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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理论，来源于会计实务；会计实务，要靠会计理

论来指导。没有实务基础的会计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没

有会计理论指导的会计实务，是盲目的会计实践活动。所

以二者相辅相成、密切相关、缺一不可，二者只有结合起

来才能促进经济的高速发展。理论与实务应该一致，但目

前我国会计理论教学在有些方面存在与实务脱节的地

方，会计教材中的有些案例明显与实务不符。本文主要从

会计实务的角度发现会计教材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问题一：印花税是否需要计提

根据会计类教材，印花税是对书立、领受购销合同等

凭证行为征收的税款，实行由纳税人根据规定自行计算

应纳税额，购买并一次贴足印花税票的缴纳方法。会计类

教材在讲到印花税的缴纳时提到，由于企业缴纳的印花

税是由纳税人根据规定自行计算应纳税额购买并一次贴

足印花税票的方法缴纳税款，不会发生应付未付税款的

情况，不需要预计应纳金额，同时不存在与税务机关结算

或清算的问题。因此，企业缴纳的印花税不需要通过“应

交税费”科目核算，在发生时直接计入管理费用。

实际情况并不是所有的印花税都是通过贴印花税票

的方式缴纳的。营业账簿类是通过贴印花税费的方式缴

纳的，故不需要计提印花税。但合同类是企业通过地税系

统申报缴纳的。如目前购销合同，需要按当月销售收入的

80%（工业企业）或 50%（商业企业）的 0.3‰申报缴纳印花
税。目前都是下个月 15个工作日之内申报缴纳上个月的
税，由于目前这种税费的支付期与归属期不相同，因此就

存在与税务机关结算税款的问题，需要在月底计提印花

税，并通过“应交税费”科目核算。

案例 1：甲企业是商品流通企业，3月底销售收入为
100 000元。

3月底计提印花税时：

借：管理费用 15（100 000×50%×0.3‰）
贷：应交税费——应交印花税 15

下月初申报纳税后，根据银行缴纳税款的回单：

借：应交税费——应交印花税 15
贷：银行存款 15

问题二：支付货款时的手续费被忽略

目前企业之间的货款结算方式多种多样，但最常见

的有企业网银划款、电汇、支票等。随着电子支付方式的

发展，目前企业网银逐渐成为许多企业结算货款的主要

方式之一。无论是网银还是电汇都涉及手续费的问题，但

支付货款的手续费问题常在会计理论教学中被忽视。

案例2：企业以银行存款10 000元支付前欠A公司货款。
会计理论教学中常编写如下会计分录：

借：应付账款——A公司 10 000
贷：银行存款 10 000

实务中通过银行支付货款无论是电汇还是网银都涉

及手续费，假设上述手续费是5元，则实务中的处理如下：
借：应付账款——A公司 10 000
财务费用——手续费 5
贷：银行存款 10 005

问题三：某些经济业务中科目的对应关系不合理

会计科目的对应关系是指在借贷记账法下，所有经

济业务在进行会计记录时，必须同时记入两个或两个以

上的会计科目中，这样，会计科目之间就形成了一定的相

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对应关系。通过会计科目间的这种对

应关系，可以了解每笔经济业务的内容，掌握经济业务的

来龙去脉，检查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是否合理、合法。但

在会计教材中经常会有一些案例明显与实务不符。

案例3：20×7年5月13日，甲公司支付价款1 060 000
元从二级市场购入乙公司发行的股票100 000股，每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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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10.60元（含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 0.60元），另
支付交易费用1 000元。甲公司将持有的乙公司股权划分为
交易性金融资产，且持有乙公司股权后对其无重大影响。

会计教学中，5月13日，购入乙公司股票的会计分录：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1 000 000
应收股利 60 000
投资收益 1 000
贷：银行存款 1 061 000

我们知道，银行存款是用来核算企业存入银行或其

他金融机构的各种款项。企业要买卖股票或债券，必须先

到证券公司开设账户，然后把企业在银行的存款划转到

证券公司账户，而根据规定，在证券公司账户的款项为存

出投资款，应在“其他货币资金”科目中核算。

会计实务中的处理应为：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1 000 000
应收股利 60 000
投资收益 1 000
贷：其他货币资金 1 061 000

这样会计科目的对应关系就清楚了。会计教材在讲

到金融资产的业务处理中，只要涉及企业方的资金科目

时，都是用的“银行存款”科目。这是典型的会计理论教学

脱离会计实务的案例。

案例4：会计理论教学中经常会用到企业向银行借入
款项支付前欠货款。如甲公司向银行借入100 000元用于
支付前欠乙公司货款。

会计教学中的处理：

借：应付账款——乙公司 100 000
贷：短期借款 100 000

事实上，这种处理完全脱离会计实务。向银行取得借

款后，银行是把贷款划拨到企业在银行开设的银行账户

中。企业再支付货款时需要另进行业务处理。

实务中，企业取得贷款：

借：银行存款 100 000
贷：短期借款 100 000

企业用借入的款项支付货款时（假设手续费5元）：
借：应付账款 100 000
财务费用 5
贷：银行存款 100 005

案例 5：A企业上年已作坏账冲销的B企业应收账款
20 000元又收回。有些会计教材列出如下简化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20 000
贷：坏账准备 20 000

事实上，银行存款不可能与坏账准备发生对应关系，

在此情况下，根据银行的收款通知单，跟银行存款有对应

关系的只能是收到某单位支付的货款。因此，这种业务是

不能做简化会计分录的，只能做两笔分录。

借：应收账款——B企业 20 000
贷：坏账准备 20 000

根据银行的收款通知单：

借：银行存款 20 000
贷：应收账款——B企业 20 000

虽然把这两笔业务合起来，就是上面的简化会计分

录，但两笔分录合起来后，无法反映经济业务的来龙去

脉，科目的对应关系不清楚，不符合会计实务。

问题四：关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结转

目前会计教材中涉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有两类资

产：一类是交易性金融资产，一类是以公允价值进行计量

的投资性房地产。这两类资产期末都要求按公允价值计

量，公允价值变动部分同时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时，需要把原已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的累计金额结转到投资收益，而对投资性房地产则需要

结转至其他业务收入。可是在会计实务中，企业每个月末

都要结账，把损益类账户结转至本年利润账户，结转后损

益类账户无余额。也就是还未到处置时，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账户其实已无余额。

接上面案例 3：6月 30日，乙公司股票价格涨到每股
13元；8月 15日，将持有的乙公司股票全部售出，每股售
价15元。
会计教材中，在6月30日，确认股票价格变动：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300 000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00 000

8月15日，乙公司股票全部售出：
借：银行存款 1 500 0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1 000 000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00 000
投资收益 200 000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00 000
贷：投资收益 300 000

会计实务中，6月30日要结账，结转损益类账户。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00 000
贷：本年利润 300 000

结转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已无余额。其实把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结转到投资收益对处置当期的损益是无影响

的，只是在具体的列报项目上此增彼减而已。结合会计实

务，因此在处置时没有再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结转到投

资收益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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