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智慧·财经□

形成有效的物流成本控制。

2. 构建完善有效的预算机制。要想有效地实现在成
本发生前对成本的有效控制，必须构建合理科学的预算

机制，以约束即将发生的物流成本。而绵阳圆通快递注重

在物流成本控制中构建有效的预算机制，重视建立财务

预算执行的有效组织基础、执行准则等，才能够促使企业

物流成本的控制指标在预算体系下获得更好的执行。首

先，提升企业全流程预算。其次，注重提升快递企业各部

门的协作能力。再次，构建有效的预算监督与激励机制。

3. 加强物流成本控制流程的监督。要促进企业物流
成本控制能力改善，就必须注重企业全流程物流成本控

制制度的构建，建立覆盖全流程的成本控制监督机制，不

断加强成本控制效果的反馈与改进机制。这需要首先对

快递企业的物流成本控制流程进行整合，明确各流程的

成本控制目标、原则、方案及对应部门，并确保各部门的

成本控制能够有效衔接起来，确保各部门在业务处理中

都能够执行成本控制方案，进而确保快递企业成本控制

效果不断改进。

4. 加强人员的监督与激励。有效的激励机制是提升

部门及员工成本控制积极性的重要手段，对于企业成本

控制效果改进非常重要。借鉴绵阳圆通快递的经验，快递

企业需要明确各部门及人员的权责，并且构建独立完善

的成本控制监督体系，及时对成本控制执行不佳的部门

及人员进行沟通与适度的惩罚，这对于落实企业物流成

本控制方案，提升成本控制效果非常重要。

5. 合理地调整物流成本控制方案。成本控制以企业
的物流成本发生及控制环境存在密切关系，随着物流行

业竞争及企业软硬件环境的变化，企业必须不断地调整

和改进物流成本控制方案，才能够保持物流成本控制方

案的优越性。绵阳圆通快递调整和改进物流成本控制的

手段中，注重对物流成本控制效果进行及时的评价，分析

其成本控制中存在的不足并不断加以改进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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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教学中，报表中大多数项目的填列，学生基本

上都能够接受和掌握，但往来项目的填列，一直是困扰学

生的一个难点。教学中，笔者依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借助于“T”型账户，给学生讲清楚为什么往来项目金额的
填列是根据其明细账的余额，而不是总账余额。这是因

为，在会计实务中，“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应付账款”

和“预收账款”这4个账户其实是具有双重性质的账户。其
总账余额不一定代表它的真实状况。

举个例子，假设甲公司“应收账款”总账余额为借方

30万元，其明细账的余额均在借方，合计数为30万元。那

么，对于甲公司来说，毫无疑问，这 30万元实实在在就是
公司的债权，所以应收账款的数额应填30万元（假设无坏
账准备）。但是，假定其下有两个明细，一个是借方余额90
万元，另一个是贷方余额60万元。此时，应收账款的填列
数额就不是 30万元。这 30万元只是它的表面现象，是借
贷相抵后的差额，并没有真实地反映应收账款的实际水

平。真正的应收账款的数额是90万元，60万元的本质是企
业预收的款项，属于负债，应在“预收账款”项目中反映。

课堂教学中通过这样的讲解，学生觉得好理解，容易接

受。从这个例子中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应收账款”明

巧用“T”型账户分析计算往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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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高职会计专业的学生来说，资产负债表往来项目的填列一直是困扰学生的一个难点。笔者在课堂教

学中，通过分析往来账户总账、明细账余额方向的实质，以此来判断其本质是资产还是负债，是资产就应归资产项

目，是负债就应归负债项目，从而让学生比较容易理解和掌握往来项目金额的填列。

【关键词】资产负债表 往来项目 “T”型账户 余额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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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账的贷方余额是在“预收账款”项目中反映的。同样的

道理，“预收账款”明细账的借方余额是在“应收账款”项

目中反映。因此，我们把往来项目的填列分为两大类：应

收和预收、预付和应付。下面介绍其具体操作方法。

1.“应收账款”、“预收账款”项目的填列。理论上讲，
“应收账款”属于资产类账户，期末余额一般在借方；“预

收账款”属于负债类账户，期末余额一般在贷方。但在讲

账户和借贷记账法时，曾强调这两个账户是具有双重性

质的账户。也就是说，“应收账款”明细账的余额在借方才

是真正的应收账款，余额一旦在贷方其性质就发生了变

化，不是资产而是负债，其实质属于预收账款。同样的道

理，“预收账款”明细账的余额在贷方才是真正的预收账

款，余额一旦在借方其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不是负债而是

资产，其实质属于应收账款。而资产负债表是要真实地反

映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的，基于此，属于资产的，自然应

放在资产项目中反映，属于负债的，就应放在负债项目中

反映，这样才符合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中的“真实性”。所

以，两个账户的借方金额相加减掉相应的“坏账准备”就

是“应收账款”项目的数额，两个账户的贷方金额相加就

是“预收账款”项目的数额。课堂教学过程具体如下：

第一步：分别开设“应收账款”和“预收账款”的“T”型
账户。

第二步：将“应收账款”明细账的余额过入“T”型账户
（借方余额记入借方，贷方余额记入贷方），并计算出该账

户的借方合计数和贷方合计数。

第三步：将“预收账款”明细账的余额过入“T”型账
户（借方余额记入借方，贷方余额记入贷方），计算出该账

户的借方合计数和贷方合计数。

第四步：两个账户的借方金额相加减掉相应的“坏账

准备”就是“应收账款”项目的数额，两个账户的贷方金额

相加就是“预收账款”项目的数额。

2.“预付账款”、“应付账款”项目的填列。依据上面的
思路，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预付账款”明细账的余额

在借方才是真正的预付账款，余额在贷方其实质属于应

付账款；“应付账款”明细账的余额在贷方才是真正的应

付账款，余额在借方其实质属于预付账款。所以，两个账

户的借方金额相加就是“预付账款”项目的数额，两个账

户的贷方金额相加就是“应付账款”项目的数额。课堂教

学过程具体如下：

第一步：分别开设“预付账款”和“应付账款”的“T”型
账户。

第二步：将“预付账款”明细账的余额过入“T”型账户
（借方余额记入借方，贷方余额记入贷方），并计算出该账

户的借方合计数和贷方合计数。

第三步：将“应付账款”明细账的余额过入“T”型账户

（借方余额记入借方，贷方余额记入贷方），计算出该账户

的借方合计数和贷方合计数。

第四步：两个账户的借方金额相加就是“预付账款”

项目的数额，两个账户的贷方金额相加就是“应付账款”

项目的数额。

3. 实例说明。
例：甲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12月31日部分明细账余

额如下表（单位：元）：

根据上面所讲的方法，其具体计算过程如下：分别开

设“应收账款”、“预收账款”、“预付账款”和“应付账款”的

“T”型账户；将每个账户的明细账余额按其方向据实过入
该账户；计算出每个账户的借方合计数和贷方的合计数；

每对账户的借方金额相加就是相应的资产项目数额，每

对账户的贷方金额相加就是相应的负债项目数额。

“应收账款”项目金额=500 000+60 000=560 000（元）
“预收账款”项目金额=80 000+40 000=120 000（元）

“预付账款”项目金额=100 000+100 000=200 000
（元）

“应付账款”项目金额=160 000+146 000=306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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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账

应收账款

预付账款

应付账款

预收账款

明细账

A公司

B公司

C公司

D公司

E公司

F公司

H公司

W公司

甲公司

乙公司

借方余额

200 000

300 000

100 000

100 000

60 000

贷方余额

40 000

6 000

140 000

160 000

80 000

应收账款

200 000 40 000
300 000
500 000 40 000

预收账款

60 000 80 000

60 000 80 000

预付账款

100 000 6 000
140 000

100 000 146 000

应付账款

100 000 160 000

100 000 16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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