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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业会计准则》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为确保

新旧制度的顺利衔接和平稳过渡，财政部发布了财会［2012］

20号文件———《小企业执行〈小企业会计准则〉有关问题衔接

规定》（简称《规定》）。《规定》对首次执行新准则的小企业如何

做好账务衔接工作做了较详细的规定，但该规定有几点值得

探讨：

一、“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转入“利润分配———未分配利

润”科目问题

《规定》要求：应首先结转执行新准则前各项资产和负债

所清查出的损益，经批准后，从“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转入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笔者认为这项规定值得商

榷：结转执行新准则前各项资产和负债账实一致，不存在“清

查出的损益”。结转执行新准则的时间是2013年年初建新账

时，也即2012年年终决算后。按规定，每个单位在年终决算前，

为确保年终决算会计资料真实、正确，都要进行全面的财产清

查，核对、调整账目，对盘盈盘亏先挂“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

年终处理“待处理财产损溢”时，该科目余额应转入应收应付

和损益类科目，损益类科目再转“本年利润”科目。年终结账后

账实一致了，因而不存在下年年初建账时再次财产清查，并查

出损益。

二、“待转资产价值”科目转入“利润分配———未分配利

润”科目问题

《规定》要求：将“待转资产价值”科目的余额转入“利润分

配———未分配利润”科目，该项规定过于简单或不详尽，易造

成国家税收流失。众所周知，“待转资产价值”科目核算小企业

接受非货币性资产捐赠在依法交纳企业所得税之前的资产价

值，年末，该价值计入企业应纳税所得计算交纳企业所得税

后，按扣除应交的企业所得税后的余额，转入资本公积。如果

捐赠收入数额较大，并入一个纳税年度缴税确有困难，经主管

税务机关审核确认，可在不超过5年的期限内均匀计入各年度

的应纳税所得。可见，“待转资产价值”科目的年末余额是尚未

计交企业所得税情况下的余额，按此规定直接将“待转资产价

值”科目的余额转入“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易造成

税收流失，同时虚增了未分配利润。应改为：“待转资产价值”

科目的余额在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税法计交、调整企业所得

税后，转入“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

三、尚未摊销完毕的开办费冲减“利润分配———未分配利

润”科目问题

《规定》要求：将小企业筹建期间内发生的尚未摊销完毕

的开办费冲减“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笔者认为亦

不妥：其没有考虑企业所得税问题。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企业所得税若干税务事项衔接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98

号）的规定，新税法中开办费未明确列作长期待摊费用，企业

可以在开始生产经营之日的当年一次性扣除，也可以按照新

税法有关规定，自开始生产经营之日起，按照不低于3年的时

间均匀摊销。如果小企业采用后者，则“长期待摊费用———开

办费”科目2012年年末可能有余额，按此规定，应将该余额冲

减“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笔者认为，这样处理会虚

减企业未分配利润，同时使企业减少了通过增加管理费用从

而少交企业所得税的机会。应改为：经税务部门批准后，将“长

期待摊费用———开办费”科目一次性转入当期管理费用，这样

既合理又简便。茵

首次执行《小企业会计准则》时

有关账户余额转入未分配利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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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规范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陆续发布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

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等文件，笔者对其做一阐述，以便相关

企业了解和掌握文件精神，规避基金缴纳风险。

1. 基金征收范围和征收标准。纳入基金征收范围的电器

电子产品包括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房间空调器和微型计

算机五类产品。基金实行从量定额计征方式，征收标准（每

台）：电视机13元、电冰箱12元、洗衣机7元、房间空调器7元、微

型计算机10元；应缴纳基金=销售数量（受托加工数量）伊征收

标准。

2. 缴纳义务实现时间。基金缴纳义务人销售应征基金产

品实现时（与税法规定的产品销售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相同，但

以委托代销方式销售应征基金产品未收到代销清单及货款的

例外，其为发出应征基金产品满180天的当天），为缴纳基金义

务的发生时间；将应征基金产品用于生产非应征基金产品、在

建工程、管理部门、非生产机构、提供劳务、馈赠、赞助、集资、

广告、样品、职工福利、奖励等方面，于移送使用时确认缴纳基

金义务的发生时间；进口电器电子产品的收货人或者其代理

人在货物申报进口时确认缴纳基金义务的发生时间。

3. 基金征收减免政策。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生产用于出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

的征收与财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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