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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现金流量表概述



什么是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是指反映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流入和流出的报表。

企业

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

流入、流出

流入、流出
会计期间

43

报表（现
金流量表）

1



现金流量表的作用

企业

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

流入、流出

◆有助于评价企业支付能力、偿债能力和周转能力。

◆有助于预测企业未来现金流量。

◆有助于分析企业收益质量及影响现金净流量的因素，掌握企业经营活动、投

资活动和筹资活动的现金流量，可以从现金流量的角度了解净利润的质量，

为分析和判断企业的财务前景提供信息。（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存在大量的

人为判断与估计，现金流量表一般不会受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选择及其变

更的影响）



现金流量的重要性

企业

流入、流出

报表

附注

正文



现金流量表的构成

企业

流入、流出

现金流量表

1、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投资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筹资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汇率变动
对现金的影

响

经营活动，
是指企业投
资活动和筹
资活动以外
的所有交易
和事项

投资活动，
是指企业长
期资产的购
建和不包括
在现金等价
物范围的投
资及其处置

活动

筹资活动，
是指导致企
业资本及债
务规模和构
成发生变化
的活动

现金流量调
节项目

主表 附表（补充资料）

1、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不涉及现
金收支的重大
投资和筹资活

动

将净利润调
节为经营活
动的现金流

量

A、债务转为
资本；
B、一年内到
期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
C、融资租入
固定资产

3、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5、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Part2

现金流量表的编制方法



编制基础

企业

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

流入、流出

✓ 以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为基础

✓ 以收付实现制为原则



什么是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企业

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

流入、流出

➢ 现金，是指企业库存现金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

➢ 现金等价物，是指企业持有的期限短、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

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其中，“期限短”一般是指从购买日起三个月内

到期。

➢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货币资金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资产负债表】货币资金-【附注】受限的货币资金+现

金等价物

不能直接
划等号



二

思考：以下属不属于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随时用于支付的其他货币资金（微信、支付宝余额等）

 3个月内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信用证保证金

计提利息收入的定期存款（投资目的）

在银行存款核算的定期存款（非投资）

合同期限小于3个月的银行理财产品（随时支取、保本保收益）

合同期限小于3个月的银行理财产品（非保本保收益）



列报原则：总额or净额？

企业

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

流入、流出

现金流量应当分别按照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总额列报（除了例外）。

但是，下列各项可以按照净额列报（例外）：

➢ （一）代客户收取或支付的现金。

例如，证券公司代收的客户证券买卖交割费、印花税等，旅游公司代游客支付的
房费、餐费、交通费、文娱费、行李托运费、门票费、票务费、签证费等费用。

➢ （二）周转快、金额大、期限短项目的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

例如，金融企业的有关项目，包括短期贷款发放与收回的贷款本金等、活期存款
的吸收与支付、同业存款和存放同业款项的存取、向其他金融企业拆借资金、以
及证券的买入与卖出等。



主表编制方法

企业

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

流入、流出

◆逐笔认定法

根据记账凭证，对涉及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收支的每一笔业务进行认定属于哪个现金
流量表项目。

优点：准确度高

缺点：工作量大

◆公式法（工作底稿法或T型账户法）

利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及其他相关的会计资料‚通过项目之
间关系的分析‚给出现金流量表中各项目的计算公式。

优点：工作量小，速度快

缺点：精确度低，出错可能性大

建议：逐笔认定法编制，公式法分析复核。



一、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企业

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

流入、流出

◼ 定义：指企业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以外的所有交易和事项产生的现金流量。

◼ 主要项目：

➢ （一）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 （二）收到的税费返还；

➢ （三）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 （四）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 （五）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 （六）支付的各项税费；

➢ （七）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一）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企业

◼ 定义：反映企业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实际收到的现金，包括销售收入和应向购买者收取的增

值税销项税额。

◼ 包括：

✓ 1、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 2、前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本期收到的现金；

✓ 3、本期预收的款项；

✓ 4、减去本期销售本期退回的商品；

✓ 5、减去前期销售本期退回的商品支付的现金；

✓ 6、企业销售材料收到的现金；

✓ 7、代购代销业务收到的现金；



公式法：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营业收入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应收账款余额减少额（期初-期末）

+应收票据余额减少额（期初-期末）

+合同资产余额减少额（期初-期末）

+预收账款增加额（期末-期初）

±其他特殊调整业务（如终止确认的应收票据背书、贴现利息及应收账款保

理利息、非现金资产抵偿应收账款、本期收回前期已核销的坏账等）

（一）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示例：

甲企业本期销售一批商品，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销售价款为300万元（不含

税），增值税销项税额为39万元，以银行存款收讫；应收票据期初余额为27万元，期

末余额为6万元；应收账款期初余额为100万元，期末余额为40万元；年度内核销的坏

账损失为2万元。另外，预收账款年初余额40万元，年末余额60万元。

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计算如下：

本期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300+39

+本期收到前期的应收票据 21      (27-6) 

+本期收到前期的应收账款 58 （100-40-2）

+本期预收的款项 20     （60-40）

合计 438

（一）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公式法计算如下：

营业收入 300

+销项税 39

+应收票据减少（期初-期末） 21      (27-6)

+应收账款减少（期初-期末） 58      (100-40-2)

+预收账款增加（期末-期初） 20     （60-40）

合计 438

（一）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二）收到的税费返还

企业

流入、流出

◼ 定义：反映企业收到返还的各种税费。

◼ 包括：

✓ 1、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消费税、关税和教育费附加返还款等；

✓ 2、收到的出口退税；

◼ 注意：

汇缴退回的多交所得税作为“支付的各项税费”减项，当本期缴纳税费较少以

至于抵减退回多交所得税额后“支付的各项税费”出现负数时，退回的所得税

额作为“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处理。

◼ 公式法：=“其他收益”（部分）+“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贷

方发生



（三）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企业

流入、流出

◼ 定义：反映企业除上述各项目外，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 包括：

➢ 1、罚款收入；

➢ 2、经营租赁固定资产收到的现金；

➢ 3、投资性房地产收到的租金收入；

➢ 4、流动资产损失中由个人赔偿的现金收入；

➢ 5、除税费返还外的其他政府补助（无论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收入；

➢ 6、一般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 7、收到的经营性往来、押金保证金等

◼ 公式法：比较复杂，根据涉及的相关科目（营业外收入、其他业务收入、递

延收益、其他收益、财务费用/利息收入、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等）分析

填列。



（四）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企业

流入、流出

◼ 定义：反映企业购买材料、商品、接受劳务实际支付的现金，包括支付的货

款以及与货款一并支付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 包括：

✓ 1、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 2、本期支付前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未付款项；

✓ 3、本期预付款项；

✓ 4、减去本期发生的购货退回收到的现金；

◼ 注意：

✓ 1、为购置存货而发生的借款利息资本化部分，应在“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项目中反映。

✓ 2、只考虑与营业成本相关的采购，不包括期间费用相关的采购。



公式法：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营业成本

+增值税进项税额（与营业成本相关）

+存货余额增加额(期末-期初)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减少额(期初-期末)

+预付账款增加额(期末-期初)

±其他特殊调整业务（如列入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的职工薪酬、折

旧摊销；非生产领用存货等）

（四）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示例：

甲公司本期购买原材料，收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材料价款为150万元，增值税进项

税额为 25.50万元，款项已通过银行转账支付；本期支付应付账款100万元；。

利润表：营业成本为170万元；资产负债表中：应付账款期初200万元，期末100万元，存

货余额期初200万元，存货余额期末250万元。本期计提累计折旧30万元，其中计入管理费

用的累计折旧为10万元，计入制造费用的累计折旧为20万元；本期计入生产成本的应付职

工薪酬为50万元；本期增值税进项税额为40.5万元，其中包括购买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15

万元。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计算如下：

本期购买原材料支付的价款 150

+本期购买原材料支付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25.50  

+本期支付的应付账款 100（200-100）

合计 275.50

（四）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公式法计算如下：

营业成本 170

+进项税 25.50   （40.5-15）

+存货余额增加 (期末-期初) 50    (250-200)

+应付账款减少 (期初-期末) 100   (200-100)

-其他特殊调整业务 70     （20+50）

合计 275.50

（四）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五）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企业

流入、流出

◆ 定义：反映企业实际支付给职工的现金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包括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
服务，本期实际给予各种形式的报酬以及其他相关支出。

◆ 包括：

✓ 1、支付给职工的工资、奖金、各种津贴和补贴、其他费用等；

✓ 2、企业为职工支付的社会保险基金、补充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商业保险金等；

✓ 3、因解除与职工劳动关系给予的补偿；

✓ 4、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 5、企业支付给职工或为职工支付的其他福利费用（如辞退福利）等；

◆ 注意：

✓ 1、支付的在建工程人员的工资、社保等费用，在“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所支付的现金”项目中反映。

✓ 2、本项目包含支付的个人所得税

◼ 公式法：“应付职工薪酬”借方发生额-在建工程人员职工薪酬借方发生额



（六）支付的各项税费

企业

流入、流出

◼ 定义：

反映企业按规定支付的各项税费，包括本期发生并支付的税费，以及本期支付以前各期发生的

税费和预交的税金。

◼ 包括：

支付的营业税、增值税、所得税、教育费附加、印花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车船使用税等；

◼ 注意：

✓ 1、汇缴退回的多交所得税作为“支付的各项税费”减项；

✓ 2、本期退回的增值税、所得税（如先征后返，不含汇缴退回）等，在“收到的税费返还”

项目中反映。

◼ 公式：“应交税费”借方发生额



（七）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企业

流入、流出

◼ 定义：反映企业除上述各项目外，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 包括：

✓ 1、罚款支出；

✓ 2、支付的差旅费、业务招待费、保险费等；

✓ 3、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进行简化处理支付的相关付款额（包括预付租金、租赁保证金

等）；

✓ 4、未纳入租赁负债计量的可变租赁付款额；

✓ 5、支付的经营性往来、押金保证金等

◼ 注意：

➢ 1、票据到期后直接从保证金支付票据款的，保证金直接按照开具票据的用途，将其归入相应

的现金流量项目，例如“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或者“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 2、票据到期后，原保证金解冻退回，以其他来源的资金支付票据款的，则票据保证金被冻结

时，作为“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解冻时作为“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 公式：比较复杂，根据所涉及的相关科目（营业外支出、期间费用、其他应收/应付）分析填

列



二、投资活动现金流量

企业

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

流入、流出

◼ 定义：指企业长期资产的购建和不包括在现金等价物范围的投资及其处置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主要项目：

➢ （一）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二）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 （三）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 （四）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 （五）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六）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 （七）投资支付的现金；

➢ （八）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 （九）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一）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企业

流入、流出

◼ 定义：反映企业出售、转让或到期收回除现金等价物以外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债权投资、长期股

权投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等而收到的现金。

◼ 包括：

（1）债权性投资收回的本金；

（2）股权性投资收回的现金净额；

◼ 注意：

1、债权性投资收回的利息，不在本项目中反映，而在“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项目中反映。

2、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单设项目反映。

3、保本型理财产品（无论是否固定收益）的还本部分，在本项目中反映，投资收益在“取得投资

收益收到的现金”；非保本型理财产品收回的款项不易区分本金和收益，一般总数在“收回投资收

到的现金”项目中反映。

公式：交易性金融资产（不含保本浮动型理财产品）、长期股权投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等贷方发

生额科目+该等项目处置产生的投资收益+债权投资本金贷方发生额



（二）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企业

流入、流出

◼ 定义：

反映企业因股权性投资而分得的现金股利，因债权性投资而取得的现金利息收入。

◼ 包括：

✓ 1、股权性投资现金股利；

✓ 2、债权性投资现金利息收入；

✓ 3、持有理财产品取得的投资收益；

✓ 4、保本浮动型理财产品处置收益。

◼ 注意：

股票股利由于不产生现金流量，不在本项目中反映。

◼ 公式：

=投资收益（不含股权性投资及非保本理财产品处置收益）+应收股利减少（期

初-期末）+债权性投资/应计利息减少（期初-期末）



（三）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企业

流入、流出

◼ 定义：反映企业出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如投资性房地产）所取得的

现金，减去为处置这些资产而支付的有关税费后的净额。

◼ 包括：

✓ 1、出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如投资性房地产）所取得的现金，减去为处置

这些资产而支付的有关税费后的净额；

✓ 2、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所造成的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报废、毁损而收到的保险赔偿收入；

◼ 注意：

如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为负数，在“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项目中反映。

◼ 公式：资产处置收益发生额



（四）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企业

流入、流出

◼ 定义：反映企业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所取得的现金减去子公司或其他营业单位

持有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以及相关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 附注披露格式：

◼ 注意：

✓ 1、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如为负数，则将该金额填列至“支付其他与

✓ 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中。

✓ 2、“其他营业单位”指独立核算的分公司，构成业务的资产组等。不包括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 3、此项目通常为合并层面使用，单体层面对于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对价计入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五）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企业

流入、流出

◼ 定义：反映企业除上述各项目外，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包括：

✓ 1、收回购买股票时支付的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

✓ 2、收回购买债券时支付的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

✓ 3、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为负数。



（六）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企业

流入、流出

◼ 定义：反映企业购买、建造固定资产，取得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如投资性房地产）

支付的现金。

◼ 包括：

✓ 1、购买机器设备所支付的现金（含进项税）；

✓ 2、建造工程支付的现金（含进项税）；

✓ 3、支付在建工程人员的工资等。

◼ 注意：

✓ 1、为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发生的借款利息资本化部分，在“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项目中反映；

✓ 2、融资租入固定资产所支付的租赁费，在“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中反映。

◼ 公式：固定资产原值增加额（不含在建工程转入）+在建工程增加额+无形资产原值增加额+

长期待摊费用原值增加额+长期资产相关进项税额+其他非流动资产增加额+其他应付款（长

期资产相关）期初-期末



（七）投资支付的现金

企业

流入、流出

◼ 定义：反映企业进行权益性投资和债权性投资所支付的现金，包括企业取得的除现金等价物以

外的交易性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等而支付的现金，以及支付的佣金、

手续费等交易费用。

◼ 包括：

✓ 1、债权性投资支付的现金；

✓ 2、股权性投资支付的现金；

◼ 注意：

企业购买股票和债券时，实际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或已到

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应在“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中反映；

◼ 公式：除现金等价物以外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债权投资、长期股权投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等

科目增加额+管理费用中的相关佣金、手续费等



（八）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企业

流入、流出

◼ 定义：反映企业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购买出价中以现金支付的部分，减去子公司

或其他营业单位持有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后的净额。

◼ 附注披露格式：

◼ 注意：

✓ 1、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如为负数，应在“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项目中反映。

✓ 2、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合并报表层面列报为“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不使

用“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项目。



（九）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企业

流入、流出

◼ 定义：

反映企业除上述各项目外，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包括：

✓ 1、收回购买股票时支付的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

✓ 2、收回购买债券时支付的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

✓ 3、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为负数。

✓ 4、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为负数。



三、筹资活动现金流量

企业

◼ 定义：指导致企业资本及债务规模和构成发生变化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主要项目：

➢ （一）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二）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 （三）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四）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 （五）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 （六）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一）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企业

流入、流出

◼ 定义：反映企业以发行股票等方式筹集资金实际收到的款项净额（发行收入减去支付的

佣金等发行费用后的净额）。

◼ IPO中介费如何列示？

◼ 注意：

以发行股票等方式筹集资金而由企业直接支付的审计、咨询等费用，在“支付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项目中反映

◼ 公式法：股本/实收资本增加额+资本公积/资本溢价增加额+子公司少数股东投资额

序号 项目 会计处理 现金流项目

1 股改阶段相关中介费 计入当期损益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 申报阶段相关中介费 冲减发行溢价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
发行阶段直接相关中介费（不含承销费） 冲减发行溢价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发行承销费 冲减发行溢价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减项

4
发行阶段广告费、路演及财经公关费、上市酒会费
等其他费用

计入当期损益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 定义：反映企业举借各种短期、长期借款而收到的现金，以及发行债券实际收到的款项净额

（发行收入减去直接支付的佣金等发行费用后的净额）。

◼ 注意：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有单独的项目列报，不在此项目。

◼ 公式法：短期、长期借款本金贷方发生额

（二）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流入、流出



（三）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企业

流入、流出

◼ 定义：反映企业除上述各项目外，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包括：

✓ 1、带利息的非经营性资金拆入；

✓ 2、票据到期后，原保证金解冻退回，收到退回的保证金。

◼ 公式法：其他货币资金/票据保证金贷方发生额+其他应付款贷方发生额分析填列



（四）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企业

流入、流出

◼ 定义：反映企业以现金偿还债务的本金。

◼ 包括：

✓ 1、归还金融企业的借款本金；

✓ 2、偿付企业到期的债券本金。

◼ 注意：

企业偿还的借款利息、债券利息，在“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项目中反映。

◼ 公式法：短期、长期借款+应付债券本金借方发生额



（五）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企业

流入、流出

◼ 定义：反映企业实际支付的现金股利、支付给其他投资单位的利润或用现金支付的借款利息、

债券利息。

◼ 包括：

（1）支付的现金股利（包括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

（2）现金支付的借款利息（无论是否资本化）；

（3）现金支付的债券利息（无论是否资本化）；

◼ 公式法：应付股利借方发生额+财务费用/利息支出-票据、保理贴现利息支出+在建工程资本

化利息+应付借款、债券利息（期初-期末）



（六）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企业

流入、流出

◼ 定义：反映企业除上述各项目外，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包括：

✓ 1、以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筹集资金而由企业直接支付的审计、咨询等费用；

✓ 2、融资租赁各期支付的现金；

✓ 3、以分期付款方式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各期支付的现金等；

✓ 4、子公司减资支付给少数股东的现金；

✓ 5、票据到期后，原保证金解冻退回，支付的保证金；

✓ 6、银行借款保证金；

✓ 7、偿还租赁负债本金和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 8、与（7）租赁相关的预付租金、租赁保证金。

◼ 公式法：比较复杂，根据所涉及的相关科目（其他流动/非流动资产、长期应付款、租赁负债、

其他货币资金/票据保证金、其他应收款等）分析填列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企业

◼ 定义：企业外币现金流量及境外子公司的现金流量折算成记账本位币时，所采用的是现金流

量发生日的汇率或即期汇率近似的汇率，而现金流量表“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项目

中外币现金净增加额是按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这两者的差额即为汇率变动对现金

的影响。

◼ 注意：

✓ 1、不能直接填列财务费用中的汇兑损益金额。

✓ 2、此项目只填列外币现金和现金等价物产生的汇兑损益（如外币银行存款汇兑损益）；

✓ 3、非外币现金和现金等价物产生的汇兑损益，按照产生汇兑损益的项目用途，将其归入相

应的现金流量项目，例如来源于应收账款的汇兑损益调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来源于应付账款的汇兑损益调整“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 公式法：财务费用/汇兑损益的对方科目是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附表的编制方法

企业

◼ 定义：指以净利润为起算点，调整不涉及现金的收入、费用、营业外收支等有关项

目，剔除投资活动、筹资活动对现金流量的影响，据此计算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也称“间接法”

◼ 为什么编了主表还要编附表？

直接法直观地体现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净利润之间的关系。财务报表的使用者在看到

这张报表时，对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净利润之间的差异，无法有一个直观的概念。

为什么一个企业净利润很高，但却没有钱花？间接法，能够直观地反映其中的联系，

有助于报表使用者对净利润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进行分析，以提高会计报表的使用质

量。



附表的编制逻辑

企业

经营活
动现金
净流量

净利润

+/-

实际没有现金收支但影响净利润的项目

+/-

不属于经营活动（投资、筹资）的损益

+/-

影响现金流但不影响净利润的项目



补充资料
净利润

加：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使用权资产摊销

无形资产摊销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实际没有现
金收支但影
响净利润的

项目

不属于经营
活动的（投
资、筹资）
的损益

影响现金流但不
影响净利润的项

目

附表的编制方法



补充资料 对应报表/附注项目

净利润 【利润表】净利润

加：资产减值准备 【利润表】信用减值损失+资产减值损失（报表相反数）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
物资产折旧

【附注】固定资产折旧计提数+投资性房地产摊销数+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计提数

使用权资产摊销 【附注】使用权资产折旧计提数

无形资产摊销 【附注】无形资产摊销数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附注】长期待摊费用摊销数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利润表】资产处置收益发生额（报表相反数）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附注】营业外收支/固定资产处置利得/损失净额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号填列）【利润表】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报表相反数）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附注】"财务费用/利息支出"-"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利润表】投资收益（报表相反数）

附表的编制方法



补充资料 对应报表/附注项目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
列）

【资产负债表】递延所得税资产期初-期末（剔除对应其他综合收益，如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三无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所得税影响）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
列）

【资产负债表】递延所得税负债期末-期初（剔除对应其他综合收益及商誉，如其他
权益工具投资/三无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所得税影响，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评估增值
所得税初始确认影响）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资产负债表】存货余额期初-期末—存货跌价准备当期转销金额（非经营性领用存
货应剔除，如在建工程领用）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
填列）

【资产负债表】经营性应收项目余额期初-期末（一般为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
款项、其他应收款、其他流动资产等科目中与经营活动有关的部分）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
填列）

【资产负债表】经营性应付项目期末-期初（一般包括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合同负
债、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其他应付款、其他流动负债、递延收益等科目中与
经营活动有关的部分）

其他 常见的：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计提专项储备等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附表的编制方法



Part3

合并现金流量表的编制

方法



合并现金流量的编制过程

单体现金
流量表A

单体现金
流量表B

C、D、E、
F…

汇总
抵消
分录

合并现
金流量
表

提示：一定要站在集团角度考虑抵消后的结果是否正确。



（一）内部投资增加的合并抵销处理

企业

流入、流出

示例：

假设A公司拥有B公司80%股权，能够控制B公司。A公司2022年6月1日向B

公司增资1,000万元，合并抵消分录：

借：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1,000

贷：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000



企业

流入、流出

（二）内部取得投资收益的合并抵销处理

示例：

假设A公司拥有B公司80%股权，能够控制B公司。B公司2022年6月1日向A

公司分派现金股利500万元，合并抵消分录：

借：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500

贷：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500



（三）内部以现金结算债权与债务的合并抵销处理

企业

流入、流出

示例：

假设A公司拥有B公司80%股权，能够控制B公司。A公司2022年收到B公司归还

往来款500万元。合并抵销分录：

借：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00

贷：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00



（四）内部销售商品的合并抵销处理

企业

流入、流出

示例：

假设A公司拥有B公司80%股权，能够控制B公司。A公司2022年向B公司销售商

品的价款3,600万元中实际收到B公司支付的银行存款2,600万元，B公司2022年

向A公司销售商品1,000万元的价款全部收到（A公司购买该产品作为管理用固定

资产使用）。合并抵销分录：

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6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1,000

贷：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600



(五)内部处置固定资产的合并抵销处理

企业

流入、流出

示例：

假设A公司拥有B公司80%股权，能够控制B公司。A公司2022年向B公司出售固

定资产的价款120万元全部收到（B公司也作为固定资产使用）。

合并抵销分录：

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20

贷：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到的现金 120



（六）取得子公司股权当年的合并抵销处理

企业

示例：

A公司在购买日(2022年1月1日)支付银行存款3,000万元购得C公司80%的股份，

从而取得对C公司的控制权，使C公司成为其子公司。在该日，C公司实际持有货

币资金300万元，在编制合并现金流量表时，抵销分录：

借：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000

贷：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2,700

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300



（七）出售子公司股权当年的合并抵销处理

企业

示例：

A公司2022年1月1日处置子公司D收到现金900万元，处置时该子公司现金余额

为500万元，在编制合并现金流量表时，抵销分录：

借：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400

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500

贷：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900



Part4

实务问题分析



1、现金流量表的行次可以出现负数吗？
项 目 是否可以出现负数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N

收到的税费返还 N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N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N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N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N

支付的各项税费 N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N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N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Y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N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N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N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
净额

N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N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N

项 目 是否可以出现负数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N

投资支付的现金 N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N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N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N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Y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N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N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N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N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N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N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N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N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N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Y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Y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Y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N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N



2、保函保证金的现金流量表列示

存入时

解冻收回时

保函保
证金

支付的与其他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与票据保证金不同，企业向银行申请开立履约保函并不是为了融资，也不会导致

“企业资本及债务规模和构成发生变化”。



3、房地产企业预售监管资金是否属于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企业

政府设置“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制度的主要目的是“确保项目剩余工程顺

利完工”，因此是一项保护性、合规性的措施；同时，在“用于项目工程有关建

设”这一较大的范围内，企业对如何使用这部分资金仍有较大的自主支配权，因

此，预售监管资金虽然在法规上限制了使用方向和用途，但与被质押冻结等设置

了他项权利，从而导致企业对其使用权完全受到限制的资金不同，仍属于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的范畴。但是，在财务报表附注的“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中，应将

这部分预售资金作为“其中：母公司或集团内子公司使用受限制的现金和现金等

价物”予以披露。



4、定期存单的质押与解除质押业务

不能随时
支取（投
资目的）

可以随时
支取（非
投资）

定期存
单质押

不属于现
金及现金
等价物

质押与解
除不影响
现金流

属于现金
及现金等
价物

经营活动
现金流

金融行业
质押借款

一般非金
融企业质
押借款

筹资活动
现金流



5、关联方之间资金拆借

企业

对于关联方之间的资金拆借在借入、借出双方各自现金流量表上的列报方式

问题，在实务中没有统一的做法，可能作为投资或筹资活动，也可能作为经营活

动。

在未签订借款协议，借款期限事先不确定，拆出和归还交易发生频繁且涉及

金额较大，且不带利息的情况下，更接近于作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反之，借出

一方更接近于作为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借入一方更接近于作为筹资活动的现金

流量。



6、研究开发支出相关现金流量

企业

首先需要对相关研究开发项目所处阶段以及符合资本化条件进行详细的分析

判断。

在明确研究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是应当费用化还是资本化之后，对于对应于

费用化研究开发支出的现金流量，应列报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对于对应于资

本化开发支出的现金流量，应列报为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



7、外币现金流量表的折算

主表的
折算汇
率

采用现金流量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或按照
系统合理的方法确定的、与现金流量发
生日即期汇率近似的汇率（实务中通常

采用全年平均汇率）

各流入流出项目（三大
类项目）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期初
余额、期末余额

分别按照期初、期末时点的即期汇率折
算，即资产负债表日汇率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期末余额减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期初余额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与三大类项目折算后净额之间的差额



7、外币现金流量表的折算

附表的
折算汇
率

直接按照折算后利润表上的
相应金额填列

与利润表及其附注有直接对应关系的项目，
如“净利润”、“资产减值损失”、“投
资收益”、“固定资产报废损失”、“处
置非流动资产损失”、“财务费用”、
“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等

“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减少”+“递延所

得税负债的增加”

【附注】 “所得税费用” 中的
“递延所得税费用”

属于通过资产、负债的年初和年末余额
相减确定的项目，如存货的减少、经营
性应收项目的减少、经营性应付项目的
增加等

按照折算后的资产负债表上
的年初、年末数为基础计算
确定



8、银行承兑汇票背书方式支付货款

企业

◼ 1、银行承兑汇票（即使期限在三个月内）不属于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 2、鉴于银行承兑汇票不属于现金等价物，故以银行承兑汇票背书方式支付货

款，对现金流量表正表（无论是筹资活动还是经营活动）不产生影响。但是，

基于充分披露相关信息的原则，如果票据背书结算涉及的金额较大的，企业可

在财务报表附注中补充披露本期内以票据背书方式结算的采购款的累计金额。



9、应收票据贴现、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不管是否
能够终止
确认

应收票据贴
现、应收账
款保理利息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

现金

“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减项

能够终止
确认

不能终止
确认

贴现款净额作为
“借款收到的现

金”

贴现款净额作
为“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



10、母公司购买少数股权支付的现金对价，以及在不丧失控
制权的前提下部分处置子公司股权收到的现金对价

母公司个别现金
流量表

在不丧失控制权
的前提下部分处
置子公司股权而
从少数股东处收

到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母公司个别现金

流量表

合并现金流量表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少数股权而支付
给少数股东的现

金对价

合并现金流量表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1-1、净额法确认收入，现金流是否按净额列报？

企业

◼ 收入采用总额法/净额法核算的判断依据是“企业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

制权”；而现金流量表能否按净额列报，依据为是否属于现金流量表准则所规定的情形（代客

户收取或支付的现金；周转快、金额大、期限短项目的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金融企业的有关

项目），两者的背后逻辑并不相同。因此，收入采用净额法核算，而现金流量表中按总额列报

现金流量的情况，在实务中并不少见。

◼ 应当关注企业在收取客户款项后，是否在很短时间内即转付给上游供应商，因而在本企业银行

账户内停留的时间很短，从而本企业无法将这部分暂收款用于自身经营活动周转。如果满足该

条件的，现金流量可按净额法列报；不满足该条件的，则仍应分别列报流入和流出，但对于收

款金额中除本企业佣金收入以外的其余部分，应由“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购

买商品、接收劳务支付的现金”调整至“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支付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2、净额法确认收入，现金流是否按净额列报？

企业

示例：

假设A公司2022年开展大宗商品贸易业务，采用净额法确认收入，贸易业务总额10亿元，毛利率

为1%，销售款已全部收到，采购款已全部支付。

情形1：A公司收到客户货款后当天支付供应商相应的采购款；

情形2：A公司收到客户货款三个月后支付供应商相应的采购款。

现金流列报：

情形1：“周转快、金额大、期限短”，满足净额法列报条件，现金流量可按净额法列报为：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10亿*1%=1000万；

情形2：不满足净额法列报条件，现金流量列报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 10亿

*1%=1,000万，“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 10亿*99%=9.9亿，“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 10亿*99%=9.9亿。



12、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业务相关现金流量进行列示？

企业

财政部会计司现金流量表准则实施问答：企业收到或缴回留抵退税款项产生的现

金流量，属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应将收到的留抵退税款项有关现金流量

在“收到的税费返还”项目列示，将缴回并继续按规定抵扣进项税额的留抵退税

款项有关现金流量在“支付的各项税费”项目列示。



Part5

现金流量表的审计



审计方法

企业

➢ 重新编制

基础薄弱

不会编制现金流量表

➢ 分析复核

核算相对规范

通常已启用现金流量辅助核算



◆ 1、获取或编制现金流量表基础资料

◆ 2、审查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界定是否符合规定，界定范围在前后会计期间是否保持一致

◆ 3、审查现金流量表编制方法是否正确（了解编制方法，检查编制过程、合并现金流、特殊事

项等）；

◆ 4、对现金流量表进行分析复核：

✓ 检查【主表】和【附表】之“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是否一致；

✓ 检查【主表】和【附表】之“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是否一致;

✓ 检查附表之货币资金期末、期初余额和资产负债表的勾稽是否一致;

✓ 检查是否存在金额异常的现金流量表项目，并进行追查;

◆ 5、检查现金流量表附注中不涉及现金收支的投资和筹资活动各项目金额是否正确、合理、完

整

◆ 6、验明现金流量表各项目的披露是否恰当。

审计程序



勾稽关系复核举例-某上市公司

1、 检查【主表】和【附表】之“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是否一致

勾稽关系核对：

【主表】和【附表】

之“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净增加额”勾

稽一致。



勾稽关系复核举例- 某上市公司

2、检查【主表】和【附表】之“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是否一致

勾稽关系核对：

【主表】和【附

表】之“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勾稽

一致。



勾稽关系复核举例- 某上市公司

3、检查附表之货币资金期末、期初余额和资产负债表的勾稽是否一致：【主表】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资产负债表】货币资金-【附注】受限的货币资金+现金等价物

勾稽关系核对：

【主表】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137,569,392.48 元=【资产负

债表】货币资金期末余额

137,629,392.48 元-【附注】

受限的货币资金60,000.00元

，勾稽一致。



勾稽关系见《Part2现金流量表的编制方法》各项目的公式，这里不再详细介

绍。

勾稽关系复核

4、检查主表、附表和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附注的勾稽是否一致



勾稽关系复核举例- 某上市公司

5-1、【附注】现金流量表项目-【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之“政府补助”-方法1

勾稽关系：

【现金流-收到政府补助】

与【附注】政府补助项目发

生额勾稽一致。



勾稽关系复核举例- 某上市公司

5-2、【附注】现金流量表项目-【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之“政府补助”-方法2

勾稽关系：

【现金流-收到政府补助】9,372,027.98=

递延收益/政府补助增加2,974,900.00

+其他收益/政府补助9,650,616.21 

+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304,108.85

-递延收益/政府补助减少3,557,597.08

勾稽一致



勾稽关系复核举例- 某上市公司

6、【附注】现金流量表项目-【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之“利息收入”

勾稽关系核对：

【现金流-利息收入】与【附

注-财务费用/利息收入】勾稽

一致。



勾稽关系复核举例- 某上市公司

7-1、【附注】现金流量表项目-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之“期间费用”

勾稽关系：

【支付期间费用】=【扣除特殊事项的（销售费用 + 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财务费用/手

续费】+【预付账款/期间费用（期末-期初）】+【其他应付款/未付期间费用（期初-期末）】

特殊事项包括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项目（如折旧摊销、股份支付）、不属于“支付的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现金”的项目（如职工薪酬、材料领用）等



勾稽关系复核举例- 某上市公司

7-2、【附注】现金流量表项目-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之“期间费用”



勾稽关系复核举例- 某上市公司

7-2、【附注】现金流量表项目-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之“期间费用”

勾稽关系核对：

【销售费用】70,717,212.18+【管理费用】16,656,365.58 

+【研发费用】2,125,901.04 +【财务费用】245,968.76+ 

+【预付账款/期间费用（期末-期初）】（1,238,745.00

-530,000.00）+【其他应付款/未付期间费用（期初-期

末）】 0=90,454,192.56元。报告披露金额70,749,912.16

元，差异1,900多万，主要系通过票据背书方式支付期间费

用，该部分没有现金流。



勾稽关系复核举例- 某上市公司

8-1、【附注】现金流量表项目-【收到/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之“经营性往来及其他”

勾稽关系：
【往来款及其他支付净额】=【支付的往来款及其他】-【收

到的往来款及其他】=【其他应收款/往来款及其他（期末-期

初）】 +【其他应付款/往来款及其他（期初-期末）】 +付现

【营业外支出/经营活动相关】-收现【营业外收入/经营活动

相关】等

思考：往来款
及其他包括什

么？

提示：除了单列（政府补助、利息

收入、期间费用等）外的其他计入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和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的项目。

一般包括：押金保证金、往来款、

备用金、租金收入、营业外收支中

的收付现项目(如滞纳金、罚款收

支、捐赠支出等)。



勾稽关系复核举例- 某上市公司

8-2、【附注】现金流量表项目-【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之“经营性往来及其他”



勾稽关系复核举例- 某上市公司

8-2、【附注】现金流量表项目-【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之“经营性往来及其他”

勾稽关系核对：

【现金流-支付的往来款及其他】- 【现金流-收到的往来款及其他】=2,138,776.51-2,128,922.65 =

9,853.86元；

【其他应收款/押金及保证金、往来款及其他（期末-期初）】（4,706,808.57-4,486,128.24) +【其他应

付款/押金及保证、往来款及其他（期初-期末）】（ 1,700,756.68 -3,269,034.86） +付现【营业外支出】

817,894.64-收现【营业外收入】 0 = -529,703.21 元。

勾稽基本一致。



生命不息，学习不停，奋斗不止！

刘伟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230号万菱国际中心28层

电话：15986339397

邮箱：liuwei@fjhxcp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