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 业 对 于借款的运用效果必然周全 考虑，企业的经济

效 益由此提高，财务风险机制的作用得以发挥。

除此之外，要使财务风险机制发挥作用，还需要有

两个配 套的组织条件：一是要建 立财 务风险或企业资

信评估机构。财务风险机制发挥作用的形式之一是，通

过贷款与否或借款与否来避免财务风险，而其前提是

必须知道用款项目或企业是否存在财务风险。在市场

经济 条件下，它是通过 市场中介机构资信评估组织来

进行的，该组织的结论因其独立性 而具客观公证性。资

信评估机构对确保贷款的运用效率和按期偿还，也即

防止财务风险提供 了前提。特别是通过确定企业的财

务风险是收支性的还是现金性的，既可以防止贷款损

失，又可以使企业及时获得所需资金。二是要建立和完

善破产清理体系。财务风险机制发挥作用的终极形式，

就是到期不能偿债则以资抵债。为此要进行破产清理。

根据西方市场经济的经验，破产清理应按法律程序来

进行，从破产申报与登记、破产清算、破产纠纷仲裁、直

至剩余财产分配都应有相应的组织机构和程序来保

证，使破产清理具有强制性。通过这两种体系的建立既

尽可能避免到期不能偿还的债务发生，又对已不能偿

债的企业进行处治，尽可能降低财务风险给债权人带

来的损失。

问题讨论

关于编制财务状况

变动表的几 点思考

傅朝选

1992 年 12 月份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

准则》，规定 企业单位每年编报一次财务状况变

动表 。 由于在执行过程中碰到不少的困难和问

题 ，致使这一规定至今没有很好的实施，据了解

目前不少地区没有编报这张报表。在这种情况

下，有的同志认为这张报表不合我国国情，作用

不大 ，费力不讨好，没有必要编。为此，笔者就有

没 有必要编制财 务状况变动表，编制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有没有必要编制财务状况变动表

会 计报表原先只有两张主要报表，即资产

负债表（资金平衡表）和损益表（利润表）。资产

负债表总括地反映会计主体在一定时点上全部

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是一张反映资金截面

的静态报表，用的是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三

项会计要素帐面的期末余额。损益表总括地反

映企业在一定期间内经营成果及分配情况，是

一张反映经营活动资金纵剖面的动态报表。用

的是收入、费用帐面发生额及其差额利润，也就

是反映收入、费用、利润三要素的情况。上面谈

的两张报表，对会计的六大要素都涉及到了，但

是反映的还不够全面。损益表涉及到收入、费

用、利润资金纵剖面的动态情况，收入、费用期

末无余额，资金截面静态情况不用反映。资产负

债表仅涉及到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存量，

即截面的静态情况，其流量，纵剖面的动态情况

没有反映。这些动态情况说明企业在一定时间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增减变动的情况及其增

减变动的原因，对企业现在和潜在的投资者、银

行和债权人及会计报表使用者都是至关重要

的。如何明晰反映这些动态情况，这就需要另设

一张报表，即用财务状况变动表来加以反映。

另一方面，不管是资产负债表还是损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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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反映企业经营活动情况。就企业来说，不单

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还有各项投资、筹资、调

整企业内部资产结构等理财活动，这些内容资

产负债表，损益表没有涉及，需要编制财务状况

变动表予以反映。

再者，结合实际情况看，我们现在的经营管

理水平还比较低，经济效益不高，相当一部分国

营企业经营亏损。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

对财务管理不重视，对财务方面的问题及动向

研究分析不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在这样

的情况下，为了改变粗放管理的旧面貌，提高财

务管理水平，编制反映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的变动情况，以及投资、筹资及经营活动情况的

财务状况变动表是完全应该的，也是迫切需要

的 。

二、编制财务状况表遇到的主要问题

现行财务状况变动表是以营运资金为基础

编制的。营运资金是企业流动资产总额减流动

负债总额后的剩余金额。西方会计认为流动比

率为 2 比较合理，即所谓“二比一原则”（流动资

产 /流动负债 = 2），也就是说现有流动资产的

1 /2 可以 偿还完流动负债，尚余 1/2 可以 机动

使 用。据此可推出营运资金率应为 1，即：流动

资产-流动负债/流动负债 = 1。西方编制财务

状况变动表，就是基于企业资金在这样一种情

况下编制的。笔者曾对某县全部 11 家预算内国

营厂、矿进行调查，发现流动比率有 8 家在 1 以

下，仅有 3 家超过了 1。最高的为 1.16，最低的

仅 0.6。这就是说，这 11 家厂、矿有 8 家的流动

资产不抵流动负债，营运资金是负数。有 3 家流

动资产刚刚抵上流动负债。这 11 家厂、矿总的

流动比率是 0.99，流动资产不抵流动负债，这

种状况按照西方标准难以经营下去，但我们的

厂、矿有的几年、甚至几十年在这样的情况下运

转，这种状况在基层企业带有普遍性。

以前我国国营企业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国

家，原先靠财政拨款，后来靠银行贷款，没有其

他单位或个人投入。自有资金很少。由于企业

的投资人、债权人都是国家，国家的政策在起主

导作用，所以这些国营企业得以 长期存在。在这

种情况下，企业的流动资产减流动负债的差额

即营运资金就只能在“0”的左右徘徊。流动负债

大于流动资产，营运资金是负数，这时营运资金

成了营运负债。营运资金与营运负债的性质不

同，如何解释评价这种现象就是一个需要认真

研究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计算营运资金

的增加额，是正数好？还是负数好！如何定 量、

定性？尚无定论。所以财务状况变动表以营运

资金 为基础编制，在当前是难以行通的。

三、应以流动资金为基础编制财务状况变

动表

应当编报财务状况变动表，但以营运资金

为基础又行不通。 所以改变编表基础是唯一可

行的办法。易庭源同志早在 1991 年就写了《改

进财务状况变动表的设想》（见《财务与会 计》）

1991 年第 10 期，提出了改进财 务状况 变动表

的办法，后来又写了《财务状况变动表结构原理

的研究》（见《财务与会计》1994 年第 4 期，下称

《研究》），丰富了这一理论，完善了这一办法。

易庭源同志在《研究》一文中，对营运资 本

定义为：“它是企业运用原有流动资本与固定资

本进行经营活动，而增加的流动资本，以及这一

部分资本的运用与剩余。”这就扩大了营运资金

的范围，把营运资金定义为流动资金增加额。如

果以此为基础编制财务状况变动表，就解决了

上面提到的营运资金出现负数的问题。流动资

产这个概念大家都非常熟悉，它不会出现负数，

两期对比即为流动资金净增加额，出现负数即

流动资金的减少额，易于理解。另外以 流动资金

为基础比以营运资金为基础编制的财务状况变

动表，在反映财务增减变动情况方面更胜一筹。

对“没有包括由于增加流动负债而增加的流动

资产，不便于考查企业在流动负债经营方面的

得失，而造成决策上的’死角”的问题得以很好

的解决。（引文见易庭源同志的《研究》）

现在以营运资金为基础编制的财务状况变

动表所依据的平衡公式：流动资产一 流动负债

= 长期负债+所有者权益-非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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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的两方都是计算营运资金的净增加

额，公式的左方用的是两个时点余额的差额 ，公

式的右方用的是本期发生额的差额。把营运资

金净增加额改为流动资金净增加额，其平衡公

式：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长期负债+ 所有者

权益-非流动资产。由此 可推出：流动资产增加

额= 流动负债贷方发生额+长期负债贷方发生

额+所有者权益贷方发生额+非流动资产贷方

发生额-流动负债借方发生额 -长期负债借方

发生额-所有者权益借方发生额-非流动资产

借方发生额。从 上面公式可以 看出流动负债、长

期负债、所有者权益、非流动资产的贷方发生额

使流动资产增加，其借 方发生额使流动资产减

少。贷方发生额即流动资金来源，借方发生额即

流动资金运用，流动资金增加额即剩余的流动

资金。根据下列表（一）、表（二 ）的数字，按易庭

源同志的编制方法编制财务状况变动表，即表

（三）。从表（三）上 可以 看出流动资金来源 共

380，流动资金运用 355，剩余流动资金即流动

资金增加额 25。表中各项指标全部用本期发生

额说明流动资金的流量，变动的原因，为了扩大

信息量，揭示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变动情况，易

庭源同志对流动资产、流动负债的填列，采用了

年初余额、年末余额、本期增加额。我认为这里

不如采用本期借方发生额、贷方发生额、本期增

加额更好些，原因是资产负债表已表现了存量

情况，这里再用存量，未免重复，用流量 与资产

负债表的余量互相对照分析，能提供 更 为 系统

完整的信息。

这样财务状况表分三个层次 ，流动资金来

源、运用、剩余额。关系式：来源-运用 = 剩余

额。关系明确，易于理解，便于研究分析各项资

金增减变动情况，不失为改进财 务状况变动表

的好办法。至于三个层次下的各明细项目，易庭

源同志及其他一些同志的文章均有探讨 与阐

述，这里不再赘述。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情况

资产负债表

财务状况变动表（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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