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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支付限额管理亟待完善
———鉴证实务中大额现金支付引发的思考

丁美云

渊青岛景道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 266400冤

【摘要】从关联交易、财政拨款项目、村集体财务收支等三方面的鉴证业务中存在的大额现金支付现象，引发对现金管

理现状的思考，《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在实际执行中的有效性已面临严峻的挑战，建议主管部门对现金支付的

限额管理制定切实可行的法规制度。

【关键词】大额现金支付 现金管理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发展，由“开户银行负责管理、监

督开户单位的现金收支、使用”在实际运行中难以奏效。为规

范现金收支管理，建议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及国家工商总局等相关部门联合制定切实有效的现金管理法

规制度，使现金支付的限额管理具有切实可操作性。

（一）

在中小会计师事务所面临的客户当中，有相当数量的客

户为中小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在这些客户群体中，部分单位

的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或者根本就没有制定内部控制制度，

大额现金支付现象时有发生。根据《经济合同法》第十三条第

二款规定：“除国家允许使用现金履行义务的以外，必须通过

银行转账结算”。因此，正常的大额交易应有经济合同的支

持。

在大额现金支付的背后，往往隐藏着虚假的经济交易行

为。现从企业关联交易、财政专项拨款项目投资和村集体经济

组织工程款结算等三方面的鉴证实务加以举例分析。

“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占用了一般借款

的，企业应当根据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专门借款部分的资产支

出加权平均数乘以所占用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计算确定一

般借款应予资本化的利息金额。”本例中采用简化处理，即假

设在建工程未占用其他一般借款，且票据贴现额已全部用于

工程支出。相关计算过程及会计处理如下（单位：万元）：

2011 年 10 月 1日，销售商品时：借：应收票据———乙公

司 1 170；贷：主营业务收入 1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170。
按月计提应收票据利息收入：借：应收利息———乙公司

9.75；贷：财务费用 9.75（1 170伊10%+12）。
2012年票据贴现获取一般借款时，相关利息费用应当予

以资本化。按照贴现协议，甲公司可从丙银行获得的短期借

款=（1 170+1 170伊10%伊6/12）/（1+12%/12）2 =1 204.293 7
（万元），相关利息费用=1 170+1 170伊10%伊6/12-1 204.293
7=24.206 3（万元）。借：银行存款 1 204.293 7；贷：短期借
款———丙银行 1 204.293 7。

2012年 4月 1日，票据到期时，乙公司足额付款，应收票
据符合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条件，同时确认短期借款融资费

用。借：短期借款———丙银行 1 204.293 7，在建工程 24.206 3；
贷：应收票据———乙公司 1 170，应收利息 58.5。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例中票据贴现发生的费用所属期间

（2012年 2月 1日至 2012年 4月 1日）在工程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2012年 7月 1日）之前，即属于借款费用资本化
期间范围内，因此，相关借款费用可以全部资本化，而如果应

收票据到期日为 2012年 8月 1日，即贴现发生的费用所属期
间在工程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后，借款费用可以资本

化的金额仅限于分摊到贴现日至工程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之间的金额。

接上例，假设该产品制造项目改扩建工程于 2012年 3月
1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办理完毕固定资产入账手续，其
他条件与上例相同。2012年 4月 1日票据到期时，乙公司足额
付款，此时确认短期借款的融资费用，并按一定方法确定借款

费用资本化和费用化的金额。此处按照直线法在费用所属期间

进行分摊。相关会计分录为：借：短期借款———丙银行 1 204.
293 7，在建工程 12.103 1，财务费用 12.103 2（尾数调整）；贷：
应收票据———乙公司 1 170，应收利息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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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关联企业之间虚构现金支付交易避税

甲乙双方为关联方，甲方为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乙方为某

建筑公司，甲方以现金支付乙方某普通商品住房开发成本400
万元。在甲方土地增值税清算鉴证业务过程中，客户提供了甲

乙双方签订的合同和双方确认的工程量。从工程量清单的审

查中发现，土方运输方式所选的符号表示人力运输，但从工程

施工现场条件和现有的作业方式看明显与事实不符。

在本案中，仅以乙方承担3.3%的营业税金及附加为代价，
就将甲方的普通住宅开发项目增值率降至20%以下，可以按
照《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享受免征土地增值税的

优惠，从而达到避税的目的。

案例二：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公寓建设工程款全部凭收

款收据用现金支付，帮助对方偷逃税款

某社区为改善村民居住条件，于2005 ~ 2006年进行了新
农村建设，所建农民公寓工程合同价款400万元，实际支付500
万元，全部凭收款收据用现金支付，收款单位为个人，与中标

单位不符。

本案中，工程款超支100万元，被鉴证单位既未提供决算
书，也未提供合同调整依据。合同建设方未按规定开具发票，

不符合《发票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相应偷逃了营

业税金及附加和所得税。

案例三：企业通过虚构现金支付交易虚报投资额，骗取财

政专项资金

某项目公司经营范围为增值税应税货物，该项目公司于

20伊伊年在其当地发改局立项，项目投资总额中设备投资500
余万元全部取得了增值税普通发票，并且全额用现金支付了

设备购置款。

项目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该项目投资额进行专项鉴

证。在了解客户基本情况的基础上，会计师事务所检查了客户

提供的相关文件、合同资料及发票，对其设备采购业务存在两

方面的重大疑虑：第一：为什么不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二：

为什么全额现金支付？我国自2009年1月1日起实行消费型增
值税制，购置设备进项税额可以抵扣。该项目的设备投资如果

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大致可以抵扣的增值税税额为72万
元，占整个项目财政资金的比例高达20%，这是最直接的经济
利益，企业却主动放弃。带着这些疑虑，会计师事务所对客户

所取得的发票进行了发票真伪查询，结果显示所有的设备购

置发票信息都与查询系统信息不一致。至此，结合设备购置款

全额现金支付的情况，基本已明确客户对该项目设备投资的

真伪，以虚假投资骗取财政专项资金。

在上述三个案例中，会计主体出于偷逃纳税义务、骗取财

政投资等不当经济利益的目的，利用大额现金支付记录了虚

假的经济业务，这明显与《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

相悖，却能够公然出现在经济主体的账务资料中，说明该项法

规制度的相关条款在实施中出现了问题，其账务处理对现金

付款限额的管理是严峻的挑战。

（二）

现金管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财经制度，是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治理经济环境的关键所在，其完善与否

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的运行状况。

关于使用现金的范围和结算起点，以及“开户单位之间的

经济往来，必须通过银行进行转账结算”的规定，在《现金管理

暂行条例》第三条、第五条中，以及《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第六条已做出规定。

关于现金收支、使用的监督管理，在《现金管理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开户银行负责现金管理的具

体执行，对开户单位的现金收支、使用进行监督管理。”第二十

条规定：“开户单位如违犯《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开户银行有

权责令其停止违法活动，并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罚款。”

现行《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于1988年开始实
施。在条例及细则中虽然明确规定，开户银行负责管理、监督

开户单位的现金收支、使用，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对开户单位的

违法行为处以罚款，然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户银行

的监督管理职能已逐渐被弱化，基层会计主体普遍存在现金

余额过大、超范围使用现金、收入不及时入账、坐支现金等违

规现象。而开户银行作为商业银行，继续作为现金收支管理、

监督、处罚的主体已不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状况，反映到经济

实体上必然导致对公平竞争经济秩序的破坏。

为了加强和改善现金管理，加强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有效

监督，创造公平有序的经济环境，迫切需要对《现金管理暂行

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加以修改完善，使现金管理法规制度的变

革跟上时代发展的要求。以下仅从四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淤完善相关法规制度，使会计主体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建议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及国家工商总局等

相关部门联合制定切实有效的现金管理法规制度，使现金支

付的限额管理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于实施诚信建设，维护社
会经济秩序。作为会计工作的直接责任人，公司法定代表人，

首先要积极主动地学习相关法律、法规，自觉遵守法规制度；

其次要加强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内控制度建设，力求使经济

主体的经营活动规范运行，确保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及

可靠性，提高经济主体的信誉度。盂加强监督检查，确保经济
主体公平竞争。建议政府主管部门对经济主体的日常经济业

务加强监督检查，使其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从事经济活

动，从而为经济主体营造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榆强化社会审
计监督职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建议提升社会审计监督机构

的职能作用，从根本上保证社会审计机构在执业过程中保持

独立、客观、公正，真正发挥“经济警察”的社会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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