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修订财务科工作规范，明确核算指导思想、会

计计价、会计期限、固定资产折旧、开支标准等具体规

定，将供货方和购货方往来，分别纳入应收帐款和应付

帐款核算，会计期末按帐户余额的方向，确定帐户性

质，分别反映在资产负债表内。根据新会计制度重新调

整内部分工，对今后的会计核算，都作出了具体规范。

（2）制定新的车间核算办法。实行制造成本法后，

厂部只要求各车间、班组对本车间有直接关系的物耗

和活劳动进行计算，减少了车间核算人员的工作量，使

车间核算工作重点转移到严格结转手续、实物责任制、

如实计算节约与浪费上来。

（3）建立内部管理报表体系。主要可归纳为三类：

①有关资金运用的报表有科目余额表、货币资金收支

表、存货及往来帐项明细表、固定资产及累计折旧变动

表、（年报）；②有关成本费用的报表有商品产品成本

表、生产费用表、各种费用明细表；③有关效益方面的

报表有产品销售利润明细表、投资收益及营业外收支

明细表等。并规定由经管帐簿人分别编制，作以简要分

析，然后由财务科长综合整理为财务状况说明书。由于

协调分工明确，也有助于核算人员素质的提高和会计

信息的及时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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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状况变动表的平衡基础

填制方法及其稽核关系

黄昌勇

1993 年 7 月 1 日开始执行的新会计制度，设计了

一张财务状况变动表（以下简称变动表）。这是一张新

会计报表。这个表可以以营运资金为基础编制，它有一

个平衡基础、四种填列方法和至少八个方面的稽核关

系。

一、变动表的平衡基础

变动表反映营运资金的来源和运用，即用于生产

经营周转方面的流动资金的增减变动情况。由于企业

的全部资金除了营运资金以外还有非营运资金，与此

相适应，分别设置有营运资金帐户和非营运资金帐户，

填列在资产负债表上的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各项目的

所有帐户都是营运资金帐户，其它帐户则为非营运资

金帐户。只有那些一方涉及营运资金帐户，对应的另一

方涉及非营运资金帐户的业务，才会引起流动资金的

增减变化，才是变动表所要反映的内容，可以从会计分

录的对应关系中分析出来。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

是营运资金向非营运资金的转化，例如，借：无形资产，

贷：银行存款等；另一种情况是非营运资金向营运资金

的转化，例如，借：制造费用，贷：累计折旧等。这两种转

化都要在变动表上进行反映。对于那些只涉及营运资

金内部结构变化或只涉及非营运资金内部结构变化的

业务，一般不列入变动表。

变动表的平衡基础采用的是差额核对法，即：

帐户的发生额之差= 帐户的余额之差

按差额核对法有：35 000-35 100= 1 400-1 500

全部帐户汇总的发生额之差也会等于它的余额之

差。同时发生额之差与余额之差也可互相转换，用它的

对立面来表现。

这个平衡基础反映了变动表左边与右边的两种基

本填列方法，表的右边填列各项流动资产、流动负债的

期末余额与年初余额之差，简称余额之差。表的左边填

列发生额之差，一般是根据帐户发生额分析填列，只有

少数项目（如资本净增加额）采用余额之差填列。
在资产负债表上，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这一段只

反映营运资金部分的帐户，一般不会自我平衡。这时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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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资金的发生额之差不会等于营运资金的余额之差，

这两部分之间的差额必定会涉及到非营运资金的有关

发生额之差，也就是说，营运资金的发生额之差要加或

减非营运资金的有关发生额之差，才会等于营运资金

的余额之差。变动表的左边就是按这一原理设计的。

为叙述方便，可把资产负债表浓缩成下表形式：

资产负债表

由于未分配利润在变动表上单独反映，所以将其

从所有者权益合计中扣除，在浓缩表上单列一项。

按差额核对法有：A 1-A 0= B1-B0

展开后得：

（A 11+ A 21+ A 31+ A 41）-（A 10+ A 20+ A 30+ A 40）=

（B11+B21+ B31+ B41）-（B10+ B20+ B30+ B40）

移项整理后得公式：

（ B41-B40）+（A 40- A 41）+（A 20- A 21）+（B21-B20）+
（A 30-A 31）+（B31-B30）=（A 11-A 10）-（B11-B10）

公式右边（A 11-A 10）-（B11-B10）反映营运资

金的余额之差，计算结果是流动资金增加净额。左边的

（B31-B30）也是余额之差，左边的其余五项余额之差

在变动表上都是借助于相应的发生额之差来表现，与

填列方法密切相关，现分叙如下。

二、变动表的填列方法

变动表有四种填列方法，即余额之差填列法、抵消

填列法、转化填列法和计算填列法

1.余额之差填列法

公式中（A 11- A 10）、（B11- B10）和（B31-B30）

采用余额之差填列法。其中，（A 11-A 10）反映变动表

上右边 41～51 行的填列方法，用资产负债表上各项流

动资产的期末数减年初数填列；（B11-B10）反映变动

表上右边 53～67 行的填列方法，用资产负债表上各项

流动负债的期末数减年初数填列；（B31-B30）反映变

动表上左边第 19行（资本净增加额）的填列方法，用资

产负债表上除未分配利润以外的所有者权益期末数减

年初数填列。

2.抵消填列法

这种填列方法是变动表左边的填列方法之一。所

谓抵消填列法，就是将有关借方和贷方发生额分别在

左边的两个不同项目填列，并不直接填发生额之差，而

是一种间接填发生额之差的方法。这两个有联系的项

目之间存在一种备抵关系，备抵后的结果就是发生额

之差，而且这两个项目必定有一个是作为流动资金的

来源，另一个是作为流动资金的运用。

如公式中的（B41-B40）是未分配利润的余额之

差。由于变动表是年报，年末编制时，本年利润帐户无

余额，利润分配中除未分配利润可能会有余额之外，其

余明细科目都无余额。例如：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按差额核对法有：B41-B40= 本年实现利润-本年已分

配利润

即：6 800-8 600= 80 000-81 800

本年实现利润 80 000 填在变动表上第 1 行；本年

已分配利润 81 800填在变动表上的 24～28行（分细数

填列）。本年利润是流动资金的增值，使营运资金流量

增加，属流动资金来源。利润分配是对流动资金增值部

分的分配，是本年利润的一个抵消项目。显然，它们的

差额会等于 B41-B40。

未到年末，编制变动表工作底稿时亦可用同样方

法理解和填列。

这种抵消填列法，在抵消增加长期负债时也使用。

例如：

借：在建工程（自营工程）  6 900

贷：长期借款  6 900

从表面上看，这笔分录根本不涉及营运资金帐户，

不属于非营运资金与营运资金之间的转化，显然是增

加长期负债业务，填表时，如果作了增加长期负债处

理，即包括在 14行之中。则在“在建工程净增加额”项

目也应包括这 6 900 元，以抵消增加长期负债中并非转

化的那一部分增加额。

这种抵消填列方法，在抵消“资本净增加额”时也

使用。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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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固定资产  20 950

贷：累计折旧  3 000

贷：实收资本  17 950

从表面上看，这笔分录也根本不涉及营运资金帐

户，是接受投资转入旧固定资产，属资本增加额，不属

于非营运资金与营运资金之间的转化，填表时，由于资

本净增加额按余额之差填列，包括了这 17 950 元，则在

固定资产净增加额”项目也应包括这 17 950 元，以抵

消“资本净增加额”中并非转化的这一部分增加额。

3.转化填列法

前已叙及，当营运资金与非营运资金互相转化时，

要在变动表上进行反映。当非营运资金转化为营运资

金时，应作为流动资金的来源在变动表的左边流动资

金来源部分填列；当营运资金转化为非营运资金时，应

作为流动资金的运用在变动表的左边流动资金运用部

分填列，这就是转化填列法。可以联系会计分录反映的

帐户对应关系来分析与理解。变动表左边的大部分项

目，属于这种填列方法。

公式中（A 20-A 21）是长期投资的余额之差。例如：

按差额核对法有：A 20-A 21= 收回长期投资一增加长期投资

即：33 350-37 950= 7 050-11 650

收回长期投资是非营运资金向营运资金的转化，

会使营运资金流量增加；增加长期投资是营运资金向

非营运资金的转化，会使营运资金流量减少。在变动表

上，前者属于流动资金来源，后者属于流动资金运用，

分别作两项填列，以分别反映两种不同情况的资金形

态的转化。这也是转化填列法。

4.计算填列法

计算填列法是变动表上的小计、合计等项目的填

列方法。变动表上有下列计算填列项目：

52 行= 41 行+ 42 行+…+ 51 行；69 行= 53 行+ 54 行+
…+ 67 行

70 行 = 52 行- 69 行；12 行= 1 行+ 2 行+…+ 6 行；22

行= 13 行+14 行+…+ 19 行；

23 行= 12行+ 22 行；32 行= 24行 25 行+…+ 28 行；

38 行= 33 行+ 34 行+…+ 36 行；39 行= 32 行+ 38 行；

40 行= 23 行-39 行；

40 行= 70 行

三、变动表的稽核关系

资产负债表与变动表的稽核关系和变动表本身的

平衡关系共有八个方面的内容，分别用公式表示如下

（公式左边是资产负债表，右边是变动表）：

1.余额之差的稽核

资产负债表上流动资产各个项目的余额之差合计= 流动资产增加净额（52 行）

资产负债表上流动负债各个项目的余额之差合计= 流动负债增加净额（69 行）

2.未分配利润的稽核

3.固定资产合计的稽核

资产负债表上固定资产合计余额之差= 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净增加额（33 行）-固定资产折旧（2 行）-固定资产盘亏（减盘

盈）（4 行）-清理固定资产损失（减收益）（5 行）-固定资产清理收入（减清费用）（13行）-对外投资转出固定资产（16 行）

4.长期负债的稽核

资产负债表长期负债合计的余额之差= 增加长期负债（14 行）-偿还长期负债（35 行）

5.长期投资的稽核

资产负债表长期投资的余额之差= 增加长期投资（36 行）-收回长期投资（15 行）

6.无形、递延资产的稽核

资产负债表上无形、递延资产合计的余额之差= 增加无形、递延资产（34 行）-无形、递延资产摊销（3行）-对外投资转出无

形资产（17 行）

7.所有者权益的稽核

资产负债表除未分配利润以外的所有者权益合计的余额之差= 资本净增加额（19 行）

8.变动表上的平衡关系

流动资金增加净额（40 行）= 流动资金增加净额（70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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