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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不仅考察了学生的专业理论功底和运用能力，还考

察了学生的写作能力和表达能力。由于竞赛机制的引入，

这种全方位、全过程的评价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主

观能动性，有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参赛的学生们无

论获奖与否，都纷纷表示获益匪浅。

五、结论

财务分析课程具有典型的“知易行难”的特征，教师

在课堂上教授财务分析理论和财务分析技术的时候，学

生感觉较容易理解和接受，但是在进行实际案例分析的

时候，很多理论考试分数很高的学生往往成绩不佳，甚至

不知道从何入手。这实质上是理论知识不扎实、财务分析

技术运用不熟练以及决策能力不足的集中体现。

案例大赛机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目前财务管理

专业学生财务决策能力不足的缺陷。引入大赛机制，可以

从实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体系三方面提升

基于财务决策能力培养的财务分析教学效果。因此，笔者

建议高校在更大的范围内开展类似竞赛活动，将大赛机

制引入财务管理专业培养方案。

例如，在历届大赛中都有不错表现的广东技术师范

学院，每年都大规模地组织会计和财务管理专业的学生

参赛，并且先在校内组织初赛，再从校内的优秀团队中优

中选优，组成精英团队参加全国比赛。这种师生全员参与

大赛的长效培养机制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使每一位同学

都有机会提升财务分析决策能力，从而从总体上提升该

校的财务分析教学效果。而决策能力的培养对于学生毕

业后尽快适应工作要求，增强职场竞争能力，更具有重要

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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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教学法在分期收款销售教学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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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期收款销售属于特殊销售业务中的一项内容，其核算内容包括收入的确认与计量、收取价款、未实

现融资收益摊销，其中采用实际利率法摊销未实现融资收益是教学中的难点。本文对图示教学法在分期收款销售

教学中的运用进行阐述，以期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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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收款销售作为一项特殊的销售商品业务，其账

务处理是学习中的难点，笔者在教学中运用图示教学法

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一、分期收款销售商品核算的主要内容

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分期收款销售商品的核算包

括：①对销售收入进行确认和计量；②分期收取价款（含
本金和利息）和增值税；③分期摊销未实现融资收益。
在上述核算内容中，难点在于未实现融资收益的摊

销。现行会计准则规定，未实现融资收益按实际利率法进

行摊销。采用实际利率法进行摊销，先要确定折现率，在

此基础上才能计算每期的摊销额。

二、图示教学法在销售收入确认和计量中的运用

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分期收款销售商品在销售成

立时，其账务处理中涉及三个金额：一是价款，即应收合

同或协议价款；二是价款的公允价值，即未来收取价款的

折现值或商品现销价格；三是价款与价款的公允价值的

差额。在教学中可以通过图1对其账务处理思路进行描述：

图 1 销售收入确认与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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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 1即可建立分期收款销售商品在销售成立时
的账务处理模型（假定销售成立时增值税纳税义务未发

生）：

借：长期应收款——××公司（价款）
贷：主营业务收入（价款的公允价）

未实现融资收益（差额）

例：SK公司于 2015年 1月 1日以分期收款方式售出
一套设备给D公司，合同规定该套设备价款 1 000万元，
分5年等额收取，收款日期为每年的12月31日。该套设备
在现销方式下的销售价格为 800万元，假定 2015年 1月 1
日 SK公司发出商品时，其增值税纳税义务尚未发生，增
值税纳税义务在合同约定收款日发生。根据上述资料，SK
公司在2015年1月1日销售成立时的会计处理如下（金额
单位为万元，下同）：

借：长期应收款——D公司 1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800
未实现融资收益 200

三、图示教学法在未实现融资收益摊销中的运用

分期收款销售商品按合同或协议约定收取价款及增

值税时其账务处理为：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长期

应收款”、“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

同时，摊销未实现融资收益，并冲减财务费用，借记“未实

现融资收益”科目，贷记“财务费用”科目。该账务处理中

的难点是摊销金额（即每期利息收入）的计算，而计算摊

销金额时首先得确定折现率，这是学生最难理解之处，可

在教学中运用示意图来描述和分析。

1. 折现率计算中的图示教学法。分期收款销售中的
合同或协议价款与该价款的现值或现销价格之间的差

额，实质上为企业因购货方延期付款占用自己的资金而

应取得的利息收入，故在确认营业收入的同时先将其作

为未实现融资收益处理，以后再分期计入利息收入。现行

会计准则规定对未实现融资收益采用实际利率法进行摊

销，这就需要先确定实际利率，这个计算过程是在已知终

值和现值的情况下，计算折现的实际利率，即计算折现

率。折现率的计算采用插值法，该方法是教学中的难点。

目前会计教科书是根据“未来若干年收款额的现值＝现

销方式下应收款项金额”关系式来计算折现率的，如前例

中 SK公司分期收款方式是每年末等额收取 200万元价
款，5年共收款 1 000万元。200万元即为年金，根据年金
现值的计算方法，可列出下列等式：

200×（A，r，5）＝800
上述计算式中的“（A，r，5）”为年金现值系，表示 5年

期 1元年金的现值，其中 r为折现率。根据年金现值系数
表，经过多次测算找出两个 r，一个 r对应的“（A，r，5）”代
入计算式中的计算结果大于且最接近 800，另一个 r对应
的“（A，r，5）”代入计算式中的计算结果要小于且最接近

800，即：
当 r=7%时，200×4.100 2=820.04>800
当 r=8%时，200×3.992 7=798.54<800
因此，7%<r<8%。采用插值法计算 r的过程如下：

820.04 - 800
820.04 - 798.54 = 7% - r

7% - 8%

解之得：r=7.93%
上述计算过程一是要经过多次测算才能找出计算结

果最接近 800万元的两个年金现值系数所对应的 r，计算
过程较为复杂；二是学生不能理解其计算原理。对此笔者

将计算过程做了变形，并通过图示教学法较好地解决了

这些问题，具体做法是：

因为：200×（A，r，5）=800
所以：（A，r，5）=4
从上述计算结果，可以得知现在需要求解的是年金1

元、期数 5年、现值 4的折现率 r。在年金现值系数表中没
有一个折现率对应的年金现值系数正好是4，需要运用插
值法来计算，此时可借助数学上的坐标系进行教学，并将

年金1元、期数5年的现值系数（A，r，5）用y表示，折现率 r
用x表示，则它们的函数关系为：y=［1-（1+ x）－5］÷x。此函
数中x＞0，当x取整数时其函数值可从现有的年金现值系
数表中获取，该函数图像在坐标系上绘制出来是一条曲

线，如下图2：

图2中A点的坐标为（x，4），其中x为要求的值，即折
现率。根据年金现值系数表，可以直接查找出x为整数的、
A点左右两个最接近A点的两个点B、C的坐标，由于A、
B、C三个点相处很近，它们近似地处在一条直线L上，具
体可用图3表示。

现 值（万元）

820.04
800

798.54

利 率

7%
r

8%

图 2 5年期年金现值系数曲线示意图（a）



□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122· 2015. 30

直线方程斜率的计算公式为：k=△y/△x。根据直线
方式的斜率原理，同一直线的斜率处处相等，即直线L上
三点A、B、C，存在下列关系：kBA=kBC。则图3中存在下列关系：

4.100 2 - 4
7% - x = 4.100 2 - 3.992 7

7% - 8%

4.100 2 - 4
4.100 2 - 3.992 7 = 7% - x

7% - 8%

解之得：x=7.93%
上述采用图示教学法并结合数学上的直线方程的斜

率原理进行教学有两个优点：①能够让学生理解插值法
的原理和实质；②能够直接从年金现值系数表中查找最
接近要求的折现率的两个整数折现率对应的年金现值系

数，从而得到最靠近要求的坐标点的两个坐标，再根据斜

率原理求得折现率，省掉了会计教科书上介绍的方法中

多次测试的过程，从而简化了计算。

2．未实现融资收益摊销中的图示教学法。各期未实
现融资收益的摊销实际上是将未实现融资收益分期转作

各期的利息收入，其摊销额的计算采用实际利率法，会计

教科书中一般是通过列计算式来直接计算的。例如根据

上例资料SK公司第一、二年的摊销额计算过程如下：
第1年摊销额=（1 000-200）×7.93%=63.44（万元）
第2年摊销额=［（1 000-200）-（200-63.44）］×7.93%=

52.61（万元）
教科书中介绍的摊销额计算方法不够直观，对于学

生来说较难理解，笔者在教学中运用图示教学法来帮助

学生理解上述计算过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现结合前例资料加以说明：SK公司 2015年 1月 1日
应收款项账面余额减去未实现融资收益账面余额后的差

额，为应收款项的摊余成本，亦即应收款项的本金。该本

金乘以折现率（实际利率）为第一年的利息收入，第一年

末收到的价款200万元由两部分内容构成：一是收到的第
一年利息，二是收到D公司第一年末偿还的本金。2016年
1月1日应收款项的摊余成本（应收款项的本金）等于第一
年年初的本金减去第一年末D公司已偿还本金，以此本

金乘以折现率（实际利率）即可计算出第二年的利息收

入，第二年末收到的价款 200万元减去第二年利息收入，
即为第二年末D公司已偿还的本金。2017年1月1日应收
款项的摊余成本（应收款项的本金）等于第二年年初的本

金减去第二年末D公司已偿还本金，即为计算第三年利
息收入的本金，以此类推可求出以后各年的未实现融资

收益的摊销额。上述计算过程用图 4列示如下（图中金额
单位：万元）：

根据图4，学生可以较好地理解未实现融资收益摊销
的经济实质为：将未实现的融资收益转作各期已实现的

利息收入。分期收款及摊销未实现融资收益的账务处理

如下：

（1）2015年末收到价款及增值税税额并摊销未实现
融资收益的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234
贷：长期应收款——D公司 2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4

借：未实现融资收益 63.44
贷：财务费用 63.44

（2）2016 ~ 2019年末会计分录，除未实现融资收益的
摊销金额不同外，其余同2015年末的会计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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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5年期年金现值系数曲线示意图（b）

图 4 未实现融资收益摊销演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