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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来说，将会给报表使用者提供更加全面的信息。

2. 现实中可行的改进。

（1）我国目前仍属资本稀缺国，这就决定了在今后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内，我国跨国公司及其海外子公司无论在数量上

还是在规模上都很难与美、英等国相比。我国的跨国公司主要

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主，目前这些跨国公司大部分是在国外设

置分公司或分支机构，在国外的经济活动主要是销售母公司

的出口商品、汇回货款等，实质是属于母公司延伸业务的经营

活动，其本身很少存在独立的经济业务，所以这时并不要求

着重考核子公司自身的经营业绩，因此选用时态法是适合的。

但是随着中国企业实力的不断壮大，海外的投资和兼并活动

将不断增加，今后必然会拥有大量独立经营的海外子公司，改

进后的时态法不但考虑到了我国目前的状况，而且兼顾了我

国企业发展的前景趋势。

（2）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开放，仍然实行的是有管

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可能出现剧烈的波动，在这

种情况下，跨国公司采用时态法对海外子公司进行外币报表

折算并不会使集团公司的报告损益与其真实经营成果产生严

重背离的情况。

（3）随着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越来越充分，资本市场变得

越来越有效，折算差额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将逐渐被广大

投资者“看穿”，加上改进后的时态法将折算差额以一个单独

的科目与企业的当期经营利润分开列示，因此，改进后时态法

不会对股价造成严重的影响。

全球经济一体化意味着我国经济将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

体系，我国企业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发展，必须遵照国际惯例开

展经营活动。我国加入WTO后，更多的国内企业选择到海外

资本市场上去融资，这些跨国公司将迫于来自海外交易所的

压力促使其采用国际会计准则取代国内准则，以减少和消除

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提高我国会计准

则的国际准则可比性。然而国际会计准则明确规定采用现行

汇率法，也许改进的时态法会不利于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

计准则的协调。但是，国际会计准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是

在不断的调整和发展之中。国际会计准则的一个主要目标就

是协调世界各国的会计准则，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者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也会反过来考虑中

国会计准则的影响，并作出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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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辅导用书《初级会计实务》

是参加全国助理会计师考试的学员们的好帮手，但笔者认为

该教材中有几个例题的解析值得商讨。

一、关于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持有期间被投资单位宣

告发放现金股利或利润的处理

该教材对长期股权投资持有期间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现

金股利或利润作了如下处理说明：长期股权投资持有期间被

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现金股利或利润时，对采用成本法核算的，

企业按应享有的部分确认为投资收益，借记“应收股利”科目，

贷记“投资收益”科目。笔者认为这一处理方式容易使人产生

误解，使读者认为采用成本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时，持有期间

被投资单位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均应确认为投资收益。建

议按照现行会计准则的规定，将其修改为：被投资单位宣告分

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投资企业按应享有的部分，确认为当期

投资收益，借记“应收股利”科目，贷记“投资收益”科目；但投

资企业确认的投资收益仅限于所获得的被投资单位在接受投

资后产生的累积净利润的分配额，所获得的被投资单位宣告

分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超过被投资单位在接受投资后产生的

累积净利润的部分，应冲减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借记

“应收股利”科目，贷记“长期股权投资”科目。

对《初级会计实务》教材三个例题的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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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初级会计实务教材中的例题为基础，对教材中关于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时，投资方于持有期

间收到被投资方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的会计处理、生产车间机器设备修理费的会计处理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处理

应与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一致，并对品种法核算举例中题意不够明确及有关计算错误提出了若干处理意见。

【关键词】长期股权投资 机器设备修理费 制造费用 计划成本分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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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该教材［例 1-70］中，甲公司于 2008年 6月 20

日收到长信股份有限公司宣告发放现金股利 5 000元时，将

其确认为“投资收益”是不恰当的。因为甲公司是在 2008年 1

月 10日购入长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而购买股票当年收到

的现金股利往往是被投资公司用以往年度获利进行分配的，

所以对于甲公司而言应将其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收回而不是

确认投资收益。

可以将题目略作修改：［例 1-70］，承［例 1-68］（此处教

材为承［例 1-69］），如果甲公司于 2008年 6月 20日收到长

信股份有限公司宣告发放上年度现金股利的通知，应分得现

金股利 5 000元。

或改成：［例 1-70］，承［例 1-68］，如果甲公司于 2009年

6月 20日收到长信股份有限公司宣告发放现金股利的通知，

应分得现金股利 5 000元，长信股份有限公司 2008年度获得

净利润 500 000元。

二、关于生产车间机器设备修理费的处理

教材 P89页［例 2-33］中 D企业生产车间委托外单位修

理机器设备，发生了 10 000元的修理费，将其记入了“制造费

用”科目的借方。现行会计准则中既然已经规定企业生产车间

（部门）发生的固定资产修理费用等后续支出属于“管理费用”

科目的核算内容，而且本教材也已作了相应修改，则相关例题

也应与新会计准则保持一致。

三、关于品种法的核算应用

教材 P247页［例 9-1］是关于品种法的具体应用，该例中

存在三个问题。

1援 辅助生产车间发生的制造费用要不要通过“制造费

用”科目核算。表 9-5中将供电车间领用的辅助材料 600元

和机修车间领用的辅助材料 300 元分别记入了“制造费

用———供电车间”和“制造费用———机修车间”科目中，并将其

归入“直接材料”成本项目。而对于表 9-7、9-8、9-9中供电车

间和机修车间的折旧费、财产保险费和车间其他费用，在编制

会计分录时直接记入了“辅助生产成本”科目的借方。

这样处理会出现以下问题：一是表 9-5中既然将供电、

机修车间领用的辅助材料作为制造费用处理，则其对应的成

本项目应该是“制造费用”而非“直接材料”，根据该表登记辅

助生产成本明细账（表 9-10、9-11）时，也应记在“制造费用”

成本项目栏中，但表 9-10、9-11未作记录。二是前后处理存

在矛盾，表 9-5将供电和机修两个辅助生产车间的制造费用

记入了“制造费用”总账科目（如果供电和机修车间耗用的辅

助材料确实是车间一般消耗用的），表 9-7、9-8、9-9则将辅助

生产车间的其他制造费用记入了“辅助生产成本”总账科目。

那么辅助生产车间的制造费用究竟应该通过什么科目核

算？一般情况下，辅助生产车间发生的制造费用与基本生产车

间一样，先通过“制造费用”科目归集，到期末再转入“辅助生

产成本”科目。但如果辅助生产车间规模很小，制造费用很少，

而且辅助生产不对外提供产品和劳务，为了简化核算，也可以

将辅助生产车间的制造费用直接计入“辅助生产成本”科目，

况且一般来说，一个辅助生产车间只提供一种劳务，因此这样

处理也是可行的，但本例中并未加以说明。另外表 9-3原始

资料中也没有明确供电车间耗用的辅助材料 600元及机修车

间领用的辅助材料 300元究竟属于生产消耗还是车间一般消

耗，因此导致了前后处理的不一致。

为了不影响后面的数字，笔者建议，将表 9-3中供电、机

修车间耗用的辅助材料 600元和 300元删去，并在题目中加

上“辅助生产车间的制造费用不通过‘制造费用’科目核算”这

一说明。这样修改后，根据表 9-5所作的分录也应改为：借：

基本生产成本 166 500辅助生产成本 3 000，制造费用———

基本生产车间 3 600，管理费用 1 200；贷：原材料 174 300。

2援 按计划成本分配法分配辅助生产费用的计算存在问

题。表 9-12中机修和供电车间的辅助生产实际成本分别为

15 800元和 13 700元，其与按计划成本分配金额之间的差异

额分别为 50元和 500元。笔者查阅了多本参考资料，这些参

考资料中对于按计划成本分配法分配辅助生产费用的表达是

一致的，均明确该方法下辅助生产车间实际发生的费用不是

纯粹的实际费用，应为辅助生产车间分配前的费用加上辅助

生产内部交互分配转入的费用（按计划单位成本计算）。而该

例中在计算辅助生产实际成本时并未考虑辅助生产内部交互

分配转入的费用。

因此按该方法计算的机修车间实际成本应为 16 328元

（15 800+528），供电车间实际成本应为 14 500 元（13 700+

800），其成本差异分别为：机修车间 578元，供电车间 1 300

元，会计分录为：借：辅助生产成本———机修车间 528、———供

电车间 800，制造费用———基本生产车间 26 976，管理费用 646；

贷：辅助生产成本———机修车间 15 750、———供电车间 13 200。

借：管理费用 1 878；贷：辅助生产成本———机修车间 578、

———供电车间 1 300。

另外，根据该会计分录登记辅助生产成本明细账（表 9-

10、9-11）时也出现了漏登现象，其中表 9-10 应在“制造费

用”成本项目栏内补登 800元，并将表中转入管理费用的“转

出金额”由 500元改为 1 300元；表 9-11也应在“制造费用”

成本项目栏内补登 528元，将该表中转入管理费用的“转出金

额”改为 578元。

3援 制造费用的计算有误。表 9-13中基本生产车间的制

造费用为 38 100元，该数字未考虑辅助生产车间对基本生产

车间提供的修理劳务和电费，导致少计了 26 976元的费用，

正确的金额应为 65 076元，这样也就影响了完工产品成本计

算的正确性，而最终完工的 A、B产品的成本应为 486 200元

和 262 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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