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讨论与争鸣

“ 资本公 积”科 目

“超 编
”

的分析与思考

王国海

我国现行的会计规范没有对资本公

积作出明确定义，一般认 为：资本公 积是

所有者权益的组成部分，与投入资本存

在一定的关联关 系，但与盈余公 积和未

分配利润却存在本质的区别。资本公 积

是资本的一种准备，具有准资本的特性 ，

所有者对其具有独 享性。我们将财政部

为 了阻止上市公 司等企业利 用关联交易

等手段操纵利润， 而根据我国会计核算

的 实际情况，将那些按照一般会计原则

和《企业会计制度》规定的精神，本应记

入损益，而规定记入“资本公 积”的明细

项目，称为“超编”的“资本公 积”，“股权

投资准备”（长期股权投资差额的贷差部

分）和“关联 交易差价”是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项 目。本文拟对“资本公 积”科目“超

编” 所及的相关问题 ，谈一些自 己的看

法，不 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资本公积”科目的“超编”是一定历

史条件下，财政部所采取的应急措施 ，而

且从实际发挥的作用来看，确 实也起到

了 某些遏止作用 （特别是上市公 司操纵

利润、粉饰经营业绩等），但 同 时也出现

了 一些始料未及的情况 ， 如 关联 交易差

价“权益化”的规定刚刚 出台 ，关联 交 易

非关联化的现象就随之产生等。如 果我

们还是简单地将净利润作为考核 上市公

司的决定性 标准，那么，仅仅依 靠会计或

其他 手段也许永远也控 制 不 住 企业的

“利润操纵”。由此 ，笔者认 为 ，修改和完

善上市公 司财务评价体 系，削弱净利润

的决定性地位，已经成为 了一个急需研

究和解决的问题。

一、“资本公积”“超编”的不足

“资本公积”科目“超编”的不足主要

体现在制度层面和实务层面两个方面：

1、制度层面

（1）不符合会计法规对“资本公 积”科

目核算内容和性质的基本规（界）定。“股

权投资准备”（长期股权投资差额的贷差

部分）和“关联交易差价”明细项 目 ，从内

容上理解，不尽符合“资本公 积”的基本

含义；从性质上看，也不尽符合《企业财

务会计报告条例》和《企业会计准则》对

所有者权益和经营成果的界定。

（2）不符合会计如 实反映经济活动的

基本原则。会计的基本任务是反映企业

的经济活动。也就是企业发生了什 么经

济活动，会计如 实记 录这些经济活动，而

不管这些活动是否违反除会计法规 外的

其他 法规（如 ，会计如 实记 录企业缴 纳的

各种罚款等）。会计 虽 然也有监督的 职

能，但监督并不等于可以 干预 经济业务

活动。因此 ，利用会计手段干预企业操纵

利润的出发点是无 可厚非的， 但其行为

本身却值得商榷。
（3）不符合性质相同但 方向相反的会

计事项核算应当对称（应）的原则。一般而

言，性质相同但方向相反的会计事项 ，其

核 算应 当保持对称（应）。例如 ，固定资产

盘盈和盘亏分别在“营业外收入”和“营

业外支出”核算。再如 ，除增值税外的流

转税和所得税的缴纳、退回 分别在“主营

业务税金及附加”（或“其他 业务利润”）和

“所得税”科目中核 算。而对长期股权投

资差额的借差和贷差， 现行制度则规 定

分别按 年摊销计入损益和一 次性 计入

“资本公 积——股权投资准备”，与上述

原则不尽一致。另外，这种处理也不符合

会计国际化的需要。

2、实务层面

（1）规则 变化，影响实务。会计核算规

则的修改和补充，是会计法规建设 中无

法避免的，也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至少说

明会计规则在紧跟会计实务。但会计核

算规则的多变，确 实也给会计 实务造成

了 重大的影响，使得会计 实务忙于进行

制度性调整。如 果进行追溯调整，则会带

来很 大的工 作量；如 果不进行追溯调整，

则 又会影响会计前后期数据的可比性。

（2）定性容易，定量难。“资本公积”科

目中的“关联交易差价”是定性容易定量

难的会计事项。中国的证券市场是一个

新兴的证券市场，尚存在较多的缺陷 ，关

联 交易价格的不公允是不成熟市场的产

物。证券市场的监管者曾试图堵住这个

漏洞，但收效 不大，最后这个重任 落到了

会计工作者的肩上。笔者在这里无意去

探讨如 何阻止 不公 允 关联 交易的发 生，

因为这是一个涉及中国证券市场， 乃 至

会计诚信的问题。笔者认 为 ，界定关联 交

易是否公 允以 及 确 定不 公 允的 具体金

额 ，已经“超越”了会计人员的专业胜任

能力。

二、由“资本公积”科目“超编”引

发的几点思考

1、会计规范的制定需要处理“大法”

与“小法”、短期目的和长期目标的关 系

会计规范是一个系统 ， 广 义的会计

规 范由 法律、法规 、准则、制度、通知、问

题解答等组成。这些规范相互之间存在

效 力差异，“立法” 机构级 次 高的其有效

性要大于“立法”机构级 次低的。按 照文

明 法律的要求，法规 不能出现“倒置”现

象，即“小法”不能超越和违反“大法”。笔

者认 为 ，属于通知、问题 解答范畴的《关

联 方会计处理规定》和《解答二》等的发

布，需要考虑法律、法规、准则、制度的基

本要求，处理好“大法”与“小法”的关 系。

任 何会计法规的 出台 ，都是为 了明

确和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 ， 有些规 则侧

重于考虑短期目的 ， 但更多的规 则则是

基于长期目标。迄今为止，财政部共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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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项基本会计准则 和16项具体会计准

则 ，《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企业会计制

度》和《小企业会计制度》也相继 出台，中

国会计核算法规体系的雏形已经基本形

成。因此，笔者认 为，类似《关联方会计处

理规定》等通知、问题解答的发布，应更

多地考虑会计规 范建设的长远目标 ，只

有这样，才有利于会计规 范体系建设的

前瞻性、稳定性 ，有利于会计的国际协

调。
2、加快建立科学的企业财务评价体

系

为什么《企业会计准则——现金流

量表》实施 六 年多的今天 ，还这么看重净

利润？笔者不否认 净利润的重要性 ，但以

“净利润”作为考核企业的决定性指标，

确 实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了。笔者

认 为，只有以 科学的企业财务评价体 系

来代替净利润的单一考核指标， 才能从

根本上遏止企业通过非正 常经营活动和

关联 交易操纵利润现象的蔓延，才能缓

解《解答二》等补充性规定出台的压 力。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每股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每股股利

率、每股净值等指标均可考虑入选财务

评价体系。

3、尝试对企业利润表的格式进行改

革

国际会计准则将企业的本期净利润

分为 两部分，一是正 常经营活 动产生的

净利润，二是非常项目。正常经营活动产

生的净利润加 上非常项目等于本期净利

润。中国证监会对非经常性损益的概念

及其组成内容的认 定，与国际会计准则

的规定基本接近。但可惜的是，有关非经

常性损益的规定， 目前只 适用 于上市公

司，而且仅在表外计算某些指标时予以

考虑，因而其作用的发挥是局部的、有限

的。为 了充分发挥非经常性损益的会计

使 用价值，笔者建议，借鉴国际会计准则

的做法，对现行《企业会计制度》规 定的

利润表格式进行改革。改革的内容主要

包括：将利润表中所有符合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的项 目 ，归集为“非经常性损益”

一个项目；在现行利润表的“减：所得税”

项后 ，增设“五、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项目；在“五、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项后 ，增设“加 ：非经常性损

益”项 目；将现行利润表的“五、净利 润”

改 为“六、净利润”。从而使得经常性损益

和非经常性损益一目 了 然。

（作者单位：浙江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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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与争鸣

也 谈 企 业 对 外 捐 赠 资 产

所 得 税 业 务 的 会 计处 理

姚中秀

《财务与会计》第九期《讨论与争鸣》

栏刊登了王海林、朱元琴合著的《企业对

外捐赠资产所得税问题的探讨》（以 下简

称“王 文”），笔者认 为“王 文”对“国税发

〔2003〕45号”《关于执行 <企业会计制度 >

需要明确的 有关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及

“财会〔2003〕29号”《关 于执行 <企业会计

制度 > 和相关会计 准则 有关问题 解答

（三）》（以 下 简称“解答三”）的理 解上尚有

欠妥之 处。本文仍以“王文”中的例题 为

例 ，对此 项 业务的会计处理进行探讨。

例：某企业的一项 固定资产对外捐

赠，该 固定资产原价100万元 ，已提折旧

40万元（与税 法一致），若 对外出 售，其售

价（公 允价值）为65万元。对外捐赠时以 银

行存款支付清理费用1万元，并假定该企

业以 前年度对该项 固定资产已计提了3

万元的减值准备，所得税税 率33% ，不 考

虑此项 捐赠的利润 总额 为500万 元 ，无 其

他调 整事项 ，此 捐赠 系非公 益性 捐赠。
（以 下单位 为 万元）

1、若企业采用应付税款法

对外捐赠的会计处理为：

借：固定资产清理  57

累计折旧  40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3

贷：固定资产  100

借：固定资产 清理  1

贷：银行存款  1

借：营业外支出  58

贷：固定资产清理  58

在考虑了该捐赠事项后，该企业 当

年的会计利 润总额 为：500-58=442（万

元）。下面就 涉及到所得税的纳税调整：

（1）按“国税发〔2003〕45号”文规 定：

企业将资产用 于捐赠，应分解为按公 允

价值视同对外销售和捐赠两项业务进行

所得税处理。所以 ，本例视同销售所得为

（没有考虑流转税及其附加 等有关税费）：

65-（100-40-3）-1=7（万元）。
（2）按“国税发〔2003〕45号”文 规 定：

企业已提减值准备的资产，因价值恢复

或转让 处置有关资产 而 冲销的减值 准

备，应允许企业做相反的纳税调整。所

以 ，本例视同销售 所得的纳税调整额 为：

65-（100-40）-1=4（万 元），即，7-3=4（万

元）。
（3）捐赠支出 纳 税调整额 为 58万 元，

而 不是“王 文”所说 的 65万元 ，65万元 是

视同销售的公 允价值， 只 作为 流转税和

视同销 售 所得的依 据。本年的会计利润

由于捐 赠业 务营业 外 支出 只 列 了 58万

元。所以 ，本年的纳税调整额 应 为：4+

58=6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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