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资本”账户，核算合伙人投入的资本和分享的

经营积累财产。原始投资投入时，借记所投入的资产账

户，贷记合伙人“资本”账户。嗣后，合伙人的权益随着

投资的增加和在净利润中分享所占份额而增加；随着

提用资产和在净损失中分担所占份额而减少。
2.“合伙人提用”账户，用来核算合伙人当期从企

业提取的资产，和从合伙资产中提出用于个人花费的

支出。若是合伙人在预计企业盈利时的提款，或视为合

伙人工薪的提用，应按约定的提用数额，借记“合伙人

提用”账户；若是认为将使合伙人的所有者权益永久性

减少的巨额提用，则应直接借记“资本”账户。
年度终了，“本年利润”账户中显示的损益，应按合

伙契约转入各合伙人的“资本”账户。“合伙人提用”的

借方余额，也应结转入各合伙人“资本”账户。
3.“合伙人借贷”账户（或分设“应收合伙人借款”

与“应付合伙人贷款”），分别核算合伙人向合伙企业临

时借一巨额款项，且有意偿还的交易事项（注意：此时

不是记“合伙人提用”），和合伙人为合伙企业临时垫付

一笔日后应由合伙企业归还，而非增加该合伙人资本

的款项（注意：此时不是记“资本”）的交易事项。前者为

合伙企业的资产，后者则为合伙企业的负债。

四、所有权变更核算的商誉法和红利法

合伙的所有权变更包括新合伙人入伙、原合伙人

退伙或死亡等，其会计处理主要采用红利法（又称津贴

法）或商誉法。所有权变更的会计处理主要受解散的法

律概念和业主权论（它强调业主财富，总是从企业所有

者的立场来看待企业并分析其经济活动）的影响。

商誉法强调合伙企业所有权结构变更在法律上的

重要性。合伙一出现人事变动就意味着现有法律合伙

主体解散，新合伙的产生。但这种解散不一定使合伙经

营或作为独立会计主体的合伙终止，因此，转移到新合

伙企业的资产，应以其现行公允价格重新计量入账，于

是，新合伙企业所取得的有形、无形资产，包括原合伙

企业未入账的或新合伙人创造的商誉，均应确认入账，

同时相应增加有关合伙人的资本额。如：新合伙人入伙

时，以较少的投资取得多于投入资本的伙权，其差额便

记为该合伙人的商誉；若以较多的投资取得少于投入

资本的伙权时，其差额便给原合伙人记作商誉。退伙

时，也可用商誉法，其原理类推。
红利法则坚持原始成本原则（这亦符合合伙为一

继续经营个体的观念），在合伙企业所有权变更时，账

面上不确认商誉，而是只按交易行为本身，以给红利

（或津贴）形式来调整有关合伙人的资本，包括给原合

伙人或新入伙人或退伙人红利时所作的调整。如：合伙

人退伙时，若按少于其资本账面余额数付给退伙人资

产时，其差额作为给剩下合伙人的红利；若按多于其资

本账面余额数付给退伙人资产时，其差额作为给该退

伙人的红利。新合伙人入伙时，同样适用红利法，其原

理类推。

五、几点建议

1.尽快出台“合伙法”和有关会计法规，以规范数

以百万计的合伙企业的会计核算。
2. 引导管理与区别对待相结合。合伙会计实务本

来就具有灵活多样的特点，加之还有个人合伙与法人

合伙之分，情况更为复杂。因此，既要加强引导与管理，

又要区别对待。笔者认为，小规模个人合伙和法人合

伙，应按一般合伙会计（即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和吸收我

国传统经验）进行账务处理；规模较大的法人合伙，其

中以有限责任公司形式设立的合伙企业，其所有者权

益的会计处理，可参照股份有限公司的类似方法；不具

备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也是合伙企业，其会

计处理则按外商投资企业有关制度进行。
3.在所有权变更的核算中，我国原有的制度规定

不允许采用商誉法，为了与国际惯例接轨，也应允许采

用商誉法。
责任编辑  袁 庚

意见与建议

让书报费名符其实

高志烽
凡机关干部职工，人人都有书报费；每月钱虽不多，

一年下来少的也有近百元，订份报刊或买几本书不成问

题。但据观察了解，实际当中，书报费往往被挪作他用，

很少有人专门用于订阅书报。对此，建议书报费应专款

专用。为避免发给个人后失去书报费的意义，书报费的

支付形式应由“货币工资”形式改为“实物工资”形式。
即：书报费应由单位进行统一管理，单位将个人每年应

领书报费根据工作需要和本人意愿订成报刊和书籍发

给本人，如此以保证书报费名符其实。
责任编辑  秦中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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