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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江苏省读者刘勇问：

1.债权债务帐户 包括哪些？银行借款、银行存款属

什么帐 户，是否应该由 出纳人员登记？2. 非现金结算往

来，如 转帐 支票、汇票、托 收 承付等银行结算的会计业

务，应该由 谁来办理？3.现金、银行存款 日 记帐一年结

束后的帐 册是由 主 办会计归档保 管，还是由 出 纳人员

归档保管？

编者答：

1. 债权帐 户包括短 期投 资、应收 票据、应收帐款、

坏帐 准 备、待摊 费 用、预 付帐 款

等；债务帐 户 包括短 期借款、应付

票据、应付帐款、预收帐款、应付

债券、应付工资、应付福利 费、应

交税金、预提 费用、长期借款、长

期应付款等。当然，债权、债务帐

户的判断，不能只看帐户的名称，

还应看 其余额，看是属于借方余

额还是贷方余额。比 如“应交税

金”从名称上 看属债务结算帐户，

如 果“应交税 金”出现借 方余额，

说明多交 了税款，变 成 了债权性

质的帐户。因此，应从帐户余额的

方向上 判断帐户的性质。从内部

稽核 角度来讲，债权债务帐 户的

登记工作应由 会计人员来 完成。

银行借款 包括短期借款和长

期借款两个帐 户，均属债务帐 户，由 会计人员登记；银

行存款属资产类盘存帐 户，其 日 记帐应由 出 纳人员登

记。

2. 企业的一切经济往来，除《现金管理暂行条例》

规定的范围可 以 使 用现金外，其他经济业务必 须通过

开户银行进行转帐结算。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有关结算

办法规定，目前，企业可以 采用 以 下 七种结算方 式，即

银行汇票、银行本票、商业汇票、支票、汇兑、委托收款、

异地托收 承付。其中，银行汇票、银行本票、商业汇票和

支票就 其本身而言，属货币资金，所以 它们的保 管与签

发由 出纳人员完成；但 其帐务处理，不论是收 款还是付

款 业务，应当由 会计人员根据有关原始 凭证进行具体

的业务处理。这符合会计的内部牵制制度，即“管钱的

不能管物，管物的 不能管钱。”汇兑、委托收款和异地 托

收 承付业务，由 出纳人员办理。银行受理 完毕后，由企

业会计人员根据银行的收帐通知 或付款通知 及有关的

原始 凭证做帐务处理。

3.根据《会计法》第四 章 第二 十 一 条规定，会计档

案应由 会计机构或主办会计统一归档保 管。出纳人员

不得兼管会计档案保管工作。

责任编辑  闫 秀丽

（二）

贵州读者伍刚问：

1.会计领域中何种刊物 为一类（级 ）刊物？是否有

其目 录索引？确定标准为何？社 会上 一些学术机构评选

出的：核心期刊”是否属一类（级）刊物？2. 文章被中国

人民大学报刊复印 资料收 录或列入 索引有何意义？3.

我校最近有位 外聘教 师 自称是

“财政部特派员”，这一称谓到底

是否属实？

编者答：1. 关于会计界何

种刊物 为一类刊物，何种刊物 为

二 类刊物的问题，陆续有读者相

询，但 遗憾的 是，我们无 法提 供

满意的答案。因 为就 我们所知 ，

国 家尚未就 期刊作过一 类，二 类

的 区 分（起 码 社 科 类期 刊 是如

此），因 此 不 好 说 会计领域哪种

刊物是一类刊物，哪种刊物是二

类刊物；目 录 索列自 然就 更 谈 不

上 了。关于有否确定不同类（级）

别刊物的标准问题，国 家新闻出

版 署期刊司的答复说 ，过去他 们

没制订过此 类标准，目前也 没这

样的打算。虽然他们近期可能要制订一个优秀期刊评

选标准，但也 只是用 于遴选优秀刊物，而 非 用 于甄 选谁

是一类刊物。鉴于此 ，社会上 一些学 术机构评选 出的

“核心期刊”，并 不能认 为就是一类期刊；一类二 类期刊

的说 法，本身就 没什么依据。

2.要说清楚一篇文章被人大报刊复印 资料所收 录

或列入年终索列有何意义，首先得 了解人大报刊复印

资料有否一定的权威性。从该《资料》的编辑出版 情况

看，这种权威性 在一定程 度上 还是具备的。第一，有专

门机构负责其编辑出版 事宜。对人大书报中心来说 ，编

辑出版 各种报刊复印 资料（共按 专业分 100 多种财务

与会计类只属其中之一）是其专门职责。第二 ，有较严

格的审稿程 序和较 高的鉴赏能 力。一篇文章要想被收

录，首先得经过初选、编辑，然后得通过作为该中心顾

问的各学科专家、教授的审定。第三，资料收 集比 较全

面。该中心目前订阅了 4 000 多种刊物，几乎所有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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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类公 开发行的刊物上 发表的文章，均属其遴选范围。

因 此 ，一篇文章能被该《资料》收 录是不容易的，即便 不

见得都是佳品 ，但多少还是可看作有一定参考价植的。

3. 关于“财政部特派员”一说，不仅你感到惊讶，我

们亦同样感到陌 生，甚至连财政部财政监督 司（财政部

驻各地 财政监察专 员办事处的主 管部门）也 没听说过，

据我们从该 司 了解得知 ，财政部没有向各 地派驻特派

员，派驻各地的监察机构的法定名称 为“财政部驻 ××

省（市、区）财政监察员办事处”。其办事人员亦不能自

冕为“财政监察专员”。作为相当级 别职务的称谓，除财

政部党组刚批准的个别例外，其他人员目 前尚 不能以

“财政监察专员”的名义活 动。故 此 ，上 述特派员之 说 ，

实 为无稽之 谈，不足 为信。

责任编辑  秦中艮

意见与建议

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应

收应付款应真实反映

王传沐

资产负债表编制说明指出：“其他应收款”项目，

应根据“其他应收款”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其他应

付款”项目，应根据“其他应付款”科目的期末余额填

列。这在会计核算相当规范，“其他应收款”科目所属

明细科目均为借方余额；“其他应付款”科目所属明细

科目均为贷方余额的情况下，资产负债表反映的其他

应收应付款无疑是真实的。但是，笔者从参加资产评

估、年报审计和清产核资等工作中发现有为数不少的

企业，“其他应收款”科目所属明细科目中有期末贷方

余额的；“其他应付款”科目所属明细科目中有期末借

方余额的，这些企业在编制资产负债表时，仍按总帐

科目轧差的余额填列，这样就不能在资产负债表上真

实反映企业的资产与负债。而编制资产评估明细表、

会计报表注释和清产核资明细表，都要求债权、债务

分列，从而产生资产负债表其他应收应付款的数字与

这些报表的数字不符，出现许多困难。为此，笔者建

议：凡是“其他应收款”科目所属明细科目期末数为贷

方余额的这部分，理应属企业的负债，应填入资产负

债表“其他应付款”项目内；凡是“其他应付款”科目所

属明细科目期末数为借方余额的这部分，理应属企业

资产，应填入资产负债表“其他应收款”项目内。以确

保企业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中得到真实

反映，从而使企业的财务评价也趋于真实。

责任编辑  郑维桢

意见与建议

企业应重视会计信息

周延良

会计信息是企业生产经营决策不可缺少的条件，

是企业科学管理的基础，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具有控

制、监督作用。因此，企业应对会计信息的生成与利用

予以重视。首先，要大力提高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提

高会计信息的质量，确保会计信息真实、准确、及时、

有用。其次，要逐步提高经营管理人员利用会计信息

的能力。俗话说，优良决策的秘诀是“百分之九十的情

况加上百分之十的直觉。”也就是说，一个精明的领导

人，必须善于占有信息和充分利用信息，否则会计信

息质量再高也难以发挥作用。再次，要注意建立灵敏

的会计信息反馈系统。这就要求会计人员及时编制会

计报表，整理有关数据资料，适时向决策人员提供和

反馈信息，为决策的不断改进和完善服务。另外，随着

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出现，为了提高会计信息的准确性

和及时性，企业应在会计业务中大力推广电算化，以

使会计信息在生产经营决策中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责任编辑  秦中艮

意见与建议企业利用“递延资产”帐户

弄虚作假应引起重视

叶向东  梅荔萍

按照新财会制度的规定，企业可以设立“递延资

产”帐户，用以核算企业发生的不能全部计入当年损

益，应于以后年度分期摊销的费用。但是，在实际操作

过程中，一些企业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或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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