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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相应的法律法规和会计准则，将强制性和自愿性披露相结

合，使更多电力行业企业参与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

2. 建立统一的电力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标准，提高报告可

比性。单从国家电网8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来看，结构框架一

直在变化。虽然南方电网还有华能集团等连续几年也都在披

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但是同类企业相互间的责任报告框架

和内容也都并不相同。我国电力行业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

露制度发展还未成熟，部分电力企业依然采用非会计基础形

式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较随意，差异较

大。因此，为了提高整个电力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

披露水平，应该以优秀的电力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范本，建

立统一的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标准，鼓励电力企业采

用社会责任报告的形式披露信息，加强电力行业之间社会责

任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促进电力企业的发展。

3. 建立信息披露的定量分析模型、增加定量分析，提高

信息披露指标数量。电力企业在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中存

在大量定量分析不足的问题。许多电力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

都是一些文字性的描述，环境指标披露不足。为了提高企业

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可读性，电力企业应减少空洞的文字性

叙述，增加定量描述，尽量避免选择性披露指标的状况发生，

提高指标信息的可靠性，以便于利益相关者进行分析。

4. 提高电力企业披露社会责任负面消息的意识，增强报

告的平衡性和可信度。政府应采取措施提高电力企业的意

识，企业在进行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时候应该客观中

立，“喜忧参半”，披露企业好的方面的同时，应该加强对负面

信息的披露，包括不利的影响、应承担而未承担的责任。企业

社会责任报告的评价机构应将平衡性作为一项重要肯定的

指标，引导企业编制优秀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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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运用虚拟出入库技术模型分析了目前供电公司对自身办公用电的财务处理存在的问题，认为供电公司自

身办公用电是供电企业向用户提供电力产品的必要耗费，它的成本在向电厂购入时已经入账，其价值最终转化到对外销售

的电力中，企业不应将其视同销售，不应将其重复进入成本。

【关键词】供电公司 自身办公用电 虚拟出入库

我国供电公司在销售电力商品的同时，自身由于业务的

需要，除了正常的电损外，办公也要消耗一部分电力（照明、

电器等）。本文从现行会计准则出发，对供电公司自身办公用

电的会计处理进行如下探析。

一、目前供电公司自身办公用电的会计处理方法

1. 供电公司办公用电收入的会计处理。目前供电公司将

自身办公用电视同销售，按对外销售价格将其列支“主营业

务收入”科目中。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规

定，确认销售商品收入，需同时满足下列条件：①企业已将商

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②企业既没有

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

商品实施有效控制；③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④相关

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⑤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

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笔者认为，供电公司自身的办公用电和向用户销售的电

力一样，都是从电厂或其他供电公司购入的，购入后电力产

品并没有离开本企业，而是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耗用了，它是

一种企业内部的价值转换行为，其价值最终转化到对外销售

的电力中。

也就是说，供电公司的办公用电，其产品的控制权自始

供电公司自身用电的财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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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终都在企业，风险和报酬始终没有转移，所以供电公司自

身的办公用电，并不能同时满足准则中确认销售商品收入的

规定，不应将其纳入企业的销售收入。

2. 供电公司办公用电成本的会计处理。根据《国家电网

公司会计核算办法》，供电公司从电厂购入电力，将购电费全

额记入“生产成本——购入电力费”科目，然后在自身办公用

电发生后，将其纳入“生产成本——其他费用——水电费”科

目，笔者认为这样处理还有待商榷。

供电公司从电厂购入电力，购电费将会全额记入成本的

“生产成本——购入电力费”科目中。购入的电量有三个去

向：向用户销售、自身使用和电力传送过程中的自然损失。供

电公司向电厂购入的电量既然包括自身使用电量，那么供电

公司办公用电已经记入了“生产成本——购入电力费”科目，

供电公司如再将自身办公用电列支“生产成本——其他费用

——水电费”科目，则会产生自身办公用电重复进入成本的

问题。

对于供电公司办公用电的会计成本的处理，可以假设电

力是一种普通的商品，虚拟一个电力出入库的过程。在供电

公司全部电量从电厂购入时，虚拟作为入库；对外销售和办

公用电发生时，虚拟作为出库。那么其会计处理如下：企业全

部电量入库时，借记“存货”和“应缴增值税——进项税”科

目，贷记“应付账款”或“银行存款”科目；办公用电发生时，借

记“生产成本——其他费用——水电费”科目，贷记“存货”科

目；对外销售时，借记“生产成本——购入电力费”科目，贷记

“存货”科目；至于电损，则是企业在出入库过程中的耗损，在

会计处理上应作为存货的自然损失（同比挥发性商品，如汽

油在仓储过程中的自然挥发），不再作后续会计处理。

以上为现行会计准则下的会计处理方法，但由于电力商

品的特殊性，它没有出入库过程，其购进、生产、销售（或自

用）过程是同一时间进行的，无法完全按上述流程执行，所以

应按先进成本后冲减的处理方法：向电厂购入电力时，先将

全部购电费列支在“生产成本——购入电力费”科目，在自身办

公用电使用电量确定后，按使用电量冲减“生产成本——购

入电力费”科目，然后重新列支“生产成本——其他费用——

水电费”科目，这种方法可以称之为“模拟出入库冲减法”。

对于“生产成本——购入电力费”科目的冲减，冲减额的

单价应依据从电厂购入的购电单价，但对于确认重新列支

“生产成本——其他费用——水电费”科目的办公电费单价，

应结合实际，综合进行考虑：供电公司从电厂购入的是高压

电，办公用电是 220伏低压电，这里面有一个加工的过程：从

电厂购入高压电→经过送电线路传送→变电站和变压器层

层降压→形成居民电或公司动力电→用户。其中，在电力加

工过程发生了诸如人工、设备折旧和维修用料等成本性质的

支出。所以电力产品的最终销售价格包括：外购电成本、电力

加工成本和利润加成。由于企业自用办公用电不是对外销

售，所以供电公司自身办公用电的价格由两部分组成：外购

电成本和加工成本，不包括利润加成。

3. 实例分析。假设一家地市级供电公司每年发生 500万

元的办公用电，在视同销售将其列支主营业务收入的同时，

将购电费全额列支“生产成本——购入电力费”科目，而后将

办公用电按对外销售价格列支“生产成本——其他费用——

水电费”科目。

综上所述，因为企业自身办公用电的收入不需计算，成

本也不能重复核算，所以应将营业收入和生产成本同时调

减，这样对企业会计利润几乎不发生影响（不考虑税费因

素），但在利润表上，企业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相比同时减

少了 427.35万元（500÷1.17），也就是说目前企业虚增收入和

成本427.35万元。

二、建议

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购电单价来计算企业的办公用电，还

需要按比例将加工成本分摊到办公电费中。由于加工费用在

发生时已经纳入企业相关的成本科目中，如再进入“生产成

本——其他费用——水电费”科目，和购电成本一样，客观上

也存在重复进入成本的现象。所以在分摊的同时还要冲减

“生产成本——折旧费”“应付职工薪酬”“生产成本——材料

费”等科目中包含的企业自身办公用电的加工成本，冲减后

再列支“生产成本——其他费用——水电费”科目。

以上程序过于繁琐，建议用“模拟出入库简化法”来处

理，即供电公司从电厂购入电量时就全额列支“生产成本

——购入电力费”科目，而办公用电发生时，由于其无论购进

成本和加工费用，都已经进入过成本，所以不再作任何会计

处理。应当说明的是，上述两种方法的处理方法虽然有异，但

利润结果是一样的。

按《国家电网公司会计核算办法》，将购电费成本在购入

时全额列支“生产成本——购入电力费”科目，在办公电费发

生时列支“生产成本——其他费用——水电费”科目，虽然也

省略了出入库核算的过程，但与上述两种处理方法比较，供

电公司的办公用电在进入“生产成本——购入电力费”科目

后，又重复进入了“生产成本——其他费用——水电费”科

目，导致会计核算不实。

笔者建议，我国的供电公司不再将办公用电视为收入，

在成本核算时，结合实际情况，在“模拟出入库冲减法”和“模

拟出入库简化法”中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应注意的是，本文

提及的办公用电不包括供电公司用于食堂等职工福利性质

的电量。用于职工福利性质的电量也不能计入企业收入，但

在成本核算方面，由于福利费和生产成本一级科目不同，及

在税法上有列支限制，只能用“模拟出入库冲减法”来核算，

不适合“模拟出入库简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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