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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的期权费。A公司以 250 000元期权费为代价，避免了

800 000元的股票价格变动损失。

例 2：沿用上例，如果 2011年 12月 31日 B公司的股票

价格回升到 47元，此时执行期权不再有利，A公司可选择不

执行期权。相应的会计处理如下：

2011年 12月 31日前的会计分录同例 1。

2011年 12月 31日，确认被套期项目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和套期工具的内在价值变动损失：借：被套期项目———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B公司股票）700 000；贷：套期损益———公允价

值变动收益 700 000。借：套期损益———内在价值 300 000；贷：

套期工具———看跌期权 300 000。同时，确认套期工具（看跌期

权）时间价值变动损失：借：套期损益———时间价值 70 000；

贷：套期工具———看跌期权 70 000。

如此时 A公司选择出售 B公司股票，套期工具的账面

价值为 0（250 000+300 000-180 000-300 000-70 000）：借：银

行存款 4 700 000；贷：被套期项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B

公司股票）4 700 000（4 000 000+700 000）。借：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700 000；贷：投资收益 700 000。

由例 2可知，在这种情况下，交易中被套期项目与套期

工具（看跌期权）在套期期间的累计利得为 150 000 元

［（-300 000+700 000）-（300 000-180 000-300 000-70 000）］。

分析例 1和例 2两种情况可知，A公司利用期权交易将

其在套期期间股票交易的损益限定在了一个较小的范围

400 000元（-250 000~ 150 000）以内。而如果没有运用期权工

具，则损益范围将扩大至 1 200 000元（-800 000~ 4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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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存货已到、发票未

到、货款尚未支付的情形，

一般作如下处理：平时暂不

处理，月底时，若发票仍未

到，应区分存货项目，抄列

清单，暂估入账，借记“库存

商品”、“原材料”、“包装

物”、“低值易耗品”等科目，

贷记“应付账款———暂估应

付账款（不含增值税，且明

细账不设至客户）”科目，下

月初用红字编制同样的会

计分录予以冲回。

笔者认为，该处理方法

过于笼统，实务中应根据企

业的业务特点、会计核算方

式、内部管理要求的不同而

灵活处理。本文以原材料为

例，说明两种特殊的货到票

未到情形的会计处理。

情形一：经常发生、客户多且每次采购的金额能准确确定

实务中，若暂估应付账款经常发生（暂估情况偶尔发生亦

无大碍），且客户较多，签订有合同，每次采购金额能准确确定

的，最好是在“应付账款”下设三级明细科目，即对每家客户核

算应付（票到）和暂估（票未到），以利于对账。同时，直接按包

含增值税的金额暂估到相应的应付账款客户名下（具体需另

增设专门的“暂估进项税额”或“其他应收款———暂估进项税

额”科目）。

例：红星公司与甲公司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税率

17%。两公司签订有定期采购合同，红星公司向甲公司采购 A

材料，2011年 4 月 3 日，采购 A 材料 1 000 公斤，合同单价

3.00元，已验收入库，未收到发票因而尚未付款。

红星公司有关账务处理如下：

根据收货单：借：原材料 3 000，其他应收款———暂估进项

税额 510；贷：应付账款———甲公司（票未到）3 510。

以后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时：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进项税额）510；贷：其他应收款———暂估进项税额 510。

同时：借：应付账款———甲公司（票未到）3 510；贷：应付

账款———甲公司（票到）3 510。

这样处理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应付每个客户的款项，利于

应付账款的管理。根据“应付账款———某供货商（票未到）”科

目贷方余额可知该供货商有多少货款未开发票，从其借方发

生额也可知其开出了多少发票；根据“应付账款———某供货商

（票到）”科目贷方余额可知本企业欠该供货商开了票的货款

是多少。此外，还简化了核算（避免了反复月末估价入账，下月

红字冲回），准确反映了企业的资产和负债，尤其便于对进项

税额的掌控，从而便于掌控当期应交增值税额。

情形二：客户多或发票长期未到

对应付账款暂估入账，一般是月底暂估，下月初再冲回。

但若企业客户很多或发票长期未到，每月都要暂估和冲销一

次，工作量也大。为此，可在发票未到的当月月底暂估，发票到

达的当月月底再冲回，不必以后每月月初冲回，月底再暂估，

从而简化核算。

使用这种方法时，财务人员应再设一套备查账，对估入的

金额、户名等逐笔登记，以便发票到达时逐笔查找，找到后划

销，防止漏户、错户。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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