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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是指村集体经济组织 （因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

村委会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下文中所指的村集体经

济组织即简称村委会）因销售产品、提供劳务或其他业务，应

向购买单位或农户收取的款项或代付的运杂费等。应收账款

属于村委会的债权，是村委会的资产。在《村集体经济组织会

计制度》中，和应收账款相关的科目有“应收款”（112）“内部往

来”（113）。目前在农村审计中发现利用应收账款造假，已成为

目前村级财务舞弊的常见形式。

一、应收账款舞弊高发的原因及其表现形式

（一）应收账款舞弊高发的原因分析

我国审计准则《财务报表审计中对舞弊的考虑》对舞弊的

界定：舞弊是指被审计单位的管理层、治理层、员工或第三方

使用欺骗手段获取不正当或非法利益的故意行为。利用应收

账款舞弊的主要原因有：

1.应收账款没有实物形式，且变现能力强。应收账款是属

于村委会的流动资产，但只是一种债权，在日常经营活动中，

与同为流动资产的货币资金、存货相比，应收账款没有实物形

式而不能观察，不能清点。所以，利用应收账款进行财务舞弊

时极其隐蔽。同时，应收账款的变现能力强也使其被不法分子

盯上。

2.村委会内部控制不健全。美国注册舞弊审核师协会

（ACFE）的创始人史蒂文·阿伯雷齐特（W.Steve Albrecht）舞

弊三角理论认为，舞弊的产生是由压力、机会和自我合理化

三要素组成。村干部压力有些来源于工作，如集体经济增长

已成为地方年底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有些是对资金急切

需求。而自我合理化则可能是“我只是向村委会借而不是

偷”等。村委会内部控制不健全、信息不对称，部分村干部就

觉得有了可乘之机。村委会在应收账款方面的内部控制不健

全表现在：

（1）村委会不相容岗位没有进行分离，应收账款资料过于

简单。村委会的报账员经手款项的支出、登记及收回手续不

全，加之村委会应收账款往往只是一张借条、一个合同等，在

财务移交中还经常发生借条、合同遗失现象。报账员可以轻易

在收回应收账款后占为己有。

（2）没有专人催账制度。村委会应收账款审批人、经手人

的回收、责任、期限在规章制度中未明确，有些村干部在任期

内以各种理由为亲戚、朋友借用集体资金后，因村委会无专人

催账制度，对故意不还的债务人没有提请有关部门仲裁或诉

诸法律，一些村集体债权长期挂账成为呆账、死账。

（3）信息沟通不足。村委会的会计在乡镇，报账员（出纳）

在村级，会计与出纳间缺乏沟通，加上对购销合同、发票影

印件以及债务人的有关资料没有进行整理和编号，乡镇财

务部门对债务人的基本情况不掌握。如村级审批人、经手人

不再担任村干部时，村委会一些债权就会因查无此人而无法

收回。

3.财务造假惩治力度不够，违法成本低。《会计法》第4条

规定，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

完整性负责。同时《会计法》第13条第3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及其他会计资料，不得

提供虚假的财务会计报告。第43条规定，伪造、变造会计凭证、

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但在现实中，如没涉及贪污行为，村委会发生假账时

大多采取批评教育，对财务人员的追责更是不够。

（二）应收账款舞弊常见形式

1.无中生有、虚列应收账款，虚增收入。村委会利用应收

账款调节当年收支。如，有的乡镇为了体现村集体经济发展业

绩（县委组织部的考核内容之一，也是脱贫攻坚的考核内容），

在年底结账时，通过人为地虚列发包及上缴收入、挂往来账等

虚增收入，待下年初，再用红字将此笔虚列的往来账冲掉。

2.应收账款长期挂账，挪用公款或私分。村委会负责人或

财务负责人利用呆账、坏账把应收账款转为账外资产后进行

挪用或私分。有些是村干部故意长期挂账收取债务单位好处

费等。

3.利用应收账款投资，利息转入“小金库”。有些村委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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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其应收账款隐藏短期投资、截留投资收益，私设“小金库”。

二、应收账款审计查证

面对村委会应收账款的舞弊，我们审计要围绕正确性、真

实性和合理性展开。

（一）正确性审计

核对应收账款明细账与总账一致；获取或编制应收账款

明细表。通过对总账、明细账的复核，验证“应收账款”科目正

确性。具体方法：①将“应收账款明细表”的有关金额复核加

计，并与其报表数、总账数和明细账合计数进行核对，看其是

否相符。②审查部分应收账款明细账，复核发生额及余额计算

是否正确。③审查“应收账款”部分明细账与其对应的会计凭

证，核对账户余额是否正确。④审查应收账款记账科目的运用

是否正确。

例如：有的村委会在投资给本村某个专业合作社时，不用

“对外投资”科目，而只记入“内部往来”“银行存款”两个科目，

隐瞒资金投资属性，并将取得的投资收益收入转入“小金库”；

有的村委会收到外单位还来欠款时，不记银行日记账，而是签

发相同金额的转账支票，有偿转借给另一个单位；对付出的银

行存款也不记银行日记账，而是将此笔业务合并记作：借：应

收账款———乙；贷：应收账款———甲。收取利息后不记收入而

是转入“小金库”。

（二）真实性审计

确定应收账款的存在性和可靠性，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对

债务人进行函证。审计人员在对村委会进行审计时，应查阅

“应收账款”明细账及记账凭证和原始凭证，如果记账凭证未

附明记账联或未登记明细账，则可能虚列收入，此时应函证与

被审计单位有业务往来的单位，看其“应付账款”账户的数额

与被审计单位“应收账款”的数额是否一致，必要时还需查阅

相关业务的原始凭证。

例：现在有些地方组织部门要求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要在5

万元以上，对退出建档立卡的贫困村要求集体经济年收入要

在2万元以上。如某村委会当年的村集体经济增长指标难以完

成，大至缺口3万元，这将影响乡村干部的切身利益。为此，该

村委会于××年12月20日、25日，在没有业务的情况下分别编

制5#、10#凭证。金额分别为1万元和2万元，作为发包收入入

账，从而使村委会完成了该年度集体经济增长任务。以下是审

计人员的查证过程：

1.发现疑点：审计人员在审阅该村委会账簿时，发现12月

份“发包及上交收入”、“应收账款”账户较以往各期发生额大。

经与明细账户核对，发现“应收账款”明细账中根本未作登记，

总账与明细账相差3万元，由此怀疑该村委会有可能有虚增销

售收入，虚报指标完成的问题。

2.跟踪查证：审计人员根据丁字账中的记录，调阅有关记

账凭证，发现12月20日12#凭证的内容是：

借：应收账款 35100

贷：发包及上交收入 30000

应交税金 5100

12月30日25#凭证为：

借：应收账款 5100（红字）

贷：应交税金 5100（红字）

经审查核对，上述记账凭证中有1张附有集体林地发包合

同，但无欠条及相关会议记录、公告公示，应收款明细账也未

作任何登记。经进一步调查，发现此为虚假合同，目的为虚列

当期发包收入3万元，经询问有关会计人员及查阅会计资料，

以上分录已于下年初作为违约退回处理。

函证所取得的是外部证据，证明力较强。通过函证还可以

有效地证明债务人的存在和被审计单位记录的可靠性。但函

证中要重点关注：①对应收账款当年挂账金额比较大的，应结

合明细账摘要，认真分析，发现疑点，确定问题。②关联方交

易。目前许多村干部还兼农民专业合作社、有限责任公司等经

济组织的管理人员、负责人、合伙人等。这些村干部会利用关

联方交易转移资产，虚构收入，手法更隐蔽，查证更困难。③对

有经营业务的村委会，在验证时还要结合“库存商品”销售合

同、销售订单、销售发票副本和发运凭证等确定其存在的真实

性。

（三）合理性审计

通过审查应收账款的期末余额、增减变动是否正常、“年

初数”、“期末数”是否街接来总体进行评价。在被审期间内发

生的呆、坏账，应结合账龄分析法，审查是否有确凿证据表明

其确实无法收回，转销依据是否符合有关规定，有无授权批

准，应收账款确认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是否通过设置备查簿

进行登记控制，以免已冲销账款以后收回时被有关人员纳入

私囊。

如2015年在离任审计中发现，2009年有一个村前任主任

向村委会借款2000元，村委会以“借：应收账款2000，贷：银行

存款2000”入账，后附借条。经进一步查证发现此笔款项早已

收回但被出纳侵占，其长期挂账不销账，目的是久后列为呆

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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