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在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对本期购买企业计提的存货跌

价准备应全额抵销；如本期期末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已低于

其在销售企业时的成本，在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对本期购

买企业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只需将多计提部分予以抵销。
进行抵销处理时，应借记“存贷跌价准备”科目，贷记“管理

费用”科目。
例3 接例1资料，若2003年存货A可 变现净值跌至105

万元，乙公司当年计提存货跌价准备5万元，并在其个别会

计报表中列示。对此，在编制2003年合并会计报表时应编制

如下抵销分录：
借：存货跌价准备  10

贷：期初未分配利润  10

同时

借：存货跌价准备  5

贷：管理费用  5

2、存货可变现净值回升，购买企业转回原计提的存货

跌价准备的抵销处理

在这种情况下，若上期期末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不低于

其在销售企业时的成本，则在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对本期

购买企业转回的存货跌价准备应全额抵销。若上期期末存

货的可变现净值低于其在销售企业时的成本，此时如本期

期末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仍低于其在销售企业时的成本，在

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对本期购买企业转回的存货跌价准

备无需进行处理；如本期期末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已不低于

其在销售企业时的成本，在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对本期购

买企业转回的存货跌价准备，只需将多转回部分予以抵销。
进行抵销处理时，应借记“管理费用”科目，贷记“存货跌价

准备”科目。
例4 接例2资料，若2003年年末存货A可变现净值回升

至105万元，乙公司当年转回存货跌价准备15万元，并在其

个别会计报表中列示。对此，从整个企业集团来看，只能在

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范围内转回，即只能转回10万元。
因此，在编制2003年合并会计报表时，应将当期多转回的存

货跌价准备5万元（15—10）予以转回。抵销分录如下：
借：存货跌价准备  20

贷：期初未分配利润  20

同时

借：管理费用  5

贷：存货跌价准备  5

对于购买企业购入存货部分实现对外销售，部分形成

期末存货的情况，在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可按期末存货的

比例参照上述方法处理。
（作者单位：中国电子工 程设计院）

责任编辑  季建辉

建议·动态
建议  

长期借款和应付债券的利息

核算应与偿债期一致

曾敬东

《企业会计制度》规定，长期借款和应付债券存续期

间的利息，不论是分期付息还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都

作为长期负债处理，长期借款的利息记入“长期借款”科

目，应付债券的利息记入 “应付债券——应计利息”科

目。同时，《企业会计制度》又规定，投资企业购入企业债

券作为长期投资，持有期间应按期计提利息。购入到期

还本付息的债券计提利息时，记入“长期债权投资——

债券投资——应计利息”科目，作为非流动资产；购入分

期付息、到期还本的 债券，确 认 已到付息期而 应收 未收

的利息时，记入“应收利息”科目，作为流动资产。
从上述 两项规定可以 看出：同属企业债券存续期间

的利息，债券发行 方和购 买 方的会计处理 方法并 不一

致。购买方的 账务处理是根据利息债权的期限，短期债

权计入应收利息，长期债权计入长期债权投 资，反映 了

利息债权的期限特点，符合流动资产与非流动资产的分

类要求。而发行方的账务处理是不论利息债务的期限如

何，都作为长期负债处理，不符合流动负债与长期负债的

分类要求。
因此 ，笔者建议，长期借款和应付债券存续期间的利

息核算应与债务的偿债期保持一致。分期付息、到期还本

的长期借款和应付债券存续期间的利息处理，可增设“应

付利息”科目 ，期末应付未付的利息，记入“应付利 息”科

目，作为流动负债；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长期借款和应付

债券存续期间的利息处理 ，与其本金一样，仍作为长期负

债，分别记入“长期借款”和“应 付债券——应计利息”科

目，期末填列资产负债表时，将于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

债，作为流动负债单独反映。
（作者单位：湖南省邵阳县粮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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