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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在EXCEL表格中进行编制，然后将相关数据再行填列。

3.也可以利用财务软件，单独建立账套。首先，设置以现

金流量表报表项目为基础的会计科目并编码；获取原始资料

（可以将会计凭证、账簿、报表数据直接输入，也可以将这些

数据导入EXCEL表格中计算）；当然最准确最理想的方法

是建立与原账套数据之间的链接，直接获取这些数字。其次，

编制以现金流量表报表项目为科目的记账凭证；如果需要合

并现金流量表，则直接编制相应的抵消分录。第三，直接汇

总打印出以现金流量表项目为名称的科目余额表（其他项目可

以省略）。最后，根据科目余额表编制现金流量表或合并现金

流量表。当然如果财务软件系统设置升级或优化后，可以直

接打印出现金流量表或合并现金流量表。■

（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责任编辑	刘	忻

“专项储备”科目相关核算			

汪学军	李书法■

“专项储备”科目核算的内容，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经济业

务。近年来，国家陆续发布政策，明确对其的会计核算和税务

处理。2004年5月，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煤矿安全

监察局联合下发《关于印发<煤炭生产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管

理办法>和<关于规范煤矿维简费管理问题的若干规定>的

通知》（财建［2004］119号），要求煤炭生产企业计提煤炭生产

安全费，并对煤矿维简费计提、使用等情况进行了规范。2006

年，财政部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下发《关于印发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费用提取与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建［2006］180号）和《关于印发〈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费

用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企［2006］478号），要求烟

花爆竹生产企业和在境内从事矿山开采、建筑施工、危险品生

产以及道路交通运输的企业应按一定的标准计提安全费用。

2009年6月，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第三条

规定，高危行业企业按照国家规定提取的安全生产费，应当计

入相关产品的成本或当期损益，同时记入“专项储备”科目；企

业提取的维简费和其他具有类似性质的费用，比照上述规定

处理。笔者拟对涉及“专项储备”核算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一、税收处理			

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有关维简费和安全生产费

用税务处理的争论一直很激烈。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类似

于维简费、安全生产费用等预提性质的费用是否能在所得税

前扣除。财建［2004］119号文第七条明确规定，企业提取的安

全费用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列支；而《企业所得税法》明确提

出，企业申报的税前扣除项目和金额要真实、合法，所谓真实，

是指能提供证明有关支出确属已经实际发生。支持税前扣除

方的理由是，财政部等部委的文件明确规定可以税前列支；

不支持税前扣除方的理由是，《企业所得税法》是上位法，而

财政部等部委下发的文件仅是部门规范性文件的性质，属于

下位法，根据税法适用原则之一的法律优位原则，下位法与上

位法有抵触时，下位法的规定自动失效。在实务中，各地税务

机关对此也理解不同、尺度不一。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煤矿企业维简费和高危

行业企业安全生产费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问题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26号）。该文件明确指出，煤矿企业

实际发生的维简费支出和高危行业企业实际发生的安全生产

费用支出，属于收益性支出的，可直接作为当期费用在税前扣

除；属于资本性支出的，应计入有关资产成本，并按《企业所

得税法》规定计提折旧或摊销费用在税前扣除。企业按照有

关规定预提的维简费和安全生产费用，不得在税前扣除。		

二、所得税的核算				

《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规定，相关资产负债

表项目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出现差异时，应区别应纳税暂时

性差异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分别乘以适用的所得税税率，

确定资产负债表日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如前

所述，企业按有关规定提取的维简费、安全生产费等预提性

质的费用不得税前扣除，导致相关项目账面价值不等于计税

基础，产生了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企业应在会计期末据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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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一）专项储备购置固定资产形成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核算			

例1：新兴煤矿煤炭生产安全费提取标准为吨煤30元，

本年提取3	000万元，支出2	000万元，其中，用于费用性支出

500万元，购置固定资产1	500万元，税法规定此类固定资产

折旧年限为10年。新兴煤矿的会计处理如下。			

1.提取煤炭生产安全费时，借记“制造费用”3	000万元，

贷记“专项储备”3	000万元。			

2.用于费用性支出时，借记“专项储备”500万元，贷记“银

行存款”等500万元。		

3.购置固定资产时，借记“固定资产”1	500万元，贷记“银

行存款”等1	500万元，同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

的规定，对专项储备购置的固定资产一次性提足折旧，借记

“专项储备”1	500万元，贷记“累计折旧”1	500万元。		

从上述会计处理可知，本期用专项储备购置的固定资产

期末账面价值为0，计税基础为1	500万元（为了便于叙述，

假设该固定资产于本年12月份转资），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1	500万元，故期末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375万元（假设

该企业适用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账务处理为，借记“递

延所得税资产”375万元，贷记“应交税金”375万元。																																																		

次年，税法允许企业上一年度用专项储备购置的固定资

产按税法规定计算的折旧额在税前扣除，即在税前扣除折旧

费150万元，因此企业应部分转回上一年度确认的递延所得

税资产。相关账务处理为，借记“所得税费用”37.5万元，贷记

“递延所得税资产”37.5万元。			

（二）专项储备余额形成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核算						

由于预提的专项储备不得税前扣除，当年节余的专项储备

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待以后年度支出时，可直接调减当期应纳

税所得额，同时，属于资本性支出的，还要按前文所述计算确认

用专项储备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所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例 2：接上例，新兴煤矿本年专项储备余额1	000万元，

即账面价值为1	000万元，而其计税基础应为0万元（账面价值

1	000万元减去未来期间计税时可予税前扣除的金额1	000万

元），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1	000万元，期末应确认递延所

得税资产250万元。账务处理为，借记“递延所得税资产”250

万元，贷记“应交税金”250万元。			

次年，新兴煤矿动用上年节余800万元，其中，收益性支

出300万元，资本性支出500万元（假设资本性支出发生于12

月份）。由于上年已对专项储备节余金额调增了应纳税所得额，

故本年度动用上年节余，应相应地调减本年度的应纳税所得

额；同时，对于资本性支出，需按税法规定年限以折旧额或

摊销额的形式在税前扣除。相关账务处理为，借记“所得税费

用”200万元，贷记“递延所得税资产”200万元；同时，对于资

本性支出还应按前文所述，借记“递延所得税资产”75万元，

贷记“应交税金”75万元。	

三、合并财务报表		

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专项储备主要涉及权益项目抵销

和内部购销业务抵销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权益项目抵销		

企业集团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前，应先按权益法调整对

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单就专项储备项目而言，母公司应按

出资比例计算应享有子公司专项储备的份额，在合并工作底

稿中编制调整分录，借记“长期股权投资”项目，贷记“专项储

备”项目。企业集团合并财务报表中，专项储备项目应包括母

公司提取的专项储备、投资后按出资比例计算的应享有子公

司专项储备份额。编制合并财务报表后，子公司账面的专项储

备可能被一分为三，即母公司投资前的专项储备已计入母公司

的投资成本，母公司投资后应归属于母公司享有的子公司专

项储备份额在合并报表专项储备项目中反映，归属于少数股

东享有的子公司专项储备份额在少数股东权益项目中反映。		

（二）专项储备用于内部购销业务的抵销					

此问题主要涉及集团内部发生交易的一方使用专项储备购

置固定资产业务。该类型业务发生后，企业集团在编制合并财

务报表时，应按如下思路抵销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和专项储备。			

例3：假设华东矿业集团本期内部交易资料仅一项，即子

公司方正公司销售给子公司新兴煤矿大型设备一台，不含税

价为210万元，方正公司购入该设备的成本为200万元。新兴

煤矿将该设备作为固定资产入账，因该设备是用专项储备购

置，新兴煤矿在入账时一次性提足折旧（为了便于叙述，假设

该设备入账日期为当年12月份）。			

从本例来看，华东集团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首先，对

于内部购销业务应予抵销，编制抵销分录为，借记“营业收

入”210万元，贷记“营业成本”210万元；其次，对于未实现内

部销售损益10万元应予抵销，编制抵销分录为，借记“营业成

本”10万元，贷记“固定资产—原价”10万元；最后，对于一

次性提足折旧时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10万元也应预以

抵销，编制抵销分录为，借记“固定资产—累计折旧”10万元，

贷记“专项储备”10万元。	

次年，连续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编制抵销分录为，借

记“未分配利润—年初”10万元，贷记“固定资产—原价”10

万元；同时，借记“固定资产—累计折旧”10万元，贷记“专

项储备”10万元。■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沂矿业集团公司财务处

曲靖市烟草公司师宗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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