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元，“专项应收款”借（增）方余额 2万元（10万

元— 8万元），反映为财政欠退 2万元。在编制会计

报表时，会工01—— 1 表第66行“财政应退数”和会工

21表新增设“实行承包多得的利润数”，均填列10万

元；在会工01— 1表第67行“财政已退数”填列 8万

元，第68行“年末未退数”填列 2 万元。这样，不仅

是帐帐相符、帐表相符，表与表之间相互衔接，而且真

实反映了企业年度内的正常留利和超承包应得好处。
上述会计处理方法，解决了企业超承包结算的两

个实质问题。一是企业通过设置“专项应收款”帐户

来核算财政应退、已退和欠退应返还利润数，清晰地

反映了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的具体情况和结果；二是

在专用基金表增设“实行承包多得的利润数”，真实

反映了各年度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 任 制所多得的好

处。

读者  作者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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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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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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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今年 第 一期就

《 论会计改革》 和《 会计

辞海》 发表书评后，收到

了许多读者来信，询问这

两本书的邮购办法。现就

此问题作一简单 答 复。
《 论会计改革》 一书由中

国财经出版社出版，书价

3.50元（另加15%的邮挂

费），欲购者，请与北京

市东城区大佛寺美术馆后

街80号财经书店联系，邮

政编码：100010。《会计

辞海》 由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第一次印刷的 6 万

册售完后，8 月份又重印。
欲购者，请向各地新华书

店订购；也可与辽宁省沈

阳市兆一马路108号辽 宁

人民出版社经济编辑室联

系，联系人：谭燕，邮政

编码：110001。

本刊编辑部

问题讨论
“加息”不能进成本

邵 敏

贵刊1991年第 4 期财会之窗栏目，介绍了《山西

金融》 1990年第11期李栋兵同志文章《略谈“加息”

与“罚息”之适用范围》。文章引用中国人民银行总

行发〔1988〕304号《关于逾期贷款利息处理问题的

批复》 ，“对逾期贷款加收的利息，并不是罚息，…

…逾期贷款利息计入成本，不应按挤占成本处罚。”

从而得出结论：“加息”与“罚息”有质的 区 别，
前者允许进成本，后 者 则 不准进成本。对于这一结

论，笔者实难苟同。现提出以 下看法，与大家共同探

讨。
根据国务院《国营企业成本管理条例》 明确的成

本管理权限，除财政部外，其他任何部门或地方都无

权规定成本开支范围，中国人民银行作为金融管理机

构，有权规定哪些利息属于加息或罚息，但无权规定

加息罚息的列支渠道。国务院《国营企业成本管理条

例》 规定，流动资金贷款罚息不得列入成本；财政部

《国营工业、交通运输企业成本管理实施细则》 进一

步明确：“银行按规定加收的各种加息、罚息应在企

业留用利润中开支，不得列入成本。”因此，流动资

金借款利息，凡属于超过正常利率加收的部分，如逾

期贷款加息，超储积压和有问题商品占 用的贷款加收

的利息，都不能由成本开支。

总之，无论是加息还是罚息，都应由企业留用利

润开支，不允许列入成本。

（本文作者单位：财政部工 交财务司制度处）

书
讯

《 注册会计师手册》

（第三辑）即将出版

《 注册会计师手册》 （第三辑）内容包括10个部

分，共辑录了两年多来新发布的与注册会计师管理和

注册会计师执行业务有关 的经济法规 和制度等420多

项，分上、下两册，将于 7月底出书，每套订价24元

（含邮寄费）。联系地址：天津市和平区 花园路2号。
邮政编码：300041。（章海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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