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声明：本专辑未经本人许可，请勿外传。

会计专辑

（2020-13）
本辑内容：

1.提醒:10 月财税四项注意

2.送给刚刚踏入这个行业的会计人员:3 远离、5 不要、6 务、10 提醒！

3.京东京豆、东券和京券的会计处理

4.业务招待费管控三板斧

5.恒大对赌的 1300 亿背后的会计分录

6.面临违法经办会计业务怎么办

7.为什么很多公司往来账核对不清楚?

8.“帐”在中式会计中的运用及演变

提醒:10 月财税四项注意
大鹏 / 2020-09-30 声明：本文由会说作者撰写，观点仅代表个人，不代表中国会

计视野。

【前言】 金秋十月，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连续八天的悠长假期，想想就让人激动。当

大家都在忙着规划假期生活时，财务部的会计人员却还在加班结账编表......本期大鹏说

说会计人员在 10 月需要注意的财税事项。

1、分析季度经营情况

完成九月份的结账工作，编好九月份的会计报表，大多数企业又将迎来每季度的重头

戏——季度经营情况分析。全年已经过去四分之三的时间，你所在的公司今年经营情况如

何？各项经营指标是否已随时间达成了相应的进度值？如何抓紧最后一个季度的时间，集

中企业的各种资源实现全年的经营目标？......这些，都需要咱们会计人员用数据提醒公

司老总，为高层进行决策提供有力的财务支持。

2、启动明年全面预算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进入金秋十月，在准备收获当年的硕果之时，大多数企业又

未雨绸缪，准备规划来年的目标，开始启动明年全面预算的编制工作。要确定明年的发展

战略和经营目标，需要运用 PEST 分析、SWOT 分析和波特五力模型等工具进行外部环境和内

部能力分析，看清企业面临的机会和威胁，熟知企业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抓住机遇，扬长

避短，让企业来年的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

3、清理债权夯实损益

不要等到年末结账时，才发现该收的钱还没要回来，不要等到债务方失联之后才知道

对方还欠我司很多钱。日常经营过程中，需要全面梳理债权，定期核对账目，及时催讨欠

款，尽可能避免呆账或坏账的发生，临近年末，正是讨债清欠的极好时机。如果在清理债

权的过程中发现有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时，需尽快按照审批程序报批并进行坏账核销

的账务处理，通过清理债权进一步夯实企业的损益。

4、自纠自查税收情况

第三季度结束，按季预缴企业所得税的企业又将面临一笔大额支出。2020 年国家出台

了诸多减税降费政策，对照自检，企业是否已及时足额享受？全年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了，

全年税收目标达成情况如何？除了日常的增值税和预缴的所得税，印花税、车船使用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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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税等不经常发生的税目，是否已按要求计缴？赶紧自纠自查，记住大鹏那句话“该缴

的税费，一分不少，该享的优惠，一项不落”。

除此以外，10 月份也将迎来财务界最为关注的 CPA 考试。证书不是万能的，但没有证

书是万万不能的。获得 CPA 证书是许多会计人员的不懈追求，虽然通过 CPA 考试不容易，

但我们还是要坚持努力，毕竟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在此预祝所有参考的会计

朋友们心想事成，学有所获！

10 月财税四项注意，你 Get 到了吗？

送给刚刚踏入这个行业的会计人员:3 远离、5不要、6务、10 提醒！
郝守勇 / 2020-09-19 声明：本文由会说作者撰写，观点仅代表个人，不代表中国

会计视野。

3 个远离

会计人员应尽快远离“忙，盲，茫”三个字！

一、财务人员不要一味地忙于会计核算

对于目前 85%的财务人员都是在从事核算会计，每个月的会计工作中 90%是属于重复以

前月份的工作，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现代的会计一定是业财融合型的会计！未来十年 85%

的会计人员可能失业，管理会计是未来会计发展的方向！

财务管理不是单纯的财务处理！

1、解决简单重复性问题，叫作处理;

2、解决技术性问题，叫作管理;

3、解决挑战性难题，叫作领导；

好多会计人员每天工作 10 个小时以上，每个月工作 28 天到 30 天都没有时间休息，＂

忙＂的没时间陪家人，没时间陪老公老婆，没时间陪小孩去公园，被企业的会计核算琐事

儿给梱住了，优秀的会计必须把自己从忙累的状态中轻松解放出来了！

二、财务人员不要一味地盲于学而不习

财务的学习=学+习；很多人听了很多会计课，忽视了“习”，结果是知道做到，就是

这个原因，而且一定要记住：会计的学习是一个持久永恒的过程：

1、核算会计-日常的财务处理；至少需要 6 年的时间；

2、管理会计-日常的财务管理；也是需要 6 年的时间；

3、战略会计-日常的挑战性、前瞻性、引领性；同样也需要 6 年的时间；

记住一句话：必须通过学习来不断提高财务足够强的专业能力！ 想让老板信任你，你

得表现出足够强的专业能力。否则，无论私人关系有多好，你不能真正解决摆在他面前的

难题，他还是无法信任你。

三、财务人员的提升不要一味地茫然无序

好多会计从业之初，仅仅是考虑待遇，而没有更多的考虑平台与个人的提升。殊不知，

经营一份会计事业，不完全是为了要赚多少钱，而是为了让自己的会计人生变得更加独立、

完整。 看似追求物质财富，实则追求自我成长。 走过一段路后，才发现，当内心强大、修

养足够时，赚钱只是顺带的事， 做一个值钱的会计比做一个有钱的会计更有意义！

我们不仅要成为公司的显示器、更要成为公司业务的监视器、预警器、制动器！ 一个

优秀的财务人员不一定能告诉企业经营者和管理者企业未来发展前景是什么，但优秀财务

人员一定要告诉企业未来将会遇到哪些瓶颈，从而让企业经营者和管理者提前进行微调，

从而避免一些错误决策或更大的经济损失。

总之，未来的会计，将是“互联网+会计”时代来了，那些固步自封的老会计们将会被

行业淘汰，因此懂互联网的会计是块宝，不懂互联网的会计将会是根草！在这个“全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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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的时代，传统的做帐会计将会显得孤立无援！

大数据时代会计的工作将更加轻松！会计人员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将更加降低（目前

国内一般企业为 5%左右）！财务的自由度将能变得更高！财务管理的边界将会更宽泛！

相信自己、企业的未来靠我们财务来改变！！！

5 个不要

1、做会计不要光知道埋头拉车、也要学会抬头看路；

2、做会计不要一味地做个“老黄牛”，也不要只想做个个性超强的“尖子生”，一定

要做一个“中庸会计”；

3、做会计不要怕麻烦别人，人脉与学识就是靠麻烦而来；

4、不要成为螺丝钉式的会计，因为想什么时候把你拔掉就什么时候拔掉！

5、不要仅仅成为“过去式”的会计，要做一名“现代式”会计，更要成为一名“将来

式”会计。

6 个务

一务： 财 务

财务人员基本的技能无非在于核算与管理。

1、核算需要掌握五个字：单、证、帐、表、税;

从审核单据开始，到熟练凭证编制、账务处理、报表编制、纳税申报，但是提醒大家：

不要仅仅成为只会编表的“表哥、表妹”。

2、管理需要掌握五个词：财务分析、财务控制、财务预算、财务决策、财务运营。

二务： 业 务

真正的财务人员，必然是业财融合的高手。

财务不懂业务，只能给企业提供低价值的服务。

财务人员如何尽快融入业务呢?

一是参与项目管理;二是参与经营分析;三是参与经营预算;

财务人员必须尽快成长为会做项目的财务，因为一个项目相当于一个小企业的完整周

期，全面且贴近业务。

财务必须前移与企业的业务，财务在前、业务在后。

业务给企业挣钱、财务给企业赚钱，用钱生钱。

三务： 税 务

财务人员必须吃透税务政策背后的东西。

真正的财务人员不会去耍小聪明偷税，而是会巧妙的运用政策节税。

营改增后规模企业除了财务总监岗位以外，及时设置了税务总局岗位。

财务人员只有熟悉了税务政策，才可以做到预估风险、把控风险、转移风险、解决风

险、降低风险并大度地拥抱风险。

四务：法 务

财务人员不仅仅要懂《会计法》，更要知悉仲裁法、民事诉讼法、劳动法、社保法、

合同法、公司法、税法、银行结算等一系列法律知识点，做到懂法、知法、用法、不违法。

营改增后，合同的签订已经成为纳税筹划的天堂，当然若是不懂合同法，也可能会成

为偷税的地狱。

营改增后财务人员切记不要触碰发票，玩票就是在玩命!

五务：服 务

财务的宗旨就是为企业服务，财务人员就是企业最好的服务员。

财务要服务与企业管理者，财务在给老板汇报工作的时候，一定要讲有含金量的东西，

一定要学会创造价值，为老板创造他所需要的价值;这样你才可以成为有价值的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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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还要服务于你的每一个客户，会计就是一种服务，顾客买的不仅仅是产品的本身，

更买的是产品相应的以及额外的服务，干会计一定要记住：人脉就是钱脉、人缘就是钱缘、

人脉决定命脉!

会计在与客户沟通的时候，所有的一切事物一定要学会链接。要与客户有深层次的情

感交流，要做到情感的关系大于利益关系和合作关系。

财务更要服务于自己，因为熟练，所以专业;因为专业， 所以极致。只有专业才能成

为专家，只有专家才能成为赢家。任何顾客都不会和业余选手玩，因为他们深知业余没有

好结果。顾客永远只相信专家，专家代表权威和被信任。

六务：电子商务

我国会计发展经过了原始的手工记账会计阶段、会计电算化阶段、会计+互联网阶段，

现在逐渐迈入互联网+会计阶段，以大数据互联网为主导、会计只是辅助的时代全面来临。

在“互联网+”时代，会计人员可在一个开放的会计网络平台上处理各项财务会计事项，

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会计人员独立和封闭的工作单元，可进行网上编制财务报表、财务审批、

在线更新财务制度、在线服务支持、在线资金调度、在线咨询等。在这种情况下，会计服

务实行众包模式就成为可能。

总之：未来财务界，是"互联网+财税”的时代!

1.大数据时代会计的工作将更加轻松!

2.财会人员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将更加降低!

3.财务的自由度将能变得更高!

4.财务管理的边界将会更宽泛!

5.高端财务人才将直接影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10 个提醒

1、做会计如做人，必须以温和尊重认真的心态学习会计；

2、会计是门技术、是艺术、我们要学成魔术！

3、既要铺垫好理论、更要运用到实践，会计才能真正产生价值；

4、会计人员三分做账、七分沟通，30%的专业能力，70%的非财务能力；

5、要做价值会计，利用自己的专业能力给公司创造价值，你才有价值；

6、会计既要有钱、更要值钱，你值钱了吗？

7、要做项目会计，你一定要渗透到业务链中去，你渗透了吗？

8、要做自由会计，突破会计的传统思维模式，你自由了吗？

9、学会计贵在坚持并始终如一，你坚持了吗？

10、喜欢会计、才能学会会计，你喜欢了吗？

京东京豆、东券和京券的会计处理
胡俊 / 2020-09-21 声明：本文由会说作者撰写，观点仅代表个人，不代表中国会

计视野。

昨天写了一篇关于蚂蚁科技的支付宝积分的会计处理，再来看看电商行业的京东对于

积分是如何进行会计处理的。

一、京东京豆、东券和京券现在的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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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a%cb%d0%c4%be%ba%d5%f9%c1%a6
http://shuo.news.esnai.com/hujun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b%e1%bc%c6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a%ce%bd%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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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京东 H 股二次上市《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會計師報告》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其一、京东的积分类的虚拟商品有三种分别为东券、京券、京豆。

其二、按京东管理层的判断又分为二种会计处方法：

第一种为京券，与蚂蚁的积分在会计处理上差不多按新收入准则认定为一项单独的履

约义务。

第二种为东券和京豆，都认为是未来的一项商业折扣，在发放时不进行会计处理，只

有使用时才会进行抵减收入入账。

其中东券和京券的关键差异条款在于京券可在未来购买时没有最低金额的限制。

二、京东京豆、东券和京券现在的会计处理存在选择空间和思考

其一、选择空间：

个人认为京东在对东券和京豆的会计处理与蚂蚁比较上还是有失稳健。已经发放的东

券和京豆没有在当期确认一点负债从会计原理来看一样是不合理的，或者至少需要披露一

下具体的进一步的信息。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H%b9%c9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9%dc%c0%ed%b2%e3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a%d5%c8%eb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9%cc%d2%b5%d5%db%bf%db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8%ba%d5%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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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支付宝会员积分新收入准则下的会计处理》已经说了另一种会计处理的选

择按东券和京豆的公允价值记入费用和负债。

其二、电商时代促销虚拟券的会计思考：

电商行业中的线上促销手法多样，特别是在与客户没有直接交流的情况之下，运用秒

杀，返现，积分等等多样的手法吸引住客户，并通过客户数据的分析运用算法将客户需要

的商品推送给客户完成从下单到购买，并不断重复购买的动作，主要是通过将传统线下运

营时比如格力返来经营商的返利，通过线上的优惠券积分等直接返来购买用户或者线上介

绍用户就如拼多多这样的新电商的手段一样。当然，实际上从财务角度看，本质上是一种

线上渠道的销售费用，无论是记入收入或者成本还是直接记入销售费用中实际上只是不同

的会计政策的选择产生的。

当然，主要还在于管理层的判断以及与审计师的沟通和协调。实际上会对电商的短期

的收入、毛利、净利润产生不同的影响。相信电商行业的国内的巨头们已经在此有了最佳

的会计选择的实践可以直接学习，当然，国外还有亚马逊的会计处理有兴趣的可以去学习

一下。最后，还是会计实务难题中的总额法与净额法以及收入和利润的合理入表的时间背

后新收入准则下时点性履约义务还是时段性履约义务之争。

总之，在新经济之下的新销售方式将带来新的会计实务难题等我们去解决。

业务招待费管控三板斧
大鹏 / 2020-09-27 声明：本文由会说作者撰写，观点仅代表个人，不代表中国会

计视野。

【前言】不论企业规模大还是小，不管企业性质“国”还是“私”，要做生意要开展

业务，避免不了应酬接待请客送礼，业务招待费是所有企业都会发生的费用，性质皆相同，

只是金额有差异。那么，如何管控业务招待费呢？本期大鹏说说业务招待费管控的三板斧。

最近，一位在企业里担任财务总监的朋友向大鹏叹起了苦经。今年防疫形式非常严峻，

企业的业绩受到很大的影响，餐饮业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按理说企业的业务招待费

应该急剧下降才对，但实际情况却是逆势上扬，随着传统的中秋佳节来临之际，业务部门

频繁报销各种五花八门的业务招待费，让他对如何管控业务招待费大伤脑筋，他问我有没

有管控业务招待费的好办法。

其实，正如家家户户每天开门七件事一样，企业每天开张也面临着很重要的一件事，

概括起来就是六个字——请客吃饭送礼。拜访客户要送礼，联络感情要请客，接待来宾要

吃饭......中国人做生意，大多数都是在饭桌上酒过三巡双方意兴正酣之时，达成了合作

的意向，所以，业务招待费是不可避免的。一些大型企业，特别是国企，受“八项规定”

制约，狠刹吃喝之风，业务招待费管控相对比较严格。由于请客送礼比较微妙，无法一一

验证，又为核实业务招待的真实性带来了困难。

大鹏认为，会计人员管控业务招待费可以使好三板斧。

第一斧：编预算。所有的费用开支均要有预算，业务招待费也不例外，要求业务部门

对业务招待费的开支做好年度预算，可以按不超过当年营业收入千分之五的比例进行上限

控制（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按实际发生额的 60%进行税前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营业

收入的 5‰），当然，如果企业愿意为国家税收事业多做贡献，可以不受此比例所限。根据

谁花钱谁编预算的原则，按预算限额进行控制，无预算不列支，超预算需特批。

第二斧：细审核。在业务招待费的实际使用过程中，使用人或使用部门需对发生业务

的真实性和合理性负责，会计人员对票据的合规性和流程的完整性负责，审核时除了审验

发票和申请程序，必要时可以要求在费用报销时随同附上宴请参加者的名单、菜单明细小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9%ab%d4%ca%bc%db%d6%b5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7%d1%d3%c3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a%b1%b4%fa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2%c6%ce%f1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f%fa%ca%db%b7%d1%d3%c3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3%c9%b1%be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d6%d0%ca%b5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b%e1%bc%c6%d5%fe%b2%df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9%dc%c0%ed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9%f3%bc%c6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d%a8%ba%cd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9%cf%bb%e1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0%fb%c8%f3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e%ad%bc%c3
http://shuo.news.esnai.com/dapeng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7%d1%d3%c3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2%c6%ce%f1%d7%dc%bc%e0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0%b4%b1%f6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d0%cb%d5%fd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b%e1%bc%c6%c8%cb%d4%b1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d4%a4%cb%e3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a%d5%c8%eb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f%d8%d6%c6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b%f9%b5%c3%cb%b0%bb%e3%cb%e3%c7%e5%bd%c9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b%b0%ca%d5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9%b1%cf%d7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b%e1%bc%c6%c8%cb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6%b1%be%dd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7%a2%c6%b1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7%d1%d3%c3%b1%a8%cf%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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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等资料，要求进行费用报销时，还需附上事先经审批同意的业务招待申请单，防止借公

款宴请之名报销私人消费，个人揩公家的油。

第三斧：严考核。将业务招待费的使用情况与绩效考核挂钩，如果超出预算限额，按

超额的一定比例扣减相应的绩效奖金，对于严格实施管控并采取降本节支措施致使实际费

用同比大幅下降的则给予一定的奖励。当然，如果当年营收同比大幅增长，也允许业务招

待费同比有所增加（但其增幅不能大于营收增幅）。还可对业务招待费的使用情况采取“晒”

清单的曝光模式，让公众一同监督业务招待费的使用。

此外，还可采取包干使用、随机抽查等方式进行管控。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开源增

收很重要，但节流降本同样很重要，谨慎地花钱就是积极地挣钱，对于业务招待费的管控，

该花必须花，但需花在刀刃上，该省一定省，也要省在该省处。

管控业务招待费的三板斧，你都学会了吗？

恒大对赌的 1300 亿背后的会计分录
胡俊 / 2020-09-28 声明：本文由会说作者撰写，观点仅代表个人，不代表中国会

计视野。

恒大 1300 亿是债还是股？是否到期一定要还现金呢？让我们透过财报来看清真相。

一、2017 年 1300 亿战略投资的会计处理：

http://shuo.news.esnai.com/hujun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f%d6%bd%f0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d5%bd%c2%d4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d%b6%d7%ca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b%e1%bc%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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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恒大 2017 年年报》

解读会计分录如下：

借：银行存款 1300 亿元

所有者权益---未分配利润 8.20 亿元

贷：所有者权益---非控股股东战略投资者权益 689.38 亿元

所有者权益----储备 590.42 亿元

衍生金融工具负债 28.40 亿元

通过会计分录我们可以清楚的还原从会计角度对 1300 亿战略投资的认定是有股有债，

股是战略投资人投入公司的，债是对赌深深房上市与否的对赌对公司的影响，已记入费用

和衍生金融工具负债.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9%fa%ba%e3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4%ea%b1%a8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b%e1%bc%c6%b7%d6%c2%bc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d2%f8%d0%d0%b4%e6%bf%ee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b%f9%d3%d0%d5%df%c8%a8%d2%e6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e%b4%b7%d6%c5%e4%c0%fb%c8%f3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d1%dc%c9%fa%bd%f0%c8%da%b9%a4%be%df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8%ba%d5%ae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7%d1%d3%c3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7%d1%d3%c3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d%f0%c8%da%b9%a4%be%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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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恒大 2017 年年报》

以上是 2017 年审计师在审计报告中的关键审计事项中对 1300 亿战略投资的认定。

二、对赌失败会如何？是否要还债呢？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9%f3%bc%c6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9%f3%bc%c6%b1%a8%b8%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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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逼宫证监会重组上市背后是一把至少 650 亿元的对赌#一把定许教授首富还是首

负！恒大刷屏的新闻源于借壳上市背后对赌了近 650 亿人民币，资料来自香港恒大年报。

年报资料清楚的告诉我们可以选择用股权补偿 1300 亿的 50%给战略投资者，所以对上市公

司中国恒大来说可能只是股东的变动，许教授用自己的股份来补偿战略投资者。当然，如

果证监会批准了重组，借壳上市成功了，许教授可能收益 10 倍于 650 亿人民币，战略投资

者一样如此。

总结一下，会计报表会告诉你商业活动的真相，只是你需要掌握会计这门语言才能从

财报中的密码，来读懂你想知道商业真相。

面临违法经办会计业务怎么办
藺龙文 / 2020-10-02 声明：本文由会说作者撰写，观点仅代表个人，不代表中国

会计视野。

这种问题，有时候比较有趣。

比如一次作者到一家公司，公司给我诉苦，他们没有进项税，销项税额较大，因此，

希望笔者帮忙联系开发票的人，取得进项发票以抵扣。

这可是严重违法，但是，更有趣的是，该公司从事的业务，根本就不是增值税征税范

围，自己偏偏要去交增值税，问题还是，买进项票！

有时候，违法确实也要进行平衡，比如现在你参与微信初创项目，这是一个有利于亿

万人的好事，能让中国互联网运用技术领先世界，问题是，假设这事在某些方面有法律障

碍，你怎么办？

本文所讲“法律”包括法律和行政法规及其他规章。笔者的意见总体是：

1、将问题上升到单位层面思考

2、如果单位决定承担法律风险，那是单位决策，不能弄成咱们个人违法问题。

记得一家公司，闲置资金多，财务科长提议借给别人，可以实现资金收益，单位领导

同意，但是没有进行决策程序，这位财务科长就操作经办，后来审计定性为“私自挪用资

金，数额巨大”，最后被判刑，这是窦娥冤了。

3、尽量避免财务造假，不要掩盖事实，掩盖真相。因为掩盖真相必然是“实质违法”

行为，而且咱们是具体“操作人员”。

4、在与上级或单位其他同事讨论问题时，尽量在文件、请示、汇报等地方提及事项的

法律问题，避免一旦出现问题，其他人员说“不知情，这是财务的事。”

将我个人的一些思考画成一张思维导图。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d6%a4%bc%e0%bb%e1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d%cc%ca%da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d%e8%bf%c7%c9%cf%ca%d0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8%cb%c3%f1%b1%d2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f%e3%b8%db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9%cf%ca%d0%b9%ab%cb%be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9%cf%ca%d0%b9%ab%cb%be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a%d5%d2%e6
http://shuo.news.esnai.com/linlongwen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7%a2%c6%b1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d4%f6%d6%b5%cb%b0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f%ee%c4%bf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d7%dc%cc%e5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7%e7%cf%d5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e%f6%b2%df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2%c6%ce%f1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a%d5%d2%e6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9%f3%bc%c6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a%c2%ca%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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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图说明：

1、上图如果是个人反对，但是单位决议执行，咱们要“公事公办”，不能做假账掩盖

事实掩盖真相。这种情况要考虑自己价值观和单位价值观可能有冲突。

2、上图决策结果是“风险评估”的情况，指的是单位层面风险决策，如果最终单位选

择承受风险，咱们仍然是“公事公办”，不能把单位选择结果变成咱们的个人经办问题。

3、上述结果是“拒绝执行”，意思是有多远跑多远，自己远走高飞吧。

为什么很多公司往来账核对不清楚?
左岸金戈 / 2020-09-30 声明：本文由会说作者撰写，观点仅代表个人，不代表中

国会计视野。

导读：在企业做过的都明白，看似简单的往来账款真正做好的，还真不多。

个人觉得评价一个企业的财务管理是否到位，往来账款能否对清楚是一个重要的标准。

有人可能说往来账款都对不清楚，还谈什么财务管理。实际上在企业做过的都明白，看似

简单的往来账款真正做好的，还真不多。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很多企业往来账款都无法做好呢？ 往来账务对不清楚，和财务

部脱不了关系，但是只是财务部的问题吗？往来账务对不清楚，和财务部水平脱不了关系，

但是财务部提升水平，提升什么水平呢？（对账的水平还是做账的水平，还是其他水平）

以下笔者结合个人经验，谈一点个人看法。

1：对账责权利划分不清楚

很多公司往来账务责权利划分不清楚，一般认为对账嘛都是财务的事情，财务搞好就

可以了。但这么做有什么问题吗？我们都知道，对账其实对的是三个要素：“货-票-款”。

票和款，一般来说财务部是清楚的。注意此处是一般来说，后面有分析。而“货”财务部

去核对，可能会并不是那么准确。

比如公司业务部门对于货的流转是非常清楚的，一般来说业务部也会安排首次对账，

然后财务部继续跟进。如果公司或业务部门都搞不清楚货物的情况，财务部门也是够呛。

此处有人可能会说了，一个公司给客户出了多少货怎么可能不清楚呢？

我曾遇到一企业，某月向客户发送货物一批，仓库是一个数据，销售是一个数据，财

务是一个数据，客户还是一个数据。谁也不知道哪个数据是对的，原因是销售把一部分前

期试用样品设备转为本月销售出库，还有销售本月还有一些不经过仓库出库走单，而财务

部数据和销售存在差异，一是没收到销售部试用样机转销售的单据，同时对账期间和仓库

和销售自然月份不一样。

有人会说，这就是内部管理的问题呀，其实内部管理上就是对账“责权利”没有处置

好。把所有和数据有关的事情全部推给财务部，反正出了问题都是财务的锅。其他事情我

仓库只要把东西发出去了，至于对方收到多少，那和我没关系了，反正出了问题都是财务

的问题，我销售部门只要把东西卖出去了，数据的事情都是你们财务部的事情。于是乎责

任全部落到财务头上，对账的权利财务要啥没啥，其他部门还不咋配合。这种状况下，财

务对出来的数据，自己都不敢相信是真的。

2：对账流程混乱

第一点谈的是公司整体层面责权利的问题。第二点就是财务部自身的一些问题。对账

对什么？对的就是“货票款”。但很多公司自己对于对账没有一个清晰的流程，具体往来

会计岗位人员对账也是一把浆糊。于是乎自然对账就是一把糊涂账。

A：对账账期混乱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7%e7%cf%d5%c6%c0%b9%c0
http://shuo.news.esnai.com/shudou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2%c6%ce%f1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9%dc%c0%ed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2%c6%ce%f1%b9%dc%c0%ed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9%d8%cf%b5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6%d4%d5%cb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3%a3%c7%e5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b%e1%bc%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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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账期的问题，实际需要根据每个企业情况来定。强势的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管

理要求，要求客户按照自己节奏设置对账期间，而对于通弱势企业，则需要完全按照客户

资料在设定对账期。否则账期都不确定，往来对账取数肯定是混乱的。

B：对账形式问题

对账要对出三个数据（货，票，款），具体可以包含：截止对账日欠款余额，截止本

月对账日发货金额，截止本月对账日回款余额，截止对账日总应收，截止本月对账日到款

金额，截止上月对账日欠票金额，截止对账日已开发票金额，截止本月对账日欠票金额。

表现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是核心是准确获取往来相关数据。

C：账与台账

往来账管理，真要做到细致入微，光靠会计账是不够的（不管你是是否有用 ERP，也不

管你企业是用国内还是国外 ERP），必须辅助以往来台账来管理。

我曾听到某企业财务那些资产负债表，给老板汇报往来账款。关键她那资产负债表收

入按照开票开确认收入和对应应收。当老板困惑财务汇报的应收和老板不一致时，财务说

没开票的是发出商品，未形成应收账款。老板继续追问什么是发出商品，会计说反正下个

月开票就转应收了，只是时间差，直接把老板搞晕掉。

有人会说，我们公司的 ERP 进行后续开发后就可以达到利用财务账管理往来，当然后

续开发当然可以做到。但是多数时候，必须辅助以台账。原因不仅在系统，还在企业的账

务规范性等问题。

比如实务中很多企业存在内外账，存在收入确认按照开票来定。此时必须用台账管理。

以协调税务账与应收账款之间的差异。当然台账不只是协调会计与税务的差异，同时可以

做到应收精细化管理。

D：会计处理与往来管理

在上面谈到利用台账加强往来账管理，其中也因为会计处理的原因，导致有台账会更

高效。但是有的时候会计处理的灵活处理，也会对往来账有一定作用。

比如应付账款，理论上都是不含税暂估，也就是购买含税材料 113 元，发票本期未到，

财务账上体现应付账款 100 元，实际是应付 113 元。那么如果我不想利用台账，想在财务

账上实现一看就知道应付账款余额。

有的人说还可以含税暂估，把税估进去（借：应交税费-暂估进项），但是这种江湖做

法，很多人认为税不能暂估，而且影响应交税费，最后导致资产负债表失真。

怎么办？有人提出这种处理办法。借：原材料 100，借：应付账款-进项 13，贷：应付

账款 113。这种模式下，较好的通过财务账可以管理应付账款，同时从财务审计角度，对资

产负债表不会有影响。当然这种处理也不是唯一答案或者标准，只是江湖的一种为了直接

从账上看到应付款的偷懒办法。理论上有台账还是台账较好。

3：对账沟通混乱

一项工作能否做好，沟通是重要一环。对账沟通混乱主要是内部和外部。

内部沟通主要是，财务人员与各部门之间沟通是否通畅。很多时候企业对账一直就有

问题，但是其他部门都说公司一直都是如此，比如不合理的对账操作，如何扭转考验沟通。

如何梳理沟通，必须如上提到的，先确定责权利，然后确定沟通方式，最后建立良性沟通

方式。

外部沟通主要是，企业人员与外部客户和供应商的沟通。有的企业供应商或客户，一

会对方财务直接打来电话与财务沟通数据问题，一会对方业务员（甚至主要负责领导）打

开电话沟通相关事情。有事对方公司每个人员说的是一个东西，需求和结果却不同。这就

是公司与公司间沟通出现了问题。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7%a2%c6%b1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c%a8%d5%cb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c%a8%d5%cb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ERP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d7%ca%b2%fa%b8%ba%d5%ae%b1%ed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d7%ca%b2%fa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8%ba%d5%ae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a%d5%c8%eb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a%d5%c8%eb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7%a2%b3%f6%c9%cc%c6%b7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d3%a6%ca%d5%d5%cb%bf%ee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a%d5%c8%eb%c8%b7%c8%cf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d3%a6%b8%b6%d5%cb%bf%ee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d3%a6%bd%bb%cb%b0%b7%d1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d4%ad%b2%c4%c1%cf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9%f3%bc%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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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对方人员变化频繁，交接比较混乱，涉及往来这块的数据也跟着乱起来。加

之存在“新官不理旧账”的现象，常常导致问题积累的一多，双方未及时沟通汇报，导致

往来账就问题重重。

为什么很多企业账对不清楚，分析下来，首先企业自身需要加强对账管理，从管理上，

从对账专业上入手。同时面对不同管理状况的交易对手，企业需要加强沟通，提高应对对

方不确定的对账风险能力。

“帐”在中式会计中的运用及演变
杨良成 / 2020-09-28 声明：本文由会说作者撰写，观点仅代表个人，不代表中国

会计视野。

帐，从巾。巾，麻丝织品。

《说文》解释：帐，帱也。

《尔雅》中说：帱谓之帐。

《何承天纂要》中说：在上曰帐，在旁曰帷，禅帐曰帱。

《释名》中说：帐，张也，张施于床上也。

古诗《焦仲卿妻》中写道：“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

可见帐，在古代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和会计核算本不相关，但后来是怎样和

会计相关，又是怎样运用到会计核算中的呢？

郭道扬先生在《中国会计史稿》中讲述了“帐”运用到会计核算中的两种起源。

一是起源于官厅“供帐”核计之事。古代皇帝和高官显贵出外巡游，为了方便休息住

宿，沿路派人张设有帏帐，帐内供有各种生活必需品和装饰品，供其享用，此种帏帐称为

“供帐”。为了核算供帐内的财产和经费支出，逐渐将登记这部分财产及供应之费的簿书

称为“簿帐”或“帐”，将登记供帐内的经济事项称为“记帐”。后来的财计官员将登记

日用款目的簿书称为“簿帐”，大约是“簿”称出现在前，“帐”称出现在后的缘故。

第二种说法“帐”字运用于会计方面，起源于民间。古代那些坐店销售的商人，通常

是店前售货，店后有人随时登记进行核算。为了内外有别，保守私人经营秘密，往往在前

后之间，悬挂一布帘作为遮隔，这种布帘在当时称为帐帘。久而久之，便将帐帘之后称作

“帐房”，进而将对会计事项的记录称为“记帐”。记帐的人便称呼为“帐房先生”了。

笔者认为可能还有一种起源。《后汉书》记载，帐是古代游牧民族计算人户的单位，

因他们逐水草而居，每户住一顶帐篷，故按帐计人户数。帐者，犹中国之户数也。这里“帐”

已经很明确的和数字计算相关了，计算的是户籍之数。我国历史的发展，一直是个多民族

不断融合的过程，汉文化不断将其它民族先进的文化吸收进来，融合为一体。“帐”的计

算功能，从游牧民族到农耕民族，逐步吸收并演化出记账核算功能。

《周书.苏绰传》讲述南北朝时期周太祖时“绰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帐、户

籍之法。”这里面的绰，是指苏绰，他的计帐之法也是和户籍之法相联系的。由此可以想

见，计帐的涵义真有可能从记录户籍的帐中起源而来。

《中国会计史稿》中记载，根据现有史料考察，“帐”字的内在涵义引申到对社会经

济的核算方面，乃起源于南北朝时期。《后汉书》记载的是东汉时期的事情，东汉以后才

是三国两晋南北朝，也许这种起源还可以前溯。

南北朝时期，“帐”字已经运用到了会计、统计核算方面。发展到唐代，“帐”字的

意义又进一步向纵深扩展了。除了表示具体的会计、统计事项，为一笔又一笔经济收支事

项的总称外，还单独或者同“簿”结合在一起来表示一种会计方法的名称“簿帐”。“帐”、

“簿帐”、“帐簿”将以往杂乱的称谓统一起来并沿用至今。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7%e7%cf%d5
http://shuo.news.esnai.com/yangliangcheng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b%e1%bc%c6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9%f9%b5%c0%d1%ef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e%ad%bc%c3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d3%ce%c4%c1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c%c7%d5%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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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代，“帐”字的涵义已经延伸到了会计核算中的许多方面。如赊欠财物的叫“赊

帐”，将盈利的分配称为“分帐”，将药物的赊欠称为“药帐”，将生丝的赊欠称为“丝

帐”，将往来客户的欠款称为“客帐”，类似于现在序时日记帐的“流水帐”，年底算总

帐称“算红帐”等等，在帐簿的设置上，还设立了三帐，即“草帐”、“流水帐”、和“总

清帐”，相当于现在的总帐和分类帐。其中的“流水帐”又名“日流”、“细流”、“流

水总登”、“日积月累”、“堆金积玉”、“铁板流水”等等，设置会计流水帐的主人们

希望他们的金钱像三江五湖的流水一样源源不断而来。

同时，“帐”不仅广泛应用到会计核算方面，还引伸到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如谁要你管这“闲帐”，这人好“混帐”，一个事项了结了叫“了帐”等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账”字也在明代开始出现并使用了。大约因为“帐”是和生

活用品相关的，用在会计核算方面不够恰当。而“账”从贝，贝一直是金钱和财物的代表，

由贝取而代之巾，用于会计核算，计算钱物等经济事项，方名符其实。但由于“帐”的运

用已深入人心并习惯成自然，所以自明代以后，“帐”与“账”并行运用，只不过当时用

“帐”的多，用“账”的少，而持续到现在，反而用“账”的多，用“帐”的少了。当然

这是一种发展的必然趋势。

现在还有初学会计者经常问起，到底是“帐”，还是“账”？其实二者均可。不过个

人认为现在用“账”更为恰当一些。

（以上各篇均摘自《会计视野网》）

沈大龙 编辑

——2020 年 9 月至 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