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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计量的 BS 法和 CF 法

【摘要】本文比较了 BS法和 CF法计量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原理、理论依据，并运用上市公司的实例进一步探讨了差

异产生的原因，通过分析可以得出结论：CF法下计算出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比 BS法下的准确性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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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计算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首先引进盈余这一指标。

目前，研究领域主要从两个角度对盈余进行计量、分析。一种

是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进行计量的盈余指标，如营业利润等

项目；另一种是以现金制为依据计量的盈余指标，如现金流量

净额等项目。对其进行的研究，通常将两者之间的差别称为应

计项目。而不管哪种方法，其计量都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有密

切的关系。为此，可以利用相关的盈余指标去试着分析经营活

动现金流量指标。所以，为便于下文比较，我们将从资产负债

表出发计算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方法称之为 BS法；将从现

金流量表出发计算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方法称之为 CF法。

一、BS法和 CF法的原理阐释

1. BS法的原理。BS法是以资产负债表为直接依据进行

计算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作为财务报告的组成部分，资产负

债表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进行编制。所以，BS法是在权责发

生制下对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分析计量的，其依据是以权利义

务的发生为标准。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盈余存在一定的联系，

为了导出此方法下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计算公式，引进盈余

这一会计指标的计算公式。在权责发生制下，会计处理的账面

盈余由应计项目和现金流量项目两部分构成，即：盈余=应计

项目+现金流量净额。

假设只考虑一个企业的主要经营活动，不考虑其他非经

常性、偶发性的营业活动，可得：盈余=经营性应计项目+经营

活动现金流量=流动性应计-当期折旧摊销+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则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盈余-（流动性应计-当期折旧摊

销），其中，流动性应计项目是应计项目中的流动性部分。

对于流动性应计的计算，在此借鉴了林翔、陈汉文的定

义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做了一些改动。流动性应计的公式如

下所示：流动性应计=（吟流动资产-吟货币资金-吟短期投

资-吟长期投资中一年内到期的部分）-（吟流动负债-吟短期

借款-吟应付股利-吟长期借款中一年内到期的部分），其

中，吟代表一个会计期间的变化值，本文以一年为一个会计

期间。

结合本文假设，那么，计算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公式就可

以表示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盈余-［（吟流动资产-吟货币

资金-吟短期投资-吟长期投资中一年内到期的部分）-（吟流

动负债-吟短期借款-吟应付股利-吟长期借款中一年内到期

的部分）］+当期折旧摊销，其中，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是剔除了

投资、筹资有关的项目增减变动的净额。

2. CF法的原理。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应当采用直接

法编报现金流量。CF法，就是先以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为编制

基础，运用直接法对利润表中的营业收入等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项目进行增减变动的调整，计算、填列现金流量表有关栏

目，然后再从现金流量表出发得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其数值可以直接从现金流量表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这一栏目得到。CF法下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计量，

是在收付实现制下以主要营业活动实际的现金流入与现金流

出为根据进行分析、计算填列的，同时也是为了保持计算口径

的一致，增强两种方法的可比性，则跟 BS法类似，剔除了主

要营业活动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凡不属于此类范围的，不

得列入 CF法下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这一指标中反映。

二、两种方法计算出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差异及其原因

分析

为了更好地比较 BS法和 CF法计算出的经营活动现金

流量的不同，现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江苏恩华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2008 ~ 2010年年度报告中的合并财务报告为例进

行实例分析。

1. BS法计量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利用上述公式进行计

算。

上市公司恩华药业 2008年度指标如下：流动性应计=

（123 468 782.36-99 954 644.92-0-0）-（-54 531 117.74+

31 500 000-0-0）=23 514 137.44-（-23 031 117.74）=

46 545 255.18（元）；经营性应计项目=流动性应计-（折旧+摊

销）=46 545 255.18-（15 869 681.33+2 732 759.59+908 880.04）

=46 545 255.18-19 511 320.96=27 033 934.22（元）；盈余=营

业利润+财务费用=47 616 215.5+11 096 701.19=58 712 916.69

（元）。最后，可求得：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盈余-经营性应计项

目-与投资、筹资有关的项目增减变动=盈余-经营性应计项目-

长期股权投资-长期借款中一年以上的部分=58 712 91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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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033 934.22-0-（-4 200 000）=35 878 982.47（元）。

2. CF法计量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采用 BS法时，经营

活动现金流量可直接从该公司 2008年合并现金流量表中找

到，即：经营活动现金流量=46 500 884.74（元）。

3. 两种方法下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比较分析。将两种方

法下计算出来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进行相减，得：差额=

46 500 884.74-35 878 982.47=10 621 902.27（元），则在 CF法

下计算出的金额比在 BS法下计算出的金额多 10 621 902.27

元。究竟这是个例还是一种现象呢？为此选取了该公司自上市

以来 3年的年度会计报告资料，分别计算各年的经营活动现

金流量。详见下表所示：

从表中可知，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在 CF法下得出的金额，

只有在 2010年度小于在 BS法下计算出的数值，其他两年都

大于在 BS法下计算出的数值。总之，恩华公司上市以来，用

两种方法计算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均不一致。由此可见，这不

是个例，而是一种现象，至少在本公司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

象。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金额不一致情况的存在呢？下面笔

者就自己的见解发表一下看法。

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会计基础不同。前已阐述，方法一的会计基础是权

责发生制，又称应计基础制、应计制原则，是以权责的发生为

标志确认收入、费用、债权和债务的。方法二的会计基础是收

付实现制，又称现金制、实收实付制，以现金的实际收付确认

收入和费用的发生。在持续经营和会计分期两大会计基本假

设下，会计基础的不同导致收入和费用的归属会计期间有一

定的区别，从而造成计算出来的数额不相同。

例如，12月份，企业销售一批产品，价值 20 000元，款项

已存入银行，12月还收到上月销售产品的货款 10 000元。在

此情况中，权责发生制下确认的本月收入为 20 000元，收付

实现制下确认的本月收入为 30 000元。

会计基础存在的区别会影响到本期营业利润的余额的大

小，最终也会影响营业活动现金流量的计算。

第二，BS法下，应计项目的计量是不准确的。从 BS法角

度出发，认为应计项目的变动会带来利润表中收入、支出的增

减变化，所以就通过资产负债表应计项目的变动进行计算。但

这种观点并不完全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其中应计项目的变动

不是都与利润表中相关指标（如营业利润）的计算相关的。例

如，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中包含与经营活动无关的具有筹

资性质的资金拆借等项目，这些项目的增减变动会影响营业

利润等利润表指标正常的增减变动，但却被纳入流动性应计

的计算范围当中，如此便会影响计算营业活动现金流量的准

确性。而对于社会公众、机构、股东等报告使用者，由于披露不

真实等原因，对公司的情况了解不是很清楚，就无法清晰地辨

别当中到底有没有存在无关紧要的应计项目影响利润表的变

动。所以使用者只能以资产负债表中所有应计项目的变动计

算应计盈余。由此计算出的营业活动现金流量也必然含有不

必要的成分。这样的话就免不了造成误差，导致与 CF法计算

的营业活动现金流量不相符。另外，结合实例，恩华药业上市

公司存在多个子公司，2010年度比上年度新增合并单位一家

即徐州恩华医药化工贸易有限公司（该公司自 2010年 2月份

成立之日起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当年用两种方法计算的经营

活动现金流量的差额占用 CF 法计算的数值的百分比，由

2009年度的 22.84%上升到 37.22%，上升幅度约为 14.38%。对

于这种差额所占比率的增大，合并虽然不是全部的原因，但对

于计算也起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第三，运用 BS法时，公式中各个自变量的变化对因变量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影响较大。例如，企业向社会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恩华药业上市公司 2008年度计算流动性应计时，资

产负债表中的货币资金年末数比年初数增加了 99 954 644.92

元，较年初增长幅度为 79.09%，这会造成在用 BS法计算流动

性应计和盈余等指标时，加大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增加的可能

性。其主要原因就是公司本年度向社会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增

加所致。而对于 CF法，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计量依旧是以实

际收付的款项为准。

第四，在 BS法下，折旧等项目容易被操作。由于对利润

最大化的追求，企业粉饰报表、隐藏信息的现象在当今屡见不

鲜。国外实证研究发现，经常被用于盈余操纵的应计项目有固

定资产折旧和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所以，在计算经营活动现金

流量时，这些人为主观性的操作是影响盈余质量的。

三、结论

第一，BS法下计算出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误差较大，CF

法下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比 BS法下的准确性要高。

第二，CF法下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剔除了权责发生制

下计算的收入当中未实际收到款项的收入，可以降低高估的

风险。

第三，CF法下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科学地考虑了资金的

时间价值，更符合企业经营实际现金流入、流出的情况。所以

在评价企业经济效益时，企业不仅要看应计基础下的利润指

标，还要重视收付实现制下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指标，尤

其是新建项目，项目投资决策应采用净现值法等进行现金流

量的测算，这样才能有利于企业客观地总结成果和进一步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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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2009

2010

资产负债表法淤

35 878 982.47

47 646 072.21

84 789 097.92

现金流量表法于

46 500 884.74

61 461 972.84

61 791 823.87

绝对值差额

于-淤

10 621 902.27

13 815 900.63

-22 997 274.05

比率

渊于-淤冤衣于

22.84%

22.48%

37.22%

方法

年份

单位院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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