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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减值损失”科目的核算内容问题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的规定，“资产减值损

失”科目核算企业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所形成的损失。笔者

认为，“资产减值损失”科目核算内容概括不全面，还应包括处

置无价值存货发生的账面价值损失。理由如下：存货存在可变

现净值为零的情形，如已霉烂变质的存货、已过期且无转让价

值的存货等。处置无价值存货的分录应是：借记“资产减值损

失”科目，贷记“原材料”等科目；处置已经计提减值准备的无

价值存货的分录应是：借记“存货跌价准备”和“资产减值损

失”科目，贷记“原材料”等科目。在这里，“资产减值损失”是核

算处置无价值存货发生的账面价值损失。因此，“资产减值损

失”科目核算内容应改为：核算企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所形成

的损失，以及处理无价值存货发生的账面价值损失。

二、一般企业预付工程款时使用科目问题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的规定，非建筑、房产

类企业在建工程预付的工程价款在“预付账款”科目核算。笔

者认为不妥。因为在资产负债表中，“预付账款”科目的期末余

额填列在“预付款项”项目（流动资产）。实际上“预付账款（工

程款）”科目期末余额通常已经体现为工程实体的成本（在建

工程成本，属于非流动资产），如果按《企业会计准则———应用

指南》的规定进行处理，虽不影响资产总额，但虚增流动资产，

虚减非流动资产，影响财务报告使用者对企业的偿债能力分

析。笔者认为非建筑、房产类企业预付工程款应通过“在建工

程”科目核算，同时为了体现预付款性质，便于日后正确结算

工程价款，同时便于准确计算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可在“在

建工程”一级科目下增设“预付工程款”二级科目。

例如：甲公司将建造厂房的工程出包给某施工企业，双方

签订的合同约定工程总造价为 600万元，施工企业进场后，甲

公司预付工程价款的 50%，工程竣工验收后支付另外的 50%。

甲公司在工程建设期间自身为该工程配套工程仓库建设发生

费用 12万元。

甲公司账务处理如下：淤预付 50%工程价款：借：在建工

程———预付工程款 300万元；贷：银行存款 300万元。于甲公

司在工程建设期间自身为该工程发生的费用：借：在建工

程———仓库工程 12万元；贷：银行存款 12万元。盂工程竣工

验收支付另外 50%的工程价款，分录同淤。榆工程完工，验收

交付使用：借：固定资产 612万元；贷：在建工程———预付工程

款 600万元，在建工程———厂房工程 12万元。

三、商品进销差价率公式问题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的规定：商品进销差

价率=期末分摊前“商品进销差价”科目余额衣（“库存商品”科

目期末余额+“委托代销商品”科目期末余额+“发出商品”科

目期末余额+本期“主营业务收入”科目贷方发生额）伊100%。

众所周知，公式中分母均是以含税售价表示，分子是分母中的

一部分，且分子因分母而产生。也只有这样，该公式才具有科

学性。正因为此，该公式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没有考虑零售企业视同买断方式下取得受托代销

商品形成商品进销差价的情形。零售企业视同买断方式下，收

到受托代销商品时，应按含税售价，借记“受托代销商品”科

目，按不含税协议价，贷记“受托代销商品款”科目，按其差额，

贷记“商品进销差价”科目。即零售企业视同买断方式下取得

受托代销商品形成商品进销差价。因此，上述公式的分母还应

加上“视同买断方式下‘受托代销商品’科目期末余额”。

第二，该公式不够严谨。零售企业商品销售实现时的会计

处理是：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收入”科目

（分录虞）；或者，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收

入”和“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分录愚）。

显然，根据分录虞登账后，“主营业务收入”科目贷方发生额

（合计）是含税主营业务收入，根据分录愚登账后，“主营业务

收入”科目贷方发生额（合计）是不含税主营业务收入。公式中

“‘主营业务收入’科目贷方发生额”是指前者。因此，为严谨起

见，公式中“‘主营业务收入’科目贷方发生额”应改为“本期含

税主营业务收入”。另外，零售企业商品销售实现时，除编制上

述分录外，还应同时结转销售成本，借记“主营业务成本”科

目，贷记“库存商品”科目（分录舆），由于零售企业库存商品按

含税售价记账，因此分录舆与分录虞的金额相同，这样，根据

分录舆登账后，本期“主营业务成本”科目借方发生额（合计）

与本期含税主营业务收入在数额上相等。因而，商品进销差价

率公式分母中的“本期‘主营业务收入’科目贷方发生额”也可

改为“本期‘主营业务成本’科目借方发生额”。

综上，商品进销差价率公式应改为：商品进销差价率=期

末分摊前“商品进销差价”科目余额衣（“库存商品”科目期末

余额+“委托代销商品”科目期末余额+“发出商品”科目期末

余额+视同买断方式下“受托代销商品”科目期末余额+本期

“主营业务成本”科目借方发生额或本期含税主营业务收入）

伊100%。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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