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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中往来款项重分类问题的探讨
李清哲 刘明涛 李文辉■

(一 )实务中存在的分歧

实务中,对于同一客户期末同时存

在“应收账款”和“预收账款”余额，或

者同时存在“应付账款”和“预付账款”

余额的，在资产负债表中是否应进行重

分类的问题存在较大分歧。

例：甲单位是一家企业化运营的事

业单位，会计核算执行《事业单位会计

制度》。乙企业是甲单位的大客户。2015

年年末，甲乙之间有A、B两个销货合同

尚未执行完毕，其中，A合同金额1 000

万元，货物已经交付，甲单位全额确认

了销售收入，因乙企业资金暂时周转困

难，甲单位年末时尚有200万元货款未

收到，“应收账款── 乙企业”借方余额

200万元。B合同金额500万元，为2015

年新签合同。甲单位按照合同约定于合

同生效后收到乙企业预付款150万元，

年末时货物尚未开始生产，“预收账款

── 乙企业”贷方余额150万元。那么甲

单位在2015年年末编制资产负债表时，

应收账款、预收账款金额应该如何填

列？实务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观点一：对乙企业的应收账款、预

收账款进行重分类，按照应收账款、预

收账款科目余额抵销后的金额列示，即

应收账款项目列示50万元（200-150），

预收账款项目为0。理由是应收账款、

预收账款来自同一个客户，应按照抵销

后的金额列示，可以降低资产总额，降

低资产负债率，提高资产周转率，同时

避免应收账款计提资产减值损失时影响

利润。

观点二：不应该对乙企业的应收账

款、预收账款进行重分类，资产负债表

中的应收账款、预收账款应该按照会计

科目的余额分别列示，即应收账款200

万元，预收账款150万元。虽然来自同一

个客户，但A合同已经完成货物交付并

确认了收入，具备了向乙企业收取剩余

200万元货款的权利，确实为一项资产；

而在尚未生产货物的时点已收到的B合

同预付款150万元，确实为一项负债，资

产、负债在列示时不得相互抵销。

（二）问题分析

1.如果合同双方明确可以用净额

结算，乙企业不支付200万元，甲单位

有权拒交付150万元的货物，那么甲单

位最大损失是50万元，期末资产负债

表中应收账款可反映为50万元。对于

甲单位的外部投资者，在不知道应收账

款构成情况下，只根据应收账款账面价

值估计，其估计最大的损失只有50万

元，与真实情形相符。在这样的前提下

如果按照科目余额分开反映，将会误导

投资者。

如果合同双方明确不能以净额结

算或没有以净额结算的意图，严格按照

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来执行，期末在资

产负债表中应分开反映，即应收账款

200万元，预收账款150万元；对于甲

单位的外部投资者，其估计应收账款的

未来现金流分布是（0,200），预收账款

未来现金流的分布是（-150,0），两者合

并起来，现金流分布为（-150,200）。在

这种情况下，分别列示资产和负债，不

做重分类，有助于正确反映企业的资产

和负债规模，当甲单位未履行合同约定

时，除按照合同约定赔偿损失外，对于

收取的预收款项应退回，会计处理符合

客观性原则。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 

金融工具列报》规定： 金融资产和金融

负债应当在资产负债表内分别列示，不

得相互抵销。但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

应当以相互抵销后的净额在资产负债表

内列示：企业具有抵销已确认金额的法

定权利，且该种法定权利是当前可执行

的；企业计划以净额结算，或同时变现

该金融资产和清偿该金融负债。应收账

款属于金融资产，虽然预收款项不属于

金融负债，但案例中的原理与规定类似，

可以参照抵销原则。

3.《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专家技术

援助小组信息公告第8号》针对此类问

题的咨询进行了答复：“如果企业对同

一购货单位既有应收账款又有预收账

款，在期末编制资产负债表时通常不应

当相互抵销。但是，在法律没有禁止性

规定的前提下，如果企业与该购货单位

达成一致的书面意见，同意按照债权债

务净额结算，或同意同时兑现债权与债

务，企业可以按照应收账款与预收账款

相抵后的余额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期末资产负

债表编制中对于同一往来单位存在应收

账款、预收账款的，是否重分类应该视

交易双方是否有按净额结算的意图：如

果双方同意按净额结算，按净额列示资

产或负债方；如果双方没有按净额结算

的意图，应分别列示资产方和负债方。

同理，对同一供应商既有应付账款又有

预付账款的，也应做相似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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