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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小企业会计制度
对象的限定条件及其特点

于声涛  王书果  丁文卿  金 炜

（一）《小企业会计制度》适用对象的限定条件

1、经营规模符合规定标准。《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适

用于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

餐饮业。该标准根据企业职工人数、销售额、资产总额等指标，

结合行业特点制定。例如工业企业中的小企业是指职工人数

在300人以下或年销售额在3 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在

4 000万元以下的企业；而商业零售企业中的小企业是指职工

人数在100人以下或年销售额在1 000万元以下的企业。
2、筹资方式受到一定限制。适用于《小企业会计制度》的

“小企业”是不公开发行股票或债券筹资的，即“小企业”的资

金主要来源于内部积累、金融机构或私人借款、风险投资等方

式。

3、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小企业会计制度》的适用

对象——“小企业”，仅仅指那些有限责任形式的公司制小企

业，这种组织形式的小企业与个人独资、合伙制两种组织形式

的小企业相比，主要区别在于小企业的法律地位及其投资者

对小企业债务承担的经济责任大小不同。

需要说明的是，符合上述条件的小企业，可以按照《小企

业会计制度》进行核算，也可以选择执行《企业会计制度》。集

团公司内部母子公司分属不同规模的情况下，为统一会计政

策及合并报表等目的，集团公司内小企业应执行《企业会计制

度》。按照《小企业会计制度》进行核算的小企业，如果需要公

开发行股票或债券等，或因经营规模的变化，导致连续三年不

符合小企业标准的，应转为执行《企业会计制度》。
（二）《小企业会计制度》的特点

1、会计核算方法的选用更加合理。如坏账损失的核算方

法只允许采用备抵法，而不用直接转销法。因为，相比之下，备

抵法更加稳健，也符合收入与费用相配比的原则。
2、简化了一些会计核算方法，强调了实用性。主要表现

在：一是所得税核算只采用应付税款法，不采用纳税影响会计

法；二是长期债权投资的溢折价摊销只采用直线法，不采用实

际利率法；三是低值易耗品的摊销方法可以用一次摊销法或

分次摊销法，而不用“五五摊销法”；四是只对流动资产计提减

值准备，如 “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

备”等，而对长期资产，如长期投资、固定资产等不计提减值准

备。五是长期债券投资不必按期计提债券利息并确认投资收

益，只是在收到利息时才计入当期损益。

3、取消或合并了一些会计科目，增强了可理解性。主要表

现在：一是不设置“递延税款”科目；二是取消“包装物”、“原材

料”科目，其原核算内容并入“村料”科目核算，低值易耗品较

少的小企业，也可将其并入“材料”科目核算；三是小企业可根

据自身的规模和管理等要求，将“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科目

合并为“生产费用”科目；四是“资本公积”只设置4个明细科

目，即“资本溢价”、“接受捐赠非现金资产准备”、“外币资本折

算差额”及“其他资本公积”等。五是为了和长期股权投资不核

算股权投资差额相适应，取消了“股权投资准备”科目。考虑到

小企业拨款转入事项较少，取消了“拨款转入”科目。

4、会计报表有所简化。如现金流量表只编制主表，不编制

补充资料；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也进行了简化：资产负债表减

少了一些报表项目，利润表的补充资料只需“当期分配给投资

者的利润”；会计报表的附表也只规定了一种，即“应交增值税

明细表”。

笔者认为，《小企业会计制度》的这些调整，是与小企业本

身经营特点及其会计基础相对薄弱、会计专业人员素质等因

素相适应的，《小企业会计制度》更注重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

性 、可靠性，并允许适度地运用谨慎性原则，同时针对小企业

的业务特点，尽量减少小企业会计核算的复杂性，以降低小企

业会计核算的难度。
（作者单位：山东省烟 台职业学院会计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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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集团财务集中管理

需把握的两个问题

白俊仁

（一）实施集团财务集中管理的集中度问题

集团财务管理的集中度并不是越高越好。那么，究竟该如

何把握“集中管理”的度呢？笔者认为：主要业务应直接管，非

主要业务应间接管；正常业务管主要的，非正常业务管全部

的。而对于主要业务与非主要业务、正常业务与非正常业务的

划分，则要根据集团的具体情况而定。一般而言，占用集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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