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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要素与会计科目分类上的矛盾与统一

孙建华

渊徐州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江苏徐州 221009冤

众所周知，会计要素是对会计对象按其经济特征所进行

的分类。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将其分为资产、负

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六个要素。会计科目又是对

各个会计要素的进一步分类，《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提供了会计科目设置指引，将会计科目分为资产类、负债类、

所有者权益类、成本类、损益类共五类。人们不禁要问：会计科

目不是对会计要素的进一步分类吗？怎么分类的结果将原来

的收入、费用、利润三个要素给分没了，却多出了成本和损益

类两类科目？也有人认为，损益类其实就是收入、费用要素类。

可归属于损益类科目的“营业外收入”显然又不属于“收入”要

素。也就是说，会计要素和会计科目在分类上出现了问题。以

下笔者将对此类问题作出分析。

一、存在的问题

1援 从各类会计账户结构和会计科目分类上看。在借贷记

账法下，任意一个会计账户借记增还是贷记增，取决于该账户

所反映的经济业务的内容。这样六类会计要素的结构就有了

结果:资产类账户的结构是借增贷减余在借；权益类（负债及

所有者权益）账户的结构是贷增借减余在贷；收入类账户的结

构是贷增借减（包括期末转入利润账户的转销数）无余额；费

用类账户的结构是借增贷减（包括期末转入利润账户的转销

数）无余额；利润类账户的结构是贷记期末转入的收入数，借

记期末转入的费用数，余额在贷方，表示实现的利润，反之，余

额在借方，表示发生了亏损，年末将其转入所有者权益类账户

后无余额。

再看看会计科目的分类，只有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成

本、损益共五类。在成本类科目中有“生产成本”和“制造费

用”，这两个科目不就是归属于资产要素吗？损益类科目中有

“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它们归属于收入、费用要素

吗？所有者权益类科目中有“本年利润”，它难道不归属于利润

要素吗？

2援 从收入、费用、利润要素及利得、损失的定义上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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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活动是指

企业为完成其经营目标所从事的经常性活动以及与之有关的

活动；利得是指企业非日常活动中形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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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利得包括

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费

用和损失的定义在此不再赘述）；利润是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

间的经营成果，包括收入减去费用后的净额、直接计入当期损

益的利得和损失等。由此可见，按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的收

入要素的定义，收入是狭义的概念，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

（损失）不属于收入（费用）要素，而归属于利润要素，从而反映

其增减变化的会计账户“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理当归

属于利润类。

3援 从设置“利润分配”总账科目及“未分配利润”明细科

目上看。以字面而言，“利润分配”描述的应该是有关分配利润

的过程，即反映的是一个动态过程，利润分配业务完毕后该账

户没有余额应在情理之中；“未分配利润”描述的是利润分配

之后的结余，该账户有余额且表示未分配的利润（或未弥补的

亏损）。将反映静态结果的“未分配利润”作为反映动态过程

“利润分配”的明细科目，最终导致“利润分配”账户有余额，让

人难以理解。

另外，期末编制资产负债表时，报表项目所有者权益项内

“未分配利润”项目的列示额度，要根据“本年利润”账户的余

额及“利润分配”账户的余额分析计算填列。这在实务中不但

难以操作且令人费解。究其原因，完全是在当初设置“利润分

配———未分配利润”等明细账时留下的隐患，也就是说，人们

在进行利润分配相关业务的会计处理时，自己给自己设置了

障碍。

二、解决办法

1援 将收入、费用、利润要素重新定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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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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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及直接计入当

期损益的损失；日常活动是指企业为完成其经营目标所从事

【摘要】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将会计要素划分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六类。会计科

目又是对各个会计要素的进一步分类，具体分为资产类、负债类、所有者权益类、成本类、损益类共五类。可见，会计要素与

会计科目在分类上产生了矛盾。本文试图对收入、费用及利润要素加以重新定义，从而使两者在分类上得以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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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育费及应收财政

返拨款的账务处理设计

【摘要】本文从《会计法》对会计资料的完整性要求出发，分析现行高校教育费会计处理存在的问题，提出将教育费收

入作为整体看待，对应收未收教育费部分及财政应返拨尚未反拨款部分作挂账处理，以期使学校资产得到全面反映。

【关键词】高校会计 收支两条线 会计法

张润舒

渊广东石油化工学院财务处 广东茂名 525000冤

1999年修订的《会计法》开篇即是“为了规范会计行为，

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将规范会计行为，保证会计资料真

实、完整作为《会计法》的首要立法宗旨，足见会计资料“真实、

完整”的重要性。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发展，会计资料已越来越成为政府管理部门进行宏观调

控、改善经济管理，投资者、债权人以及社会公众评价财务状

况、防范经营风险、作出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高校会计资料

也不例外。由于高校“应收未实际收到的教育费（学费、住宿

费）”、“上缴财政后未返拨的教育收费款项”未作账务处理，在

会计账上得不到反映，使得高校会计资料的完整性得不到保

证，不利于学校收费管理、资金安排，也不利于学校进行筹资

活动，更不利于上级主管部门对学校的监督管理。

高校教育费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这必然使得教

育费的会计处理不同于高校其他收入。下面笔者以广东省现

行政策为例，进行账务处理设计。

一、高校会计政策分析

1援 收付实现制与高校教育费管理。《高等学校会计制度

（试行）》指出：“高等学校会计核算一般采用收付实现制，但经

营性收支业务的核算采用权责发生制”。按照此规定，高校教

育费收入核算实行收付实现制。

在会计实务中，将实际收到款项作为收入实现的确认标

准，对未实际收到款项的收入不作账务处理。一个学生应缴

5 000元，实缴 2 000元，会计账只反映 2 000元收入，对尚未

收到的 3 000元不作反映，这明显不能保证会计资料的完整性。

的经常性活动以及与之有关的活动，包括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及让渡资产使用权等；利润是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

成果，包括收入减去费用后的净额。这样一来，就可以将“营业

外收入”科目归类于收入要素，“营业外支出”科目归类于费用

要素。

2援 将会计科目划分为六类。将“生产成本”和“制造费用”

科目归于资产类，原损益类拆分为收入及费用两类，在“所有

者权益”类中增加“未分配利润”及“可分配利润”两个科目，且

“利润分配”不再设置明细账，将原“所有者权益”类中的“本年

利润”科目剔除，单独归为利润类；“本年利润”账户的结构是

贷记期末转入的收入数，借记期末转入的费用数，余额在贷

方，表示该期末止累计实现的利润，反之，余额在借方，表示该

期末止累计发生的亏损，年末再将其转入“可利润分配”账户，

结转后无余额。

3援 利润分配等相关业务的会计处理。将反映动态过程及

静态结果的两类业务，分别通过“可分配利润”、“利润分配”及

“未分配利润”三个账户予以核算。

将“可分配利润”明细账设置为借贷方均为多栏式的账

户，该账户贷方反映本年可供分配的利润，通过设置“年初未

分配利润”、“本年利润”、“盈余公积转入”等专栏提供详细信

息；借方反映已分配的利润及转销的未分配的利润，通过设置

“年初未弥补亏损”、“已分配利润”、“年末转销的未分配利润”

等专栏反映。“可分配利润”及“利润分配”为两个过渡性账户，

只在年终结账及利润分配业务发生时使用。此类业务处理完

毕，该账户也就随之结平。

年终有关业务的账务处理：淤将本年实现的净利润结转

至“可分配利润”（若本年发生亏损，分录方向相反）：借：本年

利润；贷：可分配利润。于将“未分配利润”年初贷方余额转至

“可分配利润”（若“未分配利润”年初为借方余额，分录方向相

反）：借：未分配利润；贷：可分配利润。盂企业若发生诸如用盈

余公积补亏的业务，则：借：盈余公积；贷：可分配利润。经过上

述几笔业务处理之后，“可分配利润”反映的就是本年度可用

来分配的利润总额。榆年终分配利润时：借：利润分配；贷：盈

余公积，应付利润。虞利润分配完毕，将“利润分配”及“可分配

利润”账户结平：借：可分配利润；贷：利润分配。借：可分配利

润；贷：未分配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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