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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与会计》 1988年第12期刊登了鄂萌等写的

“新技术产业企业会计核算体系改革的尝试”一文，

（下简称鄂文），它对于解决多产权、跨行业的会计

核算问题作了初步尝试，有利于试验区 各项配套措施

的建立和健全，在一定程度上使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

统及管理工具的职能得到发挥。笔者觉得鄂文提出的

会计核算模式若能在以下二个方面加以改进，将更加

成熟、完善。

一、“折旧”问题。笔者认为对于试验区的新技

术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核算借鉴西方会计、合资会计

的固定资产折旧核算办法是可行的。但既然折旧实施

单循环核算，那么用来反映由于固定资产的有形或无

形损耗而转移的价值用“累计折旧”科目加以 核算和

监督更为妥当。“累计折旧”科目的贷 方余额用来抵

减“固定资产”科目的借方余额，借以反映固定资产

的现有生产能力：并利用其净值（固定资产原值减去

累计折旧）与原值对比结果，考察固定资产的新旧程

度。折旧实行单循环核算，按日 计 提固 定资产折旧

时，借记有关费用科目，贷记 “累 计折旧”科目；固

定资产由于调出或毁损、报 废应冲减累计已提折旧额

时，借 记“累 计 折旧”科目，贷记 “固定 资产”科

目。鄂文的帐务处理流程图中关于累计已提折旧额的

减少是：借记“折旧”科 目，贷 记 “银 行 存款”科

目。显然不符合会计原则，是错误的。笔 者认为帐务

处理流程图中关于折旧的处理应更正如下：

注：（ 1）按月计提固定资产折旧

（ 2）调出或报废固定资产已提折旧的减少数。

二、 “科研开发费”核算问题。鄂文的处理办法

是：本月全部支出由本月收入补偿。这种核算办法是

沿用旧的科研单位会计制度规定实行的收付实现 制。

由于科研开发不同于产品批量生产，很多情况是花费

大量费用却无成果，有的本月所花费用形成的成果，

其收入在当月尚未实现；把本月发生的全部费用均由

本月负担，不符合收入与费用的配比原则。采用该种

核算办法不能为管理者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

给经营决策的正确性带来影响。因而，笔 者 认为 “科

研开发费”应先归集、汇总；然后按受益期限与受益

程度分期负担。但考虑到新技术产业企业的“科研开

发费”是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社会科技生产水平的提

高服务的，由于科研成果的特殊性，决定于科研开发

所支出的费用形成的科研成果创造的收入具有不可测

性。因而，采取收入与费用完全配比办法在实际工作

中是难以 实现的。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是采用变动成

本法进行核算，即将 “科研开发费”分为与科研课题

直接相关 的变动费用；如：科研用材料、加工费、测

试费 等。与科研课题没直接关系的相对稳定的固定费

用；如：工资、折旧费、办公费、利息等期间 费用；

对于变动费用月终经归集、汇 总 后 转 至 “技术”科

目，按每 个课题为成本核算对象进行核算，计算出技

术产品的变动成本，待收入实现后才得 以补偿。对于

固定费用经归集、汇总直接作为期间费用在本月的收

入中直接补偿。这样，既解决了由于科研开发 失败而

造成的前期盈利虚假，后期费用巨大的矛盾；又能克

服“收付实现制”的不足.这对于科研课题的成本核

算与管理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基础，为实施量、本、利

分析提供了前提条件，促使科技开发企业经济效益的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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