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阴

援 上旬窑21窑阴

现金流量表“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项目的填列

【摘要】经营活动中“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以下简称“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项目，与存货、应付款项密切

相关。本文通过工作底稿法和分析填列法研究“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这个复杂项目的编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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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尧 运 用 工 作 底 稿 法 分 析 野 购 买 商 品 支 付 的 现 金 冶 项 目 的

填 列

（一）存货增加但未付现的情况

1援 存货成本中包含的非付现费用。在调整利润表中营

业成本时，先将存货的增减变动全部记入“购买商品支付的现

金”项目，存货成本中包含非付现费用时，再作补充调整。

淤本期计提的累计折旧和累计摊销。存货成本中包含本期计

提的计入制造费用的固定资产折旧和无形资产摊销，即“购买

商品支付的现金”项目中包含折旧和摊销等非付现费用，为此

应从“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项目中剔除。于本期分配的应付

职工薪酬。存货成本中包含本期分配的计入生产成本、制造费

用的应付职工薪酬，即“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项目中包含本

应记入经营活动中“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项目

的应付职工薪酬，为此应从“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项目中剔

除。盂为购置存货而发生的借款利息资本化部分。存货成本中

包含为购置存货而发生的借款利息资本化部分，已在调整现

金流量时记入“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项目，而借款利息是因

筹集资金付出的代价，属于筹资活动，应在筹资活动中“分配

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项目中反映，为此应从“购

买商品支付的现金”项目中剔除。

2援 接受投资增加的存货。企业因接受投资增加存货以及

进项税额，在调整营业成本时会因此而增加“购买商品支付的

现金”项目，但接受投资而增加的存货及进项税额并未支付现

金，为此应从“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项目中剔除。

（二）存货减少但未涉及现金的情况

1援 税法上视同销售导致存货的减少。淤自产产品用于捐

赠、赞助。企业将自产产品用于捐赠、赞助等用途的，属于增值

税视同销售行为，但因不符合收入确认的条件，会计上不作销

售处理，即只按成本予以结转并将所缴增值税一并计入捐赠、

赞助支出。企业将存货用于捐赠、赞助等会引起“存货”项目的

减少而实际未转入营业成本，即在调整营业成本时必然将因

用于捐赠、赞助等而减少的存货冲减了“购买商品支付的现

金”项目，为此应增加“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项目金额。于自

产产品用于不动产建造或者无形资产研发等非增值税应税项

目。上述行为属于增值税视同销售行为，由于自产产品在同一

会计主体内部转移，会计上不作销售处理，即只按成本予以结

转并将所缴增值税一并计入在建工程或者研发支出的成本。

企业将存货用于不动产建造或者无形资产研发会引起存货项

目的减少而实际未转入营业成本，即在调整营业成本时必然

将因用于不动产建造或者无形资产研发而减少的存货冲减了

“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项目，为此应增加“购买商品支付的现

金”项目金额。盂自产产品用于集体福利、分配给股东或投资

者、对外投资以及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上述行为属于增值税视

同销售行为，该存货的所有权已转移至企业外部，且上述视同

销售行为抵偿了负债或者取得了资产，起到了用货币资金偿

还债务、进行投资以及购买固定资产等效果，即实质上取得了

有经济利益流入企业的结果，因而符合收入确认的条件，在会

计上要作销售处理，确认营业收入并结转营业成本。企业将存

货用于集体福利、分配给股东或投资者、对外投资以及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会引起存货项目的减少且已转入营业成本，即在

调整营业成本时不会因此而改变“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项目

金额，因此不用作补充调整。

2援 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会引起存货

项目的减少而实际未转入营业成本，即在调整营业成本时必

然将因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而减少的存货冲减了“购买商品支

付的现金”项目，因此应作补充调整，应增加“购买商品支付的

现金”项目金额。

（三）未付现导致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减少的情况

1援 自产产品用于抵偿债务而减少的应付票据和应付账

款。企业以存货抵偿债务会引起“存货”项目的减少且已转入

营业成本，即在调整营业成本时不会因此而改变“购买商品支

付的现金”项目金额，因此不用作补充调整。企业以存货抵偿

债务减少了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在调整营业成本时会增加

“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项目，减少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并未

支付现金，为此应从“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项目中剔除。

2援 享有的现金折扣。在调整利润表中营业成本时，先将

应付账款的增减变动全部记入“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项目，

而应付账款的减少中包括享有的现金折扣。现金折扣导致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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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项目减少，但却未支付现金，因此应作补充调整，应从“购买

商品支付的现金”项目中剔除。

3援 债务重组利得。进行债务重组时，债权人因给予债务

人让步在冲减应收账款的同时确认了债务重组损失，债务人

因接受债权人让步在冲减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的同时获得了

债务重组利得。债务重组利得会引起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的

减少但并未支付现金，为此应从“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项目

中剔除。

例 1：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1年度与现金流量

表经营活动中“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项目有关的经济业务资

料如下：

（1）本年营业成本 480万元；应付票据期初余额 350 万

元，期末余额 300万元；应付账款期初余额 420万元，期末余

额 500万元；预付账款期初余额 40万元，期末余额 150万元；

存货期初余额 700万元，期末余额 600万元；准予抵扣的增值

税进项税额 170万元。

（2）本年财务费用中包括因早日付款而享有的现金折扣

-1万元。

（3）本年资产减值损失中包括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20万

元。

（4）本年营业外收入中包括债务重组利得 18万元。

（5）本年营业外支出中包括因将自产产品用于捐赠而减

少的存货 30万元。

（6）存货成本中包含计入制造费用的固定资产折旧 90万

元和无形资产摊销 30万元。

（7）存货成本中包含计入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的应付职工

薪酬 150万元。

（8）存货成本中包含的为购置存货而发生的长期借款利

息资本化部分 80万元。

（9）在建工程成本中包括因将自产产品用于不动产建造

而减少的存货 50万元。

（10）将自产产品用于对外投资而减少的存货 40万元。

（11）以 80万元的存货抵偿债务而减少的应付账款和应

付票据 117万元。

（12）实收资本中包括接受存货及进项税额投资 113万元。

甲公司编制“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项目的调整分录如下

（金额以万元计）：

（1）分析调整营业成本。借：营业成本 480，预付账款 110

（150-40），应付票据 50（300-35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170；贷：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购买商品

支付的现金 630，存货 100（700-600），应付账款 80（500-420）。

（2）分析调整财务费用。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 1；贷：财务费用 1。

（3）分析调整资产减值损失。借：资产减值损失 20；贷：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 20。

（4）分析调整营业外收入。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 18；贷：营业外收入 18。

（5）分析调整营业外支出。借：营业外支出 30；贷：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 30。

（6）分析调整累计折旧和累计摊销。借：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 120；贷：固定资产———累

计折旧 90，无形资产———累计摊销 30。

（7）分析调整应付职工薪酬。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 150；贷：应付职工薪酬 150。

（8）分析调整长期借款。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 80；贷：长期借款 80。

（9）分析调整在建工程。借：在建工程 50；贷：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 50。

（10）分析调整对外投资结转的存货。由于企业将存货用

于对外投资会引起存货的减少和营业成本的增加，即在调整

营业成本时不会因此而改变“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项目金额，

因此不用作补充调整。

（11）分析调整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借：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 117；贷：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117。

（12）分析调整实收资本。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 113；贷：实收资本 113。

（13）计算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现金流出以贷方为正，借

方为负。“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项目金额=630-1+20-18+30-

120-150-80+50+0-117-113=131（万元）。

二 尧 运 用 分 析 填 列 法 分 析 野 购 买 商 品 支 付 的 现 金 冶 项 目 的

填 列

“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项目金额=营业成本+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购货退回与折让而减少的营

业成本与增值税进项税额-（存货期初余额-存货期末余额）-

存货成本中包含的本期计提的累计折旧和累计摊销-存货成

本中包含的本期分配的应付职工薪酬-存货成本中包含的为

购置存货而发生的借款利息资本化部分+（应付票据期初余

额-应付票据期末余额）+（应付账款期初余额-应付账款期末

余额）-（预付账款期初余额-预付账款期末余额）-自产产品

用于抵偿债务而减少的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接受的存货及

进项税额投资+自产产品用于不动产建造或者无形资产研发

等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减少的存货+自产产品用于捐赠、赞助

减少的存货-享有的现金折扣+当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债

务重组利得

例 2：沿用例 1的资料。

“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项目金额=480+170-（700-600）

-（90 +30）-150 -80 +（350 -300）+（420 -500）-（40 -150）-

117-113+50+30-1+20-18=13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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