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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状况变动表结构原理的研究

易庭源

《企业会计准则》和新的行业会计制度，都规定要

编制“财务状况变动表”，这是一项重大的改革；但普遍

反映这一新增报表较难编制。主要是因为这张表是西

方国家近 30 多年来根据财务管理实际需要慢慢摸索

出来的，尚处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 然”的阶段，对

“资金”（Fund）或“营运资本”（W ork ing capital）没有确

切的定义，表中所列项目多少不 一，表的格式也不规

范；所以，近年来，他们甚至想用范围较窄的“现金流量

表”来代替它，这并非 上策。我曾写《改进财务状况变动

表之设想》（载本刊 1991 年第 10 期）一 文，现在进一步

从“资金运动会计理论”的高度，总结其“结构原理”如

下：

关于“营运资本”的定义，我认为它是企业运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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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把营运资

本定义为，“流动资产减流动负债”，这个定义范围太

窄，一是仅指剩余的营运资本而言，没有包括营运资本

的取得与开支，二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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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宜泛泛地称为

“流动资金来源与运用”，这会和原有流动资金周转混

淆不清，因而只能称为“营运资本来源与运用”。

财务状况变动表的格式，应规范为三部分：（一）营

运资本来源：1
.本年利润（加：补偿固定资本耗费而取

得的营运资本：（1）固定资产折旧，（2）无形资产及递延

资产摊角，（3）固定资产盘亏，（4）清理固定资产净损

失，（5）应付债券折价摊销）；2.其它来源：（1）固定资产

变价收入、残值收入、赔偿收入（减清理费及净收益），

（2）增加长期负债，（3）收回长期投资，（4）对外投资转

出固定资产，（5）对外投资转出无形资产，（6）资本净增

加额，（7）流动负债净增加额。（二）营运资本运用：1.利

润分配，2.其它运用：（1）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净增加

额，（2）增加无形资产与递延资产，（3）偿还长期负债，

（4）增加长期投资；（三）剩余营运资本分布于各阶段的

状况。（一）（二）项列于表的左边，（三）项列右。现将其

中某些关键项目或难以理解的项目说明如下：

1.本年利润（加：补偿固定资本耗费而取得的营运

资本）

有关收 入（包括销售收入、其他业务收入、投资收

益、营业外收入）、费用（包括销售成本、销售费用、销售

税金及附加、其他业务支出、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营业

外支出）、利润的帐户记录，可贯串如下：

从上图可以看出：营业所得货币资本，可分为 G 和

g 两部分，一是由补偿费用而收回的货币资本（G 700

元），是原有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的周转；二是由盈利

而获得的货币资本（g30 元），是新增的流动资本，所以

利润是营运资本的主要来源，可根据“损益表”末行“利

润总额”项目“本年利润数”栏的数字填列。

但是，收回的货币资本（G），又要分为两部分，一是

补偿流动资本而收回的货币资本（G 1），二是补偿固定

资本而收回的货币资本（G 2）。前者是原有流动资本的

周转，与营运资本无关；后者是固定资本转化为流动资

本，是本期增加的流动资本，也是营运资本来源之 一，

所以应当加进去。西方财务状况变动表，在“本年利润”

项目下，再列一项“加：不减少营运资本的费用”，就是

指这一部分资本而言，但是他们是从反面说的，很不好

理解，应当从正面说：“加：补偿固定资本耗费而取得的

营运资本”。

2.固定资产折旧

有关固定资产折旧的记录，可连贯如下：固定资产

→累计折旧→制造费用等〓生产成本〓产成品〓销售

成本〓销售收入〓存款，这可以清晰看出，由于补偿折

旧费而收回的货币资本（G 2），是典型的固定资本转化

为 流动资本（营运资本）的业务，所以要作为“本年利

润”的加项列报。但这里仅指本年“在用”固定资产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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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折旧（计入制造费用、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其他业务

支出的折旧），不包括本年内增加旧固定资产而估计的

累计折旧额。

3.固定资产盘亏与盘盈问题

有关固定资产盘亏的帐户记录是：固定资产（净

值）→待处理财产损益→营业外支出→损益→销售收

入→存款。这就说明了，固定资产盘亏损失，是通过销

售收入得到补偿而收回 G 2，也是固定资本转化为营运

资本，也要作为“本年利润”的加项。

固定资产盘盈的有关帐户记录，是根据固定资产

争增加额（这一客观事实），向前（向左）追溯其来源。图

示如下：

再从左向右看，左端是利润增加，假设是由盈利而

增加“营运资本”，其数额已包含在本表“本年利润”项

目中；右端是固定资产（净值）

增加，假设是用营运资本增添

固定资产，其数额也已包含在

“其它运用”的“固定资产和在

建工程净增加额”项目中。这就

是说，固定资产盘盈无须另作

反映。

现行制度采用“加：固定资产盘亏（减盘盈）”的方

式表示，这就是把固定资产盘盈，作为“营运资本来源”

的减项，因而计算“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净增加额”时，

也必须剔除固定资产盘盈数。这等于在财务状况变动

表中否认了固定资产盘盈而增加营运资本来源及运用

的客观事实，而且在实际编报时，很容易忘记剔除盘盈

数，而造成错误。因此，要改变反映方式，删掉“（减盘

盈）”三字，让固定资产盘盈这一事实，既自然而然地包

含于“本年利润”项目中，又自然而然地包含于“固定资

产和在建工程净增加额”中。

4.关于固定资产清理的反映问题

关于固定资产清理（出售、报废、毁损），建议用“清

理固定资产净损失”与“固定资产变价收入、残值收入、

赔偿收入（减清理费及净收益）”两指标反映，这样改，

一是要明确二指标的范围，二是“净收益”不作“净损

失”的减项，而作“收入”的减项。现举例说明这样改的

理由。

例一、有净收益的情况。

从图可以看出，清理收入 530 元，是由三块组成：

（1）补偿清理费 10 元，是原有流动资本周转，无须在财

务状况变动表中反映 ，所以要从“收入”中扣除；（2）“清

理固定资产净收益”20 元，是新增的货币资本（g），已包

含 在“本年利润”项目中，也无须再反映，所以也要从

“收入”中扣除；（3）剩下的是固定资产净值（原值减折

旧）500 元，它直接转化为营运资本，所以要用“固定资

产 变 价收入、残值收入、赔偿收入（减清理费及净收

益）”指标列报于“其他来源”大项目之下。

例二、有净损失的情况。

从上图来看，（1）“固定资产变价收入、残值收入、

赔偿收入（减清理费）”为 645 元（= 660-15）；（2）“清

理固定资产净损失”为 55 元，这一 部分固定资本是通

过“营业外支出”帐户，从销售收入中得到补偿，而收回

货币资本（G 2），所以作为“本年利润”的加项反映。例一

中的清理固定资产净收益 20 元，不能在这里从“净损

失”中扣除。

5.长期负债的增加与偿还

长期负债的增加与偿还，可根据“长期借款”、“应

付债券”、“长期应付款”三帐户有关数据填列，其中以

“应付债券”较为复杂，特举例说明如下：

例一、甲企业发行 5 年期债券 500 000 元，票面年

利率 10%，每年付息二次，市场年利率为 12% ，因此折

价发行。（图 见 50 页）

从 上图来看，“其它来源”方面“增加长期负债”项

目中的“应付债券”，应是“债券面值减折价”，本例 为

463 750 元；5 年后按债券面值 500 000 元偿还，列入

“ 其它运用”方面的“偿还长期负债”项目之中；5 年之

中，分期将债券折价摊入“财务费用”，是预计费用而预

先从“销售收入”中收回货币（G 2）是营运资本的增加，

所以要作为“本年利润”的加项——“应付债券折价摊

销”项目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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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乙企业发行 5 年期债券 500 000 元，票面年

利率 14% ，每年付息二次，市场利率为 12% ，因此溢价

发行。

从上图来看，“增加长期负债”项目中的“应付债

券”应是“债券面值加溢价”，本例为 535 850 元；5 年后

按债券面值 500 000 元偿还，列报于“偿还长期负债”项

目中；5 年中从分期付息中偿还溢价，也列于各该年“偿

还长期负债”项目中。

6.长期投资的增加与收回

长期投资包括股票投资、债券投资、其他投资三方

面，现以债券投资举例图示如下：

例一、丙企业购入上述甲企业发行债券的 10%

从上图来看，“增加长期投资”为 46 375元（面值减

折价）；5 年后“收回长期投资”为 50 000 元；5 年中，每

年实现的投资收益已包含于“本年利润”中；5 年中，从

投资收益中分期抵支（摊销）折价，也列于各该年“增加

长期投资”中。

例二、丁企业购入上述乙企业发行债券的 10%
（图见第 51 页）

从上图来看，“增加

长期投资”为 53 585 元

（面值加溢价）；5 年后

“收 回 长 期 投 资”为

50 000元，5 年中，从分

期收取利息中收回（摊

销）溢价，也列于各该年

“收回长期投资”中。

7.对外投资转出固定资产

这一业务的帐户记录是：（图见下右栏）

一方面假设由于转出固定资产（净值）而取得营运

资 本，同 时

又假设用这

笔营运资本

进行长期投

资。对前者，

用“对外投

资转出固定

资产”项目

单独列报，是“其他营运资本来源”之一，可根据“固定

资产”帐户的贷方发生额和“累计折旧”帐户的借方发

生额分析填列；对后者，则由于已自然而然地包含于

“增加长期投资”项目中，无须另设项目反映。

附带说明一点，外单位投资转入固定资产的业务，

则由于在来源方面已

自 然而 然地包括 于

“资本净增加额”中，

在运用方面也已自然

而然地包含于“固定

资产和在建工程净增

加额”中，所以无须单

独反映。

8.剩余营运资本的分布状况

由于流动负债净增加额，已列入“营运资本来源”

之中，所以“营运资本来源”减“营运资本运用”，求出的

“剩余营运资本”不是“流动资产减流动负债”之差，而

是各项流动资产年初余额与年末余额之差（减少数以

“-”号表示）。这一指标，可以清晰地反映剩余的营运

资本分布于各周转阶段的状况，而各项流动资产年末

余额，则清晰地反映全部流动资本（原有流动资本加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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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营运资本）分布于各周转阶段的状况。这样双重反

映，就便于考查企业流动资产的分布是否合理，其变现

的速度如何，从而考查其偿债能力。

综上所述，财务状况变动表是考查企业在原有流

动资本与固定资本周转的基础上，本期取得了多少营

运资本，财源是否富裕；都用到哪些方面去了，运用是

否恰当；净增多少营运资本，分布状况怎样，能否及时

偿还债务。总

之，既不要因

手 头 现 金 太

少，不能 及时

还债而影响企

业信誉，也不

应因在盈利情

况下盲目扩大规模而不能及时还债而倒闭；同样也不

应由于未能适时将现金用于扩大经营，而坐失盈利良

机。

这样从“资金运动会计理论”高度来总结财务状况

变动表的结构原理，不仅说理透彻，通俗易懂，也有助

于提供更加齐全更加有用的财务信息。

财会之窗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经监督机制

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法制经济。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客观上需要良好的法制环境，需要强有

力的财经监督。为此，应对我国原有的财经监督机制从

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革和完善。

第一，要把市场经济的规律引进财经监督机制，实

现财经监督机制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

轨。一是要牢牢把握市场经济的核心，把财经监督机制

与市场规律紧密结合，充分发挥市场规律的作用。二是

在监督主体与监督对象的关系上，要以规范的形式使

各个监督对象在法律上处于平等的地位。

第二，要形成一个分工明确、层次分明、协调有序、

高效有力的财经监督力量体系。一是在监督范围、监督

内容上要有合理分工。二是在监督形式和监督力度上

要层次分明。在财经监督层次上不仅要有经常性的日

常监督，还要有特殊的集中性监督，两者都不能偏废，

要相互依托，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点，共同行使好财经

监督职能。

第三，要切实强化财经监督的执法力度，真正做到

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一是执法部门要严格

执法，铁面无私，勇 于排除各种干扰执法的不良因素。

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对财经执法工作的监督。三是要坚

决改变过去那种通过放松执法来给优惠政策的不良模

式，把立法建立在实事求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基础上，

一旦确立的制度法规，就要确保完整地执行，不能有丝

毫含糊。

第四，把建立完善的财经监督机制与加强教育防

范和制度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要在财经监督中通过监

督检查大力开展财经法规的宣传和教育，在全社会形

成违法必究的强大舆论力量，形成违法乱纪可耻、遵纪

守法光荣的良好社会风尚和道德观念。还要通过监督，

针对被监督对象发生违法违纪问题的各种原因，帮助

被监督对象加强管理，建立健全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并

通过监督检查，将国家现行财经法规中不适应经济发

展的内容，及时有效地反馈到有关部门，以便及时加以

改进和完善。

（周文荣摘自 1994 年 2 月 17 日《中国财经报》娄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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