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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预收账款业务会计核算的改进》的商榷

荣树新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工程系 长沙 410151）

《财会月刊》2013年第11期发表了熊娇等的《预收账款业

务会计核算的改进》一文（简称“熊文”），文中有两个问题值

得商榷。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名称有误

熊文中提到，资产负债表中有“预收账款”、“预付账款”、

“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四个项目，其实名称有误。仔细阅读

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中的资产负债表，可

以发现，“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科目（账户）在资产负债表

中有名称完全一致的对应项目——“应收账款”和“应付账

款”项目；而“预收账款”和“预付账款”科目（账户）在资产负

债表中并没有名称完全一致的对应项目，其对应的项目名称

分别是“预收款项”和“预付款项”。

细微差异往往被忽视，熊文也不例外。至于存在差异的

原因，笔者认为可能是报表项目的名称更具广泛性和科学包

含性。

二、账务处理的改进建议不可取

熊文认为，传统预收账款业务会计核算中，企业在预收

货款、发出商品和收回剩余货款时均使用“预收账款”账户，

使得预收账款明细账或总账余额可能为借方，从而产生了预

收账款总账期末不能真实反映实有预收账款的总体情况、

“预收账款”账户与经济业务真实内容相悖等一系列问题。文

章对此提出改进建议：①预收货款时，借：银行存款，贷：预收

账款；②发出商品确认收入时，先冲预收账款，差额计入应收

账款，即：借：预收账款，应收账款；贷：主营业务收入，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③以后收回剩余货款时，借：

银行存款；贷：应收账款。

笔者认为，这种处理方法极不可取。因为熊文的“改进建

议”造成与一个单位的往来用了两个往来账户，这样做会出

现“乱账”，易造成往来结算错误，给查账和资金管理造成不便。

为了说明问题，在熊文例1的基础上略有修改：省略收回

剩余货款业务，增加继续预收货款业务。则应做如下会计分

录：①甲公司（会计主体）2011年 4月 10日预收乙公司货款

时，借：银行存款 2 000；贷：预收账款——乙公司 2 000。②甲

公司 2011年 4月 20日向乙公司发出商品确认收入时，借：预

收账款——乙公司2 000，应收账款——乙公司21 400；贷：主

营业务收入 2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 400。③假设后续甲公司 2011年 6月 30日预收乙公司货款

25 000元，使用“预收账款”账户，借：银行存款 25 000；贷：预

收账款——乙公司25 000。

这里甲公司与乙公司的往来业务核算使用了两个往来

账户——“预收账款（乙公司）”和“应收账款（乙公司）”，因此

如果6月底甲公司要查询是乙公司欠甲公司款项还是甲公司

欠乙公司款项，以及欠多少，就需要将“预收账款（乙公司）”、

“应收账款（乙公司）”两个账户余额抵减计算后才知道，如果

忽略其中任何一个账户的余额，结果都会出错。

本例中，“应收账款——乙公司”账户借方余额 21 400

元，“预收账款——乙公司”账户为贷方余额 25 000元，抵减

后是甲公司欠乙公司3 600元。如果忽略“应收账款——乙公

司”账户余额（借方余额21 400元），只剩“预收账款——乙公

司”账户贷方余额25 000元，甲公司可能会向乙公司发货25 000

元，造成乙公司占用本公司资金 21 400元，还有可能形成坏

账；如果忽略“预收账款——乙公司”账户贷方余额 25 000

元，只剩“应收账款——乙公司”账户借方余额 21 400元，甲

公司发现乙公司尚欠本公司21 400元款项，可能不会向乙公

司发货，从而影响本公司经营业绩。可见，与一个单位的往来

业务使用两个往来账户进行核算会给会计工作带来麻烦。

实务工作中，与一个单位往来应当只用一个往来账户核

算，至于用哪个往来账户，取决于与该单位往来业务最先使

用的那个往来账户。如乙公司是甲公司的客户（购货方），甲

公司与乙公司的往来既可以使用“预收账款”账户，也可以使

用“应收账款”账户，究竟使用哪个往来账户，要看与乙公司

的往来最先用的是哪个账户。如与乙公司的往来最先是用

【摘要】本文主要通过举例说明与购货方的往来使用多个账户核算的弊端。为简化核算、减少结算差错，笔者认为与购

货方的往来核算只能使用“预收账款”或“应收账款”一个往来账户，即在二者中选择最先使用的那个往来账户。与供货方的

往来核算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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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收账款”账户，那么以后与乙公司的往来业务就一直使

用“预收账款”账户（即使是向乙公司赊销）进行核算；如与乙

公司的往来最先使用的是“应收账款”账户，那么以后与乙公

司的往来就一直使用应收账款账户（即使是预收乙公司账

款）。

依上例，甲公司应当做如下会计分录：2011年 4月 10日

预收货款时，借：银行存款 2 000；贷：预收账款——乙公司

2 000。甲公司 2011年 4月 20日向乙公司发出商品确认收入

时，借：预收账款——乙公司 23 400；贷：主营业务收入

2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 400。甲公司

2011年 6月 30日预收乙公司货款 25 000元，借：银行存款 25

000；贷：预收账款——乙公司25 000。登账后非常清楚，“预收

账款——乙公司”账户是贷方余额 3 600元——本公司欠乙

公司款项3 600元。

这样处理的理由是：①与一个单位的往来核算使用的账

户前后一致，简化核算。②虽然往来账户余额方向可能会出

现异常，但往来账户余额及方向足以说明“谁欠”、“欠谁”和

欠多少等问题。会计原理知识将结算类账户分为债权结算账

户、债务结算账户和债权债务结算账户三类。其中债权债务

结算账户是用于核算和监督企业与某单位之间发生的债权

债务往来结算业务的账户。债权债务结算账户的结构是：借

方登记债权的增加数和债务的减少数，贷方登记债务的增加

数和债权的减少数。这类账户的余额可能在借方，也可能在

贷方，借方余额表示期末债权大于债务数的差额，贷方余额

表示期末债务大于债权数的差额。如果要确认债权实有数和

债务实有数，根据总分类账户所属明细分类账户的余额方向

确认即可。明细分类账户是借方余额的，表示期末债权实有

数；明细分类账户是贷方余额的，表示期末债务实有数。当企

业不单独设置“预收账款”账户时，预收账款通过“应收账款”

账户核算。在这种情况下，“应收账款”账户同时核算销售产

品或提供劳务的应收款项和预收款项，“应收账款”账户便属

于债权债务结算账户（类似的还有“应付账款”、“预收账款”、

“预付账款”账户）。正因如此，就不存在熊文所称“预收账款

明细账或总账期末余额可能出现在借方，实质上属于资产，

与其账户性质（负债）相悖”的问题。③虽然增加资产负债表

填制的复杂性，但资产负债表四个项目（应收账款、预付款

项、应付账款、预收款项）的填列是有规律可循的，详见笔者

2011年发表在《财会月刊》第31期的《资产负债表往来项目和

“未分配利润”项目公式填制法》一文。

此外，熊文认为这样处理，“会计分录不能如实反映经济

业务的具体类型”，“‘预收账款’总账余额的真实性差，不能

反映期末实有预收账款的总体情况”，这两个问题无关紧要，

实务中更关注谁欠、欠谁、欠多少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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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月刊》2013年第 8期刊登了张马沙的《借贷记账法

记账规则的完整性探索》一文（以下简称“张文”），读后感觉

获益良多。张文不仅对我们在运用借贷记账法中的“先借后

贷”和“左借右贷”等“默认规则”提出了予以明确规定的建

议，而且对基础会计教材中的“多借多贷”的理论缺陷进行了

完善和改进。

但在实务工作中，还存在一种略显“另类”的记账规则，笔

者称其为“科目方向同，金额方向反”，即在对某项业务或事项

进行会计处理时，可能会出现会计科目的方向相同而金额方

向相反的会计分录。从根本上颠覆了“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

等”的“通用”记账规则，也使张文中的“不可有借无贷，也不可

有贷无借”成为一句完全不必要的规定。现笔者结合案例，对

这一“独特”的记账规则进行阐释。

最典型的案例当属收到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时的账务处

理。如A公司收到银行划入活期存款利息200元。先看企业发

生贷款利息支出的情况，一般的账务处理为：借：财务费用；

贷：银行存款。按照这样的处理思路，对于上例中的存款利息

收入，实务中通常的会计处理方法是：借：银行存款 200；贷：

财务费用200。这样处理并记账后，月末结转损益时，按“财务

费用”当月借、贷方发生额合计数的差额，借：本年利润；贷：财

务费用。

乍一看，这样处理倒也无可厚非，也不能说有多大的错

误。但是，利润表的“财务费用”项目是按该科目结转损益的金

额编制填列的，也就是按“本年利润”科目对应的“财务费用”

科目金额填列。而账面上“财务费用”的发生额不仅包括“本年

利润”科目对应的金额，还包括上述收到利息时“银行存款”科

目对应的金额。也就是说，会计报表的“财务费用”项目与账簿

中的“财务费用”科目金额不能对应相符。但如果将收到银行

存款利息的会计分录改为：借：银行存款 200；借：财务费用-

200，也就是做会计科目方向相同但记账金额的方向相反的会

计分录，上述问题即迎刃而解了。

再如，B公司上月销售某商品给甲企业并已收到货款（含

税，下同），因计算错误，多收甲企业货款2 340元。本月发现该

错误后，通过银行将多收的货款退回给甲企业。

本例中，B公司发现多收甲企业货款时，因为已对上月的

借贷记账法记账规则的完整性补充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黄国俊

——兼与张马沙商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