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此可见，我国的涉外税收政策具有税种少、税负

轻、优惠多的特点，这次税制改革再现了这些特点，充

分体现了我国涉外税收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体现

了维护国家主权、促进对外开放、尊重国际惯例三者有

机结合的原则。

（作者单位：财政部工业交通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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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状况变动表编制难点剖析

傅 荣  任月君

本文着重探讨财务状况变动表（以下简称“财表”）

难点项目的内容及填列方法。

一、项目分类

把“财表”的项目，按理解上的、编制上的难易程度

分类，是剖析难点的必由之路。“财表”右方，分项目列

示流动资产、流动负债的净增加数，即分项目列示营运

资金的净增加数，无论在内容的理解上还是在资料来

源上，都比较容易。而“财表”左方则不然。从项目形式

上看，左方包括两大部分内容：营运资金来源、营运资

金运用。从项目内涵来看，左方实际上包括四大部分内

容：一是纯粹的营运资金来源；二是纯粹的营运资金运

用；三是不涉及营运资金的重要理财业务；四是可能涉

及营运资金来源与运用也可能不涉及营运资金的业

务。

综上所述，可以把“财表”的项目按由易到难的顺

序划分为五大类：

第一类，右方各项目。

编制“财表”时，可以先填列这一类项目。这里有两

点考虑。一是右方各项目资料取自年末资产负债表中

相关项目的年末数与年初数之差额，既易于取得资料，

又不容易出现编表错误。二是右方是对资金存量——

即一定时期末资金运动的结果——的计量，对此结果

的产生过程的解释比较复杂，这个解释恰恰是本表左

方诸项目，左方又是本表的编制难点，所以，先编制左

方，其结果可以为左方编制正确与否提供“参照物”。

第二类，左方来源部分的“本年利润”项目和运用

部分的“利润分配”诸项目。

填列这一类项目，可作为编制“财表”的第二步，其

资料直接取自年度损益表和利润分配表。

第三类，左方来源部分的“加：不减少流动资金的

费用和损失”诸项目。

第四类，左方其他来源部分的“对外投资转出固定

资产”、“对外投资转出无形资产”项目和运用部分“利

润分配”中“提取盈余公积”项目。这一类项目反映的是

典型的不涉及营运资金的业务。

第五类，左方其他来源部分的其余项目和其他运

用部分各项目。这一类项目反映的是可能涉及也可能

不涉及营运资金的业务。

编制“财表”时，可将填制第三、四、五类项目，作为

编表的第三步，因为，这三类项目是本表的难点部分。

编完“财表”后，将左、右两方的结果“流动资金增加净

额”（即营运资金增加净额，以下同）进行核对，如若不

符，则问题一般出在左方，而容易出错的项目正是第三

类、第四类和第五类项目。

二、难点剖析

这里需着重分析其内容及填列方法的项目有：

（一）第三类项目，即“加：不减少流动资金的费用

和损失”诸项目。

这一类项目，作为对“本年利润”项目的调整，有一

个共同点，即：与这些项目有关的经济业务发生时，并

没减少（或增加）过营运资金，但却通过“管理费用”、

“营业外支出”、“营业外收入”、“投资损益”等损益类帐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户和“制造费用”等成本费用帐户，减少（或增加）过本

年利润。因此，这一类项目的填列依据，主要是“管理费

用”、“营业外支出”、“营业外收入”等帐户中的有关记

录（与此相关的对应帐户是非流动资产、非流动负债的

帐户）。这里需说明以 下三点：

1.关于“固定资产折旧”项目。一方面作为不减少

流动资金的费用和损失，这里的固定资产折旧是指报

告期内企业通过记入“管理费用”、“制造费用”、“其他

业务 支出”等帐户并通过结转损益减少过利润的本期

计提折旧额，而不包括增加固定资产转入的已提折旧

额。所以，填列本项目时，只需根据“累计折旧”帐户本

期贷方发生额中计提折旧业务的帐户记录。另一方面，

本期计提折旧额中，有的在报告期内尚未与有关的收

入相配合，因而尚未抵减过利润，如生产车间计提折旧

费记入“制造费用”帐户后，因产品尚未完工或尚未出

售而沉淀在在产品和库存产成品成本中的部分。这部

分不减少流动资产的费用虽在本期尚未抵减利润，却

是在本期由长期资产转化为流动资产，增加了企 业营

运资金。而 且，这部分金额必将包含在“财表”右方流动

资产本年增加数中“ 存货”项目的本年增加额内，将其

列入“财表”左方“固定资产折旧”项目中，左、右两方结

果才能相等。

2.关 于“固定资产清理损失（减收益）”项目。实际

工作人 员往往感到这 个项目难理解，实际上首要的问

题在 于如何把握“固定资产清理”帐户的结构。为 了便

于说明本项目的内容及填列方法，先将“固定资产清

理”帐户的结构列示如 下：

借方  固定资产清理  贷方

对于固定资产清理 业务来讲，只要期末清理完毕，

该项清理活动的清理收 益（清理收入大于清理费用与

净值之和）就需转入“营业外收入”帐户的贷方，若是清

理损失（清理收入小于清理费用与净值之和）则需转入

“营业外支出”帐户的借方。“财表”左方“固定资产清理

损失（减收益）”项目，反映报告期内企业清理固定资产

业务中的清理净损失，无疑是指已清理完毕并结转清

理损益的清理净损失。因此，本项目应根据“营业外支

出”和“营业外收入”帐户的结转清理损益的记录计算

填列。

这里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即：“营业外支出”帐户下

应分别设立“处理固定资产损失、“固定资产盘亏”、“非

常损失”等明细帐，“营业外收入”帐户 下则必须分别设

立“处理固定资产收益”、“固定资产盘盈”等明细帐。在

此基础上，本项目就可直接根据“营业外支出——处理

固定资产损失”帐户借方发生额减去”营业外收入——

处理固定资产收益”帐户贷方发生额之差额填列。同样

道理，“财表”左方“固定资产盘亏（减盘盈）”项目也可

迎刃而解。

3.购卖债券（投资）溢价、折价的摊销，发行债券

（筹资）溢价、折价的摊销，也应列入本类有关项目（可

增设项目）。

对于投资方来讲，摊销债券溢价和应计利息时的

帐务处理是：

借：长期投资——应计利息  （应收利息额）

贷：长期投资—— 债券投资  （溢价摊销额）

贷：投资收益  （应收利息额减溢价摊销额）

可见，溢价的摊销使投资收益小于将收到的利息，因而

产生相当于溢价摊销额的不减少营运资金的利润抵减

数额（借项），构成不减少营运资金的费用和损失，理应

列入本类项目中；折价摊销额则构成不增加营运资金

的收益，应用负号列入本类项目中。

对于筹资方来讲，摊销债券溢价和应付利息的帐

务处理：

借：财务费用等  （应付利息减溢价摊销额）

借：应付债券——债券溢价  （溢价摊销额）

贷：应付债券——应计利息  （应付利息额）

可 见，溢价摊销使财务费用小于将支付的利息，因而产

生相当于溢价摊销金额的、不增加营运资金的利润增

加数额（贷项）构成不增加营运资金的收益，应用负号

列入本类项目；而折价摊销额则构成不减少营运资金

的费用和损失，理应列入本类项目中。

（三）第四类项目中“对外投资转出固定资产”项目

的填列

本项目反映年度内企业用固定资产对外投资累计

数。用固定资产对外投资时，无论投资额（即评估确认

价值）等于净值还是不等于净值，本项目一律用净值

（而不是原始价值或投资额）填列。这是因为：在“财表”

中对外投资转出固定资产”项目是一个营运资金来源

项目，与之相对应的，在本表营运资金运用部分有“增

加长期投资”项目。对外投资转出固定资产显然是不涉

及营运资金的理财业务，列入“财表”时应该在来源部

分和运用部分以相等金额反映。必须明确的是，“增加

长期投资”项目是以投资额填列的。那么，当投资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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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净值时，“对外投资转出固定资产”项目按净值填列，

与“增加长期投资”项目所填金额一致；而当投资额大

于或小于净值时，二者的差额作为财产重估差价记入

“资本公积”帐户，并将反映在本表来源部分的“资本净

增加额”项目中，所以 ，“对外投资转出固定资产”项目

仍应按净值填列。

例如：某企 业年度内用甲设备对外投资，该设备帐

面原价为 90 000 元，累计折旧为 30 000 元，评估确认

投资额为 68 000 元。帐务处理如下：

借：长期投资  68 000

借：累计折旧  30 000

贷：固定资产  90 000

贷：资本公积  8 000

将上述业务反映在“财表”中，列示方法见下表：

财务状况变动表

（三）第五类项目中“增加长期负债”、“偿还长期负

债”项目

这两个项目分别列示在营运资金其他来源部分和

其他运用部分，分别反映报告期内企业长期负债累计

增加数和累计偿还数。这里需说明以下几点：

1.这两 个项目不是反映报告期内企业长期负债的

净增加或减少数，而是分别反映增加数和减少数。

2.这两个项目应根据长期负债类帐户贷方发生额

和借方发生额分析填列。

3.这两个项目填列时所依据的长期负债帐户发生

额，不仅包括负债本金的增加和减少数，还包括负债利

息的应计数和支付数。

4.企业在报告期内溢价或折价发行债券的情况

下，“增加长期负债”项目中关于应付债券的增加额，按

发行债券实收价款，而不是按面值填列，即：溢价或折

价的发生额体现在该项目中。而溢价或折价的摊销额

正如前述是作为不减少营运资金的费用和损失（或不

增加营运资金的收益）填列在第三类项目中。

例如：某企业报告期内发行债券面值为 40 000 元，

发行价款收入 50 000 元，溢价 10 000 元。计算应计利

息 4500 元，摊销溢价 2 000 元。用银行存款支付利息

4 500元。

上述业务的帐务处理和在“财表”中的列示方法如

下简图表：

流程图

财务状况变动表

5.如果资产负债表“年初数”中有“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负债”金额，本年度偿还了这些长期负债，则年末

“财表”中“偿还长期负债”项目的填列方法有两种：

（1）本项目中不填列本年度偿还的这部分金额。这

是因为：资产负债表中“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是流

动负债项目，其年末数与年初数之差填在“财表”右方

时，体现为“流动负债本年减少数”，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部分负债减少数不宜也不应再列入左方的“偿还长

期负债”项目。这时为了在“财表”中了解企业报告期内

偿还长期负债的完整情况，可以将“财表”左、右两方结

合起来观察，左方“偿还长期负债”项目金额与右方“一

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本年增加数项目之差，就是本年

内偿还长期负债的合计。

例如：某企业 1991 年借入长期借款 60 000 元，按

规定应在 1992 年偿还 20 000 元；企业在 1992 年用银

行存款偿还长期借款 30 000 元。根据上述业务，可见：

①1992 年末该企业“资产负债表”显示，“一年内到

期的长期负债”项目的“年初数”为 20 000 元，“年末数”

为 0 元，本年增加数为-20 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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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1992 年企业偿还长期借款的帐务处理为：

借：长期借款  30 000

贷：银行存款  30 000

1992 年末“财表”中有关项目的列示，原理如下

财务状况变动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本年内企业偿还长期负债实际

上是 30 000 元〔10 000-（-20 000）〕。

（2）本项目按报告期内偿还长期负债总额填列，取

消“财表”右方“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本年增加数项

目。以前题为例：1992 年末“财表”有关项目列示原理如

下：

财务状况变动表

这样做，可以反映报告期内偿还长期负责的完整

情况，但“财表”右方有关资料不能直接同资产负债表

右方资料相吻合，在分析报表时需予以注意。

百花园

我，大海的儿子

俞春焕

数字是个海

算 盘是 只船

我，大海的儿 子

驾驭 着忠诚和勇敢

直 尺竖起信念的桅杆

凭证扬起青春的风帆

乘风破浪啊！心有准则

一路上 ，票据的潮头与我长谈

改革开放拓宽了我的视野

财会科学赋予我明亮的双眼 ——

何处潜伏着亏损的暗礁？

何处蕴藏着效益的珠串？

希望以 追求的长纤，放在咱

堤 岸般坚实的双肩

当 财会改革的大潮高鼓起民族的亢奋

会计，已进入了市场竞争的前沿

向着速度向着质量向着效 益

——那是我们几代人梦寐以 求的彼岸

啊！愿将我的爱、我的情

贮 满一只只驶向新世纪的航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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