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营，减少风险，提高企业效益的稳定性。（3）可以迅速扩

大生产能力，壮大管理阵容，不断提高企业发展速度。
（4）可以使落后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水平，避免破产清

算。兼并自 1987 年在我国出现以来，发展比较快，对提

高企业经济效益，实现资源合理配置，起了重要作用。

目前，国家应积极制定这方面的法律法规，正确进行引

导，以便进一步完善兼并机制，促进财务管理的良性循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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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固定资产盘盈盘亏会计处理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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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会计制度规定，固定资产盘盈盘亏的净损益

报经批准后转入营业外收支，计入企业利润总额，构成

纳税利润基础，并相应地纳入企业税后利润的分配。
笔者认为，这一规定值得商榷。

首先，固定资产盘盈尽管增加了企业的帐面资产，

却没有带来现金流入的增加，将固定资产盘盈净收益

转为营业外收入后，增加了企业的利润总额与纳税利

润，这不但加重了企业的所得税负担，也增加了企业利

润分配的压力，当固定资产盘盈净值较大的情况下，企

业可能会因此而陷入财务上资金支付的困境。如甲公

司年营业利润 - 10万元，本年盘盈设备一台，盘盈净收

益20万元，按现行制度处理，其利润形成与分配资料

如下：

甲公司当年经营亏损 10万元，而固定资产盘盈 20

万元后，其帐面利润总额为 10 万元，企业须缴纳所得

税 3.3万元，提取盈余公积和公益金后，帐面仍有 5.36
万元利润可供投资者分配。很显然，缴税也好，分利也

好，缴的分的都只不过是一台设备而已，这些资金的支

付，必然进一步加剧企业财务上的困难。有时企业为

了减轻现金流出的压力，将固定资产的盘盈收益长期

挂帐，不转营业外收入和利润，严重影响了会计信息的

科学性和会计制度的严肃性。

其次，固定资产盘亏尽管减少了企业的资产总额，

但并不影响企业流动资金的支付能力。固定资产盘亏

一般是由于企业管理不善造成的，但现行制度却允许

企业将盘亏的净损失计入营业外支出，在计算利润总

额和纳税利润时予以扣除，从而使资产盘亏的企业在

税收方面大享其利，税后的其他利润分配项目也将随

之减少。如乙公司年经营利润 10 万元，当年盘亏设备

一台，盘亏净损失 15 万元，按现行制度其利润形成与

分配资料如下：

乙公司当年经营利润 10万元，但由于盘亏设备一

台，则免除了企业应缴纳的所得税，且其损失大于经营

利润的差额可由以后年度的利润弥补。由于管理原因

造成的资产盘亏，其损失却由企业的纳税利润来弥补，

个别不法企业擅自倒卖国家或集体的财产，将所得收

入转作帐外“小金库”，年终时按资产盘亏处理，将其损

失计入当期利润，这样，既增加了企业的帐外收入，又

减少了其所得税支出。企业的非法行为尽管主要是其

自身的原因，但制度的漏洞也不容忽视。
综上分析，为了堵塞漏洞，使企业的会计处理更加

规范与合理，笔者认为：固定资产盘盈的净收益计入企

业利润总额后，在计算纳税利润时，应进行纳税调整，

从而保持企业现金流量的稳定性。固定资产盘亏的净

损失在计入营业外支出后，不得在企业的纳税利润中

扣减，而由税后利润弥补，以维护国家的税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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