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对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规定和折

旧办法的调整、修改，有这样一些想法和意见：

一、对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规定，不必划分得过细，

划分到类就可以了，这样既可减少企业核算的工作量，

提高工作效率，又有利于我们对固定资产折旧进行监督

管理。

二、改变现行的对一种（类）固定资产规定一个折旧

年限的做法。对每一种（类）固定资产，规定一个长限

（最长折旧年限，下同）、一个短限（最短折旧年限，下

同）。长限依据国家现行规定的固定资产的折1日年限，

短限应在现行折旧年限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固定资产的

无形损耗，物价上涨指数和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制定的行

业倾斜政策等来确定。短限一般应比长限加速 40%为

宜。如能实行这个办法，就给企业和财政都留出了一个

选择的余地，由企业根据固定资产的特点和技术淘汰情

况以及企业的承受能力，在国家规定的长限和短限之

间，申报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经主管部门审查后报财

政部门。财政部门可根据财政的承受能力予以审批。折

旧年限一经批准，企业不得随意变动。这样做有三个好

处：一是在保证固定资产基本折旧的前提下，体现了加

速折旧政策，也就是说，实行长限折旧年限的企业，可以

保证固定资产的基本折旧。实行短限折旧年限的企业，

可以加速折旧，增强企业自我改造的能力。二是解决了

全面提高折旧率对效益不一的企业的承受问题，给效益

好的企业增加了活力，也给效益较差的企业留出了“喘

息”的时间。避免了政策上的“一刀切”。三是避免了全

面提高折旧率对财政收入的正面冲击，给财政的承受能

力留出了缓冲区，从而使财政有时间去逐步消化这块减

收因素。

三、对企业选择短限折旧的固定资产，在提足折旧

后，仍可使用的固定资产，应由财政部门或国有资产管

理部门，对其进行重新估价。估价的方法，应是以该种

（类）固定资产目前的年折旧额 ×该种（类）固定资产还

可使用年限来确定。这块重估价值，企业应从已提取的

折旧基金中，直接上交财政或冲减成本，形成利润。这

样做的目的，一是通过经济杠杆的作用，促使企业加快

更新设备。二是把由于对固定资产使用年限估计过短

而减少的财政收入部分，通过另一渠道收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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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市人民法院对诉讼费使用管理的形式是不尽

相同的，不过大致不外乎以下二类情况。一类是本级法

院将诉讼费全部自留用于业务费开支，不上交不下拨；

另一类情况是由上级法院将诉讼费统管起来。第二类

又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将下级法院诉讼费全部集中，

再统一分配使用；二是将下级法院诉讼费集中一部分调

配使用；三是下级法院上交部分诉讼费由上级法院集中

使用。对不同类的管理形式，帐务处理上是有区别的。

诉讼费管理如能按预算外资金管理，其帐务处理便可依

照《事业行政单位预算会计制度》中规定的会计核算科

目相应作出处理。

对于第一类情况，由于诉讼费收入由法院全部自己

支配，不存在上交下拨，诉讼费确收时记入“预算外收

入”，使用这部分资金时列“预算外支出”，在年终进行结

算抵冲，将“预算外支出”付方余额全部转入“预算外收

入”科目的付方。“预算外收入”科目的年终余额反映本

法院累计滚存的诉讼费结余。如果同级财政要求诉讼

费列报，则年终或定期在对诉讼费支出进行结转时，以

其结转数额同时作分录列计“抵支收入”和“经费支出”

科目。举例如下：

1.法院将通过判决或裁定后确认的诉讼费归缴收

实后，作收：“预算外收入”，收：“其它存款”或“库存现

金”。

2.法院将诉讼费用于业务费支出时作付：“预算外

支出”，付：“其它存款”或“库存现金”。

3.年终或期末将补充业务费支出的全部数额抵冲

诉讼费收入。作收：“预算外支出”，付“预算外收入”。同

时作：收：“抵支收入”，付：“经费支出”。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第二类情况，由于上级法院调集下级法院的诉讼费

然后再调剂分配，这样就存在资金跨区间流动形式。下

级法院将应上交的诉讼费按规定期限，通过开户银行向

上级法院缴款，上级法院将下属人民法院上交的诉讼费

集中起来，然后调剂分配，这样必然在上下级人民法院

之间产生往来款项。当下级向上级上缴诉讼费时上级

法院使用“下级上交收入”，下级法院使用“上交上级支

出”；当上级向下级调剂分配诉讼费时上级法院使用“调

剂支出”而下级法院使用“调剂收入”。现分别将上下级

法院在诉讼费的上交和分配以及使用后在进行结转的

帐务中会计分录举例如下：

（一）上级法院对诉讼费的集配

1.收到下级法院按规定上交的诉讼费或将本法院

参加调剂的诉讼费转收时作：收：“下级上交收入”，收：

“其它存款”。

2.对诉讼费进行调剂分配、结转划款时作：付：“调

剂交出”，付：“其它存款”。

3.年终转帐冲抵时作：收：“调剂支出”，付：“下级上

交收入”。

年终结转后，如果“下级上交收入”收方有余额时，

说明调集的诉讼费向下属没有分尽，结转下年或转入

“预算外收入”留待继续调剂使用。通过以上帐务处理，

能够使上级法院对交上来的诉讼费及时完整地集中和

调剂，也能防止与其它资金混淆。

（二）各级法院对诉讼费的上交和使用

1.人民法院在确定收实诉讼费时分录如下：

A.由暂存款转入部分：（法院确定当初交款的当事

人应承担本案部分或全部诉讼费的）作收：“预算外收

入”，付：“暂存款”。

B.结案后确定当事人补交诉讼费部分作收：“预算

外收入”，收：“其它存款”或“库存现金”。

2.向上级法院上交或本级法院将参加调剂的诉讼

费付帐时作：付：“上交上级支出”，付：“其它存款”。如

果本级法院预算外资金在开户银行只有一个帐户，将参

加调剂的诉讼费结转时可以省略“其它存款”作收：“下

级上交收入”，付：“上交上级支出”。

3.收到调剂分配的诉讼费时作：收：“调剂收入”，

收：“其它存款”。本级法院结转时如省略“其它存款”作

收：“调剂收入”，付：“调剂支出”。
4.各级人民法院用诉讼费开支业务费时作付：“预

算外支出”，付“其它存款”或“库存现金”。

5.年终各法院对本年度应上交的诉讼费进行清算，

是否足额上交，核实结清后将“上交上级支出”的付方余

额全部转入“预算外收入”的付方冲销，作收：“上交上级

支出”，付：“预算外收入”。

6.年终结帐各法院将本年度用诉讼费补充业务费

开支的全部支出由“预算外支出”依次转入“调剂收入”、

“预算外收入”与其冲销，首先作收：“预算外支出”，付：

“调剂收入”。

这一分录会使帐面出现三种情况：甲、“调剂收入”

不足抵冲支出；乙、“调剂收入”有余；丙、“调剂收入”与

“预算外支出”相等。出现甲情况，就用以前年度结存和

本年度自留在“预算外收入”中的诉讼费继续抵冲，作分

录：收：“预算外支出”，付：“预算外收入”。也可将以上

两个分录合并作复合分录：收：“预算外支出”，付：“调剂

收入”，付：“预算外收入。”

出现乙情况，说明今年度上级法院调剂分配的诉讼

费没有用尽，将结余全部转入“预算外收入”留待来年使

用，再作一分录收：“预算外收入”，付：“调剂收入”。年

终“调剂收入”科目没有余额。

如果同级财政要求列报诉讼费，则在将诉讼费开支

年终冲转时，同时作一分录列计：“抵支收入”和“经费支

出”。如果上级法院要求列报，则同样同时作分录列计

与上级法院下拨业务费有关的开支科目核算。但只能

向一个管理级列报，否则汇总到总预决算中，必将是重

复列报。

经验
点滴

清除印章油腻简便法

段富魁

清除印章油腻有种种方法，笔者这里介绍一种简便

易行的方法：即将腊烛点燃，横势对准印章图面滴腊液，

至滴满凸起为止。然后，稍冷凝片刻，待腊液成糊状时，

在废纸上轻力盖印，使印章图面上有一层腊片。待腊片

冷却后，拨掉章面上的腊片，即可带出油腻。如此二三

次，就可将油腻清除干净，使印章字迹清楚如新。此法

不会损害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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