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之间的差额（即合并商誉）确认为无形资产，并在以后各期中摊销。
三、跨行业投资会计报表的合并问题

现行的会计制度为适应不同行业经济业务的不同特点，在会计科目

核算的内容及会计报表列示的项目方面，存在着口径不一的问题。而不同

行业同一项目里面所包含的内容不一致，导致集团内不同行业的报表合

并缺乏可比性。为了克服这一缺点，可以采用的办法是，投资各方的会计

处理及单独会计报表的编制仍按现行制度规定，仅在合并会计报表时将

有关项目的数据进行调整，使合并各方的有关项目口径一致。
第二个问题是，不同的行业其报表项目的设置可能不同，如将合并企

业各报表有关项目简单相加，就会使同一业务的数据分别在两个以上项

目中反映，不易被报表阅读者所理解。对于这一问题，可以把反映同一业

务的不同项目合并，且合并后的项目名称采用业务量比重较大的项目名

称，并在合并会计报表的附注中加以说明。
第三个问题是，不同行业的主营与非主营业务各不相同，行业本身就

是按其主营业务划分的。在合并损益表中，主营与非主营业务这两个项目

又该如何合并呢？笔者认为，对于企业集团来说，应该将其龙头产业的收入

作为主营业务收入。比如，一汽集团，应该将其汽车的销售收入作为主营业

务收入，其子公司有关汽车的销售收入，不管在子公司里是主营业务收入

还是非主营业务收入，都应并到集团的主营业务收入中来；而与汽车销售

无关的收入则合并到非主营业务收入中。另一种做法是不再划分主营业务

收入和非主营业务收入，而把与营业有关的收入都作为“营业收入”处理。
四、权益法的缺陷及解决

权益法是对联属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处理方法。当公司间存

在交叉持股时，采用权益法处理有明显的缺陷。
例如A公司持有B公司40% 的股权，B公司持有A公司30% 的股权，两

者都采用权益法确认其在对方公司中的投资收益。假设B公司1997年税

后利润为100万元（不包括从A公司分得的投资收益），按照权益法，A公司

应作如下账务处理：
借：长期股权投资（1 000 000×40% ）  400 000

贷：投资收益  400 000

设A公司确认此项收益前的税后利润为80万元，此时，A公司的税后

利润增加到120万元（80+40）。按照权益法，B公司应作如下账务处理：
借：长期股权投资（1 200 000×30% ）  360 000

贷：投资收益  360 000

此时，B公司的税后利润变为100+36=136（万元），A公司从B公司获得

的投资收益就应该是136×40% =54.4（万元），而不应该是40万元，这样A公

司的税后利润又增加了，从而导致了B公司税后利润的又一次增加。如此

循环，找不到终点。
对于这个缺陷，笔者认为可以通过联立方程解决。不妨设A公司最终从

B公司获得的投资收益为X，B公司最终从A公司获得的投资收益为Y，则有：

解得：X=56.33万元，Y=40.91万元。也就是说在这种交叉持股的情况下，A公司

应该确认从B公司获得投资收益56.33万元，而不是40万元；B公司应该确认从A公

司获得投资收益40.91万元，而不是36万元。 （作者单位：福 州大学会计系）

责任编辑  周文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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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接法编制现金流量表的

原理

《企业会计准则——现金流量

表指南》对现金流量表正表的编制

列举了“公式法”、“工作底稿法”和

“T型账户法”，因“公式法”采用了

单式记账法原理，故本文仅探讨“工

作底稿法”和“T型账户法”复合调

整分录的编制原理。
现金流量表的编制基础采用现

金收付实现制，而企业会计核算采

用的是权责发生制，如何完成由权

责发生制到现金收付实现制的转

换，是编制现金流量表的主要难点

所在。由权责发生制转换为收付实

现制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按权责发

生制确定本期的收入（费用），包括

现金流入（出）和非现金流入（出）两

部分，其转换的基本原理是收入（费

用）总额剔除非现金流入（出）部分

金额，倒挤出收入（费用）中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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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出）部分金额。另一种是按收付实现制确认属于

本期收入（费用）的现金流入（出）金额，包括按权责发

生制确认属于前期的收入（费用）和后期的收入（费用）

而产生的两部分现金流入（出）金额。其转换方法较为

简单。
现以“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项目的填

列为例，说明如何完成由权责发生制到收付实现制的

转换。
第一种情形，按权责发生制核算销售商品的基本

会计分录为（增值税暂从略）：
借：现金（“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非现金科目（如：“应收账款”，净增加额）

只要将“主营业务收入”科目金额减去借方非现金

科目金额，即可求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金额来。
第二种情形，按收付实现制确认属于本期的收入

（费用），如本期收到的现金为前期实现的销售收入或

预收后期的销货款，按收付实现制直接确认为本期“销

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会计分录举例如下：
借：现金（“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贷：应收票据（净减少额，应剔除增值税因素）

预收账款（净增加额，增值税不予估计）

将上述两笔会计分录合并在一起，并考虑将增值

税因素剔除，则综合的调整分录为：
借：现金（“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倒挤数）

应收账款——货款（净增加额）

——增值税（净增加额）

应收票据——货款（净减少额，剔除增值税）

预收账款（净增加额，增值税不予估计）

应交税金（与“应收账款”中增值税部分对冲，为

“主营业务收入”中非现金流入部分对立的增值

税额）

上述综合调整分录采用的是“借贷必相等”的记账

原理，以其贷方科目金额之和减去借方非现金科目金

额之和，从而倒挤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即收付实现制确认的收入）金额。若求某项目现金流

出金额，其原理和做法如上所述类同，只不过费用类科

目与现金、应（预）付款项和其他非现金科目相对应，此

不赘述。

二、间接法编制现金流量表的原理

间接法是以本期净利润为起算点，调整不涉及现

金的收入、费用、营业外支出以及应收应付项目的增减

变动，据此计算并列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的一种编

制方法。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的第二部分即“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要求采用间接法编制。那么，为

什么以净利润为起算点加减不涉及现金收支项目可以

计算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呢？本文从公式

上试解间接法编制的理论基础。公式推导如下：
公式1，收入-费用=利润

因所得税属于费用，故得公式2，收入-费用=净利

润

将“收入”、“费用”、“净利润”均按涉及现金与不涉

及现金两部分进行分解，得出：
公式3，

因此，净利润现金部分=现金“收入”-现金“费

用”，净利润非现金部分=非现金“收入”-非现金“费

用”

又因，净利润现金部分=全部净利润-净利润非现

金部分

故得公式4，净利润现金部分=净利润-（非现金

“收入”-非现金“费用”）

将公式4去括号，得公式5，净利润现金部分=净利

润+非现金“费用”-非现金“收入”

因现金流量表会计准则补充资料列示的均为加

法，故（净利润）应减“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增加”变为加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
又因与增值税有关的现金流量没有包括在净利润

中，但属于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故实际公式（公式6）

应为：

净利润+非现金“费用”—非现金“收入”+增值税

增加净额=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正数为现

金流入净额，负数为现金流出净额）

需要指出的是以净利润为起算点，加计的不涉及

现金流出的费用项目中包括投资和筹资活动项目，这是

因为这些项目影响了净利润，加计这些项目的目的是消

除对“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计算的影响。
（作者单位：山东省烟台财政学校 烟台市财政局）

责任编辑  王教育

财会动态
简 讯

刚刚挂牌成立的中国稀有稀土金属集团公司，于

1999年 10 月 16-18 日在宁夏召开第一次财务工作会

议。会议认真学习有关中央文件精神，探讨新形势下的

集团公司财务管理体系，确定了集团公司和集团公司

成员单位财务管理工作和侧重点，确保我国稀有稀土

企业能够发挥出整体优势，迎接新的挑战。同时，会议

强调一定要实现今年的奋斗目标，并对 2000 年的财务

工作进行了布署。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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