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讨论与争 鸣

浅 议 核 电 运行财务模型 中

相 关 成 本费用的会计处理

王世鑫

财政部于1995年根据 当 时的《企业

财务通则》和《工 业企业财务制度》，以

《关 于核电企业财务成本管理 中 有 关问

题的通知》（财工 字〔1995〕27号）对部分核

电成本开支范围做 了规定。但由 于 当 时

核电属起步阶段 ，还不具备规模 ，相关财

务管理规定还只 是探索性的。随着核 电

规 模 的 不 断扩 大和企业会 计 制度的 变

化 ，有关的会计处理规定已不能满足 核

电投 资者在经营期 内 建立 一 个收 益稳

定、回 报均衡的财务模型的需要。由此 ，

本文拟对建立稳定的核电运行财务模型

中相关成本费用的会计处理作一探讨。

一、乏燃料后处理费的提取问题

财 工 字〔1995〕27号文规 定：“ 为 贮

存、运输、化 学处理以 及最终处置乏燃料

的费用，此项 费 用由核电企业参照 国际

标准和国内实际情况 ， 每年提 出具体的

提取标准，报财政部批 准后 执行。”但随

着核 电机组运行的稳定和成熟 ，现 执行

乏燃料后 处理 费提取政 策出现 了 三 个方

面的问题：

1、折电量问题。原核电站 燃料组件

是一年一次换料， 但由于组件燃耗和丰

度的不 断提高， 现 多数核电站换料周期

已延长至一年半或更长时间 ， 如 果仍按

当年规定的卸料标准提取 ， 则会造成各

年度乏燃料提取的 不均衡 ， 这与 建立平

稳的财务模型是不相符的。对此 ，笔者建

议将原定的按卸料量标准提取的乏燃料

后 处理 费改 为 在提取 总额 不 变的 原 则

下，乏燃料后 处理 费折成单位电量提取 ，

费用与电量联动。

2、经 营期前低 后 高提取 模式问题。

核电在运行前期是还 贷期 ， 根据 贷款协

议规定， 大多是经 营期前15年贷款本金

等额还款 ，利息的 支付随着本金的逐年

递减而递减，呈前高后低的趋势。同时，

核 电运 营前期还存在生产的 不稳 定性 ，

引致售电收入也不稳定。所以 ，要争取财

务模型的长期平稳， 可用乏燃料后 处理

费的提取方式拉平财务模型。由此 ，笔者

建议 乏燃料后 处理费的提取方式可采取

前低后 高模式，即如 果利息支出是前高

后低 ，逐年递减，那 么乏燃料后 处理 费就

采用前低后 高， 逐年递增或阶段 递增方

式。

3、重水堆型的乏燃料后 处理提取问

题。财政部批复秦山一期核电站乏燃料

后 处理 费的提取标准是针对压 水堆核 电

站堆型的 ， 但 目前对于秦山 三期重水堆

型乏燃料后 处理费尚 无明确的规 定。对

此 ， 笔者建议重水堆型的乏 燃 料后 处理

费提取标准和提取模式参照 压 水堆模式

执行。

二、大修理费用的核算问题

核 电的 大修理不 同 于一般 企业的 大

修理，它是指有计划停堆换料的检 修，即

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检修， 而主要是为

新一轮的 生产做准备， 通常是固定间隔

期间更换 1/3堆芯组件。财 工 字〔1995〕27

号 文规 定：“受核电站 运行 周期的 影响 ，

核 电企业生产设备的 大修理 均是跨年度

进行的 ，其大修理 费用 可采用预提的 办

法。具体的提取比 例和管理 办法由核 工

业总公 司制定，报 财政部备案”。2001年

《企业会计制度》第三十八条也规定 ，企

业 应 当 定期对固 定资产进行 大修理 ，大

修理 费可以 采 用 预 提 或待摊 的 方式核

算。多年来核电企业对大修理费用的核

算也是采用预提 方式处理的。但《关于执

行 <企业会计制度 >和相关会计准则 有关

问题解答（二）》（财会〔2003〕10号）对大修

理 费用核 算作出 了 新的解释：“《企业会

计准则-固 定资产》规定，与 固 定资产有

关的后 续支出 ， 如 果使可能流入企业的

经济利益超过了 原先的估 计 ， 如 延长 了

固定资产的使 用寿命， 或者使产品 质量

实质性提 高，或者使产品 成本实质性 降

低 ，则应 当 计入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其增

计后的金额 不 应超过该 固定资产的可收

回 金额。除此 以 外的后 续 支出 ，应 当 确认

为 当期费用 ， 不再通过预提或待摊的 方

式核 算。”根据该 解释，核 电站 大修理 费

用 必 须 在 当 期根据 发 生数 据 实 列 支 ，这

一核算方法对采用12个月换料大修周期

的核 电站 来讲影响 不 大，但 对12个月 以

上的 换 料大修周期（如 18个月换料，主要

是组件 燃耗提高）的核电站 来讲，导致会

计核 算期与核 燃循 环 期的 不 一致 ， 会造

成该项 成本费用的上下波动， 直接影响

经营期运行财务模型的稳定。因此 ，笔者

建议 核电大修理费 用仍按《企业会计制

度》中的相关规 定核算，即采 用预提 方式

在两次 大修之间按 月平均分摊。

三、延长折旧期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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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电 站 经 济寿命期现 均按 25年 考

虑， 但 实际上核电站的设计寿命一般 为

40年，如 果通过技术改造等，延长至60年

也是可能的。也就是说核 电站的 经济计

算期与 实际运行期相差悬殊，如 果按 经

济计算期即经营期理论计算，一切成本

费用均在25年内得到补偿，必 然会在短

期内增大经营期成本。笔者认 为 ，为降低

核电在经济计算期的发电成本，提高核

电的竞争力 ，在经营期内，会计核 算时可

适 当 延长固定资产的折旧 期限。

四、外债比例较高的核电项目产

生汇兑损益的处理问题

核 电投资大 ， 对于使 用国外贷款的

引进机组项 目 ，外债比例相当 高，因 而 受

因汇率变动带来的 汇兑损益的影响 会也

非常大。以 某核电站 为例 ，国外贷款25亿

美元 ，折合人民 币 约200亿 元 ，建成后 转

入生产，企业报表中，资产方的 固 定资产

以 人民币反映 ， 负债方的长期应付款 以

外币计价同时以 人民币反映。如 果按人

民 币对美元升值2% 计算，当年汇兑收益

高达4亿 元人民 币 ，如 果将此没有实际现

金流入的收益也计入当期损益 ， 此收 益

还要按 33% 的税率缴纳所得税，则企业会

再流出现金1.3亿 元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故笔者建议在会计核 算时可采用以 下两

种处理方式：一是只 对当年实际偿付的

外债所产 生的 汇兑损益计入当 期损益；

二是如 按电站外债总额全额计算汇兑损

益，则 可计提后暂作预提费用 ，在还贷期

内按年平均分摊 处理。

五、增值税返还的会计处理问题

国 家对核电站运行一般 实行增值税

按 一定比例（80%）先征后返的优 惠政 策。
1994年国 家对秦山 一期核电站的增值税

退税曾明确规定在财务上作为资本公 积

金处理 ，2002和2003年 又 先后 对秦山 二

期、三期核电站的增值税退税作了 同样

的规定。但近年来不断有中介机构在决

算审计过程 中对上述 会 计 处理 提 出 异

议， 认为与新的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不 相

符。新企业会计制度规 定类似退税应计

入补贴收入， 可按一般补贴收入处理则

又 涉及33% 的所得税问题，即核电企业不

能全额 享受国 家给予的退税补贴 政 策。
对此 ，笔者建议有关方面对核电企业增

值税退税政策的财务处理作进一步的明

确。
（作者单位：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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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会计准则趋同会议圆满结束并签署联合声明

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会计准则

趋同会议近日在北京举行。中国财政部副部长、中国会计准

则委员会秘 书长王军率中国代表团参加 了会议。国际 会计

准则理事会主席戴维·泰迪爵士率 三名理事和两位技术负

责人参加 了此次会议。
此次会议 是继 10 月初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与国际会计

准则理事会举行工作会谈之后 的一次高层会晤。双方围绕

会计国际趋同的基本原则、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

存在的差异、今后进一步加 强交流与合作等问题进行 了 广

泛 而深入的讨论，并达成以 下共识；

第一，明确了双方对会计国际趋同的基本观点。建立和

完善一套全球高质量的 会计准则，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

趋势的必然要求。会计国际趋同需要一个过程，国际会计准

则理 事会和各国 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应持续不 懈地共同努

力。
第二，明确了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基本

实现趋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对中国会计准则体 系建设

进展予以 高度评价和赞赏。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20 项新的具体准则的征求

意见稿 ，近期还将发布 2 项征求意见稿，同时开始对现行 16

项具体准则进行修订，这些准则构成的中国会计准则体系

将实现与国际准则趋同，只在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

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 、部分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等极 少数

问题上存在差异。
第三，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希望中国对完善国际会计

准则提供帮助。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认为 ，中国会计准则体

系建设中的基本源则和一些特别规定具有代表性，值得国

际会计准则借鉴和吸收，并希望在关联方交易的披 露、公 允

价值计量问题以 及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等三个方 面得到中

国的帮助。
第四 ，双方决定今后将定期举行会晤，进一步加 强 交流

和合作，扩大共识，促进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
会议 最后 签署了 “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秘 书 长一国际

会计准则理事会主席联合声明”。据了解，目前世界上 只有

美国等极少数国 家与国际 会计准财理事会就会计准则趋同

问题正式签署过协议。此 次联合声明的签署是中国会计准

则制定工作和会计国际趋同工作取得的重大进展，必 将有

助于提升中国在会计国际趋同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为中国

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会计基础。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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