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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 ERP-T6管理系统是中国首创的中小企业管理系

统。笔者在教学中发现，用友公司虽然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

对 ERP-T6不断升级，但仍存在一些会计处理方式与企业会

计准则不相符的问题。

一、固定资产折旧计提范围

《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规定：企业应当对

所有固定资产计提折旧，但是已提足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

资产和单独计价入账的土地除外。现行企业会计准则扩大了

应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范围。

在用友 ERP-T6管理系统中，对是否应计提折旧的固定

资产范围与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不相符，如图 1所示：

用友 ERP-T6系统中对“未使用”和“不需用”的固定资

产不需要计提折旧，而现行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对以上两种固

定资产计提折旧，软件用户在使用中也无权修改此项设置。

“是否计提折旧”在用友 ERP-T6中的功能设置影响了企业

固定资产的折旧计算范围，进而影响到会计数据的客观性。

解决方案：“使用状况目录表”功能相关设置应当取消，对

已提足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和单独计价入账的土地除

外的所有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二、固定资产的折旧计算公式

《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规定：资产减值损

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

用友 ERP-T6管理系统的折旧计提公式中出现“转回固

定资产减值”项目，与现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不相符，如图

2所示：

另外，折旧的“月折旧率公式”存在问题，如图 3所示：

“平均年限法（一）”、“平均年限法（二）”和“双倍余额递减

法”在系统中的折旧率为年折旧率公式，而不是月折旧率公

式，公式设置出错。

解决方案：淤平均年限法（一）：月折旧率=（1-净残值率）

用友 ERP-T6 系统设计与

会计准则的不符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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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名 称

不提折旧

平均年限法（一）

平均年限法（二）

工作量法

年数总和法

双倍余额递减法

月折旧率公式

（1-净残值率）/使用年限

（1-净残值率）/使用年限

（月初原值-月初累计减值准备金额+月初累计转回减值
准备金额-月初累计折旧-月初净残值）/（工作总量-月初
累计工作量）

剩余使用年限/（年数总和鄢12）

2/使用年限

图 2

名 称

不提折旧

平均年限法（一）

平均年限法（二）

工作量法

年数总和法

双倍余额递减法

月折旧额公式

（月初原值-月初累计减值准备金额+月初累计转回减值
准备金额）鄢月折旧率

（月初原值-月初累计减值准备金额+月初累计转回减值
准备金额-月初累计折旧-月初净残值）/（使用年限-已计
提月份）

单位折旧鄢本月工作量

月折旧率鄢（月初原值-月初累计减值准备金额+月初累
计转回减值准备金额-净残值）

月折旧率鄢（期初账面余额-期初累计减值准备金额+期
初累计转回减值准备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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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使用年限伊12），月折旧额=月初原值伊月折旧率。于平

均年限法（二）：月折旧额=（月初原值-月初累计折旧金额-月初

累计减值准备金额-预计净残值）/（预期使用年限伊12）。盂工

作量法：单位工作量折旧=（月初原值-月初累计折旧金额-月

初累计减值准备金额-预计净残值）/（总工作量-月初累计工

作量），月折旧额=单位工作量折旧伊月工作量。榆年数总和

法：月折旧率=剩余使用年限/（年数总和伊12），月折旧额=（月

初原值-月初累计减值准备金额-预计净残值）伊月折旧率。

虞双倍余额递减法：月折旧率=2/（使用年限伊12），月折旧额=

（期初账面余额-月初累计减值准备金额）伊月折旧率。

三、应收账款减值的计提

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严格要求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计提不

再使用“直接转销法”，只能使用备抵法评估信用风险。在备抵

法下，现行企业会计准则按照应收账款单项金额是否重大要

求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单独减值测试或按类似信用风险特

征划分组合。

用友 ERP-T6系统仍使用旧企业会计准则下的坏账准

备计提方式，即直接转销法、应收余额百分比法和销售收入百

分比法，如图 4所示。

解决方案：淤删除“直接转销法”选项。于删除“应收余额

百分比法”和“销售收入百分比法”，添加“单项风险评估法”，

对单项重大金额项目或风险可识别项目进行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盂对其他单项金额非重大的应收账款可按“账龄分析法”

计算，根据以往的信用风险情况确定合理账龄坏账比率，计提

坏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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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账套参数设置

常规 凭证 权限与预警

应收款核销方式

单据审核日期依据

汇兑损益方式

坏账处理方式

代垫费用类型

按单据

单据日期

月末处理

应收余额百分比

应收余额百分比法
销售收入百分比法
账龄分析法
直接转销法

单笔容差

整单容差

0.06

0.36

改变税额是否反 是否登记支票

应收账款核算类型

详细核算 简单核算

是否自动计算现金折扣

是否进行远程应用

远程标志号

帮助（H） 确定（Q） 取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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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待处理账产损溢”的处理

《小企业会计准则》在说明“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时规

定：对小企业的财产损溢，应当查明原因，在年末结账前处理

完毕，处理后本科目应无余额。显然，小企业“待处理财产损

溢”账户月末可以有余额，年末不能有余额。但《小企业会计准

则———会计科目、主要账务处理和财务报表》并未明确“待处

理财产损溢”账户月末余额在资产负债表中应如何填列。

对此，建议完善《小企业会计准则》。方案一：规定小企业

“待处理财产损溢”账户的月末余额，在资产负债表“其他非流

动资产”项目填列，因为不管是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还是待处

理非流动资产损溢，都必须在一年内处理完毕。方案二：修改

《小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要求小企业在期末结账前将

财产损溢处理完毕，使“待处理财产损溢”账户余额为零，以便

及时正确反映小企业各期损益与资产情况。方案二更好。

二、“应交税费”的填列

《小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资产负债表“应交税费”项目，反

映小企业期末未交、多交或尚未抵扣的各种税费。本项目应根

据“应交税费”科目的期末贷方余额填列；如“应交税费”科目

期末为借方余额，以“-”号填列。

该规定虽使报表填列工作简化，但有违《企业会计准

则———基本准则》有关资产、负债的定义。笔者认为，小企业资

产负债表“应交税费”项目应根据“应交税费”明细账户余额性

质分析填列。“应交税费”明细账户贷方余额在资产负债表“应

交税费”项目填列，而借方余额则应在资产负债表的“其他流

动资产”项目填列，因为“应交税费”明细账户借方余额意味着

将来可以少交税费，会减少经济利益流出企业，具有资产性质。

三、建议将报表项目“预付账款”改为“预付款项”

小企业资产负债表第 5行为“预付账款”项目。笔者认为，

将“预付账款”作为资产负债表的项目名称，涵盖面有限，缺乏

科学性。如保险企业预先支付的赔付款，属于预付款项性质，

但会计核算中可能使用“预付赔付款”一级科目；又如施工企

业预付分包单位的工程款属于预付款项性质，但会计核算中

可能直接使用“预付工程款”一级科目。此外，“应付账款”明细

账户借方余额等也属于预付款项性质，它们的余额均应填列

在“预付账款”项目中。显然，在资产负债表中，“预付款项”项

目名称比“预付账款”项目名称更好。因此，建议将“预付账款”

项目改为“预付款项”项目。同样，建议小企业资产负债表第

34行“预收账款”项目改为“预收款项”项目。茵

对小企业报表项目填列

的几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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