 -./...元 时/保 本 销 售 量 为

17-..件/保 本 销 售 额 为 17-...元8如 目 标 利 润 为 0./...元/则 目 标 销 售 量 为 7./...件/目 标 销 售 额 为

7../...元8如目标销售额超过保本点后/再增加销售额 7./...元/则净利为 03/...元8如固定资本减少 -/
...元/保持 0./...元目标利润/则目标销售量为 134-.件/目标销售额为 134-..元9

第三节 销售的预测分析

销售预测是指企业在一定的市场环境和一定的营销规划下/对某种产品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和期间内的

销售量或销售额期望值的预计和测算9
销售预测是否准确/取决于依据的资料是否充分可靠/采用的方法是否合适9本节主要讲述几种常用方

法9

一6趋势预测分析法

该法的要点是把企业过去的销售历史资料按时间的顺序排列/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推测计划期的销售

数量或销售金额9该法的优点在于收集信息方便6迅速/但是它未考虑到市场情况的变动9
趋势预测分析法又可分为算术平均法6移动加权平均法6指数平滑法和回归分析法9现简介如下:
!一#算术平均法

以若干历史时期的销售量或销售额作为观察值/把平均数作为下期销售的预测值9这种方法基于下列假

设:过去怎样/今后也将怎样9其计算公式为:

计划期销售预测数!$;#%
各期销售量!或销售金额#之和!<$;#

期数!=#
该法计算简便/但是如果产品的销售量在起伏中呈现出某种上升或下降的趋势/则不宜采用此法9故这

种方法一般只适用于销售量比较稳定的商品/如非季节性的食品/用具等9
!二#移动加权平均法

根据过去若干时期的销售量或销售额/按其距计划期的远近分别进行加权!近期所加权数大些/远期所

加权数小些#8然后计算加权平均数/以此为计划期的预测值9其计算公式为:

计划期销售预测数!$;#%各期销售量!额#分别乘权数之和!<>$#’趋势值!,#

其中:趋势值 ,%
本期间平均每期销售量+上+期间平均每期销售量

一个期间包含的期数

移动加权平均法既考虑近期发展的趋势/又根据时期的远近分别加权/从而消除了各期销售差异的平均

化/故其预测结果比较接近计划期的实际情况9
!三#指数平滑法

在预测计划期销售量或销售额时导入平滑系数&!.?&@1/一般取值在 .A0至 .A4之间#进行计算9其计

算公式如下/
计划期销售预测数%!平滑系数5上期实际销售数#’!1+平滑系数#5上期预测销售数

%&B’!1+&#C
指数平滑法实质上也是一种加权平均法/&与!D+&#即权数9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排除在实际销售中所

包含的偶然因素的影响/但确定平滑系数的值也还带有一定的主观成分9平滑系数越大/则近期实际数对预

测结果影响就大8反之则近期实际数对预测结果影响越小9因此/可采用较小的&值/使指数平滑平均数反映

观察值变动的长期趋势8也可采用较大的 &值/以使平均数更好地体现观察值新近的变化趋势/以便进行近

期的销售预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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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加权平均法相比!本法有两个优点"第一!#值可任意定且只需设定 #值这一个权数!比较灵活 方 便$
第二!在不同程度上考虑了以往各期的观察值!比较全面%

&四’回归分析法

根据 ()#*+,!按照数学上最小平方法的原理确定一条能正确反映 ,与 (之间误差的平方和最小的直

线%#-+值可由下列公式计算"

+)
./,(0/,1/(

./,20&/,’2

#)/(0+/,
.

其中"(代表销售量&额’!,代表间隔期%下面介绍一种简便方法!如实际观察的期数&.’为奇数!则取 ,
的 间 隔 期 为 3!即 将 4置 于 观 察 期 的 中 央!其 余 上 下 均 以 等 差!递 增!&即 为55!06!02!03!4!3!2!6
55’%若实际观察的期数为偶数!则令,间隔期为 2!即将03与 3置于所有观察期的当中上下两期!其余上

下均以等差 2递增&即为55!06!03!3!6!55’%以上作法的结果使/,)4!从而有"

+)/,(

/,2

#)/(
.

回归分析法考虑因素较多!比较全面!准确!但建立精确的模型比较费事%
&五’二次曲线法

如观察值呈曲线趋势!可用二次曲线法进行分析%预测模型为"()#*+,*782%其中 ,应满足下列要求"

间 隔相等$/,)4$,是尽量小的整数%如.为奇数!则,为5506!02!03!4!3!2!55!如.为偶数!则,
为5506!03!3!6!55%

由

/().#*+/,*7/,2

/,()#/,*+/,2*7/,6

/,2()#/,2*+/,6*7/,9

/,)4

/,6

:

;

< )4

得"

#)/,9/(0/,2/,2(

./,90&/,2’2

+)/,(

/,2

7)
./,2(0/,2/(

./,20&/
2
’

:

;

< 2

现就用趋势预测分析法进行销售预测举例如下"
=案例 6>3?@假定某公司今年上半年 A个月份实际销售收入列示如下%

月份 3月 2月 6月 9月 B月 A月

实际销售额 29!444元 26!A44元 2C!444元 2B!944元 2A!444元 2D!444元

权数 4E43 4E49 4E4C 4E32 4E2B 4EB

假定该公司 A月份的销售金额的原预测数为 2D!?44元%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分别采用算术平均法-移动平均法-指数平滑法-回归直线法预测 D月份的销售额%

&平滑系数 #)4EA’
解"3E采用算术平均法进行预测"

F,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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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 "月份的销售额#$%&’’’($)&*’’($+&’’’($,&%’’($*&’’’($"&’’’*
#$,***-*".元/

$-采用移动加权平均法进行预测

0第一季度平均销售额#$%&’’’($)&*’’’($+&’’’) #$,&$’’.元/

第二季度平均销售额#$,&%’’($*&’’’($"&’’’) #$*1))-)).元/

!趋势值.2/#$*&1))-))3$,&$’’) #)11-11.元/

又 41#’-’1&4$#’-’%&4)#’-’+&4%#’-1$4,#’-$,4*#’-,

!预计 "月份的销售额#567(2
#$%&’’’8’-’1($)&*’’8’-’%($+&’’’8’-’+($,&%’’8’-1$($*&’’’8’-

$,($"&’’’8’-,()11-11
#$*&"+)911.元/

)-采用指数平滑法进行预测

预计 "月份的销售额#:;(.13:/<
#’-*8$"&’’’(.13’-*/8$"&=’’
#$"&)*’.元/

%-采用回归分析法进行预测>
根据 13*月份的销售情况&整理编制如下计算表>

月份 间隔期 7 销售金额 7? 7$

1 3, $%&’’’ 31$’&’’’ $,

$ 3) $)&*’’ 3"’&’’’ =

) 31 $+&’’’ 3$+&’’’ 1

% (1 $,&%’’ $,&%’’ 1

, () $*&’’’ "+&’’’ =

* (, $"&’’’ 1),&’’’ $,

@#* 57#’ 5?#1,%&’’’ 5@?#1=*’’ 57$#"’

代入公式 :#5?
@ 2#57?

57$
得>

:#1,%&’’’* #$,***-*"

2#1=*’’"’ #$+’

根据 ?#:(27则有>
预计 "月份的销售额#:(27#$,***-*"($+’8"#$"&*$*-*".元/
A案例 )9$’B某公司今年 13*月销售电视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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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 " # $ % &

销售量’台( !" "$ !) $* #) &)

要求+按二次曲线法预测 ,月份的销售量

解+根据上述资料整理如下表+

月份 间隔期 - 销售量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1,** &"%

23& 4-3* 4.3"** 4-.3#$$ 4-"3,* 4-".3"&!&4-$3!$!$

代入公式 534-$4./4-"4-".

24-$/’4
"
("

634-.

4-"

73
84-"./4-"4.

24-$/’4-"("
得+

53!$!$9"**/,*9"&!&&9!$!$/,*" 3",:)!

63#$$,*3$:0!

73&9"&!&/,*9"**&9!$!$/,*" 3*:$,

;.3",:)!<$:0!-<*:$,"

第 ,个月的间隔期 -3%<"3,

=.3",:)!<$:0!9,<*:$,9,"3)%’台(
故预计 ,月份电视机的销售量为 )%台>

二?因果预测分析法

产品的销售一般总会与社会经济的这些或那些因素相关1基至有时完全取决于某些因素>只要找到与产

品销售相关的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函数关系1就可利用这种因果关系进行产品的销售预测>这种方法简捷迅

速且成本低廉>
影响销售的主要因素有+国民生产总值1个人可支配收入1人口1相关工业的销售量1需求的价格弹性和

需求的收入弹性等>根据历史资料找出销售与主要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1建立预测模型就可进行计划期的销

售预测>
常见的预测模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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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额预测值$期望的国民生产总值%行业销售占有率%该公司市场占有率

!&#某产品销售量期望值$上年该产品销售总量%!"’收入增长率%收入弹性#%该公司的市场占有率

!(#回归直线)*$+’,-
!.#多元回归模型)*$+’,"-’,&-
/案例 (0&"1决定火花塞销量的主要因素是汽车销量2近五年统计资料表明)

年度 汽车销售量!万台# 火花塞销售量!万只#

"3%" "4 5&

"3%& "6 34

"3%( 3 78

"3%. "& 8"

"3%6 "( 87

假定计划期 "3%7年汽车销量预测数为 &4万辆2某火花塞生产厂市场占有率为 (492要求预测该厂在

计划年度的火花塞销售量:
解)根据上述资料编制下表

年度 汽车销售量!万台#!-#火塞销售量!万只#!*# -* -&

"3%" "4 5& 5&4 "44

"3%& "6 34 "(64 &&6

"3%( 3 78 7"& 8"

"3%. "& 8" 35& "..

"3%6 "( 87 """8 "73

;$6 <-$63 <*$(35 <-*$.55& <-&$5"3

代入公式 ,$
;<-*=<-><*

;<-&=!<-#&

+$<*=,<-
;

得

,$6%.55&=63%(356%5"3=63& $(?8(

+$(35=(?8(%636 $(.2&47

@计划年度火花塞的市场预计销售量!*#$+’,-$(.2&47’(?8(%&4$""42847!万#
该厂计划年度火花塞的预计销售量$""42847%(49$((&."8!只#

三A购买力指数法

购买力指数是指各地区市场某类工业消费品的购买力占整个市场购买力的百分率:此法是公司按各地

区购买力指数2将销售潜量总额分配给各个地区市场:
工业消费品购买力主要受个人可支配收入2零售销售额2人口等因素影响2其预测模型为)
某地区购买力占全国购买力的百分率!B#$4?6%该地区个人月分配收入占全国的百分率!CD#’4?(%

该地区零售额占全国的百分率!ED#’4?&%该地区人口占全国的百分率 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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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某地区 !"#$%&’("#)&’*"#+&’一家公司销售潜量 %,’,,,元’则计算购买力指数 -#,./!"0
,.%("0,.1*"#$,.2&’该公司在该地区销售潜量则为 %,’,,,3$,.2&#%$4,5元67

这种指数可用于许多消费品市场潜量的分配’但不适用于低价消费品成高级奢侈品7

四8市场建立法

根据政府7调查机构等公布的资料和企业的调查结果’预测个别市场的需求潜量’然后加总而得总市场

的需求潜量’最后将这些需求潜量乘以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即得该公司的销售潜量7

五8判断法

将推销员’经销商’地区销售经理和部门经理等各类人员凭直觉判断进行的估计值’加以综合’预测计划

期的销售量或销售额7
例如某公司各类人员对某产品销量估计如下表所示9

最高 最可能 最低

销售量5件6 概率 销售量5件6 概率 销售量5件6 概率

推销员 /,, ,.1 :,, ,.2 %/, ,.1

经销商 //, ,.1 /,, ,./ :,, ,.%

部门经理 2,, ,.$ //, ,.+ :/, ,.1

则推销员预测的期望值#/,,3,.10:,,3,.20%/,3,.1#:$,5件6
经销商预测的期望值#//,3,.10/,,3,./0:,,3,.%#:4,5件6
部门经理预测的期望值#2,,3,.$0//,3,.+0:/,3,.1#/%/5件6
假设令 ;$#,.1/ ;1#,.%/ ;%#,.:’则

综合的预测销售量#:$,3,.1/0:4,3,.%/0/%/3,.:#:4:./5件6
销售预测除上述方法外还有顾客意向调查法’推销员意见综合法’专家意见法等7

第四节 成本的预测分析

一8成本预测的步骤

$.提出目标成本方案<

1.采用各种方法’预测本企业在当前情况下可能达到的水平’并计算预测成本的目标成本的差距<
%.挖掘企业潜力’拟订降低成本的各种可行性方案’并力求缩小预测成本与目标成本的差距<
:.对降低成本的各种可行性方案进行技术经济分析’从中选出经济效益最佳的方案’并据以制定正式的

目标成本7

二8如何拟定目标成本草案

目标成本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产品应该达到的标准’其形式有标准成本8计划成本或定额成本7目标成本

比实际成本低’它是按产品的标准产量或设计生产能力来考虑的7
拟定目标成本’可在市场调研获取多方面经济信息的基础上根据下式确定9
目标成本#销售单价=按目标利润计算的单位产品利润=应交税金

拟定目标成本还可以以产品的先进成本水平为目标成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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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本预测的方法

成本预测是根据本企业的成本历史数据"按照成本习性的原理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来推测成本的发展

趋势#具体做法是用直线方程式$%&’()反映成本的发展趋势"只要求出&与(的值"即可预测在任何产量

)下的产品总成本 $#
确定 &与 (值的方法与混合成本分解的方法相同"不同的是直线方程式 $%&’()各参数的含义#混合

分解法下 $代表混合成本"&为其中相当于固定成本部分"()为其中相当于变动成本部分")代表业务量#成

本预测中"$%&’()为总成本公式"在确定了总成本方程式后"根据产量 )的值"即可预测出总成本#
*+高低点法

计算公式如下,
- $%&’()
. /$%(+/)

(%/$/)
&%$0123()012或 &%$0423()042
预测计划期产品总成本 $052%&’()052

预测计划期产品单位成本%$052)052
此法适用于产品成本变动趋势比较稳定的情况#如企业各期成本变动幅度大"采用此法会造成较大的误

差#
6+加权平均法

给观察各期确定权数 78"并使 78%*#权数确定原则,距计划期越近"对计划期影响越大"权数应大些#
计划公式如下,

- $%&’()

. 预测计划期产品总成本0$2%9&7’9(7:)

预测计划期产品单位成本% $)
此法适用于企业历史成本资料具有详细的固定成本总额和单位变动成本数据的情况#
;+回归分析法

直线方程式 $%&’()中的 &!(值可由下式确定,

&%9$3(9)
< =

(%
<9)$39):9$

<9)6309)26

此法适用于企业历年产品成本变化幅度较大的情形#

四!目标成本的预测

0一2根据目标利润预测目标成本

>案例 ;?66@某企业上年收入及成本资料如下,
销售量, *AAA件

销售收入, BAA"AAA
销售成本,

直接材料 6AA"AAA
直接人工 *6C"AAA

DEF :财会管理卷:



其他直接费用 !!"###
制造费用 $$"###
合计 %%&"###

税金 ’#"###
利润 (!&"###
计划年度要求生产和销售增加 (&)"利润增加 ’#)
则*预测今年目标总成本+,##"###-.(/(&)01’#"###-.(/(&)01(!&"###-.(/’#)0
+%$’"###元

单位目标成本+ %$’"###
(###-.(/(&)0+%!234#

元

根据目标利润所预测的目标成本"计划年度是否能达到"还需要进行反复测算5
.二0就目前不采取任何新的降低成本措施情况下"测算是否能达到目标水平5
按上例假定该企业总成本模型为6+((&"###/’’#75根据计划年度的要求"生产和销售增长 (&)"则应

生产和销售 ((&#件.(###-.(/(&)00"按该企业上年生产水平"其成本总额计算如下*
6+((&"###/’’#-((&#+%$%&##.元0

单位成本+ 67+
%$%&##
((&#+%’#.

元08%!234

可见"如按原有生产水平进行生产"则达不到目标成本"比单位目标成本高 (3’元"故应挖掘企业潜力"
要求降低成本的措施

.三0测算各种降低成本方案的效益

按上例"企业提出若干可行性方案*
.(0采用先进方法"可使原材料每年节约 &##元5
.!0制作某零件"原变动成本为 ’#元"若以 (!"###元购进一台专用设备.可用 ’年0"可使该零件变动成

本降至 !#元5
则*新方案的差量收入*.’#1!%0-((&#+,$##
新方案的产量成本*(!###9’+%###
可见"采用新方案可节约成本 ,$##1%###+!$##元

最优方案的组合并不一定就是成本预测的最佳方案"因为降低成本的各措施之间可能存在矛盾"必须进

行综合权衡"选择最佳方案5
按上例"如上述两个可行性方案不矛盾"则预测总成本为*
6+%$%&##1&##1!$##+%$((##.元0

单位成本*%$((##((&#+%!43#%.
元0

经各方面努力"使单位目标成本达到 %!43#%元"低于根据目标利润预测的单位目标成本 (3,,元.%!234
1%!43#%05

故可以 %!43#%作为计划年度的单位目标成本5

第五节 资金需要量的预测分析

企业为了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合理:有效地组织生产经营活动"除做好利润:销售及成本预测外还需进

行资金需要量的预测5资金需要量的预测实际上是根据计划期生产经营规模预计"测算资金需要量和预测计

划期较基期增加的资金需要量的来源5
由 于企业资金不足集中表现为不能偿付到期债务"而偿付债务的主要手段是支 付 现 金.广 义 的 现 金 概

念"包括银行存款等货币资金0"因此资金需要量的预测"主要是现金需要量的预测5本节讲述预测现金需要

量的三种方法以及预测资金需要量最常用的方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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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测现金需要量的方法

"一#现金收支法

此法是使用最广泛的资金需要量预测方法$主要步骤如下%
&’预测现金流入量$搞好销售预测确定销售量和价格(根据赊销政策估计各期可能的现金流入(对可能

发生的固定资产变价收入等非营业现金流入作出适当的估计$
)’预测现金流出量$估计为实现销售目标购进固定资产和存货的付款时间和数额(预计工资支付(税金

支出和其他支出所需现金$
*’确定各计划期现金不足或长余$如不足则设法筹集资金补充(多余则可归还借款或进行短期投资$
下表是按现金收支法进行预测的结果

现金收支法

预测现金收入总额

其中%产品销售收入 +)(,,,

其他现金收入 -(,,, .,(,,,

预计现金支出总额

其中%营业现金支出 *+(,,,

其他现金支出 +(,,, /,(,,,

预计现金净收入 ),(,,,

加%期初现金余额 )+(,,,

现金余额 /+(,,,

减%最低现金需要量 &+(,,,

现金溢余数 *,(,,,

"二#调整净损益法

以权责发生制确定的计划期损益为基础(逐笔调整将本期净收益调整为现金基础$
调整净损益法编制现金需要量预测步骤如下%
&’将权责发生制下税前净收益调整为现金收付基础的税前净收益(再调整为税后净收益$
)’将收付基础的税后净收益加上与损益计算无关的现金收入(减去与损益计算无关的现金支出(调整为

预算期内现金余额的增加额$
*’预算期内现金余额增加额加上期初现金(减去期末现金最低需要量(扣除发放现金股利的支出即为可

供扩大投资的现金余额(如现金余额为负数则应设法筹集资金补足$
下表为调整净损益法的举例%

调整净损益法

税前净收益 /+,,

加%折旧 &,,,

提取坏帐准备 .,

帐款收回超过销售额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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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提费用 !""

现金收付基础税前净收益 #"$"

减%所得税支付额 !&#"

现金收付基础税后净收益 ’(’"

加%存货减少额 !"""

出售有价证券 &’""

出售固定资产 )#*""+

应付帐款增加数 )*""+

发行债券或股票 ’"""

现金余额增加数)现金基础净收益+ &,’"

加%期初现金余额 *""

现金余额 ##’"

减%最低现金需要量 ’"""

现金溢余数 ’#’"

注%存货增加-购进有价证券.固定资产-应付帐款减少-偿还长期债务用红字表示/帐款收回低于销售额数亦

用红字/
将现金收付基础税后净收益调整为现金余额增加数的过程应遵循以下原则%非现金资产的增加将导致

现金的减少0负债或所有者权益的增加如涉及现金则引起现金的增加/
)三+估计资产负债表法

根据1资产2负债3所有者权益40则有如下等式0现金余额2负债3所有者权益5非现金资产

算式右边各项需逐项估计0即可编制估计资产负债表法下的现金需求预测/如下表所示%
估计资产负债表法

项 目 金额 估 计 程 序

非现金资产

应收帐款 ’!’#" 赊销期 $"天

存货 !!""" 根据存货周转率预计

待摊费用 6""" 与前一年比无变动

固定资产净值 #*""" 现有数减折旧加计划取得数

合计 6*’#"

负债与所有者权益

应付帐款 !6""" &"天的赊销期

应交税金 *"" 从损益表估计

实收资本 6"""" 预计无变动

未分配利润 !*""" 现有数加估计利润减预期股利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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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金额 估 计 程 序

合计 !!"#$$

预期现金余额 %&%’$ 非现金资产与负债数所有者权益的差额

减(最低现金需要量 %$$$

现金溢余数 &%’$

现金收支法灵活性大)适用于现金流转很不稳定的企业)用此法编出的预算能直接与现金收支的实际情

况进行比较)控制和分析现金预算执行情况*但计划期损益表是按权责发生制编制)不便与此进行衔接*
调整净损益法可显示净收益和现金流量之间的关系)使权责发生制下的净收益与现金收付制下的净收

益统一起来)反映企业盈利时可能出现的现金不足)亏损时可能出现现金有余*但是此法不能显示营业现金

收入和支出的数额)如销售收入现金等*
估计资产负债表法不能对现金收支进行逐项预测)并且缺乏细目)给现金调度造成困难)并且主观随意

性大*但是)它可以显示企业全部投入的资金总量*

二+预测资金需要量最常用的方法,,销售百分比法

根据资金各个项目与销售收入总额之间的依存关系)按计划期销售的增长情况来预测计划期需相应追

加的资金*
销售百分比法一般按以下步骤进行(
-一.分析资产负债表各项目与销售收入总额之间的依存关系*
!/资产类项目0
周转中的货币资金)正常的应收帐款和存货等流动资产项目一般会因销售额增加而增加*
固定资产如未充分利用)则进一步挖掘潜力可产销更多的产品0如利用已达饱和状态)则增加销售需扩

充设备*
长期投资和无形资产与销售额无关*
%/权益类项目

应付帐款)应付票据)应交税金和其他应付款等流动负债项目会因销售增长而增加*
长期负债与所有者权益等项目与销售无关*
此外)计划期间减除用于更新改造金额后的折旧基金和留存收益项目可作为计划期内追加资金的内部

资金来源*
-二.将基期的资产负债表用销售百分比的形式另行编表*
-三.按下列公式计算计划期间预计需要追加的资金数额*

计划期间预计需要追加的资金数额1-23$4
5
3$.-3!43$.4678!43!9:4$-!4;!.<=!

其中(3$(基期的销售收入总额0

3!(计划期的销售收入总额0
2
3$(

基期随销售额增加而增加的资产项目占销售额的百分比0

5
3$(

基期随销售额增加而增加的负债项目与销售额的百分比0

-23$4
5
3$.(

销售额每增加 !元)所需追加资金的百分比0

678!(计划期折旧基金减去用于更新改造后的余额0

9$(基期的税后销售利润率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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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期的股利发放率$

%"#计划期的零售资金需要量&
’案 例 ()*(+某 公 司 ",--年 生 产 能 力 只 利 用 了 ./01实 际 销 售 收 入 为 "1///1///元1获 得 税 后 净 利

2*1.//元1并以 "31///元发放了股利&该公司年末资产负债表如下#
--公司资产负债表

",--年 "*月 ("日

资产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现金 */1/// 应付帐款 "//1///

应收帐款 "./1/// 应交税金 ./1///

存货 *//1/// 长期负债 *(/1///

固定资产净值 (//1/// 普通股股本 (./1///

长期资产 2/1/// 留存收益 2/1///

无形资产 4/1///

资产总计 55/1/// 权益总计 55/1///

若该公司计划年度销售收入将增至 "1*//1///元1仍按现有股利发放率支付股利1计划年度折旧基金提

取数为 4/1///元1其中 5/0用于更新改造原有固定设备1设计划年度零售资金需要量为 *.1///元&要求按

销售百分比法预测计划年度资金追加量&
解#将 ",--年资产负债表按销售百分比形式加以反映

--公司资产负债表

",--年 "*月 ("日

资产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现金 *6(.0 应付帐款 ""6540

应收帐款 "564.0 应交税金 .6330

存货 *(6.(0 长期负债 无关

固定设备净值 无关 普通股股本 无关

长期投资 无关 留存收益 无关

无形资产 无关

7
8/

总计 2(6.(0 9
8/

总计 "56420

上表中7
8/:

9
8/;2(6.(0:"56420;*.63,01

表示每增加 "元的销售额1需追加资金 /6*4元&

将以上有关数据代入公式

预计计划年度需追加资金;<78/:
9
8/=<8":8/=:>?@":8"A/<":!"=B%"

;<2(6.(0:"56420=-<"1*//1///:"1///1///=:4/1///-<":5/0=:

"1*//1///- 2*.//
"1///1///-<":

"31///
2*1.//=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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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故预计计划年度需追加资金 )*-&’元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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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决策分析!!短期决策分析

第一节 决策分析的基本概念

一"经济决策概念

任何一个单位为了实现其预定目标#往往会遇到一些专门问题需要在科学预测的基础上来确定是否采

取对策行动#或者在两项或两项以上的备选方案中作出适当的选择#选择最优方案#这就是经济决策$实际上

即使决策者面前仅有一种行动方案时#也要作出抉择#即采用或不采用$例如存货的增加问题#设备的引进问

题等等$
经济决策一经确定#就要编制相应的预算#并通过预算来控制和调节企业的经营活动#促使企业有效地

达到预期目标$因此经济决策是对企业未来经济活动进行规划和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企业的盛衰成

败$

二"经济决策的种类

由于不同种类的经济决策所需利用的信息"考虑的重点和采用的专门方法都各有不同#因此#在讨论怎

样进行决策分析之前#必须弄清经济决策的分类问题$
%一&按决策范围广狭的分类

’(微观经济决策

指在一个企业或事业单位的范围内所作出的决策$例如企业的生产决策"存货决策"订价决策等)又如企

业单位的投资决策"筹资决策等$
*(宏观经济决策

指在一个或几个经济部门#或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所作出的决策$例如开发浦东新区的决策#兴建三

峡水利工程的决策$
%二&按决策时期长短的分类

’(短期决策

通常只涉及一年或一个营业周期内的一次性专门业务#并仅对该时期内的收支盈亏产生影响的问题而

进行的决策$它一般不涉及新的固定资产投资#故又称为经营决策$例如是否应接受追加订货的决策#零部件

是自制还是外购的决策#亏损产品是否应停产的决策等$对于短期决策#应该考虑的重点主要是怎样使现有

资源能够得到最合理"最有效充分地利用#借以取得最佳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长期决策

指那些产生报酬的期间超过一年或一个营业周期#并对较长期间的收支盈亏会产生影响的问题所进行

的决策$一般长期决策又称作投资决策#或资本支出的决策$例如对原有固定设备是进行更新或进行改造的

决策#是否需要增加固定资产的决策$
%三&按决策者所掌握的信息的分类

’(确定性经济决策

指决策者对未来所掌握的信息都是肯定的数据#没有不确定性因素在内$
*(不确定性经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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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风险性经济决策!指决策者对于未来所掌握的信息并非完全肯定的数据!而是有几种可能出现的机会

分别出现"
#四$按决策的基本职能的分类

%&计划的决策

指规划未来经济活动而作出的决策"例如设计’研制新产品的决策!采用新工艺或新设备的决策!购买新

设备或改造旧设备的决策等"这些决策主要是在预测分析的基础上!探索经济发展的多种途径和可行性方

案!并对各种备选方案预期可能产生的后果或影响进行评价!从而为选定最优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控制的决策

指为控制日常经济活动而作出的决策"例如重新调配人员的决策!调整生产设备的决策!调整运输路线

的决策!确定各种奖金发放数额的决策等"主要是为了使企业的日常经济活动按照原定计划进行而采取的扬

长避短的各种控制措施"

三’决策分析及程序

管理会计人员为了有效地参与企业管理当局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必须在充分利用会计资料及其他

有关信息的基础上!对生产经营活动或固定资产投资活动的某些一次性的特殊问题所拟采取的种种备选方

案的经济效益!运用专门方法进行科学的测算和比较分析!权衡利害得失!从中选出最优方案!这整个过程就

叫做决策分析"
决策分析!不论是短期经营决策还是长期投资决策!一般都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确定决策目标

弄清这项决策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比如在产品生产方面有新产品的研制和开发问题!生产力如何提高

的问题!生产设备如何充分利用的问题*在产品销售方面!则有最佳售价怎样决定的问题!最佳销售组合如何

确定的问题等等"
#二$提出备选方案

针对决策目标提出若干可行的备选方案"这里的可行方案!是指技术上先进!同时也要经济上合理"每个

备选方案都要注意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务使企业现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资源都能得到最合理’最充分的

使用"
#三$搜集有关资料

为每个备选方案搜集尽可能多的’对它们有影响的各种可计量因素的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是有关预期收

入和预期成本的数据"对于搜集来的各种信息还要善于鉴别!要去芜存精’去伪存真"例如对原有的生产设备

进行技术改造的方案!在预计每年可能带来多少收益同时还要预计每年将发生多少运行成本’修理成本等!
凡与预期收入与预期成本没有关联的资料!则应加以排除"

#四$选择专门方法

选择决策分析的专门方法!建立数学模型!并编制比较分析表!同时对定量分析的资料还要作出初步评

价"例如某公司在计划期间为了提高产品产量!可把改造旧设备和购置新设备两个备选方案的预期收入与预

期成本的资料放在一起!并编制比较分析表*然后再逐一对照!权衡利害得失!作出初步的判断与评价!确定

究竟哪个方案较优"
#五$考虑其他因素

根据定量分析的初步评价!再结合考虑计划期间各种非计量因素的影响"例如经济形势’市场变化’以及

消费者的心理’习惯的变化因素等进行定性分析"
#六$确定最优方案

在定量分析的初步评价和考虑其他非计量因素影响的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再根据各个备选方案的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进行筛选!最终确定哪个方案最优"

+,- .财会管理卷.



第二节 产品生产决策分析

一!产品的生产决策分析方法

产品的生产决策是企业短期经营决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所要涉及的问题大体上是企业生产何种产品"
生产多少产品"以及如何去生产#管理会计的短期经营决策主要就是根据财务会计提供的信息及其他有关资

料来分析解决这些问题#
进行产品生产决策分析的常用方法有差量分析法!贡献毛益法!本$量$利分析法#
%一&差量分析法

管理会计中"差量这一概念是指不同备选方案之间的差别#差量成本是两个备选方案的预期成本的差异

数’差量收入是两个备选方案的预期收入的差异数#
所谓差量分析法"就是根据两个备选方案的差量收入与差量成本的比较来确定哪个方案较优的方法#如

差量收入大于差量成本"则前一个方案较优’反之"则后一个方案较优#应注意的是"计算差量收入与计算差

量成本的方案排列顺序必须保持一致#
(案例 )*+,-某公司使用一台设备可生产 .产品也可生产 /产品"如果设备的最大生产能量为 0111定

额工时"生产 .产品每件需 01定额工时"生产 /产品每件需 0+23定额工时#这两种产品的销售单价和成本

数据如列表所示#要求根据已知资料作出该公司以生产哪种产品较为有利的决策分析#

摘 要 .产品 /产品

销售单价 0425元 +52,元

单位变动成本 0)2+元 +,20元

固定成本总额 +1"111元

由 于固定成本在此属于无关成本%因为不论生产何种产品"或两种产品配搭生产"其总额相同&"故不加

考虑#
02按机器的最大生产能力计算出两种产品的最大产量

.产品的最大产量6
最大生产能量定额工时
.产品每件定额工时 60111016011%

件&

/产品的最大产量6
最大生产能量定额工时
/产品每件定额工时 601110+23651%

件&

+2以 /方案与 .方案进行比较"分别计算差量收入与差量成本#
差量收入6%+52,1751&8%04257011&639+元

%/:.&
差量成本6%+,20751&8%0)2+7011&6415元

%/:.&
差量损失639+8415604元

)2从上述计算结果看出"差量收入小于差量成本"即说明后一方案%生产 .产品&比前一方案%生产 /产

品&较为有利#
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备选方案"可分别两个为一组交替比较"最终以能提供最大经济效益的方案作为最优

方案#
%二&贡献毛益分析法

;<=$第三篇 管理会计$



由于在短期经营决策中!一般不改变生产能力!固定成本总额通常稳定不变!所以只需对产品所提供的

贡献毛益进行分析便可确定哪个方案最优!这就是贡献毛益分析法"但在分析时!绝不能以产品提供的单位

贡献毛益的大小作为选优标准!而应以产品能提供的贡献毛益总额!或每人工小时#或机器小时$能创造的贡

献毛益的大小!作为选优的主要依据"
%案例 &’()*按前例的资料!用贡献毛益分析法作出该公司生产哪种产品较为有利的决策"
根据资料可编制如下计算表+

摘 要 ,产品 -产品

最大产量 .//件 0/件

销售单价 .120/元 (023/元

单位变动成本 .&2(/元 (32./元

单位贡献毛益 &21/元 32&/元

贡献毛益总额 &1/元 &33元

根据以上分析可看出+尽管 -产品提供的单位贡献毛益比,产品多 /24/元!但生产,产品能比-产品

提供更多的贡献毛益总额!所以应优先生产 ,产品"
%另 解*根 据 各 个 产 品 的 每 个 定 额 工 时 所 创 造 的 贡 献 毛 益 的 大 小 作 为 选 优 标 准!编 制 计 算 表#见 图 表

&’34$"
从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生产 ,产品每个定额工时所能提供的贡献毛益比 -产品多/2/.1元!所以应优

先生产 ,产品!与前面按贡献毛益总额分析的结果是相同的"

图表 &’34

摘 要 ,产品 -产品

销售单价 .120/元 (023/元

单位变动成本 .&2(/元 (32./元

单位贡献毛益 &21/元 32&/元

单位产品所需定额工时 ./工时 .(2)工时

单位定额工时能创造的贡献毛益 &21/
./5/2&1

元6工时 32&/
.(2)5/2&33

元6工时

#三$本7量7利分析法

应用本7量7利分析法进行产品生产决策!关键在于确定8成本平衡点9"所谓成本平衡点!就是两个备

选方案的预期成本相等情况下的业务量"找到了该点!就可以确定在什么业务量范围内哪个方案最优"
%案例 &’(1*假定某风扇厂全年需要扇叶 3!///个!过去一直是外购!每个购价为 (3元"现该厂金工车间

有不能移作他用的 剩 余 生 产 力!可 以 生 产 此 种 扇 叶!根 据 会 计 部 门 的 资 料 核 算!每 个 扇 叶 的 变 动 成 本 为 (/
元!但每年需增加专属固定成本 :!(//元"要求作出该扇叶自制还是外购的决策分析"

%解*自制方案中!由于每个扇叶的专属固定成本是随产量的增减成反比例的变动!则!当产量超过一定

限度!自制才有利;相反!若低于这个限度!则以外购为好"因此!此例的关键就是确定出这一限度!也即8成本

平衡点9"我们设扇叶全年成本平衡的需要量为 <个"
.2先列出两个方案的预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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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入方案的预期成本!"#$%&#’(#)%*’+,)%+,)
自制方案的预期成本!"+$%&+’(+)%-+**’+*)
两种方案预期成本之差!."$%"#/"+%+,)/!-+**’+*)$%,)/-+**
+0求成本平衡点

即令."%*由 ,)/-+**%*
得 )%+1**个!成本平衡点$
10结论

若 )%+1**个2则 "#%"+2即两个方案成本相同2均属可行3
若 )4+1**个2则."4*2"#4"+2自制方案较优3
若 )5+1**个2则."5*2"#5"+2外购方案较优6
由于风扇厂全年需要扇叶 ,***个2大于成本平衡点2故以自制方案较优6

二7产品生产决策分析实例

!一$开发新产品的决策分析

这里仅就利用企业剩余生产力2分析研究究竟开发何种新产品的问题进行决策6至于通过增加投资2扩
大生产能力以发展新产品的决策问题2则属于长期投资决策范围6

8案例 19+:;假定启新公司原设计能力为 #*2***机器小时2但实际开工率仅有 :*<2现在欲将剩余生产

能力用来开发新产品 =或新产品 >6新产品 =7>的有关资料见图表 19,?6要求根据有关资料作出开发何种

产品较为有利的决策分析6

图表 19,?

摘 要 =产品!预计数$ >产品!预计数$

每件定额 @机器小时 ,机器小时

销售单位 @*元 A?元

单位变动成本 A*元 A#元

固定成本总额 +A2***元

8解;由于是在生产能力有剩余的情况下开发新产品2并不增加固定成本2因而可采用贡献毛益法2编制

如下计算分析表B

摘 要 =产品 >产品

剩余生产能力 #*2***C!#/:*<$%12***机器小时

每件定额 @机器小时 ,机器小时

最大产量 A**件 :A*件

销售单价 @*元 A?元

单位变动成本 A*元 A#元

单位贡献毛益 #*元 :元

贡献毛益总额 A***元 A+A*元

从上表计算可看出2开发新产品>的方案较优2可多获贡献毛益总额 +A*元6注意B上述结论是以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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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销售无阻!即可完全销售的假设条件下作出的"
#案 例 $%&’(仍 按 上 例!如 果 制 造 新 产 品 )需 要 支 付 专 属 成 本 *!&++元!新 产 品 ,需 要 支 付 专 属 成 本

*-++元!则决策分析的结论又如何"
#解(专属成本是相关成本!在决策分析过程中应加以考虑!把上例的计算分析表再加以延伸得到

摘 要 )产品 ,产品

贡献毛益总额 -!+++元 -!&-+元

减.专属成本 *!&++元 *!-++元

剩余贡献毛益额 $!’++元 $!/-+元

那么!在考虑了专属成本以后!)产品的剩余贡献毛益总额比 ,产品多 -+元!则开发 )产品的方案更优"
0二1是否接受追加订货的决策分析

这方面的决策分析既可采用差量分析法!也可采用贡献毛益分析法"只要客户的开价略高于单位变动成

本!并能弥补专属成本!即可接受追加订货"
#案例 $%&2(启新公司生产 )产品!年设计生产能力为 *&!+++件!销售单价为 3’元!产品平均单位成本

资料是.
直接材料 &+元

直接人工制造费用 *3元

其中.固定费用 *&元

变动费用 ’元

单位成本 -3元

若公司目前每年有 $-4的剩余生产能力未被利用!现有某客户订货 $+++件!但对产品有一些要求!为

此需每年花费专属成本 5!+++元"客户出价每件 53元"要求根据上述资料作出是否接受订货的决策分析"
#解(*6采用差量分析法

差量收入7接受订货方案8不接受订货方案

7539$+++:+
7*$’!+++0元1

差量成本7接受订货方案8不接受订货方案

7559$+++;5+++:+
7*$3!+++0元1

差量利润7*$’!+++:*$3!+++7&!+++0元1
所以!由计算结果可得出这项追加订货业务是可以接受的!这个方案能增加利润 &+++元"
&6采用贡献毛益分析法

摘 要 金额

销售单价 53元

单位变动成本 55元

单位贡献毛益 &元

贡献毛益总额 3!+++元

减.专属固定成本 5!+++元

剩余贡献毛益总额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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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计算出接受追加订货可有剩余贡献毛益总额 !"###元"故该方案可接受$
%三&亏损产品是否停产或转产的决策分析

对于这方面的决策"通常可采用贡献毛益分析法加以解决$
’案例 ()(#*某公司本年度产销 +,-,.三种产品"年终 +产品净利 /"###元"-产品净亏 !"###元".年

产品净利 0"###元"全公司净利合计 1"###元$三种产品的有关资料如下2

摘 要 +产品 -产品 .产品

销售量 0"###件 /##件 1##件

销售单价 !#元 3#元 !/元

单位变动成本 4元 13元 0/元

固定成本总额 05"###元%按销售金额比例分摊&

要求作出 -产品是否要停产的决策分析$
’解*首先"根据已知资料编制贡献毛益及净利计算表$

摘 要 +产品 -产品 .产品

销售收入总额 !#"###元 (#"###元 0#"###元

变动成本总额 4"###元 !("###元 3"###元

贡献毛益总额 00"###元 6"###元 1"###元

固定成本总额 3"###元 4"###元 ("###元

净利%或亏损& /"###元 7!"###元 0"###元

其次"假设决定停产"则其原 -产品负担的固定成本应由 +,.两种产品负担"那么计算结果如是%如图

表 ()14&$从计算分析得出"如果 -产品停产"不仅丧失了其提供的贡献毛益"而且把它负担的固定成本转嫁

给 +,.两种产品去承担"反而使公司全面亏损$

图表 ()14

摘 要 +产品 .产品 合计

销售收入总额 !#"###元 0#"###元 (#"###元

变动成本总额 4"###元 3"###元 0/"###元

贡献毛益总额 00"###元 1"###元 0/"###元

固定成本总额 0!"###元 3"###元 05"###元

净利%或亏损& %0"###&元 %!"###&元 %("###&元

因此"对亏损产品是否停产进行决策分析时"只要看亏损产品是否提供贡献毛益"若有贡献毛益"就不应

停产$
亏损产品是否转产的决策分析"只要转产的产品是利用亏损产品停产后剩出来的生产能力"并不占用其

他产品的生产能力"而且它所提供的贡献毛益总额要大于原亏损产品所提供的贡献毛益总额"则这项转产方

案就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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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零部件自制或外购的决策分析

对于这个问题进行决策分析时#一般可采用差量分析法#并且由于自制或外购的预期收入总是相同的#
故进行差量分析时#只需计算差量成本即可确定何种方案较优$

%案例 &’&()某厂每年需用 *零件 &#+++个#如向市场购买每个需 ,-元$若该厂金工车间目前有剩余生

产能力可以制造这种零件#经财会.技术部门进行估算#预计每个 *零件需支付直接材料 (/元#直接人工 0
元#变动制造费用 /元#固定制造费用 -元$又假定该车间如不制造该项零件#生产设备也没其他用途$要求

作出 *零件是自制还是外购的决策分析$
%解)金工车间有剩余能力可以利用#则用其设备自制 *零件不会增加其固定成本$所以 *零件的自制

成本内不应包括固定制造费用$
差量成本1
自制的预期成本2!(/303/"4&#+++25,#+++元

外购的预期成本2,-4&#+++2-/#+++元

自制而不外购的差量利益2-/#+++65,#+++2(,#+++元

那么 *零件如果采用自制可节约成本 (,#+++元$
%案例 &’&,)仍依上例的资料#如果金工车间的生产设备不用于自制零件#可出租给外厂使用#每月可收

取租金 (#,++元#要求作出这种情况零件自制还是外购的决策分析$
%解)自制情况下#舍弃外购方案可获得的租金收入应作为自制方案的机会成本来考虑$
差量成本1
自制方案1变动成本总额25,#+++元

机会成本2(#,++4(,2(/#/++元

小计 -0#/++元

外购方案1预期成本 -/#+++元

自制而非外购的差量损失

2-0#/++元6-/#+++元2,#/++元

从计算结果可知#考虑了机会成本以后#外购 *零件比自制 *零件可节约成本 ,#/++元$故以采用外购

方案为好$
至于如果自制零件还需增加固定成本时#这项决策可采用本7量7利分析法$此内容在本节第一部分已

有论述#这里不再说明$
!五"半成品.联产品是否要进一步加工的决策分析

对于这方面的问题#可采用差量分析法$差量分析过程中#对于半成品或联产品在进一步加工前所发生

的成本!不论变动成本还是固定成本"#均属于无关成本#不必加以考虑$关键在于分析研究半成品或联产品

在加工后所增加的收入是否超过进一步加工过程中所追加的成本$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则以进一步加工的方

案较优$反之#则以出售半成品或不加工的联产品的方案较好$
%案例 &’&&)启新公司每年生产 8半成品 (+#+++件#销售单价 90元#单位变动成本 ,+元#固定成本总

额 (0+#+++元$如果把 8半成品进一步加工为完工产品 *#则销售单价可提高到 (++元:但需追加单位变动

成本 ,9元#专属固定成本 ;+#+++元$要求作出是生产半成品 8#还是生产完工产品 *的决策分析$
%解)差量收入2*产品收入68产品收入2(++4(+#+++6904(+#+++2//+#+++元

差量成本2*产品成本68产品成本2,94(+#+++3;+#+++6+2&/+#+++元

差量利润2//+#+++6&/+#+++2(++#+++元

由上可以看出#把 8半成品进一步加工为完工产品 *再行出售#可多获利润 (++#+++元$
%案例 &’&/)某化工厂在生产过程中同时生产 8.*.<三种联产品#其中 8.*两种产品可在分离后立即

出售#也可继续加工后再行销售$两种产品的有关资料如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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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品 "产品

产量 #$%$$$公斤 &%$$$公斤

销售单价
分离后 ’元 (元

加工后 )元 #$元

联合成本 #&%$$$元 ’$%$$$元

可分成本
单位变动成本 ’元 )元

专属固定成本 )%$$$元 #%$$$元

注*可分成本指进一步加工过程中所增加的成本+
,解-#.!产品

差量收入/加工后收入0不加工收入/)1#$%$$$0’1#%$$$/2$%$$$元

差量成本/加工成本0不加工成本/’1#$%$$$3)%$$$/’)%$$$元

差量利润/2$%$$$0’)%$$$/)%$$$元

’."产品

差量收入/加工后收入0不加工收入/#$1&%$$$0(1&%$$$/#(%$$$元

差量成本/加工成本0不加工成本/)1&%$$$3#%$$$0$/’#%$$$元

差量损失/’#%$$$0#(%$$$/)%$$$元

2.结论

!联产品以分离后继续加工再行出售方案为优4而 "联产品则以分离后立即出售的方案为佳+
5六6最优生产批量决策分析

最优生产批量决策问题是确定在成批生产的企业里每批生产多少数量%全年分几批生产最为经济的问

题+对这类问题进行决策分析%主要应考虑两个成本因素*一是调整准备成本%指在每批投产前%需要进行一

些调整准备工作而发生的成本4二是储存成本%是指单位产品在储存过程中所 发 生 的 仓 储 费7搬 运 费7保 险

费7利息支出7仓库房屋设备折旧费7维修费等+
调整准备成本与储存成本是相互矛盾的%最优生产批量的决策分析就是要确定一个适当的生产批量%使

其全年的调整准备成本与全年平均储存成本之和为最低+
最优生产批量决策分析的方法有逐次测试列表法7图示法7公式法+这里仅介绍使用简单7通用的公式

法+
设 !代表产品的全年需要量48代表每批产量49代表每天产量4:代表每天领用量4;代表每批零件的

调整准备成本4<代表单位零件的全年平均储存成本4=代表全年总成本+公式推导如下*

> =/<?8’5#0
:
@63;?

!
8

以 8为自变量%求 =的一阶导数 =A

=A/:=:8/<?
#
’5#0

:
@60

!;
8’

令 =A/$%则

$/<? #’5#0
:
@60

!;
8’

!;
8’/

<
’5#0

:
@6

8’/ ’!;

<5#0 :@6

BBC?第三篇 管理会计?



! "# $%&

’()*+ ,-. /

此时的 "值即最优生产批数0
至于最优批数)%1"/2可由下推导

3 %&
"$#

’
$)*+

,
-/

%$

"$#
%’)*+ ,-/

$&

! %
"#

%’)*+ ,-/. $&
把最优生产批量代入全年总成本计算公式2则又可得出最优批量的全年总成本4

3 5#&(%"6’(
"
$)*+

,
-/

! 5# %&
$%&

’)*+ ,-. /

6 ’$)*+
,
-/(

$%&

’)*+ ,-. /

# $%&’)*+ ,-. /

以上介绍了在成批生产一种零件或半成品时确定最优生产批量及其成本的计算公式0如果同一生产设

备分批轮换生产几种零件或半成品时2其计算公式为4

共同最优
生产批数#

7%8’8)*+
,8
-8/

$7&. 8

式中48#*2$299:2代表零件或半成品的品种;&代表由一种零件或半成品的生产转 变 为 另 一 种 零 件

或半成品的生产而发生的调整准备成本0

各种零件或半成品的最优生产批量#
各种零件或半成品全年需要量

共同最优生产批数

)七/怎样生产的决策分析

*<选择不同工艺进行加工的决策分析

对这类问题进行决策可采用本(量(利分析法2其关键在于首先确定划分一次加工批量大小的标准2即
成本分界点2也就是成本平衡点0其次2在分析时只要考虑各个备选方案不同的单位变动成本和不同的固定

成本2至于各个备选方案相同的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则不必考虑0
$<选择不同分厂承担增产任务的决策分析

由于各分厂都是在生产能力有剩余的情况下承担增产任务2因而无需加以考虑它们的固定成本2只要选

择单位变动成本最低的分厂分配增产任务即可0
这类问题的决策分析可采用贡献毛益及差量分析法0
=案例 >?>@A某厂有 %BC两分厂均生产同一产品2其年设计生产能力均为 *D2DDD件0假定在计划年度该

厂要求各分厂仍按基期实际生产量生产外2根据市场预测准备增产该产品 *2@DD件2问让哪个分厂来增产更

为合适0年度内 %BC两个分厂产品的实际产量B销售单价及有关成本资料列示如下4

摘 要 %分厂 C分厂

产品产量 E2DDD件 E2DDD件

FGH (财会管理卷(



销售单价 !"元 !"元

单位产品成本 #$元 #%&’元

单位变动成本 #(元 #’元

固定成本总额 !()"""元 #!)"""元

*解+#&采用贡献毛益法)比较两分厂接受增产任务后所能获得的贡献毛益总额的大小,

摘 要 -分厂 .分厂

产品产量 /)’""件 /)(""件

销售单价 !"元 !"元

单位变动成本 #(元 #’元

单位贡献毛益 %元 ’元

贡献毛益总额 ’$)"""元 ($)’""元

从图表计算结果可知)增产任务交给 -分厂承担)可以比 .分厂多获得贡献毛益总额 /’""元,
*解+!&采用差量分析法)比较两个分厂增产前后产品总成本的增支数额,
-分厂0

摘 要 增产前 增产后 差量

产品产量 1)"""件 /)’""件 #)’""件

单位变动成本 #(元 #(元 "

变动成本总额 ##!)"""元 #22)"""元 3!#)"""元

固定成本总额 !()"""元 !()"""元 "

产品总成本 #2%)"""元 #’$)"""元 3!#)"""元

.分厂0

摘 要 增产前 增产后 差量

产品产量 1)"""件 /)’""件 #’""件

单位变动成本 #’元 #’元 "

变动成本总额 #!")"""元 #(!)’""元 3!!)’""元

固定成本总额 #!)"""元 #!)"""元 "

产品总成本 #2!)"""元 #’()’""元 3!!)’""元

从上面两个计算表看出0-分厂增产后产品总成本增加 !#)"""元)比 .分厂总成本增加数 !!)’""元要

少 #)’""元,所以)应由 -分厂接受增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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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存货决策

一!存货控制的决策

"一#挂签制度

传统的存货控制方法$其基本要领是针对库存商品材料物资的每一项目均挂上一张带有编号的标签%当
存货售出或被生产单位领用时$将标签取下$记入永续盘存记录上$以便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不致

于发生停工待料或临时无货供应$必须在永续盘存记录上注明最低储存量$一待实际结 存 余 额 达 到 最 低 水

平$应立即提出订购申请%
挂签制度虽然简单易行$但在一定期间内$如商品销售量或材料物资发出量起伏不定$波动很大时$则往

往需要较高的保险储备量"最低储存量#%
"二#&’(分析法

&’(分析法是一种统计分类的方法$其基本要领是先把各种存货按其全年平均领用量分别乘以它的单

位成本$并根据一定金额标准把它们分为 &!’!(三类)然后计算各类存货所占领用总数量及总成本的百分

率)再根据具体情况对这三类存货分别采取不同的控制措施%
对 &类存货的控制$首先$需根据每个项目的经济订货量和订货点$千方百计减少每次的订货量$适当

增加全年的订货次数$使日常存量达到最优水平%其次$更应用永续盘存记录及时登记每次订购!收入!发出

和结余的数据%当实际库存达到订货点时$需立即发出请购信号$通知有关部门定购%同时$还要经常对存货

的动态进行对比分析$严格监督$对于发现的问题$应及时查明原因$迅速纠正%
对于 ’类存货的控制$原则上事先为每个存货项目计算经济订货量和订货点$平时做好永续盘存记录%

但不必经常逐项进行对比分析$只要定期进行概括的检查即可%
对于 (类存货的控制$由于其为数众多$而单价很低$因而不必逐项计算经济订货量与订货点)可 酌 量

增大每次订货量$减少全年订货次数%另外$(类存货也无需采用永续盘存记录$可选择简易的双货箱法或警

告线法%
总之$在采用 &’(分析法的情况下$对 &类的全部项目和 ’类的大部分项目$由于它们保持存货的成

本较高$故应严格按存货规划决策的方法$分别确定它们的经济订货量与订货点$然后据以控制%对于 (类

的全部项目以及 ’类的一小部分$由于它们保持存货的成本很低$可实事求是地建立较高的储存量%

二!存货规划的决策

可参见本书财务管理有关内容%

第四节 订价决策分析

一!市场订价的策略

影响商品价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企业管理当局进行订价决策$不仅要借助于数学模型进行计算分析$
还需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采用灵活的订价策略$随机应变$才能起到作用%

"一#根据产品价格弹性订价

价格弹性$是指商品的销售量受价格变化影响产生波动的幅度%凡价格弹性大的产品$即对价格变动反

应非常灵敏的产品$宜采用低价$实行*薄利多销+%对于价格弹性较小的产品$宜采取相对较高的价格$牟取

更丰厚的利润%
"二#根据竞争者情况订价

,-. /财会管理卷/



如果市场上的竞争对手数量少!并且实力较弱!可先采用低价倾销方式!将其淘汰出市场!然后再提高产

品价格"如果竞争对手的实力很强!则宜紧紧跟随其价格变化!对方提价自己也提价!对方降价自己也降价"
当然!如果竞争双方势均力敌!为避免两败俱伤!宜采取谈判等签订协议的方式!制定双方都能遵守和接受的

价格"
#三$根据消费者心理订价

如果客户是生产厂商!当他们采购 %&’分析法中的 %类物资时!由于量少价高!必然要花费较多精力

选择适当的供应者"在这样情况下!如订价过高往往阻碍销量"对于 ’类物资!由于价小量大!购买者在价格

方面一般不会太计较!则可将价格订得略高些"
#四$根据产品质量订价

如果产品的质量很好!在同类产品中占有绝对优势!则可制订高价"若产品质量一般!同行竞争者又较

多!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宜采用低价!薄利多销"
#五$根据生产能力订价

若企业生产能力的利用已非常饱满!如再有新的订单!则可提高订价!既可获得丰厚利润!也可提高企业

信誉"如果企业的生产能力有剩余!则宜采用低价!只要略高于单位变动成本就行了"

二(标准产品的订价决策

对标准产品制定价格时!由于其价格的长期性!所以常用的就是成本加成订价法"这种方法的基本特点

是对产品规定的售价除需补偿全部成本外!还应为投资者提供合理的报酬"这里的全部成本是指变动成本加

固定成本!即任何成本都是订价决策的相关成本"
成本加成订价法的具体方法是)先以按全部成本计算法或变动成本计算法求出来的单位产品成本为基

础!然后在这成本基础上加预定的百分率!作为该产品的目标售价"由于全部成本计算法与变动成本计算法

求出来的单位产品成本的内涵各不相同!故加成的内容也各有不同"具体介绍如下)
#一$采用全部成本计算法

以全部成本计算法算出来的成本实行成本加成定价!其成本基础是指单位产品的制造成本!加成内容包

括非制造成本及目标利润"
*案例 +,+-.启新公司研究 %标准产品的售价!要求公司的财会部门提供该标准产品修改设计的估计成

本"现将生产 /00!000件 %标准产品的估计成本资料列示如下)
直接材料 1!000!000元

直接人工 2!000!000元

变动制造费用 2!000!000元

固定制造费用 3!000!000元

变动推销及管理费用 4!000!000元

固定推销及管理费用 /!000!000元

合计 4+!000!000元

要求计算在制造成本的基础上加成 -05!作为产品的目标售价"
*解./6先按全部成本计算法算出制造单位产品的制造成本

成本项目 金 额

直接材料 10元

直接人工 20元

变动制造费用 20元

固定制造费用 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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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项目 金 额

单位产品的制造成本 !""元

!#在制造成本基础上加上 $"%&作为产品的目标售价&并编制报价单

启新公司产品报价单

产品名称’(产品

项 目 金 额

直接材料 )"元

直接人工 *"元

制造费用 ++"元

制造成本 !""元

成本加成’制造成本 $"% +!"元

目标售价 ,!"元

-二.采用变动成本计算法

这种方法下的成本基础是指单位产品的变动成本&加成内容是包括全部固定成本及目标利润/
0案例 ,1,23按前例资料&若采用变动成本计算法&在此成本基础上加成 +!"%&求 (的目标售价/
0解3+#先按变动成本计算法计算出 (产品的成本基础/

成本项目 金 额

直接材料 )"元

直接人工 *"元

变动制造费用 *"元

变动推销及管理费 !"元

单位产品的变动成本 +)"元

!#在变动成本基础上加成 +!"%&作为产品的目标售价&并编制报价单-如图表 ,1)"./
综上所述&成本加成订价法中的加成内容&不论采用全部成本计算法或变动成本计算法&都包含一部分

成本项目在内/所以&在制订加成百分率时&必须使其除能为企业提供预期的目标利润以外&还需包括所有应

该包括的成本项目/
图表 ,1)" 启新公司产品的报价单

产品名称’(产品

项 目 金 额

直接材料 )"元

直接人工 *"元

变动制造费用 *"元

456 7财会管理卷7



项 目 金 额

变动推销及管理费 !"元

变动成本合计 #$"元

成本加成%变动成本的 #!"& #’"元

目标售价 (’"元

)三*如何决定加成

一般应以企业的预期投资报酬率或整个企业的目标利润总额为依据+计算公式为%
#,采用全部成本计算法

加成&-)
投资额.预期投资报酬率*/非制造成本总额

产品的制造成本总额

!,采用变动成本计算

加成&-)
投资额.预期投资报酬率*/全部固定成本总额

产品的变动成本总额

通过成本加成方法制订产品的目标售价0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考虑价格与销售量的关系0因此0为了使

成本加成订价法能切合实际0应注意%
第一0用公式计算出来的目标售价绝不能保持不变0要根据市场竞争情况的变化0作出上下浮动的决定+
第二0各个企业不能对其全部产品采用同一个加成百分率0应根据各种产品的不同需要1各地区的习惯0

或同行业惯例分别规定不同的加成百分率+
三1系列产品的订价决策

系列产品是指同一品种有很多不同规格的产品+生产系列产品的企业可根据过去已生产过的老规格产

品 的价格采用2",3指数法4来进行订价+2",3指数法4也可用来向产品设计部门提出新规格产品的目标成

本+
)一*",3指数法的基本原理

由于系列产品的材料成本与不同的规格0一般成正比或比较接近的比例5然而其工费成本由于加工的复

杂程度大体相近0故差距往往不大+因此0系列产品的价格随规格的增大而递升0但并不完全成正比例+通常

以小于规格的浮动率而递升0材料成本的比重越大0价格的递升率也往往越大5反之0材料的成本比重越小0
价格递升率也就越小+其情况可见图表 (6$#+

图表 (6$#

规格比例

价 格

价格与规格

完全成正比

材料成本

比重较大

材料成本

比重中等

材料成本

比重较小

# # #," #," #,"

! ! #,7 #,$ #,(

( ( !,8 #,9 #,$

8 8 (," !,( #,7

$ $ (,$ !,3 #,’

3 3 (,9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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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系列产品的价格曲线!又同 "#$%&’(%()*的幂函数曲线极为相似!可参见图表 +,-./
图表 +,-.

0
1

%#) %#’23 %#’24 %#’25

) ) )2’’ )2’’ )2’’

. . )265 )2-. )2+.

+ + .25) )27+ )2--

5 5 +2’+ .2+’ )265

- - +24. .24+ )27’

4 4 52)7 .27+ .2’-

&二*系列产品指数 %的值的确定

由于各种系列产品所用指数 %的值高低不一!材料成本比重大的 %值较大8材料成本比 重 小 的 %值 较

小/但绝大部分系列产品的 %值均在 ’24左右!所以这种订价方法就称为 ’24指数法/
某项产品只要市场上有两种不同规格产品的价格已知!即可根据 "#$%这一幂函数公式!计算出这种系

列产品的 %值/以两种规格的价格之比&9:)9;*代表 "!两种规格之比&<:=<;*代表 $!即>

9:
9;#&

<:
<;*

%

再利用对数!就可求得 %的值/
?案例 +,+3@某设备仪器厂生产两种规格的设备仪器!其有关资料为>

价格 规格

;产品 +’’万元 年产 .!’’’台电机

:产品 --5万元 年产 -!’’’台电机

A 9:
9;#&

<:
<;*

%

B -!-5’!’’’
+!’’’!’’’#&

-!’’’
.!’’’*

%

),3546#&.2-*%

C%)23546#%C%.2-

B %#C%)23546C%.2- #
’24)+5
’27)4+#’246

&三*系列产品中新规格的订价决策

通常选择与新规格最相近的老规格的产品的价格作为估算根据/
?案例 +,+7@按上例的资料!要求对新规格年产量为 4’’’台机的设备进行订价/
?解@与这一新规格设备最为相近的设备是年产 -!’’’台电机的 :产品!因而选其作为估算依据/

A 9D
9E#&

<D
<E*

%

B 9D
-!-5’!’’’#&

4!’’’
-!’’’*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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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四/新产品的订价决策

新产品的订价&一般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因而对于其订价&往往都是在某几个选定的地区分别采用不

同的价格进行试销,通过试销&弄清新产品可能遇到的竞争情况&销售量与价格的关系&以及在不同价格&不
同销售量的情况下所能提供的贡献毛益等重要信息,然后再根据这些信息制订出能产生最大贡献毛益的价

格&或最能适应企业长远目标的合理价格,新产品在不同地区进行试销&通常可采用的订价策略有以下两种0
*一1渗透性订价策略

在试销初期采用低价以广招徕&为新产品开路&争取市场2待产品树立信誉并赢得市场后&再逐步提价,
这种策略尽管在试销初期利润不大&但能有效地排 除其它企业的竞争&便于在市场上建立长期的领先地区&
能持久地为企业带来日益增长的经济效益&是一种长远的订价策略,

*二1撇油性订价策略

在试销初期订出较高的价格&以后待市场扩大&产品趋于成长或成熟阶段&再把价格逐步降低,这种策略

能保证试销初期能获得巨额利润&并可以保障新产品在产销方面无法预知的成本得到补偿,不过由于试销初

期的巨额利润&会迅速引来竞争&高价不能持久,因此&这是一种短期性的订价策略&多适用于初期没有竞争

对手&而且易开辟市场的新产品,

第五节 其他决策分析

一/风险型决策分析

*一1风险型决策分析方法

在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风险型的决策&而这类决策必然会牵涉到许多不肯定的

因素,为了弄清它们的规律性&首先要找出它们的概率&不论这些因素出现的概率是客观的或是主观的,然后

再利用概率论的数学方法去分析问题&这就是概率分析,
概率分析是运筹学中专门针对风险型决策的不肯定因素进行分析的一种专门技术&其步骤一般是0
34首先确定这项决策可能出现哪些事件&并为每一事件的发生估计一个概率,估计概率可根据过去的会

计/统计的历史数据为基础*即客观概率1&也可以根据决策者的主观判断为基础*即主观概率1,
.4根据估计的概率&以及各种事件的具体条件金额&即条件价值&编制预期价值分析表,
预期价值的计算公式为0
预期价值*561$条件价值*#61)概率*"71
84从预期价值计算分析表中选出最优方案,
*二1风险型决策实例

34风险型租赁决策

9案例 8:’(;启新公司准备使用办公用电子计算机&有三种选择方案0
34向 <租赁公司租用一台&每月租金 %&+((元&使用时间不限,
.4向 =租赁公司租用一台&每月租金 3&(((元&另外使用 3小时加付保养费 %(元,
84委托电算中心代为计算&每小时支付服务费 >(元,
问哪种方案的营运成本最低?
9解;这个问题中不肯定的情况是在一个月里究竟需要使用多少小时的计算机&所以0
34首先估计可能使用的小时数及其发生概率

如果过去有使用记录&则其估计的概率为客观概率,若无历史资料可供参考&则需向同行业单位搜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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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资料!再凭管理人员的主观判断!则其估计的概率为主观概率"
现假设启新公司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得出下列资料数据

事件#使用计算机小时$ 估计事件发生的机会 估计事件发生的概率

%& ’&( &)’

*& +&( &)+

’&& %&( &)%

’,& -&( &)-

合计 ’&&( ’)&

+)根据估计的概率及条件价值编制预期价值计算分析表#见图表 -./-$"
从图表 -./-计算分析的结果来看!采取第一种方案!可使营运成本最低!为 /!&&&元"所以!启新公司可

向 0租赁公司租用一台电子计算机!每月支付租金 /!,&&元!使用时间不限"
图表 -./-

方 案 事 件 概率 12 条件价值#34$
预期价值#54$
54634712

’)向 0租 赁 公 司 租

用 一 台!月 租

/!&&&元
时间不限 ’)& /!,&&元 /!,&&元

+)向 8租 赁 公 司 租

用 一 台!月 租

’!&&&元!使 用 ’
小时加付 /&元

%&小时

*&小时

’&&小时

’,&小时

&)’
&)+
&)%
&)-

-!&&&元

/!&&&元

,!&&&元

9!&&&元

-&&元

’!&&&元

+!%&&元

+!:&&元

共计;,!%&&元

-)委 托 电 算 中 心 计

算!每 小 时 付 *&
元

%&小时

*&小时

’&&小时

’,&小时

&)’
&)+
&)%
&)-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9%&元

共计;*!,&&元

+)风险型保本分析

<案例 -.%’=假定启新公司预计在计划期间制造 0产品的有关销售价格和成本的数据!以及可能出现的

概率!从大量历史资料中归纳如下表

项 目 可能出现的事件#金额$ 概率#12$

销售单价 1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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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可能出现的事件!金额" 概率!#$"

单位变动成本 %
&’(元

&)(元

&*(元

(+*
(+,
(+-

固定成本总额 .
&((元

/(0(((元

/)0(((元

(+&
(+1
(+&

求启新公司 2产品的保本销售量

3解4根据上述资料先将 #5.5%可能发生的事件进行搭配0共有 &*组事件6然后分别计算每一事件组合

的保本销售量!条件价值"6再把每一事件组合中各因素的概率!#$"进行连乘0分别得到联合概率!7#$"0然后

将各事件组合的保本销售量分别乘以其联合概率0从而得出各事件组合的预期价值6最后把 &*种预期价值

加起来得到预期的保本销售量6这些步骤可用预期价值计算分析!如图表 -8)/"全部表示出来6
图表 -8)/

事件

组合

销售单价 单位变动成本 固定成本总额

金额 概率 金额 概率 金额 概率

条件价值

!保本量"
!9:"

联合概率

!7#$"

预期价值

!;:"

& * - / ) , <= )
&>-

’=*?/
?,

1=<?’

@& *((元 (+’ &)(元 (+, /(0(((元 (+1 ’((件 (+/-* -/)+,件

@* *(( (+’ &*( (+- /(0((( (+1 )(( (+*&, &(’

@- *(( (+’ &(( (+& /(0((( (+1 /(( (+(<* *’+’

@/ *(( (+’ &)( (+, /)0((( (+& 1((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0((( (+1 &0---+-- (+&(’ &//

@’ &’( (+* &*( (+- /(0((( (+1 ,,,+,< (+()/ -,

@1 &’( (+* &(( (+& /(0((( (+1 )(( (+(&’ 1

@&( &’( (+* &)( (+, /)0((( (+& &0)(( (+(&* &’

@&& &’( (+* &*( (+- /)0((( (+& <)( (+((, /+)

@&* &’( (+* &(( (+& /)0((( (+& ),*+) (+((* &+&-

预 期 的 保 本 销 售 量 <))+--件

由图表计算可知0公司在计划期间的保本销售量是 <))件左右6

二5不确定型决策

不确定型决策是指决策者对未来情况可能发生的概率无法确定而需要作出的决策6对于这类不确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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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问题!选优的标准取决于决策者主观所抱有的是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根据不同的态度而选择不同的决

策分析方法!一般情况多数是把不确定型化为确定型或风险型!估计出各种方案的预期收益或预期成本!然

后以预期收益最大或预期成本最少作为最优方案"
常用的这类决策分析方法有大中取大法!小中取大法!大中取小法和折衷决策法四种"
#一$大中取大法

大中取大法是持乐观态度的选优标准!是在不确定型的几种随机事件中!选择其中最有利情况下具有最

大收益值的方案!作为最优方案的方法"
在短期经营决策中!收益值是指贡献毛益总额!或已减除专属固定成本后的剩余贡献毛益总额!或税前

净利%在长期投资决策中则指的是净现值&内含报酬率!或现值指数"
’案例 ()*+,某公司决定开发新产品 -!根据销售部门的市场调查!提出了三种产量方案!即 +.!///件!

(/!///件和 (.!///件!在销路状况不同的情况下!三种产量方案可能获得的贡献毛益总额数据如下0

产 量 方 案

贡 献 毛 益 总 额

销
售

情
况

畅销 一般 滞销 最大的收益值

+.!///件 .1!///元 *+!///元 23!///元 .1!///元

(/!///件 1*!///元 ((!///元 2/!///元 1*!///元

(.!///件 4/!///元 +4!///元 3!///元 4/!///元

问以哪种产量方案为最优"
’解,按大中取大法!三个方案的最大收益值都在畅销情况下!最大收益值中最大的是产量为 (.!///件

的方案!其提供的贡献毛益总额为 4/!///元!则选取此产量作为开发新产品 -的最优方案"
#二$小中取大法

小中取大法是一种持悲观态度的选优标准!是不在确定型的几种随机事件中!选择最不利情况下具有最

大收益值的方案!作为最优方案的方法"
小中取大法中的收益值的涵义与大中取大法中的涵义相同"
’案例 ()*(,如按上例资料!采用小中取大法来分析以哪种产量方案为最优"
’解,将每个方案的最小收益值!列示图表0

产 量 方 案

贡 献 毛 益 总 额

销
售

情
况

畅销 一般 滞销 最小的收益值

+.!///件 .1!///元 *+!///元 23!///元 23!///元

(/!///件 1*!///元 ((!///元 2/!///元 2/!///元

(.!///件 4/!///元 +4!///元 3!///元 3!///元

三个方案的最小收益值均在5滞销6栏!最小收益值中最大的是 +.!///件产量!贡献毛益总额是 23!///
元!所以选择这一产量方案作为开发新产品 -的最优方案"

一般说来!按小中取大法作出决策分析的最优方案!都是比较稳健的方案"
#三$大中取小法

这也是一种抱悲观态度的择优标准!是在不确定型的几种随机事件中!选择最不利情况下损失额最小的

方案!作为最优方案的方法"这里的损失额是指每当出现某种随机事件时!各方案中的最大收益值超过本方

案的收益值的差额!也叫做5后悔值6"后悔值表示如果选错方案将会受到的损失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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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现几种随机事件时!每个方案就会相应地有几个后悔值"然后把各个方案的最大后悔值集中起来作

一比较!选择其中的后悔值最小的方案作为最优方案"
#案例 $%&&’仍依前例资料!要求用大中取小法来决策分析哪种产量方案为最优"
#解’()确定三种销售情况下的最大收益值"
畅销情况*+,!,,,元

一般情况*&-!,,,元

滞销情况*(.!,,,元

-)计算不同销售情况的后悔值"
畅销情况*
-/!,,,件产量的后悔值0+,!,,,1/2!,,,0(&!,,,元

$,!,,,件产量的后悔值0+,!,,,12&!,,,02!,,,元

$/!,,,件产量的后悔值0+,!,,,1+,!,,,0,
一般情况*
-/!,,,件产量的后悔值0&-!,,,1&-!,,,0,
$,!,,,件产量的后悔值0&-!,,,1$$!,,,03!,,,元

$/!,,,件产量的后悔值0&-!,,,1-+!,,,0(/!,,,元

滞销情况*
-/!,,,件产量的后悔值0(.!,,,1(.!,,,0,
$,!,,,件产量的后悔值0(.!,,,1(,!,,,0.!,,,元

$/!,,,件产量的后悔值0(.!,,,1.!,,,0(,!,,,元

将计算出的后悔值列表表示如下

产 量 方 案

后
悔

值

销
售

情
况

畅销 一般 滞销 最大的后悔值

-/!,,,件 (&!,,,元 , , (&!,,,元

$,!,,,件 2!,,,元 3!,,,元 .!,,,元 3!,,,元

$/!,,,件 , (/!,,,元 (,!,,,元 (/!,,,元

由上表所列数据可得!最大后悔值一栏中最小的是 3!,,,元!即 以 $,!,,,件产量方案作为开发新产品

4的最优方案"
5四6折衷决策法

这种决策分析方法的基本点是!要求决策者对未来的情况采取现实的折衷标准!有乐观态度!但不盲目"
具体做法*
()决策者根据实际情况和经验确定一个乐观系数 7!其范围是 ,878("
-)为每个备选方案按公式计算出它们的预期价值"计算公式为*
预期价值0最高收益值97:最低收益值95(176
$)从几个备选方案的预期价值中选择最大的作为最优方案"

7值的大小依据不同的决策对象和决策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是个经验数定"如 7值接近 (则比较乐

观;如接近 ,则比较悲观"
#案例 $%&/’以前例资料!用折衷分析决策法来分析研究何种产量方案为最优"7值该公司定为 ,)+"
#解’分别计算三种方案的预期价值*
-/!,,,件产量的预期价值0/2!,,,9,)+:(.!,,,9,)$0&&!2,,元

$,!,,,件产量的预期价值02&!,,,9,)+:(,!,,,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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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产量的预期价值%&$#$$$’$(&)*($$$’$(!%"+#,$$元

则应以 !"#$$$件产量方案作为开发新产品 -的最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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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全面预算

通过前面几章所述的预测和决策活动!权衡利弊!就可对企业未来生产经营作出最终的决策选择!确定

未来的经营目标!但是为了达到并完成预定的目标和任务!使决策方案顺利付诸实施!还必须进一步研究怎

样合理地调度和安排企业的各种资源"如何协调企业各个职能部门和员工的活动及生产经营技巧!使之有效

地配合!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各自做出积极地努力"决策方案怎样才能步步细分而得以全面落实等!这些将要

借助于编制企业的生产经营全面预算来实现#因此!企业的全面预算既是经营决策的继续和延伸!又是有效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前提!它是连接经营决策和经营活动的纽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更
需要企业自身有一个完善的预算控制体系进行协调!监督和评价#本章将着重阐述全面预算的概念$全面预

算的意义和作用!全面预算的体系!内容$编制方法!全面预算的编制程序等问题#

第一节 编制全面预算的意义和作用

一$全面预算的含义

任何一个企业!不论规模大小!它所掌握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资源总有一定的限度!一般地说!企业的

全部资源!主要是为了能满足它生产和销售一定量的产品!供应一定量的劳务!并达到自己确定的目标利润

所必须的数量!为了以现有的$尽量少的资源!取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为了提高企业的素质和它的适应能

力与应变能力!就必须事先搞好规划工作#
西 方企业的规划!通常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用文字加以说明的叫做&计划’"另一部分则是用数字和

表 格加以反映的!叫做&预算’#因此!预算就是计划的数量说明(不只是金额的反映)!计划是预算的文字说

明#
因此!这里所说的全面预算是指企业经济活动过程的全部计划的数量说明!即根据既定目标而对未来活

动在资金方面所作的科学地合理地规划$预计$测算$从而使目标得以具体化$数量化的一种综合管理工具#
由此可知!生产经营全面预算有以下三个特征%货币性特征!即它所运用的主要是货币量度!涉及的内容基本

上都要能以货币计量"时间性特征!即预算涉及的内容都是未来一定时期的!并且还应能够确指!否则预算结

果将难以理解和解释"空间性特征!即预算涉及的内容必须始终围绕未来一定期内企业经营目标来进行#
有了全面预算!企业可以按照预算体系进行经营管理!全面预算是企业预算管理体系的基础#

二$编制全面预算的作用

如前所述!全面预算是企业总体规划的数量说明!它的作用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明确未来的奋斗目标

由于全面预算的编制是适应目标管理的需要!把整个企业和各个职能部门在计划期间的工作分别定出

奋斗目标!并将制定目标所依据的主要设想和意图!以及达到各项目标所拟采取的方法和措施都详细列举出

来#这样!全面预算就有助于全体职工心中有数!了解本部门的经济活动与整个企业经营目标之间的关系"明
确今后自己的工作在业务量$收入和成本各方面应达到的水平和努力方向!促使每个职工想方设法!从各自

的角度去完成企业的战略目标#
(二)能对经营目标的可行性作出进一步的测试和论证

经营目标是在经营决策过程中对许多决策方案经过可行性分析测试而筛先确定的!但这种可行性还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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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粗略估计!不可能作出详细分析计算!而编制预算过程中!则要对其逐项详细规划测算!许多决策中难以预

料的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因而原定的经营目标的可行程度也许要发生变化!若出现了较大的动摇性甚至变

得不可行!这就需要对原定目标进行必要调整甚至重新选定"所以!预算编制的过程!也是对经营目标作进一

步可行性分析论证的过程"
#三$有利于合理安排资金

预算最终都要以货币为主要量度来表现!所以它所反映的内容必然主要体现在资金的合理筹集%分配和

使用上!是资金收支的各种具体表现"为了实现未来的经营目标!需要动用的少资金"资金不足时如何安排!
这样就可以在实际经营中指导企业妥善调度资金!使之合理地分配和有效地利用"

#四$为经营控制提供可靠依据

全面预算一经制定!就必须付诸实施!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以全面预算为根据!通过

计量%对比!及时提供实际偏离预算的差异数额并分析其原因!以便采取有效措施!挖掘潜力!巩固成绩!纠正

缺点!保证预定目标的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面预算为经营控制提供了可靠依据"
#五$可帮助理顺各职能部门之间及其与员工之间的关系

全面预算的各个部分是先由各职能部门和员工在各自的范围内围绕其经营目标编制后!再进行汇总调

整所确定的!在企业经营中!部门之间!部门与整体之间!部门与个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利益冲突的机会

是很多的!尤其在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的条件下更为突出!这必然要反映到预算编制中!为了保证整体目标

的顺利实现!必须求得协调一致!因此!在编制部门预算时都应考虑这一点!进行相应的自我调节!对可能暴

露的矛盾和争端!要认真结合各自在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找出最佳的协调办法"同时还可以通过综合预

算!从整体的角度进行调解!清除各种摩擦"这样就能在预算实施之前将各种关系理顺!以尽可能减少实际工

作中可能出现的争执和矛盾!保证整体目标的如期实现"因此!编制预算的过程也是一个调整理顺各种关系%
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过程"

#六$可为业绩考核评价提供客观标准

推行经济责任制!离不开业绩考评!有效的业绩考评离不开合理考评标准"现成的历史标准说明的是过

去!未来的发展变化!可能使许多历史标准失去意义!难以解释现在的绩效!或者出现&鞭打快牛’的现象!而

预算是立足于未来所作的科学预算!不仅时间一致!而且已充分考虑了未来的变化!因此以预算作为业绩考

评的尺度不仅切合实际!也有较强的说服力"
总之!编制全面的预算是沟通企业内部情况的最重要的过程!它有助于使全体职工明确奋斗目标!把各

个职能部门的工作协调起来!均衡地为达成企业的总目标而奋斗(同时也是控制日常经济活动的根据!评定

工作实绩的客观标准"

三%全面预算内容与体系

全面预算实质上是一整套预计的财务报表和其它报表!因此其形式与内容必然是多种多样!为了很好地

理解和掌握全面预算的基本知识!则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按照不同的标准对其进行分类研究"
#一$按其所反映的经济内容分类

全面预算范围会涉及企业的整个经营活动!按照企业整个经济活动在财务会计上所表现的营业活动%财
务活动%投资活动等进行分类!这是正确理解生产经营全面预算的基础"据以可分为)

*+业务预算

业务预算是反映企业在计划期间日常发生的各种具有实质性的基本活动的预算"它主要包括)销售预

算%生产预算%直接材料预算%直接人工预算%制造费用预算%单位生产成本预算%推销及管理费用预算等等!
企业的供%产%销活动是企业的最基本的经营活动!所以它又可称为基本预算"

,+财务预算

财务预算!是指企业在计划期内反映有关现金收支%经营成果的和财务状况的预算"企业经营活动的结

果!最终要以财务成本表现出来!即将各种业务预算和专门决策预算!折成金额反映在财务预算中"财务预算

包括&现金预算’%&预计收益表’和&预计资产负债表’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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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决策预算

专门决策预算是指企业为不经常发生的长期投资决策项目成一次性专门业务所编制的预算#主要是包

括围绕企业扩大$更新或改善经营资源及销售渠道等重大投资活动所编制的资本支出预算及为日常理财活

动发生的一次性专门业务%如筹措资金&发放股利等’所编制的一次性专门业务预算#
%二’按其编制区间分类

企业预算编制的区间是指预算内容所涉及的职能部门$可以是单个的或几个的部门$也可以是整体的企

业$据此可将全面预算划分为(
)"部门预算

部门预算是指由企业的某个职能部门根据整体经营目标分解确定的本部门经营目标$结合本部门的实

际情况和预算内容而编制的预算#例如$材料采购部门根据本企业确定的利税目标$在生产部门安排了生产

进度之后$即可根据生产所需材料的用量&质量要求及采购费用&采购批量等要求的具体情况编制本部门的

材料采购预算#
*"综合预算

综合预算是根据整体经营目标$在部门预算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全面的协调&统一而编制的预算$例如财

务部门编制的现金预算即根据企业本计划期所涉及的各项投资活动与筹资活动$结合本部门本期的现金流

入&流出情况而编制的$它反映了整个企业保持特续经营所必须的现金情况#
%三’按其作用的期间划分

按一项预算所涉及的时间的长短$可将全面预算划分为(
)"短期预算

短期预算是针对一些要经常检查&考评其执行情况的业务编制的预算$通常编制预算时间在一年以内的

预算$如营业预算&财务预算等#
*"长期预算

长期预算是针对预算内容涉及时间较长$短期内无法做出评估而编制的预算#通常时间在一年以上$如
资本支出预算#

以上从编制预算不同角度$对全面预算进行了划分$其中$按经济内容划分$是预算组成体系的基础+按

编制之间划分便于划清不同预算的编制主体及其各自的地位与作用+按编制期间划分$便于了解不同预算的

最佳时间效应#总之$全面预算是由各种不同预算表所组成的一个完整的预算体系#各个预算表之间的关系

是错综复杂的$既需要相互沟通$又要相互制约#

第二节 全面预算编制方法

全面预算实质上是一整套预计的财务报表和其它附表$它们主要是用来规划计划期间企业的全部经济

活动及其成本#现采用按其所反映的经济内容分类的方法$将全面预算的具体内容和编制方法用一整套简明

的实例$将它们贯穿起来$简介如下(

一&业务预算

业务预算是围绕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而编制的预算#如前所述$业务预算包括(销售预算&生产预

算&直接材料采购预算&直接人工预算&制造费用预算&单位生产成本预算&推销及管理费用预算等等#
%一’销售预算

销售预算是指在销售预测的基础上$对预算期的各种销货品种&数量&销货收入及费用进行的规划和测

算#它是营业预算编制的起点$以后产品的生产数量&需用材料&人工&设备和资金$推销及管理费用和其它财

务支出等预算均需由企业的销售预算来决定#如果销售预算编制不当$则会使整个全面预算失去现实意义$
给管理人员造成时间与精力上的极大浪费#

销售预算包括销售规模与销售费用两大部分$销售规模的编制主要依据+企业科学的销售预测+产品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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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的收款条件!产品的销售单价等资料"销售费用是指为销售产品而发生的各项支出#整个预算现涉及到现

金收入"又涉及到现金支出"因此为便于今后编制财务预算类的现金预算"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在销售预算的

正表下面"附上计划期间的$预计现金收支计算表%&参见图表 ’())*#
销售预算可按年进行编制"年内可再分季"季再分月编制"视企业的具体情况而定#
+案例 ’(,-.假定商华公司计划年度&/01-年*只生产和销售一种产品"销售单价为 23元"每季的商品

销售在当季收到货款的 ,)4"其余在下季收讫#各项销售费用预计为销售收入的 /4"各季均发生固定销售

费用 /333元"均在当季支付#基期&/01)年*末的应收帐款余额为 5,333元#该公司的计划年度的分季销售

预算"如图表 ’())所示#
图表 ’()) 商华公司销售预算

/01-年度 单位6
数量6件
金额6元

摘要 /季度 5季度 ’季度 ,季度 全年合计

预计销售数量

销售单价
/")33
23

5"333
23

5")33
23

/")33
23

7")33
23

预计销售金额 /53"333 /-3"333 533"333 /53"333 -33"333

预
计
现
金
收
支
计
算
表

固定销售费用

变动销售费用
/"333
/"533

/"333
/"-33

/"333
5"333

/"333
/"533

,"333
-333

销售费用合计 5"533 5"-33 ’"333 5"533 /3"333

期初应收帐款 5,"333 5,"333

/季度销售收入 ),"333 --"333 /53"333

5季度销售收入 75"333 22"333 /-"333

’季度销售收入 03"333 //3"333 533"333

,季度销售收入 ),"333 ),"333

现金收入合计 72"333 /’2"333 /72"333 /-,"333 ))2"333

上例未考虑企业的销售折扣8折让8追回等情况#若发生上述情况"在根据有关资料进行调整"此处从略#
&二*生产预算

企业制订出销售预算后"即可根据其每季度生产的产品品种8数量8规格分别编制生产预算"但并不能仅

仅根据销售预算而简单地确定下来生产数量"作为一个企业"若要保持持续经营"则必须保持产8供8销三者

的平衡#为了保证企业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足够的产品对外销售"企业还必须设置一定的产品储备#但并不是

说企业的产品存货越多越好"过高的存货水平会导致资金积压8储备费用增大"产品毁损量增大等问题#因

此"应编制生产预算时"应依据销售预算的每季销售量"同时根据计划期的每季期初"期末存货量对其进行调

整而确定每季的生产量#
预计生产量可用下列公式计算6
预计生产量9计划期销售量:计划期末预计存货量;计划期初存货量

其中"从销售预算中取得计划销售量"计划期初存货余额可从上年末存货余额中得到"计划期末存货余

额可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作出合理的估计#
生产预算属短期预算"一般为一年"并且还需做出分季安排"生产预算由生产部门负责安排"会计人员要

提供有关资料"生产预算一般只确定计划期的预计产量"不涉及任何成本8收入金额"因此不需编制附表#另

外"年度分季的生产预算编好以后"为了保证完成生产任务"实现目标利润"还在根据各车间的具体情况排出

<=> ?财会管理卷?



生产进度日程表!从而合理安排生产!使人"财"物得到合理配置#
$案例 %&’()结合前例!设商华公司期初存货余额为 *++件!每期期末存货为下期销售量的 ,+-!明年第

一季度预计销售 ,(.+件!根据上述资料!编制计划年度的分季生产预算如图表 %&./所示0
图表 %&./ 商华公司生产预算

,12/年度 单位0件

,季度 *季度 %季度 ’季度 全年

预计销售量 ,!.++ *!+++ *!.++ ,!.++ (!.++

加0预计期末存货 *++ *.+ ,.+ ,(. ,(.

预计需要量合计 ,!(++ *!*.+ *!/.+ ,!/(. 3!*(.

减0期初存货 *++ *++ *.+ ,.+ *++

预计生产量 ,!.++ *!+.+ *!’++ ,!.*. (!’(.

4三5直接材料预算

在生产预算的基础上!可进一步编制直接材料消耗及采购预算!从而确定出材料耗用量!进而测算出材

料采购数量及其所需采购成本的预算#同样!在材料预算中!也涉及到期初"期末材料库存量的问题!因为采

购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不确定因素!生产所需的材料!不可能随用随到!为了保证供应同生产的协调相接!必需

设置必要的库存材料储备!但库存材料储备同样不可过高!否则会引起库存占用资金数额的扩大!甚至会造

成材料的霉烂"变质和报废等#因此!在进行直接材料采购预算时!主要要依据生产预算的每季预计生产量!
同时结合计划期间的合理的期初"期末存料量来确定材料耗用量!再根据单位产品的材料消耗定额"计划单

价"采购材料的付款条件等等来确定现金支出额#
计划期材料采购量!可用下式来计算0
预计采购量6预计生产需用量7预计期末存货量8预计期初存货量

式中预计生产需用量根据生产预算中的预计产量与单位材料消耗定额来确定9预计期末存货量要予以

合理的估计9预计期初存货量要根据上期期末余额取得#
实际工作中!要在材料采购预算下面附上计划期间的:预计现金支出计算表;!其中包括上期应付购料款

的偿还及本期购料款的支付#
$案例 %&’3)结合前例!假定商华公司上年末存料 ,’++公斤!各季度的期末存料按下一季生产需要量的

%+-计算!且 ,12(年第一季度预计生产 *+++件#单位产品的材料消耗定额为 *公斤!计划单价为 ’元<公
斤#每季度的购料款当季付 .+-!其余的下季度付讫#期初应付购料款为 .+++元4参见图表 %&.(5#

4四5直接人工预算

直接人工预算是指在生产预算的基础上!对各期生产预算所需的直接人工成本所编制的预算"直接人工

预算编制主要依据生产预算中的每季预计生产量与单位产品的工时定额和单位工时的工资率来计算!公式

如下0

预计直接人工成本总额6预计生产量2=4单位工时工资率2单位产品工时定额5
直接人工预算可按不同工种的工人分别计算予以合计#编制出来的预算在编制现金预算时!可直接做为

现金支出预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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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 商华公司材料预算

单位%
数量%件
金额%元

&季度 ’季度 !季度 (季度 全年

预计生产量)生产预算*
单位产品材料消耗定额

&+#,,
’

’+,#,
’

’+(,,
’

&+#’#
’

$+($#
’

预计生产需要量)公斤*
加%期末存料量

!+,,,
&+’!,

(+&,,
&+((,

(+-,,
.&#

!+,#,
&+’,,

&(+.#,
(+$-#

预计需要量合计

减%期初存料量
(+’!,
&+(,,

#+#(,
&+’!,

#+$&#
&+((,

(+’#,
.&#

&.+$!#
(+.-#

预计采购量合计)公斤*
材料计划单价

’+-!,
(

(+!&,
(

(+’$#
(

!+!!#
(

&(+$#,
(

预计购料金额)元* &&+!’, &$+’(, &$&+,, &!+!(, #.+,,,
预
计
现
金
支
出
计
算
表

期初应付帐款 #+,,, #+,,,
&季度购料 #+//, #+//, &&+!’,
’季度购料 -+/’, -+/’, &$+’(,
!季度购料 -+##, -+##, &$+&,,
(季度购料 /+/$, /+/$,
现金支出合计 &,+//, &(+’-, &$+&$, &#+’’, #$+!!,

0案例 !"(.1结合前例+假设商华公司在计划期内生产该产品的工时定额为 (工时+单位工时的工资率

为 #元+根据计划期生产预算的预计产量+编制直接人工预算+如图表 !"#-所示%
图表 !"#- 商华公司直接人工预算

&.2/年度

&季度 ’季度 !季度 (季度 全年

预计生产量 &+#,, ’+,#, ’+(,, &+#’# $+($#

单位产品工时定额 ( ( ( ( (

直接人工小时耗用总量 /+,,, -+’,, .+/,, /+&,, ’.+.,,

单位小时的工资率 # # # # #

预计直接人工成本总额 !+,,, (+&,, (-+,,, !,+#,, &(.+#,,

)五*制造费用预算

制造费用是指生产成本中除直接材料与直接人工以外的一切费用项目+这些费用项目可按成本习性分

为变动性制造费用与固定性制造费用3编制制造费用预算时+也应在生产预算的基础上+对预计生产规模所

需的各种制造费用分别预计汇总而编制+它主要依据计划期的一定业务量与计划期间各费用明细项的具体

情况来确定3制造费用中大部分需当期付现+也有不属于现金支出项目+例如固定资产折旧费3为了给编制现

金预算提供方使+同样也要在制造费用表下列示4预计现金支出计算表5+以附注列示现金支出情况3
在编制制造费用预算时+对于其变动部分+可按计划年度所需直接人工小时总数进行规划+固定部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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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基期的实际开支数!结合上级下达的成本降低率!进行折算填入表内"
#案例 $%&’(结合前例!假设商华公司各季制造费用支出相等!根据基期的实际开支水平!该公司编制了

)*+,年度的制造费用预算!如图表 $%&*"
图表 $%&* 商华公司制造费用预算

)*+,年度 单位-元

费用明细项目

变动制造费用-
间接人工

间接材料

维护费

水电费

修理费

).!’’’
/’!’’’
,!’’’
*!’’’
,!.’’

变动制造费用分配率0&*!.’’/*!*’’0/
元1工时

合计 &*!.’’

固定制造费用

维护费

折旧费

管理费

保险费

)’!’’’
)/!’’’
/’!’’’
&!.2’

固定制造费用分配率023!.2’/*!*’’0)4,
元1工时

合计 23.2’
总计 )’3!,2’
预计现金支出计算表 变动制造费用 &*!.’’

固定制造费用 23!.2’
小计 )’3!,2’
减-折旧费 )/!’’
制造费用全年现金支出总额 *&!,2’
制造费用每季现金支出总额 /$!*)’

5六6单位生产成本预算

编好企业以上的五种预算以后!企业可编制出产品生产成本预算!即反映产品总成本与单位成本的预算

资 料"管理会计要求企业采取7标准成本制度8!因而单位生产成本预算!实际上就是单位产品的7标准成本

单8"
关于7标准成本制度8!我们将在第八章详细阐述!在这里只对它作一简要介绍"
一个完整的标准成本制度!主要包括-标准成本的制订!成本差异的计算与分析!以及成本差异的处理三

个组成部分"标准成本即按成本项目反映的单位产品的目标成本!西方的标准成本通常只针对产品生产成本

中的直接材料9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三大项目进行制订"至于管理费用与推销费用!通常采用编制费用预算

的方法进行控制!一般不制订标准成本"在制订标准成本时!尽管料9工9费三大项目的具体性质各有所异!但
它们都是由7价格8与7用量8两个因素所构成的!是价格标准与用量标准的乘积"例如-材料的价格标准是其

计划单价!用量标准即指材料的消耗定额:直接人工的价格标准是指工资率或工资单价!用量标准是指工时

定额:制造费用的价格标准是指费用分配率!用量标准是指工时定额"
对标准成本的概念有所了解之后!单位生产成本的编制!就可迎刃而解了"至于标准成本制度中的标准

成本差异的计算与分析!成本差异的处理部门也在第八章详述"
单位生产成本预算的编制主要依据-直接材料的价格标准与用量标准:直 接 人 工 的 价 格 标 准 与 用 量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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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制造费用的价格标准与用量标准"将料#工#费三大项目的价格标准与用量标准分别相乘$加以总计即为

单位成本"另外$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正表下附有%期末存货预算&$这张附表的编制是根据计划期的期末存货

量乘以产品的标准成本确定的"编制这样附表的目的是为了便于今后编制财务预算表"
’案例 ()*+,结合前例$假定商华公司计算单位生产成本采用变动成本计算法$即单位成本只包括直接

材料#直接人工和变动制造费用$固定制造费用则作为%期间成本&$由当期的净利来负担"现结合前面几种预

算 表-图表 ()*./0)*12中的料#工#费三大项目的价格标准与用量标准$及计划期末存货量等资料$编制单

位生产成本预算"如图表 ().3"
图表 ().3 商华公司单位生产成本预算

+14.年度 单位5元

成本项目 价格标准 用量标准 合计

直接材料 0元6公斤 7公斤 8元

直接人工 *元6工时 0工时 73元

变动制造费用 7元6工时 0工时 8元

单位变动生产成本 (.元

期末存货预算

期末存货数量-生产预算2 +9*

单位生产变动成本 (.

期末存货金额 .(33元

-七2管理费用预算

这项费用预算包括产品制造费用与销售费用以外的各项管理费用$包括变动费用与固定费用$在编制管

理费用预算时$主要依据基期的费用开支情况$结合本期上级部门下达的成本降低率来确定固定费用的明细

项 目!根据计划期的一定业务量来确定变动费用明细项目"同时$在正表下面也应附列%预计现金支出计算

表&$以便编制%现金预算&"
’案例 ()*7,结合前例$根据商华公司的具体情况$编制%管理费用预算&$如图表 ().+5

图表 ().+ 商华公司管理费用预算

+14.年度

费用项目 金额

变动费用

办公费 +8$333

运输费 70$333

邮电费 8$333

合计 03$333

固定费用

广告费 *$333

管理人员薪金 73$333

保险费 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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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税 !"###

合计 !$"###

总计 %$"###

预计现金支出计算表 管理费用全年现金支出总额 %$"###

管理费用每季现金支出总额 &’"###

有的企业在编制预算时"将销售费用预算从销售预算中分列出来"而并入管理费用预算"与管理费用合

并在一起作为(推销及管理费用预算)*

二+专门决策预算

企业在日常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常发生种种不确定的投资或筹资活动*企业为这些不经常发生的长期投

资决策项目或一次性专门业务所编制的预算为专门决策预算"专门决策预算大体上可分为两类,
-一.资本支出预算,是根据经过审核批准的各个长期投资决策项目所编制的预算*该项预算涉及时间

长"所属资金数额大"在编制时必须严格测算评价决策方案的优劣*各企业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设计相应的格

式与内容*
/案例 !01!2结合前例"假设商华公司计划更新固定设备一台"在考虑企业现金支付能力和筹措的可能

性 基础上"决定在第 3季度购买设备"需支付 3#"###元"预计可使用 1年"期满无残值*该设备按直线法提折

旧"资金成本为 &$4"现根据以上资料编制专门决策预算如图表 !0$3,
图表 !0$3 商华公司资本支出预算

&’5$年度

资本支出项目 购置期限 原投资额 资金成本
购入后每年的

678
回收期

购置固定设备 &台 3季度 3#"### &34 1"### 9

-二.一次性专门业务预算,财务部门在日常理财活动中会发生一次性的专门业务,筹措资金:投放资金:
发放股利+红利等*企业的这些活动是为了满足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为了使企业到期清偿债务及日常零

量开支的需要"企业必须保持一定量的库存资金*然而"企业的库存现金也不能过高"因为过高的库存现金会

使企业的资金得不到充分利用"失去许多创利的机会"正因为如此"企业必须为日常的一次性专门业务编制

预算*
/案例 !0192结合前例"假设商华公司根据计划期间的 收 支 情 况"预 计 第 一 季 度 季 初 需 向 银 行 借 款 3;"

###元"第二季度季初借 3&"###元"第 三 季 度 季 末 可 归 还 贷 款 3#"###元 及 其 利 息"第 四 季 度 末 可 归 还 3’"
###元及其利息"年利率 &#4*据以上资料"企业编制专门决策预算的图表 !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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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 商华公司筹资预算

$%&#年度 单位元

专门业务名称
日期

$月初 ’月初 %月底 $(月底
本金 利率 利息

筹措资金 ()*+++ ($*+++ ’%*+++ $+,

归还银行 (+*+++ (%*+++ ’%*+++ $+,
$-++元

(!.-元

三/财务预算

企业在计划期内反映有关现金收入*现金支出/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的预算即财务预算*它主要包括0
1一2现金预算

现金预算是将上述各种预算涉及到现金收支的各项目进行汇总后*编制的反映现支收支详细情况的预

算3
现金预算的编制*主要是分成四个部分来进行0
$4现金收入0企业本期的销售收入与应收帐款的收回形成企业的现金收入*加上企业本期的期初现金余

额*即得出企业可动用现金总额3
(4现金支出0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种种支出*如支付购料款/支付费用等*购置设备/支付利息/

预缴所得税等支出3所有这些支出之和购成了企业的现金支出3
!4现金余缺与资金融通0将现金收入总额与现金支出总额相比较*若收入大于支出*即出现剩余*可用来

进行短期投资或归还借款5如收入小于支出*即出现缺额*则需向银行或其它金融机构借款3
’4期末现金余额0期末现金余额的计算可通过下式计算求得0
期末现金余额6现金收入总额7现金支出总额8资金筹措总额7资金投放总额7资金归还总额

通过以上四步*可编制出企业现金预算的全年情况3为了有计划地安排和调度资金*现金预算的编制期

间应尽量短*一般的预算是年度分季*季度分月3
9案例 !"--:结合前例*假定商华公司规定计划期的现金最低库存余额为 $+*+++元3现根据以上各种预

算表中的有关资料编制;现金预算<如图表 !"#’所示3
图表 !"#’ 商华公司现金预算

$%&#年度 单位0元

项目 资料来源 $季度 (季度 !季度 ’季度 全年合计

期初现金余额

加0现金收入

可动用现金合计

’"."$(
’"."$

(*+++
.)*+++
)+*+++

$+*(!+
$!)*+++
$’)*(!+

$+*’’+
$.)*+++
$))*’’+

$-*)#+
$#’*+++
$.%*)#+

(*+++
--)*+++
-#+*+++

减0本期现金支出0

直接材料支出0 ’"."! $+*##+ $’*()+ $.*$.+ $-*((+ -.*!!+

直接人工支出 ’"."’ !+*+++ ’$*+++ ’)*+++ !+*-++ $’%*-++

制造费用支出 ’"."- (!*%$+ (!*%$+ (!*%$+ (!*%$+ %-*#’+

销售费用支出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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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资料来源 !季度 "季度 #季度 $季度 全年合计

管理费用支出 $%&%& !’())) !’())) !’())) !’())) &*()))

资本支出 $%&%+ , ")())) , , ")()))

支付所得税 +())) "+())) "+())) "+())) ’"()))

支付股利 $())) !)())) !"())) !"())) #+()))

现金支出合计 ’&(&&) !-+(&’) !-!()+) !#)(+#) -#+($&)

收支相比现金盈余

.或短缺/
.!&(&&)/ .!)(-*)/ #&(#*) $’()#) "!(-#)

融通资金0

向银行借款 "+())) "!())) , , $’()))

归还借款 , , .")()))/ ."’()))/ .$’()))/

支付利息

.年利率 !)1/
.!(-))/ ."(#&-/ .#(+&-/

融通资金合计 "+())) "!())) ."!(-))/ .#!(#&-/ .#(+&-/

期末现金余额 !)"#) !)($$) !-(+*) !&(*-- !&(*--

.二/预计损益表

预计损益表是在前述各种预算编制的基础上(对涉及预算期内损益变动的各项目(按正常损益表的格式

进行汇总测算而编制的一种重要的财务预算2它反映企业在计划期间的全部经营活动及其最终财务成本2
3案 例 #%-*4结 合 前 例(商 华 公 司 根 据 以 上 预 算 图 表 的 有 关 资 料(编 制 !’5*年 度 的 预 计 损 益 表.图 表

#%*-/0
图表 #%*- 商华公司预计损益表

!’5*年度 单位0元

项目 资料来源 金额

销售收入 $%&%! *))()))

减0变动成本0

变动生产成本.#*5&(-))/ $%&%* "&)()))

变动推销成本 $%&%! *()))

变动管理成本 $%&%& $)()))

贡献毛益总额 "+$()))

减0期间成本0

固定制造费用 $%&%- $&(+$)

固定推销费用 $%&%! $()))

固定管理费用 $%&%& #*()))

营业净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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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资料来源 金额

减!利息费用 "#$#% &’%$(

税前净利 )*+’+%(

减!所得税 *+’,,,

税后净利 ),+’+%(

-三.预计资产负债表

用于反映企业在计划期末那一天预计的财务状况而编制的预算称为预计资产负债表/预计资产负债表

的编制应以基期末的资产负债表为依据’结合计划期间编制的各项预算的有关资料对其进行调整’从而得出

计划期末的预计资产负债表/
0案例 &#($1结合前例’假设商华公司 )*2(年度的资产负债表如图表 &#33所示/根据企业的各项预算’

编制出 )*23年度的预计资产负债表如图表 &#33所示!
图表 &#33 商华公司资产负债表-简表.

)*2(年 )+月 &)日 单位!元

资 产 权 益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现金! +’,,, 应付购料款 (’,,,

应收帐款 +"’,,,

材料存货 (’3,,

产成品存货-)(,件. ))’+(,

合计 "+’%(, 股东权益!

固定资产! 股本 ",’,,,

土地 ",’,,, 留存收益 "$’%(,

房屋4设备 3,’,,, 合计 %$’%(,

累计折旧 -(,’,,,.

合计 (,’,,,

资产总计 *+’%(, 权益总计 *+’%(,

图表 &#3$ 商华公司预计资产负债表

)*23年 )+月 &)日

资产 权益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现金 "5-$5),. )$’3(( 应付购料款 "5-$5&. 3’3$,

应收帐款 "5-$5). 33’,,,

低值易耗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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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存货 !"#$"%& !’())

产成品存货 !"#$"*& *’%)) 股东权益

合计 +,*’()- 普通股股本 !"#$"+,& !)’)))

固定资产 保留盈余 !"#$"+)& +%(’+%-

土地 !"#$"+,& !)’))) 合计 !"#$"++&

房屋及设备 !"#$"(& ()’))) !"#$"+,&

累计折旧 !"#$"-& #*,’)))&

合计 -(’)))

资产总计 +(!’()- 权益总计 +(!’()-

注.保留盈余的计算.
/保留盈余期初余额0预计本期净利"本期支付股利

/!,’(-)0+),’,(-"+,’)))
/+%(’+%-

第三节 编制费用预算的两种先进方法

一1弹性预算

上一节在介绍制造费用与管理费用的编制方法时’使用了2固定预算3的方法’即对费用中的变动费用明

细项目’通过计划期间一定的业务量水平为基础来确定其金额的方法4这种方法存在着一个严重缺点’就是

当实际发生的业务量与编制预算所根据的业务量发生差异时’费用明细帐的实际数与预算数就无可比基础4
管理会计为了克服这个缺点’就产生了弹性预算的方法4编制弹性预算的原理是.制造费用与管理费用

中的固定费用在相关范围内是不随业务量的增减而变动的’变动费用部分则随业务量的变动而变动4在编制

费用预算时’将变动费用按业务量的变动加以调整即可4因此’所谓弹性预算也就是.在编制费用预算时预先

估 计 到 计 划 期 间 可 能 发 生 的 业 务 量 的 范 围 而 编 制 一 套 能 适 应 多 种 业 务 量 的 费 用 预 算#一 般 业 务 量 间 隔 为

-5或 +)5&’以反映在各业务量情况下所应开支的费用水平4
6案例 %7-(8仍结合上节列举的商华公司制造费用预算的资料’假定该公司固定设备的生产能力在 $)5

"++)5之间4计划业务量为 ,99))工时’现每隔 -5即 ,(!)-工时’%+%9-工时’%,(9)工时的制造费用弹性

预算’编列如图表 %7*(如下.
图表 %7*( 商华公司制造费用弹性预算

+9:*年度 单位.
工时

元

项 目
变动费用分配率

#元;工时&

业务量

,(!)- ,99)) %+%9- %,(9)

变动制造费用.

间接人工 )<*), +$’+)) +(’))) +(’9)) +9’())

间接材料 )<**9 +9’))) ,)’))) ,+’))) ,%’+))

维护费 )<,)+ -’$))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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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费 !"#!$ %&’’! (&!!! (&)’! (&%!!

修理费 !"**+ ,&)!! ,&%!! +&$)! +&)%!

小计 ’,&%$! ’(&%!! ,*&+(! ,’&+%!

固定制造费用

维护费 $!&!!! $!&!!! $!&!!! $!&!!!

折旧费 $*&!!! $*&!!! $*&!!! $*&!!!

管理费 *!&!!! *!&!!! *!&!!! *!&!!!

保险费 ’&%)! ’&%)! ’&%)! ’&%)!

小计 )+&%)! )+&%)! )+&%)! )+&%)!

合计 $!)&,’! $!+&,)! $$!&,#! $$#&,*!

编制完弹性预算后&即可根据实际业务量水平&与相应业务量水平的预算数相比较&若实际数大于预算

数则为超支&若预算数大于实际数则为节约&应针对节约或超支分析原因&及时解决问题&总之&弹性预算既

为管理人员在事前据以严格控制费用开支提供方便&又为及时发现生产经营管理中的问题并解决问题提供

了基础-

二.零基预算

无论是固定预算法&还是变动预算法&其编制预算的指导思想都是以基期的开支数为基础&结合计划期

间可能使该费用项目发生变化的有关因素&例如上级下达的成本降低率等&从而确定出计划期的开支数额&
这样所形成的预算的最大缺点就是/没有摆脱过去的条件限制&使现在所编制的预算&都以承认基期各开支

条件为前提-从而使预算不实是求是.精打细算.造成浪费&同时使预算的先进创造性受到影响-
鉴 于以上情况&在 $(+!年&美国德州仪器公司的彼德0派尔123435267558在该公司首次创造并运用了

零基预算法&并很快在美国推广&被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公认为是管理间接费的一种行之有效方法-
所 谓9零基预算:&其全称为9以零为基础的编制计划与预算的方法:&即在编制预算时&对于任何一个预

算期&任何一种费用项目的开支数&不是从原有的基础出发&而是一切以零为起点&从根本上来考虑各个费用

项目的必要性及其开支规模-具体在编制时&首先要根据本企业计划期间的战略目标与各部门的具体任务&
讨论.确定本计划期内需要发生的费用项目&并为每一项目编写一套开支方案&提 出 开 支 目 的&确 定 开 支 数

额&对酌量性固定成本的费用进行9成本;;效益分析:&排出开支的先后顺序&最后再按排出的次序结合计

划期间可运用的资金来源&分配资金&落实预算-
零基预算法的突出效果是能够使全体员工都参与预算编制&从而在预算中能够充分发挥各阶层的积极

性.创造性.开阔视野.挖掘各种可能的潜力&使预算能够充分发挥作用-
以上是针对以前的预算方法所提出的两种先进的编制预算的方法&目前我国部分企业的经济效益还很

差&在费用开支上浪费很大&亟待扭转<同时国家财政仍有赤字&可以借鉴以上两种方法来编制预算-另外&业
务预算.财务预算与一次专门预算的编制时间&通常为一年期&与会计年度配合-它的优点是便于把实际数与

预算数对比&但其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即编制预算的时间与后半期时间间隔较长&对后半期的业务往

往只能提出一个大概笼统的数字<预算执行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常常有所变动&使原来的预算不能适应新

的变化情况-为了纠正上述这些缺陷&目前西方企业正在推广一种9滚动预算:&即使预算期永远保持十二个

月&实际执行一定时期1通常是一个月8后&再立即补充一个相应期间的预算&并如此向后滚动编制&因而任何

一个时期都能使预算保持一年的跨度&也称为9连续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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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标准成本

企业经营管理的重心是产品成本管理!生产经营全面预算给成本控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标准成本制度

则是实施生产成本预算控制的一种有效的方法!是成本管理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通过制定标准成本而加强

企业的全面成本管理!促使企业每个职工为不断降低产品成本#挖掘内部潜力#减少劳动消耗而努力"本章就

是在全面预算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特点!阐述在全面预算的执行过程中!如何利用标

准成本制度对企业生产成本进行有效地管理和控制!从而保证预算目标的顺利实现"

第一节 标准成本制度的意义与制定原则

一#标准成本的含义

标准成本制度产生于本世纪 $%年代的美国!是最早的一种管理会计方法!当时还只是作为一种比较简

单的统计分析方法来应用!目的在于向管理者及时提供实际成本脱离标准的情况"随着推广与实践探索!逐
步纳入了薄记体系!受到社会的承认!并最终完善为如今的标准成本制度"目前在我国!已被不少企业采用"

所谓标准成本是指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进行仔细调查分析后而确定的!在正常生产经营条件下应该发生

的成本"它是根据平均先进定额制定出来的标准成本!也就是经过努力可能达到的现行标准"通过制定标准

成本!可为企业提供以下依据&事前!可用来规划未来的经济活动!并可作为决策分析的主要依据’日常!可利

用它来控制和调节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如发现重大问题!应立即反馈给有关业务部门!迅速采取有效措施!
及时加以纠正!以保证企业预定目标的实现’事后!可通过成本差异进行分析研究!用以评定考核企业有关部

门和工作人员的业绩!分清他们的经济责任’确定他们的工作质量和经济活动的效果"
标准成本制度则是指将标准成本融合于会计核算体系中!通过标准成本的制订#执行#核算#控制#差异

分析等一系列有机结合的环节!使之实现成本控制目的的一种有效的成本管理制度!也称标准成本系统"一

个完整的标准成本制度!主要由标准成本的制订!成本差异的计算与分析及成本差异的处理三个部分组成"

二#标准成本制度的意义

成本是一项综合性指标!为了保证目标成本的顺利实现!必须依靠各级管 理 人 员 和 全 体 职 工 的 共 同 努

力"对于标准成本!不能单纯地根据实际偏离预算或标准的数额和原因分析的信息!消极地加以约束和限制!
更重要的是要实事求是地进行指导和监督!这样!才能使标准成本制度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促使各个部

门实现部门目标!最终保证总目标的实现"
标准成本制度主要有以下几项作用&
()它是目前成本控制的基础依据

标准成本都是在实际执行之前!经过仔细调查分析研究后!结合经营者的成本观念和目标而制定的!是

在正常生产经营条件下应该发生的成本"它在成本发生之前就能提醒人们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

环节!尽力去挖掘潜力!降低成本!实现目标"
$)它是事中成本控制的主要依据

合理的标准成本!使人们明确在日常生产经营条件下应当达到的目标成本"在生产活动中所进行的一切

活动!都要依据这个目标来安排!企业可根据成本目标及时地发现生产中的问题并给予修正!合理地领料#用
料!安排工时和人力!加强成本观念!提高挖掘降低成本潜力的积极性和责任感!为实现降低成本的目标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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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的努力!
"#它是事后进行成本差异分析的凭据

企业在执行成本预算一段时期后$可将生产过程中的实际开支数与预算数相对比!若实际数大于预算

数$则为不利差异$企业要及时寻找问题的根源$明确责任$使在以后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尽量避免问题的再次

出现$若是预算数大于实际数$则为有利差异$企业也应及时地寻找问题发生的原因$分析有利差异产生的原

因是因为生产效率的真正提高$还是因为生产半成品的质量下降等原因造成$总之$标准成本提供了一个客

观的考评尺度$它为考评各个成本责任中心及其责任者的绩效提供了一个愿意接受的客观评价标准!
此外$标准成本制度还有利于经济责任制与责任会计的推行$有利于企业进行各项经营决策$有利于简

化和加快成本核算速度%%随着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等的发展$标准成本制度还会不断得到完善和提高$从
而发挥出更加广泛的作用!例如’行为科学的渗入$使之在标准成本的制订过程中$得以充分考虑人的主观能

动性与创造性$从而大大提高了标准成本的激励功能(利用概率分析法$对成本差异的发生和分析及时作出

概率估计$可大大减少执行与分析的盲目性和过高的调查费用$使成本控制更为明确(随着计算机这个现代

计算工具的发展和日益推广与普及$使标准成本考核更为及时准确$控制监督作用也大为加强!

三&制订标准成本时应考虑的原则

标准成本制订得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着标准成本制度作用的发挥$在制订时$应遵循以下几项基本

原则

)#厉行节约的原则

节约是对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节省$它是提高经济效益的核心$是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要求$也是控

制成本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个原则要求企业充分发挥标准成本事前控制作用$做好经济预测$开展价值工程$
充分挖掘企业内部的节约潜力$处处精打细算$在双增双节上狠下功夫!只有这样$才能把损失与浪费消灭在

前$有效地发挥标准成本的事前控制作用!
*#全面贯彻的原则

标准成本的全面贯彻就是要实行全员的成本控制与全方位&全过程的成本控制!由于成本是一个综合性

很强的经济指标$它涉及到企业的所有部门和全体职工的工作实绩!要想降低成本$就必须充分调动每个部

门和每位职工关心成本&控制成本的积极性$所以标准成本要做到人人&事事&时时都有定额$从而从各方面

堵塞漏洞$杜绝浪费!同时$成本控制的对象应贯穿成本形成的全过程$即包括产品的设计&研制&工艺&制造&
供销&运输&储存&总务$一直到用户的运行&维修&保养等各个方面!因此$标准成本的制订$也不应只限于生

产过程一个领域$应对上述过程的各个方面均制定定额$但制订时$可结合其重要程度采取繁简等不同形式!
"#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

为了保证标准成本制订出来以后$能够彻底地贯彻执行$则必须建立相应的责任制$任何一个订有标准

或预算的成本中心$若要求他们完成控制成本的职责$必须赋予他们在规定范围内有权决定某项费用是否能

开支的权力!
同时$为了充分调动各个成本中心在成本控制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还必须定期考评其工作成绩$并

同职工本身的经济利益挂钩使标准成本的执行情况与职工本身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从而保证从最基层$甚至

层层汇总的成本都被严密控制!
+#按目标管理的原则

企业管理当局通常以既定的目标作为管理人力&物力&财力和各项重要经济指标的基础$因此$目标成本

是作为奋斗目标所要努力实现的成本$制订目标成本时要根据本企业的具体情况如现有设备的条件&生产能

力&技术水平等$同时也要考虑到企业的外部条件$如国家的财政政策&市场供需情况等$然后采用本量利分

析等专门方法$制订出最佳的目标成本!
,#例外原则$保证工作有重点

任 何工作都有主次之分$-例外原则.是指保证重点做好工作的有效方法$尤其在管理工作中倍受重视!
制订标准成本时$也应充分应用这一原则$分析成本重点$采取特殊有效措施给予充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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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标准成本的制订

标准是一种规范!是用来判断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效益的尺度!这里所说的标准成本通常只针对产品生

产中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三大项目进行制订!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企业的竞争中求得自身发

展的要求下!企业也在不断加强着自己的内部管理!在管理过程中!出现了#质量成本$这一概念!现在这里对

其做简单介绍%
所 谓#质量成本$!是指企业为保证产品符合一定质量要求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它由两大类成本费用组

成%
&’由于质量原因造成的损失%它包括两部分(一是指内部质量损失!又叫内部故障成本!是指产品出厂

前!由于质量不好而造成的各种损失!例如(废品损失!返修费用!次品再加工费用等)二是指外部质量损失!
又叫外部故障成本!指产品售出后!由于产品质量问题而造成的损失%例如(赔偿损失!违约损失!废次品的

#三包$损失*包修"包退"包换+%
,’为保证提高产品质量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两部分(一是指检验费用!又叫鉴定成本!是指检验和评定产

品质量而发生的各种费用%例如(产品检验费"测试费%二是指预防费用!是指为减少质量损失和降低检验费

用而支出的各种费用!例如(质量控制技术费用"管理费用"改进质量措施费用"培训费等%
以上两部分中!内部质量损失与外部质量损失为可避免成本!检验费用与预防费用为难免成本%
质量成本控制的原理是(一般来讲!在进行质量成本控制时!检验费用"预防费用在开始时一般较低%随

着质量要求的提高!这两项质量费用就会逐渐增加%如果质量提高到一定水平之后!若再要求提高!质量管理

费用就会急剧上升%而内部与外部的质量损失情况正好相反%开始时!合格品率低!质量损失较大!但随着质

量要求的提高!虽然质量管理费用会跟着增加!而质量损失则在逐渐下降%所以!企业应在生产的不同时期采

取不同的质量成本控制方法%
企业在制定标准成本时!也应将质量成本考虑进去!使企业的标准成本能反映出最合理"有效的支出%
在制定标准成本时!尽管料"工"费三大项目的具体性质不同!但它们都是由#价格$与#用量$两个因素构

成的!是价格标准与用量标准的乘积%现分述如下(

一"直接材料标准成本及其制定

直接材料标准成本是由材料价格标准与材料的耗用标准构成的!二者的乘积为材料的标准成本%
&-材 料 的 价 格 标 准(即 指 材 料 的 计 划 单 价!是 指 在 现 有 条 件 下!企 业 购 进 单 位 材 料 应 当 支 付 的 各 项 支

出!列于采购部门按供应单位确定的价目表上%一般包括(材料买价"运杂费"整理挑选费用"途中合理损耗

等%材料的价格标准!应按各种直接材料分别计算%
,’材料的数量标准(即指材料的消耗定额!是指在现有生产技术条件下!生产单位产品应当耗用的材料

数量%一般包括(构成产品实体应耗用的材料数量!生产中必要的消耗!如(切"裁料"加工时所必需的加工余

量及不能利用的废料等%制订用量标准时!也应按各种直接材料分别计算%
所以!直接材料标准成本的公式为(
直接材料标准成本.直接材料计划单价/直接材料消耗定额

二"直接人工标准成本及其制定

直接人工标准成本是由产品的直接人工工资率标准与直接人工效率标准构成的!二者的乘积即为直接

人工标准成本%
&’直接人工工资率(是直接人工的价格标准%是指在现有工资水平条件下!单位生产工时应支付的费用%

在 计价工资形式下!就是单位产品支付的直接人工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各种津贴及社会保险费等+)在计时

工资形式下!就是每一工作时间标准应分配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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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时工资率!
预计支付直接人工工时总额

标准总工时

"#直接人工效率标准$是直接人工的效率标准%是指在现有生产技术条件下&生产单位产品应当耗用的

生产加工工时%一般包括该企业产品直接加工工时&必要的间歇和停工工时&及不可避免的废料废品所需工

时%制定工时定额时&先按产品经过的车间’工序分别计算&然后按产品分别加以汇总%
直接人工标准成本!直接人工标准工资率(直接人工效率标准

三’制造费用标准成本及其制

在制定制造费用标准成本以前&首先&应将各费用项目按成本习性分为变动费用与固定费用两类%无论

是变动制造费用还是固定制造费用均是由制造费用的价格标准与数量标准构成&二者的乘积即为制造费用

标准成本%
)#价格标准$即费用分配率&是指每工时应分担的变动费用与固定费用金额%其计算公式可可分为固定

制造费用预算数和预计生产能力来确定的&计算公式为$

固定制造费用分配率标准!
固定制造费用预算数

预计生产能力

变动制造费用分配率标准一般以变动费用弹性预算数和相应的生产能力水平来确定&计算公式为$

变动制造费用分配率标准!
变动费用弹性预算数

相应生产能力水平

"#数量标准$即工时定额&是指在现有生产条件下应当达到的生产能力水平%由于制造费用的发生同确

定的生产能力水平及其利用情况有着直接联系&所以应以此为数量因素%实际工作中&衡量生产能力水平的

尺度不同&生产能力表现形式也不一样&除工时定额外&也可采用生产量%
因此&制造费用标准成本的计算公式为下列两个$
固定制造费用标准成本!固定制造费用分配率标准(单位产品耗用标准工时

变动制造费用标准成本!变动制造费用分配率标准(单位产品耗用标准工时

上述各项标准成本制订后&为了便于统一明确实施&还应按不同品种’规格的产品汇总设立标准成本卡&
作为标准成本日常控制与考核的依据%其一般格式为图表 *+,-$

图表 *+,- 标准成本卡

实施单位
产品名称

年 月 日

成本项目 价格标准 数量标准 成本.元/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变动制造费用

固定制造费用

单位产品标准成本

第三节 成本差异的计算与分析

一’成本差异的计算

标准成本的控制&实现了对成本的事前控制%但各项成本的发生是在事中&企业的成本控制的关键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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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中!事中控制是否有效"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还应进行事后的分析与评价!分析与评价的主要方法即是

将实际与标准进行对比!而实际与成本标准的对比即为成本差异"
因此"成本差异即是指企业在日常经济活动中"由于种种原因"使实际发生的成本数额与预定的标准成

本发生的偏差或差额!其中凡是预算数#或标准数$大于实际数的差异为有利差异%预算数#或标准数$小于实

际数的差异为不利差异!但成本差异表现为有利或不利"只能作为问题的信号"绝不能作为经营决策的根据!
因为企业的经济活动是复杂的"所谓成本的有利差异与不利差异"只是预算数与实际数 初 步 比 较 的 表 面 现

象"还没有深入地进行分析研究"故不宜作为决策的根据!例如某种材料的价格出现差异"可能是买进质次材

料引起的!从表面看"似乎材料价差对企业有利"但实际上今后可能因此而导致加工时间的增加"或废品率的

提高"从而使企业得不偿失!
由于标准成本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与变动制造费用三大成本项目都可分为其价格标准与数量标准"所

以实际工作中支付的成本可分为’支付的价格(与’耗用的数量(!同时"三个成本项目的差异都可概括为)’标
准价格与实际支付的价格(的差异与’标准数量与实际支付的数量(的差异!根据差异及其构成"利用因素替

代法得出差异计算的一般公式为)

#*$实际价格+实际数量

#,$标准价格+ -实际数量
#*$.#,$/价格差异

直接材料价格差异

直接人工工资率差异0
1

2变动制造费用分配率差异

#,$标准价格+实际数量

#3$标准价格+ -标准数量
#,$.#3$/数量差异

直接材料用量差异

直接人工效率差异0
1

2

4

5

6变动费用效率差异

#*$.#3$/
实际成本与

标准成本的

差异总额

从以上这个通用模式可以看出"尽管料&工&费三大成本项目各有 其 特 点"其 发 生 的 差 异 的 名 称 也 不 相

同"但总的可归结为’价格差异(与’数量差异(两大类"且每大类下"它们的计算方法大致相同!

二&成本差异分析应依据的原则

日常成本控制主要是对各种成本差异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发现问题"挖掘降低成本的潜力"提出改进工

作的具体措施!但每个企业在日常管理中"会出现成千上万&纷乱复杂的差异!为了提高成本控制的工作效

率"管理人员应突出重点"把注意力集中用于那些属于不正常的"不符合常规的关键性差异上"对它们要追根

求源"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把它们管理好"其它的则放弃不问!因此"企业在成本差异分析中"要注意这些不正

常的&不符合常规的关键性差异"即’例外(!确定例外的标准"通常有以下几条)
*7重要性原则)即主要根据差异金额的大小来决定!一般说来"金额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差异"可以获得管

理人员的重视!有的企业以百分比的形式规定"例如凡与预算金额相差 *89的"应视为重要差异%也有的企

业除规定一项百分率外"再用一项最低金额加以限制!
,7特殊性原则)凡对企业的长期获利能力有重要影响的项目"即使其差异没有达到重要性的程度"也应

受到管理人员的密切注意"甚至凡有差异均应视为例外!
37一贯性的原则)是指一项差异虽未超过规定的百分率或最低金额"但这一差异却持续一个相当时间在

这限度附近徘徊!
:7可控性原则)凡属管理人员无法控制的成本项目"既使发生重大的差异"也不要视为例外"管理人员无

需采取任何追查行动!

三&直接材料差异的计算与分析

;案例 3<=>?预计 *>+@年商华公司全年生产甲产品的标准总工时为 *=88工时"计划生产 =88件 甲 产

品"实际上该公司生产甲产品 =@8件"实际耗用工时 *@88工时"资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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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 标准成本卡

%年%月%日

成本项目 价格标准 数量标准 成本

直接材料 &元’公斤 (公斤’件 !$元’件

直接人工 &元’工时 &工时’件 )&元’件

变动制造费用 (元’工时 &工时’件 !$元’件

产品变动成本合计 *&元’件

固定制造费用总额 +$,$$$元

图表 !"#+ 实际成本资料

成本项目 实际价格 耗用数量 金额

直接材料 -.*元’公斤 !-$$公斤 +(,!)$元

直接人工 &.-元’工时 )&$$工时 +!,&$$元

变动制造费用 (.-元’工时 )&$$工时 +(,$$$元

固定制造费用 +),$$$元

成本合计 &#,*)$元

/一0直接材料价格差异的计算与分析

材料价格差异就是对实际采购的材料数量/或实际耗用的材料数量0按实际价格计算与按标准价格计算

之间的差额1因此材料价格差异可通过公式计算2
材料价格差异3实际数量%/实际价格4标准价格0

3!-$$%/-.*4&0
34(*$元/50

注2
有利差异256789:;<
不利差异2=>?67896:;<
材料价格发生差异 (*$元,显示这项业务已经发生了@例外A情况,提醒管理人员注意,必须追根求源,迅

速采取措施,否则材料成本将难以控制1这项材料价格差异一般应由采购部门负责1但实际工作中影响材料

价格变动的因素是很多的,有些是企业内部所致,有些则并非企业内部部门所能左右的1属于企业内部的因

素主要有2使用了最优定货批量B交货方式,选择了合适的采购渠道B运输工具,材料质量符合标准,购货折扣

正常取得等从而使采购成本降低C或者采购部门管理不善B采购人员收受贿赂而购买质次价高的材料和舍近

求远增加了运输费用,没有采取科学的订货方法订货等等,从而增加了采购成本1另外,若是因生产上的临时

需要,致使库存材料大量短缺,但又未及时提取采购部门,致使出现紧急订货,加大了订货支出,引起价格升

高,这应由生产部门或采购部门负责1属于企业外部的因素主要有2材料涨价B市场短缺B客观的运输费用升

高等等1对于企业可控制的内部因素,必须彻底查清,尤其是对存在的不正之风,更应从严查处C对于企业内

部部门无法左右的外部因素,企业也不能无动于衷,还需积极采取措施,尽量予以消化吸收1
/二0直接材料用量差异的计算

材料用量差异就是对于生产中实际耗用的材料数量与按标准计算的应耗用的材料数量之间的差额,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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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材料用量差异可通过公式!
材料用量差异"标准价格#$实际用量%标准用量&

"’#$()**%+#’+*&
",**元$-&

材料用量差异一般应由生产部门负责.一般说来.用量超过标准大多由于工人粗心大意.用料过多.或由

于缺乏训练.技术水平较低等等/但有时材料耗用量出现差异非生产部门所致.如采购部门工作不认真.检查

手续不严.或者单纯追求采购成本的降低.而忽视了采购的质量.致使质量低劣的材料入库.加大了废料损失

等.这就应由采购部门负责/或者仓库管理不善.致使材料变质毁损过多.这就应由物资管理部门负责/总之.
差异发生的原因很多.管理人员发现差异后.应立即找出差异发生的原因并及时反馈给有关部门.以便给予

纠正/

四0直接人工成本差异的计算与分析

$一&直接人工价格差异的计算与分析

直接人工的价格差异就是工资率差异.它是按实际工资率计算的人工成本与按标准工资率计算的人工

成本之间的差额.其计算方法与材料价格差异基本上相同.计算公式如下!
工资率差异"实际工时#$实际工资率%标准工资率&

",’**#$’1)%’&
"2***$-&

直接人工工资率差异一般应由生产部门负责/上述计算结果出现了不利差异.说明控制工资支出的工作

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若出现了有利差异.则说明其管理部门的工作是有效的.许多国家的工资率的高低是

由劳动工资部门所确定的工资水平而决定的.因此.一般不会存在着工资率的差异/但实际上.当生产部门在

劳动用工安排上不合理.没有按才定位时.例如!在技术要求较低的工作岗上安排了技术熟练的工人.必然会

形成不利的工资率差异.反之.对于未经过训练的工人或技术不熟练的工人.付予计件工资.也将造成工资率

的不利差异/
$二&直接人工效率差异的计算

直接人工的数量差异.通常称为3人工效率差异4/它是生产中耗用的实际工时与按标准计算的应耗用的

标准工时之间的差额/人工效率的差异的计算.基本上与材料用量差异的计算方法相同.其计算公式如下!
直接人工效率差异"$实际工时%标准工时&#标准工资率

"$,.’**%’+*#’&#’
"%2’**元$5&

这里的标准工时.是指制成本期产品按标准应耗用的工时/
人工效率差异指标是考核每个工时生产能力的重要指标/若其出现节约差异.则说明单位产品的成本在

不断地降低/即单位工时的生产能力在不断地提高.说明生产中提高的工效的成绩是大的6否则说明在提高

工效方面措施不足.尚需改进/直接人工效率差异主要应由生产部门负责.例如!在生产部门安排不当.让技

术低的工人做技术要求高的工艺的情况下/但若是由于生产工艺过程的改变.材料质量差0生产与技术人员

配合不合理.则应由其它相关部门负责.要认真分析原因.确定出责任范围及归属/

五0变动制造费用成本差异的计算与分析

$一&变动制造费用价格差异的计算与分析

变动制造费用的价格差异即为变动费用开支差异.也可称为3变动制造费用耗费差异4/它是指实际发生

的变动制造费用数额与按实际工时计算的标准变动制造费用之间的差额/其计算方法与材料价格差异和工

资率差异基本上相同/其计算公式为!
变动制造费用耗费差异"实际工时#$实际变动制造费用分配率%标准变动制造费用分配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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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变动制造费用差异一般由生产管理部门负责’若其出现了有利差异(则说明实际工作中费用控制较好(

若出现了不利差异(则说明费用没有被控制好’变动制造费用由许多明细项目组成(内部控制严格的企业(还
可以将变动制造费用的预算细分(按其明细项目编制弹性预算(再与实际开支数进行对比(分别计算其价格

差异’但在实际工作中(很少加以分解(因为价格因素通常不会太大(故管理人员只需针对这些差异(将各费

用明细项目的耗用数量作必要的控制即可’变动制造费用产生差异的一般原因有)间接工人的工资水平变

动*间接耗用的材料价格变动*或者其它支付价格因外部原因发生的变动等(这些都是企业管理部门所不能

左右的(而属于企业生产部门的内部原因有)工具*器具的使用不当增加了维修或更新费用*差旅费失控等原

因’对于生产部门的可控原因(生产部门应负直接责任’
$二&变动制造费用效率上的差异的计算与分析

变动制造费用的数量差异(通常称为+变动制造费用的效率差异,’它是指生产实际耗用工时计算的变动

费用与按标准工时计算的变动费用之间的差异’其计算方法与材料耗用差异*人工效率差异基本上相同(其
计算公式如下)

变动制造费用效率差异!标准变动制造费用分配率-$实际工时.标准工时&
!/-$01##.1/#-1&
!."2##元$3&

变动制造费用由许多明细项目组成(需根据其明细项目列出弹性预算并与实际发生数进行比较才可进

行分析’变动制造费用效率差异实际上反映的是实际生产过程中工时的利用效率(计算结果中(本例为有利

差异(则表示实际工效比标准工效有所提高(说明管理人员的工作有效(反之(则说明工效利用差(单位产品

的工效耗用增大(需及时查明原因(明确责任(使以后的生产中避免此种情况的再次出现’

六*固定制造费用成本差异的计算与情况分析

固定制造费用在相关业务量范围内是不随业务量变动而变动的(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生产能力利用不

同(生产效率高低不同(经常会造成固定制造费用的实际发生数与预算的出入(因而产生固定制造费用成本

差异’固定制造费用的差异分为生产能力利用差异*效率差异与耗费差异三种’
$一&固定制造费用耗费差异的计算

固定制造费用耗费差异指固定制造费用的实际支付数与预算数之间的差额’其计算公式为)
固定制造费用耗费差异!固定制造费用实际开支数.固定制造费用预算数

!"0(###."#(###
!0(###元$%&

$二&固定制造费用效率差异的计算

固定制造费用效率差异是指生产实际耗用工时与实际产量应耗标准工时按标准 费 用 分 配 率 计 算 的 差

额’其计算公式为)
固定制造费用效率差异!标准固定制造费用分配率-$实际耗用工时.实际产量应耗标准工时&

!"#(###0(2##-$0(1##.1/#-1&

!."#4"元$3&
$三&固定制造费用生产能力利用差异

固定制造费用生产能力利用差异是指产能标准总工时与实际耗用工时按标准分配率计算的差额(假设

本例中(产能标准总工时为 02##工时(则其计算如下)生产能力利用差异!标准固定制造费用分配率-$产

能标准总工时.实际耗用工时!"#(###0(2##-$0(2##.0(1##&"#4"
元$5&

事实上(有的企业对于固定制造费用计算两种差异(即预算差异与能量差异(其计算公式如下)
预算差异!固定制造费用实际支付数.固定制造费用预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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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差异!标准固定制造费用分配率"#产能标准总工时$实际产量应耗标准工时%
从以上公式可以看出&固定制造费用的两种差异&与三种差异实质上是相同的’三种差异的(耗费预算)

就 是两种差异的(预算差异)&三种差异的(效率差异)与(生产能力差异)就是两种差异中的(能量差异)的进

一步分解’
固定制造费用也是由许多明细项目组成的&为了对各个明细项目进行控制考核&必须将其按明细项目编

制预算并与实际数对比’
预算差异的发生通常是由于工资率增加*税率变动等原因&或因某些酌重性固定成本因管理上的新决定

而有所增减+职工等资源的数量比预算增多或减少&经理怕实际支出少&会剃减下期的预算&因而增加不必要

的开支等等&所有这些情况&应分别具体情况&采取对策’计算差异的结果&若为正数&说明从固定制造费用总

额上来说控制开支的效果不好&没有很好地执行预算&反之费用控制的效果比较好’
固定制造费用效率差异反映了企业单位工时的利用能力&若差异为有利差异&则说明单位耗用工时有节

约#即工效提高%&因而就少负担了固定制造费用+反之则说明单位耗用工时有增加#即工效降低%&因而要多

负担固定制造费用’
固定制造费用生产能力利用差异分析可以说明企业生产能力的利用程度’生产能力利用的充分&生产产

品多&单位产品在现定的固定费用额下&就可少负担费用+否则&生产能力利用的不充分&生产产品少&单位产

品负担的费用就会多’当企业的产能标准总工时等于实际产量应耗标准工时时&说明该企业的生产能力已得

到充分利用&即其差异值为 ,+当企业的产能标准总工时大于实际产量应耗标准工时时&即其差异为不利差

异时&说明企业的生产能力未被充分利用+当企业的实际产量应耗标准工时大于产能标准总工时&即其差异

为有利差异时&说明企业的计划生产能量已作了超额利用&应总结经验&巩固已取得的成绩’

第四节 成本差异的帐务处理

一*成本差异帐务处理的方法

标准成本制度的前两个部分已在前面两节阐述&本节讲一下成本差异的帐务处理程序’企业使用标准成

本的目的&即采用标准成本来计算产品成本与进行成本核算&这样不但可以加快成本计算速度&还能使成本

的计算与管理密切结合在一起&通过成本差异的分析与会计处理&可以从会计角度对有关责任者的责任绩效

进行及时的业务成绩考评’
标准成本核算的主要程序为-首先&设立几个主要帐户&规定其借方*货方均按标准成本入帐&这样的帐

户有-(材料)&(产成品)&(生产成本)&(半成品)&(销售成本)’其次&计算各个帐户的成本差异&并根据各种成

本差异的名称建立专门的成本差异帐户&分别用于登记实际发生的各种成本差异&以使日常用来控制与考核

各种成本指标’成本差异帐户的借方用于反映不利差异&货方用于反映有利的差异数额’最后&到了会计期

末&根据本期内各种成本差异帐户的借贷方余额&编制成本差异汇总表&将成本差异借方与贷方相抵后的余

额列入当期损益&作为销售成本的调整项目’而本期的成本差异则可采用两种方法来处理’
./将期末汇集的所有差异&全部作为当期损益&记入销售成本&这样&产成品的存货的成本就保持为标准

成本’通常企业是在差异净额数字不大时采取这种作法’这样做的理由是-成本差异是由当期经营失误或效

率 降低所致#或是效率提高%&因而这些损益不能用来调整产品存货价值&而使当期的经营得失转移到下期’
即使将成本差异分配给产成品&最终还是由损益负担&为了简化核算手续&在差异额不是很大时&企业通常都

将成本差异的净额全部记入当期的销售成本’
0/将期末汇集的成本差异额&按一定的比例&将其分配于(生产成本)与(销货成本)之中&将产成品存货

的成本调整为实际成本’企业通常在差异净额较大时&采取这种方法’采用这种方法的理由是-产品成本最终

以实际成本反映&符合成本管理的要求&并且可避免资产负债表中有关存货的价值失实以致不符合会计原则

要求的现象+有时成本差异的产生原因并非与企业经营有关&如物价变动*国家政策的影响*不可抗拒的闲置

损失等&这些差异应由产成品与销货成本共同负担&才能更好地反映配比原则’但采取此种方法时存在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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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困难!一是在成本差异种类和存货类别较多时"分配差异的工作量很大"这样势必会失去标准成本法的优

越性#二是详细划分各种差异的性质也需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通常企业采取第一种方法#

二$成本差异帐务处理实例

仍结合前例"根据上节记算的几种差异"应分别作分录如下!
%&购入材料发生的价格差异!
因其差异购料时记入了’材料成本差异("在实际耗用时"发生的价格差异应从中转出!
借!材料成本差异 )*+

贷!材料价格差异 )*+
,&生产中耗用材料产生的数量差异

借!生产成本 %)"*++
材料用量差异 ,++
贷!原材料 %-"+++

.&生产中耗用人工成本产生的差异!
借!在产品/或生产成本& %0"+++

直接人工工资率差异 %"+++
贷!应付工资 %."1++

直接人工效率差异 %"1++
0&生产中耗用变动制造费用所产生的差异!
借!生产成本 %)"*++

变动制造费用耗费差异 %"+++
贷!变动制造费用 %)"+++
变动制造费用效率差异 %"*++

1&生产中耗用固定制造费用所产生的差异!
借!生产成本 %+"+++

固定制造费用耗费差异 ,"+++
固定制造费用生产能力利用差异 %"+-%

贷!固定制造费用 %,"+++
固定制造费用效率差异 %"+-%

)&完工产品成本转出帐务处理!
完工产品标准成本2%)*++3%0+++3%)*++3%+"+++

21-)++/元&
借!产成品 1-")++

贷!生产成本 1-")++
-&假定本月销售甲产品 0++件进行成本结转!/全部成本计算法&
借!销售成本 0%"%0.

贷!产成品 0%"%0.
*&期末"将销售产品的成本与本月发生的成本差异净额转入当期损益"作会计分录如下!
%4借!本年利润 0%"%0.

贷!销售成本 0%"%0.
,4借!本年利润 1"+1%

贷!材料价格差异 )*+
直接人工效率差异 %"1++
变动制造费用效率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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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制造费用效率差异 !"#$!
%&借’材料用量差异 (##

直接人工工资率差异 !"###
变动制造费用耗费差异 !"###
固定制造费用耗费差异 ("###
固定制造费用生产能力利用差异 !"#$!
贷’本年利润 )"($!

月终根据各个成本差异帐户的月末余额"编制成本差异汇总表"如图表 %*$(所示’
图表 %*$( 成本差异汇总表

单位’元

帐户名称 借方余额+,- 贷方余额+.-

材料价格差异 /0#

材料耗用差异 (##

直接人工工资率差异 !"###

直接人工效率差异 !")##

变动费用耗费差异 !"###

变动费用效率差异 !"0##

固定费用耗费差异 ("###

固定费用效率差异 !"#$!

固定费用生产能力 !"#$!

利用差异

合计 )"#$!+,- )"($!+.-

差异净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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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责任会计

第一节 责任会计概念

一!责任会计的意义和内容

为了保证全面预算中的目标和任务的实现"企业管理部门必须适应经济责任制的要求"把全面预算所确

定的各项指标按照各个责任单位进行分解"形成责任预算#然后对责任预算的执行情况"进行日常的核算!控
制!考核与评价#这种在企业内部以责任单位为主体进行的会计工作"就叫做责任会计#

责任会计是管理会计中的一个子系统"是适应经济责任制要求"对企业内部若干责任单位分工负责的经

济活动进行规划与控制的一整套专门制度#其内容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设立责任中心

根据企业内部管理的需要"把企业所属各部门"各单位划分为若干责任中心"并规定这些中心的经理!主
任!组长及个人"对他们分工负责的成本!收入!贡献毛益!利润或投资效果向其上级承担经济责任#

%二&编制责任预算

把全面预算所确定的目标和任务进行层层分解后"为每个责任中心编制责任预算"作为控制和评价其经

济活动的主要依据#
%三&建立跟踪系统

为各个责任中心建立一套责任预算执行跟踪系统"包括日常记录!计算和积累有关数据"并在规定时间

内编制责任报告"将实际数与预算数进行对比"借以评价和考核各责任中心的工作成绩"并分别揭示它们取

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四&进行反馈控制

根据各责任中心的责任报告"经常分析实际数与预算数发生差异的原因"及时通过信息反馈"控制和调

节各责任中心的经济活动’并督促责任单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纠正缺点"巩固成绩"不断降低成本"控制资

金占用"借以扩大利润#

二!责任会计的作用

由责任会计的内容可知"责任会计就是将会计资料同有关责任单位紧密联系起来的信息控制系统"实质

上就是企业为强化内部管理责任而实施一种内部控制制度#实行责任会计的主要作用是$
%一&有利于贯彻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

实行责任会计以后"可使企业各级管理人员目标明确"责任分清’把各级管理人员应该管的和能够控制

的各种财务成本指标严格地管理起来’同时以责任单位为主体记录和归集会计信息"而不是按产品为主体"
并且用以评价和考核各该单位的工作业绩和经营成果"可做到奖惩分明有据#

%(&有利于保证经营目标的一致性

通过实行责任会计"各个责任单位的经营目标就是整个企业经营总体目标的具体体现’因而在日常经济

活动进程中"必须注意各该责任单位的经营目标是否符合企业的总目标#如果有矛盾"则应及时调整#这样便

于把各个责任单位的经营目标与整个企业的总目标统一起来"促使每个责任单位为保证总目标的实现而协

调地工作"从而保证了经营目标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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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责任中心的评价考核

一!责任中心的划分

实行责任会计制度的企业"必须使每个责任单位对它们所进行的经济活动要有十分明确的权责范围"做

到权小责小"权大责大"权责紧密结合#在管理会计中"这种权责范围"也就是各个责任单位能够严格进行控

制的活动区域"就叫做责任中心#
划分责任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各该中心在其权责范围内"克尽职守"努力工

作"按成绩好坏进行奖惩#
责任中心根据控制区域和权责范围的大小"一般可分为$成本中心%!$利润中心%!$投资中心%三类#

二!成本中心的评价考核

&一’成本中心的定义

成本中心是成本发生的区域"由于在这区域内它只能控制成本"所以只对成本负责#通常成本中心是没

有收入的"因此"无需对收入!收益或投资负责#
成本中心的范围最广"任何对成本负责的单位都是成本中心#例如企业里每一分公司!分厂!车间!部门

都是成本中心"而这些成本中心又是由各该单位下面的许多小的成本中心所组成&工作!班组!甚至个人都是

小的成本中心’#企业中不进行生产而提供管理等服务的部门"如人事部门!法律部门!总务部门"一般称为费

用中心"但实质上也属于广义的成本中心#
大范围的成本中心与小范围的成本中心所计算和考核的成本指标范围是不一样的"前者往往涉及所有

的成本项目(而后者可能只涉及某几项主要成本"或某项成本项目(甚至是某项成本项目下面的几个明细项

目#
成本中心计算与考核的都是责任成本"而不是传统的产品成本"这两类成本的区别可列表如下)

区别标志 产品成本 责任成本

计算对象 按承担的客体&产品’进行计算 按责任中心进行计算

计算原则 谁受益"谁承担 谁负责"谁承担

计算用途

反映!监督产品成本 计 划 的 执 行 情

况"是实施经济核算 制 度 的 重 要 手

段

反 映!监 督 责 任 预 算 的 执 行 情 况"是

贯彻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控 制 生 产

耗费的重要手段

责任成本与产品成本以上三方面的区别"并不改变在某一定时期内"企业的产品总成本与责任成本的总

和相等这一情况#
为了计算责任成本"必须把成本按其可控性分为$可控成本%与$不可控成本%两类"划分标准为)
*+成本中心是否有办法知道将发生什么性质的耗费(
,+成本中心是否有办法计量它的耗费(
-+成本中心是否有办法控制并且调节它的耗费#
如果成本中心对于某项成本来说"能够按如上三个要求对其进行管理"那么这项成本便称作该成本中心

的可控成本(否则"就是不可控成本#而属于某成本中心的各项可控成本之和"即构成该成本中心的责任成

本#
每个成本中心在事前编制责任预算!日常记录实际发生的责任成本"以及定期编制责任报告时"均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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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成本中心的可控成本为限!不可控成本一般不反映出来"只能作为参考资料列示!
#二$对成本中心的评价考核办法

由于成本中心没有收入"只对成本负责"因而对成本中心的评价和考核应以责任成本为重点"即以其责

任报告为依据"来衡量责任成本发生的实际数与预算数出现多大的差异"并分析研究其产生的原因!
成本中心编制的责任报告"也称作实绩报告"通常只需按该中心可控成本的各明细项目列示其预算数%

实际数和差异数三栏!指标可用金额%实物或时间量度!成本中心实绩报告的格式如下&
启新公司一车间#成本中心$实绩报告

’())年 ’*月 ’日+’*月 ’,日

项 目 预算 实际 差异

’-本车间的可控成本

间接材料 .",,,元 .",/,元 /,元#0$

间接人工 ’"/,,元 ’"/*,元 *,元#0$

管理人员薪金 ’"1,,元 ’"2*,元 1,元#3$

折旧费 4",,,元 4",,,元 5

维修费 *"’,,元 *".,,元 .,,元#0$

材料费 2/,元 1,,元 /,元#0$

小 计 ’."’/,元 ’.".(,元 .4,元#0$

*6下属单位转来的责任成本

甲工段 2"(/,元 1",,,元 /,元#0$

乙工段 (",,,元 ("44,元 44,元#0$

小 计 ’7"(/,元 ’2"44,元 4(,元#0$

本车间责任成本合计 .,",,,元 .,"1.,元 1.,元#0$

实绩报告中的8成本差异9是评价和考核成本中心工作实绩好坏的重要标志!凡预算数大于实际数"称为

有 利差异"表示节约或顺差"通常在数额后用 3表示!若预算数小于实际数"称为不利差异"表示 超 支 或 逆

差"通常在数额后用 0表示!
至于各成本中心发生的不可控成本"在编制实绩报告时"有两种不同处理方式&
第一种"全部省略"不予列示:
第二种"作为实绩报告的参考资料!

三%利润中心的考核评价

#一$利润中心的定义

利润中心是既对成本负责"又对收入和利润负责的区域!它既要控制成本的发生"也要对应取得的收入

和收益进行控制"适用于企业管理中具有独立收入来源的较高阶层"例如分公司"分厂等!
利润中心可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自然形成的利润中心!这种利润中心可以在外界市场上进行销售业务"有单独的收入来源"就

象一个独立的企业!
第二种是人为划分的利润中心!这种利润中心"主要是在企业内部各责任中心之间进行销售"按照8内部

转移价格9实行等价交换!实际上"工业企业大多数的成本中心只要其产品#零部件$能制订出合适的内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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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价格!就可以转化为人为的利润中心"
#二$利润中心的评价考核方法

对利润中心的考核与评价!应以贡献毛益与税前净利为重点!也就是应以责任报告为依据!来衡量其实

际销售收入与销售成本是否达到目标销售额和目标成本水平"
利润中心编制的责任报告!又称为成果报告"在这报告中需分别列出销售收入%变动成本%贡献毛益%期

间成本和税前净利等五项指标的预算数%实际数和差异数"但在这里差异数的含义与成本差异数的含义不

同&如果销售收入%贡献毛益和税前净利的预算数大于实际数!是不利差异!金额后用 ’表示(若预算数小于

实际数!则是有利差异!金额后用 )表示"
利润中心成果报告的格式见图表 *+,*"

四%投资中心的评价考核

#一$投资中心的定义

图表 *+,* 启新公司第二分厂#利润中心$成果报告

-.//年 -0月份

摘 要 预算 实际 差异
销售收入 012!222元 03*!222元 *!222元#)$
变动成本&

变动生产成本 .2!222元 .-!022元 -!022元#’$
变动推销及管理成本 *2!222元 0.!422元 022元#)$

小 计 -02!222元 -0-!222元 -!222元#’$
贡献毛益 -52!222元 -50!222元 0!222元#)$

减&期间成本&
直接发生的固定成本 *2!222元 *2!122元 122元#’$
上级分配来的固定成本 02!222元 02!.22元 .22元#’$

小 计 12!222元 1-!522元 -!522元#’$
税前净利 .2!222元 .2!322元 322元#)$

投资中心是既对成本%收入%利润负责!又对投入的资金金额的使用效果负责的区域!它不但要能控制其

成本%收入与收益!同时也要控制其所占用的全部资金!包括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
投资中心的适用范围限于规模和经营管理权力较大的部门!如事业部%分公司%分厂等"由于它们需要对

投资的经济效益负责!所以应拥有充分的经营决策权和投资决策权"各投资中心共同使用的资产必须划分清

楚!共同发生的成本应按适当标准进行分配!相互之间调剂使用的现金%存货等!应计息清偿!这样才能比较

准确地算出各投资中心的经济效益"
#二$投资中心的评价考核方法

投资中心实质上也是利润中心!对投资中心的评价与考核!除成本%收入和利润等指标外!侧重点应放在

6投资报酬率7和6剩余收益7两项指标上"
-8投资报酬率

也称为投资的获利能力!是全面评价投资中心各项经营活动的综合性质量指标!既能揭示投资中心的销

售利润水平!又能反映资金的利用效果"计算公式如下&
投资报酬率9销售利润率/投资周转率

或销售利润率/资产周转率

9营业利润:销售收入/销售收入:营业资产

公式中&
营业利润指未扣除利息及税之前的利润"
营业资产指营业中应用的全部资产!计算时应按期初!期末的平均余额为准"
;案例 *+32<某公司有一投资中心!-.//年第三季度的有关资料如下&
销售收入 022!22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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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资产!季初余额" #$%$$$元

!季末余额" &$%$$$元

营业利润 ’$%$$$元

要求计算该投资中心的投资报酬率(
)解*投资报酬率+营业利润,销售收入-销售收入,营业资产

+ ’$%$$$’$$%$$$-
’$$%$$$

!#$%$$$.&$%$$$"/’
+0$1-’23次

+’31
通过对公式的进一步分析%可以知道提高投资报酬率的途径(
!0"扩大销售量

4设法使销售增加的比例比成本增加的比例更高(
5设法在营业资产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增加销售(
)案例 6780*依前例%如果该投资中心的销售收入从原来的 ’$$%$$$元增加 91:营业利润由原来基础上

增加 031%营业资产保持不变%求该投资中心的投资报酬率又是多少(

)解*投资报酬率+’$%$$$-!0.031"’$$%$$$-!0.91"-
’$$%$$$-!0.91"

9$%$$$
+’92#31

!’"降低成本数额

4设法降低或削减酌量性固定成本(
5设法降低单位变动成本(
)案例 678’*若该投资中心将成本降低了 6%$$$元%而假定其余的销售及营业资产的条件未变%那么其

投资报酬率又是多少(
)解*; 成本降低 6%$$$元

< 营业利润增加 6%$$$元

< 投资报酬率+’$%$$$.6%$$$’$$%$$$ -’$$%$$$9$%$$$
+’92#31

!6"减少营业资产

4减少流动资产的占用额(
5减少固定资产的占用额(
)案例 6786*如果该投资中心的营业资产的平均余额从 9$%$$$元降为 83%$$$元%又假定销售收入减少

了 ’1而营业利润额不变(要求计算该中心的投资报酬率(

)解*投资报酬率+ ’$%$$$
’$$%$$$-!0=’1"-

’$$%$$$-!0=’1"
83%$$$

+6$2##1
应用投资报酬率对各个投资中心的业绩进行正确的评价与考核%还必须注意>
!0"各投资中心所占用的营业资产%以及发生的各项收入和成本数据%都应建立在可比的基础上(即营业

资产?销售收入和成本的范围要限于各该投资中心实际占用和可控制的区域内(
!’"营业资产的计价也必须建立在可比的基础上%特别是其中的固定资产必须按原价计算(因为如果采

用帐面折余价值%就会使投资报酬率出现虚增现象(
!6"依据投资报酬率对投资中心的业绩进行评价与考核%往往会使一些投资中心只顾本身利益而放弃对

整个企业有利的投资项目%或接受有损于整个企业的投资项目(因此%企业必须尽可能杜绝此类情况的发生(
’2剩余收益

指投资中心所获得的营业利润减除它占用的营业资产%按预期最低报酬率计算的资金成本的余额(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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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的优点是有利于防止各个投资中心的本位主义!全面评价与考核投资中心的经营成果"计算公式是#
剩余收益$营业利润%&营业资产’预期最低报酬率(!其中#
预期最低报酬率按整个企业各个投资中心的加权平均投资报酬率计算!也可以是企业为该投资中心所

规定的预期投资报酬率"
)案例 *+,-.某公司有一投资中心!其占用的营业资产平均余额为 /01!111元!目标营业利润为 *1!111

元!而该公司各投资中心的加权平均投资报酬率为 /12"计划期间该公司有两个投资项目#
3项目#预计投资额为 /11!111元!预期营业利润为 /4!111元"
5项目#预计投资额为 01!111元!预期营业利润为 *!111元"
要求#
/6计算该投资中心的目标剩余收益"
46用目标剩余收益来评价考核 3!5两个投资项目是否可接受"
)解.编制剩余收益的计算分析表#

摘 要 目标 3项目 5项目

/6营业利润 *1!111元
*1!1117/4!111
$-4!111元

*1!1117*!111
$**!111元

46营业资产 /01!111元
/01!1117/11!111
$401!111元

/01!111701!111
$411!111元

*6加 权 平 均 预 期 投 资

报酬率
/12 /12 /12

-6资金成本&4’*( /0!111元 40!111元 41!111元

06剩余收益&/%-( /0!111元 /8!111元 /*!111元

从上表计算分析得出!该公司接受 3项目而拒绝 5项目!因为 3项目的剩余收益大于公司的目标剩余

收益!而 5项目的剩余收益却小于公司的目标剩余收益"
*6投资中心责任报告

投资中心的责任报告也可称为成果报告!除需列出销售收入9销售成本9营业利润的预算数9实际数和差

异数以外!还要列出营业资产9投资报酬率9资金成本9剩余收益等项指标!以便对投资中心的业绩进行全面

评价和考核"
投资中心责任报告格式如下#

启新公司第一分公司&投资中心(成果报告

/:’’年第三季度

摘 要 预算数 实际数 差异数
/6销售收入 4!:4-!111元 *!10,!111元 /*4!111元&;(
46销售成本 4!<1,!111元 4!:/*!111元 /18!111元&=(
*6营业利润&/%4( //<!111元 /-*!111元 40!111元&;(
-6营业资产平均占用额 <11!111元 :11!111元 7/11!111元
06销售利润率&*>/( -+1-2 -+,<2 1+,-2&;(
,6投资周转率&/>-( *+,,次 *+-次 1+4,次&=(
86投资报酬率&0’,( /-+82 /0+:/2 /+/42&;(
<6资金成本&-(’/42 :,!111元 /1<!111元 /4!111元&=(
:6剩余收益&*%<( 44!111元 *0!111元 /*!111元&;(

第三节 责任会计制度

一9建立责任会计制度的原则

&一(可控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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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会计必须以责任单位为主体来组织会计工作!包括有关会计信息的收集"整理"记录"计算"编报!以
及分析对比等等#而每个责任单位只能对其可控的成本"收入"利润和资金负责$在责任预算和责任报告中也

应只包括他们能控制的因素!对于他们不能控制的因素应排除在外!或只作为参考资料列示$
%二&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

在责任会计中!要为每个收支项目确定由谁负责#而责任者必须有责任权#同时要为每个责任单位制订

出实绩与成果的考核标准$在制定考核标准时!一定要考虑到能充分调动各个责任单位的工作积极性$总之!
责"权"利要紧密配合!使制度同时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需要$

%三&目标一致性原则

在编制和执行责任预算!以及对责任报告进行评价与考核时!应促使各个责任单位为了企业总体目标的

实现而协调地工作!使各个责任单位的目标和利益同企业的总目标和整体利益保持一致$
%四&反馈性原则

在责任会计中!要求对责任预算的执行要有一套健全的跟踪系统和反馈系统!使各个责任单位不仅能保

持良好完善的记录和报告制度!及时掌握预算的执行情况#而且要通过实际数与预算数的对比"分析!迅速运

用各自的权力!控制和调节他们的经济活动!以保证预定目标和任务的实现$

二"责任会计制度的分类

企业建立什么样的责任会计制度是与它的组织结构相适应的$只有这样!各责任单位的管理人员才能在

他们管辖的范围内真正负起责任$
与企业组织结构的分类相适应!责任会计制度也分为两类!即集权组织结构形式下的责任会计制度和分

权组织结构形式下的责任会计制度$
%一&集权组织结构形式下的责任会计制度

在这种组织结构形式下建立责任会计制度!首先应按照责任中心的层次!从最高层把全面预算逐级向下

分解!形成各个单位的责任预算!直至到最基层的成本中心#然后建立预算执行情况的跟踪系统!记录预算执

行的实际情况!并定期由最基层的成本中心把责任成本的实际数逐级向上汇总!一直达到最高层的利润中心

和投资中心$
假设某公司制造部下属各工厂的成本中心有三个层次!即工段"车间和全厂!那么!它们的责任成本逐级

汇总的具体做法如下’
()工段责任成本由工段长负责!每月至少编制一份本工段的实绩报告给车间主任$在报告中列举该工段

能控制的成本实际数"预算数与差异数$
工段责任成本*可控直接材料成本+可控直接人工成本+可控制造费成本

,)车间责任成本由车间主任负责!每月至少编制一份本车间的实绩报告给工厂厂长!其中汇总车间所属

各工段的责任成本!再加上不直接属于工段而直接属于车间的可控成本!并需分别列示其实际数"预算数和

差异数$

车间责任成本*-各工段责任成本+车间的可控制造费用成本

.)工厂责任成本由工厂厂长负责!每月至少编制一份全厂的实绩报告送给制造部副总经理!其中汇总本

工厂所属各车间的责任成本!再加上厂部管理费用成本!并需列出其实际数"预算数与差异数$

工厂责任成本*-各车间的责任成本+工厂的可控制造费用成本

/)制造部责任成本由制造部副总经理负责!每月至少编制一份本部的实绩报告给公司总经理!其中汇总

制造部门所属各工厂的责任成本!再加上制造部门本身费用!以及其他凡系工厂不能控制而应由制造部控制

的成本!并列出实际数"预算数与差异数$
制造部责任成本*各工厂的责任成本+制造部可控制造费成本

0)销售部责任成本的归集与制造部相同!最基层的责任成本主要是销售人员的薪金和销售佣金$至于广

告费等其他费用!主要看它应由哪个层次控制!即属于该层次的责任成本$然后逐级汇总编制实绩报告!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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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公司总经理!
"#财务部的责任成本主要是该系统人员的薪金$办公费$差旅费等%也应编制实绩报告最终汇总交给公

司总经理!
&#公司总经理接到下属制造部$销售部和财务部的实绩报告后%即可汇总编制全公司的成果报告!先列

出本期的销售总收入%再把下属各单位转来的责任成本与公司总管理处发生的成本进行加计%即得到全公司

总成本’再与销售总收入进行比较%即可得到公司的税前净利!公司的成果报告也应列示出各项目的预算数$
实际数与差异数!

由于集权组织结构是从上而下分级管理%每个层次的负责人最关心的只是本层次所有成员的实绩%对再

下一级的实绩只要知道一个总数即可%所以%在这种方式下当实绩报告由基层逐级向上汇总时%其详细程度

一般是逐级减少的!
(二)分权组织结构形式下的责任会计制度!
在分权组织结构下%经营管理权分散在下面%事业部与总公司一样%都既是利润中心%又是投资中心!它

们既要控制成本$收入与利润%也要对所占用的全部资金负责%这与前面所讲情况有所不同!事业部下面的分

公司对它们下属的生产与销售均需负责%既要控制成本%也要控制收益%因而是利润中心!至于工厂及其以下

单位则仍是成本中心%只对它们所能控制的成本负责!
在分权组织结构形式下建立责任会计制度%也应按责任中心的层次%先将全面预算从最高层逐级向下分

解%形成各责任单位的责任预算!然后建立责任预算的跟踪系统%记录预算执行的实际情况数%并定期从最基

层的责任单位把责任成本的实际数%以及销售收入的实际数通过编制责任报告的形式逐级向上汇总%一直达

到最高层的投资中心!

第四节 责任中心的转帐

一$责任中心转帐的类型

在责任会计中%企业内部各个责任中心相互之间由于种种原因往往会发生责任的转移和债权债务关系%
为了分清经济责任%调动各责任单位的工作积极性%必须及时进行转帐处理!这种转帐通常有两种类型%即责

任成本的相互转帐和相互提供产品或劳务的转帐!
(一)责任成本的相互转帐

责任成本的相互转帐发生在以下情况*各责任中心之间往往由于责任成本发生的地点与应承担责任的

地点往往并不相同%需要进行转帐’责任成本发生的地点与应承担责任的地点虽然一致%但责任成本在发生

地点常常显示不出来%需要在下道工序经过加工才能发现%这也需要转帐!
(二)相互提供产品或劳务的结算转帐

凡是企业内部各责任中心之间相互提供产品或劳务时所需进行的计价和清偿债权债务的手续%就叫做

相互结算的转帐!

二$内部转移价格的制订

在责任会计中%各责任中心由于相互结算的转帐所需选用的计价标准%叫做内部转移价格!企业制定合

理的内部转移价格的意义在于以下三点*
+#便于管理部门明确划清各责任中心的经济责任%充分调动各责任中心的工作积极性’
,#使管理部门对各责任中心的业绩评价与考核%能建立在客观$公正和可比的基础上’
-#使管理部门能根据各责任中心的有关会计信息进行部门决策!
企业内部转移价格的制订%通常需要遵循以下两条基本原则*
第一$凡成本中心相互之间提供产品或劳务%以及有关成本中心的责任成本的转帐%一般应以标准成本

作为内部转移价格!
第二$凡企业内部产品或劳务的转移%有一方涉及到利润中心或投资中心%则应尽可能采用市场价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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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制订内部转移价格的基础!

三"内部转移价格的主要类型

#一$市场价格

采用市价作为内部转移价格%对买卖双方均无所偏袒%而且特别能促使卖方努力改善经营管理%不断降

低成本!同时%市价也最能体现责任中心的基本要求%那就是在企业内部引进市场机制%造成一种竞争的气

氛%使其中每个利润中心实质上都成为独立的机构%各自经营%相互竞争%最终再通过利润指标来评价与考核

它们的经营成果!如果制定的内部转移价格确能真正反映市场情况%那么%利润中心的税前净利就能作为评

价其经营成果高低的真正依据!
采用市价为转移价格%企业内部买卖双方应遵循以下规则&
’(如果卖方愿意对内销售%且售价与市价相符时%买方应有购买的义务%不得拒绝!
)(若卖方售价高于市价时%买方有向外界市场购入的权利!
*(如果卖方宁愿对外界销售%则应有不对内销售的权利!
采用市价作为内部转移价格的局限性&由于内部转让的产品和劳务%往往是专门生产的%或仅有特定规

格或用途%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市价可作标准!
#二$协商价格

企业内部买卖双方以正常市价为基础%定期共同协商%确定出一个双方均 愿 接 受 的 价 格 作 为 计 价 的 标

准!由于以下因素的影响%议价一般比市场低一些%市价是议价的上限&
’(内部转移价格中所包含的推销和管理费用%通常要比由外界供应的市价所包含的推销管理费用低+
)(内部转移产品或劳务的数量一般较大%其单位成本比较低+
*(售出单位拥有多余的生产能力%议价只需略高于单位变动成本即可!
采用协商价格作内部转移价格可以克服采用市价为内部转移价格的局限性!即当产品或劳务在没有市

价的情况下%通过双方定期协商%也可确定出一个双方满意的价格作为转移产品或劳务的计价基础!
#三$双重价格

企业内部的买卖双方分别采用不同的转移价格作为计价基础!这样做是因为内部转移价格主要是为了

对企业内部各责任中心的业绩进行评价和考核%所以买卖双方所采用的转移价格不需要完全一致%可分别选

用对自己最有利的价格作为计价基础%从而也可激励双方在生产经营方面充分发挥其主动性和积极性!
双重价格通常有两种形式&
’(双重市场价格

即当某种产品或劳务在市场上出现不同价格时%企业内部的买方采用最低的市价%卖方则采用最高的市

价!
)(双重内部转移价格

企业内部卖方按市价或议价作为计划基础%而买方则按卖方的单位变动成本作为计价基础!
#四$成本加成

在没有正常市价的情况下%可在产品或劳务的全部成本的基础上加上合 理 的 利 润 率%通 常 也 有 两 种 做

法&
’(实际成本加成

根据产品或劳务的实际成本%再加上一定的合理利润率作为计价基础!其优点是能保证卖方单位有利可

得%但必然又会将卖方的功过全部转嫁给买方承担%削弱了双方降低成本的责任感%同时确定加成的利润率

带有很大程度的主观随意性!
)(标准成本加成

根据产品或劳务的标准成本%再加上一定的合理利润率作为计价基础!其优点是能分清卖方与买方单位

的经济责任%缺点是加成利润率具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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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财务管理总论

第一节 财务管理的内容和基本任务

一!财务管理的内容

财务管理的内容比较广泛"概括起来不外乎是资金的筹集!运用和分配三个方面#也可进一步细分为资

产的管理!维护所有者权益!负债的管理!收入和费用的管理!利润的管理以及财产清算等方面的内容#
$%资产负债的管理

资产负债管理是财务管理的核心问题"其他方面的管理也多是围绕着资产负债管理进行的#资产是可能

带来未来经济利益或者效用的经济资源"其权益由一个组织&或个人’所持有或者控制#它包括固定资产!流
动资产!无形资产!递延资产!其他资产和长期投资#资产的管理主要包括资产的计价方法!坏帐准备金的提

取与核算!固定资产的管理!流动资产的管理!无形资产的管理!递延资产的管理!其他资产的管理!长期投资

的管理等#负债是指一个组织&或个人’由于过去或者现在发生交易事项而产生的结果"需以资产或替人完成

服务偿付的未来的经济负担#它包括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两方面的内容#负债管理主要包括负债的计价!负
债的比例及负债的形式等内容#

(%收入和费用的管理

收入是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向客户提供商品或劳务而获得的现金或应收帐款#现金是指可以立刻用来

购买商品或劳务"偿还债务"随时交入银行收作存款的所有能够被普遍接受的交换媒介物#应收帐款是企业

由于赊销商品与劳务而向客户收取款项的一种短期债权"通常这种赊欠只有两个月左右"最长也不会超过一

年#收入的管理包括收入的确定和核算方法等内容#费用是指企业在一定时间内为获取营业收入所发生的商

品服务成本#包括直接费用!间接费用和期间费用#费用的管理包括营业费用的管理!成本费用的确定及核算

等内容#
)%利润的管理

利润是指企业在一定期间内的经营成果"包括营业利润和营业外收支净额#利润管理包括利润的分配管

理等方面的内容#
*%维护所有者权益

所有者权益是企业权益的总称"即资产减负债后的净值#它包括企业投资者对企业投入资本以及资本公

积金!盈余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等#维护所有者权益就是要对企业的资本金!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加强管理"
使企业的资本金在得到保全和完整的基础上不断增殖#

二!财务管理的基本任务

企业财务管理的基本任务和方法是"做好各项财务收支的计划!控制!核算!分析和考核工作"依法合理

筹集资金"有效利用企业各项资产"努力提高经济效益#
$%选择筹资渠道"降低资金成本

正确!及时地筹集资金是保证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持续发展"提高资金利润率的前提#筹集资金总要付出

一 定的代价"这种代价包括资金占用费&如借款利息!债券利息!股息等’和资金筹集费用&如股票发行费用!
债券注册费用’"即资金成本#因此"企业在筹集资金时"就要充分考虑资金成本费用的支出"合理选择筹资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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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和方式!做到即能筹集到必要的资金!又尽可能节约筹资成本!使企业建起科学合理的资金结构"
#$管好用好各项资产!提高资产的利用效果

企业在管理各项资产方面!要结合本企业特点!从基础工作抓起!从不断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入手!正确

地选择企业经营策略和资产投向"处理好资产%负债%费用和利润的关系!使企业各项资产得以科学运行!企
业产品结构%资源利用%盈利水平等方面处于最佳状态!经济效益不断提高"

&$降低成本费用!增加企业盈利

降低成本费用!就是要有计划地安排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消耗"根据企业的生产任务%
消耗定额和其它条件!合理控制各种生产经营耗费"在正确核算成本费用的基础上!分析研究生产经营耗费

水平和企业盈利水平!及时揭示生产经营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开拓市场经

营渠道!运用先进的营销手段!增加企业盈利水平"

第二节 财务管理的原则

一%财务管理的原则

财务管理的原则可概括为建立健全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做好财务管理基础工作!如实反映企业财务

状况!依法计算和缴纳国家税收!保证投资者权益不受侵犯"
’$在企业内部财务管理体制上实行统分结合的原则

企业财务管理要实行由企业经理统一管理!分级核算的原则"总会计师或者财务副经理要协助企业经理

管好企业财务!监督检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为企业理好财"企业内部实行部门经理负责制的!在统一的财务

管理制度%核算办法的基础上!实行各职能部门分口管理!以求做到各职能部门有职%有权%有责"
#$在财务会计核算上坚持如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原则

如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原则要求企业财务会计人员要客观地记录企业经营业务发生的情况!准确地

核算企业的收入%成本费用和利润!真实地报告企业的财务状况"
&$坚持依法计税的原则

企业必须在正确核算收入和利润的基础上!依据税法的规定!及时足额地向国家上缴税金"纳税是企业

应尽的义务!任何违反国家税法的偷漏税行为都是国家和法律所不能允许的"
($保证投资者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原则

只有对所有者的权益实行保护!才能实现公平的市场竞争!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也是

企业所有者所期望的"不然!投资者权益得不到保护!小则侵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大则会直接影响到国内外

投资者进行投资的积极性!最终要影响到市场经济的正常发育!受损失的还是企业"

二%现代财务管理观念

’$市场观念%经营观念

企业在筹资与投资%购买与销售产品时!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地与资金市场%产品市场等发生联系!只有树

立起正确的市场观念和经营观念!才能保证企业经营活动取得预期的效果"经营离不开市场!只有把企业引

向市场!才能产生激励!才能使企业更多的去关心%研究市场变化!及时调整企业的产业结构!制定出适合市

场发展的营销策略!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
#$节约观念%盈利观念

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多的利润!这是企业生产经营的美好愿望!要想使这一愿望变成现实!在有了正确

的经营决策之后!首要一条就是要眼睛向内!挖潜节支!减少不合理费用支出!勤俭办企业)其次要在提高产

品质量!降低消耗!开拓市场上下功夫!采取有利措施!促使企业多盈利"
&$时间观念%效率观念

树立时间观念%效率观念是指重视资金的时间价值"在有时间和效率观念的人的眼中!今天的一元钱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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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收到的一元钱更值钱!今天愿意支付的金额将来要为其带来原面值之外的收益"运用资金的目的是为了

使资金增殖!资金在运动中没有得到增殖或者增殖较少!说明资金的使用效率低!反之就高"所以企业必须树

立时间观念#效率观念!使资金在运动中得到更多的增殖"

第三节 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

一#企业内部财务管理体制

$%企业内部财务管理的方式

企业内部财务管理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
’$(一级核算方式"采用这种财务管理体制的企业!财务管理的权利集中!企业的各项资金#财务收支等

都集中一级管理!下属部门一般只负责管理#登记所使用的财产#物资等!经济上不独立"
’)(二级核算方式"实行这种财务管理体制的企业!财务管理的权限部分地下放到下属部门"采用这种体

制的企业!下属部门在管理上有相对的灵活性!便于调动下属部门经营的积极性"
)%企业内部财务管理指标体系建设

企业的内部财务管理体制一经确定!就要着手研究制定诸如指标体系#奖惩措施等方面的内容&
’$(资产方面!要研究和确定筹集资金的具体方式和途径!为企业内部各部门核定资金占用额#利用效果

或费用定额等指标!并定期进行考核"
’)(收支管理方面!除逐级分解成本指标外!对各部门还要核定收入#支出及经营成果指标"
’*(物资奖励方面!要根据各部门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奖优罚劣!鼓励各部门生产经营的积极性"
*%确立企业内部财务管理体制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要保证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整体性!不要机械地照搬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办法!做到既不违反国家政

策!又适应本企业实际情况"
’)(要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做到统一规划!各行其责!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要划清企业内部各部门以及上下级的责任范围!防止越权管理!或不尽职的情况发生!避免出现经济

纠纷!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有序#高效的进行"

二#企业内部财务管理的基础工作

$%建立健全财务管理机构

财务管理机构是组织财务管理工作的职能部门!要根据企业特点合理设置"
)%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

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和规定是组织企业财务活动的行为规范!它具体规定了企业内部各级#各部门财

务管理的职责权限"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应与企业财务管理的内容相适应"制度建立之后!就要认真执行!严格

遵守"
*%加强计量检测工作

计量检测就是用一种标准的单位量对另一类经济活动的量进行测定!它是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反映企

业生产经营活动成果的"计量检测是否准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始记录的准确性及可靠性!同时!还必须采

用先进的计量检测手段!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精干的专职人员"
+%制定企业内部核算价格

企业内部发生经济往来!也要计价核算!这是经济核算制所要求的"为此!就要合理制定企业内部核算价

格!将在企业内部发生的材料领用#产品转移#劳务提供等经济活动用内部核算价格进行计价核算!以考核企

业内部各部门的劳动成果!分清经济责任"
,%建立健全原始记录!加强信息管理

原始记录是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最初记录!是珍贵的资料档案!必须如实记载!不能遗漏和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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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一般是消息!情报和讯号的总称"信息管理是指对信息的搜集!传递!加工!整理等项工作的管理"建
立健全信息管理系统#加强信息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环节"

三!财务管理的基本环节

企业财务管理的基本环节包括财务预测!财务决策!编制财务计划!财务分析等"
$%财务预测

财务预测是根据企业财务活动的历史资料#结合现实的需要#对企业决策方案或未来的财务活动和成果

所作的科学的预测"财务预测可以提高企业财务管理的预见性#避免盲目性#为财务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进行财务预测时#一方面要利用一些直接资料#如根据企业财会人员的经验和有关资料进行分析!作出

判断!预测未来发展变化的趋势"另一方面#要在比较完备的数据资料基础上#运用科学的方法#建立经济发

展模型#作出科学的预测"
&%财务决策

财务决策就是在财务预测的基础上#对企业财务活动和生产经营方案所作的评价和选择"企业财务决

策#主要包括筹资决策和投资决策"
’%编制财务计划

财务计划是企业生产经济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资产计划!成本计划!收入和利润计划等"编制财

务计划要做到既先进又切实可行#同时注意留有充分余地#防止短期行为#不能使计划高不可攀"财务计划还

要与生产经济计划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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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资金筹措概论

第一节 资 金

什么是资金!简言之"资金就是财产物资价值的货币表现#也就是说"资金表现为一系列货币"但在这些

货币的背后"却代表着一系列的物质#拥有资金就拥有对物的支配权#资金的运动实质上就是物的运动#

一$资金运动的特点

考察纷繁错杂的资金运动"我们不难在一切芜杂的表象之下"窥视到资金运动的两个重要特点%资金收

支的不平衡性与资金使用权的可转让性#
&’资金收支的不平衡性

资金收支的不平衡性是指某一经济主体在某一特定时点上的资金收入与支出可能并不相等%或者收入

大于支出"或者支出大于收入#应该指出的是"资金收入与支出平衡是资金运动中的偶然现象"而资金收入与

支出失衡才是资金运动的常态"即收入与支出失衡才更深刻地反映了资金运动的本质#可以说"资金收支的

不平衡性是资金及资金运动其它一切特性的基础#
资金收支的不平衡性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两种%一种是同一经济主体在不同的特定时点上资金的临时

不足与资金的临时有余相并存(另一种则是不同的经济主体在同一的特定时点上资金的临时不足与资金的

临时有余相并存#
)’资金使用权的可转让性

资金使用权的可转让性是建立在资金收支的不平衡性基础之上的%发生资金临时不足的经济主体为使

其经济活动不致停顿造成重大损失"常常愿意以一定的代价借入资金剩余者的资金"在运用一段时间后将其

偿 还*包括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以克服当时收不抵支的困难(同样"资金临时闲置的经济主体也不愿意让

其剩余资金白白闲置"它们通常把这笔资金在闲置期内借予资金临时不足者"到期后再收回资金并索取一定

的报酬"作为在这段时间内出让资金使用权的补偿#
上述资金可在临时余缺双方之间按一定条件进行转让的特性"就是资金运动的第二个特点即资金的可

转让性#
当论及资金的可转让性时"就涉及到资金使用的价值,,资金临时不足的经济主体为使用资金临时有

余者的资金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二$资金使用的价值

资金使用的价值"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资金的利率"其构成是这样的%
-./-.&0-.)0*-.10-.2+

式中%-.表示资金的利率*即资金使用的价值+

-.&表示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应补偿的收益率

-.)表示仅考虑时间补偿的收益率*即资金的时间价值+

-.1表示考虑业务风险应补偿的收益率

-.2表示考虑财务风险应补偿的收益率

*-.10-.2+表示考虑风险因素应补偿的收益率*即资金的风险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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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无风险收益率!即通常的银行最优惠利率或国库券利率等’
在上述构成资金使用价值的四个因素中("#$与!"#)%"#*’是最重要的(它们构成了资金的时间价值与风

险价值+
$,资金的时间价值

资金的时间价值(可以从两方面理解-
第 一(将资金用作某项投资(由资金的运动!流通.生产.流通’可以得到一定的收益或利润(即资金增

值+资金在这段时间内所产生的增值(就是资金的/时间价值0+
第二(如果放弃资金的使用权力(相当于失去收益的机会(也就相当于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在一定时期内

的这种代价(就是资金的/时间价值0+
通俗地说(现在手中的一元钱与将来取得的一元钱是不一样的(即使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前者也比后

者值钱(这就是资金的时间价值+
&,资金的风险价值

风险价值(也叫风险价格(是投资者因为冒有风险而获得的报酬+风险价值有两种(一种是业务风险(一
种是财务风险+

!$’业务风险

所谓业务风险(是指投资者所投资的业务可能失败的风险+这种风险对于任何行业1任何企业及任何业

务都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有些行业1企业的业务风险大(有些行业1企业的业务风险小罢了+
一般地说(所投资的业务风险越大(投资者要求提供的业务风险报酬率就越高2反之(当所投资的业务的

业务风险较小时(相应地(投资者也只要求提供一定的业务风险报酬率即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新技术1新产业的蓬勃发展(导致了/风险投资业0的成长与发展+众所周知(这些

新技术1新产业的预期收益是很高的(但相应地(投资的风险也较大(因而一般的 投 资 者 出 于 逃 避 风 险 的 天

性(不太愿意对这些领域进行投资+而/风险投资0则是某些为获高收益而愿冒高风险的投资者对这些领域的

投资(由于其风险很大(所以其投资收益也很高(很多行业的投资收益率都在 $##3以上44渐渐地(风险投

资成为一个专门的行业(也成为急需资金的企业从事高风险投资的重要的资金来源+
!&’财务风险

财务风险是由于公司筹措资金时举债而引起的风险(尤其是因此产生的破产的危险+财务风险的产生是

与公司利用财务杠杆利益有关的+
通俗地说(现在肯定有的一元钱是与将来不肯定得到的一元钱是不一样的(即使不考虑这其中的时间价

值与通货膨胀因素(前者的价值也要比后者大(这就是资金的风险价值+
关于资金风险价值的计算(本编第二篇将予以介绍+

三1筹资与投资

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由于资金收支的不平衡性(就会发生资金使用权的有偿转让-有人为弥补其经济

活动的资金不足而借入或买进他人的资金(这就是所谓/筹资0!即筹措资金’2有人为使其临时富余资金拥有

一定收入(就会把自己的资金借给或卖给他人(这就是所谓/投资0+筹资的成本率或投资的收益率就是我们

前面所讲的利率!资金使用的价值’+
筹 资与投资是紧密关联的(在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一般地(每一个经济主体都同时扮演/筹资0与/投

资0的行动角色(也就是说(一般地(/筹资0与/投资0会统一于同一经济主体身上+仅以股份公司为例-一方

面(绝大多数股份公司都要通过发行有价证券等方式来向其他的经济主体筹措资金2另一方面(绝大数股份

公司也都通过购买有价证券等方式向其他的经济主体投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还是因为资金收支的不平

衡性!经济主体有时资金短缺(有时也有资金富余’以及其它的一些财务考虑!例如合理的资本结构等’+
下面(我们详细考察资金筹措!筹资’与资金投放!投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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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股份公司的资金筹措与资金投放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股份公司筹措资金的目的在于投资"这样"股份公司筹资与投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任何割裂两者的做法都是不科学的#
我们知道"公司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常使用以下三种方法!
$%净现值方法&’()法*

’()+,
-

.+/

0.
&$1222*.+,

-

.+$

0.
&$1222*.34

5%现值指数方法&(4法*

(4+
,
-

.+$

0.
&$1222*.

4
6%内部收益率法&422法*

4+,
-

.+$

0.
&$1422*. &其中 422为未知量*

三个公式之间关系的分析详见第二篇"这里只给出下列关系图!

’()
4 1$

4&(43$*

422

’() (4

令’()+/
则222+422

令(4+$
则77

78

222+422

我们将在第二篇中详细分析 (4法与 422法&尤其是 422法*的局限性"并得出一个结论"即在三种方法

中 ’()法是最典型9也是最好的决策方法#在这里"我们只考察 ’()法#
’()法的关键在于求出 ’()"而要求出 ’()则需要知道两个重要的数量关系即 0.&每年投资回收额*

与 222&贴现率*#每年投资回收额是由公司市场调查人员与财务管理人员9工程技术人员共同进行的一种

预测与估价::这不在本编范围之内;而贴现率的确定则与公司筹措资金紧密相关::具体地说"在公司进

行财务分析9决定是否投资与怎样投资时"所选取的贴现率就是公司筹资方案的资本成本率&如果是多个筹

资方案"则贴现率是其中最优资本结构者9也就是最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
必须注意的是"如果筹资方案中只包括一种资金来源&例如只有银行贷款或只发行公司债*#那么"资金

来源本身的代价&或曰成本"如银行贷款利率或公司债利率*就是相应的投资方案的贴现率;如果筹资方案中

同时包括了几种资金来源&例如一个筹资方案中同时有银行贷款9普通股与公司债等等*"那么就必须首先计

算出筹资方案的最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再将这一加权平均资本率选作相应的投资方案的贴现率#一般来

说"中短期资金筹措只包括一种资金来源"而中长期资金筹措则同时包括几种资金来源#
图 <%$以 ’()法为例考察了公司筹资3投资决策的全过程与基本方法#
有一点我们必须提请读者注意!我们认为"在投资决策中"选择效率指标&例如资本收益率9资金使用率9

股 息率等相对指标*是不科学的"因为决策者实际决策时往往考虑的是效果指标&总收益额9总成本额9股息

等绝对指标*而不是效率指标#例如"当公司面临方案 0&总投资额为 $//万元"投资报酬率为 $/=*与方案 >
&总投资额 为 $万元"投资报酬率 $//=*时"虽然方案 >的投资报酬率大大高于方案 0的投资报酬率"但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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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公司能够筹措到所需资金!公司就肯定会选择方案 "##这就是效果指标与效率指标的区别!这也就是我

们选择 $%&法而舍弃 %’法与 ’((法的一个重要原因)
图 *+, 公司筹资##

-

-

-

-

-

-

-

-
-

..............................

...............

...............

---

- -

-

投资关系图

" /0,

1"
2,34((("5

," "$%&06

计算

计算

计算

计算

选择
结束最大$%&

$%&7

$%&8

$%&$

3过程同上5

3过程同上5

3过程同上5投资方案$

投资方案8

投资方案7

最低债权
平均资本
成本率9"
0((("

选择

:

;

,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9"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9"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9"

筹资方案":

筹资方案";

筹资方案",资金
筹措

投资方案"<
其月初投资总额,"
使用年限$"
每年收益"="开始

第三节 股份公司资金筹措内容与特点

股份公司资金筹措是一项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一系列决策问题)
请参见下列图示<

图 *+; 经济主体筹措资金的基本决策程序图

3以发行有价证券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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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息水平

付息频率

利息形式

支付方式

股息种类

发售价格

发售对象

发售方式

发售决策

债息决策

股息决策

短期

中期
长期

可转换证券

公司债

股票

股息债息决策

期限决策

种类决策种类决策

期限决策

利息决策利息决策

期限决策

种类决策

发行有价证券通过金融机构
3银行借款等5

通过非金融企业
3租赁等5

资金需求

外部筹资内部积累

下面我们围绕上述图示进行介绍)
一B股份公司的资金筹措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内部资金筹措与外部资金筹措)所谓内部资金筹措就是动

用公司积累的财力!具体来说就是把股份公司的公积金3留存收益5作为筹措资金的来源)所谓外部资金筹措

就是向公司外的经济主体3包括公司现有股东和公司职员及雇员5筹措资金)
在股份公司发展的中早期!内部资金筹措是公司筹措资金B扩展业务的主要方式!但随着公司规模的日

趋扩大B生产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相应的对资金的巨大需求的产生与发展!外部资金筹措已逐渐成为现代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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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筹措资金的主要方式!而且"外部资金筹措的技术性很强"又涉及到众多的内容"远比内部资金筹措复杂

与困难!考虑到以上两点"我们在本部分中主要讨论股份公司的外部资金筹措!
二#股份公司外部资金筹措的渠道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向金融机构筹措资金"例如从银行借贷"从信托投

资公司#保险公司等处获得资金等%一种是向非金融机构筹措资金"例如通过商业信用方式获得往来工商企

业的短期资金来源"向设备租赁公司租赁相关生产设备获得中长期资金来源等等%第三种渠道则是在金融市

场上发行有价证券!
较大型的股份公司"尤其是股票公开上市的大中型股份有限公司"通常都把第三种渠道视为非常重要的

筹资渠道!而且"股份公司与其它类型企业组织在筹资上最大的不同一点就是$股份公司可以发行的有价证

券的种类及其数目要大大超过其它类型的企业组织"例如股份公司可以发行普通股#优先股#可转换优先股

等股票"也可以发行债券&公司债’%而非股份公司的企业组织只能发行债券"不能发行股票"并且发行债券的

数量也受到严格控制!有鉴如此"本书将注意力集中于股份公司发行有价证券这一筹资渠道上!当然"本书也

将介绍其他的筹资渠道"尤其是向银行申请中长期贷款!
三#股份公司利用公开市场机制"发行有价证券筹集资金"是一种在经济上与战略上有双重意义的选择$

从经济角度来讲"发行有价证券可以直接面对投资大众"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闲散资金"并利用广大投资者

之间的购买竞争来有效地降低筹资成本%从战略角度来讲"发行有价证券又可以提高发行者的知名度"形成

筹资公司的多样化负债结构"以避免单一化负债结构下债权人对负债人经济活动的垄断性干预"还可以利用

广大债权人对债务还本付息的关心来获得各方面的有效信息!
对筹资公司而言"利用有价证券筹措资金并不是指证券从发行者手中转到投资者手中这一简单的证券

买卖过程"而是一个完整的综合决策过程$
&一’种类决策!当筹资公司决定发行有价证券时"首先必须选择发行证券的种类"即种类决策!该阶段决

策的主要内容"就是在主权资本&股票’&主权资本又称之为(自由资本)’与债务资本&公司债’&债务资本又称

之为(借入资本)或(他人资本)’之间进行比较和选择"并在选择了其中一种后"根据自身条件#当时的市场环

境与投资者心理等因素"进一步确定股票或公司债的具体类别!可以说"证券种类的选择是发行有价证券时

最重要的决策!证券种类的选择"必须考虑到公司的资本结构$筹资公司一方面要尽量利用债务资本的财务

杠杆利益"另一方面又要尽量避免债务资本带来的财务风险%也就是说"筹资公司要在财务杠杆利益与财务

风险之间寻求一种合理的均衡"这一均衡就是公司的最优资本结构 !通过各种数量分析方法"以资本成本率

为基础"可以建立起无限地接近最优资本结构的良好资本结构!
&二’期限决策!在初步确定种类之后"就应该初步确定证券的期限&对于股票来说"这一问题是不存在

的"因为股票没有届满期’!筹资公司应根据自己筹措资金的目的来选择证券期限!
&三’股息与债息决策!在确定证券期限的同时"筹资公司要确定股票的股息与公司债的债息"即进行股

息决策与债息决策!对于股票的股息"需要确定的是股息的种类以及股息的支付方式&这些有时候也被称为

(股息政策)’%对于公司债的债息"需要确定的是利息的形式#付息的频率及计息水平!筹资公司应努力寻求

市场的均衡利率水平"一方面要使自己发行的证券对投资者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又要尽量降低证券的成本%
也就是说"筹资公司要在证券吸引力与公司财务负担之间寻求一种合理的均衡!

&四’发售技术决策!当以上全部选择结束了以后"筹资公司就要确定证券的发售价格#发售对象以及发

售方式!发售价格的确定基本上是被动的"它主要取决于证券发行条件确定后到实际发售时这段期间市场条

件的变化情况&即市场均衡利率或曰市场收益率的变化’%而发售对象与发售方式的选择则是主动的"它取决

于筹资公司用资的计划#对投资者的分析#对自己信用等级和销售能力的估计#对发售成本与效益的判断等

一系列因素!筹资公司通过对发售技术的选择"要在保证证券卖得掉的前提下"尽量降低证券发行的筹措费

用以及证券的资本成本率!

第四节 本篇的体系与特点

本篇有其独特的体系与结构"兹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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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篇的体系与结构

我们在书中大体遵循着股份公司筹措资金的逻辑顺序行文"例如比较典型的是#本书分别介绍筹资决策

的最后两个阶段#股息决策与债息决策!发售技术决策$但也有所不同"主要是我们把种类决策与期限决策综

合在一起"并且我们所谓的%种类&并不仅仅是指有价证券的种类"而且也包括其他的资金来源$我们觉得这

样处理似乎更好一些"因为在实际决策中"筹资公司往往是先根据自己的投资计划的时间性质’是长期投资"
还 是中短期投资(来确定筹资的时间性质’是筹措长期资金"还是筹措中短期资金("然后再来确定资金种类

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八章中还要作出说明$

二!本篇的一个基本假设

本书沿用了传统财务管理中的一个基本假设"即公司的财务管理及财管理人员的目标是使公司股东权

益极值化$
这一假设在股份公司中早期发展史上无疑是合理的"但却多少有一些偏离现代股份公司的情形$现代股

份公司发展的最大特点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及与之相随的控制公司但利益导向与公司股东相偏

离 甚至相悖的独立利益集团))%支配者集团&’即公司的董事!经理!高级职员等经营者(的出现与壮大"这

样"公司就有了与股东利益相偏离甚而相悖的%独立利益&"这样公司的财务决策的目标就不是公司股东的权

益极值"而是其他的一些目标$关于这一点"米恩斯和伯利的名著*现代股份公司与私有财产+!加尔布雷斯的

名著*新工业王国+等都作过十分详尽的分析$
这一点对本编的一些结论的打击是沉重的$例如"本编曾反复强调公司在筹资决策时要尽量防止现有股

东权益遭渗水"而事实上"正如米恩斯和伯利所言"公司的经营者实际上是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机制

与手段使股东权益渗水$可以说"这种打击也是对整个西方财务管理学的一次打击$
当然"即使在今天"我们的基本假设还尚未完全被推翻"它仍然有其存在合理性$大多数公司还是被认为

是%为了全体股东的最高利益&而经营的"至少公司章程是这样规定的$因而"这一假设的部分不合理性并不

会导致本书基本结论与技术方法的无效性))这是我们要强调的$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以后更

好地研究这一问题"使相关的结论与技术方法更科学!更精确))毫无疑问"这也是财务管理的理论所要解

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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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短期资金的筹措

我们在第二章里已经说过!公司在资金市场上筹措资金的决策包括期限决策和种类决策等!也就是说

当公司财务主管决定筹措资金和确定了必须筹措的资金数额后!就必须确定资金的适当来源!而所谓资金适

当来源就是指资金的种类与期限"在本书中!我们依照财务管理习惯作法!将资金来源按期限分为短期资金

#在一年之内偿还$%中期资金#在一至五年内或一至十年内偿还$及长期资金#在十年或十年以上偿还$!然后

详细介绍了三种期限资金中的每一具体种类"
在本章!我们将介绍短期资金来源!也就是说!介绍公司筹措短期资金的工具"在第四章与第五章!我们

则将分别介绍公司筹措中期资金与长期资金的工具"
公司在其经营中!常常需要一些临时资金以供公司资金周转!同时!出于各种考虑!公司在经营时可能也

需要临时调整其资产负债结构!这两种情形使得公司需要经常筹措短期资金"
公司筹措短期资金的市场#又称货币市场$非常繁荣!各种信用工具种类繁多!这是因为短期资金市场是

各种临时闲置资金持有者投资的场所!而各种临时闲置资金在利率%期限等各方面又呈现错综复杂的特点"
但同时!短期资金市场又呈现较大的波动性!这同样源渊于各种临时闲置资金的复杂性!同时也由于短期资

金市场更多地受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影响"因而!公司在进入这一市场筹资时!应充分认识到市场的上述特

点"
公司筹措短期资金的工具主要有商业信用%商业票据%银行信用%应收帐款与存货五种!下面分别予以介

绍"

第一节 商业信用

一%商业信用类别

在漫长的商业发展中!购货者对于所订购的货物与劳务!在交货时通常并不需要立即支付现金!而是由

销货者根据其特殊的交易条件或货物条件向购货者开出发票或账单"也就是说!这相当于销货者向购货者提

供一种信用!使得购货者可以用应付帐款或应付票据的形式开辟一个临时性的资金来源&&这就是商业信

用"由于销货者在提供信用方面往往较银行爽快!所以商业信用是公司短期资金的主要来源"
商业信用又主要分三类’赊购%期票与商业承兑汇票"
#一$赊购

采用赊购方式的买方!向卖方提供订单后!由卖方发货即可!而并不需要签署其它正式借据"这是一种手

续相当简便的信用方式"赊购一般都规定了一定付款期限#从十天到三个月不等$"如果买方按期付款!则只

需按发票上规定的价格支付即可!因为发票价格中包含了缓付期间的利息(如果买方提前付款!则可以取得

一定的现金折扣#平均在 )*+,*之间$作为优惠"
从上述关于赊购的介绍中可以看到!作为买方的公司通过赊购实质上是等于筹措到一批短期资金#即使

这批资金期限只有十天甚或几天$"但是!并不是任何公司都能获得这种最简便的商业信用形式!因为我们从

上述介绍中已经能够感觉到一个买方公司到期拒不付款或无力付款而使卖方受损失的危险!因而卖方一般

要对买方信用与声誉作调查后才愿意提供这种信用!也就是说要求买方公司有较好的信用与声誉"在实际商

务中!这种调查一般是由卖方委托专门的公司依照一定标准来进行的"表 -./是美国一家著名的这样一种公

司的评价标准"如果一家买方公司信誉较差!则公司就很可能无法得到这种信用!公司就必须采用 012#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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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前付款!和 "#$%发货时付款!的付款方式&
表 ’() $*+,-./012332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公司信用评价标准

444444444444444444
等 级 被调查公司估价财产

综合信用评价%级!

最好 好 一般 较差

56 超过75898889888 ) : ; ’

’6 7)898889888<75898889888 ) : ; ’

;6 7)98889888<7)898889888 ) : ; ’

:6 7=589888<7)98889888 ) : ; ’

)6 75889888<7=589888 ) : ; ’

-6 7;889888<75889888 ) : ; ’

-- 7:889888<7;889888 ) : ; ’

"- 7):59888<7:889888 ): ; ’

"" 7=59888<7):59888 ) : ; ’

$" 7589888<7=59888 ) : ; ’

$$ 7;59888<7589888 ) : ; ’

>> 7:89888<7;59888 ) : ; ’

?? 7)89888<7:889888 ) : ; ’

@@ 759888<7)89888 ) : ; ’

AA 不足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759888 ) : ; ’

另外9卖方是否给买方提供商业信用以及提供什么条件的商业信用还取决于下列两个因素B
)(货物的性质&一般来说9若货物销售周转率较高9那么买方很容易转卖或加工后再出售9从而很容易

获取现金C这样9卖方就很少提供商业信用9即使提供商业信用9其期限也很短&反之9若货物销售周转率较

低9那么买方很不容易立即获取现金9这样9卖方一般都会提供商业信用且其期限较长&例如9按商业惯例9新
鲜水果与蔬菜的信用期限一般为 5D)8天9而钻石的信用期限一般则为 E个月左右&

:(卖方的财务状况&一般来说9财务状况良好的卖方9现金充裕9因此比较容易提供商业信用且信用期

限相对较长C反之9财务状况较差的卖方9因急需现金改善其财务状况9所以一般很少提供商业信用9即使提

供商业作用9其期限也很短&
在这里9必须把现金折扣与大量折扣F行业折扣区分开来&现金折扣是因买方提前付款而得到的优惠C大

量 折扣是买方所购货物数量大而得到的优惠C行业折扣则是因买方所属类别的特殊性%如属于批发商!而得

到的优惠&
%二!期票

期票是购买者给销售者的书面诺言9允诺在必要时或在特定时日以一定金额支付给指定人或持票人&期
票一般是附有利息的&购买者往往在下列情况下需要签发期票&即购买者信誉级别一般或较差而销售者又希

望 得到一份购买者的正式承诺9保证为载明的债款F到期日期%有时还包括该项资金的利息报酬!承担义务&
与赊购一样9通过期票的使用9买方公司实质上筹措到一定的短期资金&

%三!商业承兑汇票

当销售者收到购买者购货订单后9即根据定单的金额 向购买者签发汇票9这样就产生了商业承兑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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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过程是!当一批商品赊购赊销时"购买者需购进商品而缺进货资金"此时与销售者协商同意后"由购货者

作为发票人签发一张凭证"上面记明货币金额#发票人#收款 人#付款 人#发货日期#票据到期日#收款人付

款 人地点$或各自开户银行与银行帐号%等事项"然后由付款人$购买者%在票据上表明承认兑付的字样或签

章"这样就产生了商业承兑汇票&这种汇票意味着在汇票到期日"付款人须无条件地按票据上原载金额支付

给收款 人&商业承兑汇票格式为三联式"第一联称承兑留存联"由付款人 承兑后存查’第二联称商业承兑汇

票"经付款人承兑后由收款人留存"待到期日由收款人凭此收款’第三联称存根联"由发票人保存&具体业务

处理请参见图 ()*&
图

+ ,

+

-

.

-

()*

/通过银行间票据交换清算

0发出经承兑后的汇票$第二联%

1
到
期
付
款

付款人
$发票人%

付款人开户银行

2
到
期
委
托
银
行
收
款

收款人开户银行

3
将
票
款
转
入
收
款
人
帐
户

收款人

有时候"购销双方对对方信誉发生怀疑"影响了商业承兑汇票的运用&为使商品能及时流通"此时购销双

方 可向银行申请签发银行承兑汇票&$严格地说"银行承兑汇票并不属于商业信用"但它与商业信用关联甚

紧"所以在这里一并介绍%&银行审核同意后"正式受理银行承兑"订立银行承兑契约"承兑银行在承兑汇票上

签上表明承认兑付字样或签章&经银行承兑的汇票就叫银行承兑汇票&银行办理承兑业务时一般要收取一定

的承兑手续费&具体业务处理手续图示为$图 ()(%
图

,
- -

..

+

,

.

-

()(

4通过银行间票据交换清算

3送交银行承兑的汇票

5
交
付
票
款

1
支
付
承
兑
手
续
费

/
承

兑

2
订
承
兑
契
约

0
出
票
并
申
请
承
兑

付款人
$承兑申请人%

付款人开户银行
$承兑银行%

收款人
开户银行

收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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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货方持有经银行承兑的汇票后!可在到期时委托其开户银行收取货款!也可以在汇票未到期而急需资

金时!持汇票到金融机构贴现"出售汇票#以换取现金$这时对金融机构来说!这是一种与商业信用相结合%以
票据为对象的放款业$普通金融机构在运营时!若头寸不够!也可把已买入的未到期汇票到中央银行申请再

贴现!以换取现金$这实质上也是一种放款行为$这其中都包括着利息的支付$利息的计算是从汇票金额中

扣除从贴现日至票据到期日的一定比例的贴现额!余下的汇票余额则支付给汇票出售者!公式如下&

贴现利息’申请贴现汇票金额(贴现天数(
年贴现率
)*+ "公式 ,-.#

实付给汇票出售者金额’申请贴现汇票金额/贴现利息 "公式 ,-0#
例如&一汇票面额 0++!+++元!贴现日至到期日为 )+天!年贴现率 1-203!则贴现利息为 .)+.-20元!实

付金额为 0+!+++/.)+.-20’.24*24-+4元$
其实上述计算同样适用于商业承兑汇票$
我们可以看到!三种商业信用方式实质上是相同的!有所区别的只是处理过程的差异$赊购是三者中程

序最简洁的!但实际商务中!很多销货者却宁愿要采用较麻烦的期票和商业承兑汇票方式!这是因为&
.-购买者的承诺或承兑是他对销售者担负的债务的明确承认!这使债权债务关系非确明确!利于在发

生纠纷时求诉于法律!而赊购则明显缺乏这一点$
0-期票和商业承兑汇票"尤其是后者#是可以转让的!销售者可把它们作为借款时的附属担保品!也可

以在到期前的任何时候在需要现金时将它们出售"中间有一点折扣#贴现$
)-在期票和商业承兑汇票"尤其是后者#到期时!只要有支付能力!购买者很少不按时承兑!否则就会严

重地损害其信用与声誉!进而严重损害其进一步的筹资能力5相反!未能及时实现赊购所要求的条件则是实

际中企业之间相互拖欠款项的常态$

二%商业信用的特点

上述对商业信用类别的介绍已经使我们初步认识到商业信用对公司筹措资金的优缺点$
商业信用对公司筹措资金的优点是&商业信用可以6自动7发生"相对于向银行借款而言#!因为公司任何

时候的需要和任何程度需要都可得到满足$例如!当预料到销售的季节性增长而需要增加存货时!则商业信

用将自动地为一部分增加的存货提供资金5然后!季节性销售开始后!将存货转化为应收帐款!通过收帐!应

收帐款转化为现金!接着公司可用这部分现金来偿付应付帐款88这样!商业信用常被称为6自动化7资金来

源$
商业信用对公司筹措资金的缺点主要是容易使公司陷于过度的商业信用中!这样很容易使公司在商业

信用期满时无力支付!而这将严重地影响公司的信用与声誉!从而进一步影响其下一步的筹资能力$
因此!公司财务主管须及时注意各种商业信用的期满时间!随时调整公司的资本结构!永远保持公司必

要的偿债能力!以支付一切到期票据$一般的!聪明的财务主管应设法在销售者指定的现金折扣期内付清帐

款!因为这样有三方面好处&一方面!公司能因此获得可观的现金折扣5另一方面!这有利于增强公司的信用

及声誉!这将对公司目前和未来的筹资非常有利5此外!这将使公司自动地避免在财务上承担过多债务的可

能性$

三%商业信用的运用

商业信用虽然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公司短期资金来源!但在运用时!同样必须考虑其成本$这里有两种情

况&第一!公司未能获得现金折扣而在付款期限内付款5第二!公司未能获得现金折扣而在付款期限外付款$
只有在上述两种情形下才涉及到债务人的实际成本$因为若不提供现金折扣!不管其付款期限有多长!在付

款期限利用商业信用就谈不上成本5同样!若提供了现金折扣而公司也得到这笔折扣!那么在折扣期内利用

商业信用也谈不上成本5只有在提供了现金折扣而公司未得到这笔折扣时!才产生了利用商业信用的成本问

题$
请参见下列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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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公司购买原料的付款条件是 $,天内享受 -.的现金折扣/0,天内按发票金额如

数付款1若它放弃折扣/在规定付款期最后一天付款/那么它有权在折扣期后 -,天内使用原材料占用的这笔

资金2实质上等于向销货者借入一笔资金/但须付出 -.代价即现金折扣的代价31那么 &’()*+公司是否

应放弃折扣呢4公司财务主管利用下列公式进行了分析5

(6 720893:2$;73 2公式 "#03

式中57表示现金折扣/:表示 &’()*+公司额外使用销货者资金的日数/(表示使用这笔资金的年利率

将有关数据 76-./:6-,代入可有5

(6 -.<089
-,<2$;-.360=#-".

也就是说/&’()*+公司若放弃现金折扣而额外使用销货者资金的利率是相当高的1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财务主管决定放弃对销货者资金的利用而直接利用销货者的现金折扣/同时为弥补短期资金来

源的不足而直接向银行借贷短期资金2年利率仅为 $".31这样/&’()*+公司最佳地运用了商业信用1
利用公式 "#0可计算出常用现金折扣表

?????????????????????????????????????????????
5

信用条件 不能享受折扣的成本

$@$,/ABC-, 08#08.
$@$,/ABC0, $D#$D.
-@$,/ABC-, =0#"".
-@$,/ABC

?????????????????????????????????????????????
0, 08#=-.

第二节 商业票据

一E商业票据的性质

商业票据/原是随商品劳务交易而签发的一种债权债务凭证/即以商品和劳务的买方为出票人/签发承

诺在一定时间付给卖方一定金额的凭证1商品或劳务的卖方持这一凭证待到期后向买方收取现款或在未到

期前向金融机构贴现以兑换成现款/如下图2图 "#931
图

F

G

H

F

F

H

H

"#9

I到期付款

J收到现款

或贴现
金额市场投资者

K成交E订约

L交货或提供劳务

M开出远期本票

N到期付款

卖

方

买

方

从上面介绍中我们可以知道/早先的2或称原始意义上的3商业票据实质上是商业信用的一种/其性质与

前面所介绍的期票与商业承兑汇票相似1然而/随着金融市场业务的发展/原来与商品劳务交易相联系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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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票据!已发展成为一种与商品劳务交易无关系的独立融资性票据!成为一种信誉较佳的大公司在金融市场

上筹措短期资金的的债务凭证"目前!金融市场上惯称的商业票据一般是指后一种意义上的融资性票据!我
们在本书中也沿用这种定义!将商业票据从商业信用中分离出来!独立作为一种公司短期资金的来源"我们

可以发现!现代意义上的商业票据!实质上是一种公司短期债券#它区别于长期性质的公司债$"

二%商业票据的特点

我们可以归纳出现代意义上的商业票据的特点&
’(商业票据是一种公开性的短期筹资的债务凭证"在西方!一些信誉卓著的大公司为筹措短期资金!可

以直接在公开市场发行短至若干天%长至 )*+天#一般为 ,+天$的商业票据"这种商业票据已完全与现实的

商品劳务交易无关联!而成为一种纯粹的公司债务凭证"
)(商业票据是一种无担保票据"正因为它的无担保性!所以并不是任何公司都可以发行商业票据的!只

有那些资本规模大%经济效益卓著%财务平稳的信誉卓著的大公司才可能发行商业票据"
,(发行商业票据时!公司一般承诺的利率均低于银行贷款利率!甚至低于银行最优惠利率"如果发行商

业票据的公司信用等级极佳!那么其商业票据利率还更低"
-(商业票据均以折扣方式发行!票面价值与发行价值的差额即为利息!票面价值均为整数且面额巨大

#在美国!面值多为 ’+万美元的倍数$"
所以!商业票据对公司短期筹资是极为有利的"但是!由于发行商业票据的控制较严!只有极少数大公司

才能够进入票据市场#而这些大公司还有其它的很多可选择的筹资手段!因而它们对商业票据的需要并不是

非常迫切$!相反!大多数迫切需要以此来筹措短期资金的公司则被排斥于商业票据市场之外"故有人称商业

票据.将贷给你所需要的钱!假如你其实并不真正需要的话/"

第三节 银行信用

一%银行信用的种类

作为短期资金来源的银行信用!主要有短期银行借款%商业票据借款和抵押担保借款等种类!下面分而

述之"
#一$短期银行借款

短期银行借款!是指公司为了解决暂时的现金需要!而向银行借用的款项"短期银行借款有逐笔借款%临
时性借款%限额借款等"

’(逐笔借款

逐笔借款是指公司在需要资金时申请借款并办理借款手续!下次再借时!另行申请!另办手续"
)(限额借款

限 额借款是指在借款契约中事先规定借款限额和借款期间#一般为 0+天$!在此限额范围和期间内!可

以随时借用款项!而不必逐笔办理借款手续"有时!银行也可能在借款契约中规定清偿条款即借款者必须在

借款期间的某一段时间把借款还清!过了这段时间可以再借款"这项规定是为了防止借款者将短期借款用于

固定资产投资"
关于限额借款的补偿差额将另作介绍"
,(临时性借款

公司为了防止发生预料不到的临时资金需要而一时借不到款项的情况!可以与银行事先订立一种特殊

的借款合同!规定银行在公司急需资金时必须提供一定数额贷款1同时规定!公司在不借款时也要向银行支

付很低利息"这样!公司可以有效地分散风险"
短期银行借款是否需要有担保品!需视借款者的信誉和当时的财务状况而定"证券%应收帐款%存货等流

动资产!均可作为短期银行借款的担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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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业票据借款

信誉卓著的大公司#可以签发商业票据给大金融组织以换取资金#满足临时需要$大金融组织常用暂时

多余现金购买这种商业票据$
!三"抵押担保借款

公司资金短缺时#亦可用证券或房屋与设备等固定资产作为抵押#以换取金融组织的放款$
!四"转让应收帐款借款

公司需要资金时#可将应收帐款转让给大金融组织#由后者代为收取$转让作价时要打一个较大折扣#以
弥补时间价值%风险价值和收帐费用$

二%有关银行信用的几个问题

!一"信用素质

短期银行信用的利率与借款公司的信用素质关系很大$信用素质良好的公司#其所获贷款利率较低#反
之亦然$所谓良好的信用素质包括以下方面内容&

’(商业信誉昭著$对商业应付帐款支付及时且交易公平$
)(财务现状良好$这可依据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分析得知$
*(主权资本对债务资本比例关系适当$
+(有效地利用资本$表现为过去几年中销售与应收帐款之间的关系%销售成本与存货的关系以及销售

与存货之间的关系等良好$
,(令人满意的现金流程$
-(盈利记录符合要求$
上述 -条要求是针对短期借款公司而言#对于中长期借款公司还要求&
.(令人满意的预期利润!加折旧"以使贷款能按时被支付$
!二"限额借款的补偿差额

在商业惯例中#当采用短期银行借款中的限额借款方式时#一般只准借款者借用相当于限额 /,0左右

的款项#但要按 ’110支付利息#这就是所谓限额借款的补偿差额#这样实际上提高了借款利率$
!三"相称的活期存款余额

相称的活期存款余额#又称相称的补偿差额$那就是#银行常要求借款公司在银行里存放一定活期存款#
这笔存款一般为公司未清偿的贷款总额的 ’102)10#这就是所谓的相称的活期存款余额$如果被确定的

相称的最低活期存款余额数目高于公司为营业上流动性的正常需要所保持的存款#其结果可能是降低了其

信用限额的有效数#同时提高了贷款 的实际成本$由此可知#限额借款的补偿差额实质上是银行对相称的活

期存款余额的要求$
请参见下列案例&
3案例 +()456789:公司计划当年 短 期 借 款 达 +.,#111美 元#在 当 年 度#银 行 借 款 利 率 是 -0并 要 求

相当于借款 ’,0的相称活期存款余额#并且#该年度该公司需要保持的正常活期存款余额应该是 ,万美元$
用下列公式可算出 56789:公司必须借入的款项总额&

;<52=’2> !公式 +(+"

式中&;表示贷款金额

5表示公司需要的最高贷款额

=表示公司营业正常需要的现金金额

>表示需要的相称活期存款余额比率

代入后即得

;<+.,#1112,1#111’21(), <,11#111!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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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公司须借入 ()万美元并按 ()万美元付息!虽然它只能有效地利用 *+(!)))美元,因

此!银行实际利率为-.)!)))/*+(!)))012.34

第四节 应收帐款

应收帐款构成公司流动资产一部分!可以利用应收帐款来为公司筹措短期资金,应收帐款筹资包括应收

帐款的质押或转售,

一5应收帐款的质押

在质押情形下!贷款人对应收帐款有留置权!并且 对借款人6即应收帐款的所有者7享有债务追索权!当
购货方6客户7不付款时!借款人必须负责,换言之!质押应收帐款债务不履行的风险由借款人承担8同时!应
收帐款质押时!一般毋须通知货物购买者,

贷款人的放款幅度一般低于质押的应收帐款的总值!其间的差值即形成借款人支付利息,
请参见下例案例,
9案例 *2.:"#$%&’公司现有应收帐款总额 ;))!)))元!为筹措短期资金!"#$%&’公司将这笔应

收帐款以总值 <)4的比例质押给易太实业公司!其中的 3)46共 3)!)))元7即构 成 "#$%&’公司筹资成

本,

二5应收帐款的转售

在这种情形下!由贷款人收购应收帐款!而对借款人6应收帐款出售者7无法行使追索权,换言之!转售的

应收帐款债务不履行的风险由贷款人承担8同时!转售应收帐款时!一般应通知贷物购买者6客户7!让贷物购

买者将贷款直接归还给贷款人,
必须指出的是!应收帐款的质押与转售是一种非常便利的筹措短期资金的方法!但这种筹资方法的成本

是很高的,另外!必须指出的是!这里所讲的应收帐款的质押与转售的贷款方并不一定是银行等金融组织!所
以它们未归于=银行信用>一节中,

第五节 存 货

存贷也构成了公司流动资产一部分!利用存货可筹措短期资金,存货筹资包括以下三种方式-

一5存货全部留置6?@ABCDEFBGDBEHIJKLDB7

在这种情形下!放款机构对借款人所有的存货都具有留置权8但是借款人可自由出售其存货!虽然这样

减少了担保品的价值,

二5信托清单6MINOE$DPDLQEO7

信托清单是保证借款人受贷款人的信托而持有货物的一种凭证,当使用信托清单时!借款公司从贷款人

处借得资金!应送给贷款人一张货物的信托清单!表示货物是替贷款人信托占有或是以贷款人名义在借款人

的仓库占有货物,这实质上是一种担保借款,

三5现场仓库清单6RLD@S%AIDTHNOD$DPDLQEO7

与信托清单一样!现场仓库清单也是利用存货作为担保的一种筹资方式,它也是将货物放在借款人仓库

或公共仓库!但与信托清单不同!它雇佣第三者作为监督机构在现场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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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注意的是!由于存货筹资的放款人并不一定是银行等金融组织!所以未将它们归之于"银行信用#一
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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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期资金的筹措

在上一章!我们介绍了公司短期资金的筹措""我们指出!公司筹措短期资金是为了满足公司资金的临

时性需要!例如季节性资金需要等""然而!在本章中!公司将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公司要筹措资

金以建立适量和持续运用的流动资产$存货及应收款帐%或购置某些小型固定资产$必须注意的是!这种流动

资产不同于短期资金中的流动资产!前者类似于我国传统工业会计学中所谓&定额流动资金’!后者类似于我

国传统工业会计中所谓&超额流动资金’!即前者有长期(稳定(数量不变的特点!而后者则有较大的临时变动

性%)这种资金需要不同于公司的长期资金需要!这种资金需要也不同于公司的短期资金需要!其筹措不同于

短期资金筹措!因为在一年内的营业中$短期资金期限一般为一年之下%!通常不可能积聚足够的现金来偿还

筹措而来的上述资金*虽然公司筹措长期资金的一切工具也可以用来满足这种资金需要!但正如我们以后将

要分析的!为购置小型固定资产或筹措持续使用的流动资产而使筹措长期资金的工具通常是不合适的!它常

会引起资金的严重浪费和公司股东参与权的严重渗水(公司经营管理权的被干涉等)所以!公司必须筹措一

类新的资金""中期资金)
中期资金的偿还期限一般为一至十年!但也有超过十年的)超过十年期限的中期资金与我们在下一章将

要讨论的长期资金的主要区别在于#超过十年期限的中期资金意味着在十年之后所筹资金全部都必须得以

偿付*而长期资金意味着在十年之后所筹资金的首次应予偿付即长期资金的首次偿付期限为十年或十年以

上$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中长期资金偿付一般是分期的!这样能有效地减轻对分司现金周转的压力%)
一般来说!如果公司资金需要量不是很大!而且!通过几年的周转可以积累足够的现金来偿还所筹资金!

那么中期资金的筹措对公司来说是有必要且有利)
公司筹措中期资金的工具有商业信用(银行信用与租赁等)

第一节 商业信用

商业信用在公司中期资金筹措中的地位较不重要!它是公司中期资金筹措中不常用的工具)因为一旦商

业信用的偿还期限推至一年或一年之上!就增大了商业信用提供者的风险!同时商业信用本身的特点也使这

种期限外推充满了技术上的一系列困难)
当然!有时候商业信用也被用于公司中期资金筹措!尤其是在下列情形时#当宏观经济紧缩!尤其是银紧

抽紧使公司无法筹措资金!或当公司经营情况较差无力筹措资金时""在后一种情形时!中期商业信用常常

是由短期商业信用演化而来的!也就是说!由于公司无力按时偿付或兑现短期商业信用!使信用提供者被迫

让短期商业信用顺延为中期商业信用$毫无疑问!这将严重损害公司的信誉及未来的筹资能力%)
中期商业信用 的类别(特点(对公司资产负债等的影响!与短期商业信用的相关问题类似!有所区别的

只是时间期限的长短罢了)所以我们在本章不再复叙!请读者自行参阅上章相关部分 )

第二节 银行信用

作为中期资金筹措工具的银行信用!主要是银行贷款!其次是投资公司(人寿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贷款)
两种贷款在性质上是类似的!所以可以合并起来一并介绍)在下面的相关分析中!我们都是以最典型的银行

信用""商业银行贷款为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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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银行贷款的特点

由商业银行提供的大部分中期贷款"都规定其在 #$%年内须首次还款&一般地"银行与筹资公司在订立

借贷契约时常要制定一个偿还贷款 的时间表"依据这一时间表分期付款&常见的做法是’还款时间表往往规

定每隔一定间隔期还款一次"每次还款金额可以不同(有时"借款以等额分期偿还"但最后一次还款)被称之

为特大分期付款*是例外"其金额要比先前任何一次都要大些&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筹资公司的现金周转"
使其不致于在一次性偿付时拿不出足够现金(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银行"能够保证银行较安全地收回贷款"避

免+坏帐,的危险&
银行贷款是中期资金筹措中最重要的工具"它构成了公司中期资金最重要的来源"对于中小企业或筹资

信誉一般的企业来说"尤其是如此&
银行贷款对公司中期资金筹措优点是’
#-为中小型公司筹集资金提供了一种很好的途径"因为中小型公司的股份通常是不上市的"它们很难

利用证券交易所来向全社会广泛筹措资金&
.-提供银行贷款的银行和需要银行贷款的公司双方可以面对面地协商借贷契约"手续简便"能够达成

令双方满意的借贷条件)如上述双方对分期偿还时间表的订定*&
/-银行贷款的筹措费用与其它筹措方法相比是最低之一"资本成本率亦较低(
0-银行贷款对于筹资公司来说属于一种债务"这样其资本报酬)利息支出*在资产负债关系中属于费用

支出"不计入纳税收入中"所以可以减轻公司所得税负担&
1-除少数例外"一般情形下"银行贷款不会导致公司现有股东参与权的渗水&
%-若公司业 务 增 长 迅 速!预 期 收 益 较 高"则 银 行 贷 款 可 充 分 地 使 筹 资 公 司 享 受 杠 杆 利 益)关 于 杠 杆 利

益"请能见本编第四章第二节+优先股的杠杆作用,与第六章第一节+杠杆利益,*22当然"若公司业务增长

缓慢 -预期收益很低时"银行贷款又会使筹资公司饱受+杠杆作用,之苦)即负杠杆利益*&
银行贷款对公司中期资金筹措缺点是’
#-筹资公司必须按期还本付息&虽然分期付款规定有助于公司现金周转"但在每次分期付款!尤其是最

后一次付款时)其数额较大*"如果公司不能拿出足够的现金"那么公司照常有破产的危险&
.-银行贷款的借贷契约有非常严格的规定)详见下述+借贷契约的规定,*"例如可能会规定须用动产或

不动产作抵押"也有可能限制公司另行举债等"这就给公司未来的举债能力施加了相当的限制&

二!银行贷款借贷契约的规定

这 里所谈的+银行贷款借贷契约的规定,以及下面将要论及的有关贷款利息及担保品!贷款的偿还等都

是中期银行贷款与短期银行贷款的一些主要区别所在"请读者仔细体会&一般来说"中期银行贷款更接近于

长期银行贷款"所以有关中期银行贷款与短期银行贷款 的区别"实质上也是长期银行贷款与短期银行贷的

区别(而长期银行贷款与中期银行贷款 差别甚小"如果说有所差别的话"那就是长期银行贷款对筹资公司的

相关情况要求更高而已&
当公司向银行提出中期借贷申请时"银行将会考虑到中期贷款的发放给银行带来相当的风险&这是因

为"公司提出申请时的财务状况可能较好"但经过相当的一段时期后"公司完全有可能由于在这段时期内财

务状况的恶化而导致其不能按时返本付息"而银行为了避免这种贷款无法按时偿还的风险)这种风险在短期

银行贷款中几不多见*"一般至少要求公司应保持申请借贷时的财务状况"因而"银行在借贷契约中常进行一

系列规定"以确保银行能够避免上述风险"这些规定也因此被称为+保护性契约条款,&概言之"这些条款大致

为以下各种’
#-防止分散资产的规定

筹资公司的流动资产状态"特别是现金状况"对按照规定日期分期偿还借款很重要&因此"银行在契约中

常规定筹资公司应保持的最低流动资产净额以及最低流动比率"而所需最低流动资产净额"将根据公司目前

的流动资产净额加上在借款期内为达到维持足够流动性需要而增加的资本额来确定&而流动比率则是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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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额净值与流动负债的商!
有时"银行还会限制某些现金支出#例如支付股息"提前偿还中长期借款$公司拥有自有股或库藏股"有

时还涉及到职员薪金的增加等方面%占公司净利的百分比率!
此外"为了防止公司将资金冻结于非流动性资产投资上"银行可以规定公 司 必 须 限 制 其 追 加 资 本 支 出

#即形成固定资产的支出%"这常常是规定公司资本支出占年度折旧的一定百分比率!
&’防止资产抵押的规定

银行不仅对防止借款人可能分散资产从而使银行所承担风险的减少感兴趣"而且也希望筹资公司在清

算时有优先清偿权"籍此减少银行所承担的风险!因此"银行在借贷契约中常规定公司须限制担保借款"即规

定 公司不得增借任何借款或至少须经银行同意后才能借款#当然"公司为满足季节性需要等 临 时 性 借 款 例

外%!此外"银行还常常在借贷契约中规定公司不得进行抵押借款"以防止公司把任何财产抵押给任何债权

人(同样的"银行还常常禁止公司为其他任何公司或个人作担保人!
)’相关信息规定

为了随时了解筹资公司的财务现状及经营状况"银行规定公司必须按时向银行递交经过审检的公司每

一份会计表册"并随时向银行通报公司经营情况及经营计划!
*’对参与公司管理的规定

银行通常在借贷契约中有一些保证公司银行管理的规定"例如规定银行可派代表列度董事会#有时甚至

银行可向筹资公司派驻银行董事%"或者规定未经通知银行并征得其同意就不得改变经营管理++这些规定

的目的都是为了防止公司经营管理政策的巨大变更以损害银行的利益!
,’违约处罚规定

对违反上述规定的各种情形"银行又规定了处罚的办法!处罚主要是经济处罚"其中又以强迫公司提前

偿付贷款为主!银行一般规定-若筹资公司到期不能支付任何需要偿还的贷款 或违反借贷契约中其它任何

协定"则整笔贷款立即到期并应偿还!
从上述借贷契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短期银行借款的差别之处即中期借款的要求十分荷刻"而短期借

款相形之下则简洁$宽松得多!当然实践中"这种荷刻性常被缓减!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出现新问题时"筹资公

司可与银行再次.讨价还价/以变更原先的某些规定(另一方面"银行的一些.苛刻/规定有助于公司加强与改

善公司经营与财务管理!

三$利率的确定

中期银行贷款利率"一般比金额相仿的短期银行贷款利率要高!至于利率的具体水平"则视货币市场供

求关系$贷款金额$有无担保品等而不同!一般来说"当货币市场需求压力较小$贷款金额不很大$筹资公司信

誉良好或愿意提供担保品时"银行贷款利率则较低(反之"当银根紧缩#或资金短缺%或贷款数额巨大"或筹资

公司信誉一般乃至较低#或未能提供担保品%时"银行贷款利率较高!
中期银行贷款利率"既可以是在整个借款期间规定一个固定利率"也可以是根据最优惠利率水平来确定

可变利率!由于中期贷款时间较长"其间利率水平可能波动较大"所以"银行与筹资公司双方有时都很愿意采

取可变利率方式"可变利率是由双方协定.最高/和.最低/利率水平#基准是最优惠利率%!例如"借款契约可

规定"贷款利率一般比优惠利率高出 01"但不得比偿付时市场通行最优惠利率高出 )1或低出 &1!当然"
借贷双方对采用何种利率计算方式还是有利益分歧的-当整个利率水平较高时"银行希 望 以 固 定 利 率 来 计

算"而筹资公司希望以变动利率来计算(反之"当整个利率水平较低时"银行希望以变动利率来计算"而筹资

公司希望以固定利率来计算!
在筹资公司提前偿还银行贷款时"如果借贷契约没有规定对提前还贷不予处罚"那么即使在规定还款期

之 前提前还贷"银行仍可以收取整个借款期的利息#联系一下我们在前一章所讲的有关赊购 的 现 金 折 扣 问

题"就会发现中短期信用对.提前偿付/这一问题的截然相反的态度%!但实际上"除非筹资公司是从其他贷款

机构处借入资金来提前偿还"否则大多数银行是允许提前还贷而不处罚"至多适当收取少量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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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银行贷款的担保品

一般来说"银行较少要求短期贷款的担保"但对于中期贷款来说则完全不同#由于中期贷款时间较长"其
间筹资公司财务上变化可能很大"为了尽可能减少乃至避免风险"银行经常要求筹资公司提供担保$尤其是"
当经济活动呈现较大的起伏时"由于对未来的经济形势很难预测"银行更是容易提出这种要求$几乎所有的

贷给小公司的五年或五年之上的中期银行贷款都是以公司的不动产为担保的$因为小企业财力较单薄"经营

情况变动较大"并且财务及经营管理常常又较薄弱与混乱$
其实"银行要求筹资公司提供担保"主要是一种心理作用"而并不是真正指望当公司不能偿还银行贷款

时担保品能提供充分保障$在银行看来"愿意以资产作为贷款的担保品"是公司愿意根据借贷契约清偿贷款

的良好意愿的表示$

五!银行贷款的偿还

贷款的偿还当然是依靠筹资公司营业利润的累积而实现的$但中期银行贷款与短期银行贷款的偿还对

筹资公司的资产负债关系影响不一样"这也是两者重要差别之一$在下述案例中"我们将清楚地看到这一差

别$
%案例 &’&()*+,-.公司需要向银行借贷 /0万美元以满足季节性需要11显然这是一种短期筹资$

表 &’2列出了申请贷款时公司提出的资产负债表与借款投入使用后的资产负债表的比较$季节性销售后"该
公司可把销售新增存货和随后收回应收帐款而获现金用于偿付贷款$然后"若我们假设纳税后的纯利润全部

用作股息分配"并且假设已折旧的设备由新的设备来更换"那么资产负债表将恢复到借 入 短 期 贷 款 前 的 状

况$
表 &’2 )*+,-.公司比较资产负债表

金额单位#千美元

借短期贷款前和借短期贷款后

借款前 借款后 借款前 借款后

资产 负债

现金 20 30 应付票据 0 /00
应收款项 40 /00 其它 50 50

存货 50 /30
流动资产合计 /40 240 流动负债合计 50 /50
固定资产6净7 /&0 /&0 业主权益 220 220

资产总计 340 &00 负债总计 300 300

但假设情形发生了变化#)*+,-.公司为扩展业务准备向银行借 8年期 /0万美元贷款"其中 4万美

元用于添置小型固定资产"&万美元用于流动资金$在收到贷款后"其资产负债表如表 &’3中9借款后:所示$
假若 )*+,-.公司只用净收益来偿还贷款且按分期计划偿付"那么偿付贷款后")*+,-.公司资产负债

表如表 &’3中9还款后:所示$仔细观察这一栏后会发现#6/7流动资产保持在一个新的较高水平上;6279中期

贷款:已为9留存收益:所代替$假定在此期间现金收入总额为 8&万美元"包括税金的现金支出额为 &0万美

元!折旧基金为 &万美元"那么可列出简明现金收支表6如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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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公司比较资产负债表

金额单位*千美元

借中期借款前+借款后和偿还借款后

借款前 借款后 还款后 借款前 借款后 还偿后

资产 负值

现金 ,- ,- ,- 流动负债 .- .- .-

应收款项 /- .- .- 银行中期贷款 0--

存货 .- 0-- 0-- 股本

流动资产合计 0/- ,-- ,-- 缴入公积 ,,- ,,- ,,-

固定资产1合计2 0!- ,-- ,-- 留存收益 0--

资产总计 #-- !-- !-- 负债总计 #--- !-- !--

表 !"! 简明现金收支表

金额单位*美元

现金收入 3!-4---

现金支出 !--4---

现金加减 0!-4---

减*固定设备更新 !-4---

偿还贷款 0--4---

现金减少 0!-4---

现金净增 -

从上述案例中我们可以感觉到*由于银行在评价中期银行贷款申请时较 注 意 筹 资 公 司 的 预 期 收 入4所

以4凡涉及中期银行贷款时4银行注意力不是象评价短期贷款申请那样集中于公司资产负债表4而是更多地

注意损益表1因为损益表反映了公司在一定时期内积聚现金的能力25

六+银行贷款对公司的利益

在有关银行贷款问题的最后4我们将介绍如何评价银行贷款对公司的利益4进而决定是否向银行借贷的

问题5
这里的基本原则是*只要预期的投资报酬率大于银行利率4则公司应向银行借贷4并且借贷越多4获利越

丰富66这就是所谓的银行贷款的7正杠杆作用85
请参见下列案例*
9案例 !"3:已知 $%&’()公司准备投资 0----元4投资残值为 -4投资有效期为 0-年4税前年收入为

#---元4
("利用复利现值公式很容易计算出*当这 0----元投资完全由公司本身提供时4那么对于公司来说4税

前 利润率为 ,;"#<5而目前中期银行贷款利率为 0-<4则 由 于 投 资 报 酬 率 明 显 高 于 银 行 贷 款 利 率4$%&=
’()公司应向银行借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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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这 #$$$$元资本中%银行贷款占 &’%公司自有资金占 &$’%且假定银行贷款是 #$年之内每年末

付利息%第 #$年末加付本金(现金流为

) )

)))))))))

*
+,-&$$

$ #$

&$$$&$$$

即第一年投入 &$$$元%以 后 每 年 收 入 -&$$元.即*/$$$元0&$$$元1#$’,-&$$元2第 十 年 末 支 出

&$$$元(根据现金流%列出以下方程*
&$$$,-&$$.34+%5%#$20&$$$.346%5%#$2
利用内插法可知 5,78’
将 5,78’与 5,-9"/’相比较%可知公司获利率明显上升(
:"进一步假设这笔资金的 8$’来自年利率 #$’的银行贷款(公司第一年投入.#$$$$1-$’2,-$$$

元%以后每年收入./$$$08$$$1#$’2,--$$元%第十年末支出 8$$$元%现金流如下

)

) ) ) ) ) ) ) ) )

)

*

+,--$$

-$$$ 8$$$

根据现金流%列出下列方程*
-$$$,--$$.34+%5%#$208$$$.346%5%#$2
利用内插法可知 5,##$’(
将 5,##$’与 5,78’和 5,-9"/’相比较%可知公司获利率进一步上升(
根据 +;!;:三个计算%可列出下列图 7"<%它表示了不同贷款比例对公司实际税前投资收益率的影响(
以上我们是计算公司税前投资利润率%实际上公司税后投资利润率也呈同样变化趋势(

图 7"<

第三节 租 赁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租赁业发展甚快(租赁业的发展有其客观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一方面设备价

格越来越昂贵%另一方面迅速的技术进步又使这些昂贵的设备迅速贬值(目前%租赁作为公司筹措中期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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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的重要性!已仅次于中期银行贷款"
作为中期筹资工具的租赁与作为长期筹资工具的租赁!其性质#特点及运用都是极为相似的!所以!在这

里我们不作详细介绍!而留待下一章第七节再作分析"

$%& ’财会管理卷’



第五章 长期资金的筹措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公司短期与中期资金的筹措!它们构成了公司财务活动中重要内容"但对于每一个

追求长期利润极值的公司来说!由于公司战略性发展的需要!使得长期资金的筹措成为公司发展更重要的问

题!筹措长期资金的计划也因此构成了公司战略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 期资金!一般是指 #$年以上的资金!其主要来源于个人%个人到证券交易所直接购买各种股票&与金

融组织%这是个人资金通过金融组织对企业的间接投资&!它具有时间长’稳定性强的特点"
与中短期资金的筹措不同!长期资金筹措的主要对象是各类证券(筹措长期资金!通常也因此是指在证

券市场上发行各类证券"除此之外!银行信用及租赁在企业长期资金筹措中亦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租赁在

二战以后!作为一种崭新的长期筹资工具!迅速得到推广!在经济生活中显示出越来越大的重要性"
本章即主要介绍证券%括普通股’优先股’公司债’可转换证券与购股权证等&’银行信用与租赁这三种主

要的长期筹资工具"

第一节 证券%#&)普通股

所 有类型的商事组织**股份公司’合伙企业与独资企业**都以主权资本%即业主权益&的形式从投

资 者获得其所需资金的若干部分!以两权%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立以及容纳巨大社会资本为特色的股份公司

更是如此"实际上!公司资本中的主权资本!通常构成一个公司的首要资金来源!并且是保证这个公司获得其

它资金来源的基础"因此主权资本并不仅仅是一项资金来源!而且是形成公司资本结构的基础"此外!持有主

权资本者!对于公司管理负有最终责任并承担实质上的风险"与其他类型的企业组织不同的是!在股份公司

资本结构中!主权资本占有更重要的地位!股份公司几百年演化的主要范畴也正是主权资本"而在股份公司

内部!其资金长期筹措与中短期筹措的重要区别之一也正在如此!即中短期资金筹措一 般 不 借 助 于 主 权 资

本!而长期资金筹措则一般借助于主权资本"因而!我们本章对长期资金筹措的讨论就从分析股份公司主权

资本的所有权**主要是普通股与优先股**开始"在本节!我们将首先介绍普通股!下节里!我们再介绍优

先股"

一’普通股的特点

普通股是公司股份中最常见一种!代表持股人在公司中的财产或所有权"普通股持有人是公司基本股

东!享有表决权!因而可以通过选举董事会对公司主要政策及决策行使支配权!此外!普通股东一般还拥有优

先认股权(在债权人与优先股的利益得到满足后!普通股东对公司的利润和资产拥有无限权利"普通股属于

高风险’高收益型股票"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普通股对公司长期筹资的利弊"
普通股对公司筹资主要优点是)
#+公司没有清偿普通股的义务!这使得公司获得稳定的长期资本供给!这是由于普通股没有任何届满

的日期)
,+公司没有支付普通股的法定义务!这使得公司可以依据具体情况行事)当盈利存在且较多时!就宣布

与支付股息(当盈处不存在或较低!或者当公司迫切需要现金时!就可以少付或完全停付普通股股息(
-+公司可用普通股的买进或卖出来临时改变公司资本结构"例如!在公司盈利很高时!为防止现金的大

量外流!公司可以在未公布盈利前即在市场上购买自己的普通股!作为库藏股储存起来(在公司经营不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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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普通股市价下跌时!如果公司预测未来经营情况良好!亦可购进自己的股票储存起来!俟盈利增 多时再

予抛售!这样一方面有效地阻止股价下跌"坚定股东信心!另一方面又能获得可观的利润#
$%通过普通股这种主权资本筹资!可以使公司免受债务人及优先股东对经营者施加的某些限制#
&%普通股构成支付公司债务的基础!发行较多的普通股!意味着公司对债权人提供了较大程度的保护!

能有效地增强公司借款能力与贷款信用’
普通股对公司筹资主要缺点是(
)%筹措普通股时发生的费用*如投资银行顾问费用"包销费用等+较高’据西方各国经验数据!发行证券

费用率最高的是普通股!其次是优先股!费用率最低的是公司债#
,%普通股的资本成本率亦较高即公司向普通股支付的股息等报酬较高*详见本编第五章的分析+’一般

来说!普通股资本成本率最高!其次是优先股!最低的是公司债#
-%普通股的增加发行往往会使公司原有股东的参与权渗水’因为增发新股意味着增加新股东!一方面

新股东会获得原有股东拥有的投票权与支配权!另一方面新股东对公司已累积公司盈余有分享权!这样就降

低了每一普通股的可能的净收益!从而可能引起普通股市价的下跌’

二"普通股的发行

实际上!下面介绍的普通股发行的三途径同样适用于优先股"公司债等其它证券’所以在后面的各类证

券介绍中!我们将不涉及证券的发行问题’
普通股可以通过公开发行"给股东优先认股权及内部协商等三种途径予以发行(
*一+公开发行

公开发行有两种市场’初级市场*一级市场+是专门发行新股市场!这个市场由投资者"中间人*投资银行

和经纪人+及筹措资金的企业三方构成!它是公司筹资应主要关注之点!是公司筹资的场所’次级市场*二级

市场+则是指投资者相互之间买卖已发行证券的市场!其证券买卖并不会影响企业资金的变动!但会影响到

企业证券的流通渠道’
公司筹措长期资金时!可通过熟悉投资市场行情的投资银行代为发行’投资银行有三个功能(
)%充当顾问!即向筹措资金的公司建议发行什么证券!以什么价格发行!利息多高!期限多长等#
,%包销证券!即投资银行自己买下公司全部证券!然后设法转卖给个人或其它投资机构#
-%推销证券!即投资银行设法帮助筹措资金的公司销售证券’
必须注意的是!并不是任何股份公司均可采用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股票’只有那些股票*普通股"优先股

等+已经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公司才能公开发行股票!这些公司因此被称为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的股票

也因此被称为上市股票’一个公司股票要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必须符合证券交易法的有关上市要求!例如公司

必须拥有法定最低股本额"必须定期公布公司财务状况与经营情况"公司有稳定的收益等等’
*二+优先认股权

通常!公司在发行新股时!让它的股东优先认购!为此!公司常向股东印发.优先认股权证/’这样!公司增

发新股时!可由原有股东自动认购而毋需经过证券市场’当然!原有股东也可以不认购新股!这时!由于认股

权证实质上代表着一种对公司先前已累积起来的公积的一种要求权!所以这有一定价值*尤其是当公司盈利

很高时+!因而可由原来股东在证券市场上公开卖出或在公司原有股东内部转卖以获得货币’
*三+内部协商发行

公司增发证券时!如果知道一些投资机构或个人愿意购买!通过内部协商而毋需公开发行即可成交’这

样!手续简便"发行迅速!节省时间与发行费用!但利率往往较高’
值 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由于公司股票发行数额越来越大!公开发行*依靠投资银行+的成本也就越来越

高’有鉴如此!许多公司离开投资银行!转而采用内部协商的发行方式!以节省发行费用’内部协商发行方式

的盛行!使得.场外交易/逢勃兴起!严重影响了投资银行的传统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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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普通股优先购股权在公司筹资中的运用

前 面"我们已经讲到"普通股股东一般均拥有优先购股权#除非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并且股东所拥有的

优先购股权可购买新股的总数取决于他所拥有的股份在公司股份总额中的比例%实际上"在公司筹资决策中

若能适当配合使用优先购股权"有时则能取得相当的成功%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01公司为取得海外新发现的一大铜矿采矿权"需要 2"233万美元%有关资料表明矿

石开采价值很高"但因在海外"要承担相当风险%财务管理人员经过了下列分析&第一方案&发行债券筹资%但
因为这一项目风险较大"而债券持有者的本性是逃避风险"所以除非给予极高的利率"否则债券很可能销售

不出去4第二方案&发行新股"但由于该公司盈利非常可观#留存收益总额为 5"333万美元$"而增发新股必定

会使原有股东参与权渗水而会遭到股东反对%在反复考虑的基础上",-./01公司财务管理人员设计出第

三方案即在发行新股同时!配合发行新股认购权%财务管理人员认为这是取得成功的最好机会"因为现有股

东对公司当时经营非常满意"因而非常愿意迅速购买新股!缴纳出资%事实证明"该公司财务管理人员的估计

完全正确66这是一个成功的筹措长期资金的决策%
下面介绍几个与优先认股权有关的技术问题&
#一$股东有权认购新股总额的计算

,078,-79
,0
,- #公式 ()5$

式中&,- 表示公司原有股份总数%

,-7表示公司增发新股总数%

,0 表示 0股东原有股份总数%

,07表示 0股东有权认购新股的总数%
例如",-./01公司最初发行 :3万股普通股"其中 0股东拥有 :33股%若公司增发 5万普通股"则 0

股东有权优先认购的新股为&

,07853"3339 :33
:33"333853#

股$

#二$优先购股权权值的计算

我们已经说过"优先购股权是可以转卖或出售的"这就涉及其权值计算问题%实际中可选用下列三公式

之一&

:);8<9.:=. #公式 ()*$

式中&<代表股票市场价格与股票面值之差4

.代表新股与旧股的认购比率4

;为优先认股权价格%
例如",-./01公司旧股面值为 :33元"其市价为每股 ::3元"每四股可认购一新股"则每股认股权价

格为&

;8
#::3>:33$9 :(

:= :(

82)33#元$

2);8?>@,=: #公式 ()A$

式中&?代表旧股市场价格4@代表认购新股之价格4,代表每购一新股所需旧股的数目%
例如",-./01公司旧股市价为 (3元B每股"认购新股价格为 C3元B每股"每 D股旧股可认购 :股新

股"则每股认购权价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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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
.%/
0 +公式 #*1,

式中2-.表示不附有优先认股权股票的市场价值3
例如4056789公司不附有优先认股 权 股 票 的 市 价 为 #1元:每 股4认 购 新 股 价 格 为 ##元:每 股4每 ;

股旧股可认购 )股新股4则每股认购权价格为2

!"#1%##; ";*$$+元,

+三,公司财务管理人员对认购价格的确定

从上述关于优先认购权权值计算中我们可以发现4认购价格的确定是很重要的3而认购价格又必须由公

司财务管理人员据公司当时的资产负债情况<证券市场供求情况<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等方面情况进行考虑后

作出决定4这是一项经验性很强的工作3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认购价格被不适当确定时的情形2
)*当订购价格偏高时4由于原有股东从中可能得到的利益较少4新发行股票出售不掉的风险因此而大

大增加了=尤其是4当市场价格下跌时4这时订购价格很可能实际上接近乃至超过市场价格3这时4对于每一

位原有股东来说4优先购股权实际上已无任何意义4而公司的筹资计划也会因此而失败3
;*当订购价格偏低时4原有股东从所获得的廉价股票中得到巨大利益4但另一方面公司可能蒙受财务

上一定程度损失2首先4公司由此而筹得的资金可能较少=其次4依据公式 #*1可知4当订购价格偏低时4不带

认股权证的股票市价也会较低4这不仅会进一步使公司所筹资金减少4而且还会给公开市场一个信息+虽然

这一信息可能是失真的,即投资者对公司新发行股票的收益期望值较低4而这对公司筹资信誉与形象是一个

不利因素3当然4上述分析并不排除这种情形下资金筹措计划仍然获得成功的可能性4因为当投资者对公司

经营非常有信心时4踊跃的购买会使市场价格+不带有认股权证,上升而带动认股权证价格上升4从而接近或

达到均衡水平3
上面的分析表明2适当的订购价格是公司<公司的原有股东及其它投资者之间的一种利益均衡3

第二节 证券+;,2优先股

一<优先股的种类

优先股的种类很多4主要有以下几种2
+一,累积优先股3这种优先股最常见3其特点有两个2一是股息率固定=二是股息可以累积+当公司营业

不好<无力发放股息时4优先股股息可累积下来4在公司盈利较多时再优先补发积欠的股息,3其股息率一般

略高于公司发行的债券的利率3
+二,股息率可调整的优先股3这种优先股特点是2股息率不固定4而且定期随其它证券或存款利率而调

整+但 与 公 司 盈 亏 无 关4也 就 是 说4它 依 赖 的 调 整 参 照 系 并 不 是 公 司 的 盈 利 水 平 而 是 其 它 投 资 的 资 本 收 益

率,3
+三,可转换优先股3这种优先股允许股东在一定时期内4以一定比例4将优先股换成该公司普通股3交换

比例是事先确定的4其数值取决于优先股与普通股的现行价格3由于这一个性质4使可转换优先股的价格波

动与其它优先股相比较剧烈3
+四,参与优先股3其特点是2当公司盈利较多时4股东除按固定股息率分得股息外4还可以分得额外股

息3其数额取决于每股普通股票股息与每股优先股票股息的差3
+五,非累积优先股3其特点是2股息率固定但某期未支付股息不得累积到下一期3由于它对投资者不利4

认购者少4因而很少发行3
前 述五种优先股中4非累积优先股与参与优先股+参与优先股对发行公司非常不利故也很少发行,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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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均很少!股息率可调整的优先股则近年才刚出现!至于可转换优先股我们则准备在本章第四节再予讨论!
所以本节讨论的优先股主要是指发行量最大"最普遍"也是最典型的累积优先股#

筹资公司在选择不同类别的优先股时!应充分考虑投资者对不同类优先股的偏好#在经济剧烈波动或经

济衰退时!可发行累积优先股!当经济稳定成长时可发行非累积优先股$在投资者要求较高收益时!可发行参

与优先股$在投资者要求较高收益和较大的对公司经营支配权时且甘愿承担一定风险时!可发行可转换优先

股%%

二"优先股的特点

优先股股票是一种性质复杂的有价证券!同时具有主权资本与债务资本的若干特征#例如!一方面!优先

股具有明确规定的股息率!这种固定的股息率加上优先股对收入与资产的优先要求权!使它类似债务$但另

一方面!除非公司章程另有规定!优先股股东又拥有与普通股股东大致相同的权利!并且!优先股没有一定期

限!股息又是用税后净利润支付!所以!法律认为优先股是股票!属于主权资本范畴#
优先股对公司筹措资金主要优点是&
’(股息率固定!能利用财务杠杆利益#优先股能使公司利用财务杠杆利益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将在本

书中专辟一个问题来介绍这一点!而在此处不表#
)(没有一定届满日期!这样也使公司获得一批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对公司的现金周转也有明显的好

处#
*(由于优先股股东一般不享有投票权!所以公司能够避免优先股股东参与投票而分割掉对公司的支配

权!有效地保持了原有股东对公司的支配地位#
+(由于股息是累积的!当公司经营情况不好时可以不支付股息而留待以后宣布与支付!这就给了困境

中的公司一个扭亏为盈的喘息之机!而不会迫使公司破产#
,(一般证券买卖要缴纳税收!而优先股转换成普通股或债券!可以免税#
优先股对公司筹措资金主要缺点是&
’(优先股的清偿权优先于普通股而仅次于公司债之后#
)(优先股仍属于主权资本!所以其股息必须从税后净收益中支付!而公司债利息则用税前收益支付!这

样!较之于公司债!优先股增加了所得税负担#
*(优先股虽然没有满期!但公司章程中的一系列规定!又实质上规定了届满的日期#例如公司章程中常

有赎回条款!规定在什么条件下!公司以什么价格赎回优先股#又例如!公司章程常规定公司须设立偿债基

金!即只要公司盈余多到足以让公司定期回收优先股!则公司每年都必须购进一定百分比的优先股股票#一

般地!若公司不履行它对优先股设置偿债基金的条款!通常就禁止它对普通股支付股息#当然!上述规定也不

一定必定对公司经营不利!尤其是赎回条款#当金融市场利率下降时!发行公司经常行使赎回条款!通过发行

新的"股息率较低的优先股来赎回原来发行的优先股!借以节省股息的支出!这对公司经营显然是有利的#

三"优先股的杠杆作用

在一定公司资本结构中有无优先股和优先股的多少!对普通股的收益影响很大!这种影响称为优先股的

杠杆作用#股息来源于公司利润!而公司利润则是由发行普通股"优先股"债券"向银行借款等筹集的总资金

赚得的#当总资本盈利增加时!-杠杆作用.可以使普通股的股息收益率很大增加$另一方面!当总资本盈利下

降时!-杠杆作用.也可以使普通股收益的下降幅度大于没有发行优先股"债券时的下降幅度#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01有23和43两个公司#23公司资本结构只有普通股!某期可分派作股息的利润为 *55万元!

则 此 *55万元全由普通股股东分享$若公司下期盈利增加到 655万元!普通股股息则增加 ’倍#而43公司资

本结构中同时有普通股与优先股!某期可分派作股息的利润为 *55万元!此 *55万元中的优先股股息为 )55
万 元"普通股股息为 ’55元$7如有 ,万股东!则普通股每股股息为 )5元8$若总资本下期盈利增加到 95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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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其中优先股股息仍然为 "##万元!普通股股息却达 $##万元%普通股每股股息为 &"#元’((在这里!可

分派的利润只增加了 &倍!而普通股当年的收益却增加了 )倍*然而!若总酱下期盈利减少到 "##万元!那么

这 "##万元必须全数支付给优先股股东!而普通股当年的收益却等于零((在这里!可分派的利润只减少了

一半!而普通股每股股息却从 "#元降至 #+
从上面案例中可以看到!在公司业务持续发展,盈利巨额增长时!发行优先股较之于普通股是对公司筹

措资金有利的+
上述的-杠杆作用.或-杠杆利益.不仅存在于普通股与优先股之间!而且存在于其它各类证券之间+

第三节 证券%/’0公司债

一,公司债的种类

公司债分为有担保公司债与无担保公司债两类!列举如下0
%一’有担保公司债

有担保公司债又主要有以下三种0
&1抵押公司债

抵押公司债是以公司厂房,土地等不动产作抵押而发行的公司债!当公司不能还本付息时!可将这些抵

押品变卖偿还+有时!同一资产可以同时作为两种抵押公司债的担保!不过公司债也要相应地分为第一抵押

公司债与第二抵押公司债+在清偿方面!第一抵押公司债优先于第二抵公司押债+
"1设备抵押公司债

设备抵押公司债是以设备为抵押品,以银行等金融组织为债权人的公司债+当公司需要添置设备时!可
出 具这种设备抵押公司债%实际上是一种证书’!向银行等金融组织借贷!而购买的设备即 成 为 债 务 的 担 保

品+
/1证券抵押公司债

证券抵押公司债是以其他企业发行的股票或公司债作为担保而发行的公司债+有的母公司信誉较好!有
条件发行利率较低的公司债!就可以将独立经营的子公司的股票作为担保发行公司债!而将所得资金供给子

公司使用+
%二’无担保公司债

无担保公司债又分为以下三种0
&1信用公司债

信用公司债是指没有抵押品,完全靠公司良好声誉和较高的回收情况发行的公司债+声誉很好的企业!
常常发行这种公司债!以便留下更多的可作抵押的财产!供以后借款之用+

"1附属公司债

附属公司债是在公司破产清理时在信用公司债之后获得清偿权的公司债+
/1收益公司债

收益公司债是在公司经营不利时可暂不付息!至获利时再支付积欠股息的公司债+其清偿权优先于附属

公司债+
投资者在选择不同类别的公司债时!虽然对收益水平也很关注!但更重要 的 则 是 考 虑 还 本 可 能 性 的 大

小+所以!从筹资公司的角度而言!选择不同类别公司债时!应充分考虑到投资者的上述心理!视自己具体情

况作出抉择0若筹资公司信誉非常好!可发行信用公司债!而把自己的物质基础作为进一步借款的担保品*反
之!若筹资公司信誉一般乃至较差!则应发行各类担保公司债+

二,公司债的特点

公司债是公司基本的长期债务证券!是一张长期本票+公司债的发行者%借款者’许诺在某一特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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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偿还一定金额!并按规定利率支付利息"其清偿权优先于普通股#优先股等主权投资"公司债规定有届满

期!但公司往往通过偿债基金!分批提前赎回"
公司债对公司筹措资金优点$
%&公司债利息率低’低于优先股与普通股的股息率(!这样公司债资本成本率低"
)&在计算所得税时!公司债利息支出可从收益中扣减!这样减少了公司纳税负担"
*&与优先股一样!公司债使公司的股东能享受财务杠杆’即举债经营(利益!有利于提高普通股每股收

益"
+&由于公司债持有人一般不享有投票权!所以公司能够避免优先股股东参与投票而分割掉对公司的支

配权!有效地保持了原有股东对公司的支配地位"
公司债对公司筹措资金的缺点$
%&增大公司的风险"由于公司债到期必须偿还’即使设立了偿债基金(!所以!如果当时公司财务困难!

则公司债的偿还对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甚至可能使公司破产"
)&由于公司债有届满期!所以容易给公司现金周转带来一些麻烦"
*&由于有关公司债法律条例的规定’例如公司举债额不得超过公司总资本的一定比例#未按时支付上

期公司债利息者不得发行新公司债#连续数年未支付优先股股息者不得发行新公司债等(!也由于有时公司

债信托契约会限制新发行公司债!所以!公司发行公司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约束了公司从外部筹措资金扩

展的能力"
将上述公司债特点与前述普通股和优先股这两种股票的特点相比较!我们可以归纳出两者的区别来$
%&经济性质不同"股票是所有权凭证!而公司债只是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明"因此!股票无须还本!而债券

却要到期偿还"在此意义上!发行股票可使筹资公司既得到可供长期使用 的资金!又不会背上债务负担,但
反过来!要使股票争夺投资人!筹资公司又必须承诺向股东提供比债券优惠的权益"

)&所提供的权利不同"股票是所有权凭证!所以股东有权直接参加筹资公司的经营管理"公司债只是代

表债权债务关系!所以只要筹资公司按时还本付息!则债权人毋需也不能干预筹资公司经营管理"在此意义

上!发行公司债不必担心投资人对筹资公司经营管理进行干预!而发行股票’除非新发股票全部被原有股东

按原持股比例认购(则意味着原有股东地位的削弱和权力分离’即参与权渗水("
*&所提供收益不同"股票是一种高风险#高收益有价证券!它对那些为获高利而甘冒风险的投资人有吸

引力,公司债则是一种安全性大但收益也较低的有价证券!它对那些不愿冒风险但又不愿仅获银行储蓄利率

的投资人有吸引力"因此!筹资公司应在筹资时充分考虑到自己的资金的可能供给者的偏好"同时!在经济环

境变化时!两者筹资成本也不一样$在经济稳定发展时期!股票的筹资成本较小,在经济剧烈波动或经济衰退

期!公司债的筹资成本则较小"
+&对二级市场要求不同"股票没有期限要求!要想收回投资就必须利用转让机制!而公司债因到期还本

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先天流动性"故在二级市场不发达条件下!发行公司债比发行股票容易得多"

三#发行公司债的财务决策

上面!我们归纳了股票和公司债的区别"而在公司具体的资金筹措中!则需要作更详细的财务分析即为

了筹措等额资金!到底是发行公司债还是股票-关于这一财务决策问题!实质上涉及到三个方面即$收益’大
小(#危险性’高低(与对公司经营管理的支配等"下面分而叙之"

’一(收益

对 收益的考虑主要是应设法增加公司现有普通股股东的股票每股收益’英文缩写 ./0(!因为公司是为

这一目的而经营的"在实际决策中!这常涉及到另一个重要指标即税前收益’这里的税前收益还包括利息!英
文缩写为 .123("

首先介绍一个常用公式$

./045
’.123462(’%63(6/7

0 ’公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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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表示盈亏平衡时的 "#$%值即公司的 "#$%盈亏平衡点’

$表示公司债应付利息金额’
%表示边际公司所得税率’
()表示优先股股息金额’
*表示已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
"(*&表示盈亏平衡时的 "(*值即公司的 "(*盈亏平衡点+

在选择发行普通股还是发行公司债时,可运用上述公式+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01234567公司准备筹集 8&&万美元长期资金,全数必须通过增发股票或发行新公司债来解

决+当时,公司相关财务资料如下!公司有普通股 8,&&&,&&&美元9股份 8&&,&&&股:;优先股 .&&;&&&美元

9股息 <=:;第一抵押公司债 ><&,&&&美元9利率 .=:;边际公司所得税率为 <&=+234567公司财务主管

提出下列两个方案!方案 6,出售利率 0=的 8&&万美元信用公司债’方案 #,出售面值 8&美元的普通股 ?<,
&&&股+为了作出正确决策,公司财务主管决定运用盈亏平衡技术和公式 ./@作出计算,即计算出两个方案

"(*&相同时的 "#$%,即 "#$%的盈亏平衡点,由此引申出公式 ./8&!
9"#$%&A$6:98A%6:A()6

*6 B9"#$%&A$#:98A%#:A()#*# 9公式 ./8&:

在这里 %6B%#B<=,()6B()#B.&&&&&C<=B?&,&&&9美元:

$6B8,&&&,&&&C0=D><&,&&&C.=B88&,&&&9美元:,

$#B><&,&&&C.=BE&,&&&9美元:,*6B8&&,&&&9股:,

*#B8&&,&&&D?<&&&B8?<,&&&9股:
分 别代入,可有"#$%&B.>9万美元:+这也就是说,234567公司"#$%只有到达 .>万美元时才能保本9不
盈不亏:,这时的 "(*值为 8/F9将 "($%的值代入公式 ./@即可得:+绘出此时的盈亏平衡图9见图 ./>:+从

图 中 可 以 看 出,若 234567公 司 的 预 期 "#$%小 于 .>万 美 元,则 应 选 用 方 案 #9即 发 行 股 票:’若 预 期

"#$%等于 .?万美元,则两方案等值,财务主管可相机抉择’若预期 "#$%大于 .>美元,这时选用方案 69即
发行公司债:+若 234567公司市场调查人员预测本年度 "#$%为 8&&万美元,则依据图 ./>,明显地应选

用方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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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案例中所运用的只是一种很粗浅的分析方法!更详细的分析将在本书第六章第一节予以介绍"
#二$危险性

这里所讨论的危险性是指由于公司债须定期返本#偿还现金$而对公司现有股东带来的危险性"这种危

险性是这样估计出来的%根据公司信托契约规定所需每年现金流出与由于收益而获得的现金收入相比较"而

&由于收益而获得的现金收入’是指税金减除之后(非现金支出#例如折旧费用$减除之前的收益"基本计算公

式如下%

股票每股现金流转)#*+,-./,$#0/-$/12/34523 #公式 6700$

式中%34代表规定每年偿还的债务#偿债基金$!2代表每年冲减收益的折旧费用

我们承接上述案例 678"在前述&收益分析’中!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在 9:;<=>公司预期 *+,-为 0..
万 美元时!方案 =#即发行公司债$将优于方案 +#即发行股票$"现在我们则要考察这两个方案各自的危险

性"相关财务资料如下%每年须支付第一抵押公司债 0?万美元!新公司债每年偿债基金则为 0.万美元!预计

折旧费用年额为 0@万美元"通过下列公式!我们很容易求出式中的 *+,-.为 06?万美元%

#*+,-./,=$#0/-$/12/34=52
3=

)#*+,-./,+$#0/-$/12/34+523+ #公式 670A$

这一数字的经济意义是%只有预期 *+,-为 06?万美元时!9:;<=>公司现金流出与现金流入才达到

平衡"这时的&股票每股现金流转’为 ?7@.美元"可给出图 678"由图中可知!在预期 *+,-为 0..万美元时!
就危险性而言!方案 +是优于方案 =的!但在 *+,-超过 06?万美元时!方案 =优于方案 +"

这时!9:;<=>公司财务主管面临着一个新困难%就收益与就危险性所作的分析结果是不一致的"如

果他自身有一种强烈 的高收益偏好!或者!他有信心进一步提高预期*+,-水平!那么他仍然会选择方案="
#三$对公司经营管理的支配

显然!正如前面已经谈到的!由于股票与公司债赋予的不同权利!公司债持有人对公司经营管理的支配

的可能性大大小于公司股东对公司经营管理支配的可能性!因而就这一方面而言!方案 =又优于方案 +"
综合上述三方面分析!9:;<=>公司财务主管最终选择了方案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成功的财务决

策!因为实际年度 *+,-均在 0B.万美元以上"
在 综合分析时!也可采用&评分法’"我们还是沿用上述9:;<=>公司案例"假设9:;<=>公司对上

述 三个问题重要性评分如下#总分 0.分$C然后比较 =(+方案!在三个问题上任一问题中!若一方案优于另

一方案!则优者为 0分!劣者为 .分!则%

高收益 低危险性 低支配权

? 6 0

方案 =总分)?D056D.50D0)@#分$
方案 +总分)?D.56D050D.)6#分$

这就是说!从综合方面来讲!方案 =优于方案 +"
我们注意到!决策者的偏好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 9:;<=>公司案例中!假设公司对三个问题重要性

偏好改变为%

高收益 低风险 低支配权

A @ A

则方案 =总分)AD05@D.5AD0)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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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总分"#$%&’$(&#$%"’)分*
这样方案!反而优于方案+,这充分说明-公司在筹资时所处的外部环境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的本性对筹资

决策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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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证券)1*-可转换证券

一;可转换证券特点

可转换证券是指那种在特定价格情况下能转换为同一公司普通股的公司债或优先股,所谓<特定价格=>
就是指转换价格或转换比率-转换价格是指转换时每股普通股的作价?转换比率是指多少普通股可转换一张

可转换证券,例如-面值 (>%%%美元公司债>可转换成 1%份普通股>这时>转换比率是 1%@(>转换价格是每股

#8美元,必须注意的是>转换价格或转换比率并不是自始至终必须保持不变>许多可转换证券附有分期提高

转换价格的规定,例如>面值 (%%美元可转换优先股>在头两年普通股的转换价格为每股 1%美元>在后两年

则为每股 8%美元>这样做是为了鼓励可转换证券持有人尽快转换,另外>当公司发行可转换证券时>常把转

换普通股价格定得高于其市价>其差额称为转换溢价>转换溢价经常用百分比来表示,例如>在发行面值 (>
%%%美元的可转换公司债时>将转换价格定为 8%美元)而当时市价为 1#美元*>这样>就产生了A)8%B1#*$

(>%%%
8% "C(’%

美元的转换溢价>用百分比来表示就是A (’%美元
)(%%%美元B(’%美元*"C(D2(E,

大多数可转换证券发行时存在的转换溢价和可转换证券的双重性质紧密联系在一起,可转换证券发行

之初>它为投资者提供固定报酬>这等于投资于单纯公司债或优先股?当公司资本报酬率上升>公司普通股上

升时>投资者又获得了自由交换普通股的权利>因此>从投资者角度来看>转换溢价是值得支付的>他们乐于

接受收益较低的这种可转换证券,
可转换证券对公司筹措资金的优点是-
(2可转换证券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公司可依据公司具体情况>设计出不同的报酬率;不同的转换溢价等

条件的可转换证券>以寻求最佳的长期筹资方式,
#2一般来说>可转换证券的报酬率较低>例如可转换公司债利率就比单纯的公司债利率要低>可转换优

先股股息也比单纯的优先股股息要低>这样可转换证券的资本成本率较低>大大减轻了公司的筹资成本>使

公司获得廉价的资本供给,
92单纯的公司债或优先股均有届满日)优先股一般都由公司赎回*>而可转换公司债和可转换优先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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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可转换证券却由于一般要转换为没有届满期的普通股!所以!可转换证券的发行为公司提供了长期"稳定

的资本供给#
可转换证券对公司筹措资金的缺点是$
%&发行可转换证券!虽然可使公司得到一笔高于普通股市价的转换溢价!但当股票市价猛涨且大大高

于普通股转换价格时!反而使公司蒙受了财务损失#
’&当普通股市价未象预期的那样上涨时!可转换证券的转换就无法实现!这极可能断绝公司获得新的

长期资金的任何来源#这是因为!证券的转换未能实现时!一方面公司几乎不可能再发行新的可转换证券!另
一方面由于投资者对公司财务状况的怀疑!会导致其它非可转换证券发行的困难#

(&即使可转换证券的转换顺利实现!转换实现本身就意味着对公司原有股东参与权的严重渗水)除非

可转换证券全部由原有股东按其原有持股比例所持有*!也会引起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干涉#

二"可转换证券的运用

由上述可转换证券的特点可知!把可转换证券作为一种筹措长期资本的工具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大致

说来!这些条件是$
%&与预期的未来价格相比较!目前公司普通股的市价偏低#
’&需要一些特殊条件来促使证券的畅销#
(&需要对股息制度不同的其他企业实行兼并#
下面!我们将结合三个案例!分别说明可转换证券在三种情形下的运用#
)一*普通股目前市价偏低

普通股市价偏低的原因是多种多样!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即公司盈利水平良好但其普通股市价仍然偏

低#这时!如果公司财务人员认为这种偏低是不合理的!他们可以发行可转换证券#另外!即使目前的普通股

市价真实它反映了目前公司的盈利水平和经营实力!而公司财务人员认为未能反映公司未来的益利能力!即
相 对于公司预期的收益水平来说!公司普通股目前的市场价格是+偏低了,!那么公司也可 以 发 行 可 转 换 证

券#当然在上述两种情形下!公司最佳筹资决策应该是暂延发行任何证券而待公司股票市价上涨时再予发行

)这时对于筹措等量资金!公司付出了较少的股权*!然而!当公司因商业情况所逼而不得不增发证券时!发行

可转换证券不失为一种明智的筹资决策#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0123456公司有两种筹资方案$方案 5!发行 %77万美元可转 换 公 司 债8方 案 9!发 行 ’:!

777股每股 .7美元的普通股#可转换公司债利率为 ;<!转换价格为每一普通股 :7美元#123456公司财

务主管为此做出了如表 .&:的财务分析)请注意!财务主管在分析方案 5时!就转换前和转换后两种情形进

行了比较分析*#表 .&:的分析表明$以可转换债券的发行来代替普通股的发行!可以使公司以高于普通股市

价 ’:<的价格出售增发证券#同时!公司以可转换证券代替直接发行公司债可避免公司债清偿时的大量支

付!使公司现金枯竭#表 .&:中所列方案 5的转换前的情形!实际上就是假设发行单纯的公司债的财务可能

性#于是!123456公司选择了方案 5#事实证明!这是一次成功的筹资决策#
表 .&: 123456公司两种筹资方案的分析

金额单位$美元

方案 5

转换前 转换后
方案 9

预期扣除利息与税收前收益 %!777!777 %!777!777 %!777!777
扣$未付抵押公司债利息 (7!777 (7!777 (7!777
5方案将发行公司债利息 ;7!777

税前净收益 ;/7!777 /=7!777 /=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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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

转换前 转换后
方案 "

扣#所得税$%&’( ))%*&&& )+%*&&& )+%*&&&
税后净收益 ))%*&&& )+%*&&& )+%*&&&

扣#优先股股息 ,&*&&& ,&*&&& ,&*&&&
普通股可分配收益 ),%*&&& )-%*&&& )-%*&&&
发行在外普通股股数 .&&*&&& .,&*&&& .,%*&&&
普通股每股净收益 )/,% 0/++ 0/1+

$二(促使证券畅销

有时*公司为换取公司债或优先股的持有者在一些方面的让步$例如较低的资本报酬率2较少的对债权

人的物质担保或不设置偿债基金等(*给予公司债或优先股的持有者可转换普通股的权利*这样使其发行的

证券有较大的吸引力*有利于证券的销售3
请参见下列案例#
4案例 )/.&56789!:公司已发行第一抵押公司债 .&&万美元*在第一抵押公司债的信托契约中规定

禁止 6789!:公司增发与之相同的或更优先的对公司资产要求权的其它公司债3而目前 6789!:公司

急需现金*须发行新公司债3依照信托契约的上述规定*6789!:公司只能发行次级公司债$第二抵押公司

债(*但利率很高$高出第一抵押公司债 0’(*这使公司的财务负担过于沉重3为此*6789!:公司财务主

管决定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利率与第一抵押公司债利率大致相同3这种可转换公司债属于次级公司债$按道

理 应支付很高利率(*但由于它附有可转换成普通股的权利*所以尽管利率较低*仍然 在 公 开 市 场 上 很 受 欢

迎3
上面案例中*给予公司债持有者以转换普通股的权利*乃是低债息与次级担保地位的一个公平替代3可

转换证券的上述作用*对于信用地位相对较低但拥有美好前景的公司非常重要3
$三(兼并企业

近年来*可转换证券$尤其是可转换优先股(被一些兴旺发达的公司广泛用来兼并其它公司3可转换证券

的适应性*有助于兼并公司按照被兼并公司的股息制度支付而不变更自身的股息方针3例如*兼并公司一般

来说其股息占收益比重较低*而被兼并公司一般来说其股息占收益比重较高;因而若兼并公司想用它的普通

股去交换被兼并公司的普通股*纵然其它条件均合适*也将被后者的股东所拒绝*因为这样将减少其股息收

入3而发行可转换优先股可解决这一问题3
我们将用下列案例予以说明3
4案例 )/..5<=公司普通股每股售价 %&美元*每股收益 ,美元*以其中 .美元作股息3>=公司普通股每

股售价 0&美元*每股收益 ,美元*以 &/-美元作股息3现 <=公司建议以其 +股交换 >=公司 .&股*兼并结

果3表 )/-显示*兼并后每股收益比原先两个企业中任一个要高3但是*假若 >=公司每股 ,美元收益中有

./-&美元用作股息*这时 若 <=公 司 仍 然 用 其 +股 交 换 >=公 司 .&股*则 >=公 司 股 东 股 东 股 息 收 益 下 降

$由 ./-美元降到 &/+美元(*>=公司于是反对这项兼并3财务人员为克服上述困难*决定发行可转换优先

股*规 定 每 一 份 可 转 换 优 先 股 股 息 为 ./-&美 元 且 可 以 转 换 &/+股 <=公 司 普 通 股3这 种 交 换 的 结 果 见 表

)/13从表 )/1的普通股每股收益来看*兼并效果更好$可以与表 )/-相比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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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公司与 &%公司兼并分析表

金额单位’美元

兼并前

$%公司 &%公司
兼并后

税后收益 ()***)*** +)***)*** ,*)***)***
股票数目 !)***)*** ,)***)*** !)(**)***
每股收益 +)** +)** +)*(
市场价格 -*)** .*)** -*)**
股 息 ,)** *)#* ,)**

表 !"/ $%公司与 &%公司转换优先股时的合并分析

金额单位’美元

税前收益 ,*)***)***
减’优先股股息 ,)#**)***

0,)***)***12,"#*3
普通股收益 ()!**)***
普通股发行总数 !)***)***
普通股每股收益 +"+*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案例只是描绘了兼并企业若直接用交换普通股办法将会对这方或那方股东形成的

不公平的一种4一般说来)兼并时若直接交换普通股)必定会引起一方股东参与权的严重渗水4
前述三个案例均是成功地使用可转换证券)下面再列出一个失败地使用可转换证券的案例4
5案例 !",+6789:;<公司普通股每股售价 !*美元)公司希望追加投资且每股至少售 -*美元)于是发

行 了为期 +*年 的 !"-=的 可 转 换 公 司 债)每 ,)***美 元 公 司 债 可 转 换 普 通 股 的 +*股)溢 价 -=4两 年 后)

789:;<公司普通股市价涨至 /-美元4由于市价非常高)这批可转换公司债立即被其持有者转换)这时公

司虽然顺利地实现了转换)但同时实际上也蒙受了损失’公司把普通股非常便宜地卖掉了4反之)假若公司普

通股市价不是 /-美元而是 !-美元)则由于市价低于转换价格)持有者不愿意转换)这样 789:;<公司通

过可转换证券的发行以期增加发行普通股的计划遭到失败4
案 例 !",+表明公司普通股价格稍高于转换价格才可能是>黄金价格?)在那种情况下)公司可获得发行

可转换证券的最大利益4如果公司对预期价格不肯定)那么公司应不发行可转换证券以避免损失4

第五节 证券0-3’购股权证

一@购股权证的特点

购股权证是允许其持有者购买一定普通股股数的权利证件4每一件购股权证上均载明了所能认购的股

数及规定的购股价格4
我们曾在本章第一节有关普通股的论述中介绍过普通股的优先购股权证)那种购股权证是为公司现有

股东所掌握)以保障其权益不被渗水的一种工具A而我们这里讨论的作为一种公司筹措长期资金的工具的购

股权证)则是为公司债持有者掌握的以利于公司债的畅销的工具)它一般附属于公司债上)在性质上)它与我

们上一节所介绍的促使证券销售的另一种长期筹资工具BB可转换证券有某些相通之处4但两者又有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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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差别!当可转换证券被转换时"发行了新的普通股"但公司资本并未因此而增加##这是因为资本在可

转换证券出售的当初已经增加了"在证券转换之时发生的只是一种证券$公司债%转换成另一种证券$普通股

股票%"即由债务资本转换为主权资本&而在购股权证被行使时"原来发行的公司债尚未收回"因此所发行的

普通股意味着一批新的资金流入公司"而这些新投入的资金可用于增加资产’清偿债务或其它有利于增加公

司收益的任何目的(
同第一节的优先购股权证一样"公司债的购股权证也有其市场价值"所以其持有者也可以不行使它而将

它转卖或公开出售(
依据实践来看"购股权证在促进市场销售方面的作用尤其适用于下述情形!
)*当公司处于信用危机边缘时"利用购股权证"可诱使投资者购买公司债"否则公司债难以销售甚至不

可能销售(
+*在金融紧缩时期"一些财务基础较好的公司也可用购股权证使其公司债吸引投资者(
,*与可转换证券一样"对于投资者来说"购股权证也是较低的利率与次级担保的公平的替代物"投资者

会因此而接受公司承诺的较低的利率与次级担保(

二’购股权证的运用

购股权证的运用与其它评券的使用一样"需要公司财务人员的细致分析与巧妙的技巧(下面我们列出一

案例来说明购股权证的运用(
-案例 .*),/012345公司为筹集 ."666万美元资金"面临三种方案!$4%发行可转换公司债&$7%发行

附有购股权证的一般公司债&$8%发行普通股票(相关财务资料如下!可转换公司债利率 9:"转换价格 ;6美

元&一般公司债利率 <:且每 )"666美元公司债可获 ,股 96美元购股权证&普通股现行市价为每股 .6美元(
表 .*=表明了各种筹资方案对公司资本状态影响!在所有可转换公司债转换后"普通股由于增加了 =6

万股而达到 ,=6万股"而公司资本总额末变仍为 )"+66万美元&购股权证持有人行使权证时"以每股 96美元

买了 )+"666份普通股"总计 <+6万美元"而此 时 公 司 债 仍 然 未 改 变"故 资 本 总 额 由 于 增 加 <+6万 美 元 达 到

)+"<+6万美元(当然可转换证券的转换$=6万新股%较之购股权证的行使$)+万新股%对普通股有更大的渗

水作用"但两者均比直接发行普通股$)66万新股%有较小的渗水作用(
表 .*= 012345公司筹资方案分析

金额单位!百万美元

吸 收

资金前
普通股

可转换公司债

转换前 转换后

附权证公司债

行使前 行使后

公司债 .6 .6 .6*6
普通股$面值 )6元% ,6 .6 ,6 ,= ,6 ,)*+
缴入公积 ,6 ,+ 9*6
留存收益 ;6 ;6 ;6 ;6 ;6 ;6*6
净值 =6 )+6 =6 )+6 =6 =<*+
资本总额 =6 )+6 )+6 )+6 )+6 )+<*+
普通股发行数 ,*66 .*66 ,*66 ,*=6 ,*66 ,*)+

$百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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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公司各种筹资方案对每股收益影响

金额单位*百万美元

吸 收

资金前
普通股

可转换公司债

转换前 转换后

附权证公司债

行使前 行使后

税前收益+含利息, -- ./ ./"/ ./ ./"/ .0"!!
公司债利息 -"! -"1 -"1/

税前净收益 -- ./ -2"3 ./ -2"- -1"3!
公司所得税+4/5, 00 04 0."1 04 0."3 0!".-

税后净收益 00 04 0."1 04 0."3 0!"--
普通股发行数+百万, ."// !"// ."// ."1/ ."// ."0-
每股收益+美元, ."32 ."24 !"3/ ."#4 !"4- !"3/

表 !"#表明了三种不同筹资方案对 $%&’()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6假定*+0,这 !7///万美元能获得

税前收益的 -/58+-,本期税前收益总额为 -7-//万美元6与直接销普通股相比较7采用可转换证券或附有

购股权证的公司债的每股收益均比前者高8而后两者之间每股收益差别并不明显7这是因为每股收益取决于

购 股权证+或公司债,是否已购买+或已转换,了普通股6若股票市价上升足够高7以诱使权证持有者行使权

证7那么相比之下7方案 9较好6
当然7除考虑每股收益外7还要考虑其他因素7例如公司的资本结构等*对业已存在大量债务而再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会增加资 本结构固有危险8相反7附具权证的公司债则由于可能同时增加新股本7所以7反而可

能改善公司的资本结构7加强其安全性6

第六节 银行信用

银行信用作为一种长期筹措资金的工具7主要是公司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借入长期+0/年以上,贷款

或某些专项贷款7一般用于固定资产投资6总的来说7作为长期筹资工具的银行信用在性质:特点及运用等方

面均与作为中期筹资工具的银行信用相似6

第七节 租 赁

公司的最终目的是要增加股东权益7而不是获得资产7因此公司可以用拥有服务来代替拥有资产7用分

期支付租费来代替一次支付买价;;这样7就引致了租赁的出现6在二次大战以后7世界租赁业获得巨大发

展7租赁业向大型化:综合化:国际化方向发展7因此7公司把租赁作为长期筹资的工具也就越来越多7租赁作

为筹资工具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大6

一:租赁的特点

由用户公司+承租者,向投资者+出租者,租借设备等固定资产并按期由投资者收取租金7称为租赁6租赁

期间7资产所有权仍属出租者7并不转移给承租者6
租赁可分为业务租赁和财务租赁两类*
+一,业务租赁

租赁的标的一般是房屋或设备7赁期服务费:修理费和保险费7一般均由出租者负担7因此租金比较高6
承租者一般有权于期满前提前取消租赁合同7停止租赁关系8也有中途不取消合同而到期后以低价将设备转

让给用户的租赁6
+二,财务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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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租赁是专业解决承租人财务困难而采用的租赁!它又可分为两种即直接租赁和返回租赁!当用户缺

少资金添置设备时"出租者出资购买设备"以租赁方式专供该用户#承租者$使用"叫直接租赁!当用户因急需

资金而将准备继续使用的设备卖给出租者"然后再向出租者租用该项设备"叫返回租赁!财务租赁的承租人

必须固定不变"所以不能中途停止租赁关系!
租赁对公司筹资的优点是%
&’不必筹措资金去购买设备"省去了许多麻烦的工作与大笔开销!
(’当设备因技术进步而被淘汰时"公司可以退租"所以承租公司可将设备迅速陈旧而发生重大损失危

险转嫁或分散!
)’避免许多借款合同中对公司经营活动的限制!
*’公司租凭设备时"可以获得资产的使用权"而毋需将其列为负债"这样就增强了公司的借款能力!
+’若决策成功"可节省大量费用!
租赁对公司长期筹资的缺点是%
&’租金很昂贵!
(’得不到资产的残值!

二,租赁决策

财务人员在考虑租赁这一问题时"最关心的问题是%对一项设备"到底是租赁还是购买-这是有关租赁问

题中最重要的!在此"我们将进行详尽分析!我们将介绍三种分析方法%最低成本法,租赁方案法与实际利息

成本法!对前两种分析方法"我们只介绍大致原理.面对于第三种方法则配合以案例说明!
#一$最低成本法

这种方法有以下假定条件%
&’公司已决定添置这项设备!
(’公司为此决定筹资!
)’公司能与出租方一样以相同成本购置设备"且贷款的数额等于设备成本!
*’公司需要考虑的是%是承租还是举债购置-
至于最低成本法的具体程序请参见图 *’/"它是以现金流量为分析基础!
#二$租赁方案法

这种方法有以下假定条件%
&’公司对于资产购置没有作出决定!
(’公司把租赁看作是与自己拥有该设备有所不同的方案!
)’公司必须考虑自己拥有的种种风险"而租赁则没有#租金固定$!
至于最低成本法的具体程序请参见图 *’&0"它也是以现金流量为分析基础!
#三$实际利率成本法

这种方法适用于把租赁或所有权简单地看作两种不同筹资方法的公司和希望评价租赁或所有权方案对

资本成本率产生的影响的公司!
所 有权实际税前利息成本就是折现率"这种折现率使税前现金流出量#贷款偿还额加上营业费用$与资

产的购置成本相等!所以"为保证实际税后利息成本"公司税降低了税前利率!所有权基本公式是%

12345678
9

:4&

&
#&2;$: #公式 *’&)$

式中%1代表资本成本"
3代表残值的现值"
56代表税前所有权成本#贷款偿还额加上营业费用$"
;表示实际利息成本!

请参见下列案例!必须指出的是"下列案例分析中涉及的一些技术方法我们将在本书的后面三章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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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这里直接给出结果"
#案例 $%&$’()*+,-公司准备购买设备!面临两种选择即举债购买和租赁"相关资料如下.
设备成本/01 23444!444
残值/51 2&!464
租金/71/在期初支付1 2844!444
折旧方法/91 年限金额折旧法/5-91
所有权经营成本/)1 2&4!444
租赁期和贷款期 &4年

银行贷款/:1 2344!444
公司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1 &4>税后

残值贴现率/?@1 34>税后

新债务成本率/?A1 B>税前

普通公司税率/C1 D4>
图 $%E

F

F

F

F

F

F

F

F

F

F

最低成本分析法流程

等于

/减去1

购置设备净值.
以公司债务成本折现的所有权收益和以外加高风险率折现的残值

购置设备收益.
购置成本减去租赁成本/正值或负值1加上残值

租赁净成本

流入.
租金的税收节约

租 赁

流出.
每期租金支付

等于

/减去1

/加上1

购 置

不包括残值的设备购置净成本

流入.
折旧G利息G营业和维修费用的
税收节约

流入.
营业和/或1维修费用

流出.
分摊银行贷款.归还本金利息

流入.
银行贷款等于设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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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

%

%

%

租赁方案法流程

&等于’

&减去’

&加上’

&加上’

&减去’

购置成本的现值(
以公司资本成本折现的上述两项流量之差

流入((

流出(

购置成本的现值(

残值现值(

净现值的变化(
若净现值为正值)购置为好*若为负值)则承租为好

设 备 成 本

以适当风险率&如有’折现的税后残值

以公司资本成本折现的上述两项流量之差

营业维修费用的税后成本

折旧的税收节约

因此)+,-./$$$$$01
#$

2-#

#
&#3$"$4’23.#$)$$$

-.56#6!
78代入公式 !"#5中可得到所有权利息成本

./$$)$$$3.#)$9$-.56#6!:1
#$

2-#

#
&#3;’2

所以1
#$

2-#

#
&#3;’2-<"!$=4

运用内插法可知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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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即为所有权税前实际利息成本"在 #$%税率下"税后所有权实际利息成本为&
’()$*+%,-’.#$%/0+)#(1%
23运用下列公式可求得租赁的实际利息成本&

405$657,8
9

70$

’
-’6!/7 -公式 :)’:/

代入各数值有&

;<$$"$$$0;<$"$$$6;($"$$$,8
=

70$

’
-’6!/7

所以8
=

70$

’
-’6!/70#)$$$*

利用内插法可求得 !0’’)<%
这里的 !即是税前租赁实际利息成本>在 #$%的税率下"税后租赁实际利息成本为&
’’)<%,-’.#$%/0#)+%
比较两种方案的税后实际利息成本可知"租赁利息成本低于所有权-举债购置/利息成本近一个百分点"

所以 9?@ABC公司最终选择了租赁方案>
至此为止"我们初步介绍了公司筹措短3中3长期资金的各种工具>在介绍中"我们偏重于介绍各种筹资

工具的性质3特点"分析了各种工具对公司筹资的优缺点D同时"为了加强读者对上述问题的了解"我们配置

了适量的案例"有些案例还涉及到一系列数学运算>必须指出的是"在上述各章中我们推出这些运算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介绍诸种运算方式与运算技巧"而是为了说明各种筹资工具的特点及应用"因而"上述计算是粗

浅的"指标设立与公式介绍也相当零碎"而系统3详细3科学的运算指标与运算公式及相应技巧则由下面的三

章予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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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资本成本率

在上一章!我们介绍了公司筹措长期资金的主要工具"在介绍中!我们也曾引入了一些计算公式!但正如

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做并不是为了确定公司资金筹措的选择!而只是深入说明各种筹 措 工 具 的 特 点 及 运

用"而从这一章起!我们将介绍公司如何选择筹资工具!这种选择的基础就是对各种筹资工具的资本成本率

的估价"
当公司准备筹措资金时!它面临若干方案!每一方案都已知资金需要量!该方案的每年收益额!而公司需

要选择其中一个方案"大致说来!其决策步骤如下#
$%求出各种筹资资本结构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
’%比较各种筹资资本结构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选择其中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最低的结构!这一结

构就是最优筹资资 本结构"
(%在通过上述两个步骤后!我们已经得到每一个资金方案的最优资本结构"然后!计算出每一个资金方

案的风险内部报酬率)将每一资金方案的风险内部报酬率与该方案的最优资本结构相应的最低加权平均资

本成本率相比较!若风险内部报酬率大于最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则将该方案选择作为进一步考察之用&
反之!若风险内部报酬率小于最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则放弃此方案"计算出经过上述筛选的各个资金方

案 的预期收益情况*这里既可以采用效率指标!又可以采用效果指标+!可采用用 ,-.)-/)/00等投资决策

方法进行选择!*上述各种决策方法中使用的贴现率就是每一个方案相应的最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选择

其中效益最好者"
1%根据入选方案的最优筹资资本结构制定出相应的证券结构!并具体考虑证券的股息或利息*债息+以

及证券的发售问题*即筹资的股息债息决策和发售技术决策+"
从上述步骤中可以看出#决策是以运用资金方案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为基础的"本章就主要介绍各种

资本成本率的概念)意义与计算!下一章则主要讨论资本结构问题"
在这里!有两点必须提请读者注意#
$%在 实 际 业 务 中!为 筹 措 同 一 批 资 金!公 司 往 往 同 时 交 叉 使 用 多 种 筹 措 资 金 的 工 具!这 样!就 引 致 了

2*筹资+资本结构3)2最优资本结构3等概念的出现!即存在着多种资金来源的数量比例关系问题"并且!本书

所谓的2资本结构3或2最优资本结构3都是增量*或曰流量+意义上的!而不是指公司在筹资时已有的)存量意

义上的结构关系*数量比例关系+"
’%在本书中!凡论及各种资本的成本时!我们一律使用2资本成本率3这一术语!而未采用传统的西方财

务管理中2资本成本3*45675849:;79<+这一术语"我们认为!2资本成本率3这一术语较之于2资本成本3!毫无

疑问要准确得多"因为通观全部有关资本的成本的计算公式!我们就会发现#全部指标都是相对指标!并且依

据统计学定义!这些指标均属比较相对数"若选用245675849:;79<3一词!则很难辩明这一相对指标同绝对指

标2资本成本3这一概念的区分"所以!我们坚持使用2资本成本率3这一术语!相应的英文就是2097=5849:;>
79<45673或24567097=5849:;79<3"在本书!我们使用的2资本成本3与2资本成本率3的关系如下#

资本成本率?
资本成本
资本总额

或#
资本成本?资本成本率@资本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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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单项资本成本率

限于篇幅!我们只介绍银行贷款"公司债"普通股"优先股与留存收益#即公司自有资金$等五种筹资工具

的资本成本率%在介绍中!我们侧重于各单项资本成本率的计算%
计算单项资本成本率的基本问题是&已知投资期预付的本金和预期利息支出流量!并且已知筹措资金的

净收入!求资本成本率%
这里的所谓’资本成本率(!实质上是指损益平衡资本成率%而损益平衡资本成本率就是指能够使未来的

以利息支出方式发生的盈余的减少流量的现值与本期预付的本金现值之和等于筹资的净收入 的 资 本 成 本

率!也就是能够使下列基本方程成立的资本成本率&

筹资的净收入)
未来的以利息支出方式发
生的盈余减少流量的现值*

本期预付的
本金的现值 #公式 +,-.$

公式的右端两项!即未来的以利息支出方式发生的盈余减少流量的现值和本期预付的本金的现值!是资

本成本率的函数!解出公式!就可求得损益平衡资本成本率%

一"以利息支出方式发生的盈余的减少与利息的关系

债务利息可以打入公司经营成本!从而可以避免交纳公司所得税/而留存收益的机会成本"普通股股息"
优先股股息则不能打入公司成本!从而不能避免交纳公司所得税%以利息支出方式发生的盈余的减少的数

量!在使用留存收益"发行普通股与优先股的场合!就分别等于留存收益机会成本"普通股股息"优先股股息/
而在借入债务#银行贷款和公司债$的场合!就等于债务利息减去避免交纳公司所得税的差额%

如果分别 012"013"014"51表示使用留存收益"发行普通股与优先股以及借入债务的以利息支出方式发生的

盈余减少的数量!而留存收益机会成本"普通股股息"优先股股息"债务利息分别为 02"03"04"5!并且公司所

得税税率为 63!那么&

021)02
031)03
041)04
51)57563)5#-763$
下面!我们将根据上述基本原理列出各个单项资本成本率的计算公式%

二"银行贷款的资本成本率

公司借入银行贷款的情形与发行公司债的情形类似!所不同的是!借入的银行贷款不存在着发行费用问

题%但是!在长期银行贷款借贷契约中!借款公司必须同意把该笔贷款的一定百分比作为相称活期存款余额!
而这一活期存款余额通常大于公司为维持正常营业所必须的最低活期存款余额!因而使公司得到的实际贷

款减少了一个额度!这一额度等于相称活期存款余额与最低活期存款余额的差额!这实际上加大了公司借贷

的成本#见第三章’银行信用($%
如果用 89表示银行贷款成本率!用 9:表示公司所得到的贷款净额!用 5表示每年利息!用 9表示银行

贷款总额!用 63表示所得税率!贷款期限为 ;!那么&

9:)<
;

=)-

5#-763$
#-*89$=

* 9
#-*89$;

#公式 +,->$

如果银行要求的相称活期存款余额占银行贷款总额的比率为 ?!公司正常情况下应该维持的最低活期

存款余额为 @!那么公司得到的贷款净额为&
9:)9#-7?$*@ #公式 +,-A$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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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

’ !
"#’0!&+

"公式 12#3&

通过公式 12#3即可求出 0!4
另外还有一个简单的近似计算公式5

0!)
-"#$./&
!6 ) -"#$./&

!"#$%&’( "公式 12#7&

请参见下列案例5

8案例 12#9:已知贷款总额 !);<===<===元<每年利息 -)";<===<===元>3?)&#@=<===元<贷款期

限 +)#=年<银行要求的相称活期存款占贷款总额的比率 %);=?<公司在正常情况下应维护的最低活期

存款余额 ();==<===元<公司所得税税率为 ./)9=?

AB可采用公式 12#34将数据带入可有5

;<===<==="#$;=?&’;===<===)*
#=

,)#

#@=<===>"#$9=?&
"#’0!&,

’;<===<==="#’0!&#=

利用现值计算方法<解出上式<得5

0!)1211?

C2可采用公式 12#74将数据带入可有5

0!) #@=<===>"#$9=?&
;<===<==="#$;=?&’;==<===)1211?

三B公司债资本成本率

关于公司债<必须指出的是5由于发行公司债而会发生一些资金 筹 措 费 用<因 此<发 行 公 司 债 的 票 面 价

值<减去筹措费用之后<才是公司在发行公司债时所实际取得的资金4
如果用0!表示公司债资本成本率<用D6表示公司发行公司债时每份所获得的资金净额<用-表示每年

利息支出<每份公司债的票面价格为 E<公司债在外流通数目为 +<公司所得税税率为 ./<那么5

D6)*
+

,)#

-"#$./&
"#’0!&’

E
"#’0!&+

"公式 12;=&

如果公司债的市场价格为 D<公司债的发行成本占公司债市场价格的比率为 F<票面价格与市场价格差

额为 G<那么公司发行公司债所获得的资金净额为5

D6)D"#$F&)"E$G&"#$F& "公式 12;#&
所以5

D"#$F&)"E$G&"#$F&)*
+

,)#

-"#$./&
"#’0!&’

E
"#’0!&+

"公式 12;;&

通过公式 12;;即可求出 0!4
另外<有一个简单的近似计算公式5

0!)
-"#$./&
D"#$F&)

-"#$./&
"E$G&"#$F& "公式 12;H&

关于上述公式<有几点必须说明5
#2由于公司债利息支出是作为费用开支而少缴了所得税<所以<两相抵销后<实际上公司为支付公司债

利息而增加的开支只是5
利息>"#$所得税&
即公式中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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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公司债计算的这一特点同样适用于前述银行贷款计算!因为两者都是债务资本而非主权资本"
#$在前述银行贷款和公司债计算中!我们都把每年的利息支出 %当作是相等的!而实际上可 能 并 不 相

等"但这并不影响上述各公式的正确性!也就是说!假设每年利息相等仅仅是为了计算的方便"
&$有关银行贷款与公司债的两个近似计算公式是通过 ’()的假设推知的!下面以公司债为例进行简

单证明*

由 +,-.
’

/-

%012345
067895/

7 :
017895’

可知!当 ,()时

+,-.
)

/-
7%012345017895/

7 :
017895)

其中! :
017895)

是一个无穷小量!即当 ’()时! :
017895’

(;!故上述公式可简化为*

+,-.
)

/-

%012345
017895/

这里!+,实际上是一个系数为 %012345!首项为 1
1789!

公比为017895的无穷等比递减数列"依据无穷等比

递减数列和计算公式!可知*

+,-

1
1789

12 1
1789

<0123452=

>89-
%012345
+, -%012345+012?5-

%012345
0:2@5012?5

A$在上述有关公司债计算公式中!我们实质上是假设公司债票面价格0:5大于其实际市场价格0+5!即
公司债折价"如果实际情况形相反!即公司债市场价格0+5高于其票面价格!则仅须将公式中0:2@5一律改

为0@2:5即可"
请参见下列案例*
B案例 A$1CD已知公司债每份票面价格 :-1!;;;元!每份公司债每年利息 %-01!;;;<EF-5E;元!公

司债期限为 ’-#;年!公司债每份现行市场价格 +-EEG$H;元!公司所得税税率为 34-H;F!每份公司债的

发行费用占公司债市场价格的比例 ?-;
IJ可采用公式 A$##"将数据带入有*

EEG$H;-.
#;

1-1

E;012H;F5
017895/

7 1!;;;
017895#;

利用现值公式可计算出*
89-A$HAF

KJ可用公式 A$#&"将数据带入有*

89-E;012H;F5EEG$H; -A$HAF

四J普通股资本成本率

如果用 84表示普通股资本成本率!而公司通过发行普通股每股所得到的资金净额为 +,!第 /年预期股

息为 @/!每股股息预期增长率为 L!那么*

+,-.
)

/-1

@/
017845/

-.
)

/-1

@1017L5/21

017845/
- @1
842L 0公式 A$#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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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上述可得!

"#$
%&
’()* +公式 ,-./0

如果普通股现行的市场价格为 ’1发行普通股的发行费用占普通股现行市场价格的比率为 21那么公司

发行普通股每股所获得资金净额为!
%($’+&320 +公式 ,-.40

所以有!

"#$
%&

’+&320)* +公式 ,-.50

对于上述普通股计算公式1有三点必须予以说明!
&-普通股的股息不能象银行贷款与公司债的利息那样打入成本1故必须打入应纳税收入中6
.-从上述各式中 %7与 *的确定可以看出1对于普通股资本成本率的计算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1公司

只能大致估价一番1很难算出精确值6
8-在公式 ,-.,的推导中1实际上我们又遇到了在公司债的计算公式中同样的问题即近似公式的推导6

但对于普通股来说1这一近似公式的精确性较高1因为普通股没有届满期1即其 9本来就是趋向于:6同样1
在公式 ,-.,的推导中1我们也运用了无穷等比递减数列的求和公式6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5<已知普通股每股现行市场价格为 ’$&.-==元1第一年每股股息为 %&$=-5/元1每年每股

股息预期增长率 *$/-/>1公司发行普通股每股的发行费用占每股现行市场价格的比率 2$=6
利用公式 ,-.56将数据代入有!

"#$ =-5/&.-==)/-/>$&&-5/>

以上我们实质上只讨论普通股资本成本率的一种特殊情形即股息等比增长的情形6现在我们再来讨论

它的一般情形和另两种特殊情形!
+一0计算普通股资本成本率的一般公式

计算普通股资本成本率的一般公式为!

’?+&320$@
9

7$&

%7
+&)"#07

) ’(A

+&)"#0(
+公式 ,-.B0

式中!’表示普通股的现行市场价格1

’(A表示 (年后普通股的市场价格6
很显然1这一公式+公式 ,-.B0较前述公式更精确一些1但计算难度较大1因为实际上很难获得 %7与 ’(A

的准确值1并且1由于 %7每年均不一致1致使计算时不能直接利用现值系数表6
+二0计算股息固定的近似方式

若每年股息固定1则公式 ,-.B简化为!

’?+&320$@
9

7$&

%
+&)"#07

) ’(A

+&)"#0(
+公式 ,-.C0

利用无穷等比递减数列求和公式可有下列近似公式!

"#$ %
’?+&320 +公式 ,-8=0

;案例 ,-&B<已知公司普通股市场价格为每股 /=元1筹措费率为 />1每年的股息固定为 /美元6
利用公式 ,-8=1将数据代入有!

"#$ /
/=?+&3/>0$&=-/>

+三0计算增发新股时近似公式

在公司增发新股时1由于原有普通股股东参与权的渗水1所以必须调整 "#+已发行并售出的股票的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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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行公司收到的净收入之间的差额!"可以有下列近似公式#

$%&’
$%
(&)*( +公式 ,-./!

式中#$%&表示发行新股后的普通股资本成本率

$%表示未发行新股前的普通股资本成本率

(&)表示发行新股每股获得的资金净额

(表示已发行并售出的普通股每股正常的现行市场价格

0案例 ,-/12已知公司未发行新普通股之前的普通股资本成本率为 /345新股售价为每股 /66元5其中

发行费用占 7645发行在外的旧普通股现行市价为 /76元"
发用公式 ,-./可有#

$%&’ /34
/668+/9764!*/76’77-34

五:优先股资本成本率

优先股情形同普通股情形大致相同5下面分几种情形分别列出公式"
+一!计算优先股资本成本率的一般公式

计算优先股资本成本率的一般公式为#

(+/9;!’<
=

>’/

?
+/@$A!>

@ (B&

+/@$A!B
+公式 ,-.7!

式中#(表示优先股的现行市场价格

;表示每发行一般优先股所支出的发行费占票面价值或发行价格的百分比率

?表示每年每股优先股固定股息

$A表示优先股资本成本率

(B&表示 B年后优先股的市场价格或 B年后公司赎回优先股的购买价格"
比较公式 ,-7C与本公式会发现计算优先股的一般公式与计算普通股的一般公式极为类似5唯一的区别

在于#普通股的 ?>值随 >而变化5而优先股的 ?>值恒定"
+二!计算优先股资本成本率的近似公式

由计算优先股的一般公式+公式 ,-.7!很容易推导出计算优先股的近似公式#假设 BDE5则又归结为一

个无穷等比递减数列的求和问题F近似公式如下#

$A’ ?
(8+/9;! +公式 ,-..!

请参见下列案例#
0案例 ,-762已知优先股现行市场价格为 (’GH-73元5每年固定优先股股息为 ?’G-66元5公司每发行

一股优先股所支付发行费用占现行市场价格的百分比率 ;’6"
利用公式 ,-.."将数据代入有#

$A’ G-66GH-73’1-/C4

六:留存收益资本成本率

公司所获得的纯收益可留存下来使用5即形成公司的留存收益"乍看起来5用公司的留存收益进行投资

+即把公司的留存收益作为公司筹措资金的一种来源!5似乎并不花费公司的任何成本"其实并非如此"从股

东角度来看5公司的留存收益可以作为股息分配给股东5而股东可以再用这部分股息购买本公司的普通股5
从而以后可以再获得这些新购普通股的报酬5对股东来说5这部分报酬就是公司留存收益的机会成本+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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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要求公司使用留存收益而获得的收益应不低于相应的普通股报酬!"股东的角度也就是公司的角度#因
为公司是股东最高利益的代表"所以#留存收益资本成本率就等于税后普通股报酬率"

如果用 $%表示留存收益资本成本率#$&’表示普通股报酬率#$&(表示税前普通股报酬率#)*表示个人所

得税税率#那么+

,%-,&’-,&(./0)*! .公式 1231!
如果用 ,%表示留存收益资本成本率#$&’表示普通股报酬率#,(&表示税前普通股报酬率#而 股 东 购 买

每股普通股的净支出为 45’#第 6年的每股预期股息为 76#预期每年股息增长率为 8#那么+

459-:
;

6-/

76
./<,&(!6-:

;

6-/

7/./<8!60/

./<$(&!6 -
7/
$&(08 .公式 123=!

解上式#可有+

$&(-
7/

4’5<8 .公式 123>!

如果公司每发行一股普通股而支付的费用占每股正常市场价格的百分比率为 ?#那么股东购买每股的

净支出为+

45’-4./0?! .公式 123@!
所以有+

$&(-
7/

4./0?!<8 .公式 123A!

将公式 123A代入公式 1231可有+

,%-B
7/

4./0?!<8C./D)*! .公式 123E!

请参见下列案例+
B案例 12F/C已知公司普通股现行市场价格为每股 4-/F元#股息每股为 7/-G2@=元#股息预期增长率

为 8-=2=H#每股发行费用占每股现行市价的百分比率为 ?-G#股东个人所得税税率 )-F=H"
利用公式 123E"将数据代入+

$%-. G2@=
/FI./0J!<=2=H!I@=H-A2A/H

七K各单项资本成本率计算公式表

为了便于读者查找翻阅与比较#我们把上述各单项资本成本率计算公式汇集起来#列表如下.表 12/G!
表 12/G 各单项资本成本率计算公式表

项 目 公 式

银行贷款资本成本率
.L0M<N!-:

O

6-/

/./0)&!
./<,L!6

< L
./<,L!O

,L-
P./0)&!
L./0M!<N .近似公式!

公司债资本成本率
4./0?!-:

O

6-/

P./0)&!
./<,L!6

< Q
./<,L!O

,L-
P./0)&!

.Q07!./0?! .Q07!-4! .近似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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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公 式

优先股资本成本率
!"#$%&’(

)

*’#

+*
"#,-!&*

, !.
"#,-/&)

-/’ +
!"#$%& "近似公式&

普通股资本成本率

!"#$%&’(
)

*’#

+*
"#,-0&*

, !.1

"#,-0&)

-0’ +
!"#$%& "近似公式&

-0’
+#

!"#$%&,2 "近似公式&

-03’ -0
!435!

"近似公式&

留存收益资本成本率 -6’7
+#

!"#$%&,28"#$9:&

从上述各个单项资本成本率的计算中;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在上述五种筹措资金的工具中;普通股的

发行与留存收益的使用的资本成本率最高;其次是优先股的发行=而借入债务"银行贷款与公司债&的资本成

本率最低=

第二节 单项资本成本率占加权平均
资本成本率的权重

在这里提请读者注意的是<以下的计算方法是极为严格的;也是颇为繁杂的=有时为了简便起见;也可以

用单项资本帐面价值占总资本帐面价值的比率作为单项资本成本率占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的权重=

一>各单项资本净值总额

"一&借入银行贷款得到的净值总额

借入银行贷款得到的净值总额等于银行贷款总额减去银行要求的相称活期存款余额再加上公司正常情

况下应保持的最低活期存款余额=所以;如果用 ?.表示借入银行贷款得到的净值总额;而银行贷款总额为

?>银行要求的相称活期存款余额占贷款总额的比率为 @;公司正常情况下应保持的最低活期存款余额为 A;
那么<

?.’?$?@,A’?"#$@&,A "公式 BCBD&
请参见下列案例<
7案例 BCEE8已知公司贷款总额为 ?’E;DDD;DDD元;银行要求的相称活期存款余额占银行贷款总额的

比率为 @’EDF;公司正常情况下应该保持的最低活期存款余额为 A’EDD;DDD元=
采用公式 BCBD=代入数据有<
?.’?"#$@&,A’E;DDD;DDDG"#$EDF&,EDD;DDD
’#;HDD;DDD"元&

"二&发行公司债得到的净值总额

发行公司债得到的净值总额等于发行每份公司债得到的净值与公司债发行在外份数的乘积=所以;如果

用 !.?(表示发行公司债得到的净值总额;而公司债每份的现行市场价格为 I;每份公司债的发行成本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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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公司债的现行市场价格的比率为 !"公司债发行在外的份数为 #"那么$

%&’()*%+%!,#)%*-+!,# *公式 ./.-,
请参见下列案例$
0案例 ./123已知公司债每份的现行市场价格为 %)445/67元"每份公司债的发行成本占每份公司债现

行市场价格的比率为 !)7"公司债发行在外份数为 #)2"777元8

利用公式 ./.-8代入数据可有$%&’()%*-+!,#)445/6792"777)1"441"677*元,
*三,发行优先股得到的净值总额

发 行优先股得到的净值总额等于发行每份优先股得到的净值与优先股 股 数 的 乘 积8所 以"如 果 用 %&%

(表示发行优先股得到的净值总额"而优先股每份的现行市场价为 %"每份优先股发行成本占每份优先股

现行市场价格的比率为 !"优先股发行在外份数为 #"那么$

%&:()*%;%!,#)%*-+!,# *公式 ./.1,
请参见下列案例$
0案例 ./1.3已知优先股每份现行市场价格为 %)5</16元"每份优先股发行的成本占每份优先股现行

市场价格的比率为 !)7"优先股发行在外份数为 #)17"7778
利用公式 ./.18代入数据可有$

%&:()%*-+!,#)5</16917"777)-"616"777*元,
*四,发行普通股得到的净值总额

发行普通股得到的净值总额等于发行普通股每份得到的净值与普通股份数的乘积8所以"如果用%&=(
表示发行普通股得到的净值总额"而普通股每份的现行市场价为 %"普通股每份发行成本占每份现行市场价

格的比率为 !"普通股每份数目为 #"那么$

%&=()*%)%!,#)%*-+!,# *公式 ./.2,
请参见下列案例$
0案例 ./163已知普通股每股的现行市场价格为 %)-1/777元"每份发行成本占每份现行市场价格的比

率为 !)7"普通股发行在外份数为 #)677"7778
采用公式 ./.28代入数据可有$

%&=()%*-+!,#)-1/779677"777)<"777"777*元,
*五,使用留存收益得到的净值总额

使用留存收益得到的净值总额就等于已使用的留存收益8如果用 >&表示使用留存收益得到的净值"而
已使用的留存收益为 >"那么$

>&)> *公式 ./..,
请参见下列案例$
0案例 ./1<3已知留存收益总额 >)6"777"777元8
利用公式 ./..8代入数据可有$>&)>)6"777"777*元,

二?总资本净值总额

总资本净值总额等于各单项资本净值总额之和8因此"如果用 @表示总资本净值总额"那么$

@)’&A%&-(A%&:(A%&=(A>& *公式 ./.6,
请参见下列案例$

0案例 ./153五种资本净额分别为$’&)-"B77"777"%&’()1"441"677"%&:()-"616"777"%&=()
<"777"777">&)6"777"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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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公式 !"!#$代入数据可有%

&’()*+)(,*+)-,*+).,*/)
’012331333*415541#33*01#4#1333*613331333*#13331333
’0718071#339元:

三;单项资本成本率占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权重

单项资本成本率占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权重就是单项资本净值占总资本净值的比率$因此1如果用 <

表示单项资本成本率占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的权重1而单项资本净值总额为 +),1总资本净值总额为 =1
那么%

>’
+),
= 9公式 !"!6: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42@承案例 !"471要求求出各单项资本成本率占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的权重$
利用公式 !"!6$代入数据可有%

>(’
()
=’

012331333
0718071#33A03B

>(
C’
+)(,
= ’ 415541#330718071#33A07B

>-’
+)-,
= ’ 01#4#13330718071#33A2B

>.’
+).D
= ’ 63331333

0718071#33A8#B

>E’
/)
=’

#13331333
0718071#33A83B

第三节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等于各单项资本成本率与各单项资本成本率占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权重的乘积之

和$如果用 F(;F-;F.;FE;F(C分别表示银行贷款;优先股;普通股;留存收益与公司债五种单项资本成本率1用

>(;>-;>.;>E;>(
C分别表示相应的单项资本成本率占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的权重1G<表示加权平均资本

成本率1则有%

G<’>(G(*>(
CG(C*>-G-*>.G.*>EGE 9公式 !"!7: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 例 !"45@表 !"00是 HI/>JK公 司 0525年 03月 42日 的 资 产 负 债 表 及 相 关 补 充 资 料1它 构 成 了

HI/>JK公司当时的一种筹资资本结构$HI/>JK公司财务主管试图计算出这种资本结构的加权平均

资本成本率$
表 !"00 HI/>JK公司资产负债表与补充资料

0525"03"42
金额单位%美元

资产 负债

流动资产 513331333 流动负债 81333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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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 !!"###"## $!#年到期"%&’ ("###"###
公司债$面值 !###美元"
(#年到期")&’ *"###"###
负债合计 %"###"###
优先股$面值 !##美元"+&’ ("###"###
普通股$面值 !#美元’ ,"###"###

资产 负债

留存收益 ,"###"###
资产总计 (#"###"### 负债总计 (#"###"###

补充资料-
普通股

每股收益 !.##
每股现行市场价格 !(.##
每股股息 #.+,
股息预期增长率 ,.,&

优先股

每股股息 +.##
每股现行市场价格 +/.(,

公司债

现行市场价格 ))+.,#
公司所得税率 ,#&
银行要求相称活期存款余额 未清偿贷款的 (#&
正常情况下的最低活期存款余额 (##"###

一0计算单项资本成本率

!.银行贷款资本成本率

运用公式 1.!)2由表 1.!!可知"在这里"34("###"###"54!#"64(#&"74(##"###元"894,#&2
则-

:34
;$!<89’
3$!<6’=74

("###"###>%>$!<,#&’
("###"###>$!<(#&’=(##"###

41.11&
$可参见案例 1.!,’
(.公司债资本成本率

运用公式 1.(*2由表 1.!!可知"在这里-894,#&"?4#"@4!###元"A4))+,元";4!###>)&4)#
$元’2

则-

:3B4;$!<89’A$!<?’4
)#>$!<,#&’
))+.,>$!<#’41.,1&

$可参见案例 1.!/’
*.优先股资本成本率

运用公式 1.**2由表 1.!!可知"在这里-C4+.##元"A4+/.(,元"?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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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 $
%&’()*#

+,--
+.,/01&’(-*#2,’34

&可参见案例 5,/-*
5,普通股资本成本率

利用公式 5,/+6由表 5,’’可知7在这里8%#’/,--元7$’#-,+0元79#0,047)#-

则8!:#
$’

%&’()*;"#
-,+0

’/,--1&’(-*;0,04#’’,+04

&可参见案例 5,’+</,’3</,’2*
0,留存收益资本成本率

利用公式 5,=26由表 5,’’可知7在这里8%#’/,--元7$’#-,+0元79#0,047)#-7不妨假设在这里 >?
#/04

则8!@#A
$’

%&’()*;9B&’(>?*

#A -,+0
’/,--1&’(-*;0,0B1&’(/04*

#3,3’4
&可参见案例 5,/’*

二<计算单项资本成本率占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的权重

&一*计算各单项资本净值总额

’,借入银行贷款得到的净值总额

利用公式 5,5-6由表 5,’’可知7在这里 C#/7---7---7D#/-47E#/--7---6
则 CF#C&’(D*;E#/7---7---1&’(/-4*;/---7---

#’73--7---&元*
&可参见案例 5,//*
/,发行公司债得到的净值总额

利用公式 5,5’6由表 5,’’可知7在这里7%#22+,0-元7)#-7G#=7---6

则8%FCH#%&’()*G#22+,0-1=7---
#/722/70--&元*

&可参见案例 5,/=*
=,发行优先股得到的净值总额

利用公式 5,5/6由表 5,’’可知7在这里7%#+.,/0元7)#-7G#/-7---6

则8%F"H#%&’()*G#+.,/01/-7---
#’70/07---&元*

&可参见案例 5,/5*
5,发行普通股得到的净值总额

利用公式 5,5=6由表 5,’’可知7在这里7%#’/,--元7)#-7G#0--7---6

则8%F:H#%&’()*G#’/,--10--7---
#.7---7---&元*

&可参见案例 5,/0*
0,使用留存收益得到的净值总额

利用公式 5,556由表 5,’’可知7在这里7I#07---7---元6
则8IF#I#0---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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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见案例 "#$%&
!二&计算总资本净值总额

利用公式 "#"’(由上述计算可知)在这里)

*+,-).//)///元)0+*1,$)22$)’//元)0+31,-)’$’)///元)0+41,%)///)///元)5+,’)///)

///元(

则67,*+80+0180+*180+4985+
,-).//)///8$)22$)’//8-)’$’)///8%)///)///8’)///)///
,-:);-:)’//!元&

!可参见案例 "#$:&
!三&计算单项资本成本率占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的权重

利用公式 "#"%(由!一&!二&计算结果可有6
-#银行贷款成本率权重6

<*,
*+
7,

-).//)///
-:);-:)’//=-/>

$#公司债成本率权重

<*
?,
0+*1
7 , $)22$)’//-:);-:)’//=-:>

;#优先股成本率权重

<0,
0+01
7 , -)’$’)///-:);-:)’//=.>

"#普通股成本率权重

<0,
0+41
7 , %)///)///-:);-:)’//=;’>

’#留存收益成本率权重

<@,
5+
7,

’)///)///
-:);-:)’//=;/>

!可参见案例 "#$.&

三A计算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

利用公式 "#":(由一A二两步骤各计算结果可有6

B< ,<*B*8<*
?B*?8<0B08<7B78<@B@

,"#"">C-/>8"#’">C-:>82#-.>C.>8--#:’>C;’>8.#.->C;/>
,.#%2":>

也就是说)DE5<FG公司在 -2.2年 -/月 $.日的筹措资金的资本结构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为 B<
,.#%2":>(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把以上各步骤及其计算结果列成一个算表!见表 "#-$&(实际上)我们在计算加权平

均资本成本率时)可以直接依据这一算表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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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算表

资本来源

单项资本

成 本 率

%#&

单项资本

净 值

%$&

单 项 资 本 成 本

率 的 权 重%’&(

%$&)*%$&

加 权 后 单 项 资 本 成 本 率

%!&(%#&+%’&

银行贷款 !"!!, #-.//-/// #/, /"!!!,
公 司 债 !"0!, $-11$-0// #2, /"22#.,
优 先 股 1"#., #-0$0-/// ., /"2’!!,
普 通 股 ##"20, 3-///-/// ’0, !"##$0,
留存收益 .".2, 0-///-/// ’/, $"3!’,

合计
#2-’#2-0//
总资本净值

%4&

."31!2,
加 权 平 均 资 本 成 本 率

%56&

第四节 调整风险后的资本成本率

在前面第一节里-我们介绍了一种计算单项资本成本率的方法7现在-我们介绍另一种计算单项资本成

本率的方法即风险调整法7
调整风险后的资本成本率是根据下列基本公式来计算的8
5(9:; %公式 !"!.&
式中85表示资本成本率

9表示资本的时间价值

;表示资本风险价值

也就是说-资本成本率是无风险利率%时间价值 9&与风险报酬率%风险价值 ;&之和7风险是指投资于普通股<
优先股或公司债等各种证券所冒的风险%一般来说-国库券<银行金融债券的风险利率均为零-也就是说-投

资于国库券等被认为是无风险的&==所谓调整风险后的资本成本率-就是筹措资金的公司依据投资者所冒

风险的大小来计算的7
投资者投资于各种不同的证券所冒风险大小并不一样-因此不同证券的风险报酬率也高低不一样>风险

越大-报酬率越高>风险越小-报酬率越低-即风险与相应的报酬率呈高度正相关性7这是因为-只有在高报酬

率的条件下-投资者才愿意冒较大的风险>否则-投资者只愿意冒较小的风险7这样-调整风险后的资本成本

率-应就不同的长期资金来源-分别予以计算7
于是上述公式 !"!.就具体化为下列公式8
5?@(9:A? %公式 !"!1&

式中8
?8对投资者来说是某种证券投资-对筹资者来说则是某种长期资金筹措的工具7
5?@8筹措资金的公司的某种资金筹措工具经调整风险后的资本成本率

98无风险利率%时间价值&
A?8某种证券投资的风险报酬率

公式中的 A?通常是以整个市场的证券投资平均风险报酬率为基点而予以调整计算得到的-即8

A?(%BCD9&E? %公式 !"0/&
式中8

BC 表示整个市场证券投资平均的期望投资报酬率

C表示证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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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某种证券投资的风险对整个市场证券投资平均风险的协变系数

这 样#在公式 $%&’中#()*+,-反映的是整个市场证券投资平均的风险报酬率#它与某种证券的协变系

数相乘之积#就是该种证券投资的风险报酬率.
于是公式 $%$/经公式 $%&’代换后#可以很容易得到更具体的计算公式0
1"23,()*+,-!" (公式 $%&4-

其中#!"可由下列公式得到0

!"35"*6 7"7* (公式 $%&8-

式中0
5"*表示某种证券投资同整个市场证券投资的相关系数

7"表示某种证券投资风险的标准离差

7*表示整个市场证券投资平均风险的标准离差

在公式 $%&8中#7"7*
表示的是某种证券投资的风险同整个市场证券投资风险的比例关系95"*反映该种证券

同整个市场证券投资的相关性.将 5"*同 7"
7*

相乘#就是该种证券投资的风险对整个市场投资平均风险的协

变系数.相关系数 5"*高#协变系数 !"也随之提高9反之#相关系数低#则协变系数也随之而低.另外一方面#
风险越大(即协变系数越大-#则调整后的资本成本率也愈大.调整风险后的资本成本率 1"和风险程度 !"的

关系如下图0
综合上述各公式#可得出调整风险后资本成本率的一个完整公式0

1"23,:()*+,-65"*6 5"5* (公式

;

<

$%&=-

!"

,

1"

斜率3)>+?

由上述介绍我们可以知道#调整风险资本成本率的计算是极为困难的#这主要是确定各个参数的困难.
公式中 )*值与 ,值的确定是比较容易的#而 7"*@7"@5*这三个参数的确定却较困难#这一方面需要对市场

进行调查分析#另一方面需要较高深的计算技巧(例如抽样调查技巧@概率与数理统计技巧等-.
如果能算出调整风险后的资本成本率#那么本章第二节@第三节所介绍的公式一般也能够被运用.从而

可以计算出以调整风险后的资本成本率为计算基础的加权平均资成本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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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资本结构

上章!我们介绍了筹资方案的资本成本率的计算!在这一章我们将讨论我们筹措资金的资本结构"
我们讨论资本结构的目的!在于寻求最优资本结构!在最优资本结构下!股东权益达到极值#对于公司来

说!股东权益即是公司的最高利益"$

第一节 杠杆利益

在公司筹资资本结构未达到最优资本结构之前!资本结构的改进!可以导致杠杆利益!能够额外提高股

票价格"所以!研究资本结构就要从研究杠杆利益着手"
在前述各章里!我们已经或多或少地论及%杠杆利益&或%杠杆作用&"在正式研究杠杆利益之前!我们应

当注意三点’
()一个公司可运用两种杠杆**营业杠杆和财务杠杆或其综合作用"营业杠杆涉及公司资产对公司营

业收益产生的影响!即这些资产促进营业收益变化的百分数超过产品销售量或产量变化的百分数+而财务杠

杆涉及公司从外部筹措得到的资金来源对公司股东每股收益所产生的影响!即促使股东每股收益变化的百

分数超过 ,-./#扣除利息的税前收益$变化的百分数"
0)杠杆对公司的影响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不利的"当销售及 ,-./增加时!杠杆的有利作用能扩大

营 业收益及股东每股收益增加的百分数#这时!我们称之为%正杠杆利益&或%正杠杆作用&$+反之!当销售及

,-./减少时!杠杆的不利作用能扩大营业收益及股东每股收益减少的百分数#这时!我们称之为%负杠杆利

益&或%负担杆作用&"也就是说!所谓杠杆利益实质上是一面双刃之剑"
1)营业杠杆与财务杠杆之间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即在营业杠杆不起作用的地方!财务杠杆可以继续起

作用**其交叉点是营业收益!而营业收益在很多情况下又是与 ,-./相等的"
下面我们先分别考虑营业杠杆与财务杠杆!然后再考察两者的复合作用"

一2营业杠杆利益

营业杠杆利益!是由于利用固定成本这个杠杆2通过扩大销售所取得的利益!随着销售量的增长!单位销

售量所负担的固定成本就会相对地下降!由此带来的额外利润!就属于营业杠杆利益**由此可见!财务管

理中的%营业杠杆利益&就是我们在经济学与管理学中所熟悉的%规模经济效益"&
在一定的范围内!由于固定成本并不随着销售的增加而提高!所以销售额的变动率同 ,-./的变动率是

不相等的!,-./的变动率大于销售额的变动率"而 ,-./的变动率相当于销售额变动率的倍数!反映了营业

杠杆作用的大小程度"我们把这个倍数!称为营业杠杆系数#英文缩写为 345$"
#一$一般计算公式’
很容易有下列公式’

34567,-./8,-./7989 #公式 :);:$

式中’345 表示营业杠杆系数

7,-./ 表示扣除利息前的税前利润变动绝对额

,-./ 表示变动前的扣除利息前的税前利润

79 表示销售额绝对变动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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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变动前的销售额

"#$%&’#$%& 表示扣降利息前的税前利润变动率

"!’! 表示销售额变动率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 例 *+,-./01234公 司 变 动 前 的 损 益 表5成 本 费 用 表 以 及 销 售 额 增 长 6-7后 的 损 益 表 分 别 为 表

*+6,5表 *+6*与表 *+689
利用公式 *+8*9将表 *+6,5表 *+6*与表 *+68中相应数据代入公式中可有(

:0;<"#$%&’#$%&"!’!

<

=68>?--@6A>---B
6A>---

=66->---@6-->---B
6-->---

<,+6

表 *+6, /01234公司变动前的损益表

金额单位(美元

销售额 6-->---
成本

销售成本 ?->---
销售费用 6->---
行政与管理费用 8>---
折旧费用 ,>---
合 计 CC>---

#$%& 6A>---

表 *+6* /01234公司变动前的成本费用表

金额单位(美元

项 目 变动成本 固定成本

销售成本=变动成本率(-+D-’每天销售额B D->--- 6->---
销售费用=变动成本率(-+-,’每天销售额B ,>--- ?>---
管理与行政费用 8>---
折旧费用 ,>---
总 计 D,>--- A8>---
变动成本率 -+D,

表 *+68 /01234公司销售额增长 6-7后损益表

金额单位(美元

销售额 66->---
销售成本=66->---E-+D-F6->---B ?D>---
销售费用=66->---E-+-,F?>---B 6->,--
行政和管理费用 8>---
折旧费用 ,>--- G*>,--
#H%& 68>?--

从上面的计算中可以看出(只有据表 *+6,与表 *+6*编出表 *+68后>才能依据公式 *+8*计算出营业杠

杆系数9这显然是较为麻烦的>我们寻求一种更简便的方法9
=二B简化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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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设 !为销售额增长率"#为变动前销售额"$为变动前变动成本"%为固定成本"那么增长的销售额

为 !#"增长后的销售额为&#’!#("增加的变动成本为 !$"增加后的变动成本为&$’!$("变动后的扣除利息

前的税前利润为&#)$)%("变动后的扣除利息前的税前利润为*&#’!#+)&$’!$()%+
将以上结果代入公式 ,-.,中可有/

012345678956784#9#

34567895678!#9#

34567895678! 3 456785678:!

3*&#’!#()&$’!$()%+)&#)$)%(5678:!

3 !#)!$5678:!3
&#)$(!
5678:!

3#)$5678
这样"就得到简化公式

0123#)$5678 &公式 ,-..(

这样"案例 ,-;<的计算可以这样进行简化/
利用公式 ,-.."从表 ,-=;和表 ,-=,中代入相关数据可有/

0123=<<"<<<)>;"<<<=?"<<< 3;-=

在案例 ,-;<中"销售额每增长 =@"那么 5678就可以增长&=@A;-=3(;-=@"即杠杆利益就是&;-=@
)=@3(?-=@

&三(若干问题

在分析与计算公司营业杠杆利益时"须注意下列若干问题/
=-在上述案例中我们举出的是一个B正杠杆利益C的情形"其实相反的情形是完全可能存在的D在上例

中"我们计 算 出 0123;-=@"这 一 系 数 除 拥 有 我 们 已 经 解 释 的 意 义 外"还 可 能 是 下 述 情 形/当 销 售 额 减 少

=@时"5678就减少 ;-=@"这时的 ?-=@就是负杠杆利益D
?-考察公式 ,-.."我们可以发现变更公司营业杠杆系数是可能的/当&#)$(增大即提高产品销售额或

降 低变动成本时"营业杠杆系数显著增大E反之"当&#)$(降低即降低产品销售额或提高变动成本时"营业

杠杆系数显著降低D另外"在经济学或管理学&尤其是在管理经济学中(中"&#)$(的意义是产品B对固定成

本和利润的贡献C"也就是说"&#)$(实质上是公司固定成本和营业利润之和"这样"如果公司固定成本的比

重较大"则营业杠杆系数就越大D以上分析可以引出三个有意义的结论以供参考/
&=(当公司为了充分利用正杠杆利益&例如市场繁荣F销售增长很快时("可以用降低变动成本的方法来

降低售价"以扩大杠杆作用D
&?(当公司为了避免负杠杆利益&例如市场衰退"销售不振时("公司则可以适当提高售价以减轻杠杆作

用D
&;(不同行业的杠杆利益是不同的D一般来说"规模巨大的重化工业&这些行业里固定成本占总成本中

比率很大(的杠杆作用要比轻纺工业&这些行业里固定成本占总成本中比率较小(的杠杆作用要强D
;-并不是在任何情形下"销售额的增长都会引致5678的更大增长"也就是说杠杆原理有一个基本假设

条 件即生产与销售的扩大并不超过原有的固定资产&固定成本(的生产能力E否则一旦超过原有固定资产生

产能力"就必须添加新的固定资产"反而引起 5678的下降D也就是说"杠杆利益追求的是每个产品总成本的

下降"而不仅仅是每个产品固定成本的下降D图 ,-==描绘了公司单位产品成本与生产或销售产量的关系D其

中"G$H表示单位产品平均变动成本"G%H表示单位产品平均固定成本"G8H表示单位产品平均固定成本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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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显示$产品的最佳产量既不是变动成本最低点%&’(也不是固定成本最低点%)’(而是 *点+

图 !"## 产品成本与产量关系

二,财务杠杆利益

在资本不变的条件下(公司需要从 -*./中支付的利息,优先股股息和租赁费(是固定的+当 -*./增大

时(每一元利润所负担的固定利息和租赁费(就会相对地减少(这就给每一股普通股带来额外利润(叫做财务

杠杆利益+
由 于 固 定 利 息,优 先 股 股 息 和 租 赁 费 并 不 随 -*./的 增 加 而 增 加(所 以 每 股 普 通 股 利 润 的 变 动 率 同

-*./的变动率并不相等(前者总是比后者大+每股普通股利润的变动率相当于 -*./变动率的倍数(能反映

财务杠杆作用的大小程度+我们把这个倍数称为财务杠杆系数%英文缩写为 0)1’+
%一’一般计算公式

很容易得到下列计算公式$

0)12 3-456-45
3-*./6-*./ %公式 !"78’

式中$0)1表示财务杠杆的系数

3-45表示每股普通股利润的绝对变动额

-45表示变动前的每股普通股利润

3-45
-45

表示每股普通股利润的变动率

3-*./
-*./

表示扣除利息前的税前利润的变动率

关于公式 !"78(需要指出的是(每股普通股利润变动率就是普通股利润变动率+试看下列简单证明%设
普通股数量 9’$

普通股利润变动率2
普通股利润绝对变动额

变动前普通股利润额

2
普通股股数:每股普通股利润绝对变动额

普通股股数:变动前的每股普通股利润

29:3-459:-452
3-45
-45

因此(3-45-45
也可以称为普通股利润变动率+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15和 >5公司的财务资料如表 !"#8+
根据公式 !"78很容易计算出两个公司的财务杠杆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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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 #$!%&’(&’(%)*’’

+"公司的 #$!%&,*-(&’( %)*-./

仔细分析表 /*).0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1!"与 +"公司资本总额相等2均等于 )’0’’’0’’’美

元34规模相同0变动前的 5678也相等2均等于 )09’’0’’’美元305678的增长率也相等2均等于 &’(30唯一

不同的是两个公司的资本结构1!"公司全部资本均是普通股0+"公司的资本却是普通股和公司债各一半:
正因为如此0!"公司普通股利润增长率同其 5678增长率完全相同2均等于 &’(30其 #$!%)*’’;而 +"公

司 在 5678增 长 &’(以 后0普 通 股 利 润 却 由 于 财 务 杠 杆 作 用 增 长 了 &,*-(0超 过 !"公 司 对 应 的 增 长 率

,*-(0其 #$!%)*-.:
以上案例列出的是财务杠杆的正作用0+"公司由此获得了正财务杠杆利益:但完全存在着相反的情形:

承上例0假设 !"公司和 +"公司的 5678下降了 &’(0那么由于 !"公司的 #$!%)*’’0那么其普通股利润

率也下降 &’(;但 由 于 +"公 司 的 #$!%)*-./0那 么 +"公 司 其 普 通 股 利 润 率 下 降 了2&’(<)*-./%3
&,*-(0比 !"公司相应下降率还低 ,*-==若 5678下降0那么由于财务杠杆作用0#$!数值较高者0其普

通股利润会按更大的幅度下降:在这里0+"公司由此而蒙受了负财务杠杆利益的损失:
表 /*). !"和 +"公司财务资料

项 目 !"公司 +"公司

普通股数量2每股>)’3 )0’’’0’’’股 9’’0’’’股

公司债金额2利率 ?(3 >90’’’0’’’
资本总额 >)’0’’’0’’’ >)’0’’’0’’’
5678 )09’’0’’’ )09’’0’’’
支付公司债利息 /’’0’’’
缴纳所得税2税率 /’(3 .’’0’’’ //’0’’’
纯利润 @’’0’’’ ..’0’’’
每股普通股利润 ’*@’ )*-&
5678增长率 &’( &’(
增长后的 5678 )0?’’0’’’ )0?’’0’’’
支付公司债利息 /’’0’’’
增长后缴纳所得税 ,&’0’’’ 9.’0’’’
增长后纯利润 )0’?’0’’’ ?/’0’’’
增长后每股普通股利润 )0’? )*.?
每股普通股利润增加额 ’0)? ’*-.
普通股利润增长率 &’( &,*-(
财务杠杆系数 )*’’ )*-/.

2二3简化计算公式

在运用公式 /*9.时0需要有关增长后的各种数据0这还是会加大计算难度:为此0我们寻求一种更简洁

的方法:
假设1A表示普通股数量

7表示借款利息 2括公司债利息3
!表示租赁费

B表示优先股股息

8表示所得税税率

那么1A<C5D"表示全部普通股利润的变更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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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变更前的全部普通股利润

全部普通股利润的变更额&应该是 #’()变更额减去所得税之后的余额&即

!"*#$%+*#’(),-.)/ ,公式 0123/
变更前全部普通股利润&应该是变更前 #’()减去利息4租赁费4所得税和优先股股息之后的余额&也就

是5
!"#$%+,#’().(.6/,-.)/.7 ,公式 0128/
将公式 0123和公式 0128代入公式 0129可有5

:;6+ *#$%<#$%
*#’()<#’()

+!"*#$%!"#$%"
#’()
*#’()

+ *#’(),-.)/
,#’().(.6/,-.)/.7"

#’()
*#’()

+ #’()

#’().(.6. 7
-.)

即我们可以得到公式5:;6+ #’()

#’().(.6. 7
-.)

,公式 012=/

这样案例 01>-的计算可简化为5
利用公式 012=&将有关数据代入有5

6%公司 :;6+ -&2??&???
-&2??&???.?+-1??

@%公司 :;6+ -&2??&???
-&2??&???.0??&???+-1>9

在有关财务杠杆系数的计算中&我们可以知道5普通股在资本中的比重越小&支付的利息4租赁费和优先

股股息越多,即其它资金来源在公司资本中的比重越大/&财务杠杆系数就越大A这也就是说&财务杠杆系数

取决于资本结构&并且与普通股的比重成反比A

三4复合杠杆利益

凡是由于同时利用了营业杠杆与财务杠杆而额外增长的普通股利润&就叫做复合杠杆利益A
很 明 显&我 们 可 以 把 营 业 杠 杆 利 益 与 财 务 杠 杆 利 益 合 并 为 复 合 杆 杠 利 益&也 就 是 把 营 业 杠 杆 系 数

,:B6/和财务杠杆系数,:;6/合并为复合杠杆系数,英文缩写 :C6/5

:C6+:B6":;6+*#’()<#’()*%<% " *#$%<#$%
*#’()<#’()

+*#$%<#$%*%<%
这样&我们得到了下列公式5

:C6+*#$%<#$%*%<% ,公式 019?/

如果将 :B6与 :;6的算式均换成简便算式&则容易有5

:C6+:B6":;6+%.D#’()"
#’()

#’().(.6. 7
-.)

+ %.D

#’().(.6. 7
-.)

这样&我们得到了另一个公式5

:C6+ %.D

#’().(.6. 7
-.)

,公式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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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 例 #$%&’已 知 ()*+,-公 司 销 售 额 是 ./01112111元2变 动 成 本 是 3/#24112111元25678是

5678/&24112111元2应付利息是 7/#112111元2应付租赁费是 9/&112111元2应付优先 股 股 息 :/4112
111元2税率是 8/41;<

利用公式 #$=><代入数据可有!

?@9/ 021112111A#24112111

&24112111A#112111A&112111A4121111$41

/>$B#

在案例中2?@9/>$B#的经济意义是!销售额每增长或减少 >;2就可以使普通股利润增长或减少C>;
D>$B#/E>$B#;FF这也就是说2由于复合杠杆作用而使普通股利润多增长或多减少 1$B#;<

由 于 ?@9是 ?)9与 ?G9的乘积2且 ?)9与 ?G9的数值均大于 >2所以 ?@9的 作 用C即 复 合 杠 杆 作

用E较剧烈2在一般的财务管理中很少同时运用高营业杠杆与高财务杠杆2以减少过大的风险<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公司估计损益表如表 #$>H
利用公式 #$=>很容易求出 ()*+,-公司的复合杠杆系数!

?@9/ =#12111A%&12111&12111A>=2111A1/01$11

同样很容易求出!
?)9/4$1
?G9/>=$1
这 里2很显然2是一个高 ?)9与高 ?G9相结合产生一个更高的 ?@9的典型<这意味着C如表 #$>H右

侧E!虽 然 只 要 销 售 率 增 长 >;2就 可 以 使 5I.增 长 01;2但 同 样2只 要 销 售 率 减 少 >;2就 会 使 5I.减 少

01;J这是一种风险过高的资本结构<
案例 #$%%表明!由于杠杆作用是一把锐利的双刃剑2所 以 使 用 时 就 必 须 格 外 谨 慎2而 对 于 筹 资 公 司 来

说2这把双刃剑的伤害在于它的财务风险<
表 #$>H ()*+,-公司估计损益表

>B0B年度C>B00$>&$%>K>B0B$>&$%>E
金额单位!美元

生 产 水 准

本 期 增加 >; 减少 >;

销售 =#12111 =#=2111 =%%2=11
减!
变动成本 %&12111 %&%2&11 %>=2011
固定成本 %112111 %112111 %112111

5678 &12111 &%2&11 >=2011
利息费用 >=2111 >=2111 >&2111
税前收益 #2111 H2&11 011
所得税C41;E &2111 %2=11 #11
税后收益 &2111 %2=11 #11
变化百分数

销售 > C>E
5678 >= C>=E
税后收益及 5I. 01 C0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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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财务风险

在第一节最后!我们实质上已经涉及到财务风险问题"不同的资本结构!有不同的财务风险"而事实上!
财务风险的变化!又会影响股票的价格"因而!在研究了杠杆利益后!在正式研究资本结构之前!都必须研究

财务风险及其影响"

一#财务风险与杠杆利益的关系

财务风险是由于公司筹资时借债而引起的!而这均与杠杆利益有关$第一!公司为了获得财务杠杆利益

而 举债%向银行借款或发行公司债&!因而改变了资本结构!增加了必须按期还本付息的负担!产生了破产的

危险’第二!由于财务杠杆作用!在 ()*+下降时!普通股利润会以更快的速度下降"并且!财务杠杆系数越

大!财务风险也越大"
下面分别用案例说明"
%一&由杠杆作用而引起公司破产的危险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012公司和 32公司相关财务资料如表 -.45所注明"
参阅表 -.45可知!12公司没有借债!所以它没有财务风险!不会破产’而 32公司借债!就有财务风险!

如果债务到期后 32公司无法按期支付债务本金与利息!它就有破产的危险"
%二&财务风险与财务杠杆系数成正比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60789:;<公司相关财务资料如表 -.4=所注明"这是 789:;<公司面临的两个筹资方

案的相关情况"图 -.4>也说明了相关情况"
如果用 ((?2和 @(?2分别表示每股普通股利润的期望值及其标准离差!那么$

(甲(?2A>B 4/C/B
4
/C-B

4
/A/.DD%

美元&

表 -.45 12公司和 32公司相关财务资料

项 目 12公司 32公司

普通股数量%每股E4D& 4DD!DDD股 6D!DDD股

借款%利率 FG& E6DD!DDD

资本总额 E4!DDD!DDD 4!DDD!DDD

计划营业利润 5D!DDD 5D!DDD

实际营业利润 >D!DDD >D!DDD

借款利息 /D!DDD

实际纯利润 >D!DDD H4D!DDD

有无破产危险 无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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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公司相关财务资料

经济情况
税前利润

+,-.

概率

+/-.

每股普通股利润

方案甲

+不借债.

方案乙

+借债和普通股

各占 012.

较差时 3!4111 #56 37"11 3#"01
一般时 384111 #56 36"11 36"01
较好时 394111 #56 3!"11 30"01

:甲;/<= #
6+7>6.

7? #6+6>6.
7? #6+!>6.@ 7

=1"97+美元.
图

A

B

CCCCC

CCCCC
CCCCCCC

C

CCCCCCCCC
C

B

A

!"#7

方案甲

方案乙

;/<
+元.

6
7
#

9
D
8
0
!

;EFG+千元.

$ #11 0 8 D 9# 7 6 !

;乙;/<=#"0H #6?6"0H
#
6?0"0H

#
6=6"01+

美元.

:乙;/<= #
6+#"0>6"0.

7? #6+6"0>6"0.
7? #6+0"0>6"0.@ 7

=#"86+美元.
这里 ;甲;/<I;乙;/<且 :甲;/<I:乙;/<J

+三.高收益与高风险相统一

请参见下列案例K
L案例 !"68MN<和 O<公司的营业利润的期望值均是 914111美元4那么在业务风险相等的条件下4标准

离差也应该相等J已知这两个公司的标准离差均是 #14111美元4所得税率为 0124税后净利全部用以发放

股息J那么O<公司由于借债因而一方面每股股息较高4另一方面4反映O<公司总风险的标准离差率+PQ=
:
;.

也会较高+见表 !"71.J可见4O<公司由于利用财务杠杆作用4每股股息比 N<公司多 1"#1美元4即多出

+1"#11"!1=.702J
但是4O<公司也因此而产生了财务风险4使反映公司总风险的标准离差率比 N<公司高 1"64

即高出+1"61"0=.812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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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公司和 ’&公司相关财务资料

项 目 %&公司 ’&公司

普通股数量(每股)*$+ *$$,$$$股 -$,$$$股

借款 )-$$,$$$

资产总额 )*,$$$,$$$ *,$$$,$$$

营业利润期望值 .$,$$$ .$,$$$

借款利息 /$,$$$

纯利润期望值(0+ .$,$$$ -$,$$$

所得税(税率 -$1+ !$,$$$ #-,$$$

税后收益期望值(股息总额+ !$,$$$ #-,$$$

每股股息期望值 !$,$$$
*$$,$$$2$"!$

#-,$$$
-$,$$$2$"-$

标准离差(3+ !$,$$$ !$,$$$

标准离差率(45+ !$,$$$
.$,$$$2$"-

!$,$$$
-$,$$$2$".

总之,公司筹措资金时,常常会在利用财务杠杆利益与避免财务风险之间处于一种两难处境6因此,公司

在作出资本结构决策时,应谨慎从事,而需要遵循的总的原则是7只有当普通股利润的增加幅度超过了财务

风险增加幅度时,借债才是有利的6

二8财务风险对股票价格的影响

财务风险不仅会影响普通股利润,而且还会影响普通股的股票价格7股票的财务风险越大,它在公开市

场上的吸引力就越小,其市场价格就越低6
我们知道,每份股票现值(9:+的计算公式为7

9:29;
<

=2*

>=
(*?@%+=

(公式 !"3#+

为了计算方便,不防假设当 =A<时,>=值为一常量6那么,利用无穷等比递减数列求和公式,可有7

9:2 9@% (公式 !"3/+

若公司利润全部用以宣布与支付 股 息,那 么 公 式 !"3/中 的 每 股 股 息 期 望 值(>+,就 是 每 股 利 润 的 期 望

值(009&+

@%则表示资本成本率(或曰股票贴现率+

@%2B?C (公式 !"3!+
其中 C2C*?C# (公式 !"3-+

式中7C表示风险价值

C*表示业务风险价值

C#表示财务风险价值

而 C可用下列公式予以计算7

C2D(
E:
EFGHI+ (公式 !"33+

式中7

D表示计算风险价值的系数(为一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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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标准离差#反映业务风险大小

$%表示营业利润期望值

&表示借款金额

’表示借款平均利率

&(’表示借款利息)*+#反映财务风险大小

)$%,&’+表示税前利润的期望值

!"
$%,&’

表示标准离差率#简称 -.#反映公司的总风险#其值随 !"和 &(’的增大而增大

所以#可得到下列公式/

0"1
2203

4567) !"
$%,&7’+

)公式 89:;+

从公式 89:;可以看出/在公司筹措资金时#公司借款越多<借款利率越高#税前利润的期望值就越小<风
险价值就越大<股票现值就越低=但另一方面#每股利润越多#股票现值就越高>这再一次说明了公司筹资时

所面临的两难选择问题>这里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只有在上述第二方面的作用大于第一方面时#才能举债经

营#这时会使股票价格上升=反之#在上述第二方面的作用小于第一方面时#就不能去举债经营#否则只会使

股票价格跌落>

第三节 资本结构

现在#我们正式研究公司筹措资金的资本结构问题>

一<基本原则

从前述两节的研究中#我们初步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构论即/良好的公司资本结构是财务杠杆利益与财

务风险之间的一种均衡>可用下列示意图表示)见图 89?@+>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结构最优点)即加权

平 均资本成本率最低点+并不是在财务杠杆利益最大点)A+<也不是在财务风险最小点).+#而是在 B点)试
比较 B和 .所对应的加权资本成本率 BC与 .C#很显然 .CDBC#若比较 A亦然+>

图 89?@ 资本结构与杠杆利益财务风险关系图

实际上#对图 89?@稍加改进#便会得到一个更为科学的示意图)见图 89?8+>通过图 89?8我们可以看到/
当某一公司将其资本结构中的债务比例增至一定限度#并不会加大债务成本#这样的财务风险较小#平均资

本 成本率会下降#主权资本)股票+会因此而受益/它们会获得额外利润#其股票价格也因此而上涨EE这时

公司在较小的财务风险条件下#充分地享受了财务杠杆利益=当公司继续将其资本结构中的债务比例增加并

超出一定限度后#由于财务风险的大大增大#使债务成本明显上升)例如#投资者可能要求公司提供担保#也

可能要求公司提供更多的利息以及其它F苛刻G要求+#平均资本成本率也明显上升#相应地#主权资本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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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由此增大!其获得的利润会减少"其股票价格也因此而下跌##这时公司在很大财务风险之下"蒙受了财

务杠杆负作用带来的损失$
图 %&’% 公司资本结构成本状态图

那么"公司财务管理人员如何确定公司资本结构中的合理债务数额呢(这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由公司债

权人来确定这一点$当公司债权人提出一些额外要求时)例如要求公司限制其举新债*"公司财务管理人员应

该认识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表明债务数额已达到或已逼近合理限额$另外"公司还可通过公司的已上市

证券的价格波动情况来予以审断$在公司宣布即将借入新债时"如果公司已上市的普通股价格上涨"这表明

公司股东对公司收益持较高的期望"认为公司能够继续享受财务杠杆利益"这时"公司可由此认为可以继续

举债+在公司宣布即将借入新债时"如果公司已上市的普通股价格下跌"这表明公司股东对公司收益持较低

的期望"认为公司已无法享受财务杠杆利益"这时公司可由此认定公司不宜另举新债$

二,最优资本结构

我们已涉及到-最优资本结构.这一概念"那么什么是最优资本结构呢(
在前述-基本原则.中"我们已经说明了筹资公司财务管理人员在选择筹措资金的工具)即筹资的种类决

策*时面临的两难选择!既要尽力加大债务资本在公司资本总额中的比重"以充分享受财务杠杆利益+又要避

免由于债务资本在公司资本总额中所占比重偏大而给公司带来的相应的财务风险$我们因此而曾得出结论

说!在筹资的种类决策时"公司的财务管理人员应当在财务杠杆利益与财务风险之间寻求一种合理的均衡$
现在我们可以说"这种合理的均衡实质上就是公司的最优资本结构"或者说"最优资本结构是财务杠杆

利益与财务风险之间的一种合理均衡"正因为如此"我们把最优资本结构又称之为-均衡资本结构.##我们

以为"最优资本结构这一概念与经济学中的-均衡价格.概念是极为类似的"均衡价格则是供给与需求之间的

一种合理均衡$
公司的财务管理人员在进行筹资的种类决策时"就是要寻求这种均衡##最优资本结构$而从理论上来

讲"最优资本结构又是公司筹资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最低点$因而"寻求最优资本结构实质上就是寻求加

权平均资本成本率最低点$

三,对最优资本结构的判定

前述是判定最优资本结构的一些基本原则"现在我们寻求的是一种计算方法"使我们的判定能够量化与

科学化"而不仅仅停留于财务管理人员的经验与主观心理状态$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都没有令人满意的

科学的方法$下面列出两种可供参考的方法$
)一*/0123/45分析法

/0123/45分析法的核心是!根据不同的 /012对每股利润)/45*的不同影响"找出有债与无债的平衡

点"以便判断在什么情况下有债好"在什么情况下无债好$
请参见下列案例!
6案例 %&789:;<=>?公司相关财务资料见表 %&@’$在这里":;<=>?公司面临着两种筹措资金的

方案"表 %&@@则描绘了在不同的 /012水平下的 /45的不同值)估计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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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公司相关财务资料

筹措资金方法 资本总额 债券总额 所得税率

)+普通股 $,,万股-每股./,0无公司债 ./,1,,,1,,, , /,2
3+普通股 4,万股-每股./,0
公司债.$,1,,,1,,,利率 42

./,1,,,1,,, .$,1,,,1,,, /,2

表 !"## %&’()*公司的 5367及 589水平估计

5367 税前利润 税后利润 589

) .#1,,,1,,, .#1,,,1,,, .$1,,,1,,, .$",,
方 .!1,,,,,, .!1,,,1,,, .#1,,,1,,, .#",,
案 .41,,,1,,, .41,,,1,,, .!1,,,1,,, .!",,
3 .#1,,,1,,, .$1#,,1,,, .:,,1,,, .,";/
方 .!1,,,1,,, .<1#,,1,,, .$1:,,1,,, .#",,
案 .41,,,1,,, .;1#,,1,,, .<1:,,1,,, .!"/,

根据表 !"#$和表 !"##可绘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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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7
-单位@百万元0$,/ : ; 4 B, $ # < !

-单位C元0
589

由图中可以看出1!,,万元是 5367的均衡点15367低于此点时1无债的 589高于有债的 589D5367高

于此点时1有债的 589高于无债的 589E

5367F589分析方法只考虑借债带来的财务杠杆利益1而未考虑财务风险1这显然是不够科学的E但是

在商业实务中1在没有更好的方法代替之前1筹措资金时1常用此法提供资本结构决策所需要的参考资料E
-二0现金净收入分析法

我们知道公司举债以后产生了财务风险1增大了公司破产的危险E但是1公司是否有能力偿还债款及利

息1并不直接取决于资本结构的好坏1而是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现金E现金净收入分析法的核心就是分析公

司资产的变现能力1也就是资产变现的流动性E现金净收入分析法的步骤是@首先计算出某一财政年度现金

收入的期望值D然后在这一期望值范围内安排公司的借款计划D如果公司的借款在某一财政年度应偿还的本

金利息低于现金收入期望值1则计划是安全的D反之1如果在某一财政年度应偿还的借款的本金利息超过了

现金净收入的期望值时1计划就是危险的E
当由于意外变故1使现金净收入减少时1为了防止破产1公司必须立即变现其资产E各种资产的变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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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一样的!如表 "#$%所示!其中!库存现金的变现能力是最强的!而固定资产的变现能力最弱&尤其是!当

整个经济系统处于萧条期时!由于社会总需求的萎缩!使得固定资产很难被变现’或者!当固定资产属于高度

专业化性质时!也很难被变现(反之!当整个经济系统处于扩张期或繁荣期时!或者欲变现的固定资产属于通

用化性质时!其变现能力可能较高)(这样!公司资本结构的不同!即各类资产在总资产总额中所占比重的不

同!对公司的财务风险关系甚大*当公司资本结构中变现能力强的资产较多时!其财务风险就较小’反之!当

公司资本结构中变现能力弱的资产较多时!其财务风险就较大(很多公司的破产!不是因为没有资产!而是因

为其资产不能在较短时间内变现!结果由于不能按时偿还债务!只好宣布破产(
表 "#$% 公司资产的变现能力

资 产 分 类 三月之内 一年之内 三年之内

+#可利用的资金

&+)库存现金 ,

&$)尚未使用的限额借款 ,

&%)可利用的银行短期借款 ,

&")可以发行的公司债 ,

&-)可以发行的股票 ,

$#可节约的支出

&+)缩减产量’减少变动成本 ,

&$)缩减其它支出项目

.市场调查研究费 /

0研制费 /

1管理费 /

2投资资金 /

3信息费 /

%#关闭工厂或车间 /

"#出售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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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筹资决策

这一章!实质上是前述各章的延续与总结"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所谓#筹资决策$是狭义的!即大致等同

于传统西方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中的#筹资决策$!而不是我们本书体系中所采用的广义的筹资决策"狭义的筹

资决策!主要是对资金筹措的种类与期限的决策!而不包括广义的筹资决策中的另两个决策阶段%股息债息

&利息’决策和发售技术决策&当然!并不是对任何类别的资金来源来说都有发售技术决策的!发售技术决策

是专门针对有价证券的发售而言的’"并且!正如我们说过的!整个狭义筹资决策的内容实质上都是为公司投

资服务的"
在本书!我们是将种类决策与期限决策综合加以介绍的"筹资决策主要建立在相关的财务考虑之上的!

当然!同时也考虑其这它非财务因素"下面分而述之"

第一节 财务判则

所谓财务判则!就是筹资决策的财务基准"筹资决策的财务判则是%选择最优资本结构!也就是加权平均

资本成本率最低的资本结构"
具体决策程序如下%当一家公司面临几种投资额相同的筹措资金方案时!公司可以分别计算出各个筹措

资金方案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然后选择其中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最低的一种"当然!被选择的加权平均

资本成本率最低的一种方案只是诸种方案中最佳的!并不意味它已经形成了最优资本结构"这时候!公司的

财务管理人员可以运用我们本章所介绍的一些判别原则&如观察投资者对债款贷出的要求(股票市场上价格

波动情况’与上章第三节中的两种方法!逐步摸索出最优资本结构"
财务管理中的最优资本结构!与同经济学中的均衡价格体系一样!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模式"也许一

个公司永远也达不到最优资本结构!但毫无疑问!在这个公司探求最优资本结构的过程中!由于公司不断改

进资本结构!公司必将获得极大的利益))这就是最优资本结构理论的重要性%它告诉你应该追求什么!并

告诉你怎样追求!虽然并不一定能让你最终得到你追求的目标"
现在我们依据上述资本结构决策!列出一个案例!供参考"
*案例 +,-./012345公司面临两种筹措资金的方案%方案 4与方案 6"两种方案的相关财务资料分

别见表 +,7+与表 +,7+"
第一步%计算 4方案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

实质上!4方案就是上一章的案例 +,78"
根据案例 +,78!可有下列计算结果%
即 4方案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为 .,98+:;"
第二步!计算 6方案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

依据表 +,7<!首先计算出单项资本成本率的权重%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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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方案 $相关财务资料

普通股%面值 &’美元(总值 )(’’’(’’’美元*
每股收益 &"’’美元

每股现行市场价格 &#"’’美元

每股股息 ’"+)美元

股息预期增长率 )"),
优先股%面值 &’’美元(总值 #(’’’(’’’(美元*

每股股息 +"’’
每股现行市场价格 +-"#)

公司债%面值 &’’’美元(#’年到期(.,*
每份现行市场价格 .."+美元

公司所得税率 )’,
银行要求相称活期存款余额 未清偿贷款的 #’,
正常情况下最低活期存款余额 #’’(’’’美元

表 !"#) 方案 /相关财务资料

抵押公司债

总值 #’(’’’(’’’美元

资本成本率 0#,
优先股

总值 &’(’’’(’’’美元

资本成本率 1"#,
普通股

总值 &’(’’’(’’’美元

资本成本率 &-"),
留存收益

总值 &’(’’’(’’’美元

资本成本率 &-,
长期资金来源总计 )’(’’’(’’’美元

资本来源 单项资本成本率 单项资本成本率权重 加权后单项资本成本率

银行贷款 !"!!, &’, ’"!!!,
公司债 !")!, &+, ’"++1&,
优行股 ."1&, 1, ’"+0!!,
普通股 &&"+), 0), !"&&#),

留存收益 1"1&, 0’, #"-!0,
合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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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然后可计算如下,

资本来源 单项资本成本率 单项资本成本率权重 加权后单项资本成本率

抵押公司债 -.() /%) $.-)
优先股 0.() (%) $.1)
普通股 $1.’) (%) -.-)

留存收益 $1) (%) -.()
合计 2./)

即 3方案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为 2./)4
5必须注意的是&3方案的单项资本成本率的权重是依据资本帐面价值计算的&这样是不太准确的&但限

于所供资料&也为了计算简便&只能如此处理64
第三步&比较 783方案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大小4
很显然&97:93
所以&公司应挑选方案 74
第四步&改进资本结构4
方案 7并不一定是最优资本结构&所以公司财务主管应继续依据公司具体情形对方案 7的资本结构予

以 改 进,可 依 据 本 节 第 一 节 所 介 绍 的 一 些 基 本 原 则&运 用 ;3<=>;"?分 析 法 和 现 金 净 收 入 分 析 法 进 行 推

索&寻求最优资本结构4
案例 /.-0的全过程是极为繁杂的&所涉及的计算量很大&如果案例中不是两个方案而是更多的方案&那

么计算更为繁杂4另一方面&公司财务人员在公司资本结构决策时&通常考虑的是,公司所筹措的资金中&主
权资本与债务资本各占多少才较合适呢@也就是说&对公司财务人员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在主权资本与债务

资本之间作出选择&这样&案例 /.-0的资本结构的案例反而不适合大多数实际情况4因而&我们可以再寻求

另外一种方法4
这种方法的核心是,只考虑普通股5主权资本6与公司债5或银行贷款&均属于债务6这两种筹措长期资金

工具&并且也不考虑筹措资金的费用&资本总额的计算均按照市场价格进行4
在这种情形下&资本成本率的计算公式均简化为,
$.计算公司债资本成本率公式,

9A#<5$>=6"BA 5公式 /.106

式中,

9A表示公司债资本成本率

<表示每年应付利息总额

"BA表示已发行公司债市价总额

=表示所得税税率

必须注意的是&这里的 <和 "均可以包括不同种类8不同发行时间的公司债4
(.计算普通股资本成本率的公式

9*# ;"B*#
C
" 5公式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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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表示普通股资本成本率

$表示税前利润

%&#表示普通股市价总额

’表示普通股每股股息

%表示股票价格

()计算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公式!

"*+ ,-+
./$
%&0/%&# 1公式 2)345

式中!

"&表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

,表示营业利润6即1./$5

-表示资本市价总额6即1%&0/%&#5
公式 2)34可演变为!

"7 + ./$
%&0/%&#+

"8%&0918:;5/"#%&#
%&0/%&#

+"8<
%&0

1%&0/%&#518:;5/"#<
%&#

%&0/%&# 1公式 2)385

其中6 %&0
%&0/%&#

表示公司债在公司资本总额中比重6 %&#
%&0/%&#

表示普通股在公司资本总额中的比重=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2)(?@ABC7,D公司总资本为E8644464446全部都是普通股6共 8446444股6既没有公司债6也

没有留存收收益=$F.;为EGH464446所得税率为 H4I=现在 ABC7,D公司财务主管考虑发行一些公司

债6并以所得款项买回自己公司的普通股=发行公司债的几种情形如下!

发行公司债总额 公司债利率 每股股票价格

E)J J E84)44

E8446444 K)4I E84)44

EG446444 K)4I E84)H4

E(446444 K)HI E84)3H

E2446444 3)4I E88)44

EH446444 L)4I E84)H4

EK446444 84)4I E?)H4

第一步6先计算普通股资本成本率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

$F.; EGH46444
利 息 公司债面值<利率1.5
税前利润 EGH46444:.

税后利润1H4I5 E8GH6444: .
G

$%M
E8GH6444: .

G
股票数量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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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资本成本率!"#$%
&’’()***+ ,

-
股票数量.每股市场价格!/0$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

"12!
0/3

0/340/#$.
"3
-4!

0/#
0/340/#$."5

现在进行具体计算%
当 发行公司债总额为&’**)***!公司债利率为 67$时)普通股总额减至!&’)***)***+&’**)***2$

&8**)***)由于此时普通股市价为&’*9**:每股)所以实际减少了!&’**9***&’* 2$’*)***股普通股)实际上

只有!’**)***+’*)***2$8*)***股普通股%
!*$普通股市价总额!0/#$%

0/#2股票数量.每股股票市场价格

28*)***.&’*28**)***
!’$普通股资本成本率!"#$%

"#2
&’-()**+ ,

-
/; 2

&’-()***+&’**)***.67-
&8**)***

2’<9(67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中公司债部分%

0/3
0/340/#.

"’
-

2 &’**)***
&’)***)***.

67
-2’*7.<*72*9<7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中普通股部分%
0/#

0/340/#."#

2 &8**)***
&’)***)***.’<9(6728*7.’<9(672’-9-*=7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

0/3
0/340/#.

"’
-4

0/#
0/340/#."#

2*9<74’-9-*=72’-9(*=7
其他五种情况也依照上述步骤计算)可有%

公司债总额

!0/3$
普通股总额

!0/#$
"# 0/3

0/340/5.
"
-

0/5
0/340/5."5 "/

&’**)*** &8**)*** ’<9(67 *9< ’-9-*=7 ’-9(*=7

&-**)*** &>=*)*** ’=9’?7 *9(??7 ’’9==(7 ’-9*--7

&<**)*** &?(-)*** ’(9<-7 *98-67 ’*98(<7 ’’9>?87

&=**)*** &66*)*6* ’69>-7 ’9<-’7 ’*9=?<7 ’’9?8=7

&(**)*** &(-()*** -*7 ’98(’7 ’*9-=*7 ’-9’8(7

&6**)*** &<>*)*** -(7 <9*6’7 8968=7 ’-9?((7

第二步)选择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最低的一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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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见 上 列 计 算 结 果 表!可 以 很 容 易 知 道"当 公 司 债 资 本 总 额 为#$%%!%%%&股 票 总 额 为#’’%!%%%时!
()*+,-公司股票价格最高!达到#../%%0每股!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最低!只有 ../12!因而应该选择这

种资本结构3
第三步!根据计算资料!绘制资本结构决策图如下"

必须指出的是"在案例 $/41中!我们是一次性地找出最优资本结构的5../1263而实际上!这种情况很

少见!一般需要公司财务管理人员反复调整与测试!并且!公司可能永远也达不到最优资本结构状态!虽然公

司可以无限地接近最优资本结构状态3

第二节 其它考虑

财务判则是公司筹措资金时要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这并不意味着公司决策时不考虑其它因素3尤其

是!在某些特殊情形下5在这时!利润极值已经不是公司的目标!公司可以为其它目标牺牲公司的财务利益!
从而违反财务判则6!这些因素可能会演变为公司筹资决策时所必须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3

这些因素主要是以下两个"
./股东权益的渗水3股东权益是公司财务管理的终极着眼点!股东权益的极值是公司财务管理的终极

目标3股东权益的下降可能有两种情形"一是公司收益率下降!公司给予股东的投资报酬率下降!从而引起股

东权益的下降7另一种则是由于股份公司制度演进而产生的一系列机制与手段对股东的对公司资产及经营

的参与权的渗水!这里对公司筹资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增发新股与可转换证券5除非增发的新股或发行的可转

换证券严格地按股东的原有持股比例分发或发售给现有股东6对股东权益可能的渗水3虽然发给普通股以购

股权证可能会减轻这种渗水作用!但渗水必定仍然存在3发生渗水的原因在于"原有股东的出资对公司现在

的 财务状况5尤其是资产扩大与公积金的留存与累积6贡献很大!而增发新股与可转换证券则可能使新股东

无偿分享这种贡献88由此可见!在公司筹措资金时!对股东权益产生渗水的可能性来源于主权资本5股票

或留存收益6!而不可能来源于债务资本5银行贷款&公司债等63公司筹资时!如果选择债务资本!则可避免股

东权益渗水的危险3
9/对经营权的限制3公司筹资时!公司往往为了获得必需的资金而被迫接受投资者对经营权的限制或

干涉3从理论上讲!无论是主权资本还是债务资本的提供者5投资者6都可能对经营权进行干涉或限制3但实

际上!这方面主要的危险却来源于债务资本3因为在现代股份公司里!各种机制与手段5例如委托投票制等的

运 用6!已使所有者5股东6与其对公司经营的支配权相分离!经营权逐渐独立出来而汇聚在一个独立的利益

集团88支配者集团手中!这样!所有者5主权资本的提供者6对经营权进行限制与干涉的可能性较小3相反!
债务资本提供者完全被认为是:公司之外;的利益方!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以保证公司能够按时偿本利

息!往往对筹资公司的经营权施以一定限制!这些限制一般包括在资本借贷契约中!最典型的就是我们讲过

的银行贷款的借贷契约&公司债发行的信托契约以及租赁契约等88由此可见!公司筹措资金时!公司经营

权被限制的可能性来源于债务资本!而不是主权资本3所以!公司筹资时!如果选择主权资本则可避免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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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被干预的危险!
在这里"对上述两个因素"有一点必须予以说明"即主权资本与债务资本对上述两个因素的作用与影响

并不是绝对的"尤其是在经营权领域!我们知道"中早期的股份公司把股东权益奉为公司绝对的最高利益"因
而"由于股东享有投票比例表决权而债务资本提供者不享有这一权利"对公司经营进行限制的危险性就主要

来源于股东#主权资本提供者$"即使债务资本提供者在借贷契约中对公司经营权可能有所限制"这种限制也

只是间接的与派生的"相反"股东对经营权的限制则是直接的与强烈的!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在现代股份公

司里"上述事实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公司经营权施以限制的可能性主要源于债务资本而不是主权资本的

提供者!然而"这一结论并非绝对适用"在一些股份公司里"尤其是家族式股份公司里"债务资本提供者对经

营权的干涉只是一种例外现象#发生于公司资本短缺被迫提供优厚借贷条件或者当公司无法按时还本付息

时$"主权资本提供者对经营权的干涉才是一种常态!并且"现代股份公司的制度演进的趋势是%公司经营权

在逐渐脱离主权资本提供者支配的同时"也逐渐摆脱其它经济主体#如政府&债务资本提供者等$的干涉与限

制!
’(其它因素!公司筹资决策时"还有许多其它因素是需要考虑的"这些因素涉及到政治&经济等社会生

活的各个方面!例如"政府对筹资的态度就非常重要!例如在日本"虽然经济高度发达"巨型股份公司层出不

穷"但在每一个股份公司里"主权资本在资本总额中所占比重极小"相反"债务资本在资本总额中所占比重极

大#在有的公司里这一比重达 )*+以上$,,这是因为日本政府在二战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鼓励公司使

用 债务资本#这一鼓励是通过极低的实际利率来实现的$而限制使用主权资本#这一限制是通过抑制证券市

场的成长与发展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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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股息决策和债息决策

传统的财务管理是把股息决策列为与投资决策!资金筹措决策相并列的三大决策之一"也就是"传统的

财务管理是把股息决策排斥于资金筹措决策之外的"而我们在这里之所以要把股息决策列于资金筹措决策

之内"是出于如下考虑#
第一"在第六章考察资本成本率时"我们曾说到过公司留存收益的机会成本问题"也就是说"若公司留存

收益不用于投资的话"应作为股息支付给股东$这样"一论及留存收益的机会成本"就有必要考察股息决策$
第二"股息决策对公司筹措资金决策非常重要$设计什么形式的股息!股息率多高!何时支付股息等问

题"对公司筹措资金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这些问题关系到公司发行的股票的吸引力"从而关系到公司能否

顺利地在公开市场上筹措到所需资金%另外一方面"这些问题对公司的财务利益关系甚大"尤其是对公司的

现金周转关系甚大"从而直接影响到公司的经营与收益$而上述两方面实质上又是相互矛盾的#若公司在股

息上表现非常慷慨"这当然会加大股票的吸引力"但这同时也加重了公司财务负担"尤其是对公司现金周转

产生巨大压力%反之"若公司的股息设计对公司财务负担很小"这固然有利于公司的营业与收益&尤其是公司

的现金周转’"但会减少股票的吸引力"使公司很难在公开市场上筹措到所需要的足够的资金$所以"在股息

问题上"正如在资本结构&利用杠杆利益而避免财务风险’问题上一样"公司又一次陷于两难选择之中$也正

因为如此"股息的决策也只可能是股票吸引力与公司财务负担之间的一种均衡((我们研究股息决策"就是

要研究这种均衡$
至于我们把债息决策也列入资金筹措决策之中"也出于与上述有关股息的第二个问题同样的考虑即研

究公司债吸引力与公司财务负担之间的一种合理均衡"以最大限度地有利于公司的财务利益$

第一节 股息决策&)’#基本理论

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股息决策所要注意研究的两个问题#股息支付率与股息的稳定性"然后再介绍有关

股息的三个基本理论#*一鸟在手+理论!完整市场理论和追随者理论$

一!股息支付率与股息的稳定性

我们已经讲过"股息决策是在股票吸引力与公司财务负担之间寻求一种合理的均衡"具体地来说就是探

寻股息与留存收益之间的比例关系$基本关系如下#
留存收益,税后利润-股息

当税后利润一定时"矛盾的焦点就在于留存收益与股息之间比例的确定上$
&一’股息支付率

若从理论上分析"则发不发股息!发多少股息"对股东来说"结果都是一样的$因为若本年度不宣布与支

付股息"那么全部税后利润将以留存收益的形式转为资本"股票价格因此就会提高"股东未得到的股息"将包

含于股票价格上涨中$如果下一年度继续不发放股息"而股东又急于变现其股票以获现金"那么"他可以将股

票出售"这时的股票出售肯定是按溢价形式进行的"其中的溢价额部分就包含有公司的两年未付股息$
但是实际情况是复杂的$就股东方面来说"有的股东依靠股息维持生活"希望发放股息%而有的股东则不

需要股息"希望利滚利"多赚钱$同时"有的股东出于逃避所得税的目的"也希望不支付股息#宣布与支付股息

时"股东要为所收到的股息缴纳个人所得税"税率一般较高%不宣布与支付股息时"股东出售部分股票以代替

股息收入"那么为出售股票而需要缴纳的资本所得税较低&不到个人所得税税率的一半’$就公司方面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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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也是复杂的!尤其是当公司选择是用外部资金还是用内部资金筹措所需资金时"从外部筹措资金!筹措

费很高#从内部筹措资金!就不必开支筹措费用$
每股股息是反映股息水平的绝对数$不同类型公司的每股股息的多寡是很不相同的!缺乏可比性$这里

可运用股息支付率这个指标"所谓股息支付率!就是每股股息占每股利润的份额$因此可知!股息支付率是反

映股息水平的相对数$这样通过股息支付率这个指标!各个不同的公司可以互相比较股息水平$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表 &’*+列出了,-.两个公司的股息支付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到!,-.两个公司每股股息的

绝对额相差很多!但它们的股息支付率都是相等的!均是 /(0!这说明它们的股息水平实质上是相同的$
表 &’*+ ,公司与 .公司股息支付情况

项目 ,公司 .公司

每股股息123 4(’*( 45’((

每股利润1*3 4(’&( 4+’((

股息支付率15361231*3 4(’/ (’/

1二3股息的稳定性

股息的稳定性!是用一个反映股息不稳定性的指标!即股息变动系数!从相反的方向来反映的$
股息变动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股息变动系数6
股息标准离差1783
平均股息额1983 1公式 &’:*3

其中!98计算公式如下"

986
;
<

=62
8=

< 1公式 &’:53

式中"8=表示第 =年股息数额

<表示年数

78计算公式如下"

786
;
<

=62
18=>983*

? < 1公式 &’:&3

股息变动系数越小!表示股息的稳定性越好!股票的吸引力也因而越大$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2)表 &’*:列出了,-.两个公司股息的相关资料$这两个公司股息的绝对水平是不同的$,公

司股息的绝对水平高于 .公司!但其稳定性却低于 .公司!,公司股息变动系数为 /(0!而 .公司股息变动

系数只有 *0$

@AAB第四篇 财务管理B



表 !"#$ %公司和 &公司股息相关资料

年

每股股息

%公司 &公司

’ ("’) #"*(
# ("(+ #"+(
) ("(! #"*(
! ("’, )"((
, ("#( )"((

-
.

/0’
12 ("3( ’!"3

415-12
6 7 ("’# #"*#

81 ("(3 ("($

股息变动系数 ("(, ("(#

除了股息变动系数外9股东还十分注意股息变动的发展趋势9尤其是当变动系数较大时:例如9%公司三

年的股息按顺序分别为;’"((<;#"((和;)"((9&公司则为;)"((<;#"((与;’"((:尽管这两个公司的

股息变动系数是相等的9但是 %公司股息变动的趋势是向上的9而 &公司股息变动趋势是向下的:很显然9
股东更欢迎 %公司的向上变动趋势:

以上所介绍的股息支付率与股息变动系数构成了判别公司股票吸引力的两个最重要的指标:
下面介绍三种主要股息理论:

二<股息理论5’7=>一鸟在手?理论

>一鸟在手?一词源自于谚语>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而>一鸟在手?理论的核心就是=已经得到的现实

的价值比未得到的有风险的预期价值要高:
>一鸟在手?理论的基础是对投资者心理状态的分析:其主要论点就是=由于投资者对风险有天生的反

感9而且认为风险将随时间延长而增大9所以宁愿目前收到较少的股息9也不愿意等到将来再收回不肯定的

较大的股息或较搞的股票出售价格:这样9只有较高的股息支付率9才能有效地吸引股东购买公司发行的股

票9因而公司要定期地向股东支付较高水平的股息:

三<股息理论5#7=完整市场理论

完整市场理论是建立在下列五个假设的基础之上=

’"市场是完整无缺的@
#"没有筹措资金的费用@
)"没有所得税@
!"公司投资政策不变@
,"公司投资回收没有风险:
在上述五个假设前提的基础上9完整市场理论有下述三个基本观点=
’"投资者并不关心股息的政策:若公司股息支付率太低9可以出售一部分股票9以弥补股息的不足@若

公司股息支付率太高9可以用多余的股息另行购入一些股票9以扩大投资:因此9对于投资者来说9股息所得

与在股票上的资本所得是没有差别的9股息支付率高些或低些9其结果是一样的:只要没有将全部利润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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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形式支付给股东!股票的价格就会因为留存收益增加而提高"股票市价的这种提高与公司经营管理好坏

或获利能力高低并无直接关系"
#$因此!股息政策并没有好坏之分!它与期初的股票市场价格是无关的"
%$期初的股票价格主要是由公司的获利能力&&利润决定的!与股票发不发或发多少无关"
毫无疑问!完整市场理论的上述结论是令人震惊的’它意味着!股息政策的无用性"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0公司发行普通股 1222!222股!每年期望利润为3122!222!公司利润全部支付股

息!则每年每股股息为31!每股普通股市场价格为312!普通股资本成本率是 124"若 +,-./0公司明年

新投资3122!222!每年能增加利润312!222"+,-./0公司现在面临两种筹措资金方案’
方案 /’支付每股股息315发行 12!222股新股票6每股售价312!共计3122!222!全部用来满足新增投

资的需要5以后各年的股息也都是31783112!2229112!222:"期初的股票市价7;2:为’

;28 <=2

8 1
1248312

方案>’第 1年不发放股息!全部利润3122!222用作留存收益作为新投资"从第二年开始时的每股股息

为31$12783112!2229122!222股:"相应的每股市场价格为’

;282?@
A

B8#

1$12
71?124:B

82? 1
1?124@

A

B81

1$12
71?124:B

82? 1
1?124C

1$12
1248312

由 案 例 )$)#可 见’发 股 息 与 不 发 股 息 对 期 初 的 股 票 市 场 价 格 并 无 影 响7每 股 普 通 股 市 场 价 格 均 是

312:"
上面只是案例的说明!下面我们将完整市场理论诉之于数学证明"
已知’公司的投资回收率7D:等于股东的股息率 E7必须注意的是!在不考虑资金筹措费用的情形下!股息

率 F等同于股票的资本成本率 =G:5公司本年度利润一部分用于发放股息!另一部分用于新投资5新投资不

足部分用发行新股票来解决"
证明’很显然有下列关系式’
新投资8留存收益?新股票

87净利润H原股票数量C每股股息:?新股票数量C新股票市场价格

设’I87JHKC<1:?LC;1
L;18IH7JHK<1:81HJ?K<1

此时股票市价总额7KF2:为’

KF28 1
1?E(7K?L:;1H;L1?K<1*

8 1
1?E(7K;1?K<1:*

8 1
1?E(7K?L:F1H7IHJ?K<1:?K<1*

8 1
1?E(7K?L:;1HI?JHK<1?K<1*

8 1
1?E(7K?L:;1HI?J*

M在 N8E的条件下!股票市价的变动主要取决于净利润7J:的变动!而同发放股息7K<1:并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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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上面的证明来看!完整市场理论的结论是严谨的"然而!这一结论即股息政策的无用性#怎样发放股

息$发放多少股息$何时发放股息等%却仿佛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感觉完全相悖!即事实上股息政策对公司能

否顺利筹措资金与能否顺利结营关系甚大"这是什么原因呢&这里!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完整市场理论的六个

基本假设过于偏离现实性"在理论研究中!提出必要的假设是无可厚非的!这有助于问题的简化与思路的清

晰化!但如果论证的前提过于偏离现实!那么!就完全可能导致谬误!而完整市场理论的失误也正在于如此"

四$股息理论#’%(追随者理论

追随者理论是一种较新的股息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投资者的目的与偏好是不同的!有的投资者希望股

息支付率高一些!有的则希望低一些"因此!筹资公司应根据本公司股东的具体的目的与偏好进行股息决策!
而不应该强求一致!寻求所谓)统一的*规律"

第二节 股息决策#+%(具体政策

股息政策的目标是(既要发放股息!使投资者满意!又要有利于增加公司内部资金来源!有效地降低资金

筹措费用与资本成本率"这样!很少有公司完全不发放股息!也很少有公司把全部利润均用作发放股息"也就

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要在股票吸引力与公司财务负担之间!寻求一种合理的均衡"

一$股息的种类

,-现金股息

即股息是用现金来支付的"这是最常见的股息形式"投资者之所以投资于股票!主要在于希望得到较一

般投资为多的一定的现金.而公司为了公司长期成长与财务状况!必须保留现金以备购置固定资产与设备!
或用于其他的用途"所以!股息决策的两难选择主要就在于现金股息上"

当公司有足够的未指定用途的累计纯利时#之所以说是)累计*!是因为当期公司利润可能需要弥补上年

度或前几年度的亏损%!并且当公司有足够的现金时!可以宣布与支付现金股息"
+-财产股息

最常见的财产股息是以其它公司的证券代替现金发放给股东的股息"这是一种使公司与投资者#股东%
均较满意的股息(

#,%公司用多余现金购买了其它公司的证券!而证券的流动性及安全性均较好!仅次于现金!所以投资者

愿意接受这种形式的股息.
#+%一公司为了支配其他公司而购买其大量股票!是违反)反托拉斯法*的行为!为了回避违法行为!公司

把证券作为股息发放给股东!既发放了股息!又保留了实际的对它公司的支配权!真可谓一举两得"
’-股票股息

股票股息是公司用增发股票的方式代替现金$按股东股份的比例分发给股东作为股息"从理论上来说!
发放股票股息后!公司的权益不变!增加的股票只会引起每股市价下跌"但实际上股东还是能得到额外的利

益!因为股票市场价格实际上受许多因素影响!市价并不一定会由此下跌!尤其是当增发的新股数目不是很

大时!投资者的心理影响甚小!他们很愿意得到股票作为股息"所以!股票股息的发放也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

法"
在下列情形下公司可能发放股票股息(
#,%为了保留现金(当利润趋势让人乐观!而需要现金扩展业务时.或者!当公司经营暂时困难!需要现金

以供周转时!股票股息是一种不削减公司现金状况而又能使股东享受利润的适当方法.
#+%为了避免被课所得税(发放现金股息时!股东要缴纳较高的个人所得税.而对于股东来说!法律并不

认为股票是其所得!因此不需要缴纳所得税.
#’%为了稀释流通在外的本公司股票价格!以便于交易!公司常发放大量股票股息"
股票股息很重要!我们在后面还要论及它的特殊作用与经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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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股息

公司用自己拥有的它公司的公司债#应付票据等发放的股息$称为负债股息%这种股息一般是带息的票

据$并有一定的到期日%这种股息形式较少采用$它只是公司已宣布并必须立即发放股息而现金不足时采用

的一种权宜之计%

二#股息的支付方式

股息政策除确定股息的种类外$还要确定股息的支付方式$并且后者常常是更重要的%
&一’固定股息支付方式

所谓固定股息$也就是不论经济情况怎样$不论公司经营好坏$每年支付的股息额不变%如下图(

固定股息一般适用于优先股$但有时也适用于普通股%固定股息$相当于一种公司对股东的应付债务$它
既可能使公司充分享受财务杠杆利益$也可能使公司财务风险加大以至于公司破产%所以$成熟的#盈利情况

好的公司一般都不采用固定股息支付方式%但对于那些正处于成长期的#信誉一般的公司来说$采用固定股

息支付方式是适宜的$因为这样能够减轻股票的风险$增强了股票吸引力$从而吸引投资者来购买%
一旦确定了固定股息$公司一定要设法按时支付$因为这样(
&)’可稳定公司业已发行并售出的股票的市场价格*
&+’可维持公司的信用地位*
&,’可取得股东对管理部门的信任%
这时候$若公司现金不足以支付固定股息$则公司一般采用增发新股的方式来解决%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01234公司股票市场价格为)55美元#固定现金股息,美元%由于现金短缺$/01234

公司本年度只宣布 5"65美元的现金股息$另加 +"67的股票股息$以代替固定股息%
&二’股息支付率固定的股息支付方式

也就是说$每年的股息支付率保持不变$而每股股息则随每股利润&89:’增减而变动%如下图

;

<

==========

==========

(

89:

每股股息

年
5 ) + , ! 6 >

+?65

>?55

,?55

+?55

金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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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固定股息外额外股息的支付方式

这 种支付方式的特点是#若公司经营情况非常好$则在固定股息之外$加 付 额 外 股 息 给 予 股 东!又 称 为

%红利&"’如下图

(

)

******

******

#

金

额

+,--

.,--

/,0-

/,--

- 1 / . 2 0 +
年

每股股息

345

必须注意的是$一个连年采用固定股息外加额外股息支付方式的公司$将冒着使股东们认为额外部分成

为每年固定股息的组成部分的风险’这样$如果利润降低$而公司在某年忽然取消这种额外股息$那么就很可

能 造成与减少支付%固定股息&结果类似的影响$即公司信用地位可能会下降6公司信誉可能会恶化6公司的

股票市价也可能会下降$潜在的投资者或债权人均可能因此而错误地判断公司的真实财务$使公司的筹资能

力弱化77这种%股息粘性&局面是必须予以避免的’
!四"稳定微升或梯级股息支付方式

这种支付方式的特点是#股息额逐渐低速上升$即使利润减少$股息也照样上升而并不减少’如下图

(

)

#

345

每股股息

1 / . 2 0 + 8

金

额

!五"剩余股息支付方式

这种股息支付方式的特点是#如果有盈余$就优先考虑投资的需要$如果满足投资需要后还有剩余$就有

来发放股息$否则就不发放股息’这就是著名的 9:;公司采取的股息支付方式$这样$虽然投资者领取的股

息很少$但由于公司业务发展迅速$所以$投资者还是很满意的’

三6影响公司股息政策的因素

上面我们介绍了各种可能的股息政策!股息的种类与支付方式"$而各个公司具体情形的不同$对其股息

政策影响甚大’下面$列出影响公司股息政策的 1-个基本因素#
1<法律方面的限制!包括普通法有关规定6公司法及政府有关法律的规定$以及公司与股东所订立的契

约的规定"’例如$为了保护优先股股东和债权人利益$法律规定发放股息的金额不能超过净利与留存收益之

和$即不允许用资本发放股息!建设股息例外"=又例如$法律对公司增发新股也有严格限制’
/<收益的稳定性!包括公司维护或者提高它的利润率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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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经济情况#尤其是要考虑这些情况对于公司发放股息的影响$
%"公司的信用品质$
&"公司短期资金周转中需要的流动性$
’"公司长期的现金需要(购买固定资产或者偿还到期债务)$
*"公司的支配形态(即是属于金字塔形支配还是属于多数持股支配等所有权的支配形态)$
+"公司留存收益的使用效果$
,"公司进入资本市场的难易度及其本身的决心$
-."股东会与董事会的基本态度$
在论及公司股息政策的末尾#我们用一个案例来说明公司在股息政策方面如何选择最优方案$
/案例 %"%%0123456公司的矿产资源只能使用五年#股东已决定不再投资#准备五年后结束公司$已

知7公司收入所得税为 889#但购买它公司优先股而获股息收入可免税 +&9:个人收入所得税为 %.9#但资

本所得税只有 8.9:股东期望股息率为 -.9$公司在五年内收入情况如下7
税前现金净收入 ;8&#...
减7折旧费 &#...
税前利润 8.#...
减7所得税(889) %#%..
税后净利润 ;-&#’..

现在 123456公司面临以下三个方案#需挑选出对股东权益最有利者7
方案 57每年把全部现金净收入以股息形式分配给股东$
方案 <7用每年现金净收入购买其他公司公司债(利率 &"-!9)#在 &年后#将前四年购入的公司债本利和以

及第 &年的现金净收入一次性发给股东$
方案 =7用每年现金净收入购买其他公司优先股(利率 +"8*9)#在 &年后#将前四年购入的优先股本息和以

及第 &年的现金净收入一次性发给股东$
基本思路7分别计算出三个方案的期初股票市价总额#选择其中总额最大者$

方案 57
每年税后现金净收入>-&#’..?&#...>;8.#’..
股东每年税后净收入>8.#...@(-A%.9)>;-8#!’.

股票市价总额>-8#!’.@B
&

C>-

-
(-?-.9)C

>-8#!’.@!"*,->;%’#+&*
方案 <7

每年购入公司债一年后的本利和

8.#’..@D-?.".&-!@(-A889)E
>8.#’..@-".%

第一年所购公司债复利终值

8.#’..@-".%%

第二年所购公司债复利终值#8.#’..@-".%!

第三年所购公司债复利终值#8.#’..@-".%8

第四年所购公司债务复利终值#8.#’..@-".%
第五年税后净收入#8.#’..@-

五年后股东税前收入>8.#’..@B
%

C>.
(-?%9)C>8.#’..@&"%-’>;---#&*

五年后股东税后净收入>---#&*.@(-A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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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市价总额! "#$%&’
()*)+,-&!

"#$%&’
).’))!/&&$0+0

方案 12
每年购入优先股一年后本息和

!%+$’++34)*+.+"%536)7%%,3()7"&,-89
!%+$’++3).+"

第一年所购优先股复利终值$%+$’++3).+"0

第二年所购优先股复利终值$%+$’++3).+":

第三年所购优先股复利终值$%+$’++3).+"%

第四年所购优先股复利终值$%+$’++3).+"
第五年税后现金净入$%+$’++3)

五年后股东税前收入2%+$’++3;
0

<!+
()*",-<!%+$’++3&."’5

!/)%+$"’+
五年后股东税后净收入!)%+$"’+3()7%+,-!/#’$’""

股票市价总额! #’$’"
()*)+,-&!

#’$’""
).’))!/’+$)5

很显然$方案 1的股票市价总额最大$所以选择方案 1=

第三节 债息决策

债息决策主要研究的问题是2采用什么样的利息种类$选择怎样的付息频率以及确定多高水平的票面利

率=通过解决上述三个问题$债息决策在公司债吸引力与公司财务负担之间寻求一种合理均衡$以最大限度

地有利于公司利益=

一>利息种类

主要有两种利息2
).现金利息

即以现金支付利息$这是最常见的利息种类$它能够吸引的投资者范围很广$并且很容易转让=但正因为

现金利息形式最常见与最规范$故在吸引投资人方面很难取得戏剧性效果=
%.实物利息

即 以购买某种特定的短缺实物的优先权作为利息(而并不是真正把实物公配给投资者作为利息-$它对

迫切需要某种实物的投资者非常有吸引力=但由于实物的特定用途$使其所吸引的投资者范围有限$且转让

困难=

二>付息频率

所谓付息频率$是指发行人在公司债有效期限内向其持有人支付利息的次数=
在公司债发行实践中$付息频率主要有两类形式2一种是一次付息$另一种是分次付息=前者既可采用单

利计息$也可采用复利与贴现计息$而后者多为复利计息=
(一-一次付息

一次付息包括三种主要方式2
).以单利计息$到期还本时一次支付所有应付利息=这种方式称为?利随本清@=例如$期限为 &年$面值

为 )++美元$票面利率为 )+,的公司债$&年后期满时$发行公司应支付本利和共 )&+元=
%.以复利计息$将票面额折算成现值发行$由于到期时票面额即等于本息之和$故按票面额还本付息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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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种公司债"又称之为零息票公司债!例如"一张面值 #$$美元%期限 &年%票面利率为 #$’的公司债"其

发行价格应该为 ()*#&美元+, #$$
+#-#$’.&.!

也就是说"投资者用 ()*#&美元购进这张公司债"到期后即得

到相当于公司债面值的本息和共计 #$$元!这种付息方式与利随本清的唯一区别就在于/一个以复利计息"
一个以单利计息!

&*以贴现方式计息"投资人按面额和应收利息之差价购买公司债"到期后按票面额收回本息!这在形式

上 与零息债券没有什么区别"但在本质上两者相差甚大"以贴现方式计息的公司债"利 率 按 票 面 额+即 偿 还

额.来计算"而零息债券的利率却按投资额+即购买价格.来计算!例如"发行一张面额为 #$$美元%期限为 #
年%利率为 #$’的贴现付息公司债"其发行价格应为 0$美元+,#$$1#$$2#$’2#年."其中利率 #$’是表

示票面额+偿还额.#$$美元的 #$’"而上例中的零息票债券的利率是指发行价格 ()*#&美元的 #$’!以贴现

方式计付利息"通常是为解决期限为一年以内公司债复利较复杂的问题而设计的办法!它与复利计息一样"
能使投资者得到高于同等利率水平的单利计息的实际收益率"因此对投资者有较大吸引力!

+二.分次付息

分次付息也包括三种形式/按年付息%半年付息和按季付息!
分次付息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在于/可在公司债到期前用每年获得的利息进行再投资"以利生利"还可享

受现金的流动性!而对筹资公司的吸引力在于/有利于分摊付息负担%减轻集中付息的压力!尤其是"当公司

债期限较长+例如 #$年以上时."一般都采用分次付息的方式!

三%票面利率水平

票面利率水平"是公司债发行人依据自己对证券市场条件的分析%自身的信誉程度及公司债本身的性质

来确定的!其确定的主要依据可有/
#*市场上多数投资人是否能接受"并在多数投资人能接受的限度内尽量取最低的利率水平!
3*公司债的期限长短!通常"公司债有效期限越长"利率水平应越高"反之则应越低!
&*本期公司债信用级别!通常"信用级别高则可相应降低利率"反之则应相应提高利率!若公开市场无

信用级别评定制度"则可考虑筹资公司的社会知名度%声誉%有无抵押与担保等因素!
4*利息支付的频率!在同等的实际收益率水平情况下"单利计息的公司债的票面利率"应高于复利与贴

现计息的公司债票面利率!
)*证券主管当局对公司债票面利率的现行规定!
5*其他筹措资金的工具如股票%银行贷款和租贷等的资本报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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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发售技术决策

并不是在筹措任何类别的资金来源时!都要进行发售技术决策!所谓发售技术决策主要是针对筹措资金

的公司发行有价证券而言的"有价证券的发售!是指证券从发行人手中转入初始投资人手中!而资金则从初

始投资人手中转入证券发行人手中的具体过程"发售技术决策!就是筹措资金的公司对证券发售价格#发售

对象及发售方式的决策"
下面分而叙之"

第一节 发售价格决策

我们以公司债为例说明有价证券的发售价格决策问题"
公司债的发售价格!主要是指公司债从发行人手中转移到初始投资人手中时的价格"这一价格水平的确

定!除公司债期限这一既定条件外!主要取决于公司债的票面利率水平和发行时的市场收益率水平的动态变

化"而公司债的票面利率决定是属于债息决策的一个内容!因而!对于处于债息决策阶段之后的发售价格决

策来说!公司债票面利率是确定的!这样影响该公司债发售价格的决定因素便是所谓市场收益率了"
市场收益率!是指金融市场上多数投资者对特定类型的有价证券所要求的最低的实际收益率"迄今为

止!这一指标尚难进行准确地计算!而只能通过投资人购买某种有价证券的踊跃程度来间接判断"请参见下

列案例$
%案例 &’&()*+,-./公司发行一种 (年 期#面 值 011美 元#票 面 利 率 为 23的 公 司 债!首 批 公 司 债 上

市后!立即被抢购一空!大量投资者欲购而不得"*+,-./公司财务主管由此判定$当时的五年期的公司债

的市场收益率!一定大大低于 23!所以相形之下 *+,-./公司的公司债票面利率过高"由此!*+,-./
公司在以后的公司债发行中将票面利率从 23降到 43!结果市场调查发现!这一利率水平是接近均衡利率

水平的5所谓均衡利率水平!就是使资金的供求平衡的利率水平!它也是一种理论上的目标模式6"
%案例 &’&7)8,,公司发行一种 91年期#票面价值为 011美元#票面利率为 013的公司债"在发行之前!

该公司的市场调查表明$这种公司债吸引力太小!几乎无人问津"由此!8,,公司财务主管断定$当时的 91
年期公司债的市场收益率一定大于 013!所以相形之下!该公司的公司债票面利率过低"于是!8,,公司更

改初衷!将公司债票面利率调整至 00’(3"
在上述案例 &’&(与 9’&7中!当票面利率与市场收益率不一致时!我们都是假设公司能够调整票面利率

的!以使票面利率接近乃至等于市场收益率"但实际业务中!大多数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当票面利率已确定并

印在公司债票面!更改票面利率不仅浪费相当一笔开支!而且有时手续相当繁烦"这时!经常采用的方式就是

调整证券的发售价格!即不采用平价发行!而采用溢价或折价发行$当票面利率大于市场实际利率时!公司债

应按高于面值的价格发售!这就叫公司债的溢价发行:反之!当公司债票面利率低于市场收益率时!公司债应

按低于面值的价格发售!这就叫公司债的折价发行"
公司债发行价格的计算公式为$

发行价格;5
票面额<票面额=票面利率=期限6

0<市场收益率=期限

溢价发行$承案例 &’&(!这时若不调整票面利率!则发售价格应为$
011<011=(=23
0<43=( ;0&70’&;01>5

美元6

?@A B财会管理卷B



这时!"#$%&’公司公司债发售价格为 ()*美元!高于其面值+())美元,*美元!这就是溢价发行-
折价发行.承案例 /0/1!这时若不整调票面利率!则发售价格应为.
())2())3()435)
(2((06435) 781+美元,

这时!9$$公司债发售价格为 81美元!低于其面值+())美元,(/美元!这就是折价发行-
当然!实际业务中亦有票面利率恰好等于市场收益率的情形!这时公司债应该平价发行-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0/;<"#$%&’公司发行一种期限 ()年=利率 ()4=面值 ())美元公司债-此时!其市场收益率

也恰好为 ()4!此时公司债发售价格为.
())2())3()43()
(2()43() 7())+美元,

这时!"#$%&’公司债发售价格为 ())美元!等于其面值+())美元,!这就是平价发行-
在这里!必须请读者注意两个问题.
(0在上述全部案例的所有计算中!我们实际上都是按单利来计息的!也就是所谓>利随本清?公司债-如

果改为复利或贴现计息!并不影响上述各结论-
50我们可以感觉到!所谓的市场收益率即等同于所谓均衡利率!并且!均衡利率这一概念远比市场收益

率 这一概念科学+但考虑到术语的约定成俗性!我们在本书中仍沿用习惯用法,!因为它指出了.利率水平的

形成!是供求矛盾运动的结果-而公司财务主管就是要寻求特定市场条件下的特定均衡利率!这样一方面使

其证券有一定吸引力!因而卖得动@另外一方面!公司可以因此最大限度地降低证券的资本成本率-可以说!
均衡利率正是证券吸引力与公司财务负担之间的一种均衡-当然!均衡利率是一个纯理论目标模式!实际中

很难真正实现!但正如最优资本结构这一概念一样!它告诉人们应该追求什么=怎样去追求!使公司确定的票

面利率无限地接近于均衡利率-

第二节 发售对象决策

在发售对象问题上!发行人有两种选择.一是私募!二是公募-

一=私募

所谓私募!是指公司的证券发行只面对少数特定的投资者-
证券的私募对象通常有三类.
(0大型的金融机构@
50与筹资公司有密切业务往来的工商企业@
*0筹资公司的内部职员=雇员与原有股东-
采用私募证券!可以使筹资公司避免向投资者公开公司财务经营状况和还本付息能力等信息的手续与

成本!因而简化了发售过程!节省了筹措资金的费用!能够迅速地筹措到所需资金-但正因为如此!私募发售

的证券往往需向投资者提供高于市场平均条件的特殊优厚条件!并因证券掌握在少数投资者手中而使发行

公司的经营管理易遭干涉等!而且!私募的证券是很难转让的-

二=公募

所谓公募!又叫公开发行!是指公司的证券发行面向公开市场上大量的非特定投资人-
采用公募证券!使证券的购买人不受限制!筹措资金的潜力很大!而且不用提供特殊的优厚条件!由于证

券持有分散而可以保证公司经营管理的独立性与完整性!私募证券可以非常容易地在二级证券市场上流通-
但正因为如此!筹措资金的公司必须向投资者公开自己的有关信息!并往往要委托市场中介机构代理发行!
从而导致资金筹措费用的上升-当然!由于信息公开及公募发行这些做法本身有利于提高发行人在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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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知名度!所以很多筹资公司还是愿意采用这种发行形式的"

第三节 发售方式决策

在发售方式的问题上!筹资公司要进行两种选择#首先要选择是直接发行还是间接发行$其次!若选择了

间接发行!还要选择间接发行的类型"

一%直接发行与间接发行

所谓直接发行!又叫自销型发售!即筹措资金的公司自己负责证券的销售"
所谓间接发行!又叫代销型发售!即委托专门的证券机构代为发行证券"
若发行私募证券!通常都采用直接发行方式$若发行公募证券!则要仔细考察两种发行方式的成本费用!

但一般来说!数额较大的公募证券均采用间接发行!一些大型公司通常还指定某一著名证券发行机构作为其

证券发行的长期代理商"之所以大部分公司在发行公募证券时都采用间接方式!是因为发行公募证券是一项

很复杂的技术性工作!它需要专门的金融证券人才%丰富的证券推销经验以及较多的发售网点或代理机构!
而这些条件只有专门的证券发行机构才具备"

二%间接发行的类型

间接发行依据发行风险%手续费高低等因素!可分为三种类型&这一点!我们曾在本编第四章第一节简略

提及过’#
&一’推销发售

所谓推销发售!是指代理发行机构只负责按发行人&筹资公司’规定的发行条件销售证券"代理发行机构

不垫资金!只管推销!销售不掉或以后减价销售的风险完全由发行人承担"所筹资金按推销进程或随时或定

期划转给发行人"这种方式的手续费较低"
&二’助销发售

所谓助销发售!是指代理发行机构在推销发售的基础上!和发行人签订助销合同!约定一段时间后若有

部分证券推销不掉!则由助销机构全额买进!或按此额度向发行人贷款!以保证发行人的筹资%用资计划顺利

实现"这时!发行风险已由助销机构承担!发行人能按计划筹到全部资金"因此!无论事实上是否会出现推销

不掉的证券!助销机构均要收取相当的助销费!作为可能承担风险的补偿"
&三’包销发售

所谓包销发售!也称承购包销!是指代理发行机构先用自己的一笔资金将 发 行 人 的 待 发 证 券 全 部 买 下

来!然后按市场条件将其转售给实际投资者!若有销售不掉的部分!或减价出售!或 由 包 销 机 构 自 己 持 有 到

期"在这种方式下!包销机构承担全部发行风险!发行人可以以最快速度获得所需全部资金并立即加以运用!
所以!相应地!包销费也大大高于推销费或助销费"

包销发售仍据包销人的多少%风险分担形式及包销费用分配形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协议包销%俱乐部包

销与银团包销三种方式#
()协议包销"即由一个包销人包销某发行人全部待发行证券!这时风险与全部包销费均归属同一包销

人"
*)俱乐部包销"即由若干个包销人合作包销!每个包销人的包销份额%所担风险 及包销费都均等分摊"
+)银团包销"这是目前最常见的包销证券形式"即由一个包销人牵头%若干个包销人参预包销活动!以

竞争形式确定包销份额!并根据包销份额大小确定包销费率高低!从而组成包销银团"这种方式把竞争机制

与风险分散机制引入证券包销活动!对降低筹资公司的筹资费用及包销人减少风险均较有利"
那么!发行人&筹资公司’怎样选择证券的发售方式呢,
一般地!筹资公司应考虑下列因素#
()公司在金融市场上的知名度及信用等级"若充分相信自己的证券可以在短期内顺利地全部发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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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就可选择推销方式"反之!则应该选择助销或包销形式#
$%公司的用资时间#若急需将筹措资金一次性使用!就应选择包销方式"反之!则可依据用资计划急缓

程度和用资期限长短来选择推销或助销形式#
&%信息成本#按惯例!包销费中已含咨询费!发行公司可从包销人那儿获取所需信息#而推销与助销费

中不含咨询费#这样!若发行公司有信心独立进行决策而不需要额外咨询!便可放弃包销形式!选择推销与助

销"反之!若公司信息不充分!很难独立决策!则应选择包销形式#
’%代理机构的技术水平与投资能力#
(%证券管理当局当时对证券发售方式的规定#

))*+第四篇 财务管理+



第十一章 长期投资!一"#预备知识

在正式介绍长期投资决策之前$有必要先简要介绍一些预备知识%

第一节 资金时间价值的计算

计 算资金的时间价值时$必须利用&等值’这个基本概念$即现在一定量的货 币 与 未 来 一 定 数 量 的 货 币

!后者数量大于前者"是等值的%利用等值概念$可以把不同时点发生的金额换算成同一时点的金额$然后再

进行比较%把将来某一时点的金额换算成与现在时点相等值的金额$这一换算过程叫&贴现’$将来时点的资

金 换算成与现在时点的资金的价值称之为&现值’%同样$把现值等价的将来时点的资金 的 价 值 称 之 为&终

值’%
现介绍常用的等值计算式%

一(一次支付的公式

)*整付现值公式!+"

,-.!)/000"1 !公式 2*34"
式中#,表示 1年后的终值

.表示本金

000表示利率

必 须注意的是$在公式 2*34中$!)/000"1被称为&一次支付终值系数’$简记为!,5.$000$1"$表示已知 .
求 ,%于是$原公式又可表示为#

,-.!,5.$000$1" !公式 2*36"
请参见下列案例#
7案例 2*289:00银行现在向 ;<0=>?公司贷款 )@@@元$年利率为 6A$借期 4年%若一次收回本利

和$则 :00银行 4年后收回的款项总额为#
,-,!,5.$000$1"-)@@@!,5.$6A$4"
-)@@@!)/6A"4-)@@@!)*BB8C"
-)BB8*C!元"
C*整付现值公式!D"
既然给出 .(000与 1便可以计算出 ,值$则在 ,(000与 1三者已知情况下$容易算出 .值%
由公式 2*34可有#

.-,!)/000"E1 !公式 2*33"
同 样$式 中!)/000"F1被 称 为&一 次 支 付 现 值 系 数’$简 记 为!.5,$000$1"$表 示 已 知 ,求 .%这 样$公 式

2*33又可表示为#
.-,!.5,$000$1"
请参见下列案例#
7案例 2*2G9已知目前银行利率为 4A$为了在 4年后获得 )万元款项$;<0=>?公司现在应该存入现

金的数额为#

.-,!.5,$4A$4"-)@@@!)/4A"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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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二+多次支付公式

上面计论的是一次支付本利和情形,然而-现实生活中-本息与利息的支付通常都是分期的.也就是说-
把借款期分成 /期-每期均可以发生收益或费用的一系列现金流,如果用 0/表示第 /期末发生的现金流

$可正可负*-则1

2!0"$"3444*5"306$"3444*5637730/$"3444*5/

!8
/

9!"
09$"3444*5: $公式 ;%&’*

也就是1

2!8
/

9!"
09$2<=-444-9* $公式 ;%&>*

同理可推出下列公式1

=!2$"3444*?

!8
/

9!"
09$"3444*?5: $公式 ;%’#*

也就是1

=!8
/

9!"
09$=<2-444-?5:* $公式 ;%’"*

在实际业务中-分期支付一般都是有规律的-最常见的支付方式有下列三种情形1
$一*等额系列现金流

09!0$常数* $9!"-6-7-?*
$公式 ;%’6*

$二*等差系列现金流

09!
# 9!"
09@ 5"3A!$95"*A 9!6-(-77?

$公式 ;%’(*
式中1A表示等差额,
$三*等比系列现金流

09!
0" 9!"

0:5"$"3B*!0"$"3B*:5"@ :!6-(-7-/
$公式 ;%’;*

式中1B表示等比系数

0"表示一个固定初值

上述三种典型系列现金流量图如图 ;%"),
图 ;%")

CCC
C
C

CCC

三种典型系列现金流量图

0

0"$"3B*

0"$"3B*$/5"*A

6A
A

等比系列等差系列等额系列
0000

#"6(77 / #"6(77 /#"6(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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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分别介绍其计算公式"
#$等额系列现值公式

%&’(
)

*+#
,#-.../+) ,0&#!1!2!)/

即"

%&’3 #
,#-.../-

#
,#-.../1-2-

#
,#-.../)+#-

#
,#-.../)4 ,5/

等式两边同乘,#-.../可有"

%&,#-.../&’3#- #
#-...-2-

#
,#-.../)+1-

#
,#-.../)+#4 ,6/

用,6/+,5/可有"

%7&’3#+ #
,#-.../)4

即"

%&’8 ,#-.../
)+#

...,#-.../) ,公式 9$:;/

简记为"

,%<’!...!)/& ,#-.../
)+#

...,#-.../) ,公式 9$:=/

必须注意的是!,%<’!...!)/被称为>等额系列现值系数?!表示已知 ’而求 %@
请参见下列案例"
A案例 9$;BCDE.F’G公司投资的一个项目!在投产后每年净收益达 1亿元!在利率为 #BH的情况下!

若 DE.F’G公司希望在 #B年内连本带利把投资全部收回!那么公司在建设该项目时!最多能筹措运用的

资金数额为"

%&’83,#-.../
)+#

...,#-.../)4

&13,#-B$#/
#B+#

,B$#/,#-B$#/#B4

&#1$1:I,亿元/
1$等额系列本利和公式

只要将下列关系"

J&%,#-.../)

代入!即可得"

J&’83,#-.../
)+#

... 4 ,公式 9$:K/

简记为"

,J<’!...!)/&,#-.../
)+#

) ,公式 9$::/

必须注意的是!,J<’!...!)/被称为>等额系列终值系数?!表示已知 ’求 J@
请参见下列案例"
A案例 9$;#CDE.F’G公司一项目计划投资 #B亿元!施工期为 ;年!假设每年均完成投资额 1亿元@若

全部投资均由银行提供,贷款年利率为 KH/!那么工程项目投产时!DE.F’G公司欠银行的本利和共计"

J&’,J<’!KH!;/

&13,#-B$BK/
;+#

B$BK 4

&1,;$K;BK/&##$;,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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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回收公式

资本回收公式是等额系列现值公式的逆运算#即已知现值 $#求与之等价的等额系列现金流 %#故有&

%’$()))*+,)))-
.

*+,)))-./+0 *公式 1"23-

简记为&

*%4$#)))#.-’)))*+,)))-
.

*+,)))-./+ *公式 1"35-

必须注意的是#*%4$#)))#.-通常被称为6资本回收系数7*8)9-#表示已知$而求%:8)9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系数#它表示一项投资*$-在寿命周期 .年内每年至少应该回收的收益额*%-:如果实际回收益额少于这

个金额#那么就表明在 .年内不可能将本利和全部收回: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1"<=>?@)A%B公司借入债款 +555元#年 利 率 为 CD#若 要 求 五 年 内 等 额 偿 还#那 么#每 年 末 该

偿付的金额为&

%’$*%4$#CD#<-

’+555(*5"5C-*+,5"5C-
<

*+,5"5C-</+ 0

’+555*5"=!E1-’=!E"1*元-
1"偿债基金公式

同样#偿债基金公式是等额系列本利和公式的逆运算#即已经知道未来值 F#求与之等价的等额系列 %:
很显然&

%’G( )))
*+,)))-./+0 *公式 1"3+-

简记为&

*%4G#)))#.-’ )))
*+,)))-./+ *公式 1"3=-

必须注意的是#我们通常把*%4G#)))#.-称之为6偿债基金系数7*FGG-#它表示已知 G而求 %:它也是

一个很重要的系数#它表示如果希望在未来某一时刻需要一笔资金 G*作某种用途或某种补偿-#就应该从现

在起每年准备一笔款项储存起来#称之为偿债基金: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1"<!>?)@A%B公司准备在 +5年后偿付其发行的公司债#预计本金与利息之为和 +5万元#在银

行利率为 <D的情况下#?@)A%B公司每年应储存的基金*偿债基金-的数额为&
%’G*%4G#<D#+5-

’+5( 5"5<
*+,5"5<-+5H+0

’+5*5"5E3<5-’5"E3<*万元-
<"等差系列现值公式

$’IJ
.

K’+
*L/+-*+,)))-/K *公式 1"3!-

很容易导出&

$’ I
)))(

*+,)))-./+
)))*+,)))-./

.
*+,)))-.0

’ I
)))(*$4%#)))#.-/.*$4G#)))#.-0 *公式 1"31-

或&$’I(+/*+,.)))-*+,)))-
/.

)))= 0 *公式 1"3<-

C"等比系列现值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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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0’&
1
2

3&)---

---4*
---"*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5等差系列现值公式或等比系列现值公式在实际业务中并不多见5故我们只列出公式

而不给予案例分析6为了便于查找5我们把最常用的 7个公式列成表 89:;6
表 89:; 六个常用等值计算公式

已知项 所求项 系数名称 系数符号 系数计算公式

! < 一次支付终值系数 (<=!5---5$+ (&)---+$

< ! 一次支付现值系数 (!=<5---5$+ (&)---+,$

’ ! 等额系列现值系数 (!=’5---5$+ (&)---+$

(&)---+$,&

! ’ 资金回收系数 (’=!5---5$+ (&)---+$---
(&)---+$,&

’ < 等额系列终值系数 (<=’5--5$+ (&)---+$,&
---

< ’ 偿债基金系数 (’=<5---5$+ ---
(&)---+$,&

三>各等值公式之间关系

考察表 89:;5会发现这六个最常用的等值公式之间存在一系列联系?
(一+倒数关系

(<=!5---5$+" &
(!=<5---5$+

(’=!5---5$+" &
(!=’5---5$+

(’=<5---5$+" &
(<=’5---5$+

(二+乘积关系

(<=’5---5$+"(!=’5---5$+(<=!5---5$+
(<=!5---5$+"(’=!5---5$+(<=’5---5$+
(!=<5---5$+"(’=<5---5$+(!=’5---5$+
(!=’5---5$+"(<=’5---5$+(!=<5---5$+
(’=!5---5$+"(<=!5---5$+(’=<5---5$+
(’=<5---5$+"(!=<5---5$+(’=!5---5$+
(三+@-<与 A<<之间系

@-<"A<<)---
即?资金回收系数"偿债基金系数)利率(---+
或者?(’=!5---5$+"(’=<5---5$+)---
可简单地将上述结果证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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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第二节 资金风险价值的计算

利润是投资者投入资本所取得的报酬0利润占资本的比率1称为投资利润率0投资利润率包括两个部分

22时间价值和风险价值&不考虑通货膨胀)0时间价值1正如前述1是投资者因牺牲使用或消费资金而取得

的报酬0风险价值则是投资者因在投资中冒风险而取得的报酬0时间价值和风险价值是财务管理的两个基本

概念0
风险价值1也叫风险价格1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1根据风险程度计算出来0
&一)概率

在财务管理中对将来的事情进行估计时1应该考虑到普遍地存在着发生不肯定结果的可能0这种不肯定

的数值31叫做随机变数1它是随着机会的不同而出现的结果不同的数值0
用百分数或小数反映的各个随机变数可能发生的程度1叫做概率0
风险与概率有着直接的关系1所以常常用概率论的方法来计算风险程度的风险价值0
一笔投资的效果1往往与当时的经济情况好坏有关0譬如4&表见下部)
下表说明1有 567的可能会出现繁荣的经济情况1并使这笔投资 能 得 到8’156661666的 利 润9有 :67

的可 能 会 遇 到 一 般 的 经 济 情 况1能 得 到8’16661666利 润9有 ;67的 可 能 会 出 现 萧 条1仅 能 获 得8<661666
利润0

可能出现的经济情况 利润&随机变数 =>) 概 率&?>)

繁 荣 =>%@’15661666 ?>%6A56
一 般 =5%’16661666 ?5%6A:6
较 差 =;%<661666 ?;%6A;6

概率必须符合下列两条规则4
’A6B?>B’

5AC
D

E+’
?>%’

也就是说1每一个随机变数的概率最小为 61最大为 ’1不可能小于 61也不可能大于 ’0同时1全部概率之

和必须等于 ’1也就是 ’6670概率为 61说明没有可能9概率为 ’1说明完全可能0
&二)期望值

各个随机变数以其各自的概率进行加权平均1所得的平均数称为期望值0它是用概率考虑风险程度而计

算出来的期望的估计价值0它虽然只是一个估计的平均数1但要比不用概率所作的估计要准确些0
现举例说明期望值的计算方法0假设有一笔投资1是赚是赔1能赚多少1估计有五种可能1情况如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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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率!
"#

概 率

$#
概率调整后的回收率%!&

"#$#

"’()’* $’(*+’* )’
",(* $,(*+’- *
".(’* $.(*+,- ,+-
"/(,* $/(*+/* 0
"-(.* $-(*+’* .

合 计 ’+** 1%"&(’,+-

注2%’&3回收率4是指投资回收率5就是投资获利率5也称投资报酬率6

%,&31%"&4代表期望值5在本例就是期望回收率

在上表中最后计算出来的期望回收率 1%"&5也可以用下列公式计算2

1%"&(7
8

#(’
"#$#

根据上列资料和公式计算期望回收率2
1%"&()’*9*+’*:*9*+’-:’*9*+,-:,*9*+/*:.*9*+’*

()’:*:,+-:0:.(’,+-
计算结果5期望回收率为 ’,+-!6
%三&概率分布

概率分布5除了可以用表格形式反映以外5还可以用直角座标图来反映6
用线条反映各个随机变数及其概率的整体的座标图5叫做概率分布图6概率分布图可以分为离散型概率

分布图和连续型概率分布图二种6
在离散型概念分布图中5每一个随机变数的值及其概率用一条直线来表达5各条直线之间是间断的5不

连续的6在连续型概率分布图中5各个随机变数的值及其概率是连续的5不间断的5形成一条由数学方法计算

出来的有规则的曲线6
上面例子讲到的是离散型的概率分布5可以图示如下2

;

<

离散型概率分布图

’,=-
1%"&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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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值也叫做中心趋势!它表示最大可能的设定值"期望值的符号!除上述#$%&’(以外!还有希腊字母

#)(和#&(%意即#&(的平均值’"在财务管理的决策和分析中!经常运用期望值这个估计数"
%四’标准离差

实际的随机变数!一般不等于以估计的平均数反映的期望值"因此!在估量期望值的有效性时!必须考虑

到随机变数对期望值可能发生的偏离的程度"这种偏离程度!就是风险程度"
在实际工作中!经常用标准离差来反映随机变数与期望值之间的期望距离"标准离差愈大!风险程度也

愈大!也就是愈难确定随机变数的值"
标准离差就是方差根!也叫离散趋势!其符号是#*(!其计算公式如下+

*, -
.

/01
2/%&/0)’3 4

现按上列公式和资料计算如下+

&/%5’ )%5’ &/0) %&/0)’4 2/ 2/%&/0)’4

&/,016 1478 04478 869748 6716 867948
&4,6 1478 01478 189748 6718 4:7;:<8
&:,16 1478 0478 9748 6748 178948
&;,46 1478 <78 89748 67;6 4478
&8,:6 1478 1<78 :69748 6716 :67948

合 计 1766 14=7<8

* 3, 14=7<8,1174%5’
可见!标准离差为 11745"
如果随机变数的概率呈正态分布的话!那么 *,11745就意味着在期望值%14785’左右相距 11745%即

一个 *’之间!也就是在 17:5%即 1478501174’与 4:7<5%即 14785>11745’之间的面积占概率分布图全

面积的 9=7;95"这就是说!随机变数在 17:5至 4:7<5之间发生的概率为 9=7;95"
现将上例中 *,1174画入图中

?

@

+

A
A

AA

A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A

&%5’

1C: 14C8 4:C<

0 D ) D

016 6 16 46 :6

2

6C;6

6C:6

6C46

6C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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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已经讲过!风险的大小同 "的值成正比关系!但 "只是一个绝对值!为了反映风险程度!还必须把它

同 #的值相比!求出 "
#

的相对值!即标准离差率$就上例来说$

"
#%

&&’(
&(’)%*(’+,

标准离差率高!表示风险程度大-反之!表示风险程度小$

不同投资方案.投资机会/风险程度的大小!只能通过它们的标准离差率."#/
的大小来比较分析$

.五/正态分布

上面提到的正态分布!是大数规律的一般表现形态!也就是大量自然现象和大量社会现象的典型概率分

布$其图象犹如左右对称的圆顶山丘$在距离中点正负各一个标准离差."/之间的面积为全面积的 01’+0,-
在距离中点正负各二个标准离差之间的面积为全面积的 *)’++,$企业投资可能发生的各种回收情况的概

率分布!不一定是左右对称的正态分布!但是为了对风险进行计量分析!常常假设为正态分布!并用概率论的

数学方法进行计算和反映$
正态分布图属于连续型概率分布图!其图形如下2

连续型概率分布图.正态分布图/

现在 345两个投资方案为例!说明如何分析比较两个投资方案的风险程度2
3投资方案

67.,/ 87
6&%(9 8&%9’&9
6(%:9 8(%9’19
6:%+9 8:%9’&9

#%(9;9’&9<:9;9’19<+9;9’&9%:9.,/

"% 9’&9.(9=:9/(<9’19.:9=:9/(<9’&9.+9=:9/> (

> >% &9<9<&9% (9%+’).,/
"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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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方案

"#$%& ’#
"()*+ ’()+,*+
"*)-+ ’*)+,.+
"/).+ ’/)+,*+

0)*+1+,*++1+,.+2.+1+,*+)-+

3) +,*+$*+4-+&*2+,.+$-+4-+&*2+,*+$.+4-+&5 *

5 5) 6+2+26+) (.+)(*,6$%&
3
0)

(*,6
-+)/*%

如果仅就两个方案的标准离差来比较它们的风险程度7会误认为 !投资方案的风险程度大约相当于 8投资

方案的三倍7因为 !投资方案的标准离差 (*,6%大约相当于 8投资方案的标准离差 -,9%的三倍:其实7!
投资方案的风险程度只相当 8投资方案的二倍多一点7因为 !投资方案的标准离差率 /*%只相当于 8投

资方案的标准离差率 (9%的二倍多一点:
如果两个投资方案的期望回收率相同7应当选择标准离差率较低的那一个投资方案:如果两个方案的标

准离差率相同7应当选择期望回收率较高 的那一个投资方案: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应根据的原则是7回收率越

高越好7风险越小越好:根据这个原则进行这种决择是很容易的:
但是遇到本例中 8;!两个方案的具体情况7就不能简单地肯定哪一个方案较好7因为不同的投资者有

<=>?第四篇 财务管理?



不同的主观愿望!有些投资者愿意冒较大的风险"以追求较高的回收率"他们很可能选择 #投资方案!另一

些投资者则与此相反"不愿意冒较大的风险"宁肯回收率低些"他们有可能会选择 $投资方案!
从 $%#两个投资方案的概率分布图中还可以看到"在刻度相同的座标上"概率分布图象越是狭窄"风险

越小!反之"图象越是平坦"风险越大!
投资于购买政府债券"保证能按规定的利率收取债券利息"没有风险"因此也没有标准离差"其概率分布

图象是一条垂直于 &轴的直线!
’六(风险报酬

因为投资者所冒风险越大"要求的风险报酬率越高"即风险报酬同反映风险程度的标准离差率有正比例

关系’或者说风险报酬是标准离差率的函数(!这种函数关系如下)

*+,-’./(

式中)*表示风险报酬

,是一个常数系数’风险报酬系数("系数大小因投资者而异!愿意冒较大风险以追求较高回收率的投

资者"其风险报酬系数较小"反之亦然!

承上述案例"并设 $方案的风险报酬系数为 0
1%#

方案的风险报酬系数为 0
2"

则)

$方案风险报酬率为)

*$+,$’.$/$(+
0
13024+5624

#方案风险报酬率为)

*#+,#3’.#/#(+
0
23714+8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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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长期投资!二"#决策方法

当财务主管面临若干个互斥的长期投资方案时$他应该怎样选择呢%这就涉及到长期投资的决策方法问

题&

第一节 基本原理

成本’’收益分析是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也是财务管理的基本分析方法$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亦不例

外&
依据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可知#公司应在其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那一点开始或保持营业&具体地

说就是$当财务主管面临单一投资方案时$只有该投资方案的投资报酬率大于或等于其资本成本率$该财务

主管才可能选择这一投资方案&当财务主管面临多项互斥的投资方案时$在资金供应没有限制的情形下$财
务 主管将选择投资收益最大值者(在资金供应有限情况下$!即等额投资额假设"$那么财务主管将选择投资

收益率最高者&
下面具体讨论长期投资决策的方法&在以下讨论中均假设投资额相同$这样效率指标与效果指标就一致

了&

第二节 净现值法

所谓净现值是指投资方案在使用年限内的总收益现值与总费用现值之差$也可表示为使用期内逐年净

收益现值之和&当反映资金时间价值与风险价值的贴现率 )已知时!这时公司应选用筹资方案的最低加权平

均资本成本率为贴现率"$计算公式为#

*+,-.
/

0-1
20!+34$555$0"6.

/

0-1
!70890"!+34$555$0"

-.
/

0-1
!20670690"!+34$555$0" !公式 :;<="

式中#*+,表示现值

20表示第 0年收益即年销售收入

90表示第 0年经营费用!不包括折旧"

0表示方案的使用期限

假设投资是一次性的$即在零年全部投入$则公式 :;<=可简化为#

*+,-.
/

0->
!20670"!+34$555$0"6?

-.
/

0->
@0!+34$555$0"6? !公式 :;<A"

式中#

@0表示每年投资回收额即 @0-20670

?表示期初投资总额即 ?-.
/

0-1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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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一章知识!公式 "#$%实际上就是&

’()*+
,

-*.

/-
0.12223- 0公式 "#$43

式中&222表示贴现率5
因此!只有 ’()67!该方案在经济上才是可取的8反之则不可取5
请参见下列案例&
9案例 "#:";’<2=/>公司的某一水库项目期初投资总额为 "7:7万元!每年经营费用为 :7万元5年收

益分别为&发电 .77万元?供水 $7万元?养鱼 %7万元?旅游 "7万元5已知公司筹资的最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率为 :@!使用寿命为 :7年5
取资本成本率 :@的贴现率5
每年收益 A*.771$71%71"7*B770万元3
:7年总收益现值 ()*A0(C/!:@!:73

*B77D.4#E:"*:"%%0万元3
:7年总费用现值 F()*:7D.4#E:G1"7:7

*"$EB#40万元3
H’()*A()IF()*:"%%I"$EG#4*:."#E0万元3
由于 ’()J7!所以该方案可取5
当运用 ’()法对多个互斥方案评价时!若各方案使用寿命相同!则普遍公认的标准是净现值最大的方

案为最优方案5

第三节 净现值指数法

前述 ’()值是一个绝对数!它反映了每一个投资方案给国民经济带来的盈利总额!而未能反映出资金

的利用效率5我们可以用投资收益现值与投资支出现值之比来反映投资方案的相对经济效益即资金的利用

效率5这一比率我们称之为净现值指数0(K3!可用下式表示&

(K*
L
,

-*7
0A-IF-30(CM!222!-3

L
,

-*7
N-0(CM!222!-3

0公式 "#$$3

若方案的资金是一次投入的!即公式 "#$$可简化为&

(K*
L
,

-*7
0A-IF-30(CM!222!-3

K *
L
,

-*7
/-0(CM!222!-3

K 0公式 "#.773

式中&
/-表示每年投资回收额即 /O*A-IF-

K表示期初投资总额即 K*+
,

-*7
N-

根据上章知识可有&

(K*
L
,

-*.

/-
0.12223-

K 0公式 "#.7.3

式中&222表示贴现率

净现值指数是净现值的另一种形式!或者说是净现值的一个辅助指标!它表示单位投资将获得的利益5
一个 ’()J7的投资方案!其现值指数一定大于 .8一个 ’()*7的投资方案!其现值指数一定等于 .8一个

’()P7的投资方案!其现值指数一定小于 .5对于多个互斥方案来说!现值指数越大!就表明投资的效益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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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当 "#$%时&在经济上&投资方案是可取的’当 "#(%时&在经济上&投资方案是不可取的!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承案例 +,-+!

"#/0"12"1/
-+33
+456,7/%,%

8"#/%,%9%
:该方案是可取的!

第四节 内部收益率法

内部收益率又称内部报酬率!
由 净现值;<"1=函数易知)一个投资项目的净现值与所选贴现率密切相关&净现值的数值随贴 现 率 的

增大而减少!使投资方案在净现值为零时的贴现率&该为该投资方案的内部收益率!可用公式表示如下)

<"1/>
?

@/A
;0@B2@BC@=;"DE&#FF&@=/A ;公式 +,%A5=

若资金是一次投入的&则公式可演化为)

<"1/>
?

@/A
;0@B2@=;"DE&#FF&@=B#

/>
?

@/A
G@;"DE&#FF&@=B#/A ;公式 +,%AH=

根据本书上文知识可有)

<"1/>
?

@/A

G@
;%I#FF=@/A

即 #/>
?

@/A

G@
;%I#FF=@ ;公式 +,%A+=

在公式 +,%A+中&#JG@与 @三值均已知!解上述方程即可求出 #FF;内部收益率=!计算 #FF时&一般采

用试算内插法!
对于单方案来说&当投资方案的内部收益率 #FF大于贴现率;即资本成本率=时&在经济上&该方案是可

行的’当投资方案的内部收益率 #FF小于贴现率;即资本成本率=时&在经济上&该方案是不可行的!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6.<KFLGM公司拟建一容器厂&初始投资为 -AAA万元&预计寿命期 %A年中每年可得净收益

7AA万元&第十年末残值为 5AAA万元!

<"1/7AA;"DG&#FF&%A=I5AAA;"DE&#FF&%A=B-AAA/A
即 7AA;"DG&#FF&%A=I5AAA;"DE&#FF&%A=/-AAA
用下列步逐进行计算)
%,先找出 #FF的大致范围

假 设 #FF/A&"/-AAA&N/7AAO%AI5AAA/%AAAA&利用 "/N;"DN&#FF&?=公 式&近 似 地 定 出 #FF范

围!
-AAA/%AAAA;"DN&#FF&%A=
;"DN&#FF&%A=/A,-

这样可断定 #FF在 3P以上

5,试算)
假设 #FF/%AP&
<"1/B-AAAI7AAO6,%++I5AAAOA,H7--/676,5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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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设 !""#$%&

’()#*+,,,-.,,/+01+,%-%,,,/,02%%,
#$130%4,

再设 !""#$2&

’()#*+,,,-.,,,/+03%1%-%,,,/,0%531
#*150.6,

可见 !""必定在 $%&与 $2&之间7
20内插求 !""7

!""#$%&- $130%
$130%-150./8$2*$%&9&#$%0:&

即内部收益率为 $%0:&;而 ’<"=>?公司这一投资方案的资本成本率为 $,&;则该方案在经济上是可行

的7

第五节 三种基本方法的比较

本编第一章已经描绘了净现值法8’()法9@净现值指数法8(!法9与内部收益率法8!""法9这三种投资

决策方法之间的联系;现比较如下A

一@净现值指数8(!9法的局限

8与净现值法8’()9相比较9
对同一个投资机会;用(!法与’()法得出的结论一致7然而;当原始投资额不相同时;有可能会得出相

反结论7
请参见下列案例A
B案例 30+:C’<"=>?公司面临四个投资方案7用 ’()法与 (!法各自计算结果如下表7

>方案 D方案 E方案 F方案

投资收益现值 :,, .3, 5,, $2+,
投资支出现值 3,, +%, ++, 5,,
净现值8’()9 2,, 2%, 2+, 3+,
现值指数8(!9 $0:+ $01% $0++ $0+,

由上表可知;若依据 ’()法;应选用 ’()值最大的 F方案8’()#3+,9;而 F方案的 (!值则是四个方

案中最低的8(!#$0+,9G相反;(!值最高的方案;其 ’()值又最低7而在实际决策中;一个理智的财务管理

人员;一定会选择 ’()值最大的 F方案7
这就鲜明地反映了 (!法的局限性7

二@内部收益率8!""9法的局限性

8与净现值法 ’()法相比较9
8一9在同一个投资机会中

$0在一般情况下;内部收益率法与用净现值指数法得出的结论一致7
请参见下列案例A
B案例 30+.C’<"=>?公司一工程项目初始投资额为 $.;,,,美元;每年回收额为 +;1,,美元;项目有

效期为 +年7现分别计算出资本成本率8取为贴现率9为 H#,;+&;$,&;$10.&这四种情形之下的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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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出座标图!
"#$当 %&’时(

)*+&,
-

.&’

/.
"#01$.&2#34’’’05(6’’’75

&#3(’’’083(’’’&9#’(’’’
"8$当 %&5:时(

)*+&2#3(’’’0,
5

.&#

5(6’’
"#05:$.

&2#3(’’’05(6’’7;4<8=
&2#3(’’’08;(8;84;’
&6(8;84;’

"<$当 %&#’:时

)*+&2#34’’’05(’’’7,
5

.&#

#
"#0#’:$.

&2#3(’’’05(6’’7<4>=#
&2#3(’’’08#(88=46’
&<(88=46’

";$当 %&#643:时

)*+&2#3(’’’0,
5

.&#

5(6’’
"#0#643:$

?

@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A

&’

BCC":$

%
#’ #; #6 #3 8’;56>3’ 8

6(8;8D;

<(88=D6

;(’’’

8(’’’

#’(’’’

3(’’’

6(’’’

)*+

"8$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一个投资机会有几个内部回收率的现象!
请参见下列案例E
F案 例 ;45=G)HCI/J公 司 油 田 若 用 旧 泵 抽 取 原 油(需 要 二 年 才 能 抽 干(每 年 现 金 净 收 入 各 为9#’(

’’’(合计98’(’’’!若采用新泵(就可以在第一年将原油抽干(并取得现金净收入9’’(’’’(但需要在 ’年增

KLMN第四篇 财务管理N



加投资!"#$%%&
先用差额分析法来分析新泵得失’同采用旧泵相比而言()

年 摘要 现金收入

% 增加投资 *"#$%%
" 多得现金收入 "%#%%%
+ 少得现金收入 *"%#%%%

再用公式计算采用新泵时的内部回收率)

,
-

./%

0.
’"1222(./%

*"#$%%1 "%#%%%"12221
*"%#%%%
’"1222(+/%

这样就产生了两种可能)

’"( *"#$%%1 "%#%%%"1+34*
"%#%%%

’"1+34(+

/*"#$%%15%%%*$6%%
/%

’+( *"#$%%1 "%#%%%
"16%%4*

"%#%%%
’"16%%4(+

/*"#$%%1+#%%%*6%%
/%

所以 7/+34或 6%%4
这是怎么回事呢8为了进一步分析#最好在座标图中画出 9:;曲线&为了画出这条曲线#至少还要计算

</%=</"%%4=</+%%4=</>%%4和 </3%%4时的 9:;)
9:;)

</% 9:;/*"#$%%1"%#%%%"1%*
"%#%%%
’"1%(+

/*"#$%%

</"%%4 9:;/*"#$%%1 "%#%%%
"1"%%4*

"%#%%%
’"1"%%4(+

/?%%

</+%%4 9:;/*"#$%%1 "%#%%%
"1+%%4*

"%#%%%
’"1+%%4(+

/$++

</>%%4 9:;/*"#$%%1 "%#%%%
"1>%%4*

"%#%%%
’"1>%%4(+

/+@3

</3%%4 9:;/*"#$%%1 "%#%%%
"13%%4*

"%#%%%
’"13%%4(+

/*+"+
</+34时#9:;/%A</6%%4时#9:;/%#这在前面计算 7时已经知道了#不必重复计算&
现根据以上计算结果#画出 9:;曲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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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不同投资机会中

在同一个投资机会中#内部回收率越高#在一定的资本成本率下可以获得的投资净现值也越多$在不同

的投资机会中就不一定了#也可能会出现相反的情况$现举例说明#假设现有 %&’两个投资机会#它们的投

资总额&各年的现金净收入#以及根据上面所讲到的公式计算的内部回收率和投资净现值如下(

年 %投资机会 ’投资机会

) *+,,-.. *+,,-.. 投资总额

+ +))-)) )
. ) ) 现金净收入

/ +))-)) ..+-))
012!34+)5" +)-67 +)-6,

899 +:5 +.-,5

可见#投资总额相等的两个投资机会#在投资净现值基本相等的条件下#内部回收率是可能不相等的$
%&’这两个投资机会的 012和 ;的关系#也可以画出图来$为了画出这个#至少还应该计算出 ;4)时

的 012(
012%4*+,,-..<+))<+))4::-667

012’4*+,,-..<..+-))4=,-67
为了便于比较这两个投资机会#可以将两条曲线画在一张图中

>

?

(

’

%

+:5

+.@,5,5 +)5 3.)5

012

=,@67

::@67

+)@7
+)

/)

.)

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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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到!"#$两投资机会的 %&’曲线是两条走向不同的且在 ()*+,时互相交叉的曲线-虽

然 "投资机会的内部回收率比 $投资机会高!因而当资本成本率高于曲线交叉点.焦点/*+,!投资净现值

也是"投资机会高于$投资机会-但是!当资本成本率低于 *+,时!$投资机会的投资净现值反而高于"投

资机会-可见!这个曲线交叉图有利于在不同的资本成本率下!在两个不同的投资机会之间!作出不同的抉

择0当资本成本率高于 *+,时!选择 "投资机会1低于 *+,!选择 $投资机会-
现 在再举一个例子!假设有 "#$两个投资机会!它们在 +年.期初/的投资额是相等的!都是234!5*5!

但在以后四年中各年的现金净收入属于不同的类型!"投资机会每年的现金净收入是均等的!$投资机会的

现金净收入是递增的-有关资料和计算结果如下0

年 摘要 "投资机会 $投资机会

+ 投资额 634!5*5 634!5*5
* 现金净收入 *+!+++ +
3 现金净收入 *+!+++ 7!+++
4 现金净收入 *+!+++ *+!+++
8 现金净收入 *+!+++ 4395:7

;<< 37, 33,
%&’.()*+,/ =!+=4 *+!48:

从上例中可以看出!用 ;<<法与用 %&’法!有时会得出不同结论-若把这两个投资机会的 %&’曲线画

在 同一个座标图上!同样会发现它们是走向不同而互相交叉的两条曲线!当 >?焦点.交叉点 >座标/时!"
投资机会的 %&’会多于 $投资机会-这时!"投资机会更为可取-坐标图如下

@

AAAAAAAA

A
A
A
A
A
A
A
A
AAAAAAAAA

B

@

0

33,

3+,3+,

$

"

%&’

*+!48:

=!+=4

*7!+++

*+!+++

7!+++

7, >37,3+,*7,*+,

综 合上述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三种方法中!作为绝对数.效益指标/的净现值法.%&’法/是最优的!而

作为相对数.效率指标/的净现值指数法.&;法/与内部收益率法.;<<法/均是有一定缺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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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短期投资!一"#基本原理

本章将简要介绍如下内容#基本概念$流动资产与固定资产关系以及流动 资 产 与 流 动 负 债 的 合 并 管 理

等%

第一节 基本概念

&’营运资金!()*+,-./01,203"
营运资金是一家公司在短期资产!现金$短期有价证券$应收帐款及存货"方面的投资%简言之4公司短期

投资即形成该公司的营运资金%
5’净营运资金!-62()*+,-./01,203"
净营运资金是指流动资产减流动负债部分%
图 7’&8表明了营运资金概念%
9’恒久流动资产!:6*;0-6-2/<**6-20==62="
7’波动流动资产

图 7’&>表明了恒久流动资产与波动流动资产的概念%

图 7’&8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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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很容易看出!图 "#$%是图 "#$&的精确化’

第二节 流动资产与固定资产的关系

与固定资产(长期投资)分析一样!流动资产(短期投资)分析主要也是分析该项投资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但流动资产分析也有其自身特点*

$#时间因素是长期投资分析中最为重要者!但在短期投资(流动资产)分析中!时间因素却非常不重要!
因此进行短期投资分析时很少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

,#增加固定资产的长期投资一般会增加资产的整体报酬水平!但增加流动资产的短期投资(尤其是现

金与有价证券)往往会降低资产的整体报酬水平!虽然它同时会降低资产的整体风险水平+
-#固定资产很难在短期内随货物销售量的变化而变化!相反流动资产可以很容易地随货物销售量的变

化而变化!虽然两者都同时是货物销售量的函数’
分析一个公司固定资产与流动资产的关系!或者说分析一个公司长期投资与短期投资的关系!可以观察

该公司的经营政策的性质’
当一个公司持有相当数目的现金与有价证券.持有超过安全存量以上的大量存货时!该公司显然在执行

一项稳妥.保守的经营政策!该公司的经营风险小!但期望报酬率亦较小+反之!一个公司持有的现金.有价证

券与存货都很少时!该公司显然在执行一项积极的.冒险的经营政策!该公司期望报酬率较大!但经营风险也

相应较大’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01图 "#$2表示了 345678公司可供选择的三种经营政策’97$表示保守政策!97,表示一

般政策!97-表示积极政策’三种不同经营政策对期望报酬率影响可参见表 "#,:’
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00!000$00!000
产出量(单位)

97$<保守政策

97,<一般政策

97-<积极政策

&$

-2

--
,:
,-

流动资产

从下页表中可以看出!保守政策 97$税前与利息前资产报酬率为 $-#=>!一般政策 97,相应的报酬率

为 $=#0>!而冒险政策 97-相应的报酬率为 $%#0>’当然!97-较之于 97$与 97,蕴含着更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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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保守政策%&’() 一般政策%&’#) 冒险政策%&’*)

销货

单位 #++,+++ #++,+++ #+,+++
金额 -(++,+++,+++ -(++,+++,+++ -(++,+++,+++

./01 -(2,+++,+++ -(2,+++,+++ -(2,+++,+++
流动资产 -3(,+++,+++ -2+,+++,+++ -*4,+++,+++
固定资产 2+,+++,+++ 2+,+++,+++ 2+,+++,+++

总资产 -(((,+++,+++ -(++,+++,+++ -44,+++,+++
资产投资报酬率

%./015资产)
(*"26 (2"+6 (7"+6

第三节 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合并管理

承案例 !"3+,见表 !"*+8
表 !"*+

保 守 政 策 &’(9
长 期 负 债:大 量
流动资产投资

一 般 政 策 &’#9
短 期 负 债 量 平
均:短 期 投 资 平
均

积 极 政 策 &’*9
全部短期负债

流动资产 ;3(,+++,+++ ;2+,+++,+++ ;*4,+++,+++

固定资产 2+,+++,+++ 2+,+++,+++ 2+,+++,+++

总资产 ;(((,+++,+++ ;(++,+++,+++ ;44,+++,+++

流动负债%36) << ;#2,+++,+++ ;!!,+++,+++

长期负债%46) 22,2++,+++ #2,+++,+++ <<

总负债%负债5资产=2+6) -22,2++,+++ -2+,+++,+++ -!!,+++,+++

净值 22,2++,+++ 2+,+++,+++ !!,+++,+++

总负债与净值 -(((,+++,+++ (++,+++,+++ 44,+++,+++

销货金额 -(++,+++,+++ -(++,+++,+++ -(++,+++,+++

./01 -(2,+++,+++ -(2,+++,+++ -(2,+++,+++

减利息 !,!++,+++ *,2++,+++ #,3!+,+++

应税总额 -(+,3++,+++ -((,2++,+++ -(#,*3+,+++

所得税%2+6) 2,*++,+++ 2,72+,+++ 3,(4+,+++

净值报酬 -2,*++,+++ -2,72+,+++ -3,(4+,+++

净值报酬率 $"36 (("26 (!"+6

流动比率 无限大 #>(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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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短期投资!二"#管理政策

上一章简要介绍了短期投资决策的基本原理$本章则以上述基本原则为基础$具体讨论对现金%有价证

券%应收帐款与存货等的管理&

第一节 现金管理

这里所谓现金是指公司持有的现金货币以及公司持有的银行活期存款&

一%现金持有的动机

公司持有现金$是出于以下动机#
!一"一般动机

一般动机又可分为三种$即#
’(交易动机

为了保证日常的营业$公司必须保持一定数额的现金&当然$不同性质的公司对现金数额的要求并不同$
例如大部分公共事业公司的交易均通过银行转帐来实现$所以$这类行业的公司对现金需求量相对较少)相

反$大部分零售公司!超级市场%连锁店等"的交易均通过现金来实现$所以$这类行业的公司对现金需求量相

对较多&
另外$许多行业公司对现金的需要量具有季节性即随季节变化而变化&
*(预防动机

公司为了应付突发事件或紧急事件$一般需要保持一定数额现金&公司经营越平稳$系统性与非系统风

险越小$公司经营预测偏差越小$则公司对预防突发事件或紧急事件所需要的现金越少)反之$所需要的现金

数额越大&
+(投机动机

公司持有现金以等待获利机会的出现$这时候也需要公司积累一定数目的现金&不过$这种情形较为少

见&
以上介绍的三种一般动机是经济学家 ,(-(凯恩斯提出的$至今已得到普遍检验与承认&
!二"特殊动机

除了以上三种一般动机外$公司持有一定数额的现金还可能出于以下考虑#
’(公司持有充足的现金可很容易获得交易中的现金折扣$从而获取较大的经济利益&
*(公司持有充足的现金可以提高与维持公司的信用等级&在评定公司的信用等级或进行公司信用分析

时$现金的绝对与相对数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公司持有充足的现金可以有效地提高公司在商业竞争中的灵活性&

二%节省现金的方法

现金对公司有如上所述的重要性$但由于现金持有无法给公司带来利息$所以$各公司都在满足最低现

金需要的情形下$尽量节省现金$以增加利息收入或减少利息开支&
通常有以下几种节省现金的方法#
’(增加预测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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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财务主管能有效地预测日常交易每日所需基本现金数额!那么他就能大大减少利息开支"假若这些

现金是他向银行借贷的#或大大增加其利息收入"假若这些现金是他存储于银行的#$
%&增加申请现金次数

公司向其总部或银行申请现金次数越多即次数越频繁’次数间隔越短!那么公司就越能节省现金$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0123公司是易太实业公司下的一个分公司!其交易所 需 现 金 由 易 太 实 业 公 司 提 供$

先前!./0123公司每周向易太公司申请现金一次!每周所需现金总额为 455!555元6现在 ./0123公

司财务主管坚持每天向易太公司申请现金"假设每周工作 4天#!那么每次申请的现金就足够未来四天之用!
这样!就等于每周必有一天存 储 了"*7455!555#8,5!555!555元 的 免 息 现 金!若 年 息 为 +9!则 ./0123
公司每年能节省利息费用达 :*!555元$

必须注意的是!若每次申请手续较复杂’收费较高!或者贷方"总部或银行#控制借方申请现金的次数!则
公司不可能过于频繁地申请现金$

;&加速收款速度

由于支票邮寄和通过银行系统划拨支票都需要时间!所以若能缩短这一票据交换时间!则能大大减少现

金开支$
加 速票据交换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所谓<锁箱法=">?@ABC?DE>FG#(若某公司在各地都有销售额!那么可

以在客户分布较广地区邮局设立一加锁信箱!让客户将货款送到当地的信箱!然后让银行取走信箱内支票并

存入特别活期帐户$银行在对这些支票在当地交换后以电汇存入该公司的银行帐户$利用这种方法!一般能

将收款的时间节省 ,H4天!从而可以大量节省现金$
*&减缓付款速度

如果公司能有效地减缓付款速度!也就能有效地节省现金开支$常用的方法是采取复杂的付款制度与付

款手续等$
近年较为通行的付款制度是使用汇票付款制度$因为支票经由持票人提示后即应立即支付!而汇票则必

须由发票人承兑并存入相应款项之后才能支付$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0123公司在上海设有分部!而公司本部设在北京$当上海分部支付职工工资时!上海

分部将签发一张汇票!职工将汇票存于上海银行!而上海银行则必须将该汇票寄交 ./0123公 司 在 北 京

的往来银行6然后北京的往来银行又要将汇票寄给 ./0123公司财会部!直到财会部开始审 核 应 承 兑 该

张汇票时!./0123公司才须存入现金以支付该汇票$这样!通过汇票付款制!./0123公司将付款时间

推延了一周以上!从而节省了大量现金$
以上介绍的几种节省现金的方法都是需要耗费一定成本的!这一成本又被称为现金管理成本$怎样看待

这一成本开支呢I一般地!只要这种现金管理带来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即现金管理成本#!那么现金管

理就是可行的$

第二节 有价证券的管理

必须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有价证券!主要是指短期有价证券!长期有价证券则是属于公司长期投资范

畴$

一’公司持有短期有价证券的动机

一个公司持有短期有价证券!无非出于下述动机(
,&现金的代替品

由于短期有价证券具有很强的变现能力!所以在相当程度上它们可以作为现金的代替品!在公司急需现

金时!公司可将它们迅速变现$之所以一些公司愿意将短期有价证券作为现金的代替品!一方面是因为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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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价证券的变现能力接近于现金!另一方面拥有短期有价证券时能够拥有一部分利息收益"
#$短期投资

出于财务安全的考虑!很多公司将有价证券作为短期投资的主要工具"例如!某些经营呈季节性变化的

公司!在一个营业年度中的某些时期常常有多余的现金流量!而在另外的某些时期常常面临现金短缺!这样

这些公司就有必要在现金多余时购入短期有价证券!而在现金短缺时将其变现"而且!有时公司为了应付预

期的财务需要!也需要投资于短期有价证券"

二%有价证券的选择

作为短期投资工具的有价证券!主要有政府短期公债%国库券或银行存单等"选择有价证券时!公司财务

主管应主要考虑如下因素&
’$收益率

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形下!公司财务主管将选择收益率最高者"
#$风险性

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形下!公司财务主管将选择风险性最小者"
一般而言!高收益率与低风险性是矛盾的!或者说两者呈现负相关性&风险越大!收益率也就越大(风险

越小!收益率也就越小"所以!财务主管将在两者之间)即高收益率与低风险之间*寻求一种合理的均衡"

第三节 应收帐款的管理

一个公司应收帐款的多少主要受以下两个因素影响&
)’*赊销的数量

)#*平均收帐周期

所谓信用标准!简言之即赊购方的信用等级"公司财务主管在充分考察赊购方下述五个条件后!将划分

该公司信用等级&
’$特质)+,-.-+/0.*
#$能力)+-1-+2/3*
4$资本)+-12/-5*
6$担保)+755-/0.-5*
8$外部情况)+79:2/279*
根据赊购方的不同信用等级!财务主管可决定是否给予赊购方信用或给予赊购方怎样的信用"
下面是不同信用级别下的呆帐损失概率&

信用等级 呆帐损失概率)百分比*

’ 没有损失

# ;<;$8
4 ;$8<’
6 ’<#
8 #<8
= 8<’;
> ’;<#;
? 超过 #;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6$=4ABCDEFG公司在扣除了直接营业成本及所有营销费用后!尚有 #;H的利润率且尚未达到

IJK L财会管理卷L



最高生产产量!这时"公司财务主管采取了如下信用政策#对 $%&级客户采取一般信用条件销售"对于 ’%(
级客户采取 )*+方式销售,即交货付款-"对于 .级客户财采取预付货款销售方式!只要呆帐损失的概率小

于 /01"2*3456公司总是有利可图的!

二7信用条件

所谓信用条件"就是指信用周期与现金折扣!
请参见下列案例#
8案例 9:’9;2*3456公司对所有顾客的信用条件是</=$0">?@A0B"它表示如下意义#若客户在 $0天

内付款的话"可获得协定总码洋的 /1的现金折扣C若客户在 $0天之外付款"必须在发票日起 A0日之内付

清帐款!
8案例 9:’&;2*3456公司对所有顾客的信用条件是<>?@’0B"它表示如下意义#公司不提供现金折扣"

所有帐款应在自发票日起 ’0日之内付清!
8案例 9:’’;2*3456公司对所有顾客的信用条件是</=$0">?@A0"DEF$GE@H>IB"它表示如下意义#不

论销售在何时发生"实际发票日都是 &月 $日"所以在 &月 $0日之前付款可获得 /1的现金折扣"而在 &月

$0日之后须付全额总码洋"并且全部帐款须于 &月 A0日之前付清!
下面具体分析公司信用条件!
,一-信用周期

信用周期越长"越能刺激货物销售"但是公司因此而积压的资金也就越多"利息也就越多!这里"财务主

管仍然要选择一个合理均衡即销货增加所产生的边际收益能够弥补因保持较多应收帐款所增加的成本!
请参见下列案例#
8案 例 9:’(;2*3456公 司 将 其 信 用 条 件 由 A0天 付 清 变 为 ’0天 付 清"这 样"每 年 平 均 应 收 帐 款 由

$00"000元增加至 A00"000元!应收帐款的增加部分是因为较长信用周期"部分是因为较多的销售数量,信
用周期的延长能有效地刺激货物销售-!若筹措应收帐款的资本成本率为 .1"那么延长信用周期的边际成

本就是 $’"000元,J/00"000元K.1-"只有当利润的增加超过 $’"000元时"2*3456公司的信用周期的

变更才是合理的"否则公司信用周期的变化属于财务失败!
,二-现金折扣

现金折扣越大"越能刺激客户尽速交付货款"从而能使平均收帐周期缩短"但是公司因此而损失的现金

也就越多C反之"现金折扣越小"虽然越能减少公司的现金损失"但却可能使客户丧失掉尽早交付货款的积极

性从而使平均收帐周期延长!所以"与信用周期一样"财务主管应选择均衡现金折扣"使公司因此获得的边际

收益大于其边际成本!

三7收款政策

收帐政策是指公司催讨过期帐款所遵循的手续!
请参见下列案例#
8案例 9:’.;2*3456公司采取如下收款政策#若逾期 $0天"则以书信催缴C若逾期 A0天"则以措辞强

硬书信并辅之以电话催缴C若逾期 ’0天"则将收款工作转交专门的收帐或催债公司处理!
与其他信用政策一样"收款也需要耗费一定成本#只有当帐款收回时节约 的 现 金 大 于 或 等 于 收 款 费 用

时"收款政策才是可行的!

第四节 存货的管理

本节主要讨论作为存货的原材料及半成品"而不考虑产成品!
从保障生产的角度"希望存货越多越好C从利用流动资金角度"希望存货越少越好C从定购角度"希望订

购次数越少越好"订购量越大越好!显然"这三个目标是相互矛盾的"需要作出合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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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概念

"一#存货总费用

包括以下各项费用$
%&订购费用

订购费用’
需求量

每次订购量(每次订购费用

)!存储费用

存储费用’平均存储量(单位物品存储费

或$存储费用’存储物品金额(保管费率

*&缺货损失费用

缺货损失费用’平均缺货量(单位物品缺货损失费

"二#订购制度

%&定量订购制"+,#
就是当库存量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发出订单-每次订购数量相同.
)&定期订购制"/,#
就是每隔一定时间订购一次-每次订购的批量是变化的.
限于篇幅-我们只讨论 +,制下的几种情形-这几种情形都有一个共同假设即属确定性需求率"所谓确

定性需求率-就是每单位时间的需求量是固定不变的#-模型如下.

二!管理模型

"一#瞬时进货且不允许缺货模型

该模型存储状态图如图 0&%1所示.

图

2

3

24 4 24 2
5

3

0&%1

666

存

储

量

+

/// 时间

建立模型如下$
"%#存储费用’平均存储批量(单位存储费

设一个订购周期 /内所订购批量为 +$
+’67/

式中$+88订购批量"或生产量 &件#9
688需求速率"件:月#
/88订购周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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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需求速率是一定的!所以有的成品就要暂时储存"平均的存储量为三角形面积除以 #!即$
%
#&’

#()*)+(#,+
-
,

.存储费用+ %,/%-+
%
,/%(#

式中$/%00单位物品每月的存储费1元2件 3月4

1,4订购费用+/,1一个周期内的订购费用!元2次4

单位时间订购费用+/,#

154单位时间的总费用 6+
/,
#7

%
,/%(#

将 6对 #求导数即得最小费用下的最佳订购周期$
*6
*#+8

/,
#,7

%
,/%(+’

最佳订购周期$

#9+
,/,
/%:(

最佳订购批量$

-9+(#9+
,/,(
/:%

单位时间最小总费用$

6;<=+
/,
#97

%
,(#

9+ ,/%/,: (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3@ABCD(EFG公司仓库规定每件物料存储一个月的保管费用为 ’3%@元"现在 F种零件每月

需求量 %’’’件!订购费用每次 ,’元!若不允许缺货!试求最佳订货批量与最小总费用"
这是对外存货问题"

/%+’3%@元2件H月 /,+,’元2次

(+%’’’件2月
由公式

-9+
,/,(
/:%
+ ,I%’’’I,’: ’3%@ +J’’1件4

6;<=+ ,/%/,: :(+ ,I’3%@I,’I%’’’+K’1元2月4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3L’BCD(EFG公司某工厂某车间负责生产该工厂每月所需某种零件!该工厂每年均匀地需要

这种零件 ,?!’’’只!规定不允许缺货"已知每只零件存储一个月的存储费为 ’3%’元!每批零件生产前的安

装费为 5J’元"因生产时间极短!相对于准备周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M因生产速度很快!超过了需要速度!必
须存储"问车间每批生产多少零件最合适N

这是对内的存储问题"

/%+’3%’元2只H月 /,+5J’元2批

(+,?!’’’%, +,!’’’个

则 -9+
,(/,
/:%
+ ,I,!’’’I5J’: ’3% +5!L?,1只4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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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二.非瞬时进货*不允许缺货的模型/
-’.假设条件0
1补充订货需要一定时间 2或有一定生产时间3
4随进库随出库*进货速度为 5*出货速度为 6*则存储量的增长速度为 576*要求 586/
-#.存储状态图*如图 ,&#%所示

-(.建立模型/
1存储费用/
在订购周期 9内*订购量 :的数值为0
:"6;9
而-576.2"6-972.

故 52"69 2"695
其意义是在预订期 2内的订购量与周期 9内的需求量相等/平均存储量为三角形面积除以 90

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9

时间22

存

储

量

最

在

库

存

量

576 A6

’
#-576.;2;

9
9"

’
#-576.

2

" ’#-576.
69
5

B存储费用为0C’#-576.
69
5

4每次订购费用 C#*单位时间费用为C#
9/

D单位时间总费用0

E"
C#
9F

C’
#-576.

69
5

将 E对 9求导数0

GE
G9"7

C#
9#F

C’
#-576.

6
5"%

求得最佳订购周期0

9H"
#C#5

C’!-576.6
最佳订购批量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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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公式 ./)01-

最佳预订期2

3"#$%
"

( #
&’&$

’)*(+(,$-
最小总费用2

4567#
&’)’&$+(,$-* (

请参见下列案例2
8案例 ./9):;<$=>?公司每年计划订购 @A100个产品A已知一次订购费用为 &00元A存储费为每月每

件 B/&元A每日进货量为 10个A求不允许缺货情况下的最佳订购批量和最小费用C
这是外部存储的问题C
’)#B/&元D个E月 ’&#&00元D次

$#@A100)& #1.&
个 (#10F&@#)AB00个

+假定每月 &@个工作日-
由公式

!"#
&($’&
’)*+(,$-#

&F)AB00F1.&F&00*B/&F+)AB00,1.&-
# &G)AG.0A000*&A.&1/@ #B.)+个-

4567#
&’)’&$+(,$-* (

# &FB/&F&00F1.&F+)AB00,1.&-* )AB00

# 1&1AG90A0G0* )AB00 #@B@+元-

请参见下列案例2
8案例 ./9&:;<$=>?公司某厂某车间供应全厂种类零件A每月需要量为 )00件A每批装配费为 1元A

每月存储费为 0/.元A每月的生产率为 100件A不允许缺货A求最佳生产批量及最低费用C
这是内部存储的问题C
’)#0/.元D月E件 ’&#1元D次

$#)00件D月 (#100件D月
由公式

!"#
&’&($
’)*+(,$-#

&F1F100F)00*0/.F+100,)00-
# 100A000*)@0 #1@+件-

4567#
&’)’&$+(,$-* (

# &F0/.F1F)00+100,)00-* 100

# )@0A000*100 #)9/H+元-

+三-瞬时进货A允许缺货的模型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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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条件$
%订购预订期很短&可以忽略不计’
(在使顾客和企业都损失不大的情况下&允许有少量缺货&不但无害反而有利&可以节省存储费用’
)*"为按期入库量&即补完缺货所剩数量’
+*,为缺货量&即没有按期入库量’
-*为订购量&*.*"/*,’
01"为进货后至用完的时间’
21,为用完货至再进货时间’
345为单位物品的缺货损失费$
!,#存储状态图&如图 67,"所示$

图

8

9

:::::::

:
:
:

; 8 8;
8;

<
9

:::

9

<

9

<

67,"

=>

存
储
量

*
*"

*,?

@

1,1"

时间

!5#建立模型$
%存储费用$

1"时间内的平均库存量为*"A1"
, &而一个订购周期 @内的存储费用为*"

,4"1"$

由B相似关系得到C
1"
*".

@
*&

所以 1".
*"
*@$

1,时间内的平均缺货量为*,A1,
, &而一个订购周期 @内的缺货损失费用为*D*"

, 45,A1,7

由B相似关系得到C1,*,.
@
*&

所以 1,.
*D*"
* @$

(订购费用仍为 4,$
)每年的总费用为C

E.!
*"
,4"1"/

*D*"
, 451,/4,#A F*

!FC全年需要量#

将 1"G1,的值和 @A F*."
或 @.*F

代入上式C

E.!
*"
,4"1"/

*D*"
, 451,/4,#A F*

.H*",4"A
*"
*@/

*D*"
, 45A

*D*"
* @/4,IA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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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对 0偏微分并令等于零1求极值2
先是将 0对 #$求偏微分3
40
4#$!

#$
#&$)

(#)#$*
# &+!5

6#$&$!(#)#$*&+

6#$!
#&+
&$’&+

将 0对 #取偏微分3
40
4#!)

#$%&$
%#% ’

7#(#)#$*)%(#)#$*%

7#% &+)
&%/
#%

!5
上式两边同乘 7#%1得3
)%#%$&$’"7#(#)#$*)%(#)#$*%,&+)7&%/

!5
)%#%$&$’"7#%)7##$)%#%’7##$)%#%$,&+

!7&%/
)%#%$&$’"%#%)%#%$,&+!7/&%
%#%&$)%#%$(&+’&$*!7/&%

#%&+)#%$(&$’&+*!%/&% (公式 78$59*
将(:)$*式代入(:)%*式1得3

#%&+)"#%
&%+

(&$’&+*%
,-(&+’&$*!%&%/

6#%(
&$&+’&%+)&%+
&+’&$ *!%/&%

#%!
%/&%
&$ -

&+’&$
&+ (公式 78$5:*

令 ;! /.
代入(:)+*式1得3

#<!
%&%/
&$ -

&$’&+
&= +

! %&%;
&$ -

&$’&+
&= +

代入(公式 78$5>*中1得3

#<!#
&+

&$’&+!
%&%;
&$ -

&+
&$’&= +

式中3#<??为最佳理论库存量@

#<$??为最佳订购批量@

#<%??为最缺货量2

#<%!#<)#<$!
%;&%
&+ -

&$
&$’&= +

相应的最小费用(每月的*3

0ABC! %&$&%= ;- &+
&$’&= +

最佳订购周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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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请参见下列案例-
.案例 /01)234,567公司某工厂对某种零件年需要量 /89::件8向外订购8每订购一次费用为 ;:元8

每件年存储费为 ’::元8允许缺货8每件年缺货损失费为 $::元8求 最 佳 订 购 批 量<最 佳 缺 货 量 和 最 小 总 费

用=
该仓库属外部存储的问题>
%’#’::元?次 %$#;:元?年@件

%)#$::元?年@件 ,#/89::件?年
由公式

A"’ #
$%$,
%’ @

%)
%’(%+ )

# $B;:B/89::
’:: @ $::+ ’::($::#;1&

件*

A"$#
$,%$
%) @

%’
%’(%+ )

# $B/89::B;:
$:: @ ’::+ ’::($::

+# $8/;:B:0))#$C&件*

DEFG# $%’%$+ ,@ %)
%’(%+ )

+# $B’::B;:B/89::@ $::+’::($::
+# )$8HHH8HH1#;81’;&元*

&四*非瞬时进货8允许缺货的模型>
&’*假设条件>
I预订期不是很短或生产有一定速度J
K允许缺货J
L其他参数同前>
&$*存储状态图8如图 /0$$>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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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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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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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模型$
过程省略%其结果如下&
最佳存储量!理论的#&

’()
*+,*!,-.,"#

!-/ +0#,-,1 "

最佳订购量!最佳生产批量#&

’(-)
*+,",*!0/+#
0,-!,-.,"1 #

最佳订购周期!最佳生产周期#&

2()
*0,*!,-.,"#
+!0/+#,-,1 "

最小存储总费用&

3()
*+,-,*,"!0/+#
0!,".,-1 #

这 是一般情况下的综合模型$当0很大%而,"有限时%它的简化结果与模型 "近似4当,"很大%而0有限

时%简化结果和模型 *近似4当 ,"很大%而 0也很大时%简化结果和模型 -相似$其中%,"无限大相当于不允

许缺货%而 0为无限大相当于预订期或生产时间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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