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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金融资产———货币资金

金融资产是企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包括: 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 应收账款、 应收

票据、 其他应收款、 应收利息、 债权投资、 股权投资、 基金投资等。
货币资金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处于货币形态的资产。 在企业的各项经营活动中,

货币资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根据货币资金的存放地点和用途的不同, 货币资金可分为库

存现金、 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
银行存款是指企业存放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各种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是指企业除库

存现金和银行存款以外处于其他货币形态的资金, 包括外埠存款、 银行汇票存款、 银行本票存

款、 信用证保证金存款、 信用卡存款和存出投资款等。
企业从事的各种生产经营活动, 都要发生货币资金的收付业务, 如购买商品或接受劳务、

支付职工薪酬、 交纳税费、 支付费用、 偿还债务、 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等, 都会引起货币资金

的收付。 因而, 拥有货币资金是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前提条件。 货币资金的流转在资金

的循环周转中起着纽带作用。 如果货币资金流转不畅,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就会停滞不前。
所以, 管好货币资金对任何企业、 单位都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货币资金在各种资产中流动性最强, 具有普遍的可接受性, 因此极易发生流失。 为减少发

生差错舞弊的机会, 保全企业的资产, 提高货币资金的周转速度和使用效益, 企业应对其相关

业务进行严格的内部控制。 一般说来, 货币资金的管理和控制应当遵循如下原则:
(1)严格职责分工。 即将涉及货币资金不相容的职责分由不同的人员担任, 形成严格的内

部牵制制度, 以减少和降低货币资金管理上舞弊的可能性。
(2)实行交易分开。 即将现金支出业务和现金收入业务分开进行处理, 防止将现金收入直

接用于现金支出的坐支行为。
(3)实施内部稽核。 即设置内部稽核单位和人员, 建立内部稽核制度, 以加强对货币资金

管理的监督, 及时发现货币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及时改进对货币资金的管理控制。
(4)实行定期轮岗制度。 即对涉及货币资金管理和控制的业务人员实行定期轮换岗位。 通过轮

换岗位, 减少货币资金管理和控制中产生舞弊的可能性, 并及时发现有关人员的舞弊行为。

第一节摇 库 存 现 金

库存现金是指存放在企业财会部门, 由出纳人员经管的用于日常零星开支的现款。 库存

现金是企业流动性最强的资产, 最易流失。 企业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有关现金管理制度, 正确进

行现金的核算, 监督现金使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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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库存现金的管理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现金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规定现金的使用范围

企业可用于现金支付的款项有以下方面。

（１）职工的工资、津贴。
（２）个人的劳务报酬。
（３）根据国家规定颁发给个人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体育等各种奖金。
（４）各种劳保、福利费用及国家规定的对个人的其他支出。
（５）向个人收购农副产品和其他物资的价款。
（６）出差人员必须随身携带的差旅费。
（７）结算起点（１０００元）以下的零星支出。
（８）中国人民银行确定需要支付现金的其他支出。
除上述情况可以使用现金外，其他款项的支付应通过银行转账结算。

（二）控制库存现金限额

现金的限额是指为了保证企业日常零星开支的需要，允许单位留存现金的最高数额。这一

数额由开户银行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而定，一般根据单位３～５天日常零星开支的需要确定。边
远地区和交通不便地区的库存现金限额，可按多于５天，但不得超过１５天的日常零星开支的需
要确定。经核定的库存现金限额，开户单位必须严格遵守，超过部分应于当日终了前存入银行。

如果企业需要增加或减少库存现金限额的，必须向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由开户银行重新核定。

（三）现金收支的规定

开户单位现金收支应当依照下列规定办理。

（１）开户单位现金收入应当于当日送存开户银行，当日送存确有困难的，由开户银行确定
送存时间。

（２）开户单位支付现金，可以从本单位库存现金限额中支付或从开户银行提取，不得从本
单位的现金收入中直接支付，即不得“坐支”现金（将本企业的现金收入直接用于现金支出称为

坐支）。因特殊情况需要坐支现金的，应当事先报经有关部门审查批准，并在核定的坐支范围

和限额内进行，同时，收支的现金必须入账。

（３）开户单位从开户银行提取现金时，应如实写明提取现金的用途，由本单位财会部门负
责人签字盖章，并经开户银行审查批准后予以支付。

（４）因采购地点不固定、交通不便，抢险救灾及其他特殊情况必须使用现金的单位，应向
开户银行提出书面申请，由本单位财会部门负责人签字盖章，并经开户银行审核批准后予以支

付现金。

此外，不准用不符合财务制度的凭证顶替库存现金，即不得“白条顶库”；不准谎报用途套

取现金；不准用银行账户代替其他单位和个人存入或支取现金；不准用单位收入的现金以个人

名义存入储蓄；不准保留账外公款，即不得“公款私存”，不得设置“小金库”等。银行对于违

反上述规定的单位，将按照违规金额的一定比例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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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库存现金的核算

为了总括地反映企业库存现金的收入、支出和结存情况，企业应设置“库存现金”科目，借

方登记企业库存现金的增加，贷方登记库存现金的减少，期末借方余额反映期末企业实际持有

的库存现金的余额。“库存现金”科目根据有关记账凭证直接登记，业务量比较大的企业可定

期汇总登记。

为了全面、连续地反映和监督库存现金的收支和结存情况，企业应当设置现金总账和现金

日记账，分别进行库存现金的总分类核算和明细分类核算。

库存现金日记账由出纳员根据收付款凭证，按照业务发生顺序逐日逐笔登记。每日终了，

应当计算当日的现金收入合计数、现金支出合计数和结余数，并将现金日记账的余额与实际库

存数核对，保证账款相符；月份终了，现金日记账的余额应当与库存现金总账科目的余额核

对，做到账账相符。

有外币业务的单位，应分别按人民币现金、外币现金设置“库存现金日记账”进行明细核算。

企业内部各部门周转使用的备用金，可以单独设置“备用金”科目进行核算。

收到现金时，借记“库存现金”科目，贷记有关科目；支付现金时，应借记有关科目，贷记

“库存现金”科目。

例２１　企业开具支票，从银行提取现金４０００元备用，根据支票存根编制“银行存款付款
凭证”：

借：库存现金　　　　　　　　 ４０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４０００

例２２　企业以现金１００元支付生产车间购买办公用品费用，根据发票编制“现金付款凭证”：
借：制造费用　　　　　　　　　　　　　 １００
贷：库存现金　　 　　　１００

例２３　企业收到Ａ公司交来包装物押金８００元，出纳开出现金收据。根据现金收据第三
联（记账联）编制“现金收款凭证”：

借：库存现金　　　　　　 ８００
贷：其他应付款———Ａ公司　　　　 　 ８００

例２４　采购员报销差旅费１０００元，用现金付讫，根据差旅费报销单，编制“现金付款凭证”：
借：管理费用　　 １０００
贷：库存现金　　　　 　　１０００

例２５　收到零星销售款４６．８元，根据现金收据第三联（记账联）和发票记账联编制“现
金收款凭证”：

借：库存现金　　　　 ４６．８
　 贷：主营业务收入 　　　４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６．８

例２６　厂办王飞借差旅费１０００元，用现金付讫，根据借支单，编制“现金付款凭证”：
借：其他应收款———王飞　 １０００

　 贷：库存现金　　　 　　１０００



第二章　金融资产———货币资金　 　２３　　　

三、库存现金的清查

为了保证现金的安全完整，防止现金发生差错和丢失，企业应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库存现金

进行清查。现金清查一般采用实地盘点法。现金清查，就是清点库存现金的实有数额，并与账

面库存现金结存额相核对。现金清查包括出纳自查和有关清查小组人员的清查。出纳应每天

清查盘点现金，结出当日现金日记账余额，与库存现金进行核对，超出库存现金限额的应及时

送存银行。清查小组应定期或不定期地对现金进行全面清查，至少每季度一次。清查小组在

清查现金时，出纳人员必须在场，由会计主管人员和出纳人员共同搞好这项工作。

对于清查的结果应当编制“现金盘点报告单”，详细填写库存现金实存、账存和长短款

情况。如果有挪用现金、白条顶库的情况，应及时予以纠正；对于超限额留存的现金应及时

送存银行，如果账款不符，发现有待查明原因的现金短缺或溢余，应通过“待处理财产损

溢”科目核算。

属于现金短缺，应按实际短缺的金额，借记“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

科目，贷记“库存现金”科目；属于现金溢余，按实际溢余的金额，借记“库存现金”科目，贷记

“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科目。待查明原因后做出如下处理。

（１）如为现金短缺，属于应由责任人赔偿或保险公司赔偿的部分，计入其他应收款；属于
无法查明原因的，计入管理费用。

（２）如为现金溢余，属于应支付给有关人员或单位的，计入其他应付款；属于无法查明原
因的，计入营业外收入。

例２７　２０×９年３月华达公司清查现金发现短缺３００元。
（１）根据现金盘点报告单，做如下会计分录：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　　　　３００
贷：库存现金　　　　　　　　　　　　　　　　　　　　　３００

（２）经查上述现金短缺原因不明，应由出纳员赔偿３００元。做如下会计分录：
借：其他应收款———××（出纳员）　　　　　　　　 ３００
贷：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　　　　　　３００

例２８　２０×９年８月华达公司清查现金发现溢余现金２００元。
（１）根据现金盘点报告单，做如下会计分录：
借：库存现金　　　　　　　　　　　　　　　　　 ２００
贷：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　　　　　　２００

（２）上述现金溢余原因不明，经批准转账：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　　 ２００
贷：营业外收入———现金溢余　　　　　　　　　　　２００

第二节　银 行 存 款

银行存款是企业存放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货币资金。按照国家《银行结算办法》的规

定，企业应当在银行开立账户，用于办理存款、取款和转账等结算业务。企业收入的一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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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除国家另有规定的以外，均应解交银行；一切支出，除规定可以用现金支付的以外，应按

银行有关结算规定，通过银行转账结算。

一、银行存款账户的开立

根据规定，每个企业都必须在银行的一个分支机构或其他金融机构开立银行存款户，用以

保存货币资金，并办理转账结算业务。在开户时，企业要凭主管部门开具的证明文件到银行的

一个分支机构办理开户手续，并在开户银行预留有效印章样底。银行在确立账户（账号）后，

售给企业各种往来使用的凭证（如支票等），用于企业办理银行存款的收付业务。

银行存款账户分为基本存款账户、一般存款账户、临时存款账户和专用存款账户。基本存

款账户是企业办理日常转账结算和现金收付的账户。企业的工资、奖金等现金的支取，只能通

过基本存款账户办理。一般存款账户是企业在基本存款账户以外的银行借款转存，企业可以

通过该账户办理转账结算和现金缴存，但不能办理现金支取。临时存款账户是企业因临时经

营活动需要开立的账户，如企业异地产品展销、临时性采购资金等。企业可以通过本账户办理

转账结算和根据国家现金管理的规定办理现金收付。专用存款账户是企业因特定用途需要开

立的账户，如基本建设项目专项资金账户，企业的销货款不得转入专用存款账户。

二、银行结算方式

结算，是指企业与外部单位和个人之间因经济往来而引起的货币收付行为。凡是直接用

现金进行结算的，称为现金结算；通过银行划拨转账的，称为转账结算。企业的资金收付行为

大量是通过银行进行，银行为方便企业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结算方式。目前，企业可以采用银行

汇票、商业汇票、银行本票、汇兑、支票、委托收款、异地托收承付和信用证等结算方式。

（一）银行汇票结算方式

银行汇票是汇款人将款项交存当地出票银行，由出票银行签发的，由其在见票时，按照实

际结算金额无条件支付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银行汇票具有使用灵活、票随人到、兑现性

强等特点，适用于先收款后发货或钱货两清的商品交易。单位和个人的各种款项结算，均可使

用银行汇票。

银行汇票可以用于转账，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汇票也可以用于支取现金。银行汇票的

付款期限为自出票日起一个月内。超过付款期限提示付款不获付款的银行汇票，持票人须在

票据权利时效内向出票银行做出说明，并提供本人身份证件或单位证明，持银行汇票和解讫通

知向出票银行请求付款。银行汇票的收款人可以将银行汇票背书转让给他人。

（二）银行本票结算方式

银行本票是银行签发的，承诺自己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

票据。银行本票由银行签发并保证兑付，而且见票即付，具有信誉高，支付功能强等特点，用

银行本票购买材料物资，销货方可以见票发货，购货方可以凭票提货；债权债务双方可以凭票

清偿；收款人将本票交存银行，银行即可为其入账。无论单位或个人，在同一票据交换区域内

支付各种款项，都可以使用银行本票。

银行本票分定额和不定额两种。定额本票面值分别为１０００元、５０００元、１００００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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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００元。在票面划去转账字样的为现金本票，现金本票只能提取现金。银行本票的付款期
限为出票日起最长不超过两个月，在付款期内见票即付。超过提示付款期限不获付款的，持票

人须在票据权利时效内向出票银行做出说明，并提供本人身份证件或单位证明，持银行本票向

银行请求付款。银行本票可以背书转让。

（三）商业汇票结算方式

商业汇票是由收款人或付款人（或承兑申请人）签发，由承兑人承兑，并于到期日向收款

人或被背书人支付款项的票据。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法人及其他组织之间须具有真实的交

易关系或债权债务关系，才能使用商业汇票。商业汇票的付款期限由交易双方商定，但最长不

得超过６个月。如属分期付款，应一次签发若干张不同期限的商业汇票。商业汇票的提示付
款期限为自汇票到期日起１０日内。

商业汇票可以背书转让。符合条件的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可持未到期的商业汇票连同贴现

凭证向银行申请贴现。

商业汇票按承兑人的不同分为商业承兑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是由收款人签发，经付款人承兑，或由付款人签发并承兑的票据。

银行承兑汇票是由收款人或承兑申请人签发，并由承兑申请人向开户银行申请，经银行审

查同意承兑的票据。承兑银行按票面金额向出票人收取万分之五的手续费。

（四）支票结算方式

支票是单位或个人签发的，委托办理支票存款业务的银行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

额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

支票结算方式是同城结算中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结算方式，支票也可以用于异地结算。

单位或个人在同一票据交换区域的各种款项结算，均可使用支票。支票由银行统一印制。

支票一律记名，支票的提示付款期限为自出票之日起１０日内，中国人民银行另有规定的
除外。超过提示付款期限的，持票人开户银行不予受理，付款人不予付款。支票可以根据需要

在票据交换区域内背书转让。

（五）信用卡结算方式

信用卡是指商业银行向个人和单位发行的，凭以向特约单位购物、消费和向银行存取现

金，且具有消费信用的特制载体卡片。信用卡是银行卡的一种。

信用卡按使用对象分为个人卡和单位卡；按信誉等级分为金卡和普通卡。

凡在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开立基本存款账户的单位可申领单位卡。单位卡可申领若干张，

持卡人资格由申领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书面指定和注销。单位卡账户的资金一

律从其基本存款户转账存入，在使用过程中，需要向其账户续存资金的，也一律从其基本存款

户转账存入，不得交存现金，不得将销货收入的款项存入其账户。持卡人可持信用卡在特约单

位购物、消费，但单位卡一律不得用于１０万元以上的商品交易、劳务供应款项的结算，不得支
取现金。特约单位在每日营业终了，应将当日受理的信用卡签购单汇总，计算手续费和净计金

额，并填写汇（总）计单和进账单，连同签购单一并送交收单银行办理进账。

信用卡按是否向发卡银行交存备用金分为贷记卡、准贷记卡两类。贷记卡是指发卡银行

给予持卡人一定的信用额度，持卡人可在信用额度内先消费、后还款的信用卡。准贷记卡是指



２６　　　　 　中级财务会计（第３版）

持卡人先按发卡银行要求交存一定金额的备用金，当备用金账户余额不足支付时，可在发卡银

行规定的信用额度内透支的信用卡。

准贷记卡的透支期限最长为６０天，贷记卡的首月最低还款额不得低于其当月透支余额的１０％。
如信用卡丢失，持卡人应立即持有效证明，并按规定提供有关情况，向发卡银行或代办银

行申请挂失。

（六）汇兑结算方式

汇兑是汇款人委托银行将其款项支付给收款人的结算方式。单位和个人的各种款项结算，

均可使用汇兑结算方式。

汇兑分为信汇、电汇两种。信汇是指汇款人委托银行通过邮寄方式将款项划给收款人。

电汇是指汇款人委托银行通过电报将款项划给收款人。这两种汇兑方式由汇款人根据需要选

择使用。汇兑结算方式适用于异地之间的各种款项结算。这种结算方式划拨款项简便、灵活。

（七）委托收款结算方式

委托收款是收款人委托银行向付款人收取款项的结算方式。无论单位还是个人都可凭已

承兑商业汇票、债券、存单等付款人债务证明办理收取同城或异地款项。委托收款还适用于收

取电费、电话费等付款人众多、分散的公用事业费等有关款项。委托收款结算款项划回的方式

分为邮寄和电报两种。

（八）托收承付结算方式

托收承付是根据购销合同由收款人发货后委托银行向付款人收取款项，由付款人向银行

承认付款的结算方式。采用托收承付结算方式的收款单位和付款单位，必须是国有企业、供销

合作社及经营管理较好，并经开户银行审查同意的城乡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办理托收承付

结算的款项，必须是商品交易，以及因商品交易而产生的劳务供应的款项。代销、寄销、赊销

商品的款项，不得办理托收承付结算。

托收承付款项划回方式分为邮寄和电报两种，由收款人根据需要选择使用；收款单位办理

托收承付，必须有商品发出的证件或其他证明。托收承付结算每笔的金额起点为１００００元。
新华书店系统每笔的金额起点为１０００元。

（九）信用证结算方式

信用证结算是国际结算的一种主要方式。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营结算业务的商业银行

总行及经商业银行总行批准开办信用证结算业务的分支机构，也可以办理信用证结算业务。

在我国，只有从事进口业务和对外经济合作企业可采用这种方式。信用证是应进口方要求，向

出口方（收益人）开立，以收益人按规定提供单据和汇票为前提、支付一定金额的书面承诺。

即一种有条件的银行付款凭证。在我国，进口企业的开证行为中国银行。

三、银行存款业务的会计处理

为了核算银行存款的增加、减少和结存情况，企业应设置“银行存款”科目进行银行存款

的总分类核算。并在不同的结算方式下，根据有关的原始凭证编制银行存款的收付款凭证，并

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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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将款项存入银行等金融机构时，借记 “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库存现金”等有关科

目；提取或支付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中的存款时，借记“库存现金”等有关科目，贷记“银行存

款”科目。

为了能够逐日详细地反映银行存款的增加、减少和结存情况，企业还必须按照开户银行的

存款种类等，分别设置“银行存款日记账”，由出纳人员根据收付款凭证，按照业务的发生顺序

逐日逐笔登记。每日终了，应结出余额。

企业应当加强对银行存款的管理，定期对银行存款进行检查，对于存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

构的款项已经部分不能收回或全部不能收回的，应查明原因进行处理，有确凿证据表明无法收

回的，应当根据企业管理权限报经批准后，借记“营业外支出”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企业在银行的其他存款，如外埠存款、银行本票存款、银行汇票存款、信用卡存款、信用

证保证金存款、存出投资款等，在“其他货币资金”科目核算。不通过“银行存款”科目进行会

计处理。

例２９　甲企业向乙企业采购一批材料，买价１００００元，应付的增值税款为１７００元，发
票及提货单已取得，货款已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材料采购　　　　　　　　　　　　　 １０００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１７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１１７００

例２１０　甲企业向某银行取得短期借款５００００元，存入本企业银行存款账户。编制如下
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５００００
贷：短期借款　 　　５００００

有外币业务的单位，应在“银行存款”科目下分别按人民币和各种外币设置“银行存款日记

账”进行明细核算。

四、银行存款的清查

为了保证银行存款账实相符，及时纠正可能发生的差错，准确掌握企业可以动用的银行存

款实有数，企业要定期进行银行存款的清查核对。清查的基本方法就是核对双方账目，将银行

存款日记账的记录同银行送来的对账单进行逐笔核对，每月至少核对一次。如发现双方余额

不一致，除记账错误外，还可能是由于未达账项所引起的。所谓未达账项，是指企业与银行双

方之间，一方已经入账，而另一方尚未入账的款项。产生未达账项的原因在于：结算凭证在企

业与银行之间传递需要一定的时间，使得企业与开户银行取得结算凭证存在时间差，致使同一

笔业务在双方入账的时间上也有先有后。未达账项具体有下列几种情况。

（一）企业的未达账项

（１）银行已收款入账，而企业尚未入账的款项。如银行已收款入账而企业尚未入账的托收
货款、存款利息收入等。

（２）银行已付款入账，而企业尚未入账的款项。如银行已付款入账而企业尚未收到付款通
知的借款利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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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银行的未达账项

（１）企业已收款入账，而银行尚未入账的款项。如企业将收到的转账支票存入银行，但银
行尚未办理转账等。

（２）企业已付款入账，而银行尚未入账的款项。如企业开出支票但持票人尚未送交银行办
理转账等。

实际工作中，对各种未达账项是通过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进行调节的。其公式

如下：

　银行存款日记账余额＋银行已收企业未收的款项－银行已付企业未付的款项
＝银行对账单余额＋企业已收银行未收的款项－企业已付银行未付的款项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的格式如表２１所示，现举例说明“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的编制
方法。

例２１１　某企业２０×９年７月３１日银行存款日记账账面余额为４１３５０元，银行送来的对
账单上所列的本企业银行存款余额为６２８５０元，经逐笔核对发现如下未达账项。

（１）企业于３月３０日送存转账支票１１５０元（销货款），银行尚未记入企业存款账户。
（２）企业委托银行代收宏远公司货款１１１０元，银行已经收到入账，但收款通知尚未到达

企业。

（３）企业３月３１日开出转账支票２２０００元预付货款，持票单位尚未到银行办理转账。
（４）银行代付电话费４６０元，因付款通知尚未到达企业，企业尚未入账。
根据以上资料，通过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如表２１所示），进行调节。

表２１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２０×９年７月３１日 单位：元

项　　目 金　　额 项　　目 金　　额

银行存款日记账余额

加：银行已收、企业未收的销货款

减：银行已付、企业未付的电话费

４１３５０

１１１０

　４６０

银行对账单余额

加：企业已收、银行未收的销货款

减：企业已付、银行未付的购货款

６２８５０

１１５０

２２０００

调整后的存款余额 ４２０００ 调整后的存款余额 ４２０００

调整后左右两边余额相等，说明双方记账没有差错，表明企业的银行存款账实相符。如果

不相等，表明记账有差错，就需进一步查对，找出原因，更正错误的记录。

调整后的银行存款余额，是企业可以动用的银行存款实际数。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银行已经入账而企业尚未入账的未达账项，一定要待结算凭证到达后

方可进行账务处理。

第三节　其他货币资金

在企业的经营资金中有些货币资金的存放地点和用途与库存现金和银行存款不同，如外

埠存款、银行汇票存款、银行本票存款、信用证保证金存款、信用卡存款和存出投资款等，这

些资金在会计核算上统称为“其他货币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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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反映和监督其他货币资金的收支和结存情况，企业应设置“其他货币资金”科目，借

方登记其他货币资金的增加数，贷方登记其他货币资金的减少数，期末余额在借方，反映企业

实际持有的其他货币资金。本科目应按其他货币资金的种类设置明细科目进行明细核算。

一、外埠存款

外埠存款是指企业到外地进行临时或零星采购时，汇往采购地银行开立采购专户的款项。

企业将款项汇往外地时，应填写汇款委托书，委托开户银行办理汇款。汇入地银行以汇款

单位名义开立临时采购账户。该账户的存款不计利息，只付不收，付完清户。除了采购人员可

以从中支取少量现金外，一律采用转账结算。

企业将款项汇往外地开立采购专户时，根据汇出款项凭证，编制付款凭证，进行账务处

理，借记“其他货币资金———外埠存款”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收到采购人员转来供应单位发票账单等报销凭证时，借记“材料采购”或“原材料”、“库存

商品”、“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等科目，贷记“其他货币资金———外埠存款”

科目。

采购完毕收回剩余款项时，根据银行的收款通知，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其他货币

资金———外埠存款”科目。

例２１２　甲企业派采购员到异地采购原材料，３月１８日企业委托开户银行汇款１０００００
元到采购地建立采购专户。根据收到的银行汇款凭证回单联，企业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其他货币资金———外埠存款　　　　　　　１０００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１０００００

３月２６日，采购员交来从采购专户付款购入材料的有关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价
款８００００元，增值税额１３６００元。企业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原材料　　　　　　　　　　　　　 ８０００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１３６００
贷：其他货币资金———外埠存款　　　　　　　　 ９３６００

３月３０日，收到开户银行的收款通知，该采购专户中的结余款项已经转回。根据收账通
知，企业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６４００
　 贷：其他货币资金———外埠存款　　　 　　　６４００

二、银行汇票存款

银行汇票存款是指企业为取得银行汇票，按照规定存入银行的款项。汇款单位（即申请

人）使用银行汇票，应向出票银行填写“银行汇票申请书”，并将款项交存开户银行，取得银行

汇票后，根据银行盖章的申请书存根联，借记“其他货币资金———银行汇票”科目，贷记“银行

存款”科目。

企业持银行汇票购货，收到有关发票账单时，借记“材料采购”或“原材料”、“库存商品”、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等科目，贷记“其他货币资金———银行汇票”科目。

采购完毕收回剩余款项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其他货币资金———银行汇票”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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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汇票因超过付款期限或其他原因未曾使用而退还款项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

记“其他货币资金———银行汇票”科目。

销货企业收到银行汇票、填制进账单到开户银行办理款项入账手续时，根据进账单及销货

发票等，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收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

额）”等科目。

例２１３　甲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向银行申请办理银行汇票用以购买原材料，将款
项２５００００元交存银行转作银行汇票存款，根据银行盖章退回的申请书存根联，企业编制如下
会计分录：

借：其他货币资金———银行汇票　　 ２５００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２５００００

甲企业购入原材料一批，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原材料价款为２０００００元，增值税额
３４０００元，已用银行汇票办理结算，多余款项１６０００元退回开户银行，企业已收到开户银行转
来的银行汇票第四联（多余款收账通知）。企业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原材料　　　　　　　　　　　　　　 ２００００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３４０００
贷：其他货币资金———银行汇票　　　　　　　２３４０００

借：银行存款　　　　　　　　　　　　 １６０００
贷：其他货币资金———银行汇票　　　　 　 １６０００

三、银行本票存款

银行本票存款是指企业为取得银行本票，按照规定存入银行的款项。企业向银行提交“银

行本票申请书”并将款项交存开户银行，取得银行本票后，根据银行盖章退回的申请书存根

联，借记“其他货币资金———银行本票”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企业持银行本票购货，收到有关发票账单时，借记“材料采购”或“原材料”、“库存商品”、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等科目，贷记“其他货币资金———银行本票”科目。

如企业因银行本票超过付款期限等原因未曾使用而要求银行退还款项时，应填制进账单

一式三联，连同本票一并交给银行，根据银行盖章退回的进账单第三联，借记“银行存款”科

目，贷记“其他货币资金———银行本票”科目。

销货企业收到银行本票、填制进账单到开户银行办理款项入账手续时，根据进账单及销货

发票等，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收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

额）”等科目。

例２１４　甲企业为取得银行本票，向银行填交“银行本票申请书”并将１００００元转作银行
本票存款，企业取得银行本票后，应根据银行盖章退回的申请书存根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其他货币资金———银行本票　 １００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１００００

甲企业用银行本票购买办公用品１００００元，根据发票账单等有关凭证，编制如下会计
分录：

借：管理费用　　　　　　　　　　　 １００００
贷：其他货币资金———银行本票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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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用证保证金存款

信用证保证金存款，是指采用信用证结算方式的企业为取得信用证按规定存入银行信用

证保证金专户的款项。

企业填写“信用证申请书”将信用证保证金交存银行时，应根据银行盖章退回的“信用证申

请书”回单，借记“其他货币资金———信用证保证金”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企业接到开证行通知，根据供货单位信用证结算凭证及所附发票账单，借记“材料采购”

或“原材料”、“库存商品”、“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等科目，贷记“其他货币

资金———信用证保证金”科目。

将未用完的信用证存款余款转回开户银行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其他货币资

金———信用证保证金”科目。

例２１５　甲企业向银行申请开具信用证２００万元，用于支付境外采购材料价款，企业已
向银行缴纳保证金，并收到银行盖章退回的“信用证申请书”回单。企业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其他货币资金———信用证保证金　　 ２００００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２００００００

企业收到银行转来的境外供货单位信用证结算凭证及所付发票账单，海关进口增值税专

用缴款书等有关凭证，材料价款１５０００００元，增值税税额为２５５０００元。企业编制如下会计
分录：

借：原材料　 　　　　　　　　　 　　 １５００００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２５５０００
贷：其他货币资金———信用证保证金　　 　　　１７５５０００

企业收到银行收款通知，对该境外供货单位开出的信用证余额２４５０００元转回银行结算
户。企业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２４５０００
贷：其他货币资金———信用证保证金 　　 ２４５０００

五、信用卡存款

信用卡存款是企业为取得信用卡而存入银行信用卡专户的款项。

企业申领信用卡，应填写信用卡申请表，连同支票和有关资料送存发卡银行，根据银行盖

章退回的进账单第一联，借记“其他货币资金———信用卡”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企业用信用卡购物或支付有关费用，收到开户银行转来的信用卡存款的付款凭证及所附

发票账单，借记“管理费用”等科目，贷记“其他货币资金———信用卡”科目。

企业信用卡在使用过程中，需要向其账户续存资金的，应借记“其他货币资金———信用

卡”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企业的持卡人如不需要继续使用信用卡时，应持信用卡主动到发卡银行办理销户，销卡

时，信用卡余额转入企业基本存款户，不得提取现金，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其他货币

资金———信用卡”科目。

例２１６　甲企业于３月５日向银行申领信用卡，向银行交存５００００元。４月１０日，该企
业用信用卡向某饭店支付招待费３０００元。企业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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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 其他货币资金———信用卡摇 50 000
贷: 银行存款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50 000

借: 管理费用摇 摇 3 000
贷: 其他货币资金———信用卡 摇 3 000

六、 存出投资款

存出投资款, 是指企业已存入证券公司但尚未进行投资的资金。
企业向证券公司划出资金时, 应按实际划出的金额, 借记“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

款冶科目, 贷记“银行存款冶科目; 购买股票或债券时, 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冶科目, 贷记“其
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冶科目。

复习思考题

1. 货币资金包括的内容?
2. 企业只能在哪些情况下使用现金?
3. 目前我国主要的银行结算方式有几种? 哪些适用于同城, 哪些适用于异地?
4. 其他货币资金包括哪些内容?

练习题

习题一

揖目的铱练习库存现金的核算。
揖资料铱B 公司 20 伊 9 年 10 月发生下列业务。
1. 厂部报销办公费 168 元, 用现金付讫。
2. 车间职工万某报销差旅费 600 元, 用现金付讫。
3. 从银行提现 2 000 元备用。
4. 现金清查中发现现金长款 200 元。
5. 经查, 现金长缺无法查明原因, 经批准转销。
揖要求铱根据上述资料, 编制会计分录。

习题二

揖目的铱练习银行存款的核算。
揖资料铱B 公司 20 伊 9 年 10 月发生下列业务。
1. 企业销售产品一批, 增值税发票上注明价款 500 000 元, 增值税额为 85 000 元, 款收存

银行。
2. 发放职工薪酬 200 000 元。
3. 用转账支票支付本月厂部水电费 10 000 元。
4. 用银行存款支付前欠 D 公司货款 300 000 元。
5. 收回 A 公司前欠货款 400 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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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根据上述资料，编制会计分录。

习题三

【目的】练习其他货币资金的核算。

【资料】Ｂ公司２０×９年１０月发生下列业务。
１．企业向银行提交“银行汇票申请书”，并将７２００００元交存银行，取得银行汇票，交给采

购员持往异地采购材料。

２．采购员完成采购任务，发票上注明价款６０００００元，增值税额为１０２０００元。
３．用转账支票支付材料的运杂费２００００元。
４．收到银行退回的银行汇票多余款（１８０００元）收账通知。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编制会计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