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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计实务中，经常遇到跨期费用，以前的会计处理主要

是通过“预提费用”、“待摊费用”、“长期待摊费用”这几个科目

核算，但现行会计准则取消了“预提费用”和“待摊费用”科目。

那么，在具体的会计实践中，如何对跨期费用进行会计处理

呢？笔者认为，对跨期费用的会计处理要按照权责发生制的要

求进行。

一、在权责发生制的基础上按照重要性原则对跨期费用

进行分类处理

1. 对于特别重要的跨期费用应该单设会计科目核算。在

进行会计处理时，对于特别重要的费用或者经常发生的费用，

可以单设会计科目进行核算。例如，有的企业借款比较多，因

此利息费用较多，对应付未付的利息，应设置“应付利息”科目

进行核算。

2. 对于较为重要的跨期费用应设置“待摊费用”和“预提

费用”科目进行核算。对较为重要的跨期费用通过增设“待摊

费用”和“预提费用”科目核算，既可以减少总账科目数量，又

可以相对集中地核算待摊费用和预提费用。

3. 对数额较小的跨期费用，可以直接计入当期损益，以

简化核算。一些数额较小的跨期费用对企业财务报告的影响

较小，按照重要性原则，可以直接计入当期损益，不再进行分

期摊销，以简化企业的会计核算。

二、生产性费用和非生产性费用有不同的处理办法

对于非生产性跨期费用，可以按照上述办法进行会计处

理，但对于生产性跨期费用，除数额较小的可以直接计入当期

产品成本外，原则上都要按月摊销或预提。而不跨期的非生产

性费用则可以直接计入当期损益，不再摊销或者预提。

生产用固定资产的修理费用是生产性费用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笔者认为现行会计准则将固定资产修理费用直接计

入当期损益的做法不太合适。

现行会计准则规定：与固定资产有关的修理费用等后续

支出，不符合固定资产确认条件的，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在

发生时计入当期管理费用或销售费用。固定资产的日常修理

费用等支出只是为了保证固定资产持续正常工作，一般不产

生未来经济利益，因此通常不符合固定资产的确认条件，不计

入固定资产成本。但是将生产车间的固定资产修理费用直接

计入管理费用则不合适。固定资产修理费用不计入固定资产

成本不等于不计入产品成本。目前我国企业的成本核算采用

的是制造成本法，生产性费用原则上应该计入产品成本。将生

产车间的固定资产修理费用计入管理费用，显然不符合制造

成本法的要求，尤其对一些固定资产比重较大、修理费用较多

的企业，将修理费用直接计入损益严重扭曲了产品成本。生产

车间的固定资产修理费用与产品生产直接相关，属于生产性

费用，应该计入产品成本，否则企业的成本计算就会出现问

题，即少计本期产品成本。所以，生产车间的固定资产修理费

用不应该直接计入管理费用，而应该计入制造费用。如果有跨

期的情况，则需要待摊或者预提。

三、在编制资产负债表时，可以把“待摊费用”和“预提费

用”科目的余额合并到其他项目

待摊费用和预提费用往往是在一年之内产生的，到会计

年度终了大部分没有余额，没有余额的就不需要在资产负债

表中反映了。对于仍然有余额的，可以将待摊费用列示在“其

他流动资产”项目下，将预提费用列示在“其他流动负债”项目

下。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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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是有形动产，仍然属于货物的范畴。那么，用于家属

区供电的变压器就属于用于集体福利的购进货物。因此，税务

机关不允许该厂抵扣该变压器进项税额的做法是正确的。

对于纳税人购进属于固定资产的货物，另外还有特殊的

规定。《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一条规定：“《增值税

暂行条例》第十条第（一）项所称购进货物，不包括既用于增值

税应税项目（不含免征增值税项目）也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

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固定资产。”也

就是说，专门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

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固定资产进项税额不得抵扣，其他与增

值税应税项目混用的固定资产和专门用于增值税应税项目的

固定资产，其进项税额均可抵扣。

因此，纳税人购买的变压器，如果专门用于家属区供电，

属于专门用于集体福利的情形，其取得时产生的进项税额是

不能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但如果家属区与厂区共同使用一

台变压器，不论双方各用多少电量，都可以全额抵扣其进项税

额。

综上所述，如果企业在变压器的使用上略作调整，采用家

属区与厂区共同使用变压器的方法，则可以满足购进货物既

用于增值税应税项目也用于集体福利的前提条件，完全符合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变压器的进

项税额可以全额抵扣。

同样的道理，除纳税人自用的应纳消费税的摩托车、汽

车、游艇之外，其他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

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所有固定资产，如果同时能够用于

增值税应税项目，都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将这些固定资产既

用于增值税应税项目也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征增值税

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企业购买这些固定资产支付的

进项税额都是可以全额抵扣的。

另外，对于上述混合使用的固定资产将来提取的折旧费

用，由于《企业所得税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与取得收入无关

的其他支出，不得扣除，因此将来还要采用合理的方法准确划

分不得在税前扣除的折旧费用。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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