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见与建议

对“发出商品”科目衔接的

一点建议

7 月 1 日实行的新会计制度取消了“发出商品”

科目，对于“发出商品”科目的余额，在新制度衔接的

帐务处理中规定：“发出商品科目仍保留余额，随收

回货款随转销售，如在年终时，仍有余额的，应将其

转作销售，同时结转销售成本，结平此科目”。此衔接

过渡方法，对于曾严格按照原制度核算要求核算发

出商品的企业问题不大。但在实际工作中不少企业

为避免代垫税利或为促销产品而采取委托代销及其

他方式，无论货款收到与否均借记“发出商品”，贷记

“产成品”科目，由于三角债的连锁反映等原因，使这

些发出商品大量出现呆滞，并且情况复杂。这些企业

如不加分析地将这些发出商品也转作销售，必使当

期收益不实，一方面使企业收益虚增，一方面呆死帐

的出现造成企业潜在亏空。为使新旧会计制度更好

地转换过渡，建议：

1.7 月 1 日转为新制度核算后，企业应对发出商

品余额逐一进行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处理，但于年

终务必将余额结转完毕，以保证新会计制度的正确

贯彻执行。

2.符合旧制度“发出商品”科目核算要求的，按

新制度调帐要求处理。

3.属于已取得索取价款凭证的发出商品应督促

代销单位作出还款计划，年终仍未收回的，应转作销

售，借记“营业收入”，贷记“应收帐款”，同时结转成

本。

4.属于尚未取得索取价款凭证的，应将其相应

余额冲回，借记“产成品”科目，贷记“发出商品”科

目，对代销单位另作备查簿或卡片记录，随货款的收

回注销并转作销售。

5.对于经过核查确属呆死帐或盘盈的则应取得

具有说服力的证明，将其转入“待处理财产损溢”，按

规定程序报经批准后转销。

（段修晨  吴炎炎）

意见与建议
完善工效挂钩的若干思考

企业工效挂钩的实质，是建立全新的工资增长

机制，职工工资的增长不再依靠国家的统一安排，而

是取决于本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果。目前，工效挂钩在

执行中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总挂总提”办法弱

化了企业激励机制。工资基数中包含奖金，全部由成

本负担，即使企业效益大幅度下降，仍有一定的奖金

来源，因而难以有效地发挥奖金的激励作用和调节

作用。二是挂钩指标比较单一，导致了企业盲目追求

税利的增长。实现税利作为挂钩指标存在两点缺陷，

其一，没有反映企业为国家上交多少税利；其二，该

指标包括有免税和分出利润等不合理部分。三是工

效挂钩未能剔除价格等非劳因素，造成工资畸形增

长。

完善工效挂钩的几点思考：一是改进挂钩形式。

推行“总挂分提”或“分挂分提”办法，把工资和奖金

列支渠道区别开来，真正体现工资和经济效益挂钩

这一基本原则，维护成本的真实性。二是改与实现税

利挂钩为与上交税利挂钩，确保国家财政和职工收

入有序增长。三是完善挂钩考核体系。把同行业平均

资金利税率、国有资产增值率列入挂钩范围，一钩多

挂、综合考核，促使企业注重提高整体素质。

（刘成生）

意见与建议
应注意把好会计教材质量关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财会改革的深

化，为提高广大财会人员的业务素质，相继出版了不

少会计教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教材错误百出。

我业余负有培训任务，接触到的教材，有的疏失几十

处，有的疏失几百处，有的甚至在一页上竟有十余处

疏失。这不仅影响教师授课，更重要的是使广大自学

者受害。出现差错的原因，有印刷技术上的问题，但

主要是编者的问题。笔者呼吁各有关单位应把好会

计教材（讲义）质量审查关，也呼吁编者增强责任心。

以免给教师和自学者造成困难，浪费人力财力物力。

（陈治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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