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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反映了企业在一定期间现金和现

金等价物的流入和流出。根据企业业务活动的性

质和现金流量的来源，需要将现金流量分为经营活

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三类，帮助财务报表使用

者对企业获取现金的能力以及支付能力、偿债能力

和周转能力作出评价，为分析和判断企业的财务前

景提供有用信息，是财务报表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

张报表。

在实务中，财务人员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由于

某些交易的特殊性，可能导致对现金流量表的分类

产生不同的判断，导致现金流量表反映的财务信息

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的评价。

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以下简称贴现）是企业资金

管理中常见的业务，企业会计准则并未规定贴现的

现金流量类型，具体如何分类需要财务人员根据业

务实质合理分类、准确编制。

一、贴现在会计上终止确认的问题

贴现是指持票人在需要资金时，将其持有的银

行承兑汇票经过背书转让给银行，银行从票面金额

中扣除贴现利息后将余款支付给贴现人的一种票据

行为。

从性质上讲，贴现是银行的一项资产业务，汇

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在现金流量表中列示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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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的持票人、背书人、出票人等其他债务人对银行

负债，银行实际上与付款人之间是一种间接贷款

关系。

从会计上讲，按《企业会计准则22号-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的规定，银行承兑汇票属于金融资产。

贴现行为属于金融资产转移，终止确认是贴现会计

处理和现金流量分类的关键问题。

企业会计准则22号规定，金融资产满足下列条

件之一的应当终止确认：（一）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

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二）该金融资产已转移且该

转移满足准则关于终止确认的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第七条

规定：企业在发生金融资产转移时，应当评估其保留

金融资产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的程度，并分别按

下列情形处理：

（一）企业转移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风

险和报酬的应当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并将转移中

产生或保留的权利和义务单独确认为资产或负债。

（二）企业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风

险和报酬的应当继续确认该金融资产。

（三）《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应

用指南）》指出：关于这是所指的“几乎所有风险和报

酬”，企业应当根据金融资产的具体特征作出判断。

需要考虑的风险类型通常包括利率风险、信用风险、

外汇风险、逾期未付风险、提前偿付风险（或报酬）、

权益价格风险等。

《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第十七

条规定：企业保留了被转移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

所有风险和报酬而不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应当继

续确认被转移金融资产整体，并将收到的对价确认

为一项金融负债。

我国票据法规定：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持票

人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它债务人行

使追索权。同时，贴现后，其所有权相关的信用风险

及延期付款风险并没有转移给银行。那么，何时终

止确认，就需要会计人员依据准则及有关法规，对贴

现有关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的程度进行专业判断，进

而采取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符合终止确认条件的

银行承兑汇票立即确认为银行存款和财务费用，并

及时摊销。不符合终止确认条件的，贴现取得的资

金确认为银行借款，贴现息在贴现日至票据到期日

之间分摊确认费用。

二、贴现资金在现金流量表中列示的问题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1号-现金流量表》的有

关要求，现金流量表应当分列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

筹资活动填报现金流量。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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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吸

收投资、取得借款和分配利润等；经营活动则是指企

业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以外的所有交易和事项，如

采购、销售、支付工资及支付税费等。

企业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应当根据现金流量表

准则的规定，对于现金流量的业务活动的性质进行

区分，确定现金流量的分类列示。

企业的应收票据一般是通过销售商品或提供劳

务取得的。如果不贴现而是持有至到期再进行兑

付，其现金流入通常被认定为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流量。那么，在票据到期前，向银行贴现取得的现

金流量的分类，在实务中，存在不同的观点。

观点一：贴现产生的现金流入作为筹资活动的

现金流量。其实质是企业为了提前收回资金向银行

进行的融资行为，若前所述，在汇票附有追索权，风

险和报酬转移不符合终止确认条件的情况下，贴现

通常被认为是企业以票据质押的方式向银行进行的

融资行为，取得的现金被确认为银行借款。按企业

准则规定，应分类为筹资活动的现金流量，这样的处

理方式能够使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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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会产生两方面问题：

1.和一般的筹资活动不同，该借款在归还时并

不会产生现金流出，而是将银行借款和应收票据相

互抵消。

2.在企业大量使用汇票进行结算并贴现的情况

下，其产生的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将相对很少。导

致的结果是：每个会计期间，企业因销售商品确认的

销售收入对应的现金流量已收回，但在现金流量表

中因销售商品产生的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入却很少，

而筹资活动的现金流量却很大，而且该筹资活动在

未来不会有对应的现金流出。现金流量表揭示的信

息反映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入能力很差，日常经营所

需的资金主要通过银行借款来实现，无法真实反映

企业的现金流量状况，使报表使用者在评价企业时

产生误解。

观点二：贴现产生的现金流入应当作为经营活

动的现金流量。因为贴现是票据到期收回现金还是

向银行贴现提取收回现金，该现金流量的产生都是

源于企业的销售商品的行为，产生的现金流量也应

当归类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这种列报方式能避免观点一所导致的问题，弊

端是在贴现票据不符合终止确认的条件下，贴现取

得的现金会被确认为银行借款，在现金流量表中分

类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与准则规定不符。

而且，如果企业确有融资的要求，贴现取得的现金全

部作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似乎也没有反映交易

的经济实质。

三、有关建议

按以上分析，现金流量表要真实准确列报贴现

资金的分类，关键在于对承兑汇票的终止确认的判

断上。按照票据法的规定，票据贴现后，其所有权相

关的信用风险及延期付款风险并没有转移给银行或

被背书人。根据信用风险及延期付款的大小，并将

应收票据分为两类：一类是信用等级较高的银行承

兑的汇票，其信用风险和延期付款风险很小，并且票

据相关的利率风险已经转移至银行，因此可以判断票

据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可以终止确

认。另一类是信用等级较低的银行承兑的汇票，票据

相关的主要风险和报酬没有转移，不应终止确认。

在实务上，企业的会计人员要及时了解承兑银

行的信用等级情况，收集有关信息，按照企业的风险

偏好程度，相对准确的区分承兑银行的信用等级，进

行会计处理。原则上，当年度的承兑银行的信用评

级不应低于AA+的水平。

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对于因销售商品或提供

劳务从客户取得的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贴现的,如果

票据在贴现时终止确认，贴现取得的现金应作为经

营活动现金流入；如果票据在贴现时不满足终止确

认条件，贴现取得的现金应作为筹资活动现金流入。

如果出票人在票据到期日直接向持票银行付

款，即持票银行不向贴现方追索，企业账面应收票据

与短期借款同时减少，不涉及实际现金收付，现金流

量表未反映交易，企业应在财务报表附注就此交易

对现金流量的影响予以说明。这样处理，更能准确

反映企业的经济实质，符合准则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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