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款”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租赁期满后，属于留给企业的部分，转作盈余公积，借记“专项应付款”科目，贷记

“盈余公积——一般盈余公积”科目。

期末，“专项应付款”科目的余额，在“资产负债表”（会工 01 表）第 75行“其他长期负债”项目内反映。“专项应

付款”科目的来源和运用，均应包括在“财务状况变动表”的“增加长期负债”和“偿还长期负债”项目内。

十一、其他

（一）为了便于提供计算交纳流转税的依据，企业应在“应收帐款”科目下，设置“托收承付”明细科目，并按应收

帐款单位设置明细帐。

（二）造纸等企业提取的育林基金，在“预提费用”科目核算。企业提取育林基金时，借记有关费用科目，贷记“预

提费用”科目；使用时，借记“预提费用”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三）在“资产负债表”补充资料下增设“3、国家资本”“4、法人资本”“5、个人资本”和“6、外商资本”四个项目。

贯彻执行新制度

财政部印发《外商投资企业执行新会计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本刊讯〕 1993 年 6 月 7 日 财政部以（93）财会字第 27 号文，印发《外商投资企业执行新会计

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内容如下：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全面而深入地进行会计改革，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于 1992年 11 月发布

了《企业会计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并发布了分行业会计制度（以下简称新制度），要求所有企业于今年 7 月 1

日起施行。为做好外商投资企业在会计核算上与新制度的衔接工作，现对有关问题规定如下：

一、关于会计制度的管理权限，执行新会计制度后，各地区、各部门不再另行制定补充规定。企业可以根据统一

会计制度的规定，结合企业的具体情况，制定本企业的会计制度。

二、关于会计报表的报送部门，应按照新制度的规定执行，即在原制度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企业开户银行”。

三、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的核算方法，按照新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企业对外投资取得的收益及发生的损失，按新制度规定增设“投资收益”科目，单独核算。

五、各种存货在发生盘盈、盘亏、毁损时，其净损益按新制度的规定计入管理费用。

六、“投资人权益”按新制度规定改为“所有者权益”。

七、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企业，可比照《房地产开发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设置会计科目，进行核算。

八、从事租赁及其他金融业务的企业，可比照《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设置会计科目，进行核算。

九、从事商品流通业务的企业，可比照《商品流通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设置会计科目，进行核算。

贯彻执行新制度
财政部印发《股份制试点企业执行新会计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本刊讯〕 1993 年 6 月 7 日，财政部以（93）财会字第 28 号文，印发《股份制试点企业执行新

会计制度若 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内容如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新的行业会计制度的规定，从 93 年 7 月 1 日起，所有企业统一按新的分行业会计制度

执行。现就股份制试点企业执行新会计制度的有关问题规定如下：

一、股份制试点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会计原则进行会计核算。下列问题从 7 月 1 日开始，应改按

新的行业会计制度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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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核算应当遵循谨慎原则的要求，合理核算可能发生的费用和损失。

（二）在外汇调剂市场买入、卖出外币业务的核算，比照新的行业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将“开办费”和“长期待摊费用”科目合并为“递延资产”科目。

（四）将“职工福利基金”科目改为“应付福利费”科目。

（五）将“公积金”科目分为“资本公积”和“盈余公积”科目。企业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和任意盈余公积均应在

“盈余公积”科目核算。

（六）取消“集体福利基金”科目，企业提取的公益金，在“盈余公积”科目下设置明细科目进行核算。

（七）取消“利润分配”科目中的“上年利润调整”明细科目。

（八）将“营业税金”科目改为“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

（九）从事商品购销业务的企业，应按《商品流通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设置“商品削价准备”科目。

（十）从事银行业务或其他金融、保险业务的企业，除所有者权益部分外，应按照金融、保险企业会计制度的规

定进行会计核算。但保险企业应在所有者权益部分设置“总准备金”科目。

（十一）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企业，有关房地产开发业务的会计核算，可以比照《房地产开发企业会计制度》

执行。

二、其他业务，凡与新的行业会计制度一致的，应执行新的会计制度。

贯彻执行新制度

财政部印发《全民所有制交通运输企业

新旧会计制度衔接帐务处理办法》

[本刊讯] 财政部于 1993 年 6 月 21 日 以（93）财会字第 32 号文印发《全民所有制交通运输企

业新旧会计制度衔接帐务处理办法》。《办法》内容如下：

按照财政部（93）财会字第 01号“关于印发《运输（交通）企业会计制度》的通知”的规定，交通运输企业将于

1993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新的《运输（交通）企业会计制度》，交通运输企业原执行的会计制度将同时废止。现将全民

所有制交通运输企业新旧制度衔接中有关帐务处理问题规定如下：

一、调帐原则

企业于 1993 年 7 月 1 日前仍然按照原《国营交通运输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设置有关的会计帐目，并按原规定

的记帐方法进行日常会计核算，编制有关的会计报表。1993年 7 月 1 日起，执行新发布的《运输（交通）企业会计制

度》。执行新制度后，1993年 7 月 1 日以前的业务事项不再调整。

调帐时，按照新制度的要求，对原有经济事项的调整（如有价证券应计利息等），应作为 6 月底以前发生的经济

事项补记到 6 月份帐内。企业应按补记后的数字编制有关会计报表和科目余额表，并将科目余额作为 7 月份的月

初数。

企业按照新制度的要求对 7月份月初余额进行的调整，应作为 7 月份的经济事项（调整月初数）记入 7 月份有

关帐内，7 月份的有关报表应按调整后的数字编制。

二、帐目调整

1.“固定资产”科目

新会计制度仍设置“固定资产”科目，由于固定资产标准的改变，原作为固定资产核算的劳动资料，一部分要转

为低值易耗品，而另一部分原作为低值易耗品核算的劳动资料，要转为固定资产。

在调帐时，低值易耗品采用一次或分次摊销法进行核算的企业，将固定资产转为低值易耗品时，按已提折旧，

借记“累计折旧”科目，按固定资产的净值，借记“待摊费用”或“递延资产”科目，按固定资产原价，贷记“固定资产”

科目。低值易耗品仍采用五五摊销法核算的企业，则应将已提折旧，借记“累计折旧”科目，按固定资产原价的 50%，

贷记“低值易耗品——低值易耗品摊销”科目，按其差额，借记或贷记“待摊费用”或“递延资产”科目；按固定资产原

价，借记“低值易耗品——在用低值易耗品”科目，贷记“固定资产”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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