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我国财务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

1、非生产经营管理费用的概念不符合划分资本性

支出和收益性支出的会计原则。资本性支出的特点是

它产生的效益将持续几个会计期间，因而在发生时，不

能全部作为费用处理，只有当期受益部分才是费用；收

益性支出是为一个会计期间而发生的，其未来经济利益

已在一个时期内耗费，因而在发生时全部作为费用。将

费用划分为生产经营管理费用和非生产经营管理费用

是不合理的。
2、上述费用分类与《企业财务通则》和行业财务制

度的规定不一致。《企业财务通则》和行业财务制度只

将费用划分为计入生产经营成本的直接费用、间接费用

以及不能计入成本的期间费用，同时规定固定资产和无

形资产的购建支出、对外投资支出、营业外支出等不得

列入成本、费用 。
3、将生产经营费用划分为计入产品成本的生产费

用和不计入产品成本的经营管理费用的提法不符合会

计惯例。会计上将不能计入产品成本的费用习惯称之

为期间费用 。
综合上述，笔者认为较为合理的提法应该是：费用

按经济用途分为计入生产经营成本（制造业为产品成

本）的费用（包括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和不能计入生产

经营成本的期间费用。
责任编辑  秦中艮

问题讨论

所有者权益≠货币
——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指标应改进”一文的意见

陈小蓉

《财务与会计》1996 年第 4期刊登的谭永前的《国

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指标应改进》一文（下称谭文）认

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严格的公式应是：保值增值率

=期末国家所有者权益 ÷（期初国家所有者权益 ×国

有资产保值增值系数）×100% 。其中，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系数 = 1 +年利率 +（通货膨胀指数 -年利率）。
谭文提出的这一“严格的公式”，实际上是将资产

保值率考核指标计算公式内的主体“国家所有者权益”

看作“货币”，从而导致错误的结论。
资金的时间价值即货币的时间价值，是指同一货

币量在不同时间上价值量的差额；通货膨胀指数是指

同一货币量在不同时间上的一般购买力的下降程度。
国家所有者权益不等于货币。企业的资产总额减

去负债总额等于所有者权益，即净资产。所有者权益虽

然以货币量来反映，但其实际存在不一定是货币，更不

一定全是货币，其中包括非货币性的实物项目的存在。
同一货币量的净资产在不同时间上价值量的差额

是受上述不同时点上企业资产的价值量和负债的价值

量比率的影响的。以同一货币量表示的净资产在不同

时间上的价值量的差额，不能简单套用货币时间价值

和通货膨胀指数的测定方法，因为净资产与货币两个概

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不同的。
由于资产和负债的内容包括多类项目，因而资产减

负债所得的净资产的内容也包括多种项目。以实收资

本、资本公积等项目表示的货币量的实际存在，即所有

者权益的实际存在大致包括货币性项目与非货币性项

目。现金、将按固定金额收回的应收款、将按面值和固

定利率到期收回本息或股利的长期投资等属于货币性

资产项目；应付款、应付票据和公司债等属于货币性负

债项目；存货、预付费用、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主要是

非货币性资产；递延收入和其他为未来提供商品或服务

的负债项目等属于非货币性负债。
在通货膨胀条件下，企业持有的货币性资产必然遭

受货币一般购买力（货币价值量）下降的损失，而所承担

的货币性负债则将从货币一般购买力下降中得利。资

产中货币性项目减去负债中货币性项目的余额在净资

产中的含有部分，则可能在货币的时间价值上“流失”；

如果资产中货币性项目减去负债中的货币性项目的余

额为负数，则净资产中的全部内容皆为非货币性资产，

不受货币时间价值的损失和通货膨胀的影响。而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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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点上资产中某些非货币性项目，以及上述项目超过

负债中非货币性项目的部分，可能发生超过通货膨胀指

数的利得。
同一货币量的所有者权益在不同时间上实际存在

的利得或损失，要视各个企业持有的货币性资产、非货

币性资产和承担货币性负债、非货币性负债在不同时间

上的净差额而定。

由此可见，谭文认为现行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

指标掩盖了资金在时间价值上的损失和通货膨胀影响

的损失，并提出要以年利率和通货膨胀指数来扣除这两

项损失，这在理论上，混淆了所有者权益（净资产）与货

币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实践中，也不符合复杂的企业资

金运动的实际。

要比较真实地反映通货膨胀对所有者权益的影响，

需要重新编制按现行价值计算的会计报表，这需要另题

讨论。
责任编辑  刘志新

电算财会

北京光华木材厂会计电算化

五步应用法介绍

温广平  关小燕

北京市光华木材厂是全国最大的木材综合加工企

业之一，产品品种繁多，成本核算复杂，日常业务量庞

大。为了把财会人员从烦琐的帐务核算中解脱出来，他

们积极探索电脑理财新路，在经过自我开发等多种尝试

后，于 1988 年底正式决定采用用友商品化软件。由于他

们将软件应用合理划分为五个阶段，实行相互衔接、循

序渐进、各有侧重的“五步”应用法，取得了较好的成

效。1989 年该厂在北京市企业中率先甩掉了手工帐，于

今已实现了财务核算与产、供、销等各项业务的网络管

理、较好促进了该厂管理水平的提高。

一、初期准备阶段

初期准备阶段是为后面各阶段工作的顺利展开奠

定基础的阶段，这一阶段需要做好以下 3 个方面的工

作。
1.选购适合本企业需要的会计软件。主要从软件

的通用性、实用性、可靠性、稳定性、可维护性和运行速

度等方面来考虑选择。同时，买好与之相配的计算机也

非常重要。各种软件都有与之兼容的硬件和软件环境

要求，否则很容易出现一些不可预见的问题，使甩帐过

程受阻。我厂大部分采用进口原装 AST型计算机，与用

友软件兼容性很好。

2.选定适合会计软件的汉字系统。不论哪种财务

软件，对汉字系统都有一定的要求，有的虽然兼容多种

汉字操作系统，如 UCDOS、王码、LX 等，但要选定兼容

性最好的一种。如我们选定兼容性很好的 UCDOS 用友

专用版，无论采用硬字库还是软字库，各种打印要求都

能实现。
3.确定科目输入方法。汉字的输入速度和准确程

度关系到工作效率和帐务处理准确性。有的单位科目

采用编码输入，由于编码不便于记忆，相近的编码容易

敲错，我厂经过实践总结采用了自造词组的方法，按照

每个词组各个字头的字母将所有的科目名称、单位往来

名称、个人往来名称、各部门名称及一些常用的摘要内

容做成光华词组，例如：管理费用（glfy）、温广平（w gp）、

光华木材厂（ghm c），这样不但解决了汉字的输入问题，

而且使输入的凭证更规范、标准，从而使会计人员逐渐

养成标准化、规范化的良好习惯。

二、软件初期试运行阶段

这一阶段是发现问题，寻找适合本企业特点的电算

化管理办法和核算方式的阶段，也是使财务人员尽快熟

悉掌握软件基本操作功能的阶段，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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