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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航运市场处于运力过剩状态，这是由于大

量新造船的投入使用和受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殃及所致。

这种状况下，航运市场表现为买方市场，供求关系严重不

平衡。航运企业为了吸引更多的货主，提高竞争力，扩大

市场占有率，往往运用“赊销”的营销策略，导致企业应收

账款的增加。从财务会计角度来看，应收账款反映企业现

金流量情况，最终影响到企业价值。企业经营的目的是追

求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因此，应收账款在企业生产经营管

理中需予以高度重视。为此，本文结合中海集团控股子公

司的案例分析，并通过对航运企业财务风险的分析来探

讨航运企业应收账款的管理。

一、航运企业应收账款结算模式

航运企业经营范围有内河、沿海、远洋客货运输、船

舶制造、修理、租赁、货运代理、船舶代理和其他船舶管理

服务及海员劳务等。航运企业的生产、销售与消费同时进

行，并且其运费和装卸费等其他费用有起收、到收和代收

等多种形式。会计准则规定运输业务只有在航次完成后

才能确认收入，因此对于起收的款项要通过“预收账款”

入账，企业在不设“预收账款”科目时可通过“应收账款”

反映。在航次完成后企业应收而未收到的款项则通过“应

收账款”确认，在到收和代收的收款方式下更可能出现应

收账款，而不能收回的应收票据也要转入此账户。

航运企业应收账款来源按服务对象来划分有内部客

户（即关联方企业）和外部客户，外部客户中外贸企业占

多数，还包括其他国内外航运公司。对外部客户资信的评

价是企业决定是否提供服务的先决条件。大多数企业内

部控制中都有一套完整的信用风险控制制度，但这其中

不免因一些不可消除原因或人为因素使得企业不得以承

受信用风险，使得信用风险成为应收账款管理过程中的

主要风险。由于航运企业从事的大多是与国际运输相关

的业务，这使得航运企业应收账款的结算大多是用外币

进行的。在当今全球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汇率的波动成

为影响跨国企业财务状况的主要因素，所以汇率风险也

是影响航运企业应收账款的另一重要因素。航运企业对

于其内部关联方应收账款的结算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关联方之间应收账款产生的原因，是否需要对该部分应

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等问题在应收账款的管理过程中都

需要认真考虑，尽可能消除该部分产生的关联方风险，以

免给企业带来不利的经济后果。

下面，本文就三个方面的财务风险进行分析并给出

管理对策，促使航运企业应收账款的管理更完善。

二、航运企业应收账款管理中的财务风险

1. 信用风险。信用风险又称违约风险，是指交易对手
未能履行约定契约中的义务而造成经济损失的风险，即

受信人不能履行还本付息的责任，而使授信人的预期收

益与实际收益发生偏离的可能性，它是金融风险的主要

类型，是影响航运企业应收账款的一个主要风险因素。应

收账款是企业基于客户信用的一种销售方式，企业在决

定是否予以赊销前，需要对客户的信用进行评价，以降低

到期不能收回款项的风险。一般情况下，航运企业的服务

对象具有一定的固定性，在一定时期内几乎是保持不变

的，企业内部控制系统中保留有这些客户的资信档案。所

以很多时候企业为了节约成本和人力资本，在提供新服

务时，不再对这些老客户的信用情况进行重新评估，一旦

客户故意隐瞒自己财务困难，必然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

损失。由于航运企业对境外服务对象进行信用评价可能

会存在一定的困难，一方面由于境外公司的运营环境与

国内不同，面临的风险也会不同，如果国内航运企业不是

很了解国外市场或及时获取外部信息，可能无法有效估

计境外服务公司的运营状况；另一方面，境外公司刻意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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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收账款是航运企业流动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企业价值的重要因素。对应收账款进行研究，

可以了解航运企业实际的现金流量状况和营运状况，并根据这些状况的分析来改进对应收账款的管理。本文主要基

于三个财务风险，即信用风险、汇率风险和关联方交易风险对应收账款的影响，探讨应收账款的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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瞒或阻碍对其信息的获取，或其本身财务报表就存在重

大虚假列报，这就使得企业不能准确确定其信用水平，使

得航运企业的信用风险加大。

即使有严格的信用风险控制制度，企业内部人员对

利益的欲望仍会亵渎制度的权威，对高业绩的追求会使

市场部人员为了开拓市场，缺少对客户的了解就采用“赊

销”的营销方式，使得报表上的应收账款余额不断增加，

超出预计的金额。如果这些客户经营状况出现恶化，导致

在信用期到期前无法偿还债务，或因特殊原因不能偿还

债务，会给企业造成大量呆账、坏账损失，最终会给企业

带来一连串不良的财务后果。从财务角度来看，应收账款

占用的这部分资金一方面会影响企业流通资金的周转，

延长企业营业周期，影响其再投资资金的增值，另一方面

会增加企业机会成本，减少企业本来可能获得的收益。应

收账款增加必然使得计提坏账准备额增多，降低企业当

期净利润。因此，应收账款的存在使得现金流入减少，不

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企业需要采取措施来降低信用风

险的影响，督促应收账款尽早收回。

2. 汇率风险。汇率风险是指经济主体在持有或运用
外汇的经济活动中，因汇率变动而蒙受经济损失的可能

性。航运企业对外提供服务时，一般使用外币进行结算，

因此汇率波动会影响报表上应收账款的价值。企业应收

账款收回的时间越长，受汇率波动的影响就越大。一般企

业在使用外币进行结算时使用的是外币统账制，即在交

易发生时，在交易日即将外币转化为以本位币确认应记

录的金额，然后在资产负债表日和结算日根据即期汇率

进行调整。汇率变动不仅会影响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而

且还会影响计提的坏账准备。当汇率上升时，人民币贬

值，需调整增加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但增加应收账款的

同时，计提的坏账准备也增加，资产减值损失也增加，自

然会减少当期的净收益；当汇率下降时，则会发生相反的

变化。所以在汇率波动时，需要整体考虑净收益的变化，

才能权衡汇率风险对企业的影响。

除此之外，汇率波动必然会带动进出口情况的变化，

这又给航运企业拓展业务量提供机会，又有可能增加企

业的应收账款款项。这样不断循环往复，会扩大汇率风险

对应收账款的影响，使应收账款数额不断增加。所以航运

企业需要将应收账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并采取可

行措施控制汇率变化对企业的影响。

3. 关联方交易风险。关联方交易是指在关联方之间
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而不论是否收取价款。以中海集

团为例，其报表中列报的关联方交易有采购商品、接受劳

务、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关联方担保、关联租赁以及关联

金融服务。关联方应收账款包括在关联金融服务之中。在

实际操作中，关联方应收账款的产生本身就存在很多疑

问，可能是内部利润的转移，用来弥补关联企业的亏损；

也可能是为资产重组做准备，所以关联方交易也会给应

收账款造成风险。2013年中海集团年报中披露的应收账
款欠款前 5名中第一、第二都是关联方，其中中海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欠款 163 593 459.21元，中国海运（韩国）株式
会社欠款 142 658 140.91元，而总应收账款才有 486 883
499.24元，两者之和就占了 63%。而中海集团年报附注中
还明确披露“本公司应收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关联公司的款项，由于这部分应收款项信

用风险较低，本公司不对其计提坏账准备”。这种关联方

交易产生的应收账款多而不计提坏账准备，可能会虚增

企业利润和应收账款的实际价值，从长远来看会影响企

业价值，甚至会增加企业破产清算的风险。

企业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价值较期初降低很多时，在

应收账款管理过程中也是需要思考的重点，需要考虑降

低的原因，是款项的收回，是债务重组，还是资产重组等

原因。如果这些原因与其他关联方有关时，则要考虑是否

存在关联方风险。比如暂时性的资产重组，帮助企业减少

计提坏账准备，虚增利润。现实社会中，因关联方交易导

致的并购案时常发生，所以为了长远发展，航运企业在应

收账款的管理过程中对与关联方相关风险的识别是必不

可少的，目前应收账款管理体系中对这部分风险的管理

还不到位，仍需要不断改进和加强。

三、风险防范对策

1. 建立严格的企业内部信用风险防范制度，并使用
一些应收账款融资方法转移应收账款的信用风险。企业

应建立动态的客户信息评估系统，设立独立的客户资信

管理部门，深入了解跟踪客户的经营情况，及时补充更新

客户档案。对于是否先提供服务后收费，不能只有市场部

门决定，而应该与其他部门如运输部门进行协商，并报上

级管理部门批准，形成内部牵制机制。另外，对于应收账

款的管理需要与企业的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相联系。各

项应收账款业务都要与相关责任人员的绩效相联系，不

能只看营业收入情况，而要从企业的现金流入情况着手

评价业绩完成情况，并给予相应的奖励或惩罚。

企业可以使用的应收账款信用风险转移方法有抵押

贷款、应收账款出售、应收账款证券化以及债务重组等。

①抵押贷款是一种附索赔权的抵押方式，即企业以应收
账款作为担保物从银行借入资金后，如果到期应收账款

未收回或收回金额小于贷款金额时，银行有权向企业索

赔剩余款项。②应收账款出售是指将应收账款出售给银
行或其他信托公司，以转移相应风险，银行或其他信托公

司不附有索偿权。③应收账款证券化在该融资计划的成
本低于企业持有应收账款成本时才具有可行性，它是把

具有预期未来稳定现金流量的应收账款转变为可以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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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市场上销售和流通的证券。④债务重组是债务人财务
困难时，将本企业的资产、股权等转移到债权人名下，抵

减应收账款。通过应收账款进行融资，能有效规避应收账

款导致的呆账、坏账风险，加快资金的运转速度。

2. 利用金融衍生工具防范汇率风险对应收账款的影
响。从上述分析可看出，不管汇率是上调还是下调都会对

企业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认为，通过对金融衍生工具的

使用可以弱化汇率风险的影响。主要使用的金融工具有

远期结售汇业务、货币互换以及外汇期权期货交易等。

①远期结售汇业务是指外贸企业根据交易日的远期汇
率，与外币经纪银行签订一项远期结售汇合约，进行套期

保值。无论汇率怎样变化，外币应收账款都会产生抵销效

应，即在一方为汇兑损失，另一方则为汇兑收益，数值相

等时，可以完全抵销，从而使得企业收益不受汇率变动的

影响。②货币互换是指交易双方交换相同期限、相同金额
的不同货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利息支付义务的一种预

约损失。互换损益一般是发生在互换交易日和协议到期

日，并通过财务费用账户确认，结算时，互换损益总体不

会对企业产生很大影响。由于金融衍生工具本身就具有

风险，所以在利用该工具规避汇率风险的同时，还要防范

金融衍生品可能会带来的风险。

3. 规范关联方交易。对于关联方交易，企业应事先规
定关联方交易应收账款金额，在日常交易过程中，严格将

应收账款金额控制在规定范围内。对于关联方交易产生

的应收账款，企业应同等对待，按会计制度规定计提坏账

准备。关联方企业也应该纳入企业信用评估系统中，定期对

其信用进行评价。对于关联方交易的动机，债权企业也应

该在提供服务之前考虑清楚，估计这一行为可能带来的

风险。必要时企业需要建立独立的关联方交易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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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 户 盗 窃 ”剖 析

赵德刚（副教授）

（湖北警官学院法律系 武汉 430035）

【摘要】《刑法修正案（八）》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等三种行为新增为刑法第264条盗窃罪的基本

罪状，从原来的“定性加定量”单一模式转变为“定性加定量”与“定性不定量”并举的双重模式。《刑法修正案（八）》

施行以来，各地司法机纷纷转变办案模式，将“入户盗窃”行为一律入刑，这引发了学界和实务部门的极大争议。司

法实践中对如何认定“入户盗窃”，如何认定“入户盗窃”既遂形态的类型、如何认定“入户盗窃”的未遂等问题存在

诸多的分歧。本文拟从“户”的含义着手，对这几个问题进行探讨，以期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关键词】入户盗窃 犯罪既遂 犯罪未遂

2011年 2月 25日，第 1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 19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修
正案（八）］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等三种行

为新增为刑法第 264条盗窃罪的基本罪状，将原来的“定
性加定量”单一模式过渡为“定性加定量”与“定性不定

量”并举的双重模式。修正案（八）施行以来，各地司法机

关纷纷转变办案模式，将“入户盗窃”行为一律入刑。司法

实践中对如何认定“入户盗窃”、如何认定“入户盗窃”既

遂形态的类型、如何认定“入户盗窃”的未遂等问题存在

诸多的分歧。本文拟从“户”的含义着手，对这几个问题进

行探讨，以期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一、“入户盗窃”的含义

（一）“户”的含义

关于“户”的含义，《辞海》是这样解释的：“本为单扇

的门，引申为出入口的通称，如门户、窗户。也指虫鸟的巢

穴”、“人家”。《现代汉语词典》对“户”解释：“门，人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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