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保管员，凭提货联登记保管帐、卡，结出帐、卡的

结存数；财会部门二级分类帐记帐员则按业务部门销

售日报表所列类目的金额记帐；仓库保管员则按未销

号的核对联得出客户未提 数。如 发 生其他 增加或减

少，财会部门二级物资分类帐及 业务部门调拨帐同增

同减。月终财会、业务部门分别计算累计物资的进、

销、存数额，仓库仅需得出累计库存数即可，以便与

业务部门的调拨帐相互核对。

2.对帐。以财会部门为主，按统一的九个化工物

资类目与业务部门调拨帐核对月末结存的金额是否相

符。如有不符，可查对销售日报表。仓库保管帐结存

数量，则以业务部门调拨帐为主，定期逐一核对仓库

保管帐结存数量是否与之相符。如有不符，可逐笔核

对销货发票存根和提货联。业务部门要指定专人管理

发货票凭证。发货票要按顺序使用，作废的发票，应

在各联加盖作废戳记，并将作废各联交统计销号。仓

库总记帐员要按物资类目将提货联顺号 装订成册，并

妥善保存，不得散失。

（三）物资帐核算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库存物资调价时，财会部门根据 业务部门的物

资调拨帐调价前一天 的帐面 结 存数量，计算调价金

额，并相应调整二级物资类目 帐结存的金额。部分物

资调价所发生的损溢，进当月成本（国 家统一调价，

按上级规定执行）。在财会部门办妥调价帐务手续之

前，业务部门不得任意调价出售物资。
2.未办妥验收入库手续的物资，不能销 售。如货

先到，发票未到，又急待供应时，必须估价验收入帐

后方可销售。库存物资帐、卡都不许出现负数，如有

发生，应即查明原因，进行调整或办理损溢报告。

3 、为了保证差错事故不出门，必须加强销售各

环节的复核工作，实行三复核：即收款员收款时逐笔

复核发货票，做到售价、收款无差错；保管员凭提货

单发货，做到发货无差错；财会部门复核销售日报表

和销货发票，做到物资归类记帐无差错。

4 、企业内部的仓库、营业部、供应站之间 相互

调拨的物资，一律采用内部调拨制。调拨时，由业务

开票员填制一式六联调拨单，（即存根联、调出联、

保管员记帐联、调出财务联、调入联、调入 财务联）.
开票员凭存根联记载调拨帐；仓库凭调出联发货，并

记载保管帐、卡，同时负责将调出财务联于当日业务

终了转交给财会部门，凭以登记物资类目帐的拨出栏。

调入部门的开票员凭记帐联记调拨帐。保管员凭调 入

联验收入帐，同时，负责将调入财务联于业务终了转

交给财会部门，凭以登记物资类目 帐的调入栏。

（四）建立两项结报制度

1 、建立按大类销售日报制度。每日 营业终了，

由业务部门收款员填制销 售日 报 表 ，连同销货发票

“财务联”于次日上午 8 时前报财会部门，经审核无

误（如有差错退业务部门更正后上报），财会部门据以

分类记载二级物资类目帐。

2 、建立进、销、 存旬报制度。业务部门记帐员

填制旬报，送给财会部门，据以计算本期销售成本。

业务与技术

企 业 如 何 正 确 使 用

“应 交 税 金”帐 户

纪 穆

近年来，在对企业进行纳税检查中，发现有的企

业不按规定使用“应交税金”帐户，其中突出的问题

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扩大或缩小 “应交税金”帐户的核算范围。

一是，有的企业将不应由“应交税金” 帐户核算的建

筑税、奖金税等挤入了该帐户核算，人为地扩大了该

帐户的核算范围。二是，有的 企 业 将应在 “应交税

金”帐户核算的房产税、车船使用税、 土地使 用税等

直接借记 “企业管理费“ 科目，贷记 “银行存款”科

目。税企双方在了解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

税的交纳情况时，只能从 企 业 管 理费帐户中逐笔查

找。

二、不按税种分别设计明细帐页。随 着经济体制

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家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发挥税收

的经济杠杆作用，建立了多税种、多层次的税收调节

体系。税务部门要根据国家税收法规和财务会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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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对企业的纳税情况进行检查。如果企业不按税

种分别设置明细帐页，反映企业每一 税 种的 交纳情

况，就会给税务部门进行纳税检查和企业进行经济活

动分析造成很大困难。

三、记错了对应科目，会计核算失真。 如有的企

业将应记入原材料、燃料成本的税金，记入了销售税

金；有的企业将应记入利润的资源税与应记入利润分

配的所得税也记入了销售税金，还有的企业将应由专

用基金列支的税金挤入了成本。

四、补退税款有的 应 通 过 “应交税金”帐户核

算，而不通过 “应交税金”帐户核算。如有的企业补

缴所得税时，借记“利润分配”科目，贷记 “银行存

款”科目；退回税款时，借记 “银行存款”科目，贷

记 “利润分配”科目。这样，“应交税金” 帐户反映

不出补退税款的数额。

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是，有的 企 业 财会人员对

“应交税金”帐户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正确的帐务处理

知识。所以，笔者就 “应 交税 金”帐户 的设置和使

用，谈点意见。

一、 “应交税金”帐户的设置。为了 能够详细地

反映各种税款的上缴情况，应根 据本 企 业的实际情

况，按所征收的税种，分别设置 明 细 帐页。如设置

“产品税”、 “营业税”、 “增值税”、 “城市维护

建设税”、 “所得税”等明细帐页。同一税种如果税

率不同，最好再按不同的税率分别设置明细 帐页。这

样，就能较清晰地反映企业在一定时期内 各种税款的

交纳情况。

二、 “应交税金”帐户的使用。凡是通过 “应交

税金”帐户核算的税金，都应明确其核算程序。以国

营工业企业为例，各种税款提取和上交的 帐务处理程

序是：

1.在 “销售”科目核算税金的帐务处理。月份终

了，企业按规定计算出当月应交纳的产 品税、营业税

和城市维护建设税，借记 “销售-产品销售（税金）”

或“销售-其他销售”科目，贷记 “应交税 金-××

税”。企业按规定计算应交纳的增值税时，应区别以

下两种情况记帐。（ 1）当月产品销售收 入额或应纳

税金大于按规定应予扣抵的数额（即当月为 生产应税

产品购进的应扣除项目的金额，或购入的应扣除项目

的已纳税金，下同）的企业，应交纳的增值税，借记

“销售一产品销售（税金）”科目，贷记 “应 交税金

——增值税”科目。（2）企业当月产品销售收入额

或应纳税金小于应扣抵数额时，按规定留待以后月份

从应交纳的增值税中继续扣抵的税金，借记 “应交税

金——增值税”科目，贷记 “待扣税金”科目。

2.在 “费用”科目核算税金的帐务处理。企业提

取房产税、车船使用税、 土地使用税时，借记“企业

管理费—— ××税”，贷记 “应交税金—— × ×税”。
3.在 “利润” 科目核算税金的帐务处理。月份终

了，企业按规定计算出当月应交 纳的 资 源税，借记

“利润——资源税” ，贷记 “应交税金——资源税”。
4.在‘利润分配”科目核算税金的帐务处理。月

份终了，企业按规定计算出当月应交纳的所得税和调

节税（包括小型企业的 承 包费），借 记“利润分配

——应交所得税’或“应交调节税”或“应交承包费”，

贷记 “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或“应交调节税”

或“应交承包费”。

交纳以上税款时，借记 “应交税金—— ××税”

科目，贷记 “银行存款”科目。

5.代收应交的盐税和烧油特别税的帐务处理。企

业在销售时，将已收的和应收的盐税或烧油特别税，

借记 “银行存款”或“其 他 应 收 款”等科目，贷记

“应交税金—— ××税”科目。如果是企业自用盐应

交纳的盐税以及购入未税盐改变用途应补交的盐税，

借记 “原材料”科目，贷记 “应交税金——盐税”科

目；企业自用油应交纳的烧油特别税以及购入未税油

改作燃料应补交的烧油特别税，借记 “燃料——烧油

特别税”科目，贷记 “应交税金——烧油特别税”科

目。

6.在 “专用基金”科目核算税金的帐务处理。交

纳奖金税、建筑税时，借记 “专用基金”科目（有关

明细科目），贷记 “专项存款”科目。

财会动态财会短讯

△黑龙江省勃利县经委从 4 月 3 日开始，组织所

属企业会计进行1990年 1 季度财务联查。查资金使用

是否合理；查费用摊销、预提修理费是否合乎要求；

查帐表、帐帐、帐实是否相符。通过联户检查，不仅

了解了各企业的财务情况，还促使各企业领导更加重

视财务工作，同时也提高了财务人员学习业务技术的

积极性.在联查中还及时纠正了业务上的一些问题。

（常智慧）
△南京军区后勤部福州办 事处积极参加福建省财

政厅倡办的 “会计人员岗位学雷锋”系列活 动。在纪

念会计法实施五周年之际，组织驻榕部队部分财会人

员参加了义务植树活动，种下了一片“会计林”。

（袁胜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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