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待摊教育费附加”科目，贷记“应交税金——应交

营业税”、“应交税金——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其他

应交款——应交教育费附加”科目。

二、交纳税金及附加时，借记“应交税金——应交

营业税”、“应交税金——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其他

应交款——应交教育费附加”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

目。

三、月份终了，企业按规定计算出应由当月房地产

经营收入负担的经营税金及附加时，借记“经营税金及

附加”科目，贷记“待摊费用——待摊营业税”、“待摊费

用——待摊城市维护建设税”、“待摊费用——待摊教

育费附加”科目。

四、应注意的几点事项：

1、出现预收款退回时，应及时在当月纳税申报额

中扣除，冲销应交税金及附加。

2、不论是预收款，还是现金销售收入，在申报纳

税，作应交税金帐务处理时，一律通过借记“待摊费用”

科目，不能先直接借记“经营税金及附加”科目。

3、预收款转作销售实现的，要注意不要再申报纳

税。也不要再作应交税金帐务处理。

4、对新《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施行前（即

1994 年 1 月 1 日以前）收到的预收款，由于旧税制未规

定收到预收款时应即纳税，因此，对 1994 年 1 月 1 日

以前收到的预收款转作销售实现的应于当月作纳税申

报。作应交税金帐务处理。

按以上处理，既可充分体现企业与国家税收机关

的结算关系，真实反映企业的资产与负债状况；又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收入与其相关的税金及附加相互配比

的原则，真实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作者单位：桂林第

二会计师事务所）

责任编辑：郑维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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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执行《企业所得

税会计处理的暂行规定》后，

有些企业对交纳所得税款与

减征 10% 所得税款作辅助社

会性支出的帐务处理不相一

致。原因是对所得税作为费用

性支出理解不清，把减征税款

记入所有者权益类帐户中，造

成本期帐面上的所得税额少

计和税后利润数额不实，并与

当期损益表中反映扣除的所

得税数额和“净利润”额不符。

为此，本文对这种帐务处理如

下，供参考。

一、使用的会计科目

企业应按照规定，停用

“利润分配”科目中的“应交所

得税”明细科目。在损益类科

目中增设“550 所得税”科目。

用于核算企业从当期损益中

扣除的所得税。在乡镇企业会

计实务中，因为减征所得税

10%税款的辅助社会性支出

费用，属于所得税费用中的一

项费用，理当通过“所得税”科

目进行核算。

为了区别交纳所得税和

辅助社会性支出的不同项目，

企业应在“所得税”科目下分

别设置“交纳所得税”和“减征

所得税”两个明细科目进行核

算。

二、交纳所得税额与辅助

社会性支出额的计算

以某乡镇工业企业为例，

1995年一季度实现利润 30 万

元，所得 税率为 33% ，减征

10% 所得税款用于辅助社会

性支出费用。

为一目了然，本例无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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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调整。其数额计算如下：

应纳所得税额= 300 000 ×33% = 99 000（元）

减征所得 税额（辅助社会性支出）= 99 000 ×10 % =

9 900（元）

应缴入库所得税额 = 99 000-9 900 = 89 100（元）

三、记入应交时的帐务处理

1、记入应交所得税额：

借：所得税——交纳所得税  89 100

贷：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89 100

2、记入应交辅助社会性支出额：

借：所得税——减征所得税（摘要栏写明项目）

9 900

贷：其他应交款——应交辅助社会性支出  9 900

四、实际交付时的帐务处理

1、缴纳所得税款：

借：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89 100

贷：银行存款  89 100

2、交付辅助社会性支出：

借：其他应交款——应交辅助社会性支出  9 900

贷：银行存款（或有关科目）  9 900

二、三、四季度的帐务处理方法与一季度相同。

五、年终结转所得税费用时的帐务处理

1、结转实际交纳的所得税额：

借：本年利润（摘要栏写明项目） （全年数）

贷：所得税——交纳所得税 （全年数）

2、结转减征的辅助社会性支出额：

借：本年利润（摘要栏写明项目） （全年数）

贷：所得税——减征所得税 （全年数）

说明：所得税明细帐也可以在“所得税”科目的帐

户中设“交纳所得税”、“减征所得税”两个明细专栏。

责任编辑  袁 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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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 资企 业“亏 损”现 象

尹春艳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投资环境的

不断改善，外商投资企业从沿海向内地蓬勃发展。据联

合国贸易促进委员会提供的最新报告：1994 年我国吸

引外资已居世界第二位。但不容乐观的是：据国家工商

局发布的对截至 1993 年年底前登记注册的近 15 万家

外商投资企业年检结果显示：在已投产的外企中，亏损

企业占 51% ，不盈不亏的企业为 8%。人们难免产生疑

问：为什么外资企业在亏损面不断扩大，多数企业帐面

零利润的同时，外资项目却不断增长，投资规模在不断

扩大？我们有必要对这一反常现象进行一些探索。

亏损有两类。其中确有一批企业由于合营前可行

性研究不科学，求合心切，在产品结构、投资结构不合

理的情况下仓促上马，造成企业亏损。而另有相当大一

批企业的亏损则是假亏，即虚亏实盈。这是外商为谋得

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而人为搞出的“零利润”或“亏损”。

本文拟对后一种“亏损”，从其产生的动机、实现的手段

和方法以及防范措施上作一些分析。

一、产生“零利润”和“亏损”的动机

第一，延长税收优惠期。为了扩大开放、促进国外

投资，我国的产业政策规定：对采用先进技术、设备、产

品全部或大部分出口的外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即从

获利年度起，实行“免二减三”的待遇。因此，外资企业

如果使其效益长期处于“零利润”或“亏损”的状况，就

可以长期享受免税优惠。

第二，独吞合营企业利润。合营企业在中国境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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