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讨论与争鸣

关于《企业会计制度》的

几点 意见
谢维校

《企业会计制度》（以 下 简称新制

度）已在一些企业 实施 ，笔者仅就 自己

学 习 和 实践中的 几 点疑 义 就 教 于同

行，以 期提高自 己对新制度的理解和

认识水平。

1、模糊了会计行为约束系统的层

次关系。按照传统的理论界定，会计行

为的约束系统 主要由以 下 两个方 面组

成：以《会计法》、基本会计准则 、具体

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组成的强制约束

体系和以 会计职业道德为核心的 自我

约束体系。在强制性约束体系中，会计

准则和会计制度的 实际作用和理论界

限比较分明，但是从 新制度的内容规

定来看，它既 包括了属于会计准则层

次应予规范的内容，又 包括了属于会

计制度约束层次应予规 范的内容。也

就是说，新制度执行了会计准则和会

计制度的双 重约束功能，而且 用新制

度规范和指导会计实务时，几 乎取代

了会计准则的作用。这样，要么必然形

成新制度与会计准则对会计行 为的 重

复约束，模糊 了二者的界限和层次 关

系；要么造成会计准则形同虚设，使得

真正的强制约束体 系仅 包括《会计法》

和会计制度两个部分。
2、以内容上的汇总罗列换得内容

上的统一。新制度是针对所有类型企

业的，是一种“统 一”的 会计制度。然

而，各种类型的企业在某些业务处理

上毕竟有其特殊性 ，为 了 实现制度的

统一，新制度在内容上把 以 前13个会

计制度中具有一般共性的业务和具有

个性的业务汇总罗列 ，然后规 范其核

算过程。体现最为明显的是对于收入、

成本和费 用 等会计要 素的计 量和确

认。因此 ，这次新制度会计内容的丰富

程度虽然是建国以 来任何一个会计制

度无 可比拟的，但以 一种会计制度同

时接受多种行业业务处理 方式的 “统

一”，在用 于学 习和工 作指导上，让很

多学历层次 不 高的会计人员难以 适应

和消化。这个现象在目前的新制度培

训中已经初露端倪。
3、忽视了会计工作尽量从简的常

识问题。目前，由于我国逐渐采用与国

际会计接轨的做 法，特别是在我国加

入W TO以 后 ，一些新的问题使得会计

工作逐步复杂起来，这已经让会计人

员应接不暇，不得不在工 作中不停地

吸收这些新知 识。新制度关于“会计科

目和会计报表”的规定中，在很多会计

科目的使 用规定方面，特别是在明细

科目 的设 置规 定和要求方 面过 于 细

致、过分繁杂，不仅没有起到简化 会计

工作的目的，而且导致 会计核 算工作

量大大增加。如 ：新制度要求设 置“实

收资本”和“已归还投 资”两 个总分类

科目核 算资本投入与 归还的 业务，这

种做法不仅增加 建账、记账和结账的

工 作量，同时也增加 审计检查工作量，

实际上，上述资本金业务的核 算可以

合并到“实收资本”账户的借、贷方，这

样就足 以 反映资本金的来龙去脉。又

如 ：新制度要求在“利 润分配”总分类

科目下设12个明细科目 用于核算企业

利润分配和分配的积 累业务，使得利

润分配这种在企业内一年才发生一次

或两次的业务竟然被要求用12个明细

科目进行核算，把一个本来十分简单

而 且 业务量极 少的 工 作 变得如 此 复

杂，造成本来可以 在一个账户得以 清

晰记 录的业务数据被分散记 录到了12

个账户，增加 了定期的对账、结账工

作。从理论上看，会计记账基本方法是

复式记账法，为 了 实现会计工 作的简

化 ，完全可以 考虑在业务发生后，对于

具有对应关 系的各个账户，采用其中

一个账户记录从细，另一个账户记录

从简的方式，而没有必要像新制度规

定那样两个账户都从细从繁记 录。
4、过多地形成多借多贷会计分

录。按照新制度的规定，诸多相关经济

业务会计处理的结果都会形成多借多

贷的会计分录，如 ：作价投 资、融资、采

购、期末结转、重组改制等业务。多借

多贷会计分录最大的缺 陷就是账户之

间的对应关 系不明确，不便 于会计检

查和分析，同时在实际操作上也给会

计人员带来麻 烦，主要是根据 多借多

贷业务区分收付转凭证以 及区分对应

的原始 凭证附件等难度加 大。这种状

况对于全面采用计算机处理业务的企

业而言，其不利之 处还不十分明显，但

是对那些仍 采用 手 工 核 算的 企 业 而

言，这种不利状况就充分体现出来了。
（作者单位：总装备部装备财务

结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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