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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的现金流量表（间接法）编制示例

刘 曜渊教授冤 刘 冲

渊重庆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重庆 400065冤

【摘要】在《现金流量表间接法的数学原理》一文中，作者针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31号———现金流量表》编制补充资料

的设计原理的缺陷，对编制补充资料作了改进，设计了新的现金流量表（间接法）。本文则通过一个示例，介绍了这种改进的

现金流量表（间接法）的编制方法。

【关键词】现金流量表 改进设计 编制示例

笔者在《财会月刊》2012年第 30期发表的《现金流量表
间接法的数学原理》一文，从理论上证明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1号———现金流量表》规定编制的补充资料（以下简称“补充

资料”）在设计原理上、调节项目与格式设计上的两点缺陷：

第一，一些调节项目（如固定资产折旧、经营性应收项目、经

营性应付项目和存货）内包含不必要的项目内容（“杂质”数

据）；第二，单步式格式会形成一些调节项目的调节原因有多

种因素的情况。

以上设计缺陷不仅影响对调节项目数据的分析，也是造

成“编制难”的根本原因。为此笔者设计了改进的现金流量表

（间接法），下文通过一个示例加以介绍。

一、现金流量表（间接法）的改进设计

将调节项目分为 6 类：淤筹资和投资活动费用；于筹资
和投资活动收入；盂经营活动实际没有支付现金的费用；榆经
营活动实际没有收到现金的收入；虞非影响本期损益的经营
活动现金流入；愚非影响本期损益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再按分步调节的原理设计现金流量表（间接法），见后

表。表中 A01、A02等为调节项目的编号。
在表中：确定第淤和于类具体调节项目的判断条件是：

第一，该项目属于投资、筹资活动；第二，该项目与本期损益

相关（其变动会形成“收入”或“费用”）。

确定第盂和榆类具体调节项目的判断条件是：第一，该
项目属于经营活动；第二，该项目与本期损益相关；第三，该

项目不涉及现金变动。

确定第虞和愚类具体调节项目的判断条件是：第一，该
项目属于经营活动；第二，该项目与本期损益无关；第三，该

项目涉及现金变动。

二、编制的思路及示例

完成改进的现金流量表编制的思路是：对发生的每一项

经济业务，按具体调节项目的判断条件逐一进行分析，判断

是否会引起哪一个调节项目的增加。如果判断该项业务会引

起某一调节项目的增加，则确定该项目的增加数。再将调节

项目的增加数分类汇总，列入表中。

下面举例说明如何制表，示例资料选自中国人民大学戴

德明教授等人编著《财务会计学》中的例 12-3（以下简称“例
12-3”）。

业务（1）：购入原材料一批，材料价款 200 000 元，增值
税额 34 000元，共计 234 000元，原已预付材料款 65 000元，
余款 169 999元用银行存款支付，材料未到。会计分录为：

借：材料采购 20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34 000
贷：银行存款 169 000
预付账款 65 000

第一步，判断是否会引起哪一个调节项目的增加。该项

业务以现金支付材料价款和增值税，按第虞和愚类具体调节
项目的判断条件判断，属于“非影响本期损益的经营活动现

金流出”，会引起 F02和 F03项目的增加。
第二步，确定项目增加数。F02：135 000，为“银行存款

169 000”减“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34 000”。
F03：34 000，为“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业务（2）：收到原材料一批，实际成本 120 000 元，计划
成本115 000元，材料已验收入库，货款已于上月支付。会计分
录为：

借：原材料 115 000
材料成本差异 5 000
贷：材料采购 120 000

因为该项业务不满足分步调节原理 6类调节项目任一
类的判断条件，所以其业务内容不属于 6类调节项目的任一类。
也就是说，该项业务发生不会引起任一个调节项目的增加。

以下仅列出会引起调节项目增加的业务：

业务（5）：归还往期欠款（以下经济业务，包括本业务，在
不影响指标分析的情况下简化了原资料的业务描述）。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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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录为：

借：应付票据 150 000
应付账款 85 000
贷：银行存款 235 000

F01增加：235 000。归还往期欠款付出现金，属于“非影响
本期损益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增加 F01项目。

业务（6）：销售产品，款未收到。会计分录为：
借：应收账款 468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40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68 000

D01增加：400 000。本期赊销增加欠款（“主营业务收入”
部分），属于“经营活动实际没有收到现金的收入”，增加 D01
项目。

业务（11）：销售产品，款已收妥。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936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80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36 000

E02增加：136 000。销售产品收到现金［“应交税费———应

交增值税（销项税额）”部分］，属于“非影响本期损益的经营活

动现金流入”，增加 E02项目。
业务（12）：出售不需用设备的损失。会计分录为：
借：营业外支出 40 000
贷：固定资产清理 40 000

A01增加：40 000。出售不需用设备的损失，属于“筹资和
投资活动费用”，增加 A01项目。

业务（13）：收到现金股利（按成本法核算）。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40 000
贷：投资收益 40 000

B02增加：40 000。收到现金股利，属于“筹资和投资活动
收入”，增加 B02项目。

业务（15）：用银行汇票支付采购材料价款。会计分录为：
借：材料采购 125 3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20 283
银行存款 417
贷：其他货币资金 146 000

F02增加：125 300。F03增加：20 283。理由同第 1项业务
（指同一项目增加在原理上是相同的）。

业务（17）：支付职工工资 1 037 000 元。其中，生产人员
工资 570 000元，车间管理人员工资 11 400元，行政管理人员
工资 45 600，在建工程人员工资 410 000元。会计分录为：

借：应付职工薪酬 1 037 000
贷：银行存款 1 037 000

F02增加：581 400。支付职工工资（生产人员工资部分
570 000，车间管理人员工资部分 11 400），属于“非影响本期
损益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增加 F02项目。

C05增加：原45 600。支付职工工资（行政管理人员工资部

分 45 600），冲减“C05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与本期损益相
关的经营性应付项目）”。因为在分配应支付的职工工资（行政

管理人员工资）时，增加了“经营活动实际没有支付现金的费

用”中的 C05项目，如果该项未付的费用在后面（本期内）支
付了，那么就不再属于“经营活动实际没有支付现金的费用”，

所以应当冲减。

业务（18）：分配应支付的职工工资（不包括在建工程人
员工资）。会计分录为：

借：生产成本 570 000
制造费用 11 400
管理费用 45 600
贷：应付职工薪酬 627 000

C05增加：45 600。分配应支付的职工工资（行政管理人
员工资），属于“经营活动实际没有支付现金的费用”，增加

C05项目。
业务（23）：销售产品，收到商业承兑汇票。会计分录为：
借：应收票据 351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30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51 000

项目 D01：300000。理由同第 6项业务。
业务（24）：将上述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327 000
财务费用 24 000
贷：应收票据 351 000

C04增加：24 000。应收票据贴现息，属于“经营活动实际
没有支付现金的费用”，增加 C04项目。

D01增加：原276 000。收回本期欠款 276 000元（“主营业
务收入”部分）：“银行存款 327 000”减“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销项税额）51 000”，冲减“D01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增加
（本期赊销增加欠款形成的）”。因为在销售产品收到商业承兑

汇票时，增加了“经营活动实际没有收到现金的收入”中的

D01项目，如果该项欠款在后面（本期内）变现，那么就不再属
于“经营活动实际没有收到现金的收入”了，所以应当冲减。

E02增加：51 000。收回本期欠款 51 000［“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部分］，属于“非影响本期损益的经营

活动现金流入”，增加 E02项目。
业务（24）：将前期已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转账。会计分

录为：

借：银行存款 80 000
贷：应收票据 80 000

E01增加：80 000。收回往期欠款，属于“非影响本期损益
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增加 E01项目。

业务（25）：期末确认银行借款利息。会计分录为：
借：财务费用 32 500
贷：应付利息 22 000
长期借款———应付利息 1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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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增加：32 500。确认借款利息，属于“筹资和投资活动
费用”，增加 A03项目。

业务（26）：计提固定资产折旧。会计分录为：
借：制造费用 100 000
管理费用 20 000
贷：累计折旧 120 000

C02增加：20 000。计提固定资产折旧（“管理费用”部分），
属于“经营活动实际没有支付现金的费用”，增加 C02项目。

业务（27）：摊销无形资产。会计分录为：
借：管理费用 80 000
贷：累计摊销 80 000

C03增加：80 000。摊销无形资产，属于“经营活动实际没
有支付现金的费用”，增加 C03项目。

业务（28）：用银行存款支付管理部门水电费 12 000元，
生产车间水电费 75 000元。会计分录为：

借：制造费用 75 000
管理费用 12 000
贷：银行存款 87 000

F02增加：75 000。以现金支付生产车间水电费，属于“非
影响本期损益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增加 F02项目。

业务（30）：确认本期销售应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
费附加。会计分录为：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21 250
贷：应交税费———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14 875

———应交教育费附加 6 375
C05增加：21 250。理由同第 18项业务。
业务（31）：交纳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会计分录为：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已交税金） 120 000
———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14 875
———应交教育费附加 6 375

贷：银行存款 141 250
C05增加：原21 250。理由同第 17项业务。
F03增加：120 000。理由同第 1项业务。
业务（32）：确认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会

计分录为：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2 000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 000

B03增加：2 000。确认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属于“筹资和投资活动收入”，增加 B03项目。

业务（35）：结转本期销售成本。会计分录为：
借：主营业务成本 90 000
贷：库存商品 90 000

F02增加：原900 000。结转本期销售成本存货减少 900 000
元，冲减“F02存货的增加（以现金支付材料、生产人员工资等
与存货相关的费用形成的）”。因为在以现金支付材料、生产人

员工资等与存货相关的费用时，增加了“非影响本期损益的经

营活动现金流出”中的 F02项目，如果现金流出所增加的存货
在后面（本期内）售出，那么已售出的这部分存货原来形成时

的现金流出就不再属于“非影响本期损益的经营活动现金流

出”了（售出部分存货转为“主营业务成本”，影响本期损益），

所以应当冲减。

业务（38）：收回应收账款，其中增值税部分 52 308，主营
业务收入部分 307 692。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360 000
贷：应收账款 360 000

D01增加：原307 692。E02增加：52 308。理由同第 24项业
务。

业务（40）：计提坏账准备。会计分录为：
借：资产减值损失 7 060
贷：坏账准备 7 060

C01增加：7 060。计提坏账准备，属于“经营活动实际没
有支付现金的费用”，增加 C01项目。

业务（41）：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会计分录为：
借：资产减值损失 11 190
贷：存货跌价准备 11 190

C01增加：11 190。理由同第 40项业务。
业务（42）：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会计分录为：
借：资产减值损失 20 000
贷：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0 000

C01增加：20 000。理由同第 40项业务。
业务（45）：确认所得税费用。会计分录为：
借：所得税费用 59 600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9 900
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49 700

C07增加：9 900。确认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负债”部
分），属于“经营活动实际没有支付现金的费用”，增加 C07项
目。

C05增加：49 700。确认所得税费用（“应交税费———应交

所得税”部分），属于“经营活动实际没有支付现金的费用”，增

加 C05项目。
业务（46）：交纳所得税。会计分录为：
借：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48 500
贷：银行存款 48 500

C05增加：原48 500。理由同第 17项业务。
前面确定调节项目增加数的工作，在经济业务发生时进

行。下一步需要汇总各调节项目增加数，这一工作在计算机上

（如利用 Excel软件的 DSUM函数）很容易完成（限于篇幅本
文不再讨论）。列入汇总数据后的表见下页。

从表中可以看到，表与“例 12-3”一样将净利润加减一些
调节项目得到了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不同的是，表中

的数据不包含“杂质”数据，且加减调节数据的原因单一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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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说明

第 35项业务，结转本期销售成本存货减少，冲减“F02存
货的增加（以现金支付材料、生产人员工资等与存货相关的费

用形成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妨认为销售的存货，冲减

F02部分，是本期现金流出转变增加的存货。如果结转的销售
成本大于本期现金流出转变增加的存货，即汇总后的“主营业

务成本”金额大于 F02，超出部分则为“经营活动实际没有支
付现金的费用”，应列入“经营活动实际没有支付现金的费用”

中的“C08存货的减少（销售结转成本形成的）”项目。

第 26项业务，“C02固定资产折旧”增加数
中只是计提固定资产折旧形成的“管理费用”部

分，不包括“制造费用”部分。这是因为“制造费

用”不是一个期间费用类科目，与本期损益无

关，不符合第盂和榆类具体调节项目的判断条
件。至于已售出存货所包含的折旧形成的制造

费用则属于“经营活动实际没有支付现金的费

用”，列入“经营活动实际没有支付现金的费用”

中的 C08项目（在方法上不必单独考虑如何列
入，包含在上面说明结转销售成本的“超出部

分”中）。

第 1项业务，经营性应收项目（预付账款）
减少，以及相应引起的存货（材料采购）增加均

未列入调节项目，因为不满足分步调节原理 6
类调节项目任一类的判断条件。但是在“例 12-
3”编制完成的现金流量表（间接法）的调节项目
“加：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加）”和“加：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中却包含该数据，不过

一加一减内部抵销了。由此可见，本文方法可以

根据分步调节原理 6类调节项目的判断条件，
排除调节项目内的“杂质”数据。

补充资料的编制，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复杂

的会计数据处理问题。造成补充资料设计缺陷

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传统的手工做账的

影响，即编制补充资料时从相关账户中获取数

据，而不是直接从记账凭证中获取数据，以减轻

数据处理的工作量。

目前，用计算机技术处理会计数据已基本

得到普及，因而可以基于计算机这一新的技术

环境来考虑补充资料的设计，在编制方法上直

接从记账凭证中获取数据。这样，虽然编制补充

资料在整体上是一件“复杂的工程”，但是具体

落实到每一项相关的经济业务时，由于“工程的

分解”而变得操作简单。本文编制表的方法即是

直接从记账凭证中获取数据，至于数据的分类

汇总这一手工操作则由计算机完成。

四、结论

文中设计的现金流量表（间接法），在理论上调节项目的

数学逻辑关系清晰，排除了调节项目内的“杂质”数据。在实际

操作上编制方便且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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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一尧净利润
加院A01处置固定资产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

A02投资损失
A03财务费用渊支付利息形成的冤
A04其他筹资和投资活动费用项目
筹资和投资活动费用小计

减院B01处置固定资产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收益
B02投资收益
B03其他筹资和投资活动收入项目
筹资和投资活动收入小计

二尧经营活动净利润
加院C01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C02固定资产折旧
C03无形资产摊销
C04财务费用渊应收票据贴现形成的冤
C05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渊与本期损益相关的经营性应付项目冤
C06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
C07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渊与本期损益相关的部分冤
C08存货的减少渊销售结转成本形成的冤
C09其他经营活动实际没有支付现金的费用项目
经营活动实际没有支付现金的费用小计

减院D01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增加渊本期赊销增加欠款形成的冤
D02其他经营活动实际没有收到现金的收入项目
经营活动实际没有收到现金的收入小计

三尧经营活动净利润现金部分
加院E01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渊收回往期欠款得到现金形成的冤

E02其他非影响本期损益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项目
非影响本期损益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减院F01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减少渊归还往期欠款付出现金形成的冤
F02存货的增加渊以现金支付材料尧生产人员工资等与存货相关的费
用形成的冤
F03其他非影响本期损益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出项目
非影响本期损益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四尧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金 额

143 700
70 000

0
32 500

0
102 500

0
40 000
2 000

42 000
204 200
38 250
20 000
80 000
24 000
1 200

0
9 900

0
0

173 350
116 308

0
116 308
261 242
80 000

239 308
319 308
235 000

16 700

174 283
425 983
154 567

现金流量表（间接法） 单位院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