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研究

企业在建工程试运转的帐务处理

赵先兰  陆素萍  文高冉

《企业财务通则》规定：“在建工程完工以前因试运

转发生的支出和营业性收入，一般计入或者冲减在建

工程成本。”行业财务制度规定，商品流通企业、旅游服

务业的在建工程试营业发生的营业收支，列为当期损

益；工业和农业企业在建工程在交付使用前因试运转

形成的可以对外销售的产品等，按照实际销售收入或

预计售价扣除税金后，冲减在建工程成本，发生的支

出，计入在建工程成本。

商业、旅游服务业在建工程试营业的帐务处理与

正常营业收支相同，这里不赘述。以下就工业企业（假

定为一般纳税人）在建工程试运转收支业务的帐务处

理，谈谈看法。

试运转发生的生产准备成本，如临时供电、供水、

供气、抽调生产工人、准备工卡模具、布置生产线等支

出，借记“在建工程”科目，贷记“生产成本”、“制造费

用”等科目。

外购或领用本企业的原材料，其价款连同增值税

（进项税额）计入“在建工程”科目。例如：

1.领用本企业原材料用于在建工程试运转，该批

材料的进价为 50 000 元，增值税为 8 500 元，用于生产

A 产品。经测算，在正常生产状态下，该批材料可生产

A 产品 50 件。会计分录为：

借：在建工程——工程物资  58 500

贷：原材料  50 000

贷：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8 500

2.若上述原材料从外部购入，会计分录为：

借：在建工程——工程物资  58 500

贷：银行存款  58 500

试运转产品经检验质量合格的可以对外出售。出

售后，除收回价款外，还有应上缴的增值税（销项税

额）。按规定，出售产品的收入应冲减在建工程成本。假

如上述原材料仅生产 A 产品 45 件，经检验有 40 件质

量合格（试运转很可能造成原材料浪费，且次品率高），

可以对外出售。出售时，收到价款 60 000 元，增值税

10 200元。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70 200

贷：在建工程—— ×工程  60 000

贷：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0 200

若 A 产品为应税消肖费品，税率为 10%，则该项消

费税应从销售收入中扣除，然后冲减在建工程成本。

A 产品应交消费税= 60 000 ×10% = 6 000（元）

会计分录应为：

借：银行存款  70 200

贷：在建工程—— ×工程  54 000

贷：应交税金——应交消费税  6 000

贷：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0 200

按照《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用于固定资产在

建工程的购进货物，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

扣。笔者认为，这里所说的“购进货物”是指构成固定资

产实体或实际消耗的、不能作为有形动产继续销售的、

视同最终消费的购进货物。而用于在建工程试运转、作

为产出有形动产且构成其价值的原材料，没有构成固

定资产实体，其产品可以对外出售，因此就不能视同最

终消费。按《条例》规定：上一环节购进货物支付款额时

得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外税款，在计算本

环节销售货物应纳税款时予以扣除，以避免重复纳税

的现象。所以，用于试运转原材料的进项税额也应从其

产品的销项税额中扣除。而该进项税额已事先通过“进

项税额转出”或直接计入了在建工程成本，如何计算抵

扣和帐务处理，就值得推敲了。笔者认为，工业企业在

建工程试运转业务一般较少，在金额很小的情况下，为

简化核算，可不作抵扣，全部由在建工程成本负担。若

金额较大，应作抵扣处理，但无需单独设置会计科目，

可在领用或购买原材料、记入在建工程成本的同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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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进项税额另行登记备查簿。这里要注意，在计算抵

扣时，试运转中浪费（包括次品所耗）原材料的进项税

额不能从销项税额中扣除，只有已销（或可销）的试运

转产品所耗原材料的进项税额，才能从销项税额中扣

除，且扣除数额应以试运转产品全部销项税额 为限，

不足抵扣的部分，由在建工程成本负担。计算公式如

下：

上式中“正常状态下的产品产量”，是根据实际耗

用的原材料数量，按正常状态下同类产品所耗原材料

的一般水平计算的。若为新开发产品，可运用技术测

定等方法计算出标准产量，用“标准产量”替代上式中

“正常状态下的产品产量”。

本例中，可从销项税额中扣除的进项税额为6 800

元，试运转产品的销项税额为 10 200元，足以抵扣。在

帐务处理上，应用红字冲减“应交税金”（进项税额转

出）科目，会计分录为：

借：在建工程—— ×工程 6 800（红字）

贷：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6 800

（红字）

次品的残料也要妥善处理。如本例，5件次品的残

料作价 2 000 元，暂作工程物资保管，会计分录为：

借：在建工程——工程物资  2 000

贷：在建工程—— ×工程  2 000

从上述处理方法可以看出，将试运转收入全部冲

减在建工程成本，又不缴纳所得税，容易出现企业人

为地对交付使用的固定资产不办手续，长期下去，还

可能导致形成的固定资产价值不实。因此，为避免发

生这种情况，控制不正常移交，应当加强在建工程的

管理，严格按照规定移交并验收已完工的在建工程。

责任编辑  温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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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劳动保险会计的

构 想
王战国

随着劳动保险制度的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

立，企业如何确认、计量、核算劳动保险费用，建立科学

的劳动保险会计，对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如实反映

企业财务状况，准确地计算企业的经营成果，已成为目

前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笔者就改善现行劳动保险费

核算办法，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1.劳动保险费的确认和计量

我们知道固定资产包括取得成本、运行成本和清

理成本。这三种成本在其有效使用期内以折旧形式分

期摊入企业成本。同样道理，劳动者包括成长教育成

本，恢复体力脑力成本以及退休退养成本。其中前两种

成本以工资形式计入各期成本，劳动保险是否也能象

固定资产清理成本那样在劳动者有劳动能力期间计入

成本呢？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劳动保险费既然是劳动

力价值的组成部分，是对劳动力价值的附加补偿，那么

劳动者对其附加值有请求权和追索权，根据等价交换

原则，企业不应当无偿占有劳动者的附加补偿价值。因

此在劳动者提供劳务之后，企业除及时支付工资外，还

要及时确认和计量这部分延期支付的附加价值，并计

入当期成本。这样，不仅正确地反映了企业当期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也及时、完整地体现了劳动力价值。

劳动保险费的计量取决于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

主要包括：①现时的社会平均寿命年龄 S。社会平均寿

命年龄 S 越大，所需劳动保险费越大；反之就小。社会

平均寿命年龄根据现时统计数字可得到。②法定退休

年龄 T。平均寿命一定，法定退休年龄越大，劳动保险

费越小；反之，越大。③社会平均参加工作年龄 G。参加

工作时年龄越大，至退休工作年龄越短，则单位工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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