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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业会计制度》

和《企业会计制度》的
差异比 较

潘自强

2004年4月27日，财政部发布了“财会〔2004〕2号”文件，

决定从2005年 1月 1日起在全国小企业范围内实施《小企业

会计制度》，《小企业会计制度》充分体现了小企业自身的特

点，对完善会计法规制度，规范小企业的会计行为，提供真

实完整的会计信息，将起到积极作用。本文就《小企业会计

制度》和《企业会计制度》在会计核算上存在的主要差异作

一比较。

一、资产类要素核算的主要差异

（一）资产取得时的入账价值

1、接受捐赠固定资产的计价。《小企业会计制度》对接

受捐赠的固定资产规定：如捐赠方提供了有关凭据的，按凭

据上标明的金额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固定资产的

成本；如果捐赠方未提供有关凭据，则按其市价或同类 、类

似固定资产的市场价格估计的金额，加上由企业负担的运

输费、保险费、安装调试费等作为固定资产成本。而《企业会

计制度》对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则除规定以凭据上的金额

加上相关税费或市价加相关税费作为其成本外，还特别指

出，如同类或类似固定资产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按该接受捐

赠的固定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作为其入账价值。
2、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计价。《小企业会计制度》规定：

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按照租赁协议或者合同确定的价款，

加上运输费、途中保险费、安装调试费以及融资租入固定资

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发生的利息支出和汇兑损益后的

金额作为其成本。而《企业会计制度》规定：融资租入的固定

资产，按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的原账面价值与最低租赁付

款额的现值两者中较低者，作为其入账价值。如果融资租赁

固定资产占企业资产总额比例等于或小于30% 的，在租赁

开始日，企业也可以按最低租赁付款额，作为其入账价值。
3、长期债权投资成本的确定。《小企业会计制度》规定：

以支付现金方式购入的长期债权投资，按实际支付的价款

扣除支付的税金、手续费等（如实际支付的价款中含有应收

利息，还应扣除应收利息部分）后的金额作为债券投资的成

本。即企业购入债券所发生的手续费等相关税费，直接计入

当期损益，不计入投资成本。而《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以支

付现金购入的长期债权投资，按实际支付的全部价款（包括

税金 、手续费等相关费用）减去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

权利息，作为初始投资成本。如果所支付的税金、手续费等

相关税费金额较小，可以直接计入当期财务费用，不计入投

资成本。即《企业会计制度》对购入长期债券支付的相关税

费，原则上计入投资成本，同时，运用重要性原则，金额较小

的可以直接计入当期财务费用，不计入投资成本。
（二）资产的期末计价

1、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范围。如果企业资产发生减值，

《小企业会计制度》要求对应收款项 、短期投资 、存货等计提

减值准备，以 反映其实际价值，不要求对固定资产、在建工

程、无形资产、长期投资等计提减值准备。而《企业会计制

度》则要求对应收款项 、短期投资、存货 、固定资产、在建工

程、无形资产、长期投资 、委托贷款等计提减值准备。
2、计算和确定资产减值准备的方法。《小企业会计制

度》规定：短期投资应按照总成本与总市价孰低计量，当总

市价低于总成本时，应当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而《企业

会计制度》规定：短期投资应按照成本与市价孰低计量，对

市价低于成本的差额，应当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企业在

运用成本与市价孰低法，可以根据其具体情况，分别采用按

投资总体、投资类别或单项投资计提跌价准备，如果某项短

期投资比较重大（如占整个短期投资10% 及以上），应按单项

投资为基础计算并确定计提的跌价准备。即，《小企业会计

制度》对短期投资采用按投资总体计算和确定减值准备，而

《企业会计制度》对短期投资采用按投资总体或投资类别或

单项投资计算和确定减值准备。

对存货跌价准备的确定，两个制度规定也有不同。《小

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存货跌价准备应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

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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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可以按存货类别合并计量成本与可变现净值。而《企业

会计制度》规定：存货跌价准备应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与

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如果某些存货具有类似用途并与在

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且实际上难以将其

与该产品系列的其他项目区别开来进行估价的存货，可以

合并计量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

货，可以按存货类别合并计量成本与可变现净值。
（三）会计科目的设置

1 、《小企业会计制度》设“应收股息”科目，核算小企业

因进行股权投资应收取的现金股利及进行债权投资应收取

的利息。而《企业会计制度》则分设“应收股利”和“应收利

息”科目，分别核算其相应内容。

2、《小企业会计制度》设“材料”科目，核算小企业库存

的各种材料，包括原料及主要材料、辅助材料、外购半成品

（外购件）、修理用备件（备品备件）、燃料、包装物等的实际成

本。而《企业会计制度》则分设“原材料”和“包装物”等科目，

分别核算其相应内容。

3、有些科目《小企业会计制度》没有设置，而《企业会计

制度》设置了，如：“待处理财产损溢”、“未确认融资费用”、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

值准备”、“委托贷款”等科目。
（四）核算方法和账务处理

1、资产短缺或溢余的核算。《小企业会计制度》对资产

的短缺或溢余不通过“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核算。比如《小

企业会计制度》规定：盘盈的固定资产，按其市价或同类、类

似固定资产的市场价格，减去按该项资产的新旧程度估计

的价值损耗后的余额，借记“固定资产”科目，贷记“营业外

收入”科目；盘亏的固定资产，则按其账面净值，借记“营业

外支出”科目，按已提折旧，借记“累计折旧”科目，按固定资

产原价，贷记“固定资产”科目。而《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对

资产的短缺或溢余应先通过“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核算，

然后根据短缺或溢余的不同原因再分别作出处理。

2、长期债券投资溢折价的摊销方法。《小企业会计制

度》规定：债券的溢价或折价在债券存续期间内于确认债券

利息收入时以直线法摊销。而《企业会计制度》则规定：既可

以采用直线法，也可以采用实际利率法。
3、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法。《小企业会计制度》和《企

业会计制度》都规定应根据不同情况，对长期股权投资分别

采用成本法和权益法核算，但具体的账务处理规定有较大

差别。

在成本法下，《小企业会计制度》规定：股权持有期间

内，企业应于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现金股利或利润时确认

投资收益。而《企业会计制度》规定：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

利润或现金股利，作为当期投资收益。企业确认的投资收

益，仅限于所获得的被投资单位在接受投资后产生的累积

净利润的分配额，所获得的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利润或

现金股利超过上述数额的部分，作为初始投资成本的收回，

冲减投资的账面价值。即确认投资收益时，《企业会计制度》

有限制条件，而《小企业会计制度》则全部确认为投资收益。
在权益法下，《小企业会计制度》采用简化的权益化核

算，即投资时不核算股权投资差额，只是于每个会计期末，

按照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当年实现的净利润或净

亏损的份额，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余额。而《企业会计

制度》则采用复杂的权益法，比如，投资时投资企业的初始

投资成本与应享有被投资企业所有者权益份额之间的差

额，作为股权投资差额处理，计入资本公积或按一定期限平

均摊销计入损益；在会计期末，按照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

资单位当年实现的净利润或净亏损的份额，调整长期股权

投资的账面余额，但企业按被投资单位净损益计算调整投

资的账面价值和确认投资损益时，应以取得被投资单位股

权后发生的净损益为基础。

4、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核算。《小企业会计制度》规定：

小企业应在租赁开始日，按租赁协议或合同确定的价款、运

输费、途中保险费、安装调试费以及融资租入固定资产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前发生的借款费用等，借记“固定资产——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科目，按租赁协议或合同确定的设备价

款，贷记“长期应付款——应付融资租赁款”科目，按支付的

其他费用，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而《企业会计制度》则规

定：企业应在租赁开始日，按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的原账面

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两者中较低者作为入账价

值，借记“固定资产”科目，按最低租赁付款额，贷记“长期应

付款——应付融资租赁款”科目，按其差额，借记“未确认融

资费用”科目。“未确认融资费用”应当在租赁期内各个期

间，按合理的方法进行分摊，分摊时，借记“财务费用”科目，

贷记“未确认融资费用”。若租赁资产占企业资产总额比例

等于或小于30% 的，在租赁开始日，企业也可按最低租赁付

款额作为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借记“固定资产”科目，贷记

“长期应付款——应付融资租赁款”科目。

5、以应收债权融资或出售应收债权的核算。《小企业会

计制度》分别以应收账款等应收债权为质押取得银行借款

时；企业将应收债权出售给银行等金融机构，根据企业、债

务人及银行之间的协议不附有追索权的，即在所售应收债

权到期无法收回时，银行等金融机构不能向出售应收债权

的企业进行追偿，所售应收债权的风险完全由银行等金融

机构承担的情况下；企业在出售应收债权过程中如附有追

索权，即在有关应收债权到期无法从债务人处收回时，银行

有权向出售应收债权的企业追索，或按照协议约定，企业有

义务按照约定金额自银行等金融机构收回部分应收债权等

三方面的会计处理作了明确的规定。而《企业会计制度》对

此无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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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负债类要素核算的主要差异

1、借款费用的核算。《小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为购建固

定资产而发生的专门借款，在满足借款费用开始资本化的

条件时至购建的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发生的借

款费用，全部计入固定资产成本。而《企业会计制度》规定：

计入固定资产成本的借款费用须与资产支出数相挂钩。
2、会计科目的设置。《小企业会计制度》和《企业会计制

度》负债类科目的设置基本相同，主要的区别是《小企业会

计制度》设“应付利润”科目，核算小企业经董事会或类似机

构决议并经批准分配的利润（含现金股利）。而《企业会计制

度》设置“应付股利”科目核算相应的内容。此外，由于《小企

业会计制度》适用于不对外筹集资金的企业，因而无“应付

债券”核算内容和相应的会计科目。

三、所有者权益类要素核算的主要差异

1、资本公积的内容。《小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小企业资

本公积主要包括资本溢价、外币资本折算差额、接受捐赠非

现金资产准备、其他资本公积等四项内容。《企业会计制度》

规定：资本公积除上述内容外，还包括股权投资准备、拨款

转入等内容，由此产生“资本公积”明细科目内容的不完全

一 致。
2、盈余公积的内容。《小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小企业盈

余公积主要包括法定盈余公积、任意盈余公积和法定公益

金三部分。《企业会计制度》规定除上述内容外，还包括储备

基金、企业发展基金和利润归还投资等内容，由此产生“盈

余公积”明细科目内容的不完全一致

3、“利润分配”明细科目的设置。《小企业会计制度》规

定：“利润分配”设置7个明细科目。即“其他转入、提取法定

盈余公积、提取法定公益金、提取任意盈余公积、应付利润 、

转作资本的利润和未分配利润”。《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利

润分配”设置12个明细科目（含外商投资企业）。即“其他转

入、提取法定盈余公积、提取法定公益金、提取任意盈余公

积、提取储备基金、提取企业发展基金、提取职工奖励及福

利基金、利润归还投资、应付优先股股利、应付普通股股利、

转作资本（或股本）的普通股股利和未分配利润”。
4、由于《小企业会计制度》适用于不对外筹集资金的企

业，因而只使用“实收资本”会计科目。

四、收入、费用、利润类要素核算上的主要差异

1、收入核算上两个制度差异不大。如果说有差异，则主

要是《企业会计制度》对各种收入的核算规定得比较详细，

比如分期收款销售、售后购回等业务的核算有明确规定。而

小企业由于业务相对比较简单，故《小企业会计制度》只规

定了常见销售业务的核算。

2、所得税的核算方法。《小企业会计制度》规定：采用应

付税款法核算所得税，《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可根据具体情

况选择采用应付税款法或纳税影响会计法核算所得税。

五、财务会计报告的主要差异

1、财务会计报告构成。《小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小企业

年度财务报告除应当包括基本会计报表外，还应提供会计

报表附注的内容。该制度中的基本会计报表是指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企业也可以根据需要编制现金流量表。即现金

流量表是否编制由小企业自行决定。而《企业会计制度》规

定：对外报送的年度基本会计报表还应包括现金流量表。

2、报表项目和具体内容。由于两个制度的会计要素具

体项目的差异，进而影响了会计报表项目的内容。总的来

说，《小企业会计制度》的会计报表项目略少，但差异不大。
主要的差别是《小企业会计制度》规定的利润表的补充资料

只有一项内容，即“当期分配给投资者的利润”，而《企业会

计制度》中的利润表补充资料有六项内容。如果编制现金流

量表，《小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只需编制正表，不编制补充资

料，而《企业会计制度》的现金流量表包括正表和补充资料

两部分。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学院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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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二则

由于延琦编写的《验资：理论与实务》已由东北财经

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构建了 注册资本及其审验的基

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提出了 注册会计师审验注 册资本

的基本程序和报告编制；分析了 注册资本审验中有关

各方之间的博弈规则及注册资本审验失败的原因及影

响验资风险的各种因素。该 书具有一定的操作性和 实

用性。邮购咨询电话：0411—84710520

（本刊通讯员）

建议·动态

一个注册会计师的思想行迹——《鸣哨笔记》

张连起先生所著的《鸣哨笔记》，堪称又一“人文会

计”书目。其间的“鸣哨偶记”有片断，有闪回；“点亮悟

性”有系列，有沉思；“时评出击”有现场，有纵深；“专业

钻探”有学术，有拷问；“忆旧 光影”有训 诂 ，有情致。一

个注册会计师的思想行迹就这样婉转而来，逶迤而去。

《鸣哨笔记》写得真诚，也可读得深沉。该书最近已由上

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定价27 元。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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