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清出时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

贷：产成品等

②经同级 财政部门同意后，可在公积金余额中冲

销，不够的继续挂“递延资产”帐户。
借：资本公积

贷；待处理财产损溢

不够部分：

借：递延资产

贷：待处理财产损溢

二、在资产盘盈、帐外资产帐务处理中的应用

1.固定资产盘盈的处理

①清出时，按重置完全价值入帐

借：固定资产——固定资产盘盈

贷：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固定资产损溢

累计折旧

②经主管部门、同级 财政部门、国资部门核批后 ，调

增资本公 积金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固定资产损溢

贷：资本公 积

2.流动资产盘盈的处理

①清出时

借：原材料等

贷：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

②属于当年发生的，经同级财政部门核 实批准后，

列入当年财务决算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

贷：管理费用

③属于以前年度发生的，经主管部门、同级 财政部

门、国资部门核批后，调增资本公积金。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

贷：资本公积

3.企业接受捐赠未入帐的固定资产的处理

①清出时，按捐赠时确定的价值入帐

借：固定资产

贷：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固定资产损溢

累计折旧

②经批准，按新会计制度规定入帐，增加 资本公积

金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固定资产损溢

贷：资本公 积

4.已从成本费用中列支的帐外固定资产的处理：

这种情形下的固定资产，应作固定资产盘盈处理，

最后调增资本公积金（分录不再赘述）。不同的是应按

固定资产管理要求建立固定资产卡片单独管理，一般不

提取折旧。
责任编辑  宋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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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标准
在会计工作中的应用

王守江

企业在其存在期间的经营活动是持续不断的。会

计的目的是及时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资料，所以 ，必须

把企业从建立到消亡的一整段时间进行人为的分割，

分割期在数量上要相等，以 便在时间口 径一致的情况

下分析考核企业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这就是

会计期间假设存在的意义。目前，会计期间一般取 12 个

月。会计期间假设是划分资产和负债流动与否的前提，

资产和负债形 态持续一年以 下，属于流动资产或流动

负债，长于一个会计年度就具有非流动性质。
流动性标准不仅 用 于界定会计要素，同时也贯穿

于资产负债表的始终，资产负债表的左方是以 变现能

力的强弱从上向下排列各项资产，变现能力强的排在

最上面；右方的负债是按偿还期从短到长依次排列。这

样安排资产负债表的结构便 于分析资产和负债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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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是否合理，同时考察企业的长期和短期偿债能力。
能否正确分析企业当前财务状况和预测未来趋势，关键

一点在于正确确定有关会计要素的流动性与非流动性，

切实把握流动性标准对会计工 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

应从以 下两个方面努力：
首先，在会计核算过程中，把握流动性标准，正确选

择会计科目。
企业的许多经济业务在内容上基本一致，但有时却

不在同一帐户核算。原因就在于经济业务影响的时间

有长有短。例如，企业发生一笔大额修理费，按权责发

生制进行摊销，摊销长于一年，就要将费用资本化，记入

“递延资产”帐户，以后各期逐步摊销；如摊销期少于一

年，就通过“待摊费用”帐户进行摊销。这里需要指出的

是，判定会计要素是否具有流动性标准的时间量度往往

采用观念上的时间。在固定资产的核算中可以 体现这

一点。我们知道对于主要生产经营设备使 用年限超一

年的，就要按固定资产进行核算。对于某项具体的设

备，我们是按以 往的经验或通用的标准来预计其使用年

限，而不是等待它报废时再计算实际使用年限来确定是

属于固定资产还是属于低值易耗品。某项设备如果预

计使用 8年，假设在一年内由于非正 常因素报废，我们

仍然确认 它为固定资产。
许多会计的初学者对投资活动中利息和股利结算

过程的核算感到混乱，如果理解流动性标准，问题就迎

刃而解。例如：某企业在股息宣布之 日后购入甲公 司股

票 10 000 股，购入价每股 2.6 元，其中每股含股利 0.5

元。如 购入此股票的目的是短线投资，准备随时变现，

就计入“短期投资”帐户；如 准备长远投资，则计入“长期

投资”帐户。帐务处理如下：

借：短（长）期投资——股票投资  21 000

其它应收款——应收股利  5 000

贷：银行存款  26 000

我们注意到，不管长期投资还是短期投资，应收股

利全部通过“其它应收款”这一流动资产帐户进行核算，

因为已宣布发放的股利，一般 宣布之 日不久后即可实际

发放，结算时间远小于一年。但是，在短期债券投资和

长期债券投资中应收利息却不相同。例如：某企业购入

乙公 司 3 年期债券，面值 20 000 元，年利率 10% ，购入

时发行 1 年，应计利息 2 000 元，企业实际支付 22 000

元。
如债券准备随时变现，帐务处理为：

借：短期投资——债券投资  20 000

其它应收款——应计利息  2 000

贷：银行存款  22 000

如债券准备长期持有，帐务处理为：

借：长期投资——债券投资  20 000

——应计利息  2 000

贷；银行存款  22 000

二者对应计利息处理不同，是由于债券到期一次还

本付息的特点和流动性判定标准决定的。短期债券投

资准备随时变现，利息可随时从售价中得到补偿，所有

利息通过流动资产类帐户“其它应收款”核算，而长期债

券投资的应计利息要到债券到期时一次结清，结算期一

般要超过一年，因而在长期资产类帐户“长期投资”下设

一明细帐进行核算。
另外，掌握流动性标准，也是正确编制资产负债表

的关键。
虽然，表实相符主要取决于日常核算资金的真实与

否，但如果在编表过程中忽视流动性标准，也不能真实

反映企业资金状况，资产负债表中的一些项目，不能直

接按有关帐户的总帐数值列示，要分析明细记录，才能

做到真实反映。
在资产负债表中有两个项目是按流动性标准调整

流动项与非流动项的，一个是流动资产类下的“一年内

到期的长期债券投资”，另一个是流动负债类下的“一年

内到期的长期负债”与 两者相对应的分别是“长期投资”

和“长期负债”项目。
例如 ，9 月末企业长期投资总帐余额为 300 000 元，

其中根据明细帐查得有一批债券在明年 6 月底到期，共

100 000 元，那么“长期投资”项目下应为 200 000 元，而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券投资”则为 100 000 元。这样就

把帐面记录为长期资产的 100 000 元债券投资，在报表

上调整为流动资产，以 便企业有计划地安排资金，正确

了解资产内部结构和短期偿债能力。假设该企业 9 月

底，流动资产共 1 000 000 元，流动负债共 1 000 000 元，

则流动比率 = 1 000 000 / 1000 000 = 1，如 果不按流动性

标准，填制资产负债表时，将“长期投资”项目按总帐填

为 300 000 元，则流动资产相应减少 100 000 元，那么流

动比率 = 900 000 / 1 000 000 =0.9，使短期偿债能力降

低。
另一个项 目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的编制方

法。设计该项 目的目的与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券投

资”相似，只 不过它是使长期负债向流动负债转化的项

目。
流动性标准是由会计期间假设形成的，体现在整个

会计工作过程中，对于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及时性

有着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  袁 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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