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讨论

也谈备抵帐 户的 性 质

— —兼与傅朝选同志商榷

李俊卿

《财务与会计》1 994 年第 8 期发 表的傅朝选同志的

《谈备抵帐户的性质》（下面称傅 文），是傅针对当年第 3

期登出的方红星同志的《“坏帐准 备”帐户的性质和特

征探讨》（下面称方文）而发表的辩 文。笔者同意傅文对

“坏帐准备”帐 户的定性：“坏帐准备”是“典型的负债

（广义的包括所有者权益，下同）帐户。”但傅文强调“帐

户的余额决定帐户的性 质”，并 列举“固定资产”与“累

计折旧”、“应收帐款”与“坏帐准备”、“本年利润”与“利

润分配”等帐户，断定“这些备抵 与被备抵帐户都是结

构相反性质不同的帐 户”。对此笔者实在不敢苟同。因

为它不仅有悖于傅文自己所提出的“帐 户的性质由所

反映的经济内容所决定的”观点，而 且也与现有备抵帐

户性质的实际情况不符。下面略述 个人管见，与傅朝选

同志商榷，也请广大同仁指正。

一

备抵与被备抵帐户的结构相反，这是无疑义的，但

因此推论其“性质不同”，似有以偏概全之嫌，这里需要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确“坏帐准备”与“应收帐款”的

“结构相反性质不同”，但大部分备抵与被备抵帐户的

结构相反，性质却相同，即备抵帐户与各自的被备抵帐

户（主体帐户）反映的经济内容相同，因而性质也相同。

兹以两个最典型的备抵帐户“累计折旧”和“利润分配”

加以说明。

众所周知，设 置备抵帐户的目的完全是出于管理

上取得指标的需要。设置“累计折旧”帐户，与核算固定

资产有关。由于固定资产在使用中发生价值损耗（有形

损耗和无形损耗），其价值是逐渐减少的。这种减少的

价值，若会计处理时直接冲减“固定资产”，则不能保留

原值指标。为此，会计上采取了变通措施，让“累计折

旧”替代“固定资产”贷 方登记的一部分内容，那就是固

定资产因使用而发生的价值损耗。 帐户反映的经济内

容决定 其性质，“累计折旧”与“固定资产”反映的经济

内容一致，其性质必然相同。但“累计折旧”却与“固定

资产”的结构相反，即贷增借减，余额在贷方。怎么理解

这种相反的结构反映相同的经济内容，是正确认识该

帐户性质的关键。贷“累计折旧是固定资产价值减少的

增加，实质是资产的减少，而不是负债的增加；其借方

一般不登记，只是固定资产实物在企业不存在时（如出

售、报废等），与“固定资产”贷方对销；因先发生贷方

额，故余额必然在贷方，反映现有固定资产的累计损耗

额。 用“累计折旧”的贷方余额抵减“固定资产”的借方

余额，即求得现有固定资产的净值。在这里，备抵与被

备抵帐户结构相反却反映了相同的经济内容，从而决

定二者性质相同。这与傅文的“结构相反性质不同”的

说法就根本不同了。新的《商品流通企业会计制度》要

求，在“包装物”帐户下设“包装物摊销”明细户核算出

租（出借）包装物的摊销额，与原制度包装物摊销时直

接冲减包装物原值的方法并无本质区别 ，但其结构与

“出租（出借）包装物”明细户相反，我们能说“包装物

——包装物摊销”是负债帐户吗？

“利润分配”帐户的设置，是为了取得利润的实现

和分配指标的需要。在盈利企业，对实现的利润进行分

配时，不直接冲减“本年利润”帐户，而是设置“利润分

配”去替代“本年利润”借方登记的利润分配内容。“利

润分配”与“本年利润”反映的经济内容相同故性质相

同。但其结构与“本年利润”的相反，即借增贷减，余额

在借方（实际工作中，该帐户也有贷方余额的情形，且

其余额性质较为复杂，在此不多加解释），平时只登记

借方，反映的是利润分配的增加额即本年实现利润的

减少额，贷方每年只登记一次，是在年终利润转销时。

按傅文的观点“利润分配”当为资产类帐户，资产是企

业的经济资源，但利润一经分配即退出企业，既无价值

实体也不可求偿。例如 企 业用银行存款向投资者分配

利润 ，借记“利润分配”.贷记“银行存款”（略去“应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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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如果把“利润分配”看作资产类帐户，借“利润分

配”就是资产的增加，究竟增加的什么资产？既让人费

解，又违背该帐户设置的初衷。

以上仅列举两个备抵帐户，意在说明问题。当然，

类似例子还有。

二

备抵与被备抵帐户的结构相反，其性质有的不同，

如“坏帐准备”与“应收帐款”；有的相同，如“累计折旧”

与“固定资产”、“利润分配”与“本年利润”。为什么会产

生备抵帐户性质上的两种情况呢？究其原因，是两种依

据下会计处理的结果，即按预估和实际发生的经济业

务进行会计处理的结果。应该说，执行新会计制度前所

有经济业务都是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故会计处理时

涉及的备抵帐户的性质都与其被备抵帐户的相同，这

也是我国已成定论的传统基础会计理论的内容之一。

以上对“累计折旧”、“利润分配”两个备抵帐户性质的

分析已说明这一点，在此就不重复了。执行新会计制度

贯彻谨慎（稳健）原则，便出现了新的经济业务——预

估的经济业务。所谓预估的经济业务是指企业预先估

计可能发生且数额不确定的损失和费用所形成的那部

分经济业务，它是谨慎原则的具体运用。预估坏帐损失

的经济业务体现在会计处理上，就是会计界 一致认同

的备抵法（提取坏帐准备），即设置“坏帐准备”备抵帐

户，按期预估坏帐损失，以便实际发生坏帐时予以转

销。可见，“坏帐准备”是预估业务下涉及的备抵帐户。

当企业预估潜在可能发生的坏帐损失时，并非实际发

生了资产价值的损失。将没有发生的损失当作损失来

入帐，分录为借记“管理费用——坏帐损失”，贷记“坏

帐准备”。此时“坏帐准备”不是替代“应收帐款”贷方登

记的内容（因实际发生的坏帐在“应收帐款”贷方登

记），而是登记的一种先提后用的基金即坏帐准备金。

其借方在实际发生坏帐时与“应收帐款”贷方对销，余

额通常在贷方，反映已提未用的坏帐准备金。从反映的

经济内容看“坏帐准备”是负债帐户，而其被备抵帐户

“应收帐款”是资产帐户。这说明了在预估的经济业务

下，备抵帐户与其被备抵帐户的性质是不同的。属于这

样的备抵帐户还有“商品削价准备”。

两种依据下会计处理的结果，不但造成备抵帐户

与其被备抵帐户性质的相同和不同，而且两者关系上

的密切程度也各有特征。预估的业务涉及的“坏帐准

备”帐户对于“应收帐款”帐户的依附性弱，具有相对独

立性，具体表现是当“应收帐款”因收回而注销时，“坏

帐准备”并不随之而注销。实际发生的业务涉及的“累

计折旧”、“利润分配”对各自的被备抵帐户依附性强，

具体表现为备抵帐户与其被备抵帐户共“存亡”，当被

备抵帐户所反映的固定资产原值或本年实现利润注销

时，备抵帐户所反映的累计折旧或利润分配随之而注

销，真可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

三

综上所述，在执行新会计制度两种会计处理依据

并存的情况下，备抵帐户与其被备抵帐户的结构相反，

性质有的相同也有的不同，决定备抵帐户性质的是其

所反映的经济内容。而傅文“帐户的余额决定帐户的性

质”和方文“调整帐户从属于被调整帐户，其帐户性质

与被调整帐户的性质一致”的提法，都有局限性，不具

备普遍意义。

据上，还有一点需要提及，以 前的《国营 工 业企业

会计制度》把“固定资产”、“利润分配”放在资金占用类

科目，而把“折旧”、“利润”放在资金来源类科目，这是

按帐户结构分类的结果 ，而非傅文所讲的“按科目性

质进行的分类”。

责任 编辑  宋军玲

经验点滴

“江 甘”层 级

管理 效 果 好

行 北

为了既调动各分厂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又做到活

而不乱，广东江门 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1993 年起对各分厂实行层级管理，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其特点是：1.将各分厂变成委托法人单位。除投资决策

权、设备处置权、经营决策权和拒绝摊派权外，各分厂

享有《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规定的

各项经营权。在授权范围内，各分厂有权自主经营，直

接进入市场。2. 一个银行帐号对外。在向各分厂 下放财

权的同时，为了加强公司的宏观调控能力和做到资金

的合理调配，公司规定各分厂不得对外开设银行帐号，

各项业务均通过内部银行办理，以保证公司整体有序

地运行。3.在收入分配上对各分厂实行多项挂钩，综合

考核。各分厂应得的收入除跟实现的销售利润挂钩外，

还跟质量、消耗、安全、劳动纪律等指标挂钩，综合打

分，有奖有罚。从而促使各分厂不仅 下功夫抓销售，还

要抓质量、抓消耗、抓劳动纪律、抓安全文明操作，不断

提高企业的综合管理素质和整体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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