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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在“采购入库单”窗口单击“生单”按钮，选择“采购到货单（红

字）”，在“到货单列表”中，选中到货单，单击“确定”按钮后，生

成红字采购入库单，修改“入库日期”为退货日期，保存并审核

红字采购入库单后退出。榆红字采购发票。执行“采购发票———

红字采购发票”命令，参照上一步生成的红字入库单生成红字

采购发票，保存后退出。虞采购结算。执行“采购结算———自动

结算”命令，在“自动结算”对话框中，选择“红蓝入库单”和“红

蓝发票”复选框，单击确定后完成二者的自动结算。

2. 未收到采购发票。在企业未收到采购发票的情况下，

则只需根据退货数量录入红字入库单，对红蓝入库单进行自

动结算即可［见流程图中的路线 3-（2）］。淤采购退货单。执行

“采购到货———采购退货单”命令，根据已有的到货单生成采

购退货单，修改日期、数量等信息后保存并审核。需要注意的

是，数量为退货的数量且用负数表示。于红字采购入库单。执

行“入库业务———采购入库单”命令，在“采购入库单”窗口单

击“生单”按钮，选择“采购到货单（红字）”，在“到货单列表”

中，选中该笔业务的到货单，单击“确定”按钮后，生成红字采

购入库单，修改“入库日期”为退货日期，保存并审核红字采购

入库单后退出。盂采购结算。执行“采购结算———自动结算”命

令，在“自动结算”对话框中，选择“红蓝入库单”复选框，单击

确定后完成二者的自动结算。

四、采购货物入库结算后，发生退货业务

本业务属于已经办理结算手续的采购退货业务，需要输

入退货单、红字采购入库单和红字采购发票，并进行手工结算

（见流程图中的路线 4）。淤采购退货单。执行“采购到货———

采购退货单”命令，根据已有的到货单生成采购退货单，修改

日期、数量等信息后保存并审核。需要注意的是，数量为退货

的数量且用负数表示。于红字采购入库单。执行“入库业

务———采购入库单”命令，在“采购入库单”窗口单击“生单”

按钮，选择“采购到货单（红字）”，在“到货单列表”中，选中该

笔业务的到货单，单击“确定”按钮，生成红字采购入库单，修

改“入库日期”为退货日期，保存并审核红字采购入库单后退

出。盂红字采购发票。执行“采购发票———红字采购发票”命

令，参照上一步生成的红字入库单生成红字采购发票，保存后

退出。榆采购结算。执行“采购结算———手工结算”命令，在“手

工结算”对话框中，单击“选单”按钮，进入“结算选单”窗口，单

击“过滤”按钮，打开“过滤条件选择”对话框，单击下方的“过

滤”按钮，显示“结算选发票列表”和“结算选入库单列表”，选

择之前生成的红字采购入库单与红字采购发票，单击“确定”

按钮，实现二者的手工结算。

读者在运用以上四种方式处理退货业务时需要注意几个

逆向对应关系的单据：采购到货单———采购退货单、采购入库

单———红字采购入库单、采购发票———红字采购发票。另外，

读者应熟练运用系统提供的参照生单功能，在自动生成的单

据上修改相关信息，这样可以节省处理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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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执行中的几个实务问题

【摘要】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自2007年1月1日实施以来，对企业的日常财务工作带来了较大的改进，但在实务应用

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争议，本文拟就执行会计准则中的利息收入、税金列支等几个实务问题做一探讨，并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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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由基本准则、具体准则和

解释所组成，对日常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作了规范。但在实务

操作中，由于经济业务的复杂性，有些规定仍存在不尽完善或

模糊之处，本文拟就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中的利息收入、税金列

支、弥补亏损等会计处理问题做一些浅显的探讨。

一、关于利息收入入账问题

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中，取得利息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

1. 购买债券等证券投资取得的利息收入。企业购买债券

可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

（当债券未上市流通时）、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持有债券期间

取得的利息收入，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应计入投资收益。

2. 企业将富余资金出借给其他单位使用的取得利息收入

（资金占用费），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应冲减财务费用。

3. 企业将资金存入银行取得的存款利息收入，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应冲减财务费用。

第一种情况将利息收入计入投资收益反映了经济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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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但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将利息收入冲减财务费用，则

混淆了收入与费用之间的界限，尤其是当利息收入很多而利

息费用很少时，财务费用将出现负数，显然颠覆了财务费用

属于费用的基本理念。

例如：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合并利润表中财务费用

为-474 587 420.81元，就属于这种情况。其实际情况是：利息

费用为0元，利息收入为468 723 365.81元，汇兑损失为11 178.14

元，金融机构手续费为378 809.55元，其他-8 254 042.81元，财

务费用合计为-474 587 420.81元。

为改变这种不合理做法，笔者认为：淤将企业富余资金出

借给其他单位使用取得的利息收入，从经济活动性质看属于

投资活动，应计入投资收益；于将资金存入银行取得的存款

利息收入，由于不属于企业日常活动形成的收入，应计入营

业外收入。

二、关于税金列支问题

企业税金可以分为价外税和价内税。价外税只有一种，即

增值税，税收的实际负担人为消费者，企业只是代收代付而

已，按照负债进行核算。除增值税以外的其他税费都属于价

内税，税收实际负担人为企业，相关税费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应计入成本费用，主要包括营业税金及附加、管理费

用、所得税费用等。而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发生的

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船税、印花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

等，则应计入管理费用。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有待商榷，将其

计入营业税金及附加则更能反映其本质属性。主要理由如下：

1. 上述六种税费与消费税、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

在性质上相同，均属于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产生的税费，

既然消费税、营业税等计入营业税金及附加，按照一致性原

则，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等也应计入营业税金及附加。

2. 将上述六种税费计入营业税金及附加，可以科学地反

映企业开展营业活动发生的税费全貌，完整反映企业在税费

方面对国家的贡献。

3. 将上述六种税费计入营业税金及附加，体现了“营业

税金及附加”与“应交税费”之间的对应关系，逻辑上更加合

理。

三、关于弥补亏损问题

公司在经营中可能出现亏损，公司出现亏损后不仅直接

影响到公司资本的充实，还会影响公司的稳定发展以及公司

股东、债权人权益的有效保障。因此，根据资本保全原则，亏

损必先弥补，弥补亏损前不得向股东分配股利。弥补亏损应

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1. 弥补亏损的途径。《公司法》第167条规定：“公司分配

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50%以上的，可以

不再提取。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

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

补亏损。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会或

者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按

照第169条规定，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

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但是，资本公积金不得

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由此可见，弥补亏损的途径有两个：一

是用盈余公积弥补；二是用未分配利润（当年实现的利润）弥

补。对此，笔者认为应特别注意以下两点：

（1）资本公积金不能用于弥补亏损。资本公积金在会计核

算中包括资本溢价（股本溢价）和其他资本公积。为什么资本

公积金不能用于弥补亏损，主要理由如下：淤资本公积中的

资本溢价（股本溢价）属于投资者的投入，而未弥补亏损属于

经营者业绩，如果用资本溢价（股本溢价）弥补亏损，就混淆

了投资者投入与经营者业绩之间的界限。于资本公积中的其

他资本公积有两层含义：一是权益性交易形成的。比如，可转

换公司债券分拆时形成的权益成分，在债券持有人将债券转

为股份时，应将其他资本公积转入股本溢价，属于资本储备，

不能用于弥补亏损。二是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

失。比如，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和损

失，属于未计入损益的业绩，这部分资本公积也不能用于弥

补亏损，因为只有在该事项完成后将未计入损益的业绩转为

已计入损益的业绩后，才能弥补亏损，即不能混淆“低层次业

绩”与“高层次业绩”之间的关系。

（2）不能用缩股弥补亏损。在实务中，上市公司由于存在

未弥补亏损而长期无法向股东分红和通过公开发行证券进

行再融资，有些上市公司就先将资本公积转增资本，然后缩

股弥补亏损，从而达到规避资本公积金不得用于弥补亏损的

规定。对此，中国证监会发布了《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号———

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后存在未弥补亏损情形的监管

要求》，规定上市公司不得采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同时缩

股以弥补公司亏损。

2. 弥补亏损的顺序和程序。在弥补亏损时，首先用当年

实现的净利润弥补，即将“本年利润”转入“利润分配———未

分配利润”时就实现了自动弥补，然后用盈余公积弥补。用盈

余公积弥补亏损时，应注意以下两点：

（1）应履行审批程序。首先由董事会制定弥补亏损的方

案，说明亏损的原因、方式和金额等，并形成董事会决议，提

交股东大会表决，由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再予执行。

（2）先用任意盈余公积弥补，再用法定盈余公积弥补。按

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3

号———弥补累计亏损的来源、程序及信息披露》（证监会计字

［2006］8号）的规定：“公司当年对累计亏损的弥补，应按照任

意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的顺序依次弥补”。其原因是，任

意盈余公积是根据股东大会决议“任意”提取的，而法定盈余

公积是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强制”提取的，任意盈余公积的

来源和使用更灵活，应在法定盈余公积前使用。用盈余公积

补亏进行会计处理时，将“盈余公积”转入“未分配利润”，未

分配利润由负数变为正数，即实现了弥补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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