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年

第 期
月

技 术 经 济 ,

文 摘号 一 一 一

辽宁国有企业应收账款管理情况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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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实践证明
,

企业应收账欲 管理是 否有效
,
不 仅直接 关 系到企 业 资金周 转傲 率

,

也会影响 其会计信 息的质

贵 本丈在对辽 宁的郑分 国有企业应收账欲管理情况进行 实地调 奎的基袖 上
,

总结 了 目前 国有企 业 应 收账欲 于理

中存在的相关问通
,

并从不 同角度刹析 了国有企业应 收账欲管理 不 善的主要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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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
,

企业 间的商品交接

方式和货款结算方式更加灵 活和多样化
,

商业信用

也随之得到更广泛 的运用
。

各企业应收账款的金额

占资产总额的 比重不断上升
。

而企业垫支于应收款

项的资金
,

不仅会直接影响其资金的正常周转
,

也可

能使企业面临承担坏账损失的风险
。

尤其是在债务

人资信度有限
、

约束其经济行为的法制尚不健全 的

情况下
,

相关单位间不 良的债务链 已严重影 响 了企

业资金的正常周转
,

而企业 自身对应收账款管理不

当
,

不仅为其资金周转带来了新的阻力
,

也大大降低

了其会计信息质量
。

调查的 家企业中
,

有 家存在人为调整应收账

款核算范围或会计科 目使用不 当的现象
,

占被调查

企业 的
。

未及时清理应收欲项 长期挂账现象严

调查发现
,

大部分企业应收账款长期挂账现象

严重
。

如有的被调查单位 年的
“

应收账款
”
至

今未收回
,

也一直未作任何账务处理 有的企业应收

的
“

质保金 ” 在
“

应收账款一质保金 ”
科 目反映

,

已抵

减了货款 等款项
,

早 已超过 了合同约定 的质保期
,

却多年未进行清理
。

相关资料如表 所示
。

裹 被调查企业应收班胶的旅 及金翻统计衰

企业应收账款管理 中的主要问题

自 年 月至 月
,

笔者用近六个月的时间

对辽宁省的 家不 同规模 国有企业 的应收账款管

理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和 问卷调查
。

调查发现
,

家企业中
,

除四家企业应收账款管理基本符合会计

准则和会计制度的相关要求外
,

其它 家企业 下

面的分析 以此为基数 的应收账款管理都不 同程度

地存在一些问题
,

大体归纳为 以下几方面

人为调整应收账款的核算范围 滥用往来科 目

的现象严 ,

部分单位或 出于偷逃纳税义务 的 目的
,

人为调

整各期收人 或因为逃避银行强行扣还贷款
,

人为扩

大应收账款的核算范围
,

不规范使用应 收账款等往

来会计科 目
。

如有的单位收到房租收人
、

会务费收

人等却计人
“

其他应付款
”账户 的贷方 有的单位将

应收的主营业务货款计人
“

其他应收款
”账户

。

在被

应应 收殊欲的账龄龄 单位数数 应收雌欲总金摘摘

年 家 万 元

年 以 上上

一 年年

一 年年

一 年年

年 以 下下

上表可 以看 出
,

有 年以上应 收账款的有 家

单位
,

占被调查企业 的 有 的单位

有 年的长账龄应收款项 被调查的所有单位都

有 年的应收款项
。

这些 长账龄 的应收款项不

及时催收
,

不仅会影响企业资金的正常周转
,

更会降

低其会计信息质量
。

未对长账龄应收救项计提相应的坏账准备金

在被调查的 家单位 中有 家单位计提 了坏

账准备金
,

其他单位均没有计提
。

而提取坏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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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单位其提取率也相对偏低
,

尤其是 年以上的

长账龄应收款项平均提取率为 编
,

这有违于《企业

会计制度 》的相关规定 《企业会计制度 》第五十三条

规定
“

企业应当在期末分析各项应收款项的可收回

性
,

并预计可能产生 的坏账损失
。

对预计可能发生

的坏账损失
,

计提坏账准备
。

对有确凿证据表明该

项应收款项不能够收回或收 回的可能性不大
,

如债

务单位已撤销
、

破产
、

资不抵债
、

现金流量严重不足
、

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导致停产而在短时间内无法

偿付债务等
,

以及 年 以上 的应收款项可全额计提

坏账准备金
”

, 〕。

“ 应收账软
”与“预收账欲

”账户使用欠当

部分单位虽然开设 了
“
预收账款

”

科 目
,

却将预

收款项计人
“

应收账款
”

账户 也有的单位预收款业

务很多
,

数额也很大
,

却不设里
“

预收账款
”

科 目
,

而

以此
“
灵活

”
地调整企业

“
主营业务收人 ”的归属期

间 , 还有的单位对 已经发货
、

并开据发票的预收款业

务不按规定及时确认为收人和结转成本 ⋯⋯
,

这些

做法不仅会降低其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

也可能为企

业带来巨大的涉税风险
。

对应收账欲的漪查不够及时

根据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
,

企业至少应在每年

年末对资产进行全面清查
。

对应收账款也应采取函

证询问等方式进行核对清查
。

但在被调查 的 家

企业中
,

普遍存在对应收账款清查工作不及时的现

象
。

有的债务人已经进行了破产清算或被并购
,

债

衰 被调查单位应收帐彼清查情况统计衰

权人却未作相应的会计处理
。

尤其是对长帐龄的应

收款项未能及时进行清查 见表
,

加大了发生坏账

损失的风险
。

此表不难看出
,

大多数企业对应收账款

的清查不及时
,

不规范
。

不利于应收账款的管理
。

应应收眯歇的殊铃铃 单位数数 函证证 函证次数数

年 家 单位数数 合计 。。

年以 上上

一 年年

一 年年

一 年年

年 以 下下

相关分析

笔者认为
,

企业应收账款管理中存在诸多间题

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相关的法规和制度对债权人保护不足 对债务

人惩处不力

目前我国相关法规制度对应收账款管理的规定

不够具体
,

尤其是对债务人缺乏强有力的惩处措施
,

致使各单位之 间相互拖欠货款的“ 三角债 ”行为泛

滥
,

催债成本不断上 升
,

未能有效保护债权人的权

益
。

各单位对应收账欲 理工作不够皿视

个别领导者认为应收账款毕竟是企业的资产
,

是否及时变现对企业影响不大
,

也不会改变报表的

结构
。

所 以
,

平时对此项工作拖沓
、

忽视
,

对应收账

款不及时进行催收或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

会计人员业务众质偏低 缺乏纷合执业能力

会计规范
,

尤其是《企业会计制度 》和《企业会计

准则 》赋予企业较充分的会计政策的选择权
,

也给了

会计人员很大的职业判断的空 间
,

这同时要求会计

人员应具备良好的执业素质及合理的知识结构
,

能

深入理解并有效执行相关会计规范
。

但在此次调查

中笔者发现
,

目前大多数国有企业 的财务人员知识

结构欠合理
,

学历水平偏低
,

综合执业能力较差
,

这

对企业应收账款的管理乃至所有会计工作均带来了

不利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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