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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国企业会计准则明确要求企业采用直接法编制

现金流量表以来，无论是理论还是实务方面，其编制都既

是重点也是难点。因为编制方法难掌握、很少参与编制工

作等，擅长编制现金流量表的会计人员尚不多见。目前实

务工作中存在的手工编制现金流量表的方法主要有记账

凭证法、账簿查询法和分析法。为使现金流量表编制能被

更多人掌握，使现金流量这种重要的财务信息能准确、及

时提供，因此有必要在对这三种方法分析的基础上提高

认识，寻找更简易的现金流量表编制方法。

一、现有的三种现金流量表编制方法

1. 记账凭证法。记账凭证法是直接从记账凭证中提

取现金流量信息的方法，这种方法通过将记账凭证分为

若干类别，实现按月编制现金流量表。如将现金和现金等

价物统称为现金，在将全部会计科目划分为现金和非现

金两类的基础上，将当期所有的记账凭证按所涉及的会

计科目划分为三类：①双金类凭证；②双非类凭证；③单

金类凭证。

分录的借贷方都是现金类科目的记账凭证是双金类

凭证；分录的借贷方均不是现金类科目的是双非类凭证；

分录的借贷双方只有一方是现金类的科目的是单金类凭

证。

每一张单金类凭证均代表一种现金流量数据，其一

方科目必为现金或现金等价物，该科目对方科目表现了

现金流量所属的具体项目。

记账凭证法直观性、可理解性强，可不依赖账簿和资

产负债表、利润表。一般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就是运用记

账凭证法为现金流量表编制基础的。在业务量不大的情

况下，手工方式下这种方法也很实用。

2. 账簿查询法。根据现金日记账、银行存款日记账、

其他货币资金及现金等价物明细账的摘要内容和对方会

计科目判断会计事项所属现金流量的类别和各类别内的

具体项目。

这种方法操作简单，直观性强且易于理解，但需要对

账簿内容熟悉，有容易遗漏或重登及在出现差错后难以

发现和纠正的缺点。

3. 分析法。分析法，即工作底稿法和T型账户法。编

制现金流量表时，一般采用分析法，即工作底稿法或T形

账户法。这两种方法都是以年度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为

依据进行编制的。实际工作表明，这两种方法存在一些缺

点，如需要编制调整分录或T形账户、工作量大、过程复

杂、直观性差、不易理解等。

二、记账凭证、账簿、报表相结合编制方法

鉴于以上方法优缺点，笔者提出记账凭证、账簿、报

表相结合编制现金流量表的方法，旨在扬长避短，更易于

掌握、操作性更强。新方法编制现金流量表的步骤如下：

1. 主要依据出纳账或资产负债表确定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净增加额（现金流量表中第五项数据）。这是从现金

流量表的最后部分编起，所确定的是最具综合性的数据。

目前企业中，一般没有不能随时支付的存款和投资，因而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一般就等于资产负债表中期

末货币资金与期初货币资金的差额或者出纳账（现金日

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的期末余额合计减去期初余额

合计。

2. 从当期全部记账凭证中分出“单金”类记账凭证。

这种方法也叫凭证法。其基本思路是：从记账凭证出发，

保留导致现金流量增减的记账凭证（即“单金”类记账凭

证），抽出不导致现金流量增减的记账凭证。

3. 将现金流量先区分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和

非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4. 填写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现金流量（现金流量表

浅议现金流量表手工编制方法

曾爱兵

（广州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财金信息管理系 广州 510850）

【摘要】现金流量表的编制方法主要是记账凭证法、账簿查询法、分析法（工作底稿法和T型账户法），这些方法

各有优缺点。本文在综合分析这些方法的基础上，提出记账凭证、账簿、报表相结合的一套简易编制方法。实践表

明，该方法简明易懂、可操作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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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三、四项数据）。一般企业非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相比于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通常是很少甚至没有的。

按照重要性原则，现金流量表中对其反映也比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粗略得多，因而这些类型的现金流量一

般很容易计算而可以考虑优先确定。

先分别根据属于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的单金类凭证

汇总填写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然后分项

目填写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利用各项

目数据汇总确定净额，和已填净额比较判断有无差错。

5. 利用已填前几项数据推算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根据前已填写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推算出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然后分项目填写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利用各项目数据汇总确定净额，和已填净额

比较判断有无差错。最后确认现金流量的类型，进一步确

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应归属的具体项目。

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各项目的具体编制。这

一步是关键，一般现金流量表主要要求列示的就是这部

分内容。

在初学阶段，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各项目可根

据记账凭证分类汇总的方法，在此基础上逐步学会根据

账簿期末余额或资产负债表中的资料推算，进一步可学

习用公式法推算。

三、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应注意的其他问题

1. 确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部分具体项目金

额，据以算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和上一步骤

推算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较，若有差异，表

明表中数据填写有误。

2. 适当注意一些难以界定项目的分类问题。如购买

固定资产时产生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应界定为投资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按照准则规定，会计核算中属于营业外

收支的罚款收入、罚款支出和捐赠支出均作为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入或流出；融资租赁所支付的现金属于筹

资活动的现金流量。

3. 每个月都坚持编一份现金流量表，年末把全年十

二个月的现金流量表汇总就得到年度现金流量表。这样

可减轻工作量，保证报表编制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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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供适用不同税率或征收率的应税服务

2013年 12月发布的财税［2013］106号文附件 1《营业

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中第三十五条规定：纳税人

提供适用不同税率或者征收率的应税服务，应当分别核

算适用不同税率或者征收率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的，从

高适用税率。

例 1：甲运输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3年 8月

份取得货物运输业务收入200 000元（不含税），取得装卸

搬运收入106 000元（含税）。

甲企业的账务处理如下：借：银行存款328 000；贷：主

营业务收入——运输收入 200 000，其他业务收入——装

卸搬运100 000［106 000÷（1+6%）］，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销项税额）28 000［200 000×11%+106 000÷（1+
6%）×6%］。

交通运输企业节税应注意的问题

杜志锋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 湖南张家界 427000）

【摘要】2013年底，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对外发布了《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试点的通知》（财税［2013］106号），从2014年1月1日起，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也纳入了营改增试点，至此，交通运输

业、邮政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已改征增值税。结合上述文件，本文指出了交通运输企业节税应注意的问题，如分别

核算提供不同税率或征收率的应税服务，分别核算兼营的免税、减税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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