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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资产负债表中个别项目需要根据总账、明

细账分析计算填列，如应收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账款、预

付账款的填列，就属于这种情况。

对此，熊娇老师在《预付账款业务会计核算的改进》

（《财会月刊》2013年第11期）中提出，“在部分预收账款业

务中，如果企业全部发出商品时，将部分商品款冲减预收

账款，另一部分登记在应收账款科目的借方”。该思想的

基本原理是按照经济业务的实质去处理，各归各位，该记

预收的记预收，该记应收的记应收。笔者认为该方法确实

存在一定的优点，如预收账款不会出现借方余额，会计分

录能更好地反映经济业务的实质。另一方面，为了简化处

理，现行准则允许预收业务较少的单位不设“预收账款”

或“预付账款”账户，而在应收账款或应付账款中核算。笔

者认为，上述业务按照准则的要求进行处理，确实能够简

化核算。而对于编制资产负债表时遇到的数据难计算问

题，可借助“汇总——调整——再汇总”的思路解决。

整体思路：在编制资产负债表前，先汇总各往来项目

明细账借贷各方的金额，并明确哪些金额需要做调整，哪

些不需要做调整；再编制调整分录，目的是让应收（预收）

账款、应付（预付）账款按照各自的资产（或负债）性质各

归各位；最后汇总调整后的各明细账余额合计数，即为报

表中应填列的数据。

一、“应收账款”、“预收账款”项目的填列

1. 汇总“应收账款”所属明细账户借、贷方各自的余

额合计数。

2.应收账款本质上是资产，若明细账余额在借方，则

说明它代表的是资产，不需要进行调整；若明细账余额在

贷方，则说明它实际上是负债，发挥着预收账款的作用，

需要编制调整分录：借：应收账款；贷：预收账款。

3. 汇总“预收账款”所属明细账户借、贷方各自的余

额合计数。

4.预收账款本质上是负债，若明细账余额在贷方，则

说明它代表的是负债，不需要调整；若明细账余额在借

方，则说明它实际上是资产，发挥着应收账款的作用，需

要编制调整分录：借：应收账款；贷：预收账款。

5. 汇总调整后的应收账款和预收账款金额，会发现

应收账款明细账的余额全在借方，预收账款明细账的余

额全在贷方，明细账余额合计数（应收账款还应扣除相应

的坏账准备的金额）即为报表中应填列的金额。

例：某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12月31日的科目余额表

（部分摘录）为：

经过分析：需要调整的是“应收账款”贷方余额 15万

元、“预收账款”借方余额 3万元。调整分录如下：借：应收

账款——D公司 30 000、——乙公司 150 000；贷：预收账

款——D公司30 000、——乙公司150 000。
经调整后应收账款的余额为：93-15+18=96（万元），

预收账款的余额为：15-3+18=30（万元）。所以资产负债表

中：“应收账款”项目填列 960 000元，“预收账款”项目填

列300 000元。

资产负债表往来项目填列方法再议

于春燕

（衡水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 河北衡水 053000）

【摘要】资产负债表中往来项目的填列一直是困扰会计实务工作者的难题之一。笔者在实务中摸索出一套“汇

总——调整——再汇总”的方法，现与广大同仁探讨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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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付账款”、“预付账款”项目的填列

1. 汇总“应付账款”所属明细账户借贷方各自的余额

合计数。

2. 应付账款本质上是负债，若明细账余额在贷方，则

说明它代表的是负债，若明细账余额在借方，则说明它实

际上是资产，发挥着预付账款的作用，需要编制调整分

录：借：预付账款；贷：应付账款。

3. 汇总“预付账款”所属明细账户借贷方各自的余额

合计数。

4. 预付账款本质上是资产，若明细账余额在借方，则

说明它代表的是资产，不需要调整；若明细账余额在贷

方，则说明它实际上是负债，发挥着应付账款的作用，需

要编制调整分录：借：预付账款；贷：应付账款。

5. 汇总调整后的应付账款和预付账款明细账的金

额，会发现应付账款的余额全在贷方，预付账款的余额全

在借方，各明细账余额合计数即为报表中应填列的金额。

例2：沿用前例资料。

经过分析：需要调整的是“预付账款”贷方余额 3万

元、“应付账款”借方余额 6万元，调整分录如下：借：预付

账款——丙公司60 000、——B公司30 000；贷：应付账款

——丙公司60 000、——B公司30 000。
经调整后应付账款的余额为：36-6+9=39（万元），预

付账款的余额为：15-3+9=21（万元）。所以资产负债表

中：“预付账款”项目填列 210 000元，“应付账款”项目填

列390 000元。

此方法的最大优点是简化了往来项目的日常处理，

缺点是报表编制最后阶段的工作有些繁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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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融券，是指证券公司向客户出借资金供其买入

证券或者出借证券供其卖出，并由客户交存相应担保物

的经营活动。在融资交易中，客户从证券公司借入资金购

买证券，到期归还资金并支付利息；在融券交易中，客户

从证券公司借入证券卖出，到期归还证券并支付利息。笔

者认为2010年在沪深两市开始交易的融资融券业务符合

交易性金融负债定义，应作为交易性金融负债核算。

例：甲公司2012年4月1日向证券公司融入某公司股

票 15 000 股进行出售，每股市价 16 元，相关交易费用

1 000元，融券年利率为5%。2012年6月30日，股票每股市

价为17元；2012年9月30日，每股市价为15元；2012年11
月 30日甲公司以 10元/股的价格买入 15 000股该公司股

票还入证券公司账户。假定甲公司按季编制报表。

相关会计处理如下：

1. 2012 年 4 月 1 日，甲公司向证券公司借入证券

15 000股以高价出售，而后以低价买入股票归还证券公

司，从而赚取差价收益，是一种投机行为，因此借入证券

的手续费作为投资收益的抵减项处理。借：其他货币资金

239 000元，投资收益 1 000元；贷：交易性金融负债——

本金240 000元。

2. 2012年 6月 30日和 9月 30日，计提借入证券承担

的利息费用3 000元（240 000×5%÷12×3），本应计入财务

费用，但融资融券业务实质上是一种投资活动，承担利息

费用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投资收益，因此为了综合反映整

个交易中获得的总损益，将融资利息也作为投资收益的抵

减项处理。借：投资收益3 000元；贷：应付利息3 000元。

另外，如果借入的股票公允价值发生变动，将直接影

响甲公司偿还股票时支付款项的多少及取得投资收益的

多少，因此，资产负债表日甲公司有必要反映公允价值的

波动。6月 30日负债公允价值上升 15 000元（15 000×17-
240 000），会计分录为：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5 000元；

贷：交易性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 15 000元。9月 30
日公允价值下降30 000元（15 000×17-15 000×15），会计

分录为：借：交易性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 30 000
元；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30 000元。

3. 2012年11月30日，计提借入证券承担的最后两个

月的利息费用 2 000元（240 000×5%÷12×2），借：投资收

益2 000元；贷：应付利息2 000元。2012年11月30日甲公

司还以10元/股的价格买入15 000股该公司股票，还入证

券公司账户，会计分录为：借：交易性金融负债——本金

240 000元，应付利息 8 000元；贷：交易性金融负债——

公允价值变动 15 000元，其他货币资金 158 000元，投资

收益 75 000元。同时，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5 000元，

贷：投资收益15 000元。

11月30日，甲公司以10元/股的价格买入15 000股股

票归还证券公司，从中获得价差收益 90 000元（240 000-
150 000）。而甲公司整个交易过程共获利 81 000元（16×
15 000-10×15 000-1 000-3 000-3 000-2 000）。○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张春红

融资融券会计处理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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