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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数量变动是由单项资产的数

量变动所致，也就是说总资产数量变动

的直接原因就是各单项资产的数量变动，

而最终的原因也应该与各单项资产数量

变动的原因一致。所以，关于总资产数量

变动原因的衍生报表体系与单项资产数

量变动原因的衍生报表体系是相同的。而

总资产变现能力的衍生报表与各单项资

产的衍生报表则是不同的，各单项资产

的变现能力有的增强、有的减弱，从而导

致了总资产的变现能力的变化，这种变化

既不能通过某一单项资产的变现能力予

以表现，也不能简单地将所有单项资产

的变现能力进行汇总，事实上变现能力

只是一种性质上的描述，很难进行直接

计量和汇总。尽管如此，企业却有必要

对总资产的变现能力是增强了还是降低

了做出判断，为此必须编制能反映总资产

变现能力变化的衍生报表。反映总资产

的变现能力是从资产的实体价值角度出

发的，由于资产负债表是按照变现能力

由大到小排序，所以反映总资产变现能力

的变化是通过资产结构的变动予以说明。

为此，必须编制以下衍生报表。

一、大类资产结构变动表

在资产负债表中，资产一方按大类

分为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流动资产的

比重越大，说明总资产的变现能力越强，

否则总资产的变现能力则越弱。大类资产

结构变动表就是要披露流动资产和非流

动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的变化，如果

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上升，就说明总

资产的变现能力提高，反之亦然。从表1

可以看出，期末比之于期初流动资产的占

比在增加，这意味着总资产的变现能力

提高了。

二、单项资产结构变动表

大类资产结构变动表只是总体上反

映了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的结构变化，

而没有反映两大类资产内部各项目的结

构变化。单项资产结构变动表是列示资

产负债表中资产方各资产明细项目占全

部资产的比重变动，反映和揭示了资产变

动的详细情况或原因。单项资产结构变

动表有两个作用：一是反映流动资产比

重、非流动资产比重不变时，大类资产内

部各单项资产结构的变动；二是反映流

动资产比重、非流动资产比重发生变化

时，各单项资产结构的变动。

就前者而言，当总资产中流动资产和

非流动资产的比重没有变化，而流动资

产项目和非流动资产内部各单项资产发

生结构变动时，总资产的变现能力将发生

变化，这是由于资产项目是按照资产的

流动性大小分类排序的，此时虽然大类

资产的结构没有变化，但各构成项目单

项资产的结构发生了变化，不同的单项资

产构成将提升或降低整体资产的变现能

力。当流动资产项目中货币资产、交易性

金融资产、应收票据等排列靠前、变现

能力较强的单项资产比重增大时，则流

动性资产的变现能力提高，总资产的变

现能力相应提升，反之亦然。当非流动资

产内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

投资等排列靠前的资产项目比重增大时，

则非流动性资产的变现能力提高，总资

产的变现能力相应提升，反之亦然。

就后者而言，当总资产中流动资产

和非流动资产的比重发生变化，会引起

资产的变现能力的变化。同时，流动资产

内部和非流动资产内部各单项资产的结

 谢志华

总资产：

数量变动、变现能力的衍生报表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差异（%）

流动资产   36.42   26.77   +9.65

非流动资产   63.58   73.23   -9.65

合计    100    100     0

表1                   大类资产结构变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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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发生变化，总资产的变现能力也将发

生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大类资产

结构变化而带来的变现能力变化的同时，

进一步分析两大类资产内部各单项资产

变动所带来的变现能力变动。如果大类

资产中流动资产的比重上升，并且流动资

产内部主要是变现能力强的前几项流动

资产比重增加，就意味着整个资产的变

现能力的提高十分显著；如果大类资产

中流动资产的比重上升但流动资产内部

主要是变现能力弱的后几项流动资产比

重增加，则意味着整个资产的变现能力

的提高并不十分显著；如果大类资产中

流动资产的比重下降，但流动资产内部

变现能力强的前几项流动资产比重下降

很少甚至增加，则意味着整个资产的变

现能力的下降也不是十分显著；如果大

类资产中流动资产的比重下降，同时流

动资产内部变现能力强的前几项流动资

产比重也下降，则意味着整个资产的变

现能力的下降十分显著。非流动资产及

其内部各项目的变动对总资产变现能力

的影响具有类似特征，但因非流动资产

的增加主要是使总资产的变现能力降低，

所以其影响的方向会有差异。单项资产

结构变动表详见表2。

实践中，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中

各单项资产的比重变动不一定相对集中

在前几项或后几项，而是无规则地分散

在各单项资产中，这时要判断每大类资

产中的各项资产的变现能力是上升还

是下降就比较复杂。解决的方法是将两

项相邻的流动资产项目或非流动资产项

目的差异数相加（相邻流动资产项目或

非流动资产项目的变现能力接近），如

果新产生的数据符号相异，则进行第二

次计算，以此类推，直至新产生的数据

符号相同为止。为了便于计算比重，还

可以将新产生的数据进行相加，当相加

的数据个数为奇数时，加计后的最后个

数应为三个。当相加后的数据个数为偶

数时，加计后的最后个数应为两个，至

此不再相加。如果再相加，其结果只是

流动资产比率和非流动资产比率的升降

数，这个数就是大类资产变动的总数，

因而无法再反映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

的内部结构变动。

从表3可以看出，流动资产内部的

单项资产的结构比重偏重于变现能力较

强的资产；非流动资产内部单项资产的

结构偏重于变现能力较强的资产。如果

结合前一报表计算的结果是流动资产比

重增加，就可以得出整个资产的变现能

力是整体提高的结论。

三、资产结构变动重心表

为了更加清晰地说明两大类资产中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差异（%）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2.22      6.55     +15.67

  交易金融资产      0.63      0.36     +0.27

  应收票据      0.16      0.19     -0.03

  应收账款      0.66      1.76     -1.1

  预付款项      0.25      0.28     -0.03

  应收利息      0.08      0.10     -0.02

  应收股利      0.80      0.92     -0.12

  其他应收款      0.35      0.40     -0.05

  存货     11.26      16.21     -4.9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36.41      26.77     +9.64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35      1.56     -0.21

  持有至到期投资      1.18      0.78     +0.4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4.14      6.13     -1.99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43.38      37.71     +5.67

  在建工程      8.32      20.42     -12.1

  工程物资      4.14      3.79     +0.35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0.40 1.67   -1.27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0.68      1.17     -0.49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63.59     73.23      -9.64

资产合计      100      100        0

表2                 单项资产结构变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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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差异（%） 相邻两项之和（%） 相邻两项之和（%）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5.67
+15.94

+14.81
  交易金融资产 +0.27

  应收票据 -0.03
-1.13

  应收账款 -1.1

  预付款项 -0.03
-0.05

-0.22
  应收利息 -0.02

  应收股利 -0.12
-0.17

  其他应收款 -0.05

  存货 -4.95
-4.95 -4.9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9.64 +9.64 +9.64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21 +0.19
 

+3.87

  持有至到期投资 +0.4

  长期应收款  

+3.68
  长期股权投资 -1.99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5.67

  在建工程 -12.1
-11.75

-13.51

  工程物资 +0.35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1.27

-1.76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0.49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9.64 -9.64 -9.64

资产合计 0 0 0

流动
资产

加计数据 +14.81%   -0.22%    -4.95%
非流动
资产

加计数据 +3.87%    -13.51%

比重 153.63%   -2.28%   -51.35% 比重 -40.15%   140.15%

单项资产结构变动的重心是偏向流动性

强的方向还是偏向流动性弱的方向，可

以进一步编制资产结构变动重心表，该

表是以上表计算的单项资产结构变动的

相邻两项之和的数据为基础，进一步计

算这些数据分别占各大类资产结构变动

的比重（详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在流动资产比重

增加的9.64%中，流动资产中变现能力

较强的资产项目增加的比重为153.63%，

变现能力居中的资产项目下降的比重为

2.28%，变现能力较弱的资产项目下降的

比重为51.35%，这说明由于变现能力较

强的资产项目的增加和变现能力较弱资

产项目的下降，流动资产的变现能力得以

提高，并且流动资产中单项资产结构变

动的重心偏向了变现能力强的方向。在非

流动资产比重下降的9.64%中，非流动

资产中变现能力较强的资产项目增加的

比重为40.15%，变现能力较弱的资产项

目下降的比重为140.15%，这说明由于非

流动资产中的变现能力较强的资产项目

的增加和变现能力较弱资产项目的下降，

整个非流动资产的变现能力提高了，并且

非流动资产中单项资产结构变动的重心

偏向了流动性强的方向。所以，整体上来

说，通过资产结构变动重心表不但可以

说明大类资产中各单项资产结构的变动，

而且可以以相对数的形式表示各单项资

产结构变动所带来的变现能力强弱的变

动方向及其变动大小。

[本文得到北京市高等学校人 才强教

深化计划“高层次人才资助计划”项目“会计

与投资者保护”（PHR20100512） 的支持]

（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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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资产结构变动重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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