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见与建议

长期负债的应计利息支出

应严格按制度执行
霍跃波

笔者在实际工作中发现有些单位的财会人员对

长期负债应计利息的核算，没按财会制度执行，影响

了成本、利润数字的真实性，对企业的发展及利益相

关者均不利，因此建议财会人员应严格执行财会制

度：“长期负债的应计利息支出，筹建期间的，计入开

办费；生产经营期间的，计入财务费用；清算期间的，

计入清算损益。其中与购建固定资产或者无形资产有

关的，在资产尚未交付使用或者虽已交付使用但尚未

办理竣工决算以前，计入购建资产的价值。”另外，建

议企业对实际交付使用的固定资产，应尽快办理竣工

决算手续；拖而不办的，建议有关部门给予处罚，并就

此作出相应的规定，以防止交付使用的固定资产不提

折旧，应计利息不计入财务费用（仍计入固定资产）造

成的企业成本失实。
责任编辑  宋军玲

意见与建议
要克服担保的随意性

王增轩  王宏伟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银行贷款管理

办法的改变，担保贷款已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广泛运

用。然而，笔者在实际工作中发现，企业在提供贷款担

保中普遍存有不同程度的随意性。其主要表现，一是

有的企业在对被担保单位的财务状况、资金支付能

力、信用程度及生产经营情况了解很少或根本不了解

的情况下，有求必应，为其出据贷款担保承诺书；二是

有的明知申请贷款单位的生产经营效益不佳，资金支

付能力差，冒险为其担保；三是有的企业经济实力本

来就不济，却超自身经济实力为其他贷款企业提供担

保。
据了解，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有的企业的

主要负责人法制观念淡薄，认为担保仅是一种经济契

约形式，不会负法律责任，对担保可能出现的后果考

虑不足，草率决定出据担保；而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

主管部门，从地方和小集团的利益出发，采取行政干

预手段强迫企业，特别是经济效益好的知名企业提供

担保；有的则是由于人际关系，业务关系或为相互担

保等方面的原因，提供人情担保、关系担保。此外，银

行对《担保法》宣传不够，对企业提供的担保合同审查

不严，也是形成企业贷款担保随意性的主要原因之

一。
贷款担保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一旦贷款到期借

款人不能按期偿还，保证人就要无条件承担相应的贷

款本息债务；若贷款造成损失，保证人就要承担法律

责任。因此，企业法人提供贷款担保必须慎重，要克服

随意性。同时建议银行加强《担保法》、《经济合同法》

及有关政策法规的宣传，使贷款担保逐步走向法制

化、规范化的轨道，避免国家或集体财产蒙受损失。
责任编辑  许太谊

意见与建议
应加强对企业工资内外

收入的监督与管理
陈 海

最近，笔者在对企业工资内外收入检查时，发现

一些违纪违规问题：一是实行工效挂钩的企业虚报税

利，多提效益工资；二是未完成核定挂钩基数企业不

按规定扣减工资增长基金；三是大部分企业尚未按规

定建立工资储备制度，而是分光吃光；四是将应在工

资总额报支的费用及工资性收入列入生产成本及福

利；五是为了完成上级考核的利润指标，少提效益工

资。六是一些企业将代支付的劳动保险费，失业保险

金滞留企业充作流动资金，不及时上交给劳动部门。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健全和完善企业工资管理

制度，强化对企业工资内外收入的管理和监督。
1
.
正确核定企业工效挂钩基数。劳动、财政部门

在核定企业挂钩基数时，要从企业实际情况出发，根

据企业近两三年的生产、经营、效益、税利情况，以及

企业发展趋势，参照其他地区同类别企业的标准予以

核定，防止出现核定基数偏低或偏高。
2.企业要编制单位全年工资收支计划，做到心中

有数，做好资金调度，保障职工工资发放，规范企业工

资管理。
3.企业内部应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企业劳资部门

应每月对发放的工资进行审查，做到不超计划；财务

部门要保证发放工资的资金，不拖欠工人工资。对于

要超挂钩基数发放或动用上年工资结余及工资储备

金的，应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批准。
4.劳动、财政、审计部门应把对企业工资内外收

入的检查、管理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来抓，坚持进

行必要的监督，保障企业职工的收入，并对违纪行为

给予严肃处理。
责任编辑  宋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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