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关于会计恒等式

众所周知，财务会计有两大恒等式：淤资产越负债垣所有

者权益；于收入原费用越利润。第一个恒等式奠定了会计处理

的基础，体现了资产负债表的基本结构。第二个恒等式则说明

了利润表的构成，对一个企业来说，全部收入减去全部费用就

等于企业的利润。如果结果是个负数，则为企业这一时期发生

的亏损额。从广义上看，这一恒等式不存在问题，但现行《企业

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简称《基本准则》）重新定义了收入

和费用的概念，从而使“收入原费用越利润”这一恒等式变得不

恒等。

按照《基本准则》的规定，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

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

济利益的总流入。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收入是与企业日常活

动相联系的，只有企业日常活动带来的经济利益的流入才能

作为企业的收入，而有时候企业的非日常活动也会产生经济

利益的流入，这种非日常活动产生的经济利益的流入不是企

业的收入，而是利得。虽然其不属于收入，但仍会增加企业的

利润。

按照《基本准则》的规定，费用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发

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

济利益的总流出。同收入一样，费用的产生也是与企业日常活

动相联系的。也就是说，企业由于非日常活动所发生的耗费，

使经济利益流出企业，这种耗费就不属于费用范畴，而是企业

的损失。损失的发生虽然不形成费用，但同样会减少企业的

利润。

由此，在《基本准则》界定收入和费用的基础上，“收入原

费用越利润”的恒等式应变为“收入原费用垣利得原损失越利润”。

二、关于转让资产的会计处理

企业对外转让资产会形成转让收益，也可能发生转让损

失，收益和损失的计算从理论上讲，应该等于转让价与取得成

本之间的差额，但由于会计核算遵循谨慎性原则，为了使资产

符合其定义，在期末对发生减值的资产确认资产减值损失，

从而使资产的账面价值不再等于其取得成本。由此带来的问

题就是，当企业转让已发生减值的资产时，如何向会计信息使

用者报告该项转让资产给企业带来的损益，即是用转让资产

减去取得成本（账面余额）还是用转让资产减去转让时的账面

价值呢？笔者认为，无论提供哪种形式的信息，都应该遵循相

同的会计处理原则。但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转让不同的

资产，其会计处理方式不同，如转让存货和投资资产的会计处

理就遵循了不同的处理原则。企业将已计提跌价准备的存货

对外销售，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的规定，企业

所提供的转让损益信息是这样的：利润表中的营业收入体现

的是该存货的销售价，营业成本显示的是该存货的账面价值

（取得成本或生产成本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两者之差

为销售该存货的毛利。

再看转让投资，企业将已发生公允价值变动的交易性金

融资产对外转让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体现转让损益信息的投资收益在金额

上等于转让价与原始投资成本之间的差额，这样的处理与转

让存货的会计处理正好相反。两者提供的信息不一致，很容易

误导会计信息使用者。

会计准则将投资收益界定为转让资产减去原始投资成

本，而将转让存货的毛利界定为销售价格减去账面价值，两者

的核算口径不一致。

三、关于专门借款费用资本化的会计处理

《企业会计准则第 17号———借款费用》规定，为购建或者

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借入专门借款的，应当以专门

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利息费用，减去将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

存入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或进行暂时性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后的金额确定。也就是说，当专门借款未完全用于购建或生产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时，如果还处于资本化期间，则发生的

借款费用不能全额资本化，而必须将闲置的专门借款存入银

行取得的利息和进行短期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扣除，确认为

资产（应收利息或银行存款）。

笔者认为，企业在资本化期间内利用闲置的专门借款进

行短期投资，属于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范围，由此取得的投资收

益也应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企业在

进行借款费用资本化的时候，对此投资收益进行计算，仅仅是

为了计算应该资本化的借款费用的金额，而不是进行与交易

性金融资产相关的会计处理，因此应该将借款费用资本化的

会计处理与将闲置的专门借款进行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的会

计处理分开进行。当企业没有将闲置的专门借款进行短期投

资，而仅仅是存于银行时，该部分货币资金所产生的利息是与

其他货币资金产生的利息混在一起由银行定期转入企业账户

的，就没有必要单独进行会计处理。也就是说，一项专门借款

实际发生的利息费用，符合资本化条件的部分计入在建工程，

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部分计入财务费用，这样处理是符合实

际情况的。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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