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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2月 15日，我国财政部颁布《企业会计准则》（以

下称“新准则”），在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大趋势下，以增强

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为基本导向，强调了权责发生制及资

产负债观在会计体系中的地位。据此，新准则及其应用指南对

于旧准则下的原会计科目进行了一定的增删，相应的账务处

理也有较大的改变。针对“待摊费用”与“预提费用”（以下称

“两费”）两个科目的取消以及取消后“两费”的账务处理，在理

论与实务界都存在广泛争议。

新准则对原“两费”核算的部分内容作出明确规定如下：

淤原“待摊费用”中的低值易耗品、包装物纳入“周转材料”或

单独设置“低值易耗品”、“包装物”核算，允许一次转销或采用

其他摊销法。于原“待摊费用”中的固定资产修理费，按是否符

合固定资产后续支出资本化条件，计入固定资产成本或于发

生当期费用化。盂原“待摊费用”中的一次购买印花税票和一

次交纳印花税税额较大的，于发生当期计入管理费用，不再允

许进行分摊。榆原“预提费用”中的预提短期借款利息，改用

“应付利息”进行核算。虞原“预提费用”中的固定资产修理费，

因不符合固定资产后续支出资本化条件，于发生当期费用化，

即不再进行预提。

原“两费”核算内容中上述已经由新准则明确规定会计处

理方法的，因理论界争议并不大，不作为本文的讨论重点。而

原“待摊费用”中的预付保险费（包括租金和报刊费）和原“预

提费用”中的预提的租金、保险费等内容，新准则并未对其会

计处理方法进行明确说明，这导致实务中这部分业务的会计

处理五花八门，理论界也存在较大争议。本文将归纳总结目前

理论界对于以上有争议的原“两费”核算内容（主要关注有争

议的预付和预提租金、保险费）会计处理的几种主流观点，从

新准则制定所依据的基本会计原则和资产负债观的财务会计

理论出发，评价这几种观点的价值与缺陷并提出笔者认为较

为合理的处理方法。

一、将原“两费”内容全部当期费用化

以杜淑娟（2008）、王蕾等（2010）为代表的较为激进的观

点认为，原“两费”中，除了上述新准则明确规定的核算内容

外，其他未作说明的全部于实际支付时计入当期成本费用。这

种观点的理论依据主要是资产负债观要求和会计要素的定

义，即认为新准则中未作说明的预付保险费（包括租金和报刊

费）和预提租金、保险费不符合资产和负债的定义。

该观点符合新准则强化资产负债观淡化收入费用观的要

求。为了提升资产负债信息质量，企业固然不能使用不符合资

产或负债定义的递延（待摊）或预提项目，但原“两费”核算内

容中的预付保险费（包括租金和报刊费）和预提租金、保险费

是否确实不符合资产和负债的定义值得讨论。同时，《企业会

计准则———基本准则》第二十二条规定：“符合资产定义和资

产确认条件的项目，应当列入资产负债表；符合资产定义、但

不符合资产确认条件的项目，不应当列入资产负债表。”第二

十五条规定：“符合负债定义和负债确认条件的项目，应当列

入资产负债表；符合负债定义，但不符合负债确认条件的项

目，不应当列入资产负债表。”因此，判断预付保险费（包括租

金和报刊费）和预提租金、保险费是否应该列入资产负债表项

目进行递延和预提，还需要分析其是否符合资产和负债的确

认条件。

1. 预付保险费（包括租金和报刊费）。

（1）是否符合资产的定义。依据新准则对于资产的定义，

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

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理论界中存在争

议的预付保险费（包括租金和报刊费）恰恰符合以上对于资产

的定义。以预付租金为例，首先其形成源于企业与出租方签订

的租赁合同并依据该合同预付了款项；其次由于该预付款项

的存在使得在以后期间企业获得了对于租赁资产的使用权，

这种使用权由企业所拥有；再次这种使用权在未来可以通过

企业对资产的使用而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将预付租金确认

为资产，其实质是将企业对于租赁资产在未来的使用权确认

为资产，而预付款项是这种权利的货币表现形式。同样，将预

付保险费确认为资产，其实质也是将企业作为被保险人的权

利确认为资产，而其预付款项是这种权利的货币表现形式。因

此，原“两费”中的预付保险费（包括租金、报刊费）完全符合新

待摊费用、预提费用会计处理观点综述

【摘要】新准则取消“待摊费用”与“预提费用”两个科目后对于“两费”怎么处理，存在广泛争议。本文将归纳总结具有

争议的几种主流观点，从新准则制定所依据的基本会计原则和资产负债观的财务会计理论出发，评价这几种观点的优劣

并提出笔者认为较为合理的处理方法。

【关键词】待摊费用 预提费用 新准则 文献综述

吴海萍

渊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广州 510405冤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阴

援 上旬窑47窑阴

准则下的资产定义。

（2）是否符合资产的确认条件。依据新准则规定，符合资

产定义的资源还需满足以下两个条件：该资源有关的经济利

益很可能流入企业；该资源的成本或者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

以预付租金为例，租赁固定资产的使用权将导致其有关的经

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而其成本就是为获得该使用权所预

付的租金，能够可靠地计量。因此，原“两费”中的预付保险费

（包括租金、报刊费）符合新准则下资产的确认条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原“两费”中的预付保险费（包括租

金、报刊费）同时符合资产的定义和确认条件，应该确认为资

产。将其于实际支付时计入当期成本费用，违背了新准则对于

资产的确认原则。

2. 预提租金、保险费。

（1）是否符合负债的定义。依据新准则对于负债的定义，

负债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

利益流出企业的现时义务。预提租金、保险费属于应付未付款

项，即有关的租赁固定资产使用权、被保险人权利已经在当期

享用或发生，因此属于过去事项形成的现时义务；但因合同支

付条款规定等原因，该款项将在期后支付，即预期将会导致经

济利益流出企业。所以，预提租金、保险费符合新准则下负债

的定义。

（2）是否符合负债的确认条件。依据新准则规定，符合负

债定义的义务还需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与该义务有关的经济

利益很可能流出企业；未来流出的经济利益的金额能够可靠

地计量。如前所述，预提租金、保险费虽然在当期尚未支付，但

依据合同规定，该款项将在期后支付，所以与该义务有关的经

济利益很可能流出企业；且未来流出的经济利益的金额依据

合同价款规定能够可靠地计量。所以，预提租金、保险费符合

新准则下负债的确认条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原“两费”中的预提租金、保险费同

时符合负债的定义和确认条件，应该确认为负债。将其于期后

实际支付时计入当期成本费用，违背了新准则对于负债的确

认原则。

综上所述，将原“两费”内容全部当期费用化的观点并不

符合新准则对于资产负债的确认原则，同时也违背了基本准

则中关于“企业应当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进行会计确认、计量

和报告”的规定。

二、按核算内容的金额大小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

孙中平（2010）和李清荣（2010）则认为如支出金额较小，

则于发生当期一次性计入费用；如金额较大，则沿用旧准则进

行摊销或预提，只是核算科目用“预付账款”代替原“待摊费

用”，用“预收账款”（或“其他应付款”）代替原“预提费用”（只

是核算科目名不同，其核算方法本质上与旧准则相同）。这种

观点以金额大小作为判断是否进行摊销和预提的主要标准，

其主要依据是会计原理中的重要性原则，认为金额较小的支出

因其对利润核算影响不大所以可以一次性计入费用，而金额

较大的支出因对利润核算影响大所以需要分期摊销或预提。

从这种观点的以上论据可以看出，其思考的根本出发点

是考虑会计处理方法对利润核算的影响，这恰恰是传统的收

入费用观的思考模式，违背了新准则建立以资产负债观为主

导的新会计体系的改革方向。以所谓重要性原则为理由，采用

金额大小作为是否沿用旧准则的判断标准，实际上是传统收

入费用观的会计核算方法对新准则的一种表面化的妥协。何

况，没有任何关于金额大小的量化标准，这种处理方法缺乏可

操作性，管理层可以轻易地选择性实施新准则，使大量性质不

明的递延费用和递延贷项进入资产负债表，降低其可靠性，违

背了新准则取消“两费”使用的初衷。

三、按“两费”内容是否符合资产负债定义区别对待

以周明智（2009）、周群英（2008）、张道珍等（2008）、杨坤

（2010）、丁晓燕（2011）等代表的第三种观点除肯定了上述新

准则已明确规定的五种核算内容的处理方法外，以是否符合

资产负债的定义为判断标准，基本认同原“待摊费用”中的预

付租金、保险费符合资产定义，可以进行分期摊销；而原“预提

费用”中的预提租金、保险费等内容符合负债定义，可以进行

预提。如前所述，这种观点符合新准则关于资产负债的确认原

则，同时也遵循了基本准则中关于权责发生制的规定，是目前

最为恰当的会计处理方法。

但是在会计要素确认适当的前提下，他们对于具体使用

的核算科目和核算方法却有以下分歧：

1. 核算科目不同。

（1）继续使用原“两费”科目。其依据为《企业会计准则》应

用指南中关于“企业在不违反会计准则中确认、计量和报告规

定的前提下，可以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自行增设、分拆、合

并会计科目”的规定。笔者认为，虽然原“两费”核算内容性质

不一，并非全部不符合资产负债的确认条件，但“两费”科目名

称本身确实有违新准则的资产负债定义。如果继续使用该科目

名称可能会对实务使用者造成混淆和误会，违背了这种核算方

法强调以是否符合资产负债的定义和确认条件为判断标准的

初衷。因此继续使用原“两费”科目，在形式上看是不恰当的。

（2）分别使用“预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其理由为：预

付保险费、租金属于购买某种权利或服务的预付款，与购买商

品的预付款的本质是相同的，因此可以用“预付账款”核算；而

预提保险费、租金属于与主营业务无关的应付未付款项，因此

用“其他应付款”核算。笔者认为，使用“预付账款”和“其他应

付款”，不违反新准则及其指南的确认、计量和报告规定，也较

为符合指南中关于这两个科目的定义，因此是恰当的。

2. 核算方法不同。

（1）沿用旧准则的摊销和计提方法，按月分摊和计提。

（2）不再按月分摊，于发生当期先直接计入成本费用，到

年末再按权责发生制调整费用，将账户余额体现在资产负债

表项目中。该观点认为一年内不按月分摊的做法，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第 32号———中期财务报告》第十三条规定的“企业

在会计年度中不均匀发生的费用，应当在发生时予以确认和

计量，不应在中期财务报表中预提或者待摊”。但我们应该注

意到，该规定同时有但书———“但会计年度末允许预提或者待

摊的除外”。因此该观点既然承认预付和预提的保险费和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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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业会计准则》与《小企业会计制度》比较

【摘要】本文对财政部 2011年 10月 18日发布的《小企业会计准则》与 2004年颁布的《小企业会计制度》进行了比较

与分析，主要分析了两者在内容结构、适用范围、会计科目、会计核算和财务报表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最后对《小企业会计

准则》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得出《小企业会计准则》内容体系更完整、会计核算更简化、与税法相协调、与企业会计准则相协

调、与国际趋同等结论。

【关键词】小企业会计准则 小企业会计制度 企业会计准则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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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10月 18日，财政部发布了《小企业会计准则》，

这是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颁布并有效实施之后企业会计标准

建设的又一项重大系统工程。《小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是为

了规范小企业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行为，促进小企业可持续

发展，发挥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

时，进一步完善了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推进我国会计规范与国

际趋同。本文拟对即将施行的《小企业会计准则》（以下简称

“准则”）与《小企业会计制度》（以下简称“制度”）进行比较，旨

在促进财务人员更好地学习《小企业会计准则》。

一、“制度”与“准则”内容结构的比较

“制度”的内容包括：总说明、会计科目名称和编号、会计

科目使用说明、会计报表格式、会计报表编制说明和主要会计

事项分录举例。

“准则”的内容包括正文和应用指南两大部分。正文部分

采用章节体例，分为总则、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

用、利润、外币业务、财务报表、附则共十章，具体规定了小企

业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的全部内容。应用指南主要规定会计

科目的设置、主要账务处理、财务报表的种类、格式及编制说

明，为小企业执行《小企业会计准则》提供操作性规范。“准则”

的框架结构与企业会计准则相似。

从内容结构比较可以看出，发布实施《小企业会计准则》，

标志着由适用于大中型企业的《企业会计准则》和适用于小企

业的《小企业会计准则》共同构成的企业会计标准体系基本建

成，为今后统一会计标准、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建立良好会

计秩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制度”与“准则”适用范围的比较

“制度”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不对外筹集

资金、经营规模较小的企业。制度中所称“不对外筹集资金、经

营规模较小的企业”，是指不公开发行股票或债券，符合原国

家经贸委等部门 2003年制定的《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国

经贸中小企［2003］143号）中界定的小企业，不包括以个人独

资及合伙形式设立的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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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在年末进行待摊和预提，将其余额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中，

则并不适用该条规定。

考虑到在不违背新准则规定的前提下，尊重会计实务人

员的习惯，笔者认为对于符合资产负债定义的原“两费”核算

内容沿用旧准则的待摊和计提方法较为适当。

除上述三种观点外还有学者主张按是否涉及企业成本核

算分别处理（唐凌，2008）或主张完全保留旧准则中“两费”（辛

爱云，2009）等，因其并不属于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且与新准则

强调的资产负债观相悖，本文不再进行讨论。

综上所述，通过归纳总结目前理论界关于原“两费”核算

内容（主要是新准则中未明确规定处理方法的预付和预提保

险费、租金）在新准则下核算方法的几种主流意见，并以新准

则的资产负债观改革导向、资产负债的确认规定以及新准则

的其他相关规定为依据综合评述了以上三种主流观点，最后

得出笔者认为最为符合新准则精神的会计处理方法如下：

淤预付保险费（包括租金和报刊费）。通过“预付账款”核算，预

付款项时，借记“预付账款”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然

后依据合同规定的受益期限，按照直线法按月分期摊销。资产

负债表日，应对以上预付的使企业在未来获得资产或某项服

务的使用权或其他权利进行评估，如未来该项权利所能带来

的经济利益流入金额与账面价值相比有所降低，则需对其计

提减值准备。于预提租金、保险费。通过“其他应付款”核算，计

提当期已发生尚未支付的租金费用或生效的保险费额时，借记

成本、费用类科目，贷记“其他应付款”科目；然后在期后实际

支付时，借记“其他应付款”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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