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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应收款项管理

【知识点一】应收账款产生的原因及管理方法

（一）产生的原因

应收账款发生的原因 性质

商业竞争 赊销以扩大销售 属于商业信用

销售和收款的时间差距 结算手段落后 不属于商业信用

【提示】应收账款的管理目标：在应收账款信用政策所增加的盈利和这种政策的成本之间作出权衡。只有当应收账

款所增加的盈利超过所增加的成本时，才应当实施应收账款赊销。

（二）管理方法

1.应收账款回收情况的监督：实施对应收账款回收情况的监督，可通过编制账龄分析表进行。

账龄分析表是一张能显示应收账款在外天数（账龄）长短的报告。

对坏账损失的事先准备。

2.制定适当的收账政策：企业对各种不同过期账款的催收方式，包括准备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它的收账政策。

【知识点二】信用政策分析

（一）信用政策的构成

信用标准：指顾客获得企业的交易信用所应具备的条件。

信用期间：是企业允许顾客从购货到付款之间的时间。

现金折扣政策：是企业对顾客在商品价格上所做的扣减。

（二）信用的“5C”系统评估法

企业在设定某一顾客的信用标准时，往往先要评估其赖账的可能性。这可以通过“5C”系统来进行。

信用标准的五个方面 含义

品质 指顾客的信誉，即履行偿债义务的可能性

能力 指顾客的偿债能力，即其流动资产的数量和质量以及与流动负债的比例

资本 指顾客的财务实力和财务状况

抵押 指顾客拒付款项或无力支付款项时能被用作抵押的资产

条件 指可能影响顾客付款能力的经济环境（外部）

【2017 年•单选题】应用“5C”系统评估顾客信用标准时，客户“能力”是指（ ）。

A.偿债能力

B.盈利能力

C.营运能力

D.发展能力

【答案】A

【解析】能力指顾客的偿债能力，即其流动资产的数量和质量以及与流动负债的比例。

（三）信用期间和现金折扣政策的决策

1.决策方法——差量分析法



决策原则：如果改变信用期增加的税前损益大于 0，可以改变。

2. 决策的关键指标确定：

【提示】信用期变动的分析，一方面要考虑对利润表的影响（包括收入、成本和费用）；另一方面要考虑对资产负债

表的影响（包括应收账款、存货、应付账款），并且要将对资金占用的影响用“资本成本”转化为“应计利息”，以

便进行统一的得失比较。

【教材例 12-4】某公司现在采用 30 天按发票金额付款的信用政策，拟将信用期放宽至 60 天，仍按发票金额付款即

不给折扣。假设等风险投资的最低报酬率为 15%，其他有关的数据如下表所示。

信用期项目 30 天 60 天

销售量（件） 100 000 120 000

销售额（元）（单价 5 元） 500 000 600 000

销售成本（元）：

变动成本（每件 4 元） 400 000 480 000

固定成本（元） 50 000 50 000

息税前利润（元） 50 000 70 000

可能发生的收账费用（元） 3 000 4 000

可能发生的坏账损失（元） 5 000 9 000

（1）计算收益的增加

收益的增加=增加的销售收入-增加的变动成本=100000-80000=20000（元）

【提示】若突破相关范围，增加的固定成本也要扣除；

（2）计算占用资金的应计利息（=占用资金×资本成本）

应收账款占用资金的应计利息 存货占用资金的应计利息 应付账款占用资金抵减的应计利息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日销售额×平均收现期

计算应收账款占用资金的应计利息增加

30 天信用期应计利息=（500000÷360）×30×（400000÷500000）×15%=5000（元）

60 天信用期应计利息=（600000÷360）×60×（480000÷600000）×15%=12000（元）

应计利息增加=12000-5000=7000（元）

【提示】若考试中没有直接给出平均收现期（即：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1）只有信用期、没有折扣期：

平均收现期=信用期

2）既有信用期、又有折扣期：

平均收现期=折扣期×享受折扣客户比率+信用期×放弃折扣客户比率

【2012 年•单选题】甲公司全年销售额为 30000 元（一年按 300 天计算），信用政策是“1/20、n/30”，平均有 40%

的顾客（按销售额计算）享受现金折扣优惠，没有顾客逾期付款。甲公司应收账款的年平均余额是（ ）元。

A.2000 B.2400 C.2600 D.3000

【答案】C

【解析】平均收现期=20×40%+30×60%=26（天）

应收账款年平均余额=日销售额×平均收现期=30000/300×26=2600（元）。

存货占用资金的应计利息增加=平均存货增加量×单位变动成本×资本成本

如果存货直接购入，无需进一步加工，则用单位进价。

或：存货占用资金的应计利息增加=(全年增加的营业成本/存货周转率)×资金成本

【教材例 12-5】续【教材例 12-4】资料，现假定信用期由 30 天改为 60 天，由于销售量的增加，平均存货水平将从

9000 件上升到 20000 件，每件存货成本按变动成本 4元计算，其他情况不变。

存货增加而多占用资金的利息=（20000-9000）×3×15%=4950（元）

应付账款占用资金的应计利息减少

=-应付账款占用资金×资本成本

其中：应付账款占用资金=应付账款平均余额

【提示】考试的时候，应付账款平均余额一般用销售百分比法，直接告诉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

（3）收账费用和坏账损失增加

收账费用增加=4000-3000=1000（元）

坏账损失增加=9000-5000=4000（元）

（4）改变信用期的税前损益增加

收益增加-成本费用增加

=20000-（7000+4950+1000+4000）=3050（元）

（5）现金折扣政策

折扣成本=∑赊销额×折扣率×享受折扣的客户比率

【教材例 12-6】续【教材例 12-4】资料，假定该公司在放宽信用期的同时，为了吸引顾客尽早付款，提出了 0.8/30，

n/60 的现金折扣条件，估计会有一半的顾客（按 60 天信用期所能实现的销售量计）将享受现金折扣优惠。

某公司信用期放宽的有关资料表

信用期项目 30 天 0.8/30，n/60

销售量（件） 100000 120000

销售额（元）（单价 5 元） 500000 600000

变动成本（每件 4 元） 400000 480000

固定成本（元） 50000 50000

息税前利润（元） 50000 70000



可能发生的收账费用（元） 3000 4000

可能发生的坏账损失（元） 5000 9000

可能发生的折扣 600 000×50%×0.8%

（1）收益的增加

收益的增加=增加的销售收入-增加的变动成本=（6 000 00-500 000）-80 000=20 000（元）

（2）应收账款占用资金的应计利息增加

30 天信用期应计利息=(500000/360)×30×400000/500000×15%=5000（元）

平均收现期=30×50%+60×50%=45（天）

45 天信用期应计利息=（600000÷360）×45×80%×15%=9000（元）

应计利息增加=9000-5000=4000（元）

（3）收账费用和坏账损失增加

收账费用增加=4000-3000=1000（元）

坏账损失增加=9000-5000=4000（元）

（4）估计现金折扣成本的变化

现金折扣成本增加=新的销售水平×新的现金折扣率×享受现金折扣的顾客比例-旧的销售水平×旧的现金折扣率×

享受现金折扣的顾客比例=600000×0.8%×50%-500000×0×0=2400（元）

（5）改变现金折扣条件后的税前损益增加

收益增加-成本费用增加=20000-（4000+1000+4000+2400）=8600（元）

由于可获得税前收益，故应当放宽信用期，提供现金折扣。

【总结】

增加的收益 增加的边际贡献 边际贡献=销售数量×单位边际贡献

=销售金额×边际贡献率

【提示】若突破相关范围，增加的固定成本也要扣除

增加的成本

增加的应计利息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占用资金的应计利息

=应收账款占用资金×资本成本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变动成本率×资本成本

=日赊销额×平均收现期×变动成本率×资本成本

存货 存货占用资金的应计利息增加

=存货增加量×单位变动成本×资本成本

=(全年增加的营业成本/存货周转率)×资本成本

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抵减的占用资金应计利息

=-应付账款平均余额×资本成本

现金折扣成本 =销售额×现金折扣率×享受现金折扣的顾客比例

收账费用 赊销额×收账费用率

坏账损失 赊销额×坏账损失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