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资金成本的帐务处理

根据我国的现行规定，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利息通过

“企业管理费”计入产品成本。其理由是，企业贷款的目

的是为了使生产和流通顺利进行，贷款利息是生产和流

通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开支。基建借款和专项借款的利

息，从企业利润中开支。债券利率超出银行借款利率的

部分由企业从税后留利中支付；等于借款利率的部分从

税前利润中扣除；股利在税后留利中支付。

笔者认为，上述规定不尽合理。其一，同是资金成

本，却有着不同的帐务处理，缺乏统一性，不利于会计核

算，亦不便于为决策分析提供依据。其二，资金成本的

本质是资金所有权与资金使用权相分离，它是资金所有

者与资金使用者进行利润分割的一种形式，因此，应全

部从利润中支付，不应计入产品成本。对资金成本的帐

务处理，笔者认为，应该增设“资金成本”一级科目，并分

别按“借款利息”、“债券利息”、“股利”、“租入资产租

金”、“资金占用费”等设立明细科目。在原“利润分配”

一级科目下设置“支付资金成本的利润”明细科目。当

支付资金成本时：

借：资金成本——借款利息

——股利

——债券利息等

贷：银行存款

结转资金成本时：

借：利润分配——支付资金成本的利润

贷：资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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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的全部资金，按其与国家预算的关系分

类，可分为预算内资金和预算外资金两类。与之对应，

在会计核算中分设“两套帐”。“两套帐”有的合二为一，

有的截然分开。孰是孰非，孰优孰劣，一直存有较大争

议。从而影响了会计工作的正常开展。两套帐有很多弊

端：一是不利于资金的融通使用；二是不利于会计电算

化的开展；三是不利于现金的日常管理。解决“两套帐”

分设模式带来的弊端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将预算内、外两

套帐合二为一。两套帐合一的办法又可分以下两种模

式：

第一，“貌合”模式。除记帐凭证不分预算内、外连

续编号外，其余一切都和“两套帐”分设模式一样。同一

张记帐凭证上不能同时既出现预算内科目，又出现预算

外科目，“貌合”而“神离”。这种模式仍然不能从根本上

改变“两套帐”分设模式的弊端。

第二，“神合”模式。所有现金收付业务均在“库存

现金”科目下进行核算，停用“经费现金”科目；银行结

算，可以分类进行，也可以由预算外资金垫付。同一张

记帐凭证上允许同时出现预算内、外两类科目。但需要

强调的是，预算外不允许挤占预算内资金。月末，可以

根据资金平衡表进行轧差调库，一般是由预算内调到预

算外：收记“其他存款”科目，付记“经费限额”科目。

也可以不通过银行，作如下分录进行“平调”：收记

“经费暂存—预算外往来”科目，付记“其他暂付—预算

内往来”科目。年底，再通过银行进行结算。

对于现金管理和核算中只使用“库存现金”科目而

停用“经费现金”科目，是对企业会计的一种借鉴。企业

里专项资金核算就没有设置“专项现金”科目，发生现金

收支业务时，统一通过“现金”科目核算，由流动资金代

收代付，月末“专项存款”和“银行存款”进行结算。

“神合”模式密切结合业务实际，在服从管理需要的

前提下简化了核算，既能满足本单位内部记帐、算帐、报

帐、用帐的需要，又能满足上级机关及其他经济监督部

门对报表的需要。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核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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